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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谏

建中元年 (公元衔0年 ),唐德宗 利 用

杨炎与刘晏的矛盾,杀 刘 晏 ; 二 年 (zg1

年 ),又利用卢杞与杨炎的矛盾,杀杨炎。

二事,两 《唐书 》、 《资治通鉴 》中有 记

载,无须多说。今所欲论者,刘晏、杨炎之

死在当时史学方面的一
些反映。

从沈既济撰 《建中实录 》说起。

《旧唐书 》卷一四九 《沈传师传 》云 :

“
父既济,博通群籍,史笔尤工,史部侍郎

扬炎见而称之。建中初,炎为宰相,荐既济

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既而

杨炎谴逐,既济坐贬处州司户。
”

沈既济是

杨炎集团中的史学家,他所撰的 《建 中实

录 》中,就有偏袒杨炎、攻击刘晏的内容。

《新唐书 》卷五八 《艺文志二·乙部 史

录°起居注类 》: f沈既济 《建中实录 》十

卷。
”

《宋史 》卷二○三 《艺文志。史类·编

年类 》: “
《唐建中实录 》十五卷:沈既济

撰。
” (《 中兴馆阁书目·史部·起居注类 》

同 )作
“
十卷

”
者,是。司马光撰 《资治通

鉴 》时,此书尚存。

《资治通鉴考异 》卷十七 《唐 纪 九·德

宗建中元年正月罢刘晏转运等使 》云: “
建

中实录 》曰: ‘
初,大历中,上居东宫,贞

懿皇后方为妃,有宠,生韩王迥 , 帝又 钟

爱。故阉官刘清潭、京兆尹黎干与左右嬖幸

欲立贞懿为皇后,且言韩王所居获黄蛇,以

为符,动摇储宫,雨晏附其谋,翼立殊效 ,

图为宰辅ρ时宰臣元戡独保护上
'以为最长

《彭城 公

卞 孝 萱

故 事 》

而贤,且尝有功,义不当移。王 缙 亦 谓 人

曰:晏,黠者也。今所图无乃过黠乎:后其

议渐定。贞懿卒不立。上憾之。至是,以晏

大臣而附邪为奸,不去将为乱。 托 陈奏 不

实 谪为忠州刺史。
’

沈既济,杨炎所荐,

盖附炎为说。今从 《旧·传 》。
”

今案: 《旧唐书 》卷一二三 《刘晏传 》

云: “⋯⋯时人风言代宗宠独孤犯而又爱其

子韩王迥,晏密启请立独孤为皇后。(杨 )炎

因对敖流涕奏言: J赖祖宗福萜,先皇与陛

下不为贼臣所间。不然,刘晏、黎干之辈,

摇动社稷,凶谋果矣。今干以伏罪,晏犹领

杈,臣为宰相,不能 正 持 此 事 , 罪 当 万

死。
’
崔祜甫奏言: 

‘
此事暖昧,陛下以廓

然大赦,不当究寻虚语。
’

朱呲、崔宁又从

傍与祜甫救解之,宁言颇切,炎大怒:故斥

宁令出镇揶坊以摧挫之。遂罢晏转运等使,

寻贬为忠州刺史。
”

对照之下,不难看出沈既济 的 曲笔 。

←-)把 “
时人

” (应是元载-—杨炎集团 )

的
“
风言

”
写成确有其事。(二 )为元载涂脂

抹粉。(三 )借王缙之口.证实刘 晏 之 罪。

(四》避雨不提杨炎向德宗进谗言。司马光认

为沈既济
“
附炎为说

”,摒弃不取,确是有

眼光的。

与诬蔑刘晏有罪的《建中实录 》针锋相

对,出 现了颂扬刘晏有功 的 《彭城公 故

事》。

《新唐书》卷五八 《艺文志二·乙部 史



录·故事类 》: 
“
陈谏等 《彭城公故事 》一

卷
”,注: “

文刂晏
”

。 《宋史 》卷 二 百 三

《艺文志二·史类·传记类 》: “
陈谏等 《彭

城公事迹 》三卷。
”

宋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

阙书目》卷一 《史类。传记 》: 
“
陈 谏 述

《刘相旧事论 》一卷。
”

虽然标题、卷数不

同,却是一本书。此书已佚。从 《新唐书 》

的引文,窥见其
“
大略

”
。

《新唐书 》卷一四九《刘晏传 》云:“晏

既被诬,而旧吏推明其功。陈谏以为管、萧

之亚,著论纪其详,大略以
‘
开元、天宝间

天下户千万,至德后残于大兵,饥疫耜仍,

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户不二百万。晏l黾计

天下经费,谨察州县灾害,蠲除拯救,不使

流离死亡。初,州县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

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

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上 元 、 宝 应

间,如袁晁、陈庄、方清、许钦等乱江淮,

十余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

罢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用度。起广德

二年,尽建中元年,黜陟使实天下户,收三

百余万。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 使之耕耘

织纽,常岁平敛之,荒 年蠲救之,大率岁增十

之一。而晏尤能时其缓急而先后之。每州县

荒歉有端,则计官所嬴。先令曰:蠲某物,

贷某户。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议者或

讥晏不直赈救,而多贱出以济民者,则又不

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

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9活人多则

网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又 赈 给 近 侥

幸-吏下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

锯在前不可禁。以为二害。灾诊之多'所乏

粮耳,它产尚在,贱以出之,易其杂货,因
人之力,转于丰处,或官 自用, 则 国 计 不

乏;多出菽粟,恣之粜运,散入村闾,下户

力农,不能诣市,转相沾逮, 自免阻饥:不
待令驱。以为二胜。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

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
’

9

38

岂所谓有功于国者邪 ! 
”

所 谓 陈谏
“
著

论
”,应指陈谏所著 《彭城公故事 》(《 彭

城公事迹 》、 《刘相旧事论 》)。  “
岂所谓

有功于国者邪
”

贞̂
宇
,不是陈谏书中的话,

是 《新唐书 》列传撰者宋祁在摘 录 了 陈 谏
“
著论

”
之后所写的评语。 《全唐文 》卷六

八四所载陈谏 《刘晏论 》,系抄 录 《新 唐

书 》,把这九个字,当作陈谏的话,非是。

标题亦与陈谏原书不符。

史称:刘晏被杀, “
天下冤之

”, “
连

累者数十入
”

。 《彭城公故事 》一书,是陈

谏在恐怖气氛下,用血泪写成的。

井         替         舞

陈谏先为刘晏集团成员,后为王叔文集

团成员。

李肇 《唐国史补 》卷中《陈谏阅染簿 》

云: 
“
陈谏者,市入,强记。忽遇染人岁籍

所染绫帛寻丈尺寸,为簿合围,谏泛览悉记

之。州县籍帐,凡所一阅,终身 不 忘 。 ”

《!日唐书 》卷一三五 《王叔文传 》云
“
陈谏

至叔文败,已 出为河中少尹, 自合州司马量

移封州刺史,转通州卒
”

。 《新唐书 》卷一

六八 《王叔文传 》附
“
陈谏传

”
云

“
谏 警

敏,尝览染署岁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

一阅籍,终身不忘。 自河中少尹 贬 台州 司

马,终循州刺史
”

。三书记载陈谏生平,如
此简略,且有错误,不足以知人论世。今据

拓片 《唐故乡贡进士颍川陈君墓志 》(以下

简称 《陈君墓志 》)中的记载,并参考有关

文献,补充史书之缺漏,纠正史书之错误。

- 塑、爨

《唐国史补 》、两 《唐书 》不记陈谏之

郡望、籍贯。今从 《陈君墓志 》看出:陈谏

的郡望是颍川,家居 于吴 , 贞 元 十 八 年

(802年 )之后奉德宗诏, “
贯 籍 从 隶 京

丿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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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唐书 》不记陈谏家世,从 《陈君塞

志 》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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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谏出身于中小官僚家庭, 《唐国史补 》说

他是
“
市人

”,误。

置 鬯 职

“
永贞革新

”
前 《唐国史补》、两 《唐

书·王叔文传 》未记载
“
永贞革新

”
前 陈 谏

的官职。 《新唐书·文刂晏传 》称陈谏为 刘 晏

的
“
旧吏

”
。 《陈君墓志》云: “

先考 (指

陈谏 )官于朝,贞元十八年丁家艰
”
。

“
永贞革新

”
时 韩愈《顺宗实录》卷四

云: “(贞元二十一年七月戊子 )以仓部郎

中、判度支陈谏为河中少尹, (王 )倭 、

(王 )叔文之党于是始去
”,可见

“
永贞革

新
”
王叔文集团执政时,陈谏为仓部郎中、

判度支案。据《唐会要》卷五九 《别官判度

支 》云: “
故事:度支按,郎中判入,员 外

判出,侍郎总统押案而已
”
。 《新唐书》卷

一六六《杜佑传》云: “
兼度支盐铁使。于

是王叔文为副,佑既以宰相不亲事,叔文遂

专权。后叔文以母丧还第,佑有所按决,郎
中陈谏请须叔文,佑曰: ‘

使不可专耶?’

乃出谏为河中少尹。
”
陈谏是协助王叔文掌

握朝廷财权的人,在 “
永贞萆新

”
中的地位

十分重要,所以他首先被排挤出朝。

据《陈君墓志 》,陈谏妻房氏是房珞的

蛭曾孙女。这个线索值得重视。 《顺 宗 实

录 》卷三云: “
初, (房 )启善 于 叔文 之

党,因相推致,遂获宠于叔文,⋯⋯。
”
房

启是房蹿之孙 (见韩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

铭》),陈谏妻之从父。韩愈所谓房启 “
善

于叔文之党
”
,当 指陈谏而言。

“
永贞革新

”
失败后 从永贞到长庆,陈

谏曾为河中府少尹、台州司马、封州刺史、

循州刺史、道州刺史五职,考如下:

永贞元年(805年 ) 《旧唐书》卷十四

《宪宗纪上》: “(永贞元年十月己卯,再
贬 )河中少尹陈谏台州司马

”, “
坐交王叔

文
”
。

元和十年(815年 ) 《旧唐书》卷十五

《宪宗纪下》: “(元和十年三月乙酉,以 )

台州司马陈谏为封州刺史
”, “

官虽进而地

益远
”
。 (《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 巛唐纪五十

五》)。

元和十五年(8⒛年 ) 元稹《元氏长庆

集 》卷四八 《陈谏循州刺史制》: “
勒:封

州刺史陈谏:倜傥好奇之士,常患于不慎所

从9负累于俗,过而能改p人其舍诸。以尔

谏敏于儒学,志于政经, 自理临封,寻彰美

化,分忧是切,满岁宜迁。始求循吏之才,

以抚远方之俗。尔其树德,朕不记瑕。可使

持节循州刺史。
”
据 《资治通鉴 》卷二四一

《唐纪五十七》: “(元和十五年冫夏五月

庚戌,以 (元 )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
”

,

陈谏为循州刺史,当 在元和十五年五月后。

《宝刻类编》卷五《名臣十三之五(唐》陈

谏 (循州刺史 )》 : “
《南海广利王神庙

碑》:韩愈撰。书并篆额。元和十五年十月
立。广。存。

” (陈思《宝刻丛编》卷十九

《广南东路·广州》同)可见元和十五年十
月陈谏已在循州了。

《新唐书·王叔文传》说陈谏
“
终循州



刺史
”,误。

《金石萃编》卷一○七《唐六十七 ·南

海神庙碑 》录 《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全文,

′
署名为:使持节循州诸军事、守循州刺史陈

谏书
”,王昶跋: “

此碑结衔,是其所终之

官也
”,亦误。

长庆元年(821年 ) 《旧唐书》卷十六

《穆宗纪》: “
〈长庆元年三月乙丑,以 )

循州刺史陈谏为道州刺史,量移也。
”

《陈

君墓志 》中称陈谏为
“
道州刺史

”,是指其

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官职。

《旧唐书·王叔文传》说陈谏
“
转通州

卒
”, “

通
”
与

“
道

”
因形似而讹。

陈谏不仅长于理财,还通佛 学 , 擅 诗

文,工书法,分别简介如下 :

(-)佛  学

陈谏信奉天台宗 (佛教宗派之一,困智

颚住天台山得名 )。 他曾向元浩、梁肃请教

过天台宗教义,有佛教文献为证:

《宋高僧传》卷六《义解篇第二之三·唐

苏州开元寺元浩传》云: “
释元 浩 , 姓秦

氏,字广成,吴门丿、也。⋯⋯寻为荆溪湛然

禅师嘱累弟子,初受法华止观,已得醍醐。
⋯⋯其孺硫受业:翰林学士梁公肃。

”

'《 文苑英华 》卷九四四《志十·职官六》

崔元翰 《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云:

彳
尝著释氏《止观统例》,几乎《易》之系

辞矣。
”

《全唐文 》卷四八○崔恭《唐右补

阙梁肃文集序 》云: “
则今天台大师元浩之

门第也,抠衣捧席,与 余同焉。
”

《唐文粹 》卷六一《碑十三·释 (议 、

例、铭附 )》 陈谏《 <心印铭>序 》云 :

“
安定梁肃,字敬之,学止观法门于沙门元

浩。其未知也,患 不能知之;既知之,患不

能至之。于是作《心印铭》,盖机 (《 全唐

文》卷六八四作
‘
几

’ )杖盘盂座右之类,

逐0

取其 自省也。其文自
‘
涪浩群生

’
至

‘
有无

云云
’
,言未知也;自

J本
则 不 然

’
至 终

篇,言其既知也。以既知之心,印其未知,

号曰《心印馅 》。大抵与经论合 而归 于 元

相,庶乎哉!谏获与敬之游,又尝闻浩公之

言,故序其所由然,著亍铭之苜云。
’

从陈谏为 《心印铭 》撰序,可以说明他

对梁肃的崇敬,也可以说明梁肃 对 他 的 器

重。以上三文,都提到
“
止观

”
。天台宗提

倡止观。智频著 《小止观 》(或 名《修习止

观坐禅法要 》,或 名《童蒙止观 》)一卷。

灌顶记录智频所讲为 《摩诃止观 》二十卷。

湛然著 《止观辅行传弘决 》四十卷、 《止观

义例 》二卷、《止观大意 》一卷。⋯⋯天台

宗宣扬止观是入涅檗之要门,止即是定,观
即是慧,定 慧双修,可以见佛性,入涅槊。
°
儒流

”
粱肃、陈谏等也受其影响。

(=)诗  文

粱肃不仅精通佛学`更是著名的散文作

家。崔恭评梁肃的文章, “
粹美深远,无人

能到
”

。崔元翰说梁肃的文集, “
为学者之

师式
”

。唐代科场流传着一个佳话。 《旧唐

书 》卷一三九 《陆贽传》云: “
正拜兵部侍

郎'知贡举。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贽
输心于肃,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

”
同书

卷一六○ 《韩愈传 》云: “
大历 、 贞 元 之

间,文字多尚古学9⋯¨雨独孤及、梁肃最

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 , 锐 意 钻

仰,欲 自振于一代。⋯⋯寻登进士第。
”

韩

愈 《与祠部陆员外书 》云 :臼梁举八人9无有

失者。
’

旧注: “
《欧阳詹传 》云,詹与韩

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

宣联笫,皆天下选,时称
‘
龙虎榜

’
。举八

人,疑此是也。
” (《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

卷十七)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梁肃在当时 文 坛

上的权威地位。陈谏
°
获与敬之游

”,当然

不仅学佛经,也学文章。



据 《全文唐 《卷六八四陈谏 《登 石 伞 峰 诗

序 》: 
“
中书侍郎、平章事高阳齐公,昔游

越乡,¨⋯ 自解薜此山,未二纪而登台铉 ,

⋯⋯其东偏石伞岩,付令弟秀才推,~

至元和九年秋九月七日,浙东廉 使 t越 州

牧、兼御史中丞杨公,泊 中护军王公,率僚

佐宾旅,同游赋诗,纪登览之趣 , 小 子承

命,序其梗概以冠篇
”

。 “
杨公

”
名于陵。

杨于陵
“
命

”
陈谏撰序,不是偶然的。如陈

谏不擅诗文,杨于陵就不会在
“
同游赋诗

”

的
“
僚佐宾旅

”
之中,i选出他来撰序了。

《序 》中
“
元和九年

”
是元年之误。据

《旧唐书。宪宗纪上 》: “(永贞元年十月)

丙午,以华州刺史杨于陵为越州刺史、浙东

观寮使。
”

《嘉泰会稽志 》卷二 《太守 》:

“
杨于陵:永贞元年十月白华州防御使授 ,

元和二年四月召拜户部侍郎。
”
杨于陵游石

伞峰,赋诗,只能是元和元年九 月 这 一 时

间。

杨于陵与韩晔是亲戚。韩晔 是 韩休 之

孙,韩混之侄ε;杨于陵是韩休之孙婿 ,韩混

之婿⑧。杨于陵又是柳宗元的
“
先友

”
,柳宗

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称杨于陵
“
善吏,敏

秀者也。
”

韩晔、
:柳

宗元是王叔文集团成员。
“
永贞革新

”
时,王叔文集团执政,对杨于

陵是重用的。李翱 《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

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

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 (并序 )》 云 :

“
德宗崩,为太原、幽、镇等十道告哀使:

节将之遗,并辞不受。复命,除华州刺史,

赐三品衣鱼
”,可以为证。 “

永贞革新
”

失

败
'韩

晔:柳宗元1陈谏等被贬,杨于陵也

被宪宗疏远,从华州调到越州。杨于陵对王

叔文集团成员陈谏有好感, “
命

”
他撰 《登

石伞峰诗序 》的又-原因在此。

(三 )书  法

陈谏工书法。郑樵 《通志 》卷七三 《金

石略笫一·唐名家 》云: 饣
《南海神庙 碑 》

(广州 )《 昭义军节度使辛秘碑 》(未详):

右陈谏。
”

翁方纲称陈谏字
“
尚有 晋 人 遗

意
”,郑樵把陈谏列为 f唐名家

”,是当之

无愧的。

欧阳修 《集古录跋尾 》卷八 《唐 ·唐 韩

愈 (南海神庙碑 〉(元和十五年 )》 云 :

“
今世所行昌黎集,类多讹舛, 惟 《南 海

碑 》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 故 也 。 〃

《南海神庙碑 》的拓片流行于世,固然是韩

愈的文好,也是陈谏的字好。如文好而字不

好,世入就不必珍藏拓片了。

竟有人
“
诬

”
陈谏为宋之循州刺史。许

多金石家撰文辨正,如翁方纲 《粤 东 金 石

略 》卷二 《广州府金石二:南海神庙碑 》云 :

“
《广州志 》又以此碑为宋循州刺史陈谏重

书,今碑并无
‘
重书

’
字,⋯ ¨纂志者或以

为韩公雄文,宜 出韩自书,不知是年之春,

公已到袁州,九月召拜国子祭酒,冬暮至京

师,⋯ ⋯碑尾云
‘
十月一日建

’
,则书字于

石时,公去粤已久矣。⋯⋯奈何 撰 《广 州

志 》诬以为宋人哉!” 郑学敦 《独笑斋金石

文考残槁·唐·南海神庙碑 》云: “
书碑者陈

谏,王叔文党, ‘
八司马

’
之一也。⋯⋯李

氏调元 《南越笔记 》谓谏为宋之循州刺史,

碑乃重书,误矣!” 可惜他们都没有指出问

题的要害。 “
诬

”
陈谏为宋人者,是出于尊

崇韩愈、厌恶陈谏的偏见,认为陈谏书写韩

愈的文章,岂不是玷污了韩文吗?干脆说是

另一个陈谏所写了。

注 :     。

① 《新唐书 》卷七三上 《宰相世系表三上 ·韩

氏表 》。

② 《旧唐书 》卷一六四 《杨于陵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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