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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一个可以梦想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

的时代。因为唐朝正处在一个社会变迁与转折的关

键时期，豪强士族已经衰落，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兴

起；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这一切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

条件，同时也为各个阶层人民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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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宗国，!"#$ 年生于南

京市，祖籍江苏如皋。北京大

学历史学系教授。%"&' 年北

京大学历史学系历史专业本

科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

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科学研

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

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先

后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

史教研室主任，历史学系学位

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

员，以及中国唐史学会理事、

北京历史学会理事、《中国大

百科全书》(第二版) 中国历史

学科隋唐五代史分支主编，点

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

修订工程审定委员。

三省制规定重大决策需经宰相在政
事堂讨论，再由中书省起草文书，门下
省进行审议，然后报皇帝批准。不通过
中书、门下，皇帝也不能随便发号施
令。唐朝还规定“凡制敕不便有执奏
者，进其考”。这是说对于皇帝下的命
令，凡发现有不合适的，提出意见，在
年终考评的时候，可以提高考评的等
级。在决策和发令上，《唐律疏议》卷
十《职制》有这样的规定：“诸制书有
误，不即奏闻，辄改定者，杖八十；……知
误，不奏请而行者，亦如之。辄饰文

者，各加二等。”这就是要求参与制书
起草、行下各个环节的人员，发现制书
有误，要马上奏闻。贞观四年唐太宗
“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
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
意”。强调的不是皇帝说的都是对的，皇
帝决定的事都必须执行。而是反复强调，
经过皇帝批准或同意的诏敕都可能有不
稳便处，要求群臣“皆须执论”，始终把保
证决策的正确放在第一位。

唐朝运用制度和法律来保证政府机
构的正常运转。令式规范了各级政府的

组织机构和职掌，明确规定了官员组成
及其职责范围；规定了公文处理的程序
和程限，政务的处理形成了一整套严密
的程式。四等官制按政务处理程序把官
吏分为长官、通判官、判官和主典，明
确了各级官吏在公文处理过程中的地位
和责任。律令和各种制度，包括勾检制
度、监察制度、谏议制度、考课制度，
规定了各种监督百官执行的制度。对官
吏失职、违法乱纪、贪赃枉法也从法律
上规定了具体的处分办法。这些做法基
本上为以后各朝所承袭。

公私仓廪的丰实

公私仓廪丰实的前提是农业生产的
大发展，土地开垦、人口增殖、新的居
民区的出现。人均粮食的提高集中反映
了唐代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公元 '世
纪唐朝人均粮食达到 *++ 斤。除了天
时、地利 （气象、生态） 等自然赋予的
条件，生产技术（冶铁技术和农具的改
进，南方先进农具江东犁的发明和普
及，以及耕作制度的改进，轮作复种制
的实行）、农村土地占有情况和经营方

式的变化 （小农的大量出现，土地重新
集中和租佃制的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措
施，是三个最重要的因素。

手工业、商业城市和集镇的发展

唐朝手工业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通过技术引进的方法，把
北方先进的丝织技术带到南方，使江浙
一带的丝织业得到极大发展；另一方面
开始有了一些地区性的分工。陶瓷业成
为了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瓷器开始大量
出口。茶叶等经济作物开始大量种植，

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农村出现集
镇，城市面貌发生变化，坊市制度被打
破，城市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外贸易的发展

唐初重新开通了传统的丝绸之路，
接着又新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也称作
陶瓷之路。唐的商船直航波斯湾，并与非
洲东海岸有商业往来。对外交流的地区
和国家比过去扩大了许多，远至波斯湾
乃至非洲东海岸。从新航路的开辟来说，
比郑和下西洋（!$+$年）要早六七百年。

唐朝留给我们的东西实在是太多
了。回想一下，我们最早接触到的唐代
的东西是什么？是唐诗。随着知识的积
累和活动空间的扩大，我们就会接触到
越来越多的唐朝遗产。从欧阳询的 《九
咸宫醴泉铭》到颜真卿的《多宝塔碑》，
从唐三彩、铜镜、金银器、西安的大雁
塔、四川乐山大佛，到阎立本的 《步辇
图》、西安唐墓壁画、敦煌壁画，不论
是考古发现的各种文物和分布在各地的
各种文化遗存，还是丰富多彩的文学艺
术作品和各种历史文献，都使我们感觉
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唐朝。

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
看不见的，那就是作为唐朝文化遗产留
给我们的传统文化。

唐朝是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

高瞻远瞩，胸怀开阔，勇于进取，
积极向上，朝气蓬勃。这就是文学史家
林庚先生所说的“盛唐气象”。林庚先
生指出盛唐气象“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
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是盛唐时代精神
面貌的反映”。他进一步解释说：“蓬
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
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

从各种思想、宗教 ,儒、释、道 -

和文艺形式 (诗词、书法、绘画、雕塑、
乐舞- 的成熟，史学、地理学和科学技
术的创新和发展，并起着承先启后、继
往开来的作用来看，唐朝的确是一个文
化复兴的时代。

唐朝的学者、文人和艺术家，在传统
文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思
想材料，包括外来佛学中的许多思想材
料，最大限度地吸取各种艺术形式和表
现手法，包括民间的，以及十六国以来传
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乐舞、绘画、
雕塑，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气派，又含有异
域风采的，绚丽多姿、光辉灿烂的文化。

例如，唐朝的经学，一方面对传统
经学加以总结，另一方面又结合历史，
根据唐朝初年实际情况加以运用。唐初
的经学不仅是思想家的经学，也是政治
家的经学。君臣论治是言必五经，语必
诸子，都是引经据典，但又不生搬硬
套，而是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加以发
挥。因为唐朝初年的经学是与实际密切
结合的经学，所以说是平易近人、生动
活泼、具有丰富内容的。从唐初经学发
展的过程来看， 《群书治要》可以让我
们看到当时对五经学习的重点。 《贞观
政要》 可以让我们看到唐初政治家学
习、运用和发挥的过程。 《五经正义》
则是对唐初经学的记录和总结。

丰富的治国思想和政治文化

贞观君臣论治所涉及的问题和得出
的结论，是在理论、历史和唐朝初年现
实情况相结合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治国理
论的一次总结和发展。它不仅影响中
国，而且影响亚洲一些国家历史的发
展。

隋唐时期，政治体制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结束了家国一体的传统。伴随着
政治体制的变化，皇帝在行使国家最高
权力的同时，在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
唐太宗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
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这是唐太宗总结隋末动乱的教训得出的
理论，强调皇帝与民不仅是依存关系，
而且是举用关系，皇帝的权力来源于
民。

贞观初年，唐太宗提出“为君之
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
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
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
治而下乱者”，并进一步提出“国以民为
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
国家所有”。这是唐初实行“轻徭薄赋，与

民休息”政策的理论基础。
唐太宗还明确提出了“君人者以天

下为公”，把“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
之欢心”作为人君的最高准则，同时对
大臣也提出了“坚守直道”和“灭私徇
公”的要求。古代的帝王提出灭私徇公
的思想是非常超前的。唐朝处在一个社
会转折时期，处在一个王朝新的时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很多超前
意识的萌芽，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在当时
只可能短期地实现，却不能长久地实
行，但却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思想或者
制度。

同时，决策由内廷走出来，由政事
堂、中书省、门下省等相关部门及其官
员和皇帝按一定程序完成，皇帝成为国
家的最高负责人。例如唐朝的决策由宰
相在政事堂讨论，讨论以后由中书省起
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之后报给皇
帝，皇帝批准了方可执行，不通过中书
省和门下省，皇帝是不能发令的。这是
唐朝在政治体制上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此外，唐代以考试选用官吏的制度
和科举制度奠定了此后历朝培养和选拔
官员制度的基础。而唐玄宗时期提出的
“不历州县、不拟台省”，没有担任过州
县官不能担任中央的中高级官吏，也成
为唐以后各朝选拔中央官吏的基本原
则。

扩大对外交流，形成汉字文化圈

唐朝有开放的、兼容并蓄的胸怀，
对外交往的地区和交流的内容都有所扩
大和发展。唐朝与亚洲各国建立了广泛
的联系，唐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并且形成了汉字文化圈 （唐文
化圈），确立了东亚文化的特色。在韩
国的庆州，日本的奈良、京都至今还保
留了不少具有唐文化因素或直接来自唐
朝的文化遗存。

黄粱梦的故事中，卢生在小店里向一位道士发牢骚，说
自己尽管念了很多书，但却不得发达。道士就给了他一个枕头
让他睡觉，他梦见自己科举及第，一步一步做到高官，最后封
燕国公。卢生梦醒时，发现店主的一锅黄米饭还未煮熟。

卢生的经历不是杜撰，而是有原型的。这个原型就是开
元时期著名的宰相、文学家张说。张说，祖籍北京，后迁居
山西，最后到洛阳，虽不是农民出身，却家境贫寒。后来通
过制举及第，一步一步做到了宰相，最后封燕国公。黄粱梦
故事中卢生的经历，基本上是按照张说封爵的经历来写的。
张说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之所以能够官至宰相，封燕国公，
一方面在于他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发展为个人的发展
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在于唐代科举制度的特点。

唐朝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即“常贡之科”，是常
年按制度举行的科目。常举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
法、明书和明算等六科。唐朝通过常举来选拔具有较高才能
的人担任一般官吏，这些官吏只能根据四年一次的考课成
绩，逐级升迁。对于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往往通过制举来选
拔。制举由皇帝临时下制诏举行，考题一般都是当下一些急
需解决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通过考试来考察
参试者的政治见识、政治见解。通过制举选拔出来的官员往
往担任秘书郎、监察御史等官职。这些官职不受考课的制
约，可以越级升迁。

沈既济写《枕中记》是在唐德宗时期，即公元 ' 世纪末。
《枕中记》以开元七年作为开头，以梦醒作为结尾，具有一定的
象征意义。这说明开元时期是一个可以梦想的时代，一个充满
希望的时代，但到公元 '世纪末，对于意图通过科举考试进入
仕途的人来说，终究是黄粱一梦。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唐朝思想比较开放，没有那么多的束缚。唐朝编 《隋
书·经籍志》的时候，把传统文化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
史、子、集四部在以前也有人提出来，但是真正地作为一种图
书分类，作为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分类还是从唐朝开始。

唐朝对一般人的素质要求就是“博通经史，善说文”。
唐朝非常重视经史知识，判断一个人的文化素养，主要是看
他有没有深厚的经史知识。“善说文”，就是能不能写文章。
所以写诗成为当时人们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成为
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唐朝对于各种文化，包括外来
文化、宗教文化，都是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认为每种文化
都有它的优点，都应该很好地吸收。唐朝社会生活也比较开
放，这从当时妇女的服饰就可以看出来。不仅如此，妇女的
活动空间也扩大了，寡妇可以再嫁。

开元天宝时期是黄金盛世

中国古代向来把“大同”思想作为最高的社会理想。
《礼记·礼运》 中讲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
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
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
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
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样一个“大同”境界，在唐朝以前都认为是一种理想
的世界。到了唐太宗贞观时期，尽管此时经济尚不发达，但
是政治亲民，社会安定，外户不闭，马牛被野，民风纯朴，
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种情况和“大同”境界有几分相
似。唐朝不仅出现了贞观之治，还出现了开元之治。开元天
宝时期社会安定，民风纯朴，虽然不及贞观年间，但是它有
着空前繁荣的经济，绚丽多彩的文化，国势极为昌盛。

公元 *&&年，安史之乱。有人说唐朝从此中衰，其实并
不符实。安史之乱后，唐朝一度陷入混乱，经济受到破坏，
地方藩镇割据，但是这些问题都逐步解决了。唐朝真正出现
衰象是在 "世纪中期，但不论是唐朝初年贞观时期，还是安
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后期，和开元天宝时期相比都缺了一点东
西。唐朝初年可以称得上是昌盛，但是经济并不繁荣；唐朝
后期，经济的繁荣大大超越了开元天宝时期，但又谈不上昌
盛。而开元天宝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对外开放，国
势昌盛，是真正的黄金盛世。

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

实现统一是每一个帝王的最高理想之一，唐高宗时期把
中国的疆域扩展到了巴尔喀什湖流域，使唐代疆域达到了最
大。唐朝一些民族结束了长期停滞的原始阶段，打破了孤立
发展的状态，建立了政权，扩大了交流空间，加强了与其他
民族的交流，开始走向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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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唐朝发展的三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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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法律保证了唐朝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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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一个可以梦想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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