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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涯嚣’嬲瓣蒜蔷紧笑
唐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及第。贞元十八年(802)，登

博学宏辞科，释褐授蓝田县尉。贞元二十年(804)十一

月，人为翰林学士，迁右拾遗。唐顺宗永贞元年(805)，为

左补阙。唐宪宗元和元年(806)，迁起居舍人。元和三年(808)四月，策

试举人，其甥皇甫浞及牛僧孺等以对策切直得上第，王涯与翰林学士裴

珀覆视策文，仍以为上第，忤宰相李吉甫，坐覆策不退直言，罢学士，守

都官员外郎，再贬虢州司马。徙袁州刺史。

元和五年(810)，入为吏部员外郎。元和七年(812)，改兵部员外

郎、知制诰。元和九年(814)闰八月，拜中书舍人，充皇太子侍读。元和

十一年(816)正月，充翰林承旨学士。十月，转工部侍郎、知制诰，封清

源县开国男。十二月，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和十三年

(818)／k月，坐循默不称职，封代郡公，罢为兵部侍郎，寻迁吏部侍郎。

贞元十五年(820)正月，唐穆宗即位，以检校礼部尚书出为梓州刺史、剑

南东川节度使。时吐蕃寇边，西北骚然，又略雅州，王涯调兵拒之。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人为御史大夫。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充盐铁转运使。改礼部尚书。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二月，授检校尚书

蒯}、射、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就加检校司空。唐文宗大和三年
(829)--"月，人为太常卿。大和四年(830)正月，迁吏部尚书，领诸道盐

铁转运使。九月，进位右仆射，领使如故。大和七年(833)七月，再次入

相，仍兼使职。俄检校司空，兼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大和九年

(835)，正拜司空，加开府仪同三司，兼领江南榷茶使。以榷茶盐苛急，

招天下怨恨。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甘露之变时，王涯虽未预李训等

谋，因为军相，仍被宦官仇士良等所拘捕。遂被冤杀，年约七十三。唐

昭宗天复初，始昭雪其冤，追复官爵。

王涯博学好古，早年受梁肃知奖，文有雅思。永贞、元和问训诰文

字，多出其手。又曾询于乐府旧工，取开元时雅乐，选乐童按之，名日

《云韶乐》，为唐文宗所褒奖。家中聚书数万卷，多藏法书名画，居常以

书史自怡，以鼓琴娱宾。善为诗，尤长于五言绝句，“风韵道然，殊超意

表”(《唐才子传》)。擅为闺情诗，与王建均擅“宫词”，并称“二王”。

著有《唐循资格》，注《太玄宗》、《月令图》，均佚。王涯与令狐楚、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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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素元和中同为中书舍人，后人合编其诗为《三舍人集》，今存。

声 盍 字子蒙，(763唐代宗广德元年～845唐武宗会目
／于々

五年)，唐范阳(今河北蓟县)人。唐宪宗元

和九年(814)，以大理评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夷简从

事。后官侍御史内供奉。与元稹唱和较多。白居易有

《览卢子蒙侍御旧诗，多与微之唱和，感今伤昔，因赠子

蒙，题于卷后》诗。晚年居洛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三月，与吉皎、
郑据、刘真、张浑于自居易履道私第相聚为“七老会”，写有《七老会诗》。

同年夏，又合李元爽、僧如满为九老会。时人慕之，绘为“九老图”。是

年。逝，年八十三。

今存诗二首。

等，令主衙军。

是颇怀怨望。

一 止(764唐代宗广德二年～796唐德宗贞元十二年)，
1 叫

唐平州卢龙(今属河北)人。魏博节度使田

承嗣第六子。唐代宗大历末，授京兆府参军。田承嗣逝

时，田绪年尚幼，田承嗣虑诸子不称军政，以从子田悦代

为帅守。及田绪年长．田悦以受田承嗣殊遇，厚待田绪

田绪性凶险，数犯过，田悦不能忍，尝笞而拘之，田绪由

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唐德宗下罪己诏，宥田悦等罪，仍令孔巢父

往魏博宣慰，田悦归顺。三月一日，田悦与孔巢父夜宴，大醉而归，不设

警卫。田绪率左右数十人先杀田悦腹心蔡济、扈萼、许士则等，挺剑入

田悦卧内，手刃田悦并其妻母。邢曹俊、孟希佑等乃推田绪为留后。次

日，田绪归罪于扈萼，然后禀于孔巢父，请归顺朝廷。朝廷授银青光禄

大夫、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魏博节度使。时幽州节度使朱

滔引回纥军南侵贝州，响应其兄朱’呲，田绪遣兵助王武俊、李抱真，大

破朱滔于经城，以功授检校工部尚书。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尚嘉诚公主，加驸马都尉。寻迁检校左仆

射，封常山郡王。改封雁门郡王，寻加同平章事。在镇猜忌同族，杀兄

弟姑妹数人。田绪既得志，纵意豪侈，酒色无度。贞元十二年(796)四

月，暴逝，年三十三。赠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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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孟阳嚣麓茨5菱嚣装靶
部侍郎。潘盂阳以父荫入仕。又登博学宏词科。补渭南县

尉。累迁至殿中侍御史。一度降为司议郎，因公卿多为

父友及外祖刘晏宾从，故得荐用。历户部员外郎、户部郎

中、兵部郎中。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为浙西观察副使，主上都留后。贞元十

八年(802)，权知户部侍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七月，以本官充度支

盐铁转运副使。八月，奉使宣慰江淮，广纳财贿，颇失人望。唐宪宗元

和元年(806)四月，罢为大理卿。元和三年(809)，出为华州刺史，迁梓

州刺史。次年，代严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贪墨过砺，秽声播道。与武

元衡有旧，武元衡作相，复召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营田使。

与太府卿王遂不协，王遂议营田非便，持之不下，潘孟阳忿憾形于言。

二人俱请对，唐宪宗怒不许，乃罢潘盂阳为左散骑常侍。逾年，复拜户

部侍郎。

潘盂阳气尚豪俊，不拘小节。居第颇极华峻，唐宪宗微行至乐游

原，见而询之，乃知为潘孟阳私策，时尚未完工，潘孟阳惧而罢作。性喜

宴，公卿朝士多与之游。改左散骑常侍。元和十年(815)A月，逝，年约

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康。

善诗文，今存文一篇，诗三首。
。

李惟简奚(76族4鬻蒸淼笑翟岩：
李惟岳弟。父逝，李惟岳袭成德节度使，起兵拒朝命。唐

德宗建中三年(782)，成德将王武俊杀李惟岳归朝，李惟

简被械送京师。唐德宗拘之于客省，防范甚严。建中四

年(783)，朱呲乱长安，李惟简斩关而出，逃奔奉天行在，唐德宗嘉之。

拜为禁军将。从浑碱讨朱呲，屡战屡胜，以功加御史中丞。事平，封武

安郡王，得“元从功臣”号，图像凌烟阁，赐铁券。后授左神威大将军，转

天威统军。唐宪宗元和初，授检校户部尚书、左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

出为凤翔陇右节度使。市耕牛田具给农，增垦数十万亩。唐宪宗元和

十三年(818)，逝，年五十五。赠尚书右仆射。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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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弘正黧翥鼍黑嚣瑟赢哿穆宗长庆元年)，唐平州户死【兮判北户龙)

人。田廷玢子，田承嗣从子。少习儒书，通兵法，善骑射，

勇而有礼，受伯父田承嗣器重。初为魏博衙内兵马使、同

节度副使。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性侈糜，不恤军务，屡行

杀罚，田弘正每每规讽，军中甚赖之。田季安见人心归附田弘正，乃出

其为临清镇将，欲寻其过失害之。田弘正乃佯病请退，罢职，闲居，得免

于难。

唐宪宗元和七年(812)，田季安病重，其子田怀谏年方十一，田季安

虑身后其子不能主政，乃复田弘正旧职。同年，田怀谏袭父职为节度

使，悉委政于家僮蒋士则，改易军中旧制，军中不悦。不久，军中哗变，

衙兵数千欲拥田弘正为帅，至其家迎之。田弘正知情难却，乃与衙兵约

定：守天子法，举六州版籍请吏于朝，未下命，敢有请擅为节度者死，杀

人及掠人者死。衙兵皆应诺。于是军众杀蒋士则第，奉田弘正人府视

事。田弘正即遣使入朝，送田怀谏入京，举魏博六州之地归顺朝廷。平

卢李师道、淮西吴少阳、成德王承宗皆遣人往游说，劝其割据，田弘正皆

不听，坚欲归政朝廷。唐宪宗嘉之，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魏

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封沂国公，充魏博等州节度观察处

置支度营田等使，并赐名弘正。

田弘正既任节度使，自叔田承嗣以来馆宇服玩之逾常制者，悉命撤

毁；嫌节度使厅太奢华，而移居采访使厅视事。并于府舍建书楼，聚书

万余卷，视事之隙，与宾佐讲论古今。元和十年(815)，朝廷讨淮西节度

使吴元济，田弘正遣其子田布率兵助征，屡战有功。同年，王承宗助吴

元济拒官军。田弘正奉诏率师逼成德，王承宗惧，遣使求救于田弘正，请

归附朝廷。田弘正为上表奏之，王承宗遂遣子入质于朝，并纳德棣二州

归唐。元和十三年(818)，朝廷讨伐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田弘正与宣武

等五节度使会军齐进，屡败李师道大将刘悟；刘悟倒戈杀李师道，向田

弘正请降，淄青等十二州悉平。以功加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元和十四年(819)}k月，入朝，唐宪宗待之甚厚，加兼侍中。三上表

请留任京官，唐宪宗慰之日：“魏人乐卿之政，四邻畏卿之威，为朕长城，

又安用辞?”田弘正乃归魏博。田弘正虑藩镇嗣袭之风不革，兄弟子侄

悉令仕之于朝。元和十五年(820)，成德节度使王承宗逝，朝廷以田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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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为检校司徒、兼中书令、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成德军节度使、镇海深

赵观察等使。田弘正以与镇州人战伐未久，有父兄之怨，乃以魏州兵二

千为卫从赴镇。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镇州，时赐镇州三军赏钱一百万

贯，未按期至，军众喧腾以为言。田弘正亲出抚喻，人情稍安。田弘正

乃表请留魏州兵为卫兵，以持众心，并以其衣粮之赐请给于有司。时度

支使崔俊不知大体。固阻其请，凡四上表不报。唐穆宗长庆元年(821)

七月，田弘正无奈，遣反魏州军。是月二十八日夜，镇州军乱。田弘正与

家属、参佐、将吏等三百余口并遇害，年五十八。唐穆宗闻之震悼，册赠

太尉，谥忠愍。

6去5畚 (?～?)，唐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西)人，
二唧“

一作泾州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唐德宗贞

元七年(791)，登进士第，又擢贤良文学制科，授监察御

史。居丧游处失度，左除詹事府司直。转吏部员外郎、判

南曹，钤制奸吏。进吏部郎中，累迁司农卿。唐宪宗元和

十一年(816)，兼御史中丞，判度支，改户部侍郎。时兴军征淮西吴元

济，朝廷急需用度，皇甫锌聚敛严急，以供军需，唐宪宗悦，加兼御史大
夫。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判度支。

皇甫镩虽有吏才，素无公望，以聚敛媚上而为宰相，人皆嗤诮。宰相裴

度、崔群以物议上闻，唐宪宗怒而不听。唐宪宗以世道渐平，欲肆意娱

乐，皇甫镩知帝意，数贡羡余，以备营构池台馆宇。时内出积年库物付

度支估价，皇甫铸尽以高价买之以给边兵。物皆陈朽，军士怒而焚之。

人情怨恨。裴度以其事奏，皇甫镩竟捐己靴日：“此靴亦内库所出，臣以

钱二千买之，坚完可久用，度言不可信。”唐宪宗信以为真。皇甫镩以裴

度有用兵伐叛之功，心嫉之，与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势挤裴度出镇太

原。时相崔群屡言时政之弊，并及皇甫镩给边军之物多陈败不可用。恐

激军变，皇甫镩反称人情之变缘于崔群煽动，崔群遂被罢相。又尝与金

吾将军李道古共荐方士柳泌、僧大通为长生药，唐宪宗惑之。

唐穆宗在东宫，备闻皇甫镩之奸邪，始听政，即贬其为崖州司户参

军。后逝于贬所。

●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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嚏是．肛 (?～?)，唐朝时人。唐德宗贞元中，登进
叫7u r^

士第，又举博学宏辞科，授太子校书郎。唐

德宗贞元十年(794)。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以协律

郎为韦皋西川节度使判官。贞元十六年(800)。与张宗

本、郑权皆佐泾原节度使刘昌幕。唐宪宗元和八年

(813)，官吉州司户参军。撰《唐东林寺律大德粲公碑》。元和十一年

(816)，以左赞善大夫充南诏册立吊祭副使。元和十四年(819)五月，撰

《唐阳翟县令壁记》。仕终谏议大夫。 ·

许尧佐工诗，善作传奇。撰有传奇小说《柳氏传》，记诗人韩翎与柳
氏悲欢离合之爱情故事，虽篇幅不长，而情节曲折生动，内容丰富深刻，

为传奇名篇之一。明吴长儒《练囊记》、清张国寿《章台柳》等剧，均取材
于此。另存文六篇，诗一首。

李佑慧蠢娄磊云躲藏：囊詈譬
战。吴元济反，官军讨之，李佑被吴元济任为行营将，守

兴桥栅，屡败官军，官军畏惮之。唐宪宗元和十二年

(817)，李恕以吴秀琳计策召部将史用诚日：“今佑以众获

麦于张柴，尔可以三百骑伏旁林中，又使摇旆于前，示将焚麦者。佑素

易我军，必轻而来逐，尔以轻骑搏之，必获佑。”史用诚等果擒李佑而还，

将卒皆请杀之，李恝不听，亲解其缚，以客礼待之。李恝常与其商谈攻

取蔡州之事，或至深夜方罢。将卒屡请杀李佑，且言从淮西谍口中得知

李佑乃假降。李怨无奈，执李佑手，泣日：“岂天意不欲平此贼，何尔一
身见夺于众口!”遂械李佑送京师，并表请释之，日：“必杀佑，则无以成

功者。”械至京城后，诏释之，送还李怨。李恝署为散兵马使，令其佩刀

巡警，出入帐中，略无猜嫌。不久又改任六院兵马使。李佑感激呜咽，

诸将不敢复言。

李佑乃献雪夜袭蔡州之计，统领三千精兵，擒吴元济。事平，升神

武将军。迁金吾将军、检校左散骑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夏绥银宥

节度使。唐敬宗宝历初，人为右金龙头将军。不久，因吐蕃入寇。徙泾

州刺史、泾原节度使。唐文宗大和二年(828)，调任横海节度使，讨伐李

同捷有功，改沧德景节度使，累检校尚书左仆射。大和三年(829)，逝。



唐朝

李绛瑟名塞篡籍罴磁，熬
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又中博学宏词科，授秘书省校

书郎。秩满，补渭南县尉。贞元耒，累迁至监察御史。唐

宪宗即位，李绛尝进中兴之策，受帝赞赏。唐宪宗元和二

年(807)，以本官充翰林学士。时镇海(浙西)节度使李铸伏诛，家财被

籍没，朝廷拟运至京师，李绛上言，请以之代贫下户本年租税，唐宪宗嘉

叹良久，从之。又迁主客员外郎。

元和四年(809)四月，加承旨，转司勋员外郎。宦官吐突承璀领功

德使，盛修安国寺，立“圣德碑”颂唐宪宗功绩以固恩庞，李绛言尧舜汤

禹无立碑自言功德事，惟秦始皇有之，唐宪宗乃命毁碑楼。时用兵淮

西，而成德王承宗乘机擅袭父职，上表请节钺。唐宪宗欲兴兵讨之。李

绛建议先平淮西，再讨王承宗。唐宪宗不能用，以吐突承璀为帅讨之，

果无功，仍赦王承宗罪。元和五年(810)，迁司勋郎中、知制诰。面陈吐

突承璀专横，语甚激切。唐宪宗责其言之太过，李绛泣日：“陛下置臣于

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爱身不言，是臣负陛下也。”唐宪宗转怒

为喜，日：“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闻所不闻，真忠臣也。他日尽言，

皆应如是。”遂罢吐突承璀中尉，朝廷内外，莫不相贺。

擢中书舍人。虽非谏官，但以谏诌为己任。朝臣裴武、柳公绰、白

居易等为奸人所诬，李绛以密疏申论，得获宽免。元和六年(811)，迁户

部侍郎、判本司事，罢学士。唐宪宗尝问其前任户部侍郎皆进羡余，为

何独李绛无进，李绛答日：“守土之官，厚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犹共非

之；况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库之物，给纳有籍，安得羡余!若自左藏输之

内藏，以为进奉，是犹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踵此弊也。”唐宪宗嘉其耿

直，益器重之。同年十二月，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元和七年(812)，魏博军乱，拥田弘正为帅，田弘正上表请命于朝。

请朝廷遣帅守魏博。时河朔、淮西节镇跋扈，相承已久，李绛建议朝廷

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犒赏魏博军，以收人心。唐宪宗从之，朝廷遂不

费兵卒，收复魏博。在位敢言，凡政有所失，必匡正之，唐宪宗多所采

纳。宰相李吉甫尝日：“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绛

日：“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于恶，岂得为忠!”唐宪宗闻而

称善。李绛若久不进谏，唐宪宗必质问：“岂朕不能容受邪，将无事可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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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李吉甫尝盛赞唐宪宗威德，唐宪宗大悦，李绛日：“陛下自视今日何

如汉文帝时?”唐宪宗日：“朕安敢望文帝?”李绛日：“是时贾谊以为措火

积薪下，火未及燃，因以为安，其忧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余州，西

戎内讧，近以泾、陇为鄙，去京师远不千里，烽炎相接也；加比水旱无年，

仓廪空虚。诚陛下焦心销志求济时之略，渠便高枕而卧哉!”唐宪宗谓

左右日：“绛言骨鲠，真宰相也。”

唐宪宗为朋党之事而忧虑，尝询于李绛，对日：“自古人君最恶者朋

党，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党者，寻之则无迹，言之则可

疑。小人常以利动，不顾忠义；君子者，遇主知则进，疑则退，安其位不

为它计，故常为奸人所乘。夫圣人同迹，贤者求类，是同道也，非党也。

陛下奉遵尧、舜、禹、汤之德，岂谓上与数千年君为党邪?道德同耳。趋

利之人，常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构毁，违其私也。”唐宪宗

嘉其言。元和八年(813)，封高邑县男。李绛以足疾，拜章求免。元和

九年(814)，罢知政事，授礼部尚书。次年，检校户部尚书，出为华州刺

史。吐突承璀田多在华州，主奴扰民，李绛命人捕系之。不久，人为兵

部尚书。丁母忧免职。元和十四年(819)，检校吏部尚书，出为河中观

察使。次年，复人为兵部尚书。

唐穆宗即位，改御史大夫。唐穆宗好畋游行幸，李绛于延英殿切

谏，唐穆宗不能用。李绛遂以疾辞，复为兵部尚书。唐穆宗长庆元年

(821)。转吏部尚书。是岁，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判东都尚书省事，充东

都留守。长庆二年(822)正月，以检校本官，充兖州刺史、兖海节度观察

等使。长庆三年(823)，复为东都留守。长庆四年(824)，就加检校司

空。

唐敬宗宝历初，人为尚书左仆射。因刚肠嫉恶，名望素著，为时宰

李逢吉等所恶，乃罢仆射，改授太子少师，分司东都。唐文宗即位，征为

太常卿。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以检校司空，出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

度使，封赵郡公。大和三年(829)冬，南蛮寇西蜀，李绛奉诏在本道募兵

千人赴援蜀。师还，诏以兴元兵额素定，募卒悉令罢归。大和四年

(830)--B十日。李绛晨兴视事，召集募卒，以诏旨喻而遣之，并给赏赐，

募卒以赏薄有怨言。监军使杨叔元贪财怙宠，怨李绛不奉己，借机激募

卒，众果怒，噪聚人使衙为乱。李绛遂为乱兵所害，时年六十七。赠司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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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绛工文，早年与李观、韩愈、崔群过从甚密，俱以文学为梁肃所称

讲，而李绛、崔群尤见器重。其文长于论事，《论任贤疏》、《论朋党》、《论

谏臣》、《论河北三镇及淮西事宜状》等文皆诚贯理直，谠切动人。刘禹

锡谓“考其文至论事疏，感人肺腑，毛发皆耸”，并称其著述甚富，有词

赋、诏诰、封章、启事、歌诗、赠饯、金石、飚功凡四百余篇。

著有《李相国论事集》，已佚。今存文二卷，诗二首。

t t政 字光谦，(?--831唐文宗大和五年)，唐并州晋
一一1严 阳(今山西太原)人。王棚子。行为谨饬。
唐宪宗元和初，进士及第，累迁监察御史，三迁为万年县

令。唐穆宗时，京邑多盗贼，王正雅抑强扶弱，威震豪强，

甚有政声。京兆尹柳公绰言其能，就赐绯鱼。迁户部郎

杂事，再迁太常少卿，出为汝州刺史，充汝州防御使。适值

谢病去。人为大理卿，不畏权势，敢于直言。力争宋申锡

得不死。唐文宗大和五年(831)，逝。赠左散骑常侍。

杨元卿器芝嚣雩芽娑嚣蒜差逸雯
表，高谈阔论，人谓之狂生。吴少诚据蔡州，杨元卿白衣

谒见，被辟为从事，奏授试大理评事。继事吴少阳，转监

察御史里行。奉使至京师，宰相李吉甫深加慰纳。自是屡

奉奏至京师。杨元卿潜奉朝廷，每与吴少阳言，谕以大义，乃为吴少阳

部众所恶，被构得罪，赖节度判官苏肇保救得免。

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吴少阳逝，其子吴元济嗣位。杨元卿欲耗其

财，使之不振，乃劝吴元济以府中钱财大赏将士。又自请入朝上留后

表，为吴元济请节钺。吴元济许之，吴元卿即日离蔡，以吴元济虚实条

奏。事为吴元济所觉，杨元卿妻子并为吴元济所杀。诏授杨元卿岳王

府司马，寻迁太子仆射。元和十三年(817)，授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未行，改授光禄少卿。淮西平，诏授左金吾卫将军。未几，改汾州刺史，

复征为左金吾卫将军。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朝廷欲易置成德、魏博镇将，杨元卿诣宰相

深陈利害，并具表其事，朝廷不听。两镇易帅不久，两镇军果乱。唐穆

参麟舔，l、di{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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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感悟。旋授杨元卿检校左散骑常侍、泾州刺史、泾原渭节度观察等使，

兼充四镇北庭行军。奏置屯田五千顷，每屯筑墙高数仞，防范严密，寇

不能侵。加检校工部尚书。营田成，复加使号。居六年，泾人奏其功．

为立德政碑。移授怀州刺史，充河阳三城节度观察等使。唐文宗大和

五年(831)，泾原营田纳粟二十万石，就加检校司空，进阶光禄大夫。是

岁，改授汴宋毫观察等使。凡所废置，皆有弘益。然性险巧，所至好聚

敛，谐结权近，故累更方任。大和七年(833)，因病归洛阳，诏授太子太

保。是年八月，逝，年七十。赠司徒。

陆亘瑟％奚霎嚣黑苏，赫
授集贤殿正字，调华原县尉。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应

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登第，授万年县丞，迁京兆府兵曹。

元和七年(812)，拜太常博士。后自虞部员外郎出为邓州

刺史。

约元和十三年(818)，入为户部郎中，历秘书少监、太常少卿。复出

历兖州、蔡州刺史。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任虢州刺史，改苏州刺史。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迁越州刺史、浙东团练观察等使。大和七年

(833)，改宣歙观察使，加御史大夫。大和八年(834)九月，逝，年七十

一。赠礼部尚书。

善诗，今存《游天衣寺》诗一首。

吼，， l (约765唐代宗永泰元年～814唐宪宗元和九年)，
仇r’口

唐澧州安乡(今属湖南)人。为人刚峭寡

合，不事产业，喜纵横书。尝以法家言干御史大夫何士

干，甚见信重，将用之，会何士干逝而罢。后又以兵家言

干襄阳节度使于颉，亦无成。年五十未获禄位。唐宪宗
元和九年(814)，南谒容管经略使窦群，途经桂州，刺史崔咏不为礼，段

弘古恚愤发病，于同年八月十六日逝于旅舍。崔能为其营葬，柳宗元为

撰墓志及祭文。

段弘古善诗，与李景俭、吕温、刘禹锡、柳宗元、崔能友善。今存诗
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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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存诚瑟各筹军呈蒹磊篙；嚣芝篙
宗贞元中，登进士第。累辟使府，人为监察御史，知馆驿。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转殿中侍御史，迁度支员外郎。

元和三年(808)，任起居郎，转司勋员外郎、刑部郎中。兼

侍御史知杂事，改兵部郎中。元和七年(812)，由驾部郎中迁给事中，拜

御史中丞。元和八年(813)，僧鉴虚倚仗宦官多为不法事，薛存诚以抗
旨究治之，以此闻名于朝。元和九年(814)暮春，复为给事中。同年闰

八月，因御史中丞缺，又委命之，未视事，暴逝，年五十。韩愈有《祭薛中

丞文》，白居易为作《薛中丞》诗以悼之。

薛存诚工诗文，早年与诗人卢纶相唱和。卢纶有《颜侍御厅丛篁咏

送薛存诚》、《同薛存诚登栖岩寺》等诗。后与柳公绰、杜元颖、钱徽文雅

相知，交情款密。韩愈称其“清文敏识，足以发身”，“诗人墨客争讽新

篇”。今存文一篇，赋两篇，诗十一首。

韩弘勰轰豢翥蓄慧嚣赢
匡城(今河南长垣西南)。少孤，初事舅父宣武节度使刘

玄佐为州掾，累官试大理评事。刘玄佐逝，其子刘士宁被

逐，韩弘出汴州，为宋州南城将。又事刘全谅，署都知兵

马使。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刘全谅逝，军中以韩弘长厚，推为留

后，朝廷许之，遂授检校工部尚书、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宣武节度

副大使知节度事、宋毫汴颍观察等使。汴军素骄恣，颇轻主帅。韩弘乃

杀汴军恣横者刘锷等三百余人，自是二十余年宣武军卒均能守法，未有

敢为乱者。累授检校左右仆射、司空。
’

唐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更授检校司徒。唐宪宗元和十年(816)。

用兵淮西，严绶以征讨无功，改由韩弘任淮西诸军行营都统，督诸军讨

吴元济。韩弘虽居统帅，不愿诸军立功，潜以计逗挠之。胜则夸大战

绩，败则隐瞒不报。吴元济被洙，以统帅功加兼侍中，封许国公，罢行营

都统。元和十三年(818)，奉诏从诸军讨平卢李师道。

元和十四年(819)，李师道伏诛，韩弘以兖、郓已平，始惧而入朝，请

罢镇留京师，册拜司徒，中书令。唐宪宗逝，韩弘摄冢宰。不久，以本官



李恕代之，人为刑部尚书。病愈，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凤翔陇右节度使。

然自是颇怠于政务，无复素志，声色之外，全不介怀。 ．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月，检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

使。恣肆奢侈，不恤军政，而以威刑驭下，功赏又薄，以是群情聚怨。同

年七月，牙将李臣则、薛志忠、秦邻等举兵叛，李愿与左右数人逾城而

走。坐贬随州刺史。朝廷念其父勋，终不加罪，入为左金吾卫大将军。

长庆四年(824)六月，复检校司空，兼河中尹，充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

在政不治。又结托权幸，厚行赂遗，赋入随尽。军府萧然。唐敬宗宝历元

年(825)六月，逝。赠司徒。

心．山蚀 (?～?)，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举
”～叫

进士及第。天德军防御使李景略表佐其

军。尝宴客。而行酒者误进醋，李景略用法严，任迪简不

忍其死，饮之，徐以它辞请易之，归而吐血，不以闻，军中

悦其为长者。李景略逝，举军请为帅，监军使拘任迪简，

众大呼。破户出之。唐德宗遣使者察变，具得所以然，乃授丰州刺史、天

德军使。由殿中侍御史授兼御史大夫、散骑常侍。人为太常少卿、太子

左庶子。

张茂昭以易定归朝，擢任迪简为行军司马代之。大将杨伯玉据府

牙不纳，众杀之，别将张佐元复叛，任迪简斩以徇，乃入，以检校工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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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元和十四年(819)三月，出为华州刺史。元和十五年(820)十一月，

改陕虢观察使。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十二月，人为尚书左丞。唐敬宗

宝历二年(826)正月，自国子祭酒出为福建观察使。次年，因贪赃事发，

配流播州。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八月，逝。

能诗，今存诗一首。

于敖篙名羁藻芸蕊云蓦芝蒜
烈孙，于肃子。唐德宗贞元间，登进士第，释褐授秘书省

校书郎。贞元十八年(802)，湖南观察使杨凭辟为从事。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受辟为凤翔节度使李郎幕僚。后

又入鄂岳观察使吕元膺幕，自协律郎、大理评事试监察御史。

唐宪宗元和六年(8n)，真拜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历仓部、司

勋二员外郎，万年县令，拜右司郎中，出为商州刺史。唐穆宗长庆四年

(824)，入为吏部郎中，寻迁给事中。因党附宰相李逢吉，同年擢工部侍

郎。十月，再迁刑部侍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春，转户部侍郎。唐

文宗大和元年(827)正月，出为宣歙观察使、兼御史中丞。大和四年

(830)／k月，逝于任，年六十六。赠礼部尚书。

于敖以家世文史负盛名，少为时彦所称，与白居易相交往。自居易

有《见于给事暇日上直寄南省诸郎官诗因以戏赠》。今存诗一首。



蒋防蒜篓嚣龌凳嚣甾善誉
拾遗、右补阙。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十一月，以元稹、李

绅荐充翰林学士。后擢司封员外郎，加知制诰。长庆四

年(824)，李绅为宰相李逢吉所排挤，蒋防亦贬汀州刺史。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移连州刺史。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改袁州刺

史，人为中书舍人。逝于大和五年(831)至唐文宗开成元年(836)间。

蒋防工诗文，尤长于传奇，所撰《霍小玉传》为传诵名篇。胡应麟称

“唐人小说记闺阁事，绰有情事，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

诵弗衰”(《少室山房笔丛》)。汤显祖《紫钗记》即本此。

著有《蒋防集》、《蒋防赋集》，已佚。今存赋及杂文一卷，诗十三首。

裴度嚣名筹案蒿蓄葛盖鬲喾芝嚣
时，尝至洛阳香山佛寺游赏，拾得一盛服，上有玉带、犀带

等，颇贵重，知为信妇所遗，候之。至晚，不见其返。次

日，又往候。寻见一妇人匆忙而来，问之，知乃父得罪，欲



元和七年(815)，兼刑部侍郎。时兴军讨淮西吴元济，裴度奉使蔡

州行营，宣谕诸军。还，言忠武节度使李光颜有义有勇，终有所成，后李

光颜果大破叛军。裴度与宰相武元衡力主平定蔡州吴元济，为藩镇李

师道、王承宗所嫉，遣刺客杀武元衡，伤裴度，唐宪宗因此更欲重用之。

同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和十一年(816)，唐邓节度使

高霞寓被吴元济大败于文城栅，朝臣多请罢兵，裴度坚持用兵，唐宪宗

用其言。元和十二年(817)，李恝、李光颜虽屡以捷报闻，然国家聚兵淮

右四年，蔡州未平。度支供饷困乏，宰相李逢吉、王涯力主罢兵。裴度坚

主战，且请亲往督师。同年七月，唐宪宗遂诏令裴度以宰相兼任蔡州刺

史，充彰义军节度、申光蔡观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处置使。裴度既受

命。对于延英殿，言辞慷慨，以平叛为己任，谓唐宪宗日：“主忧臣辱，义

在必死。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唐宪宗感而泣下。八

月，裴度进驻郾城行营，巡抚诸军，宣达上旨。奏去中使监军，兵权专制

于将，军法严肃，号令统一，因此每战皆捷。十月，李恕得裴度许可。以

降将为前部，夜袭蔡州，擒获吴元济。裴度人蔡州，以吴氏统治淮西时

多弊政，诸如禁人在路上偶语、禁点烛、禁以酒食相往来，悉除其禁；又

以淮西降卒为牙兵。或认为降卒未诚心归朝廷，以其为牙兵等于自去

防卫。裴度笑日：“吾受命为彰义军节度使。元恶就擒，蔡人即吾人也。”

蔡州父老闻之感泣，淮西所属之申、光二州亦请降，淮西遂定。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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