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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度拜相，皇帝重臣

唐大历十四年（779年），李适即位，李吉甫门荫入
仕，初授左司御率府仓曹参军，给太子李诵“站岗”。

唐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爆发，唐德宗
仓皇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李吉甫扈从李适匡正
朝廷典礼，参赞军国机要，绘制军事地图，为长安光
复赴汤蹈火，浴血杀敌，得到唐德宗的赏识。

李吉甫27岁擢升太常博士（从七品上），历任
屯田员外郎、驾部员外郎。然而，因宰相陆贽与窦
参、裴延龄的官场博弈，惨遭政敌冷箭，以私驾公
车（御马）之罪外放明州（今浙江宁波）长史。

“天生我材必有用”。李吉甫很快起复忠州
刺史、郴州刺史、饶州刺史。唐贞元二十一年
（805年），太子李纯登基，李吉甫回到长安担任考
功郎中、知制诰。随后出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
获赐紫衣，进入大唐中央核心圈，成为李纯的倚
重之臣。

唐元和二年（807年），李吉甫擢升中书侍郎、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居首席宰相。大刀阔斧改
革弊政，打击宦官，征伐藩镇。之后，李吉甫惨遭
陷害，审时度势挂衔宰相出镇淮南，疏浚运河，灌
溉农田，大兴盐铁，充实赋税，为完成唐朝的统一
大业韬光“备战”。

唐元和六年（811年），李吉甫重返中枢，“中外
延望风采”，再度拜相主宰政事堂，内参密命，外正
戎机，竭心膂以振皇纲，励精诚以辅元化，李唐王
朝重现“中外咸理、纪律再张”的政治局面。

铁腕削藩，复兴大唐

李吉甫主张维护中央权威，“削藩”复兴大唐。
受李栖筠的军事影响，李吉甫深谙制胜千里、

驾驭诸藩的战略战术。首度拜相后，他就义无反
顾地向藩镇“亮剑”，一年之内强势调换36个藩镇
节帅，让大唐天下为之震惊。

西川节度使韦皋病逝，副使刘辟未升任节度
使而反叛。李吉甫力挺唐宪宗发兵讨伐刘辟，出
谋激将高崇文八战八捷平定西川。

镇海节度使李琦系李唐宗室，听信相士所言
其妻郑氏“要生一个天子”，遂重兵谋反。李吉甫
再次强硬出手，调遣诸道唐军围剿镇海，迅疾平定
浙西，将李琦押送长安，斩于独柳树下。

为防吐蕃、回纥、突厥侵犯大唐，李吉甫进言唐
宪宗恢复宥州，命鄜城九千神策军屯垦驻防，充实
经略军。恢复夏州至天德军军事驿站，驻屯经略故
城。征调振武、天德军垦田三千八百顷。征调江淮
30万件兵器与千匹战马以充太原、泽潞军。迫使
吐蕃归还安乐（今宁夏中宁）、秦（今甘肃天水）、原
（今甘肃镇原）三州，发兵收复原州城，促成“长庆会
盟”。为大唐江山筑起强大的军事边防体系。

李吉甫最大的功劳，是辅佐唐宪宗收复“谋
独”的淮西。

唐元和九年（814 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
世，其子吴无济匿不发丧，上表朝廷其父病重，意
在自领“留后”，世袭“淮西皇帝”。

李吉甫力主向淮西开战。他详细绘制《河北
险要图》呈献唐宪宗，夜以继日筹谋军事，紧锣密
鼓部署兵马，起用张弘靖、裴度、李光颜、乌重胤、
李愬等大批能臣干将，实施削藩“三步走”战略，对

“谋独”的淮西以及河北三藩布下天罗地网。
唐元和十二年（817年）10月15日，中唐名将李晟

之子李愬亲率九千精骑雪夜突袭蔡州，生擒吴元济。
淮西收复！长安乃至整个帝国沸腾了。河北

诸藩震慑不已，相继归顺朝廷。李唐王朝重现天
下一统。

编纂地理图志开先河

“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
之为切也。”李吉甫认为，地图地理“事关兴替、理
切安危”。

李吉甫“犹长舆地之学”，亲自编纂《元和郡县
图志》四十二卷。该志以全国十道为纲，对唐宪宗
时代47个藩镇的地理沿革、人口贡赋、山川险易、
交通要塞、军事设施、水利、矿产、古迹等进行系统
全面叙述。《四库全书》称其“舆地图经，唯此书为
最古，体例亦为最善”。

《元和郡县图志》继承和发展了汉魏以来地理
志、图经、图记的优良体例传统，融政治、经济、文
化、地理、军事于一体，对宋代《太平寰宇记》，元、
明、清各代的《一统志》影响深远，开创了我国地理

总志的先河，为唐宪宗和唐中央周览全国形势、制
驭四方藩镇、打赢削藩战争、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
不可估量的作用。

《元和郡县图志》成为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
的地理总志，堪称一部辅治经国之书，闪耀着一代
名相忠心救国、鞠躬尽瘁的儒家思想和智慧光芒。

赋诗伊川，不逊李杜

《全唐诗》虽只有李吉甫四首诗，留传下来的
骈文、谢表、疏奏赋亦不过30余篇，但其诗词、奏
表、文赋，文思富瞻，粲然可观。

“龙门南岳尽伊原，草树人烟目所存。正是北
州梨枣熟，梦魂秋日到郊园。”这首《怀伊川赋》，当
是唐诗三百首中羁旅怀乡的上乘之作，并不逊色于
李白、杜甫两位大咖所写的伊川龙门诗。

“怀君欲有赠，宿昔贵忘言。”“蓬发颜空老，松
心契独全。”“上公留凤沼，冠剑侍清祠。”……李吉
甫与宰相武元衡、郑絪、权德舆以及诗人王建、崔
备等人的诗酬唱和，更是志情交融，感人至深。

学者孙星衍讲：“唐宰相之善读书者，吉甫为
第一人矣。”如此，李吉甫的文学造诣也就不言而
喻了。李吉甫编著的《元和国计簿》《十道图》《六
代略》等军事、经济、学术著作也颇富文采，但遗憾
的是《李吉甫集》二十卷已亡佚。

李吉甫还推崇文学、拔擢文人，亲自主持编撰
诗文总集《古今文集略》二十卷、《丽则集》五卷以
及《国朝哀策文》《梁大同古铭记》《类表》《百司举
要》等专著，还用心用情地提携引荐在“永贞革新”
中遭受谪贬的柳宗元、刘禹锡、程异。

父子良相，两“兴”大唐

李吉甫极不平凡。他具有容人情怀，不计陆贽
前嫌，以德报怨，创造了“宰相肚里能行船”的千古
佳话；他具有为民情怀，在淮南疏浚河道灌溉农田，
轻徭薄赋，修筑的高邮“平津堰”被列为世界遗产。
他具有爱才情怀，裴垍开出30余人名单，“数月之
内，选用略尽”；他具有山水情怀，在洛阳伊川营建
亭台楼榭错落、小桥流水纵横的私家园林——平泉
别业，令白居易都羡慕嫉妒；他具有博爱情怀，为愁
嫁的公主、十六宅诸王“剩女”挑选郎君……

李吉甫的仕途中，有窦群、吕温、羊士谔的罗
织构陷；有与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你死
我活的恩怨情仇；有元和三年科举舞弊案、长庆元
年科举舞弊案中庶族与士族的尖锐矛盾；有同年
出生、同日拜相又志同道合的武元衡被暗杀长安
大街的惊天惨案……

唐元和九年（814年）10月3日。57岁的李吉
甫溘然病逝。唐宪宗李纯闻讯伤悼啜泣，赐李吉
甫谥号“忠懿”。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民之秉彝，好是德
“懿”。“忠懿”宰相李吉甫还把儿子培养成一位大
唐宰相、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战略家，诗人李商隐
称其“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

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皆学识渊博，忠心爱民，
以身扞难，两度拜相，拯救社稷，革故鼎新，功勋不
朽。李吉甫辅佐唐宪宗李纯，开创了中唐“元和中
兴”，封赵国公；其子李德裕辅佐唐武宗李炎开创
了晚唐“会昌中兴”，封卫国公。这在大唐300年
历史当中绝无仅有。

允文允武允复兴，立德立言立国功。这，就是
李吉甫。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

他为何能辅佐唐宪宗开创“元和中兴”？
他为何能将儿子李德裕也培养成宰相？

从忠州刺史到元和名相
□秦勇

李 吉 甫
（758-814年），
字弘宪，出身
赵 郡 李 氏 西
祖房，今河北
省赞皇县人，
祖 孙 三 代 皆
系 大 唐 举 足
轻 重 的经纬
之臣，其父是
御 史 大 夫 李
栖筠，其子是
被誉之为“万
古良相”的李
德裕。

李 吉 甫
曾任忠州（现
重庆市忠县）
刺史 6 年，开
发盐业、减免
赋税、体恤百
姓 。 忠 州 也
算 是 他 的 第
二故乡。

他 与 曾
为 官 忠 州 的
宰相刘晏、陆
贽 和 诗 人 白
居易，深受当
地百姓爱戴，
尊他们为“唐
代四贤”，修
建“四贤阁”
世代纪念。

大唐兴亡近300年（618年～907年），其中中唐70年（766年～835年），内忧外
患，战乱频发，李唐王朝由盛转衰，日渐式微。皇帝们身陷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争
斗三大魔咒，无不渴望“中兴大唐”，再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何为盛世？谁能中兴？
所谓盛世，最具标志性的就是统一天下、国泰民安。盛世的缔造，需要一位雄图

大略、叱咤风云的帝王，也离不开一个个扶翼大运、励精图治的宰相。刘邦君临天下
有萧何、张良，李世民贞观之治有房玄龄、杜如晦，李隆基开元盛世有姚崇、宋璟……

中唐历经“泾原兵变”“四王二帝之乱”“二八王司马事件”……皇帝们忍辱负重，
走马换灯，被称作“中兴之主”的似乎只有唐宪宗李纯。在李纯努力下，安史之乱终
于尘埃落定，天下百姓迎来了一个叶葳蕤、花烂漫的“元和中兴”时代。

李纯缔造的“元和中兴”，名相李吉甫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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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郡县图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