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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煬帝大業九年（613） 

 

楊玄感之西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玄感文

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為人所獲，亦送東都。樊

子蓋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

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

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諠譁竟夕，使者

不以為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密呼福嗣同去，福嗣曰：

「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收付大理。宇文

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當同疾，若不為重法，無以肅將來。」帝曰：「聽公所

為。」十二月，甲申，述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以車輪括其頸，使文武九

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亂發矢如蝟毛，支體糜碎，猶在車輪中。積善、福嗣仍加車

裂，皆焚而揚之。積善自言手殺玄感，冀得免死。帝曰：「然則梟類耳！」因更

其姓曰梟氏。 

 

（一）楊玄感事敗，李密被捕，但能逃脫，主要由於： 

（A） 富有智謀（B）貴人相助（C）刑律鬆弛（D）運氣不錯 

（二）韋福嗣不願與李密同去，主要考慮為何？失算之處何在？ 

（三）煬帝何以稱楊積善為「梟類」？「梟」是什麼意思？ 

（四）這段文子中，讓你印象最為刻的是什麼？請作一說明。 

 

 

二、恭帝義恭元年（617） 

 

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眾百萬，圍逼東都，

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

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

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

賊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 

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莫與為比；親黨憑之，鬻官

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

世基不閑吏務，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群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

鞫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

皆德彝所為也。 



 

（一）此時之隋政，所呈現的情況，甚為紊亂，主要在於： 

（A） 君主昏庸（B）風氣敗壞（C）派系鬥爭（D）君臣嬉戲 

（二）帝為何「為之改容」？又為什麼「勃然而怒」？ 

（三）這段文字主要描述哪幾個人？其間呈現怎樣的關係？請說說你的看法。 

 

 

三、隋末的農民起義   （文本取自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 

 

引用范文瀾的意見，隋文帝積累的財富，被隋煬帝用遊玩、擴張、侵略三種形式，

大量消耗，尤其是三次征高麗的戰事，致使民眾死亡流離，民眾再也無法容忍，只有起

來推翻這個暴虐的統治者。當然，范文瀾也用了「農民大起義」這個詞彙。 

 

 農民要推翻一個朝廷，重要條件之一，是在幾乎是同一的時期內普遍地展開武裝斗

爭，使得原來的統治機構應接不暇，力量消散，逐漸陷入癱瘓狀態，然后有強者（不一

定是起義者）出來取而代之。不過，這種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發動是很困難的。隋煬帝

三次攻高麗，在全國范圍內連年征發兵士和夫役，每一個勞動民眾窮困以外再加上死亡

的威脅，有些人為求免于死亡，甚至自斷手、足，稱為福手、福足。暴政慘毒到這樣的

地步，大規模起義也就蓬勃地發動起來。 

 農民起義，只要求（一）推翻舊統治建立起較好的新統治；（二）恢復和平與統一，

得以安守鄉土，進行生產。要滿足這些要求，并不需要什么明確的答案，因之，各式各

樣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加入農民隊伍，取得領導權，成為起義軍的首領。大

體上，起義軍首領有兩種：一是代表起義要求的農民領袖；二是不講紀律，從事攻掠的

草莽雄豪。他們在行動上表現出很大的復雜性，但是，只要以反抗舊統治為號召，并且

得到一部分民眾的追隨，不論那些首領把起義軍領導成什么模樣，都應是農民起義運動

中的產物。 

 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舊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乘機分裂出來，反對舊統治者，更反

對農民起義，割據土地，自成一種勢力。農民起義的成敗，取決于舊統治者、割據者、

農民起義軍三種勢力斗爭的結果。一般地說，農民起義，起初總是分散在各地區，自然

帶著地方性。這是發動時期的現象，其主要特征是對抗舊統治的進攻，其次是地方性兼

并。斗爭的結果，有些起義軍突破地方性的局限，轉為全國性的斗爭，這是兼并時期的

現象，其主要特徵是基本上完成了本地區的兼并，為求得全國的統一，消滅其他起義軍

和割據勢力。隋末農民大起義，產生了許多起義軍，但都不曾脫離發動時期的局限狀態。

這是因為具有若干優越條件的唐朝，利用隋的舊統治，成立唐的新統治，不待起義軍轉

入兼并時期，它卻以強者的姿態進行兼并，消滅各種起義軍和割據者。既然沒有一個起

義軍首領能夠實現農民的要求，唐朝的成功，起著縮短兼并過程的作用，也就有合于民

眾的需要了。 

 



1.  「農民起義」是一種  「史觀」，也可說是一種觀看歷史的角度。請問：

應是哪一種角度？  

(A)從社會高層看       (B)從社會低層看  

(C)從經濟發展看       (D)從思想鬥爭看  

2 .  自斷手、足，何以稱為「福手」、「福足」？  

3 .  隋末農民起義，初期聲勢浩大，最後卻以失敗下場，原因何在？請依

文本所述，說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