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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元書院 《通鑑》選讀：隋與初唐 文本閱讀    103 年 10 月 27 日 

 

 

一、唐太宗處理党仁弘案----太宗貞觀十六年（462） 

 

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馮翊党仁弘將兵二千人歸高祖於蒲阪，從平京城，

尋除陝州總督，大軍東討，仁弘轉餉不絕，歷南寧、戎、廣州都督。仁弘有材略，

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為人所訟，贓百餘萬，罪當死。上謂

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為之

求生理，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品已上

集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

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天三日。」

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群臣

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

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

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一）唐太宗處理党仁弘案，可以說是： 

（A） 知法守法（B）知法不守法（C）不知法不守法（D）不知法合於法 

（二）唐太宗為什麼想要赦免党弘仁的死罪？ 

（三）房玄齡為首的臣僚，如何面對此一案件？ 

（四）從這個案件的處理，可以知道唐太宗是一個怎樣的人物？ 

 

 

二、房玄齡薨----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 

 

司空梁昭文公房玄齡留守亰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御坐側

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玄齡謂諸子曰：

「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唯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

責。」乃上表諫，以為：「『《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

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

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

（胡注：明謹用刑，重人命也。踴躍用兵，則忘人命之為重矣。引彼形此，玄齡

之言可謂深切著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

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雪恥，外為新羅報讎，

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胡注：說到此，分明見得高麗不必征。當時在朝

之臣諫東征者，未有能及此者也，此是忠誠懇切中流出。）願陛下許高麗自新，

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眾，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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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鳴，（胡注：《論語》：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

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死且不朽！」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

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

卯，薨。 

     柳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然

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

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胡注：《新．贊》作「房、杜濟以文」。）

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 

 

（一）在唐太宗心中，房玄齡是一位怎樣的臣屬？ 

（A）倚重至深的謀士（B）精明幹練的官員 

（C）感情深厚的老友（D）阿諛奉承的寵臣 

（二）胡三省讀此，寫下了幾條注，他要表達的主要意思，是什麼？ 

（三）柳芳的論斷，要點是什麼？文中所言「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是什麼意

思？ 

 

 

三、唐太宗的自我評價（上）    取自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 

 

唐太宗是國史上足以與秦皇、漢武比肩的傑出君主。然而，秦皇、漢武的負面評價

不小，唐太宗也不是沒有，只是在虐用民力這一點上，不如兩位前輩那麼浮濫。貞觀六

年之後，不斷有大臣說，陛下聽諫不如初年的坦誠，宮中生活不如初年的儉樸，希望太

宗能回到初年，這是很難做到的。我們且看看太宗晚年的自我評價吧，當然，這是范文

瀾選取的資料，必然含有范氏的評價在焉。 

 

 貞觀時期確實做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文治和武功都達到空前的盛況，唐太

宗也就成為空前成功的皇帝。由于功業的巨大成就，他的驕矜心和享樂心逐漸在滋長，

不過，他始終不敢放棄隋朝這面鏡子，經常以「慎終如始」警戒自己，除了晚年侵高麗，

幾乎走隋煬帝的舊路，其余行動一般都取得勝利的后果。他曾問侍臣們說，「古代帝王

有的能平定境內，卻不能服境外戎、狄。我才能比不上古人，成功比他們大，這是什么

緣故。你們不要有顧慮，直說自己的見解。」侍臣們歌頌功德，說的都是諛言。他說，

「你們說得不對。我成功的原因只有五條：第一，從古帝王往往妒忌有才能的人，我見

到別人的才能，好似就是我自己的才能；第二，一個人做事，不能樣樣都會，我用人總

是用他的長處，避免用他的短處；第三，人主升進賢良的人，喜愛得要抱到懷里來，黜

退犯錯誤的人，厭惡得要推到溝里去，我敬重賢良，原諒犯錯誤，使他們都得到適當的

待遇；第四，人主常憎恨正直人，明殺暗殺，歷朝都有。我即位以來，褒獎正直，從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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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黜責過一人；第五，從古以來，都是貴中華，賤夷、狄，我獨不取這種偏見，同等看

待漢族和非漢族人，因此境外部落都來親附。我有今天的成功，就是因為實行了這五條。」

他總結取勝的原因，得出這五個要點，應該說是符合事實的。 

 

1 .  撰者稱唐太宗是空前成功的皇帝，這樣的寫法，應屬：  

(A)皆為事實，不涉主觀    (B)皆為主觀，全無事實  

(C)依據事實，不無主觀    (D)主觀評價，略及事實  

2 .  史家常說太宗貞觀時期的表現，有「前後之異」，造成此現象的主因

為何？  

3 .  史書記載，唐太宗總結取勝的原因，得出五個要點，文本撰者加以援

引，其用意為何？請略言之。  

 

 

四、唐太宗的自我評價（下） 

 

 唐太宗總結歷史上各朝特別是隋朝的統治經驗，作《帝范》十二篇，傳授給繼承人

唐高宗。篇目是《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

《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他對唐高宗說，「修身治國，都說在這本書里。我

死時用不著再說別的話了。」又說，「你應當學古代圣王。象我這樣，做過不少煩勞民

眾的事，說不上盡善盡美，是不足為法的。我功大過小，所以還能保持大業。你沒有我

的功勞卻承受我的富貴，竭力學好，也只能得個平安；如果驕懶奢侈，那就連生命都保

不住。要建立一個國家，成功很艱難，破敗卻很容易；要保持一個帝位，失去很容易，

穩固卻很艱難。你得愛惜呵！你得謹慎呵！」人難得有自知之明，何況是功成業就的帝

王，唐太宗列舉自己的過失誥戒唐高宗，可謂有自知之明。 

 

1.  唐太宗作《帝範》十二篇，傳授給唐高宗，太宗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A)每一個皇帝都要做的事    (B)他對高宗有很高的期望  

(C)他對高宗覺得不能放心    (D)他為了留下著作的美名  

2 .  唐太宗說「我功大過小」指何而言？  

3 .  這段文字中，你對唐太宗的那幾句話語最有感受？請略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