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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张陟因拖欠五坊使杨朝汶的利
息钱，为躲避追讨而藏匿起来。杨朝汶
带人前往张陟家中搜查，意外翻出一本
私人账本。账本上有个欠债之人名为卢
载初，杨朝汶仅凭借上面的字迹，就一
口咬定那是已故西川节度使卢坦的手
笔，当即派人逮捕卢坦的家人。

卢坦的儿子畏惧杨朝汶的权势，不
敢辩解，只好拿出自己的钱财偿还了这
笔莫须有的债务。后来核查验证字迹
时，发现是已故郑滑节度使卢群的笔
迹。真相大白后，卢坦的儿子申诉此
事，杨朝汶却蛮不讲理地说：“钱都已经
上缴了，不可能再还回去。”

此事引起了御史中丞萧俛以及众多
谏官的关注，纷纷上疏陈述杨朝汶的残

暴蛮横行径。裴度和崔群也趁着在延英
殿向宪宗奏对的机会，极力陈述此事的
严重性。宪宗说：“朕正打算和你们商
议东线的战事，这样的小事朕自会妥善
处理。”裴度启奏：“用兵打仗固然重
要，但相比之下是小事，而五坊使肆意
追捕百姓才是真正的大事。军事上若处
理不当，所担忧的不过是山东一地的局
势，五坊使如此残暴蛮横，肆意妄为，
恐怕会扰乱整个京城的秩序，动摇民
心。”宪宗听了裴度这番话，心中很是
不悦。

过了很久，宪宗才慢慢省悟过来，
于是召见杨朝汶，厉声斥责道：“之前因
为你的所作所为，让朕羞见宰
相。”随即下令将杨朝汶处死。

■文/本报记者 陈全义
图/见习记者 蔡嘉诚

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愈发严峻。据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九十五）记
载，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冬至，淮西节
度使李希烈僭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与朝廷
分庭抗礼。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三月，
李希烈亡故，朝廷任命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
然而没过多久，吴少诚便杀害陈仙奇，自封留
后（在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缺位时所设的代
理职务），后被朝廷任命为淮西节度使。唐宪宗
元和四年（809年）十一月，吴少诚病逝，吴
少阳接任淮西节度使。元和九年（814年）九
月，吴少阳身死，其子吴元济对外谎称父亲病
重，假借吴少阳的名义，奏请朝廷封吴元济为
留后，遭朝廷拒绝后，悍然举兵叛乱。宪宗屡
次派兵征伐，均未成功，后命宰相裴度统领大
军前去平叛。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李
愬雪夜入蔡州（今驻马店市汝南县），一举活捉
吴元济，成功平定了淮西之乱。后来，裴度辅
佐宪宗实现了元和中兴。

元和十年（815年）五月，因诸军讨伐
吴元济进展缓慢，裴度奉旨出使蔡州行营，
了解军情，并向诸军将领传达朝廷旨意。回
朝后，宪宗询问各位将领的才能。裴度说：

“依臣之见，李光颜深明大义，作战勇猛且富
有谋略，日后必能成就一番大事。”没过几
天，李光颜向朝廷上奏在时曲大破贼军。宪
宗听闻后，更加叹服裴度善于识人，任命裴
度兼任刑部侍郎。

彼时，朝廷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元
和十年（815年）六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
和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暗中与吴元济勾结，出
面为其求情，恳请朝廷赦免吴元济。然而，
朝廷坚决拒绝了这一无理请求。王承宗和李
师道派人刺杀主张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
衡，同时将黑手伸向了裴度。初三日，武元
衡像往常一样骑马上朝，刚离开长安靖安坊
东门的府邸，就遭到刺客的突袭，不幸遇
害，首级被残忍割下。裴度从长安通化里的
府邸出门，同样遭遇刺客袭击。刺客向裴度
刺出三剑，第一剑砍断了裴度的靴带，第二
剑刺中背部仅划破了内衣，第三剑微伤裴度
的头部。裴度跌下马来，所幸头戴毡帽，伤
得不重。刺客又挥剑追杀裴度。裴度随从王
义挺身而出，与刺客展开殊死搏斗，同时大
声呵斥并呼救，却惨遭刺客砍断右手。裴度
跌进路边的沟中，刺客误以为他已身亡，遂
停止追杀。三天后，宪宗下诏任命裴度为门
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自此登上
宰相之位。

裴度刚劲正直，口才出众，尤其擅长把
握施政要领。但凡他向皇帝陈述之事，皆能
言辞恳切，直抵人心。此前，裴度从魏博出
使归来，传达圣意时精准到位，深得宪宗认
可与赞赏。从蔡州劳师返回后，宪宗对他更
是器重。但由于当时武元衡主持政务，裴度
的才能未能得到充分施展。京城发生刺杀宰
相事件后，宪宗便将朝廷的重大决策事务托
付给了裴度。当初，武元衡遇害，有人出主
意罢免裴度官职，意图安抚王承宗、李师道
二人。宪宗大怒道：“如果罢免裴度的官职，
正中奸人下怀，朝廷的纲纪还怎么振兴？朕

任用裴度一个人，就足以打败这两个叛贼
了。”裴度也深知责任重大，把平定叛贼视为
义不容辞的使命。

裴度因为受伤休养了二十多天，宪宗特
意下诏，派卫兵在裴度私宅护卫，内宫使臣
更是频繁前往他家问候探询。在任命他为宰
相的前一天，宪宗宣旨特别嘱咐：“裴度无须
在宣政殿参加朝会，可直接到延英殿来奏
对。”待裴度入朝奏对时，宪宗对他安抚告慰
备至。当时，众多盗寇肆意妄为，触犯法
纪，京城内乱象丛生，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直至裴度被任命为宰相的诏书颁布，人心才
逐渐安定下来。众人相信，裴度定能肩负起
消灭盗寇的重任。自那以后，朝廷关于诛除
盗寇的计策不断涌现，调兵遣将的行动有条
不紊地展开。

元和十一年（816年），宪宗生母辞世，
裴度担任礼仪使。宪宗因太后之丧无意临朝
听政，遂打算依循旧例，设置冢宰一职管理
各部事务。裴度进谏：“冢宰是殷、周时期六
官之首，不仅执掌国家治理之重任，实际上
还统摄各个部门。故而在君王居丧期间，存
在百官暂时听命于冢宰的制度。然而，后代
所设官职中，早已不见此称号，实不可凭空
虚设。况且我朝旧例，时而设置此职，时而
不设，古今制度存有差异，不必一味因循守
旧。”宪宗下旨：“各部公事，暂且由中书门
下处理。”裴度的建议颇受众人赞许。

王锷位列使相，暗自思量自己一生大肆
聚敛财富，容易招人诽谤。于是，他主动给
朝廷献上钱财两千万缗。王锷去世后，他儿
子王稷家中的两个奴仆告发王稷私自更换了
父亲的遗表，有意隐瞒应当进奉给朝廷的财
物。宪宗听闻此事，便将这两个奴仆留在宫
中，派宫内使臣去搜查王稷的财产。裴度见
状赶忙进奏：“王锷去世以后，他家向朝廷进
奉的财物颇为可观。如今，只因他家奴仆的
告发，便对其家产予以查抄，臣实在担忧天
下的将帅听闻此事后，会有人出于为自己财
产考虑而心生别样想法。”宪宗听了裴度的谏
言后，当天便下令让宫中使臣返回，还将那
两个奴仆交由京兆府将其处死。

元和十一年（816年）六月，蔡州行营
的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兵败于铁城，朝廷上下
一片震惊与惶恐。

在这之前，宪宗曾下诏，让群臣各抒己
见，商量讨伐吴元济是否可行。大臣多倾向
于停止用兵，主张赦免吴元济，翰林学士钱
徽、萧俛的进言尤为恳切，只有裴度坚称叛
贼绝不可赦。裴度上奏道：“藩镇割据之弊，
犹如疾病生于腹心要害之处，若不及时根
除，必将酿成大患。否则，河南、河北地区
的藩镇定会借此衡量自身，或选择叛逆，或
决定归顺朝廷，朝廷威严将荡然无存。”

等到高霞寓兵败消息传来，众人皆揣测
皇帝必定对用兵心生厌恶，打算提议罢兵来
迎合圣意。在延英殿的奏对中，宪宗神色凝
重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倘若王师出战皆
能所向披靡，那自古以来朝廷又何必对用兵
之事有所忌惮？这般凶贼理应铲除，不应留
存于世。如今，我们只探讨该不该出兵以及
朝廷的决断与处置是否得当。众卿只需要在
关键问题上果敢决策。若将帅任用不当，可
立即撤换；兵力不足的军队，迅速加以补充
接应。怎能只因一将的一时失利轻易搁置既
定的平叛大计呢？”此言一出，再无人胆敢提
及罢兵之事。如此，裴度平定淮西叛乱的计
划得以顺利实施。

元和十二年 （817年），李愬、李光颜
多次上奏称打败叛军。彼时，国家于淮西集
结大军已历四载，粮饷供给耗费甚巨，朝廷
财力不支。诸军将领却相互推诿、观望，对
平叛之事轻慢懈怠，久久未有实质性战果。
唐宪宗为此忧心忡忡。宰相李逢吉、王涯等
三人以军队疲劳、赋税匮乏为由，力主罢兵
休战，并面圣陈述利害。众人之中，唯有裴
度沉默不语。宪宗见状，遂询问其看法。裴
度回答：“臣恳请亲赴前线，督领军务。”第
二天，众人于延英殿再度商议此事，待李逢
吉等人退下后，宪宗特意单独留下裴度，问
道：“爱卿当真代朕出征，平定叛乱？”裴度
闻此，伏地而泣，坚定地说：“臣与那逆贼
吴元济势不两立！”宪宗为之动容。裴度进
言：“臣此前看过吴元济呈来的乞降表，料
想此贼已然陷入绝境，只是我军诸位将领各
怀心思，未能齐心协力逼迫他就范，故而他
尚未彻底归降。倘若臣亲赴行营，那么诸位
将领都想争立军功来巩固陛下的恩宠，剿灭
此贼必指日可待！”宪宗对他大加赞许。

次日，宪宗颁下诏书：“辅佐君主之大
臣，军国要事皆仰赖于其谋划。他们教化
百姓，倡树良好社会风气，治理邦国，又
能凭借威望，建功立业，率军出征以靖边
患。故而君主与辅臣宛如一体，朝廷内外
所委职责并无二致。近年来，朝廷兴兵问
罪汝南，前往淮西平定叛乱，旨在革除弊
政、匡正时风，安抚一方百姓。虽说已有
众多人投诚求生，然而仍有据城顽抗、冥

顽不灵之徒尚未被彻底翦除 （《旧唐
书·裴度传》 为“而婴城执迷者未翦其
类”），不知为何那困兽仍要拼死挣扎，穷
途末路之鸟仍不愿归巢。如今再次发兵，
调整策略 （《旧唐书·裴度传》为“更张
琴瑟”），烦劳宰相 （《旧唐书·裴度传》
为“烦我台席”） 前往督领军务。朝议大
夫、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飞骑尉、赐紫
金鱼袋之重臣裴度，顺应天命而生，正是朕
梦寐以求之贤相。其为人精明善辩，一心效
力国家，志虑忠纯，坚定不移。身处要职，
谋略深远，运筹帷幄而能定策安邦。执掌朝
政之时，对四方诸事了若指掌；委以军权，
必能赢得众人衷心拥戴。因此敬祈上天庇
佑，择此良辰吉日，授予其丞相印绶，以彰
显其尊贵名分；赐予象征诸侯权力之斧钺，
以突显其使命之庄重。你当宣谕朕意、详察
下情，弘扬拓展皇帝的宏图大业，激励将
士，荡平逆贼，招抚孤苦无依之人，关爱抚
恤受伤士卒。更何况淮西的军队，向来忠诚
守节，曾为国家赴汤蹈火，立下赫赫战功，
其功绩载于史册。建中 （唐德宗年号） 初
年，他们攻克襄阳郡，擒获梁崇义。只是近
来被叛贼裹挟，才失去归顺朝廷的机会。朕
每每念及他们的功劳，时常渴望能抚慰他
们。故而派遣辅佐大臣统领军队，实乃想保
全并安抚他们，使他们皆能各安其位。爱卿
奉朕之命前往，务必恭谨行事，切不可违背
朕之训诫。今特任命你为门下侍郎、同中书
门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任彰义军节度、
申光蔡观察等使，仍兼领淮西宣慰招讨处置
使。”

诏书拟成后，裴度为照顾淮西行营都
统、宣武军节度使韩弘的情绪，不愿加“招
讨”之名，请求只称“宣慰处置使”；因这次
出行兼管招抚，请求把“翦其类”改为“革
其志”；因韩弘已经是都统，请求把“更张琴
瑟”改为“近辍枢衡”；请求把“烦我台席”
改为“授以成算”，宪宗一一应允。裴度还奏
请任命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太子右庶
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司勋员外郎李正
封、都官员外郎冯宿、礼部员外郎李宗闵等
为两使判官书记，宪宗全部同意。

唐德宗在位时推崇暗中刺探官员的言
行，朝中官员相互往来，掌管京城治安的金
吾卫就会立即向朝廷禀告，故宰相不敢在私
宅接见宾客。裴度深知国家正值多事之秋，
面临诸多变故，急需广纳天下奇才异能之
士，共商应对之策，于是请求在私宅中接待
宾客。宪宗应允了裴度的请求。从此，天下
的贤能才俊才有机会在宰相面前一展才华。

裴度接受任命后，在延英殿被召见奏
对，上奏：“君主忧虑是臣子的耻辱，臣理当
以死效命。叛贼消灭了，臣将有面君之日；
叛贼不灭，臣将无颜再见陛下。”宪宗听后感
慨落泪。

元和十二年 （817 年） 八月初三，
裴度出发前往淮西。宪宗下诏派神策军
三百骑兵作为他的护卫，并亲自到通化
门送行。裴度在楼下满含热泪辞行，宪
宗赐予他珍贵的犀带，以示恩宠与期
许。裴度名义上是宣慰使，实际上行使
元帅的职权，且将治所 （官署所在地）
设于郾城。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其一，
郾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堪称淮西政
治核心蔡州的军事外围要冲，是捍卫蔡
州的关键据点。掌控郾城，对于平定淮
西叛乱、稳定当地局势有重要意义。其
二，便于实施军事指挥。淮西战事胶
着，郾城靠近战争前线，将治所设于此
处，能就近指挥军事行动，针对瞬息万
变的战况迅速作出反应，高效协调各方
军事力量。其三，利于强化地方管控。
郾城临近申州、光州、蔡州，能对周边
区域形成强有力的辐射与管控效应。这
使得裴度在行使职权时，政令通达四
方。待裴度顺利抵达前线后，宪宗鉴于
李逢吉此前屡屡阻挠平叛事宜，果断免
去其宰相职务，派他出任剑南东川节度
使。

裴度从京城出发后，淮西行营的大
将李光颜和乌重胤便向监军梁守谦表露
心迹：“裴度此来，若立下赫赫战功，对
咱们可没什么好处。倒不如咱们抢先出
击，赶在他前面建立功勋。”八月初六，
二人贸然行动，与叛军在贾店展开激
战，结果惨遭失败。

八月二十七日，裴度到达郾城，巡
视抚慰各军，传达皇帝旨意。将士们备
受鼓舞，士气空前高涨。当时各道军队
中都由宫中宦官担任监军一职，负责督
战，军队的进退不由主将决定。一旦取
得胜利，监军便抢先向朝廷报捷；军队

遭遇挫折时，监军会对主将肆意凌辱。
裴度到了行营后，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
弊端，随即上奏朝廷，请求撤去这些监
军，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主将。这一举措
深得军心，将士们无不斗志昂扬。此
后，军队法令愈发严明，号令整齐划
一，军队士气高涨，在之后的作战中多
次取得胜利。与此同时，裴度派遣使者
深入蔡州。吴元济给裴度修书一封：“近
来我内心早已有了投降之意，无奈索日
进在河对岸高声呼喊，让三军对我严加
防备，致使我实在找不到归降的途径。”

唐邓节度使李愬麾下的李祐进言，
淮西的精锐兵力皆部署在洄曲以及边境
地带，而蔡州城内留守的尽是些老弱残
兵，可以乘虚直捣其城，出其不意，一
举擒获吴元济。李愬极为认同。十月初
七，李愬差遣判官郑澥前往郾城，向裴
度秘密禀报了奇袭蔡州的计划。裴度听
后深表赞许：“用兵之道，若不出奇兵，
便难以克敌制胜。”

元和十二年十月初十夜晚，狂风裹
挟着暴雪，天地间一片混沌。叛军因恶
劣天气而放松了警惕。就在此时，李愬
果断抓住战机，亲率大军在漫天风雪中
强行军，向着蔡州治所悬瓠城疾驰而
去。李愬的军队势如破竹，一举攻破悬
瓠城。天色破晓时，吴元济被生擒。

十一日，裴度收到战报欣喜万分，
当即派遣宣慰副使马总火速入城，安抚
城中百姓，稳定局势。十二日，裴度手
持彰义军使的符节，率领洄曲投降的一
万余名士兵进入蔡州城。李愬身着戎
装，以军礼迎接裴度。

裴度入城后，迅速着手处理政务，
有条不紊地恢复城中秩序。蔡州百姓深
受旧法令严苛之苦，旧法令规定：民众
在路上相遇，不得相互交谈；夜晚严禁
点蜡烛；若有人以酒食相互馈赠往来，
会被以军法论处。裴度洞察到这些弊
端，明确规定除了盗贼行径以及斗殴致
人死亡等重罪外，其余旧法令一概废
除。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蔡州百姓，终
于挣脱往日的枷锁，重新体会到生活的
乐趣。

起初，裴度用蔡州的士兵担任署府
卫兵。有人认为降卒刚刚归顺，人心不
稳定，不可不防备。裴度笑着说：“我受
命担任彰义军节度使，首恶已经被擒
获，蔡州人就是大唐的子民了。”蔡州的
父老乡亲无不感激涕零，申州和光州的
百姓也立即平稳安定下来。

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裴度
自蔡州启程入朝，他留下副使马总任彰
义军留后。当初裴度初入蔡州之时，有
人心怀不轨，诬陷他没收了吴元济家的
珍宝。宪宗听说后不免产生了几分怀
疑，打算将吴元济原来的部将全部处
死，特意授予监军梁守谦两把剑，命他

即刻前往蔡州执行旨意。裴度回朝行至
郾城时，恰好与梁守谦相遇。裴度便与
梁守谦一同折返蔡州，并未完全依照皇
帝的旨意行事，而是根据这些部将罪行
的轻重，公正量刑处罚。梁守谦坚持要
按照圣意执行。裴度先是上疏表达了自
己的意见，又赶回朝廷面君陈述利害。
十二月，宪宗下诏加封裴度为金紫光禄
大夫、弘文馆大学士，赐其勋位上柱
国，封晋国公，食邑三千户。

宪宗因为淮西叛贼被平定，趁着功
臣李光颜等人入朝，想举行宫廷宴会以
作庆贺，下诏让六军使修缮麟德殿的东
廊。军使张奉国因为公费不足拿出自己
的钱财来补充费用，之后还向执政大臣
提及此事。裴度知情后委婉地向宪宗启
奏：“陛下要营造宫殿，本就有将作监等
部门负责操办，怎能让功臣破费来营造
呢？”宪宗对张奉国泄露此事颇为恼怒，
下令让其辞官回家。宪宗又下令疏浚龙
首渠，建造凝晖殿。营造过程中，殿宇
装饰得极为华丽，甚至还移栽了佛寺中
的花木种植在庭院中，耗费巨大。当
时，程异和皇甫镈为人奸邪狡诈，掌管
着度支、盐铁费用，为了迎合宪宗，多
次超额进贡钱财，助力皇帝营造宫殿。
宪宗又考虑到程异、皇甫镈在平定蔡州
时供给粮饷不少，于是将二人任命为同
平章事。裴度在延英殿上当面向宪宗进
谏：“程异和皇甫镈不过是善于管理钱粮
的官吏罢了，并非能够治理天下的栋梁
之才。陛下为了满足自己耳目之欲将他
们提拔到宰相之位，此事引得天下人议
论纷纷。臣认为陛下此举实在不妥，对
陛下的圣明并无益处。还望陛下审慎考
虑，妥善处置。”宪宗未纳裴度之谏。裴
度不甘罢休，三次上疏，痛陈弊端，甚
至请辞相位以明志，然宪宗终未省悟。

淮西靖乱 力挽狂澜
——大唐中兴名相裴度传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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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裴度像落成暨裴度文化园开园仪式在郾城区裴城镇裴城村举

行。唐宪宗李纯元和年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之子吴元济叛乱，割据蔡州，
朝廷讨伐，久攻不下。宰相裴度亲自督战，驻军郾城洄曲，遣节度使李愬雪
夜奇袭蔡州，平定吴元济之乱。裴度在洄曲驻留了四个月，备受当地百姓爱
戴。当地人为纪念裴度，便将洄曲更名为裴城。郾城八景之“裴城夜雨”即
源于此。那么，裴度是怎样一个人呢？即日起，本报讲述大唐中兴名相裴度
的传奇人生。

裴度（765年—839年），字中立，出生于
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他的祖父裴有邻
曾担任濮州濮阳县令，父亲裴溆担任过河南府
渑池县丞。

贞元五年（789年），裴度在科举考试中脱
颖而出，考中进士，又在博学宏辞科考试中斩
获佳绩。随后，他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贤良方
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凭借出色的对策，展现
出卓越的才识，被授任河阴县尉。裴度能力出
众，很快升任监察御史。彼时，他心怀社稷，
秘密上疏，针砭那些有权势的宠臣，言辞恳
切，但违逆皇帝心意，惨遭贬黜，出京任河南
府功曹。

裴度并未因此消沉，凭借自身不懈努力与
出众才能，再度获得晋升，担任起居舍人。元
和六年（811年），裴度以司封员外郎职务掌管
拟制诏令，不久转为本司郎中，在朝堂上逐步
崭露头角，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

初涉朝堂 崭露头角1

勇护裴寰 仗义执言

元和九年（814年）十月，裴度改任御史
中丞。宣徽院五坊的小使，每年秋天到京城附
近试放宫廷鹰犬行猎，所到之处，当地官吏必
定盛情相邀、馈赠厚礼。小使们稍不如意，就
肆意敲诈勒索，百姓畏惧他们如同强盗贼寇。
早在贞元末年，这些人就很残暴蛮横，甚至在
百姓家门口、水井边张设网罗，禁止百姓出
入、打水，还恐吓道：“有人出入会惊吓到皇家
的鸟雀。”他们还成群结伙在酒家饭店肆意吃
喝，酒足饭饱后，临走时留下一箱蛇，并威胁
店家：“我们用这些蛇喂养皇家的鸟雀，你们要
好好照料它们。”店家唯有贿赂、低声赔罪，小
使们才肯带着装蛇的箱子离开。到了元和初
年，朝廷虽然多次整治这类弊病，但是小使们
的惯常恶行始终不能根绝。

有一次，小使们前往下邽县。县令裴寰为
人刚正严厉，对小使们的凶暴行为深恶痛绝，
除了在公馆里按规定接待，其他方面一点儿也
不曲意逢迎。小使们恼羞成怒，诬陷裴寰口出
狂言，轻慢朝廷。这话很快传到宪宗耳中，宪
宗龙颜大怒，当即下令逮捕裴寰，想要以“大
不敬”之罪论处。宰相武元衡等人据理力争，
试图让宪宗回心转意，可宪宗怒气丝毫未减。
裴度进延英殿奏事，了解情况后极力为裴寰辩
白。宪宗更加恼怒地说：“按照你的说法，如果
裴寰无罪，那就处死五坊小使；如果小使无
罪，那就处死裴寰。”裴度毫不畏惧，冷静回
应：“论罪确实如陛下所说。但裴寰作为县令，
一心顾惜陛下的百姓，怎么能治他的罪呢？”宪
宗听后，脸上的怒色消散，第二天下令释放了
裴寰。

出任宰相 临危受命出任宰相 临危受命

酝酿平叛 力主讨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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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镇郾城 剑指蔡州

雪夜奇袭 平定淮西

8 为民请命 心系苍生

出使魏博 抚慰民心

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
世，因其子田怀谏年幼，无力担当军政重任，
府营军官们拥立小将田兴（后更名为田弘正）
为留后。田兴安排心腹前往朝廷，表明魏博愿
遵守国家法令，接受朝廷对官吏的任命，并正
常缴纳赋税。宪宗深感欣慰，派遣裴度前往魏
州宣谕旨意。

田兴的前任僭越违礼而奢侈浮华，所用的
车马、服饰、房屋等均超过制度规定的标准，
尤其是处理政务的厅堂，更是宽敞得过分。田
兴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坚决不在那里处理政
务，依旧居住在原采访使的官厅之中。不仅如
此，他还恳请裴度撰写壁记，用以记述自己谦
卑奉法之事。此事一出，魏博百姓心怀感激。

随后，田兴又请裴度到魏博所属的各郡
县，传达皇帝诏旨。裴度每到一处，百姓都到
郊外迎接。裴度圆满完成任务归来，凭借出色
的表现被朝廷任命为中书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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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度文化园的裴度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