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政治」與「歷史」㆓者密切相關，是貞觀思潮的重要內涵。貞觀史㈻素㈲鑒戒史㈻之稱，

好以史為鑒，而目的則指向現實政治之用。此種思維型態，是貞觀君臣論政論㈻的主軸。編成

於貞觀㈤年的《羣書治要》，正是此思潮之典型呈現。

以往㈻界對《治要》的研究，偏重在輯佚、校勘等文獻㈻價值的闡發，《治要》流傳㆗、㈰

之間所涉及的文化交流議題，與《治要》所反映的政治思想等等；本文則試圖從貞觀的重「史」

意識切入，指出《治要》的編纂背景、全書㊪旨、呈現形式與內在意向，都與此重「史」精神

密切相關，為《治要》的解讀提供㆒種新途徑。

《治要》是魏徵等大臣為唐太㊪所編纂的㆒部治道精選集，內容為經、史、子㈥㈩餘部典

籍的節鈔。此書的編成，背後是貞觀重「史」用「史」的思想主流，其「致用」㊪旨㈩分明確，

與類書截然不同。就㈻術傾向來看，期於為治的終極指向，使此書無愧於帝王㈻的高標；而書

㆗對經史子諸部典籍的節選，又在在顯露出與「史」相仿的㈵質，㊞證了貞觀重「史」的思想

㈵色。

從《治要》史部的刪節去取，得以直接觀察《治要》展現的史㈻精神。比照典籍原本與《治要》

的節鈔內容，編者的取捨過程於焉顯露；而取捨過程必然反映出某種價值觀，對此價值觀加以

梳理，正能與貞觀史㈻的㈵質相互發明。約而言之，編者所重在於具體切近之㆟事，且力求㈲用，

故多選錄具㈹表性的「言」與「事」，而不惜犧牲時間軸線的完整性，對史書體例、體裁等形式

常規亦不甚措意；取捨之間所蘊藏的「致用」意向，則在教訓、修身勵德、現實施政、增篤情

義等面向盡情彰顯。㉃於《治要》及貞觀「致用」史㈻的影響與侷限，本文於結論處亦㈲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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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羣書治要》的相遇，始於碩一修習的「六朝文史資料討論」。當時在

課堂上，張蓓蓓老師藉著《羣書治要》的材料，談的是中古子學。後來在「中

國經學史」這門課裡，聽何澤恆老師講到貞觀時代的經學是「活經學」，一時

間有所啟發。「活經學」三字，隱隱約約喚起某種潛藏在心底的情懷，它並不

隸屬於某個特定的人物、時代或學說，而是一種關於中文系的遙遠的想望。

在二十一世紀的大環境裡，內聖外王、道德仁義都已漸漸淡出生命的實踐；

然而自己身為中文系的學子，對「古道」多少懷著崇敬與歆慕，依然暗暗想

著「立修齊志、讀聖賢書」，暗暗希望自己也能讀古人讀的書、養成同古人那

般寬闊高潔的德行與濟世安民的襟懷。貞觀時代的「活經學」令人登時想起

《羣書治要》。魏徵剛正不阿、犯顏直諫的風骨，眾所周知；當時只是想，透

過《治要》，我也有機會讀他當年讀過的典籍，或許還可以從《治要》的重點

節鈔裡，體會他學思歷程的一點片段。 
後來才發現，這點單純得近乎天真的想頭，其實是沒辦法拿來作「學術

研究」的。說來慚愧，寫作這本論文的過程中，我也並不曾真正踏實地下一

番古人下過的功夫。囿於才智學力，要徹底認識魏徵、虞世南等《治要》編

者的廣博學問，對我來說太困難；但面對古人治學的心思、用世的熱忱，我

始終懷著真誠的敬意，這份敬意支持著我，使我終究能夠心平氣和地度過一

路上遭遇的困惑與難關。雨霽天青的時刻，回首過往種種，以及那一千三百

年前孕育出貞觀盛世的學術豐壤，很慶幸自己有這樣的機會親近古人的心

靈、走進古人胸中的世界；從《治要》裡仰望巍峨光燦的盛世風華、剛健正

直的賢良風骨、學以致用的淑世懷抱，尊敬之外，唯有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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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大中文系的日子，將近八個寒暑。感謝所有師長的教導與栽培，帶

領我一步一步進入中華文化莊嚴而豐美的聖殿。尤其要感謝指導教授張蓓蓓

老師。記得大三的時候修了張老師的「世說新語」，又旁聽「四史導讀」，當

時只覺每一堂課都撼動人心。老師在課堂上談說的種種，使我領會到中國學

術特有的氣質，內涵深厚而穩重，穩重當中通貫著一種清晰的學理思維；能

夠從精微處析辨，也能夠在大局上圓融，更重要的是，時時回歸到立身精神

的提點。在精神光芒的鑑照下，我感受到千年不絕的文化溫度，也彷彿尋得

了尚友古人的階梯。寫作論文的過程中，感謝張老師的循循善誘、悉心指導，

在困頓時予我鼓勵與安慰，使我從一片茫然懵懂，逐漸學會辨認方向、獨立

思考、找到自己的路；感謝何澤恆老師總在關鍵時刻以幽默化解徒然的壓力，

讓我在寬闊的天地間懂得調整步伐；感謝同道王詩涵，許多言談間的契心默

會，說明著道德實踐之路並不孤獨，我由衷珍惜；最後，感謝口試委員閻鴻

中老師、張素卿老師，毫無保留地將許多珍貴的意見教給我，讓我再次領略

學術研究的嚴謹與學問之海的浩瀚。 
誠如釋家所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這本論文的完成使我明白一切

成果俱非偶然，點點滴滴都令人感恩。感恩父母師長，感恩三寶，感恩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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