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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趣谈 
黄新聪编撰

 赵普（922—
992）字则平，幽州
蓟县（今天津市蓟
县）人，北宋初年
杰出政治家。后周
时为赵匡胤幕僚，
追随赵匡胤建功立
业。赵普积极参加
策划陈桥兵变，以
黄袍加身赵匡胤，
建立宋朝。宋朝建
立后，赵普参与制
定了一系列重大决
策，又辅助赵匡胤
统一了国家。宋乾
德二年（964年）赵
普被任命为宰相，
晋封为韩王。太宗
时又两次为相，封
魏 国 公 。 公 元 9 9 2
年病逝，死后谥忠
献。

赵 普 身 居 宰 相
高位，又是颇受倚
重的开国元勋，但
他的仕途却一波三
折，不很顺利。开
宝 六 年 （ 9 7 3 年 ）
赵普罢相，出任河
阳三城节度使，这
是他结识赵匡胤以
来，第一次远离政
治中心。太平兴国
六 年 （ 9 8 1 年 ） ，
赵普第二次出任宰
相 。 赵 普 由 野 入
朝，几年间朝中任
用了很多的文人，
已 是 物 是 人 非 ，

今非昔比。相形之
下，赵普的学识修
养已明显跟不上时
代发展的需要。朝
廷也越发感到赵普
这方面的欠缺。《
宋史》记载：“普
少 习 吏 事 ， 寡 学
术”。太祖曾多次
问 及 赵 普 前 朝 制
度 ， 他 都 无 以 对
答。太祖不悦，以
笔涂赵普面曰：“
尔怎得及他人！”
太 祖 还 说 了 一 句
话 ： 作 相 须 读 书
人。言外之意是，
你赵普不是一个读
书人；不是读书人
就不能当宰相。

原 来 ， 宋 朝 开
国之初，宋太祖和
朝臣都认为，五代
时期政局纷乱的根
源在于藩镇拥有重
兵 ， 不 受 中 央 节
制。而要避免宋朝
成 为 短 命 王 朝 ，

就必须“兴文教，
抑武事”。为了培
养更多的文士，宋
太祖“崇建太学，
教养多士”，并迅
速恢复和完善科举
制度，加紧选拔文
人充实各级官僚队
伍。宋太宗更是明
确提出，要“与士
大夫治天下”。君
臣上下，注重文教
蔚然成风。相形之
下，“少习吏事，
寡学术”的赵普显
然已跟不上时代发
展的需要。

南 宋 罗 大 经 《
鹤林玉露》记载，
据 说 有 人 对 太 宗
说 ， 赵 普 不 学 无
术，平生只读《论
语》，太宗就问赵
普为什么。赵普回
答：“诚然如此，
我平生的知识，就
局 限 于 一 部 《 论
语》，其中半部用
来帮助太祖（赵匡
胤）打天下，另外
半部用来帮助陛下
治理天下。”这就
是赵普“半部《论
语》治天下”这句
话的出处。从赵普
的 回 答 中 不 难 看
出，这是他复出后
的牢骚不平之语：
我读书范围虽不出

《论语》一书，可
我当年能够靠它帮
助太祖平定天下，
现在仍然能够靠它
辅佐陛下您把天下
治理好。现今朝野
都是些满腹经纶的
文臣儒士，但有谁
的能力比我强，功
劳比我大呢？这才
是这句话的真实含
义。

为 什 么 人 们 要
把赵普和《论语》
联系在一起呢？这
和 他 早 年 经 历 有
关。赵普年轻时只
是一个小吏，文化
层次不高，学问不
多 。 赵 普 当 宰 相
后，在同宋太祖讨
论前朝制度、年号
问 题 时 ， 所 知 无
几 ， 被 太 祖 训 斥
为“少习吏事，寡
学术”。从此赵普
发 愤 读 书 ， 专 攻
《 论 语 》 这 部 封
建 社 会 文 人 的 启

蒙 教 材 ， 并 且 颇
有心得。一次，赵
普对太祖说：“别
看《论语》简俗，
但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大道理，都
可以从这本书里面
找到。”宋太祖听
后极为称赞。赵普
研读《论语》颇有
造诣，从《论语》
中掌握了很多治理
天下的道理，他所
参与制订的重要方
针、政策，影响了
宋 朝 三 百 年 的 历
史。

赵 普 一 生 的 “
功名事业”，可谓
隆隆其始而未能克
终。他后半生因专
横跋扈而受制约、
因贪图钱财而受猜
忌、因不学无术而
受轻蔑、因结党徇
私 而 遭 罢 黜 。 但
他“半部《论语》
治天下”这句牢骚
不平之语，反倒成
了“千古名言”，
对后世影响颇深，
成为历代王朝以儒
学治国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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