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史事辑录

（三）隋唐

（唐）长孙无忌《隋书》卷五十二《列傳第十七》：

高祖受禪，隂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熲曰：“朝臣之内，文武才幹，無若賀若

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為呉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為己任。

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麟上，無我

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善，賜以寶刀。

（北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七《兵部八》：

《隋書》曰：髙祖有平南之志，訪可任者。髙頴曰：“朝臣之内，文武才幹，無出賀

若弼者。”髙祖曰：“得之矣。”於是拜弼為具郡惣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爲己任。

與壽州惣管源雄並爲重鎮。弼貴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

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

（北宋）王钦若《冊府元龜》卷三百八十八《将帅部》：

隋賀若弼爲吳郡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鎭。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

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

（南宋）葉廷珪《海錄碎事》卷二十武部《驃騎幕》：

賀若弼為呉州總管，遺壽州總管源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

無我二人名。”

（明）馮惟訥《古詩紀》卷一百三十一《遣源雄》：

《隋書本傳》曰：隋文帝拜弼為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為已任。與壽州

總管源雄並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

有甯氏，世为南平渠帅。陈末，以其帅猛力为宁越太守。陈亡，自以为与陈叔宝同日

而生，当代为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进。猛力死，子长真袭刺史。及讨林邑，

长真出兵攻其后，又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炀帝召为鸿胪卿，授安抚大使，遣还。又以其

族人甯宣为合浦太守。隋乱，皆以地附萧铣。

（清）永瑢等撰《欽定歷代職官表》卷七十二：

南平渠帥猛力嗣，長子真襲刺史。隋討林邑。長真出兵功其後，又率部落數千從征遼

東。煬帝召為鴻臚卿授安撫大使。遣還，又以其族人寧宣為合浦太守。

（清）阮元《廣東通志》卷四十四：

伯父猛力陳貞明時為安州刺史，倔疆不宾，令宣治大廉洞而自居欽江。隋平陳，遣侍



郎何稠討平桂州諸蠻，猛力懼因稠請入朝，会病劇，許稠遣子入侍，猛力死，其子長真歸

隋，拜鴻臚卿，而留宣為合浦太守。

（北宋）王钦若《冊府元龜》卷一百六十四《帝王部一百六十四》：

（武德四年）八月詔曰：三楚之地，江山遐阻；五嶺之表，經塗遼夐。自有隋失馭，

盜贼交侵，聱教莫通，方隅隔絕。朕受圖膺運，君臨區宇，率土之濵，情均撫字。方今函

夏寧又，文軌大同，尉侯無虞，要荒率職。然而江蠡之泒，咸阻宼戎；閩寓之鄕，未聞正

朔。左武侯將軍黄國公張鎭州、大將軍合浦縣公張知略，二方首族，早從歷任，思展誠效，

輯寧州里。鎮州可淮南道行軍總管、智略可嶺南道行軍總管，以安撫之。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

武德初，以宁越、郁林之地降，自是交、爱数州始通。高祖授长真钦州都督。甯宣亦

遣使请降，未报而卒，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族人道明为南越州刺史。

（北宋）王钦若《冊府元龜》卷一百二十六《帝王部一百二十六》：

（武德五年）四月戊寅，廣州賊帥鄧文進、隨合浦太守宁宣、平南太守李脧等並遣使

來降。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唐纪六》：

戊寅，廣州賊帥鄧文進、隋合浦太守甯宣、日南太守李晙並來降。

（清）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二十一《事纪》（道光）：

（武德）五年壬午，改寧越郡為欽州總管府。夏四月，隋鴻臚寺卿寧長真以地來降，

授欽州都督。合浦太守甯宣降。

（明）張國經修、鄭抱素訂正《廉州府志》卷一（崇禎）：

高祖武德五年，改寧越郡爲欽州總管府。夏四月己未，隋鴻臚寺卿寗長真，以地來降，

授長真欽州都督。合浦太守寗宣降。

（清）張輔修、林如峣纂《合浦县志》卷一《图经志》（康熙）：

高祖武德五年夏四月，合浦太守寗宣降。

（清）嵇璜等撰《钦定续通志》卷六百三十九《四夷传五》：

南平獠，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多瘴癘，山有毒草、沙虱、蝮虵，

其王姓朱氏，號劒荔王。唐貞觀三年，遣使内款，以其地隸渝川，有宁氏世為南平渠師，

武德初，宁長真以寜越、鬱林之地降，髙祖授長真欽州都督其族人。合浦太守宁宣亦遣使

來降，未報而卒，以其子純為廉州刺史，族人道明為南越州刺史。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

有甯氏，世為南平渠帥。……又以其族人甯宣為合浦太守。……高祖授長真欽州都督。

甯宣亦遣使請降，未鞭而卒，以其子純為廉州刺史，族人道明為南越州刺史。



（清）嵇璜等撰《钦定续通志》卷六百三十九《《四夷传五》》：

唐貞觀三年，遣使内款，以其地隸渝川。有甯氏，世為南平渠師。武德初，甯長真以

寜越鬱林之地降髙祖，授長真欽州都督，其族人合浦太守甯宣，亦遣使來降，未報而卒。

以其子純為廉州刺史，族人道明為南越州刺史。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十一《志第二十一地理四》：

（贞观）八年，改越州为廉州。

《广东通志》卷六：

太宗正觀元年丁亥春二月……改東衡為韶州，改南合州為東合州，尋改雷州，又分置

越州，尋改廉州、韶州、雷州。廉州之始

（清）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二十一《事纪》（道光）：

太宗贞观元年丁亥，分置越州，寻改廉州。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八诸帝公主》：

合浦公主，始封高阳。下嫁房玄龄子遗爱。主，帝所爱，故礼异它婿。主负所爱而骄。

房遗直以嫡当拜银青光禄大夫，让弟遗爱，帝不许。玄龄卒，主导遗爱异赀，既而反谮之，

遗直自言，帝痛让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

自言主所赐。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

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至是，浮屠殊死，杀奴婢十余。主益望，帝崩无哀容。

（明）赵廷瑞修《陕西通志》卷四十九《帝系二》：

合浦公主始封髙陽，下嫁房元齡子遺愛。主，帝所愛，故禮異他壻，主負所愛而驕，

元齡卒，主導遺愛異貲，既而反譖之，帝痛讓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会御史劾

盗，得浮屠辨機金寶神枕，自言主所賜。初，浮屠廬主之封地，会主與遺愛獵，見而悦之，

具帳其廬，與之亂，更以二女子從遺愛，私餉億計。至是，浮屠殊死，殺奴婢十餘。主益

望，帝崩無哀容。又浮屠智勗迎占禍福，恵弘能視鬼，道士李晃髙醫，皆私侍主。主使掖

庭令陳元運伺宮，省禨祥步星次。永徽中與遺愛謀反，賜死。顯慶時追贈。

（明）彭大翼《山堂考肆》卷三十九《帝属》：

誣直

唐合浦公主始封髙陽公主，下嫁房玄齡子遺愛。主，帝所愛，負愛而驕，甚與浮屠辯

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廷令陳玄運伺宮，省機祥。遺愛亦與薛萬徹柴令武謀奉

荆王元景為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兄遺直銀青光祿大夫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罪，

上令御史長孫無忌鞠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伏誅。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八十二《器用》：

鞫罪得枕

唐合浦公主與浮屠機辨私通，事覺，上使御史鞫之，得機辨金寶神枕，自言主所賜。

（清）嵇璜等撰《钦定续通志》卷七十三《后妃傳三》：

合浦公主始封髙陽，下嫁房玄齡子遺愛。主，帝所愛，故禮異他壻。主負所愛而驕，

房遺直以嫡當拜銀青光禄大夫，讓弟遺愛，帝不許。玄齡卒，主導遺愛異貲，既而反譖之，

遺直自言，帝痛讓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永徽中，與遺愛謀反，賜死。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五十四《居處器物類二》：

唐書御史劾盜，得浮屠辯機金寶神枕，自言合浦公主所賜。

（明）張嗚鳳《桂故》卷七：

僧智深，唐垂拱三年為合浦令，呂興記灕山陽所鐫佛像書亦出智深手。其書與貞觀間

呉人朱子奢相似，乃智深名不振，豈以為僧，或隔在逺所也。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二百零九《列传第一百三十四酷吏周利贞》：

開元初，詔：“利貞及滑州刺史裴談、饒州刺史裴栖貞、大理評事張思敬王承本華原

令康暐、侍御史封詢行、判官張勝之劉暉楊允衛遂忠公孫琰、廉州司馬锺思廉皆酷吏，宜

終身勿齒。”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九《本紀第九玄宗下》：

（天宝五年）七月丙子，韋堅為李林甫所構，配流臨封郡，賜死。堅妹皇太子妃聽離，

堅外甥嗣薛王琄貶夷陵郡，别駕女壻巴陵太守盧㓜臨長流合浦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五《列传第五十五韦坚》：

（天宝五年）敕嗣薛王琄夷陵郡員外别駕長任，其母随男任；女壻新貶巴陵太守盧㓜

林長流合浦郡。

（北宋）王溥《唐會要》卷三十三《雅樂下》：

天寶十三載七月十日，太樂署供奉曲名。及改諸樂名，太蔟宮時號沙陁調，龜茲佛曲

改爲金華洞真，因度玉改為歸聖曲。承天，顺天，景雲，君臣相遇，九真，九仙，天冊，

永昌樂，水代樂，慶雲樂，冬樂，長壽樂，紫極萬國歡，封禪曜日光，舍佛兒胡歌改為欽

明引，河東婆改爲燕山騎，俱倫僕改為寶倫，光色俱騰改為紫雲騰，摩醯首羅改為歸真，

火羅鶬鴿鹽改爲白蛤鹽，羅剎末羅改為合浦明珠，勿薑賤改為無疆壽，蘇莫刺耶改為玉京

春，阿箇盤陁改為元昭慶，急龜茲佛曲改為急金華洞真，蘇莫遮改為萬宇清，舞仙鶴乞裟

婆改為仙雲昇。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六《列传第五十六杨国忠》：

時安禄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國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将圖之，屢於上前言其

悖逆之状，上不之信。是時，禄山已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隂圖逆節，動未有名，伺

上千秋萬歲之後，方圖叛換。及見國忠用事，慮不利於己，禄山遥領内外閑廐使，遂以兵

部侍郎吉温知留後，兼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内伺朝廷動静。國忠使門客蹇昻、何盈求

禄山隂事，圍捕其宅，得李超、安岱等，使侍御史鄭昻縊殺於御史臺。又奏貶吉温於合浦，

以激怒禄山。

（北宋）王钦若《冊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五《總錄部九百三十五》：

揚國忠爲右相時，安祿山玄宗尤所親重，又握兵柄，國忠知其跋扈，终不出其下，將

圖之，屢爲玄宗言其悖逆之狀，時祿山隂囯圖逆節而未有名，帝不信之。圖忠乃使門吏蹇

昻、何盈求祿山隂事，圍捕其宅得李岱等，使侍御史鄭昻縊殺於御史臺，又奏徙其黨告温

於合浦，以激怒祿山，幸其動摇，以取信於帝，帝意不悟也，繇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

國忠爲名。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二百六《列传第一百三十一杨国忠》：

安祿山方有寵，總重兵于邊，偃蹇不奉法，帝護之，下莫敢言。國忠知终不出已下，

又恃内援，獨暴發反，狀帝疑以位相媢，不之信。祿山雖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隱忍，伺

帝一日晏駕則稱兵。及見帝嬖國忠，甚畏不利已，故謀日急。俄而祿山授尚書右僕射，帝

恐國忠不悦，故冊拜司空。祿山還幽州，覺國忠圖已，反謀遂決。國忠令客何盈、蹇昂刺

求反狀，諷京兆尹李峴圍其第捕，禄山所善李超、安岱、李方來、王岷殺之，貶其黨吉溫

於合浦。

（清）嵇璜等撰《钦定续通志》卷五百一《外戚傳》：

禄山還幽州，覺國忠圖已，反謀愈急，國忠令客何盈、蹇昻刺求反状，諷京兆尹李峴

圍其第，捕禄山所善李超、安岱、李方來、王岷，殺之，貶其黨吉温于合浦，禄山上書，

自陳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于峴，貶零陵太守以慰禄山。

（清）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二十一《事纪》（道光）：

天宝十四载乙未，贬吉温于合浦。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十《本紀第十肃宗》：

（至德二年十二月）庚午，制：“人臣之节，有死无二；为国之体，叛而必诛。况乎

委质贼廷，宴安逆命，耽受宠禄，淹延岁时，不顾恩义，助其效用，此其可宥，法将何施？

达奚珣等或受任台辅，位极人臣；或累叶宠荣，姻联戚里；或历践台阁，或职通中外。夫

以犬马微贱之畜，犹知恋主；龟蛇蠢动之类，皆能报恩。岂曰人臣，曾无感激？自逆胡作

乱，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怨愤，杀身殉国者，不可胜数。此等黔首，犹不背国恩。



受任于枭獍之间[一二]，咨谋于豺虺之辈，静言此情，何可放宥。达奚珣等一十八人，并

宜处斩；陈希烈等七人，并赐自尽；前大理卿張均特宜免死，配流合浦郡。”是日斩达奚

珣等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仍集百僚往观之。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五十《志第三十刑法》：

肅宗方用刑名，公卿但唯唯署名而已。於是河南尹達奚珣等三十九人，以為罪重，與

衆共棄。珣等十一人，於子城西伏誅。陳希烈、張垍、郭納、獨孤朗等七人，於大理寺獄

賜自盡。達奚摰、張岯、李有孚、劉子英、冉大華二十一人於京兆府門决重杖死。大理卿

張均引至獨栁樹下刑人處，免死配流合浦郡，而達奚珣、韋恒乃至腰斬。

（后晋）刘玽《旧唐书》卷九十七《列传第四十七张说》：

（天宝）九載，遷刑部尚書。自以才名當為宰輔，常為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附

權臣陳希烈，期於必取。既而楊國忠用事，心頗惡之，罷希烈知政事，引文部侍郞韋見素

代之，仍以均為大理卿。均大失望，意常鬰鬰。祿山之亂，受偽命為中書令，掌賊樞衡。

李峴、吕諲條疏䧟賊官，均當大辟。肅宗於說有舊恩，特免死，長流合浦郡。

（北宋）王钦若《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二《帝王部一百五十二》：

十二月，受賊偽官陳希烈、逹奚珣等二百餘人並繫楊國忠宅，付三司推墓鞫。丙戌，

東京脅從官免禁繫者數百人引于朝堂，免冠徒跣號泣叩頭謝罪。辛亥，又遣禮部尙書李峴

兵部侍郎，以諲爲三司詳理使。是月，三司所推受賊偽官陳希烈等定六等罪，於尙書省集

議，皆以爲極重刑之於市與衆棄之，其次自盡及重杖一項，其次三等皆流貶。壬申，以歲

除之日行刑於子城西南隅柳樹下，集百寮觀焉。自盡於大理寺，决杖於京兆府門，詔曰：

“人臣之節，有死無二；爲國之體，叛而必誅，况乎委質賊誔，宴安逆命，耽受寵祿，淹

延歲時，不顧恩義，助其效用，此則可宥，法將何施？逹奚珣等或受任台輔，位極人臣；

或累葉寵榮，姻聯戚；或歷踐臺閣，或職通中外。夫以犬馬㣲賤之畜，猶知戀主；龜蛇蠢

動之類，皆能報恩。豈曰人臣，魯無感激？有靦面目事於宼讐亂臣賊子何以過也？自逆賊

作難，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憤怒，殺身殉國者，不可勝數。此等黔首，獨背國恩，

豈可列在崇班荷兹祿位，不思君親之分，唯與凶逆同心。受任於梟獍之間，諮謀於豺虺之

軰，静言思此情，何可矜。朕志在含弘法務寬貸，然凶惡之類，自招其咎，人神所棄，天

地不容，原其本心，皆合殊死，就中情狀，仍有處分。逹奚珣等一十八人，並宜處斬；陳

希烈等七人，並賜自盡；前大理卿張均特宜免死，長流合浦郡。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列傳第五十张说附均、垍》：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

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

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為私。後襲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以累貶饒、蘇二州刺史。久之，

復為兵部侍郎。自以已才當輔相，為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冀得其處。既而楊



國忠用事，希烈罷，而均為刑部尚書。坐垍，貶建安太守。還，授大理卿，居常觖望不平。

禄山盗國，為偽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琯聞，驚曰：“張氏滅矣。”乃見苗晉

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

（清）《御定全唐詩》卷一百二十一：

隙希烈，宋州人，長於名理。開元中於禁中講老易，累遷至祕書少監，代張九齡专判

集賢院事，明皇凡有撰述，必經其手，李林甫知上睠待，乃引為宰相，寵遇侔於林甫後，

為楊國忠所嫉，罷知政事。禄山之亂，受偽命為中書令，論陷賊罪當死，肅宗以舊恩特原

之，長流合浦郡。

（清）嵇璜等撰《钦定续通志》卷八《唐紀八》：

高秀巖以其兵降。庚午，斬降賊官逹奚珣等一十八人；賜陳希烈等七人自盡；前大理

卿張均特免死，配流合浦郡。

（清）嵇璜等撰《钦定续通志》卷二百三十《列传唐三十》：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還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

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

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為私。後襲燕國公，累還兵部侍郎，以累貶饒、蘇二州刺史。久之，

復為兵部侍郎。自以己才當囯輔相，為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冀得其處。既而

楊國忠用事，希烈罷，而均為刑部尚書。坐垍，貶建安太守。還，授大理卿，居常觖望不

平。禄山盜國，為偽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琯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

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中初，贈太子少傳，子濛，事德

宗，為中書舍人。

（清）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二十一《事纪》（道光）：

肃宗至德二载丁酉，大理卿张均免死流合浦。

（清）阮元《廣東通志》卷四十四：

何如瑛，新興人，五世祖言據有溪洞，為雲浮鎮將。父逰秦，寓合浦，為採珠徒長。

如瑛少失怙，能自樹立，讀兵書，善騎射，從江右觀察使李勉為折衝都尉，以平盜功遷左

威將軍，充桂州防遏使。呂太一之亂，奮勇先登，擒其裨將，嶺表遂平，及楊慎㣲代勉節

度嶺南，或言如瑛與羅州首领馮季康入廣州時多匿貨寶，遂執之，摉其家得珠琲，乃父逰

秦所遺也，與季康皆死。觀察使徐浩為二人訟寃，代宗下詔，褒贈厚卹其家。

（北宋）王钦若《冊府元龜》卷二十五《帝王部二十五》：

廣德二年五月己酉，河南府上言：“河陽縣界黄河清，踰月不變。”十一月，鎭南副都

護寗齡先言：“合浦縣海内珠池自天寶元年以來，官吏無政，珠逃不見，二十年間闕於進

奉。今年二月十五日，珠還舊浦。臣按《南越志》云，‘國步清，合浦珠生。’此實國家寶



瑞。其地元勑封禁，臣請採進。”許之。

（清）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二十一《事纪》（道光）：

大历六年辛亥，岭南蛮酋梁崇牵作乱，据容州，合浦骚动。经略使王翃擒之。

（北宋）李昉《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貢舉三》：

尹極

貞元七年，杜黄裳知擧。聞尹極時名籍籍，乃微服訪之，問場中名士，極唯唯。黄裳

乃具告曰：“某卽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某他不能盡知，敢以爲請。”極聳然

謝曰：“卽辱下問，敢有所隱？”卽言子弟有崔元略。孤進有沐藻、令狐楚數人。黄裳大

喜。其年極狀頭及第。試“珠還合浦賦”。藻賦成，忽假寐，萝人告曰：“何不敍珠來去之

意。”旣寤，乃改數句，又谢恩。黄裳謂藻曰：“敍珠來去，如有神助。”出《閩川名士傳》。

（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八《文部四》：

閩川名士傳曰：貞元中，杜黄裳知貢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慿几假

寐，夢人謂之曰：“君賦甚佳，但恨未叙珠來去之意尓。”藻悟，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

第，謝，杜黄裳謂曰：“唯林生叙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

（南宋）计有功《唐詩紀事》卷四十二：

貞元七年，杜黄裳知舉， ? 服訪名士於尹樞，樞言子弟有崔元略，孤進有林藻、令

狐楚，其年樞冠榜，試珠還合浦賦，藻賦成，夢人謂曰：“何不叙珠來去之意。”既寤，改

之，黄裳謂藻曰：“叙珠來去，如有神助。”是年，楚第五，藻第十一。

（南宋）吳曽《能改齊漫錄》卷四：

林藻歐陽詹相繼登第

黄朝英緗素雜記云，唐書歐陽詹傳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

不肯仕宦。及常衮罷宰相為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詞者，與為宾主禮，故其俗稍相勸

仕。初，詹與罷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衮，衮竒之。辭歸，泛舟飲餞，與韓愈、李觀、李絳、

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牓”。閩人第進士，自詹始。朝

英按黄璞撰《閩川名士傳》云：江夏子田閱林蘊泉山銘叙，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

也，因廉使李郕公錡興起庠序，請獨孤尚書為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為青衿，其兄藻

與其友歐陽詹覩此耿耿不怡，十年，遂相與為誓，志求名繼登上第。是言進士及第始於林

藻也，泉山銘叙又云：爾何耶/以上皆朝英說，予家有唐趙傪撰唐登科記，嘗試考之。德

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杜黄裳知貢舉，所取三十人尹樞為首，林藻第十一人，是牓

其後為宰相者四人，令狐楚、竇楚、皇甫鎛、蕭俛，賦题珠還合浦詩題，青雲干吕次舉。

貞元八年，是歳壬申，兵部侍郎陸贄知貢舉，所取二十三人，賈稜為首，歐陽詹第二人，

是牓其後，為宰相者三人，王涯、李絳、崔群，賦題明水詩題御溝新桞然。則林藻是貞元



七年及第，歐陽詹是貞元八年及第，明矣。泉山銘序云：-人相繼登上第，可謂得實。

（南宋）陈振孙《直齋書錄解题》卷十六《别集類上》：

林藻集一卷。

唐嶺南節度副使莆田林藻緯乾撰藻，貞元七年進士，試珠還合浦賦，叙珠去來之意，

人謂有神助焉。

（元）马端临《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三《經籍考六十》：

林藻集一卷。陳氏曰：唐嶺南節度副使林藻緯乾撰，貞元七年進士，試“珠還合浦賦”，

敘珠去來之意，人謂之神助。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三十七：

貞元中，杜黄裳知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憑几假寢，夣人謂之曰：“君

賦甚佳，但恨未叙珠來去之意爾。”藻悟，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恩，黄裳謂

曰：“唯林生叙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閩川名士傳》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三十八：

貞元七年，杜黄裳知舉，聞尹樞時名籍，乃微服訪之，問塲中名士，樞唯唯。黄裳乃

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帷得一人，其他不能盡知，敢以為請。”樞聳然謝

云 “既辱下問。敢有所隱？”即言子弟有崔元畧，孤寒有林藻、令孤楚數人，黄裳大喜，

其年樞狀頭及第，試“珠還合浦賦”。藻賦制，凴几假寐，恍惚見人語之云：“君賦甚佳，

但恨未叙珠去來之意爾。”藻寤，祝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及謝恩，黄裳謂曰：“惟

林生序珠去來之意，若有神助。珠之去也，山無色兮，氣霧冥冥，海無光兮，空水浩浩，

珠之來也，川有媚兮，祥風習習，地有潤兮，生物振振。”

（清）郝玉麟等监修《福建通志》卷六十六《雜記叢談二》：

林藻省試“珠還合浦賦”，賦成假寐，若有告者曰：“何不叙珠去來。”寤而增之曰：“珠

之去兮，山無色兮，氛霧冥冥，海無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兮。川有媚兮，祥風習習，

地有潤兮，生物振振。”果中第及，謝主司，杜黄裳曰：“叙珠去來，若有神助。”

（清）鄭方坤《全閩詩話》卷六：

林蘊唐末就試，試“合浦還珠賦”，思之未得，忽假寐，有人告之曰：“何不云珠去勿

珠還也。”覺而異之，即用其語，遂登第。後見素，林公俊有族父康為廉州二守，見素以

詩寄之曰：“破荒詞賦落人間，水異川精兩媿顏，今日雲仍居此地，祗令珠去勿珠還。”蓋

用前事云。

（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三百三十《歷朝書譜》：

林藻

貞元中，杜黄裳知貢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憑几假寐，蘿人謂之曰：“君

賦佳，但未叙珠之去來。”藻寤，而足成之。擢第謝恩，杜公曰：“賦中四句，叙珠去來，



若有神助。”《閩中名士傳》

（清）张英等纂辑《御定淵鑒類函》卷一百九十八《文學部七》：

合浦還珠賦。《閩川名士傳》曰：貞元中，杜黄裳知貢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

賦成，慿几假寐，夢人謂之曰：“若賦甚佳，但恨未叙珠去來之意耳。”藻寤視稾，乃足四

句。其年擢第謝日，黄裳曰：“惟林生叙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也。”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十九上《本纪第十九上懿宗》：

懿宗四年(863)七月朔，制：“廉州珠池，與人共利。近聞本道禁斷，遂絕通商，宜令

本州任百姓採取，不得止約。”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九《本纪第九》：

懿宗四年(863)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免安南戶稅、丁錢二歲，弛廉州珠池禁。

（明）張國經修、鄭抱素訂正《廉州府志》卷一《图经卷》（崇祯）：

懿宗咸通四年春二月，弛廉州採珠禁。《舊唐書》制：廉州珠池，與人共利，近聞本

道禁斷，遂絕通啇，宜令本州任百姓採取。

（清）嵇璜等撰《钦定续通志》卷十五《唐紀十五》：

（咸通四年）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免安南戶税、丁錢二歲，弛廉州珠池禁。

（清）周硕勋纂修、王家宪等校正《廉州府志》卷五《世纪》（乾隆）：

咸通四年癸未春二月，弛廉州珠禁。夏四月，南诏宼左右江逼邕州，以康承训为经畧

使，发荆、襄、洪、鄂四道兵与俱。六月，置行交州于海门鎭，以右监门将军宋戎为刺史。

南诏陷交趾，蔡袭死之。

（清）阮元《广东通志》卷六：

（懿宗咸通）四年癸未春二月，弛廉州採珠禁，《舊唐書》制：廉州珠池，與人共利，

近聞本道禁 ? ，遂絕通商，宜令本州任百姓採取。

（清）张堉春总纂、陈治昌纂修、汪运协修《廉州府志》卷二十一《事纪》（道光）：

（懿宗咸通）四年癸未春二月，弛廉州珠禁。夏四月南诏寇左右江，逼邕州，以康承

训为经略使，发荆、襄、洪、鄂四道兵与俱。六月置行交州与海门镇，以右监门将军宋戎

为刺史。南诏陷交趾，蔡袭死之。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一百零六刘瞻》：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宏詞，皆中。徐商辟署鹽鐵府，

累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薦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為河東節度使。咸通

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宗紹等送詔獄，逮繫

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言，即自上疏固爭：“宗紹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

陛下徇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



書、同平章事為荊南節度使。路巖、韋保衡從為惡言聞帝，俄斥廉州刺史。於是，翰林學

士鄭畋以責詔不深切，御史中丞孫璜、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分貶嶺南。

（南宋）曽慥編《類說》卷三十二《傳奇》：

元徹、桞實自合浦泛海，遇風抵孤島，有雙鬟曰：“玉虛尊師、南溟夫人約会於此。”

言訖而至。夫人曰：“昔有劉、阮，今有元、桞。”尊師曰：“邂逅相遇，合贈靈藥，但子

宿分，自有師爾。”夫人贈以玉壺，命侍女送二客去。詩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

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長橋，欄上皆異花，千籠萬斛，遶為

柱石。二子遂逹合浦，囘視無橋矣。問道將歸衡山，因扣玉壺，有鴛鴦語曰：“前行自遇

耳。”後遇南岳太極先生，曰：“此壺吾貯玉液者，亡來數百年。”二子隨詣祝融峯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