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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中兴》

内容概要

元和中兴（800－815年）
唐朝猪皇帝李适（音同阔）终于逝世。无论政府官员和全国人民，都像松了绑似的松了口气。他的儿
子十三任帝（顺宗）李诵登极了八个月后短命而死，孙儿十四任帝（宪宗）李纯坐上宝座，自八○五
年至八二○年，共在位十六年，元和作为年号，在这十六年中，有八项最大建树。
一连串获胜的军事行动，使中央的权威重振，史称“元和中兴”。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也激起当时
人的兴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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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中兴》

作者简介

柏杨，人文大师，自称是“野生动物”。被两岸三地的人熟知，著名作家。他的言论和书籍在社会各
界产生了广泛争议。 代表作《中国人史纲》。 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曾被列为台
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10集）、《西窗随笔》（10集
）、《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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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中兴》

精彩短评

1、在贝壳那会儿读的。
2、文人很少能在这书中出现，除非是做上大官的文人。像李白杜甫都不曾出现，那些大官们一写不
出像样的文章，就打击那些能写文章的，这样做也是说不对，只是太偏颇。白居易、刘禹锡什么的现
在上来了，读诗也该懂史！
3、机缘巧合，颓势难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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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中兴》

章节试读

1、《元和中兴》的笔记-第2页

        韩弘到任，初无异动，数月之后，查清历次兵变主谋，将其与同党三百人一次诛杀。干净利落，
毕全功于一役。此后二十一年，宣武战区波澜不起。

2、《元和中兴》的笔记-第147页

        李绛说：“田兴恭敬顺服到这种地步，除非有非常的大恩，否则无法使他产生非常的感激。”

3、《元和中兴》的笔记-第15页

        看来请人吃饭自古就是一项策略。

4、《元和中兴》的笔记-第39页

        李吉甫为相时，分析决断不如李绛，但他对陆贽以德报怨，人品是绝佳的，是个做人胜过做事的
人物，想必这也帮助他最后登上高位。

5、《元和中兴》的笔记-第16页

        “高固，是一位老将，心胸宽大，感情敦厚，过去的司令官对他都很猜忌，一直让他当个没有实
权的闲官；很多同事都瞧他不起，对他时常凌辱。但高固当统帅后，对谁都不报复，因此军心安定。
”

6、《元和中兴》的笔记-第94页

        “最初，掌握权柄的官员都很憎恨谏官批评时政得失，只裴垍欣赏谏官批评。裴垍心胸宽大，立
身严肃，人们不敢因私心打扰他。曾经有位老朋友从很远的地方前来投奔，裴垍给他的馈赠十分优厚
，像过去一样不拘形迹地说说笑笑，那人乘机要求到京兆府当一名单位主管。裴垍说：‘老哥不配当
这种官，不能因为我们是老朋友的缘故，伤害政府正大光明的形象。将来一天，如果有个瞎宰相怜悯
你，可能给你这个位置，我可是绝对不会。’”

7、《元和中兴》的笔记-第61页

        李纯问：“自古以来帝王，有辛苦勤劳，有无为而治，哪一种最好？”
杜黄裳答：“⋯⋯英明领袖最辛苦的事，是物色贤能人才；最安逸愉快的时候，是在物色到贤能人才
之后。这就是姚重华无为而治的原因。刑事罪犯以及生意买卖等一些细琐繁杂的小事，各有主管单位
和主管官员，领袖以不过问为宜。从前，嬴政用‘秤’来计算公文重量，用‘斗’来计算公文体积。
曹睿亲自到政务署查看公文；杨坚在金銮宝殿上讨论国事，中午不肯休息，连卫士都得站在那里吃饭
。对当时的国家和社会都没有裨益，反而受后世的讥笑。领袖的耳朵、眼睛以及精力，并不是不勤劳
，只不过勤劳的不是正当地方。领袖只怕不能诚恳待下，部属只怕不能竭尽忠心。如果在上位的人疑
心他的部属，部属欺骗他的上司，要想把事情办妥，岂不是十分困难！”

8、《元和中兴》的笔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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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中兴》

        姚南仲平时一定深得人心，不然，曹文洽不会如此行事。可惜，李适依然被蒙蔽，或者说，装作
被蒙蔽，实故意为之。姚南仲也要检讨。应对的两句话（“盈珍不扰军政，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
辈所在有之，虽羊、杜复生，抚百姓，御三军，必不能成恺悌父母之政，师律善阵之制矣。”），第
一句说对了，第二句却说错了。明知上司脾性喜好，还这么刚直，图一己之快，可怜下属白白牺牲性
命。

9、《元和中兴》的笔记-第152页

        田兴幼时，军中射击比赛夺魁，却被兄长田融揍了一顿，被教导“如果不能掩盖自己的锋芒，大
祸就要到你头上！”所以田兴在那个猜疑残暴的环境中能够保全。

10、《元和中兴》的笔记-第50页

        《通鉴》中涉及王叔文党的记录，笔触多带贬义。读了王鸣盛的评论，方始明白王只是志大才疏
，急于成事而已，情形类同格拉古兄弟。王夫之和蔡东藩所言最为公允。

王夫之：“王伾、王叔文以邪名古今，二韩、刘、柳皆一时之选，韦执谊具有清望，一为所引，不可
复列于士类，恶声一播，史氏极其贬诮，若将与赵高、宇文化及同其凶逆者，平心以考其所为，亦何
至此哉！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
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所可憎者，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
守，事本可共图，而故出之以密，谋本无他奇，而故居之以险，胶漆以固其类，亢傲以待异己，得志
自矜，身危不悟，以要言之，不可大受而已矣。因是而激盈廷之怨，寡不敌众，谤毁腾于天下，遂若
有包藏祸心为神人所共怒者，要亦何至此哉！”

蔡东藩：“王叔文非真无赖子，观其引进诸人，多一时知名士，虽非将相才，要皆文学选也。王伾与
叔文比肩，较为贪鄙，招权纳贿，容或有之，乱政误国，尚未敢为，观其贬李实，召陆贽阳城，罢进
奉宫市五坊小儿，举前朝之弊政，次第廓清，是亦足慰人望，即欲夺宦宫之柄，委诸大臣，亦未始非
当时要着，阉寺祸唐，已成积习，果能一举扫除，宁非大幸？误在材力未足，夸诞有余，宦官早已预
防，彼尚自鸣得意，及叔文请宴自陈，王伾卧床长叹，徒令若辈增笑，不待宪宗即位，已早知其无能
为矣。韦执谊始附叔文，终摈叔文，卒之同归于尽。八司马相继贬窜，数腐竖益长权威，加以韦皋裴
均严绶等，上表请诛伾文，复开外重内轻之祸，自是宦官方镇，迭争权力，相合相离，以迄于亡，可
胜慨哉！”

11、《元和中兴》的笔记-第9页

        先拒入城，后去劳军，如此行事，不能不令人佩服。

12、《元和中兴》的笔记-第33页

        李适的问题在于猜忌心重，而猜忌源于自卑。其实，他已是帝王，还自卑什么。

13、《元和中兴》的笔记-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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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中兴》

        讨伐刘辟的军队刚刚班师，还未进城，就被调去镇守梓州。士卒恼怒，胁迫监军宦官，眼看就要
哗变。柳晟迅速前往安抚，询问说：“你们立了什么功劳？”士卒回答道：“诛杀叛徒刘辟！”柳晟
说：“刘辟因为反抗中央，所以你们才立功，怎么让别人再诛杀你们，也去立功！”士卒都叩头请求
原谅，愿意接受诏书，前往防地，战区因此获得平安。
在关键时刻，能用一两句浅显的话把事情的利害、应对的策略讲清楚，尤其是对那些缺乏思辨能力的
人，是一项难得的沟通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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