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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忠报国 名垂青史
——大唐中兴名相裴度传奇（下）

1 定策戡乱 力扶新君

（《旧唐书·裴度传》）史臣曰：唐德宗鉴
于建中年间的祸难，对藩镇大臣采取姑息的政
策。贞元末年，朝廷的威望和政令日益衰微。唐
宪宗（章武皇帝）怀着长久以来的愤恨，在朝廷
上访求治国的良策，开始得到杜邠公（杜黄裳），
任用高崇文诛杀了刘辟；中间得到武丞相（武元
衡），筹划军事、训练军队，协助皇帝作出英明的
决断；最终得到裴晋公（裴度），彰显了朝廷强大
的武力，树立了威严的形象，消灭了两河地区长
期盘踞的贼寇。唐宪宗的果断真是了不起啊！裴
晋公以一介书生的学业，坐到了宰相的高位，遭
遇了时运艰难，对那些凶恶奸邪的人愤恨不已，
发誓以身报国。这难道不壮烈吗？臣子侍奉君
主，唯有忠诚和道义。从大的方面来说能凭借远
大宏伟的谋略来排除祸乱灾难，从小的方面来讲
能用正直的言论来匡正君主的过失，在朝廷内不
考虑自身利益，在朝廷外不顾及他人的议论，裴
晋公都能够做到。他确实是国家的良臣，像帝王
的左膀右臂一样贤明的宰相。对于唐宪宗元和年
间实现国家中兴的功劳，他是当之无愧的啊！从
前孔子感叹周王室衰微，幸亏齐桓公得到了管仲
的辅佐成就霸业，因而孔子有“如果没有管仲，

我们都是野蛮人”的言论。当时王承宗、李师道
相互勾结作恶多端，奸邪之人遍布天下，刺客充
斥京城，甚至关卡的官吏和宫廷的禁兵都暗中勾
结叛贼，谏议的大臣话还没说出口，利刃就已经
刺向胸膛。如果没有甘愿为国赴死的忠臣，谁肯
挺身而出，冒着危险来辅佐天子呢？如果不任用裴
度，元和年间的时运就难料了。

（《旧唐书·裴度传》）赞曰：裴晋公讨伐叛
贼，以身犯险。重用他，国家就能得到治理；舍弃
他，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裴晋公离开朝廷后，河北
地区又失去了安宁。杜元颖、崔植的谋划，确实拙
劣不堪（二人系唐朝宰相，不懂军事，缺乏远见，
主张对藩镇妥协，采取绥靖政策，与裴度的强硬路
线背道而驰，导致唐朝陷入更深的割据泥潭，“元
和中兴”成果尽毁）。

（ 《新 唐 书 · 裴 度
传》）赞曰：唐宪宗讨伐淮
西吴元济，前后历时四年。
吴元济在外勾结朝中奸臣，
派人刺杀宰相，对抗朝中主
战派，以此来阻挠震慑朝廷

对他的讨伐。只有唐宪宗态度坚决力排众议，任命
裴度处理军国大事，依靠他去讨贼平叛。裴度亲自
督战，最终平定了淮西之乱。不是裴度平定叛贼这
件事困难，而是信任并任用让他去平叛才是真正困
难的事啊！韩愈赞颂裴度的功绩说：“大凡平定淮
西蔡州的功劳，只有果断决策才能成功。”这话说
得太有见地了！唐穆宗不具备君主应有的品德。由
于奸邪小人、庸碌之辈趁机诋毁，裴度就再没有建
立显著功勋。这不是裴度之前聪明而后来愚蠢，关
键在于任用还是不任用他，当时的形势必然会导致
这样的结果。《旧唐书》说裴度在晚年时做事有些
随波逐流，是为了给自己谋求安稳。这种说法是不
对的。《诗经·大雅》中说：“既明事理又聪慧明
智，用这样的方式来保全自身。”裴度又有什么可
指责的呢？

唐敬宗年少登基，性情骄纵任性，对每日上朝接见群臣之事深感
厌倦。裴度见状心怀忧虑，寻得时机，和颜悦色却又言辞恳切地进
谏：“陛下，近来每月坐朝理政不过六七次。然而，仅仅如此，天下
臣民便已尽知陛下亲理政务，哪怕是河北那些心怀不轨的叛贼，听闻
此事后也为之震慑。但近两个月以来，陛下临内阁、到延英殿听政的
次数愈发稀少。朝堂之上，诸多军国大事堆积如山，皆亟待陛下圣
裁，若长此以往，恐怕会延误国家大事。值此秋高气爽之际，望陛下
能多临朝听政，广纳谏言，询察民情。依臣之见，陛下保养龙体，当
顺应时令变化。饮食需节制，作息贵有常，如此方能使四肢调和，长
享安康。陛下勤政爱民，日理万机，每次驾临延英殿召见臣等奏对之
时，正值盛夏酷热之际，若能在清晨理政，陛下既能神清气爽，又能
更为高效地处理政务。倘若拖至中午，烈日高悬，即便陛下不辞辛
劳，废寝忘食，直至日影西斜，可圣上尊贵之躯亦难免受到暑热烦
扰。臣等此前已就此有所陈奏，恳请陛下采纳，以利于朝政稳定、民
生安乐。”敬宗听后，心中有所触动，此后处理政务的频率稍有提
升。不久，裴度兼任度支使，肩负起更为繁重的职责。

■本报记者 陈全义

唐敬宗宝历二年十二月，宫廷骤起风云，宦官刘克明等人发动政
变，敬宗不幸驾崩。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裴度展现出非凡的镇定与果敢。他不动声色
地与忠诚于朝廷的宦官暗中谋划，精心布局，凭借着多年的政治经验
和果敢决绝的行事风格，以雷霆之势迅速展开行动，一举诛灭刘克明
等乱党，成功平定宫廷内乱，而后迎立江王李昂为帝，是为唐文宗。
因这一事立大功，裴度加授门下侍郎、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宫使，其
他职位依旧保留，并因辅佐新君的卓越功勋进阶为特进，在朝堂之上
享有极为尊崇的地位，朝会时位列仅在三公之后。

彼时，沧景节度使李全略去世，其子李同捷暗自掌控兵权，妄图
世袭节度使一职。裴度洞察其野心，果断请求朝廷兴兵讨伐。历经一
年艰苦征战，李同捷终被诛杀，叛乱得以平定。事后，裴度上奏章表
明：调派军粮一事，并非宰相本职，恳请将度支使事务归还相关部
门。文宗准奏，并赏赐他食封三百户，以此彰显其为国家立下的赫赫
战功。

裴度年事渐高，且疾病缠身，身体每况愈下，遂上疏朝廷，请求
辞去机要政务。文宗对这位元老重臣恩宠有加，不仅派遣御医前往裴
府为其悉心诊治，每日还派宫中使者前去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六月，文宗下诏褒奖裴度。诏书中，
文宗对裴度深情地说：“往昔，汉皇为孔光特颁赐给几案的诏书，让
其享有特殊礼遇；晋君因郑冲重申授册封赏的命令，以表尊崇。虽说
这些都是对德高望重老臣的优待，但商议军国大事时却很少向他们咨
询，给予的礼遇也仅仅局限于让他们安享晚年。朕勤勉求治，敬贤若
宝，对裴度这般功臣故老，岂敢不敬重有加？故而委以军国重任，使
其参与繁杂要务决策，朕亦常依他的建言作出判断，实在是希望能得
到这样的良臣辅佐，从而实现国家的和谐治理。今将其升职为上公，
此乃特殊恩宠。特进、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
任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晋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的裴
度：你禀山川英灵之气，怀天地浩然正气；品德高洁出众，胸怀宽广
磊落。在外，你屡建奇功；在内，你德行深厚影响深远，堪称社稷根
基、邦国支柱，故而能忠心侍奉几代君王，广泛宣扬宏大美好的教
化。宪宗一朝，你扫除天下叛乱，有着出兵灭贼的赫赫战功；穆宗一
朝，你统一文字、车轨，有着参与军事、入朝辅弼的卓越功绩；敬宗一
朝，百姓能够富足安康，离不开你拯救国家、庇护万民的辛劳。及至辅
佐朕躬，治国安邦，你有吊民伐罪定国之勋。此等丰功伟绩，尽载于朝
廷谋略之中，铭刻于史册，惠及百姓，难以一一详述。朝廷上下在议论
时更加看重你的才能，朕心中亦明明白白。朕本想采纳你如皋陶般的谋
略，奈何你却像留侯张良一样患病在身。你恳切坚决地辞去要职，奏章
之中详细地阐述了理由；接到诏书后上奏陈言，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你的
衷心。如今听闻你病情好转的喜讯，朕更是盼望你能履行宰相的职责，
然而你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朕也未能见到你的面容。如果没有优厚尊
崇的任命，又怎么能彰显朕对贤才的厚待之恩呢？你应当协助参与朝廷
的机要事务，广泛传布政教法令，讲论治国之道，成为卿士们的楷模，
宣扬德政，以此安抚朝廷内外。希望你能养精蓄锐，护佑自身福禄，作
为国家的元老，辅佐朕治理天下。现任命你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等
病情稍有减轻，每三五天前往中书省一次即可。你的散官、勋位、封
爵、实封依旧不变，仍依照礼仪进行册命。”

裴度接到诏书后，上表辞谢道：“三公之尊崇礼仪，典章册命之
盛大，加于臣这等庸人身上，此等褒奖远超臣之本分，实感受之有
愧。况且皇恩浩荡，承蒙陛下偏爱，此前已多次厚赐。如今陛下又令
臣参与朝廷机要，臣私下忧虑难以胜任，恐难辅佐协调，再次肩负此
繁劳重任，心中实在惭愧。恳请陛下开恩，撤销臣担任要职、从事要
务、册封礼仪及破格赐恩。如此，即便臣空居高位、白食俸禄，也仅
内心惭愧；身着礼服、乘坐轻车，亦可避免遭人讥笑。”文宗见奏，
下达嘉奖诏书，依从了他的请求。九月，加授裴度守司徒，兼侍中之
职，出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和观察使、临汉监牧使。

裴度，素以刚正不阿、忠诚正直闻名天下，侍奉君主忠心耿耿，
却因此多次遭奸臣排挤，仕途坎坷，几近颠沛流离。至晚年，面对复
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他不得不稍微随波逐流，以求避祸自保。

当时，度支盐铁使王播为了获取皇帝的宠信，不惜通过大肆进献
财物的手段来讨好皇帝。裴度无奈之下，也只能效仿王播的做法，收
集了一些钱财进献给皇帝。然而，他的这一行为却令众多士大夫不
齿。在他们眼中，裴度此举有失往日的气节。裴度引荐韦厚叔、南卓
担任补阙拾遗之职，本意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朝堂上的矛盾，
扩大自己的人脉关系，从而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保全自身。然而，后
来晋升的宰相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对他的这些行为颇为不满。恰逢裴
度称病辞官，他们便趁机免去了裴度的宰相职位，再次将他外放，出
任襄阳节度使。

当初，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朝廷在襄阳设置临汉监牧，为
此毁废百姓的田地四百顷，却仅养马三千二百多匹。裴度到了襄阳，
眼见养马数量稀少，白白浪费了百姓的田地，上奏请求取消这一牧
场，撤销临汉监牧使一职。文宗大和八年（834年）三月，裴度以本
官兼任东都尚书省的职务，任东都留守。大和九年（835年）十月，
裴度晋升为中书令。十一月，文宗不甘受宦官控制，精心策划以观露
之名诛杀宦官，史称 “甘露之变”。事变中，李训、王涯、贾餗、舒
元舆四位宰相惨遭宦官杀害。他们的亲属和门人数百人受株连，被投
入监狱审讯定罪，甚至差点被流放。裴度得知后，痛心疾首，上疏为
他们辩解求情，凭借其威望和智慧，最终保全救活了几十家。

“甘露之变”后，宦官权势滔天，掌控朝政，士
大夫道德风尚遭受严重冲击，一蹶不振。裴度自觉年
事已高，已至告老退休之龄，加之朝廷纲纪已然败
坏，大厦将倾，独木难支，遂不再将仕途进退放在心
上。

裴度于东都洛阳的集贤里精心修建府宅，在园内
堆筑假山，开凿池塘，遍植竹子、树木，使之郁郁葱
葱，又建造风亭水榭，以梯桥连接楼阁，将都城美景
尽收园中。此外，他还在午桥构筑别墅。园内花木繁
茂，多达万株。别墅中，他还特意建造了歇凉避暑的
亭阁，取名“绿野堂”，并引来清澈泉水贯穿其中，
导引分流贯通有序。岸上景物倒映水中，波光潋滟，
环绕别墅左右，宛如人间仙境。在闲暇时光，裴度常
与大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挚友相聚，整日尽情宴
饮。席间众人诗兴大发，放声吟诵，畅所欲言，借诗
酒琴书自娱自乐。当时的诸多名士，皆以能与裴度交
往为荣。每当有士人从东都洛阳返回京城时，文宗必
定首先关切询问：“你可曾见到裴度？”足见文宗对裴
度的敬重与牵挂。

文宗念及裴度虽脚有毛病，行动不便，上朝拜见
多有不便，但年纪尚不算太老，仍可为国效力，开成
二年（837年，开成是唐文宗第二个年号）五月，再
度下诏，命裴度以本官兼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
节度使。诏书下达后，裴度深知责任重大，却因年迈
多病，力不从心，一再上疏推辞，表明自己不愿再掌
管兵权。然而，文宗爱惜人才，对裴度寄予厚望，下
达嘉奖诏书，并未答应他的请求。为敦促裴度赴任，
文宗特意派遣吏部郎中卢弘前往东都洛阳宣旨：“卿
虽身染疾病，但年纪尚未老迈，为朕卧守北方门户，
实乃众望所归。”在文宗的殷切期盼与催促下，裴度
无奈，只得抱病前往任职。

开成三年 （838年） 冬天，裴度病情愈发严
重，身体每况愈下，难以支撑，遂请求回到东都洛
阳养病。开成四年 （839年） 正月，文宗恩准其
请，下诏允许他回到京城，并授予中书令之职，然
而，裴度因病情严重，已无法入朝谢恩。文宗得知
后，心生怜悯，下诏道：“司徒、中书令裴度，功
勋卓著，多次出任宰相要职，如今因病不能入朝谢
恩，其本官俸禄应按日计算支付，以表朕之关
怀。”同时，又派遣宫廷御医前往裴府，为其精心
诊治。

恰逢三月初三上巳节，文宗在曲江池赐宴群
臣，众臣赋诗助兴，裴度因病未能赴宴。文宗心
中挂念，特意派遣宫中使者前往裴府，赐给裴度
一首诗：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
衰，忧来学丘（孔子）祷。并附上亲笔书信，信
中写道：“朕的诗集里渴望见到卿之唱和诗，故而
将此诗予卿。卿疾病未愈，想必乏力无心和诗，
但日后可进呈于朕。春日，常言不利于养病，望
卿努力调养护理，早日康复。朕心中千言万语，
难以一一尽述。所需药物，可随时奏来，切勿怕
麻烦朕。”然而，当御笔书信送达裴府门口时，裴
度却已溘然辞世，时为开成四年（839年）三月四
日。文宗听闻噩耗，悲痛万分，震惊哀悼良久。
他重新让人抄写了御笔书信，郑重地放置在裴度
灵前，以寄哀思。裴度享年七十五岁。文宗下诏
追赠他为太傅，并为此罢朝四日，赏赐的助丧财
物比常规增加一等，又下诏命京兆尹郑复监护料
理丧事，办理丧事所需的一应物品，均由官府供
给，以示对裴度的尊崇与悼念。

文宗惊诧裴度临终竟未留下奏表，遂派宫中使
者前去询问。裴度家属呈上他的遗表草稿，众人观

之，内容皆是请求册立太子，竟无一句为自己或家
人谋私之语。

裴度一生，最初以一介书生身份，凭借卓越
的文辞和精妙的策论考中科举，短短数年，便跻
身清贵显要官职之列。遭遇时世艰难，他却能奋
不顾身，参与朝廷决策机要，挺身而出讨伐叛
贼，成为备受崇敬的中兴名臣。在元和、长庆年
间，那些乱臣贼子被他的威严所震慑，锐气尽
消。裴度容貌身材虽仅为中等水平，但其风采俊
朗，应对答辩时更是雄辩有力。凡观者听者，无
不对他肃然起敬。当时奉命出使极远之地的使臣
归来后皆言，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君长必
定询问裴度的年岁几何、形貌与何人相似、天子
是否正重用他。其威名远扬至少数民族地区。华
夏内外皆对他敬佩有加。当时他的威望和德行，
可与郭子仪相媲美。他任职期间，以自身之力维
护国家的安全，对时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长
达二十年。朝廷任命将相之时，无论贤能与否，
人们皆推崇裴度为首位。他被士大夫和君子们爱
戴敬重竟到了如此地步。即便晋代江左的王导、
谢安，在雅俗之辈中能起到坐镇作用，但在大的
谋略方面，却也远不及裴度。

裴度曾为自己作赞：“尔才不长，尔貌不扬。
胡为将？胡为相？一点灵台，丹青莫状。”意即：
你身材并不高大，容貌也不出众，为何能成为将
领、为何能成为宰相呢？只因为拥有一颗纯净光
明、聪慧通达的内心。这样的内心即使用丹青妙笔
也难以描摹出来。裴度以其一生的忠诚与智慧，践
行着自己的人生信条，在大唐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功绩与品德，彪炳史册，为后
世所敬仰。

裴度统领大军平定淮西吴元济之乱时，太子右
庶子韩愈出任行军司马一职。在征讨期间，韩愈全
程参与，对诸多战事谋划、军队调度以及事件的前
因后果了如指掌。待平叛凯旋，唐宪宗为彰显裴度
的赫赫功勋，特命韩愈撰文并刻碑铭记。于是，韩
愈挥毫泼墨，写下了气势恢宏的《平淮西碑》，内
容如下：

天以唐克肖其德，圣子神孙，继继承承，于千
万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
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
休养生息。至于玄宗 （《全唐文》为“元宗”，清
代为避康熙皇帝玄烨的名讳），受报收功，极炽而
丰，物众地大，孽牙其间。肃宗代宗，德祖顺考，
以勤以容。大慝适去，莨莠不薅（见《全唐文》和

《东雅堂昌黎集注》），相臣将臣，文恬武嬉，习熟
见闻，以为当然。睿圣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
图数贡曰：“呜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传次在
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见于郊庙？”群臣震慑，
奔走率职。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
东，又明年平泽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贝、
卫、澶、相，无不从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
其少息。”

九年，蔡将死，蔡人立其子元济以请。不许，
遂烧舞阳，犯叶、襄城，以动东都，放兵四劫。皇
帝历问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帅之不庭授，于
今五十年，传三姓四将，其树本坚，兵利卒顽，不
与他等。因抚而有，顺且无事。”大官臆决唱声，
万口和附，并为一谈，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
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
一二臣同，不为无助。”曰：“光颜！汝为陈许帅。
维是河东、魏博、郃阳三军之在行者，汝皆将
之。”曰：“重胤 （即乌重胤，《全唐文》 为“重
允”）！汝故有河阳、怀，今益以汝。维是朔方、
义成、陕、益、凤翔、鄜延、宁庆七军之在行者，
汝皆将之。”曰：“弘 （即韩弘，《全唐文》 为

“宏”，《东雅堂昌黎集注》为“洪”）！汝以卒万二
千，属而子公武往讨之。”曰：“文通，汝守寿。维
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军 （《全唐文》 和

《东雅堂昌黎集注》 均为“四军”；《新唐书》 加
“徐泗”，为“五军”） 之行于寿者，汝皆将之。”

曰：“道古，汝其观察鄂岳。”曰：“愬，汝帅唐邓
随，各以其兵进战。”曰：“度，汝长御史，其往视
师。”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赏罚用命
不用命。”曰：“弘，汝其以节都统诸军。”曰：“守
谦，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抚师。”曰：

“度，汝其往，衣服饮食予士，无寒无饥，以既厥
事，遂生蔡人。赐汝节斧、通天御带、卫卒三百。
凡兹廷臣，汝择自从，惟其贤能，无惮大吏。庚
申，予其临门送汝。”曰：“御史，予闵士大夫战甚
苦，自今以往，非郊庙祠祀，其无用乐。”

颜、胤、武合攻其北，大战十六，得栅城县二
十三，降人卒四万。道古攻其东南，八战，降万三
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战其东，十余遇，降
万二千（《新唐书》为“三千”）。愬入其西，得贼
将，辄释不杀，用其策，战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师，都统弘责战益急，颜、胤、武战益用命。
元济尽并其众洄曲以备。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贼将，
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
门，取元济以献。尽得其属人卒。辛巳，丞相度入
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飨赉功。师还之
日，因以其食赐蔡人。凡蔡卒三万五千，其不乐为兵
愿归为农者十九，悉纵之。斩元济京师。

册功：弘加侍中；愬为左仆射，帅山南东道；
颜、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骑常侍帅鄜坊丹延；道
古进大夫；文通加散骑常侍；丞相度朝京师，进封
晋国公，进阶金紫光禄大夫，以旧官相；而以其副
总为工部尚书，领蔡任。

既还奏，群臣请纪圣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
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献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万邦。孰居近土，袭盗以狂？
往在玄宗，崇极而圮。河北悍骄，河南附起。
四圣不宥，屡兴师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
夫耕不食，妇织不裳。输之以车，为卒赐粮。
外多失朝，旷不岳狩。百隶怠官，事亡其旧。
帝时继位，顾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
既斩吴蜀，旋取山东。魏将首义，六州降从。
淮蔡不顺，自以为强。提兵叫讙，欲事故常。
始命讨之，遂连奸邻。阴遣刺客，来贼相臣。
方战未利，内惊京师。群公上言：“莫若惠来。”
帝为不闻，与神为谋。乃相同德，以讫天诛。

乃敕颜、胤、愬、武、古、通：“咸统于弘，
各奏汝功。”

三方分攻，五万其师。大兵北乘，厥数倍之。
尝兵时曲，军士蠢蠢。既翦陵云，蔡卒大窘。
胜之召陵，郾城来降。自夏入秋，复屯相望。
兵顿不励，告功不时。帝哀征夫，命相往厘。
士饱而歌，马腾于槽。试之新城，贼遇败逃。
尽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师跃入，道无留者。
额额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顺俟。
帝有恩言，相度来宣：“诛止其魁，释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妇女，迎门笑语。
蔡人告饥，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赐以缯布。
始时蔡人，禁不往来。今相从戏，里门夜开。
始时蔡人，进战退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
为之择人，以收余惫。选吏赐牛，教而不税。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觉，羞前之为。”
蔡人有言：“天子明圣，不顺族诛，顺保性命。
汝不吾信，视此蔡方。孰为不顺，往斧其吭。
凡叛有数，声势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
其告而长，而父而兄。奔走来阶，同我太平。”
淮蔡为乱，天子伐之。既伐而饥，天子活之。
始议伐蔡，卿士莫随。既伐四年，小大并疑。
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断乃成。
既定淮蔡，四夷毕来。遂开明堂，坐以治之。
此碑文收录于 《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一）

（《四库全书·东雅堂昌黎集注》和《新唐书·吴
元济传》均有录），布局精巧、结构严谨，行文恰
似行云流水般自然流畅，又仿若大江出峡般气势磅
礴，各部分衔接得浑然天成，尽显韩愈非凡的文学
造诣。石碑刻就之时，举国上下皆视其为奇文，文
人墨客、市井百姓竞相诵读。

平定淮西时，裴度是统帅，韩愈在碑文中把主
要功劳归于裴度。平淮西碑立于蔡州北城门外，不
久便被李愬的部将用长绳拽倒，并用粗砂大石磨毁
碑文。李愬的妻子是唐安公主之女，认为李塑雪夜
入蔡州应该功居第一，入宫诉说韩愈的碑文不实。
唐宪宗也避免触犯武将们的心意，于是下诏磨去韩
愈撰写的碑文内容，重新命令翰林学士段文昌撰写
碑文。后来，两碑文并行，于是出现了“一碑二
文”的历史奇观。

2 病骨辞枢 天眷殊荣

3 “甘露之变” 大义救难

4 绿野韬光 东都寄情 5 鞠躬尽瘁 遗表谏储

6 勒石镌碑 宏文颂功

7 彪炳史册 千古留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