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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人民出版社以“讲好最经典

的中国故事，建设新时代的政治文化”

为主题，推出“政治文化丛书”。《历

史大棋局——古代雄主用人评略》是其

中之一。

“夫明镜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

所以知今也。”纵观历史棋局，识人用人，

大有乾坤。此间乾坤于《历史大棋局》

一书中尽有详述。

从春秋时期的齐桓晋文，到“五湖

四海，听之不疑”的嬴政；从“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的曹操，到“天下英雄入吾

彀中”的李世民，历代雄主在识才、爱才、

用才、容才、聚才等诸多方面为后世提

供了镜鉴。在这些史事中，透露出的是

中国传统治理艺术中的识人用人之道，

其中蕴含着深刻内涵。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在历史上，

清朝君主康熙便极力推崇这项原则，力求

达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

的目的。康熙认为：“人必先心术，次才学。

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并对吏部说：

“才德兼优者佳，若止才于德，终无补

于治理耳。”足见他对“德与才，熟优劣”

这个历史命题的鲜明立场和坚决态度。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正如司马光所言，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

把“德与才”的辩证关系处理好，便可使

得“天下自治”。与此相似的，还有三国

时期的曹操，通过任用崔琰与毛玠负责

选拔官员，树立了风清气正的用人导向，

形成了“吏洁于上，俗移于下”的良好

局面。

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公元前

237 年，楚国客卿李斯向秦王嬴政上《谏

逐客书》，指出秦国由弱小到强盛，正

是在用人上讲求五湖四海兼而纳之，善

用贤者帮助秦国吞并土地、富国强兵、巩

固统治。这说明，很久以前的古人就知

道在用人这个问题上，要广开求才之路。

这就需要打破条条框框，畅通人才发展

渠道。

“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

在当今世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也需要天下英才共同凝聚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

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

强调的正是实现聚才的先决条件——畅

通渠道。

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公平公

正，是古人选才用才的重要原则之一。

晋文公归国后赏罚分明，被冯梦龙评价

为“上善赏德，其次赏才，又其次赏功”。

唐朝李世民以“不得私故人”警戒自己、

警示官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坚守原

则，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的例子也

有很多。毛泽东主席曾给自己定下了三

条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

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

“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而“为

政之要”，又“首在得人。”用人之道也

是打开历史、资治兴国的密钥。识人有偏，

便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为“用

一贤人，则群贤毕至；用一小人，则小

人齐趋”。

鉴古知今，读完《历史大棋局》，

欣赏了先贤用人的眼界、魄力与气度，

可汲取经验与智慧。换一个角度来看，

这对于当代青年来说，也是一种正向的

引导与勉励，为我们树立正确的成才观

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作者单位：中共绵阳市纪律检查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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