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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

前言

凭借电视剧《神探狄仁杰》风一样的传播，很多人知道了神探狄仁杰，不过，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权
谋大师狄仁杰。    曾经有人从权谋的角度做过一个古代“丞相”(同级别官职)的排行榜，在这个榜单
中，陈平排第一，狄仁杰(宰相)排在第二，张居正(内阁首辅)位居第三。    能排名于张居正之上，可见
，狄仁杰最狠，的其实不是破案，而是官场权谋。    千百年来狄仁杰一直受人称道，被誉为大唐名相
。不要以为狄仁杰的家世显赫，虽然他也是官二代，不过却是一个不入流的官二代，祖上的余荫还无
法将他“保送”到京官的位置。    狄仁杰的“公务员”是考上的，而且是受人歧视的“明经”出道。
“明经”好比今天的自考文凭，跟那些正规大学的“红本子”完全无法相比。    不过，狄仁杰也是个
有真本事的人。上元二年(675年)，狄仁杰出任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大理寺)科员(大理丞)，创造了
一个不可思议的纪录，刚上任的一年中，他判决的案件涉案人员高达17000人，但却没有一人喊冤。也
就是在此时，狄仁杰的名声不胫而走。    其后，经历官场沉浮，游走于京官和地方官之间，久经江湖
的狄仁杰也慢慢变得老辣起来。    狄仁杰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博得了多数人的称赞，
当然也引来了小人的诬告陷害，最落魄的一次是来俊臣以谋反之名将其抓入天牢。生死存亡之际，狄
仁杰奉行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原则，避免了屈打成招的麻烦，再通过种种手段，写下了上诉材料，托自
己儿子送达最高领导人武则天手中，结果成功从来俊臣的毒手中脱逃。    后一个对手是武承嗣。武承
嗣一直想当太子，狄仁杰的理想人选则是李旦。在武则天犹豫不决时，狄仁杰抓住机会，以亲情打动
武则天：“您应该立您的亲生儿子为太子，如果您立您的儿子为太子，将来您就是皇帝的母亲，配享
太庙也理所应当，而您要是立武氏后人为太子，那么将来您只能是皇帝的姑母，让侄子为姑母立庙，
好像有点悬。”    很显然，狄仁杰的话对武承嗣很有杀伤力，武则天也最终放弃了武承嗣，选择了李
旦。    其实，武则天和狄仁杰作为君臣，关系是很微妙的。狄仁杰政绩卓越，巧妙获取了武则天的好
感，但他也怕功高震主，有一天被清算，更怕武家子弟鸠占鹊巢，抢了李家江山。    所以狄仁杰一方
面很小心，甚至不惜自污，以保证自己的“自然死亡”。另一方面，他又巧妙地利用武则天对他的信
任和袒护，主荐了他的盟友张柬之做自己的接班人。结果他死后仍借了张柬之的手，完成了李唐光复
的伟业。    当官当到这份儿上，狄仁杰的官道不可谓不厚。生前华光异彩，死后仍然被人千秋景仰。
唐中宗通过政变，重新登上皇帝的宝座后，就追封这位官场“老油条”为司空，后又被唐睿宗追封为
梁国公。    狡猾、老辣、有道、有术、官场大佬、权谋大师，这才是最真实的狄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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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

内容概要

《狄仁杰:拯救大唐的"权谋"大师》内容简介：作为一个不入流的官二代，祖上的余荫没能将他“保送
”到京官的位置，只得通过明经出道。明经好比今天的自考文凭，跟那些正规大学的“红本子”完全
无法相比。以非进士进入官场，在倾轧惨烈的官场屹立不倒。仕途受挫，却屡能化险为夷。狄仁杰，
他到底凭什么？
都说给女人当差不容易，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武则天手下为臣，则更是难上加难。谁不畏
惧她的严刑峻法、铁腕无情——为达目的，她可是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下手诛杀的。既得到武则天的
欢心，又维护了自身的正气。狄仁杰，他的秘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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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

作者简介

龙宫幕，70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硕士。喜欢唐史研究，尤喜好研究《
狄仁杰探案集》。为北京正元咨询投资有限公司企业咨询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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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初入官场，必须要做“愣头青”初做官的人总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来，因为没有仕途经验，初
生牛犊不怕虎。但实际上，做“愣头青”是初入官场的一种智慧。而且，初入官场的人，必须要从“
愣头青”开始做起。高官喜欢“愣头青”做好本职工作摸透领导，大张旗鼓地维护法律实现职业价值
第二章 懂得沉默，就懂得了官场人在官场就如飘萍，智慧型的官场人物虽不能预料下一站在哪里，却
能在漂泊中学习官场中必不可少的心智和权谋技巧，为的是将来有一天可以大显身手。干掉政敌，最
好的场地在战场聪明人不立危墙之下宁与鬼斗，不与人斗李唐皇室成员被屠杀在沉默中爆发“剩”者
为王第三章 官场逃生术事实上，武则天时代的告密者们是无密可告的，因为被武则天鼓励告密的人大
都是市井乡野的庶民，他们无缘接触上层政治，又怎么知晓宫廷情况？然而，诸多简单的现实摆在他
们面前，使他们得到了启发和鼓励，于是，告密大时代宣告来临。全民告密酷吏素描有些事是躲不开
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山不过来，我就过去官场援手寻找外援第四章 与铁腕领导共事任何在古代皇帝身边
的人都会从骨髓里发出这样的感慨：“伴君如伴虎。”从政体上看，中国古代皇权至上，高居权力金
字塔顶尖，有生杀予夺之权。皇帝身边官员的脑袋只是暂借在他的肩膀上，随时都可被皇帝拿走。如
何与大领导（皇帝），特别是铁腕领导相处，这是官场大佬们必修的课程。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要
有自污的本领皇帝是老虎武则天的乱麻对领导的情感教育借助别人的力量庐陵王还朝第五章 以个性引
人注目武则天时代的国防部任务都不轻，河北更是个多事之地。狄仁杰与河北颇有缘分，先后几次来
这儿，或视察工作，或领导工作，而每一次他都能在这儿给中央造成影响。狄仁杰深知，当官的，要
让你的领导看见你，你得做够两点，一是以成绩说话，二是以个性引人注目。突厥与李唐的前世今生
执行，不折不扣地落实实力比磕头更有用不居功，不受赏不要仇视小人第六章 进谏讲方法697年，狄
仁杰任政治局常委（鸾台侍郎）、副总理（同平章事）；698年，狄仁杰成为官吏考核办主任（检校纳
言）；700年，狄仁杰成为发改委主任（内史）。三年间，狄仁杰的职位几乎是一年一迁，在这一时期
的宰相班子中，狄仁杰是升迁最快的一位。同朝的一班同事，与之比起来，光环黯淡得始终不成样子
。越没野心越升官只谈国事，不及其他则天大帝爱上佛找到进谏的角度自掩其美第七章 另类的编织“
官系”网模式在狄仁杰的一生中，除了晚年他推荐的几个人才可以看作他的门生以外，历史上看不到
他掏心掏肺地去结交一位挚友。这绝不是写史的人忘了用笔记载下来，而是狄仁杰饱经沧桑和劫难之
后，总结出的一种障人眼目的护身术。威胁到处有举贤不避亲把关系放在暗处烧冷灶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人第八章 导演一场政治大戏狄仁杰一直梦想着自己能看到李唐复兴的那一天，但他的身体没允许
他坚持到最后。在生命的弥留时刻，狄仁杰策划了一起惊天动地的政治大戏。也许，狄仁杰之所以是
狄仁杰，就在于他这一生，生前精彩，死后更精彩。导演的布置班子团结的力量“二张”的末日女皇
时代终结狄仁杰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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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

章节摘录

凭借电视剧《神探狄仁杰》风一样的传播，很多人知道了神探狄仁杰，不过，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权
谋大师狄仁杰。曾经有人从权谋的角度做过一个古代“丞相”（同级别官职）的排行榜，在这个榜单
中，陈平排第一，狄仁杰（宰相）排在第二，张居正（内阁首辅）位居第三。能排名于张居正之上，
可见，狄仁杰最狠的其实不是破案，而是官场权谋。千百年来狄仁杰一直受人称道，被誉为大唐名相
。不要以为狄仁杰的家世显赫，虽然他也是官二代，不过却是一个不入流的官二代，祖上的余荫还无
法将他“保送”到京官的位置。狄仁杰的“公务员”是考上的，而且是受人歧视的“明经”出道。“
明经”好比今天的自考文凭，跟那些正规大学的“红本子”完全无法相比。不过，狄仁杰也是个有真
本事的人。上元二年（675年），狄仁杰出任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大理寺）科员（大理丞），创造
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纪录，刚上任的一年中，他判决的案件涉案人员高达17000人，但却没有一人喊冤。
也就是在此时，狄仁杰的名声不胫而走。其后，经历官场沉浮，游走于京官和地方官之间，久经江湖
的狄仁杰也慢慢变得老辣起来。狄仁杰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博得了多数人的称赞，当
然也引来了小人的诬告陷害，最落魄的一次是来俊臣以谋反之名将其抓入天牢。生死存亡之际，狄仁
杰奉行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原则，避免了屈打成招的麻烦，再通过种种手段，写下了上诉材料，托自己
儿子送达最高领导人武则天手中，结果成功从来俊臣的毒手中脱逃。后一个对手是武承嗣。武承嗣一
直想当太子，狄仁杰的理想人选则是李旦。在武则天犹豫不决时，狄仁杰抓住机会，以亲情打动武则
天：“您应该立您的亲生儿子为太子，如果您立您的儿子为太子，将来您就是皇帝的母亲，配享太庙
也理所应当，而您要是立武氏后人为太子，那么将来您只能是皇帝的姑母，让侄子为姑母立庙，好像
有点悬。”很显然，狄仁杰的话对武承嗣很有杀伤力，武则天也最终放弃了武承嗣，选择了李旦。其
实，武则天和狄仁杰作为君臣，关系是很微妙的。狄仁杰政绩卓越，巧妙获取了武则天的好感，但他
也怕功高震主，有一天被清算，更怕武家子弟鸠占鹊巢，抢了李家江山。所以狄仁杰一方面很小心，
甚至不惜自污，以保证自己的“自然死亡”。另一方面，他又巧妙地利用武则天对他的信任和袒护，
主荐了他的盟友张柬之做自己的接班人。结果他死后仍借了张柬之的手，完成了李唐光复的伟业。当
官当到这份儿上，狄仁杰的官道不可谓不厚。生前华光异彩，死后仍然被人千秋景仰。唐中宗通过政
变，重新登上皇帝的宝座后，就追封这位官场“老油条”为司空，后又被唐睿宗追封为梁国公。狡猾
、老辣、有道、有术、官场大佬、权谋大师，这才是最真实的狄仁杰。630年，大唐皇帝李世民开创贞
观之治的第四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本年，形势一片大好。大唐名将李勣把中国的劲敌东突厥从
地图上抹掉；皇帝李世民被周边国家尊称为“天可汗”；倭国派来了第一批遣唐使。这是五百年难遇
的盛世，就在这盛世光环的照耀下，东宫中级官员（太子内直郎）狄知逊的老婆卢女士生下个虎头虎
脑的婴儿，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名垂史册的狄仁杰。狄仁杰的青少年时代乏善可陈，只是知道他在老爹
的监督下苦读古典书籍，并很快成长为一名知识分子。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年），狄仁杰通过
明经科考试而步入仕途。值得注意的是，狄仁杰被录取的年份居然不详。这跟狄仁杰选取的考试类型
有直接关系。唐朝的科举考试分很多种。比较受朝廷和考生重视的有两种，一是进士科，另外一种就
是明经科。进士科的考试科目主要是诗赋（主要考文才）和政论（古典与时政结合的杂文）。比较而
言，明经科则简单得多，只是默写上下句（帖文），通过后，则是口试，经问大义（古典知识）十条
，时事政治（答时务策）三道。从考试内容就可以看出，进士科要远远难于明经科。唐朝应考进士的
人极多，但被录取的极少，每年多不过40人，平均录取率为12%，而明经科应试者少，录取率却高
达20%。进士录取既然这样难，一旦考中，那就预示着仕途通达。考中进士的人按照政府规定在外游
行时，所受到的欢迎程度不亚于消灭敌国凯旋的大将。而考中明经科的人则只有一张录取通知书，史
册上只是随便记录下名字，有时候连名字都懒得记。如果朝中无人，明经科的人只好先到政府指定的
清水衙门做文书工作，这种工作有的人一做就是几十年。狄仁杰没有这样的霉运，他所以考明经科很
可能是他同样出身明经科老爹的指教。考中不久，狄仁杰老爹多年以来编织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狄
仁杰很快被授予汴州（今河南开封）州长行政助理（判佐）的职务。州长行政助理的职责是帮助州长
处理州里的各种行政事务，但狄仁杰完全可以不动手，只需动嘴即可。因为在他的下面有无数受州长
雇用的编制外的技术性人才，我们称他们为胥吏。可是，狄仁杰和许多刚参加工作的热血青年一样，
血管里沸腾的血液激励他对各种行政事务都要进行指导与干预。时间一长，有些胥吏就吃不消了。胆
大包天的某个胥吏就请狄仁杰吃饭，在饭桌上，开门见山地说：“我说狄秘书，您这样事必躬亲，累
坏身体还得罪了我们，这很不好。我们这样的人就是官员和百姓之间的中介，长官雇我们，给那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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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

还不够喝粥的。我们想要活下去，就必须以中介的身份赚钱。比如有百姓想要投诉，不经过我们，就
见不到长官，经过我们，就得给点小费。现在您这么一来，什么事都管，这不是把我们的经济来源给
断了吗？”狄仁杰听后火冒三丈，回敬道：“我是吃公家的饭，做公家交给我的事。尸位素餐这样的
事，我可做不出来。”胆大的胥吏当即威胁狄仁杰：“别怪我没提醒您，夜路走多了会遇到鬼。”狄
仁杰拂袖而去。很快，狄仁杰就遇到了“鬼”。唐朝初期，中央政府每隔一至数年就会派一批京官担
任纪检委委员（黜陟使）到地方上检查官员工作。这一年，来到汴州的纪检委委员是建设部部长（工
部尚书）阎立本。阎立本可是唐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他是个出色的画家，成名作《步辇图
》使无数想要攀越巅峰的画家心醉神迷。当然，阎立本不仅仅是个画家，还是个头脑清醒、富有智慧
的政治家。可惜，他的艺术成就掩盖了他的政治才干，使很多人只对他的艺术家身份感兴趣。阎立本
也对别人的这种“心理取舍”有很大意见。贞观年间，李世民经常和政府高级官员在皇家花园游玩。
有一次，李世民看到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不觉雅性大发，命人去召阎立本速来。当时传话的人并没
有直呼阎立本的职位（郎中），而只是传递：让那个画画的阎立本赶紧来。阎立本听到后羞愧异常，
但又不敢不来，一路小跑，汗流浃背，狼狈不堪。晚上回到家里，他疲惫不堪地叫来儿子，语重心长
地教诲道：“我从小就发愤读书，又学习绘画技艺，做官后居然以画画闻名于天下。今天遭到这样的
羞辱，是活该。我当初就不该学习画画。你一定要以你老爹我为鉴，千万别学这些不入流的东西。”
阎立本能有这样的人生感悟，当然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官本位”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说明他是个
理性十足而又能分清黑白的人。所以当他来到汴州，接到那群胥吏指控狄仁杰徇私枉法的控告书时，
阎立本不动声色，而是把狄仁杰叫到面前，谈人生、谈理想。一谈之下，阎立本断定面前这个年轻人
绝不是那种唯利是图的小人。在经过详细调查和对狄仁杰所主持的行政事务进行勘查后，阎立本把控
告书扔回给了那群胥吏。这是狄仁杰初入官场遇到的第一位青天大老爷。阎立本回京后，极力推荐狄
仁杰，说他品行高洁、才干卓越，应该给他安排更高一级的职务。唐高宗李治当时正犯着神经性头痛
，迷迷糊糊地听完阎立本的陈述，随口说道：“并州（今山西太原）都督府法曹参军（负责司法刑狱
的长官助理）空着，让他去那里吧。”我们很难作出正确判断，狄仁杰当时是否是抱着“愣头青”的
智慧来做官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官场大佬们每每都是从“愣头青”开始的。身为低级官员，对官
场大佬们没有任何威胁，在别人都唯唯诺诺或是浑浑噩噩时，突然有“愣头青”鹤立鸡群，必然会引
起官场大佬们对自己年轻时候的回忆。由于在情感上可以接受，所以，正如阎立本看重狄仁杰一样，
“愣头青”自然就会被提拔了。对李唐王朝而言，并州是龙兴之地。义宁元年（617年），隋朝太原军
政长官（太原留守）李渊宣布起义，如秋风扫落叶般攻陷隋朝政治中心长安，第二年称帝，建立李唐
王朝。并州不仅有着荣誉地位，还是战略要地，它是北方突厥进入中原的重要门户。唐朝初期，版图
上重要的地方都设置比州高一级别的都督府，都督府的一把手是都督，但都由皇室成员遥领，实际处
理具体事务的则是都督府长史（军政长官）。或者可以这样说，狄仁杰的职务虽然仍是一级长官助理
，但与汴州州长助理相比，级别上已经高出两级。对于一个明经科出身的人而言，在一年时间里猛跳
两级，这是天大的幸运。品行高洁的人往往具有如下特点：菩萨心肠、能推己及人。狄仁杰初到并州
时就遇到一件别人的难事。当时的一位同僚要出远差，短时间内不能回来，但这位同僚有位老母，缠
绵病榻。所以，这趟差事就成了此人的心病。狄仁杰得知此事后，向军政长官请求代替这位孝子出差
。唐代不如今天交通发达，出行方便，当时，很多官员都不喜欢出远差，因为长途跋涉，辛苦异常，
不但没有油水，而且在路上或者是办事地点发生点什么事，家人一无所知。军政长官蔺仁基被狄仁杰
这一高风亮节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突然想到，这种舍己为人的美德应该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才对。这
么多年来，蔺仁基和他的参谋（都督府司马）始终闹着不愉快，双方的关系吃紧，稍不注意，就会同
僚反目。蔺仁基反省这件事，认为自己的确从来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不由得对狄仁杰钦佩
得五体投地，说：“狄兄弟的贤良，天下只有一人啊！”（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狄仁
杰的人性美德为他赚足了声誉，他在并州十几年，并州的老百姓可能不知道一把手是谁，但人人都知
道都督府中有位菩萨心肠的狄老爷。多年之后的明朝有人为还活着的大太监魏忠贤修建祠堂，这使痛
恨魏忠贤的人大骂修建祠堂的人不要脸。但675年左右的并州，百姓们也为狄仁杰修建了祠堂，却没有
任何人站出来指摘。这就是唯利是图和大公无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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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仲尼云“观过知仁矣”，足下(狄仁杰)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    ——唐·阎立本    同尘合污，
与世委蛇⋯⋯非但全唐，亦以完躯，其事伟矣。    ——明·李贽    狄公在周，如大乘菩萨行忍辱行，
自非小圣所测。    ——明·张大龄    其(狄仁杰)尤赫然与日月争光者，莫若安抚江南而焚淫祠一千七百
余所。    ——清·王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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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

编辑推荐

《狄仁杰:拯救大唐的"权谋"大师》彻底颠覆你的“常识”，让你重新认识这位“中国福尔摩斯”的另
一面！他不仅仅是只会问“元芳，你怎么看”的胖老头。狡猾、老辣、有道、有术、官场大佬、权谋
大师，还原给你最真实的狄仁杰——一个一直被我们忽略的官场“老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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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

名人推荐

Page 10



《狄仁杰》

精彩短评

1、能力，智慧，与信念
2、故事挺有趣味的，写作手法也通俗易懂，人物鲜活生动，看了这本书之后是非常佩服狄公的为人
处世，生活态度，对于官场的权谋拿捏的恰到好处，有许多地方都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3、这是我利用一个星期的碎片时间看完的一本书，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看完后耳目一新，爱不释
手。
4、夹叙夹议，没有条理。
5、原来你是这样的狄仁杰（doge脸）
6、我认为精彩的在最后两章。

Page 11



《狄仁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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