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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盛唐历史学家朱敬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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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朱敬则是盛唐时期杰出的政治家
、

史学家
。

长期以来
,

对其史学成就
,

史学界未给予

足够的重视
,

使得其史学成就长期淹没
。

本文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
,

对其史学成就进行 了总结
,

以期

同大家商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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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世纪末期
,

经过近四百年分裂割据之后
,

于武后
。 “

皇太后将篡夺
,

是 日自临朝称制
。 ” 〔4〕

武则

中国历史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唐皇朝不仅建立 天一方面极力提拔人才
,

先后启用当时有名望的政

起政治上高度统一的封建政权
,

而且把古代中国带 治家如狄仁杰
、

魏元忠等人
,

来扩大自己的影响 ;另

人了一个强大繁荣的历史时期
。

到公元7世纪下半叶
,

一方面
,

任命来俊臣
、

周兴等酷吏
,

排除异己
,

残杀李

在唐皇朝的封建统治集团中出现一位以学识渊博
、

氏皇族
,

为自己的登基铺平道路
。

敢于直谏而闻名的名臣
,

即政治家
、

历史学家朱敬则
。

武后天授元年 (公元 6 90 年 )
,

武则天称帝
,

改唐

朱敬则 (公元 62 4一 7 00 年 )
,

字少连
,

毫州永城 为周
。

是时
“

天下颇流言
,

遂开告密罗织之路
,

兴大

(今河南永城 )人
。

生于贞观九年 (公元6 35 年 )
,

卒于 狱
,

诛将相大臣
。 ”

长寿中 (公元 6 92 年 )为右补闽的朱

景龙三年 (公元 7 09 年 )
,

终年七十五岁
。

朱敬则出身 敬则
,

认为称制已久
,

应该绝弃告密罗织之徒
,

实行

世家
, “

代以孝义称
,

自周至唐
,

三代族表
,

门标六胭
,

仁政
。

因而起草《请除滥刑疏》
,

上奏武则天
,

具体阐

州党美之
。 ”

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
,

朱敬则
“

调悦重节 述 自己
“

政合时而变
”

的主张
。

义
,

早以辞学知名
。

与三从兄同居
,

财产无异
。 ” t1] 因 在这份上疏中

,

朱敬则首先举出秦朝灭亡的历

此很受乡里的敬重
,

同当时的名士左史江融
、

左仆射 史教训
,

提出实行重刑酷法只是应变之术而非长远

魏元忠相友善交往密切
。

之计
。

他指出
: “

行申
、

商之法
,

重刑名之家
,

杜私门
,

朱敬则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皇朝出现重大转折的 张公室
,

弃无用之费
,

损不急之官
,

惜 日爱功
,

疾耕急

时期
。

贞观二十三年 (公元 64 9年 )唐太宗病逝
,

太宗 战
,

人繁国富
,

乃屠术也
。

故曰
: `

刻薄可施于进趋
,

变

第九子高宗李治即位
。

初即位
,

高宗召朝集使询问百 诈可陈于攻战
。 ’

天下已平
,

故可易之以宽简
,

润之以

姓的疾苦
,

长孙无忌
、

褚遂良
“

同心辅政
,

上亦尊礼二 淳和
。

秦乃不然
,

淫虐滋甚
,

往而不反
,

卒至土崩
。

此

人
,

恭己以 听之
,

故永徽之政
,

百姓阜安
,

有贞观遗 不知变之祸也
。 ”

接着
,

他举出汉高祖以马上得天下而

风
。 ” 闭咸亨中 (公元6 70 年一 6 73 年 )高宗听说朱敬则 不以马上治之的成功经验

,

劝谏武则天审时夺势
,

禁

的为人处事
,

特意召见
。

两人交谈后
,

高宗很惊讶于 断罗织告密之风
。

同时他还具体分析道
: “

国家 自文

他的才能
,

想委以重任加以提拔
。

但由于中书舍人李 明以来
,

天地草昧
,

内则流言
,

外则构难
。

故不设钩

敬玄从中作梗
,

朱敬则只被任命为恒水尉
。

距
,

无以顺人 ;不切刑罚
,

无以息暴
。

于是置神器
,

开

唐高宗是个体弱多病的皇帝
,

由于身体方面的 告端
,

故能不出房闹
,

而天下晏然易主矣
。 ”

而今武周

原因
,

从高宗麟德元年 (公元6 64 年 )开始
“

政无大小
,

政权已经巩固
, “

即向时秘策
,

今之当狗也
。

愿鉴秦
、

后皆与闻
,

中外谓帝后为二圣
。 ” 〔3〕

从而使得大权逐 汉之失
,

考时事之宜
,

毁蓬庐
,

遗糟粕 ;下宽大之令
,

渐落到皇后武则天的手中
。

高宗弘道元年 (公元6 38 流旷荡之泽
,

去姜斐之角牙
,

顿奸险之芒刃
,

塞罗织

年 )高宗崩
,

皇太子显即位
,

是为中宗
,

遗诏大事取决 之妄源
,

扫朋党之险迹
,

旷然使天下更始
,

岂不乐哉 !
”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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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看过这份上疏后
,

很赞同朱敬则的意见
。

她开始铲除酷吏
,

稳定民心
。

在这份上疏中
,

朱敬则

通过对具体历史事实的举例说明
,

达到自己劝谏的

目的
,

也显示出其深厚的史学基础
。

因而《新唐书本

传》赞 日
“

敬则一谏
,

而罗织之狱衰
,

时而后言者钦 !
”

朱敬则历仕高宗
、

则天
、

中宗三朝
,

历任但水尉
、

右补阅
、

正谏大夫兼修国史
,

后迁凤阁莺台平章事
,

执行宰相职务
。

身为谏官
,

多次上疏
,

颇得武则天的

赏识
。

其一生为官清正
,

从庐州辞官归里
, “

无淮南一

物
,

唯有所乘马一匹
,

诸子侄步从而归
。 ”

宣宗大中初

年
,

以其为唐代著名功臣续于凌烟阁
。

朱敬则不仅是一位具有出色的政治才能
,

敢于

直谏的杰 出政治家
,

同是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学

家
。

他一生勤奋好学
,

著有《请择史官表》
、

《十代兴亡

论》
、

《五等论》等著作具体阐述其史学思想
。

关于朱敬则的史学成就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

1 变通的历史观
。

在《请除滥刑疏 》中
,

朱敬则

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
,

阐述了 自己变通的历史观
,

强

调
“

政合时而变
”

的主张
。

后来
,

在分封制和郡县制的问题上
,

朱敬则做政

论性的文章《五等论》进一步表达了 自己变通的历史

观
。

武周建国后
,

一些人提出秦速亡的原因是没有实

行分封制
,

建议武则天仿效西周分封
。

朱敬则认为
,

古之明王治理天下
,

是靠施行仁政
,

达到长治久安的

目的
。

在
“
王道

”

之治得以实行之后
,

圣人知
“

俗之渐

化
”

于是出现 了
“

分封制
” ,

使得
“

庸功勋亲
,

分山裂

河
,

设磐石之固
,

内守外御
,

有维城之基
,

连结遍于域

中
,

胶葛尽于封内
。 ”

但到了春秋时期
,

分封制使得西

周
“

郑伯逐王
,

申候轼主
,

鲁不供物
,

宋不城周
,

吴微

百牢
,

楚问九鼎
。

小 白之一匡天下
,

重耳之一战诸侯
。

无君之迹显然
,

篡夺之谋中寝者
” 。

到了战国时代
,

“

王道
”

之治已
“

扫地尽矣
” ,

代之而起的是
“

长诈术
,

贵攻战
”

的
“

霸道
” ,

七国争雄
,

称王称帝
。

秦统一六国

后
, “

当此时夜
,

主猜于上
,

人骇于下
。

父不能保之于

子
,

君不能得之于臣
。

欲使始皇分土
,

奸雄建候
,

薄俗

若喻晋郑之可依
,

便借贼兵而资盗粮
,

寄鱼龙而助风

雨
,

不可行也
。

是以秦鉴周德之绵深
,

俱己图之不远
。

罢候置守
,

高下在心
,

天下制在一人
,

百姓不闻二主
。

直是不得行其世封
,

非薄功臣而贱骨肉也
。 ” 〔6
而施

行郡县制是顺应历史大势的变通之作
。

他进一步举例
, “

高皇揭 日月之明
,

怀天地之量
,

算材不足以分赏
,

论功不足 以受封
。

邑皆百城
,

土有

千里
,

人殷国富
,

地广兵强
,

五十年间
,

七国同反
。

贾

谊忧失其国
,

晃错请削其地
,

若言由大而反也
,

不若

召陵之师
,

践土之众也
。

若言有材而起也
,

刘滇非王

霸之材
,

田禄无先管之略也
。

且齐晋以逆礼为惭
,

吴

楚以犯上非丑
,

衅由教起
,

其所由来远矣
。 , · ·

…缅乎

汉魏之际
,

寻其经纬之初
,

未有积德重光
,

泽及万物
。

观其教
,

伦薄于秦风
,

察其人
,

豺狼于汉 日
。

故魏太祖

曰 :
若使无孤

,

天下几人称帝
,

几人称王
。

明窃号谧者

触 目皆是
,

欲以此时开赐履之柞
,

垂万代之封
,

必有

通车三川 以窥周室
。 ” 明指出汉初的分封

,

带来七国

之乱 ;西晋分封
,

造成八王之乱
。

最后他肯定到
, “

分

封皆不知时也
。

”

2 重视史官的选拔
。

长安三年 (公元 7 03 年 )朱

敬则迁正谏大夫兼修国史
。

同年正月他奉诏同刘知

几
、

李娇
、

徐颜伯
、

魏知古
、

崔融
、

徐坚
、

吴兢等撰修本

朝史
,

此间他同刘知几等人颇为交好
。

刘知几在《史

通
·

自叙篇》中写道
: “
及年以过立

,

言悟 日多
,

常恨时

无同好
,

可与言者
。

维东海徐坚
,

晚与之遇
,

相得甚

欢
。

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
,

管仲之知鲍叔
,

不是过也
。

复有永城朱敬则
、

沛国刘允济
、

义兴薛谦光
、

河南元

行冲
、

陈留吴兢
、

寿春裴怀古
,

亦以言议见许
,

道术相

知
。

所有榷扬
,

得尽怀抱
。

每云
: `

德不孤
,

必有邻
,

四

海之内
,

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 ” ,

可见当时这些史

学家道术相知
,

相为知音
,

时常在一起谈故论今
,

商

榷学术
,

彼此之间相互启发
,

相互补充
。

在他们修史的过程中
,

曾受到当朝一些权贵的

阻隔
。

刘知几颇感不能尽己意
,

昊兢也以曲笔为憾
。

因而朱敬则在同年七月上 《请择史官表 》
,

充分表达

了他的史学思想
。

在《请择史官表》中
,

朱敬则写道
: “
国之要者

,

在

乎记事之官
。

是以五帝元风
,

资其笔削 ; 三王盛事
,

藉

以垂名
。

此才之难
,

其难甚矣
。

何以知其然
,

昔平王

东迁
,

历年数百
。

齐桓之九合天下
,

晋文之一战诸侯
,

秦穆远霸西戎
,

楚庄利尽南海
,

礼乐人物
,

闻而无闻
,

今之所存
,

独载鲁史
。

向者鲁无君子
,

记传则遗
,

雄霸

远图
,

必坠于地
,

可不惜哉
。 ”

他从强调史学的重要性

出发
,

指出史学人才的重要性
,

从而要求重视史官的

选拔
,

指 出
“

董狐南史
,

岂知生 于往代
,

而独无于此

时
。

在于求与不求
,

好与不好耳
。 ”

请求
“

今若访得其

善者
,

伏愿渤之以公忠
,

期之以远大
,

更超加美职
,

使

得行其道
,

则天下幸甚
。 ”

同《阳唐书
·

刘子玄传》载知

几答礼部尚书郑惟忠问曰
: “ _

史才须有三长
。

… … 自

复古已求
,

能应斯目者
,

罕见其人
。 ” 〔
叹史通

·

聂才篇》

中的 : “

夫史才之难
,

其难甚矣
。 ”

有异曲同工之妙
。

3 敢于直笔记事
。

在《请择史官表》中朱敬则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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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了直笔实录的重要性
。 “

齐神武尝谓著作郎魏收

曰
:

卿勿见陈元康
、

杨遵彦等在吾前趋走
,

谓吾以为

勤劳
。

我后代声名
,

在于卿手
,

最是要事
,

勿谓我不

知
。

及文宣即位
,

又尝救收曰
:
好直笔

,

勿谓惧
。

我终

不作魏太武诛史官
。

又周文帝之为相也
,

纳柳虫L之

说
,

特令书法不隐
,

其志在惩劝如此
。 ”

要求史官应该
“

书法不隐
” , “

志在劝惩
”

做像董狐
、

南史那样秉笔直

书的良史
。

他不仅如此论及为史之道
,

而且在自己的

修史实践中
,

也做到了直笔实录
。

长安三年 (公元 703

年 )朱敬则迁为正谏大夫
,

兼修国史
。

侍 中韦安石尝

阅其稿史
,

叹 曰 : “

董狐何以加 !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

相
,

宰相但能制生人
,

史官兼制生死
,

古之圣君贤臣

所以畏惧者也
。 ” 卿 从中可见朱敬则秉笔直书的精

神
。

除史学活动外
,

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
,

朱敬则也

做到了不畏强暴敢于直言
。

长安三年 (公元 7 03 年 )九

月
,

张易之诬构魏元忠
、

张说
,

武则天欲诛之
,

无敢言

者
。

朱敬则独奏 曰 : “

元忠
、

说秉心忠一
,

而所坐无名
,

杀之失天下望
。 ”

使得两人不死
。

4 重视史学的借鉴作用
,

公正
、

客观地评价历

史人物
。

朱敬则曾采集魏
、

晋以来成败之事
,

著《十代

兴亡论》十卷
,

吸收前代历史经验和教训
,

以利于当

代
。

由于时代久远
,

该书早已佚失
。

但在清人搜集整

理的《全唐文》中
,

仍保存 了十一篇
,

即《魏武帝论 》
、

《晋高祖论 》
、

《宋武帝论 》
、

《北齐高祖论》
、

《北齐文襄

论 》
、

《北齐文宣论》
、

《梁武帝论》
、

《陈武帝论 》
、

《陈后

主论 》
、

《隋高祖论》
、

《隋场帝论》
。

从以上文章的内容

来看
,

朱敬则所评述的多是
“

谋逆篡位
”

之帝
,

这可能

同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
。

在以上文章中
,

朱敬则肯

定了前代的功迹
,

批评了其失误
,

最后还总结经验

道
: “

吵观史策
,

遍采兴亡
,

开役者多是爱臣
,

害上者

无非近习
。

然庸君阴主
,

莫肯远之
,

复何言哉
。 ” `’ 0j

朱敬则不拘于世俗观念
,

将历史人物放在社会

发展的大势中去考察
,

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
。

他在

《魏武帝论》中
,

肯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
,

认

为其
“

明锐权略
,

神变不穷
,

兵折而意不衰
,

在危而听

不惑
,

监事决机
,

举无遗悔
,

近古以来
,

未之有也
。 ”

对

正统史学
“

扬刘抑曹
”

进行了冲击
。

在《宋武帝论》中
,

他指出
: “

盖圣人不能为时
,

亦不能失时
。

历观帝王之

柞
,

未有不因人 堕涂炭而得志
,

或天下嗽傲
。

新主之

资也
” ,

摆脱了英雄造时势的英雄史观
,

强调了时势

造英雄
,

并批评了宋武帝为篡夺皇位
,

不惜抛弃关中

百姓和江山的自私 自利做法
。

在 《隋高祖论》里
,

他赞

扬了隋文帝统一全国的历史功绩
,

同时也指出其缺

点
, “

天性既猜
,

素无学术
,

意不及远
,

政惟目前
,

… …

恩不终于有功
,

罚每深于无罪
。 ”

在 《隋扬帝论 》中
,

认

为
“

场帝美姿仪
,

性聪慧
,

少好学
,

善属文
。 ”

但
“

恃才

矜己
,

傲狠 明德
,

内怀险躁
,

外示宽平
,

盛衣服以掩

奸
,

饰词令以拒谏
。 ” “

人用而不恤
,

政荒而不修
,

如缕

蚁溃堤防
,

不觉其败
。

如春风养草木
,

但见其盛
,

事至

而未知
。 ”

并没有刻意丑化隋场帝
,

将其贬到一无是

处
。

总之
,

朱敬则忠于史实
,

把握历史大势
,

态度公

允
,

其评论皆有独到之处
。

朱敬则死后
,

他的政治功绩和史学思想也随之

长期淹没于史海中
,

从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

但纵

观其一生
,

秉笔直书
,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
,

重视史官

选拔
,

表现出杰出的史学才能和不同流俗的史学思

想
。

特别是在同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交往中
,

他的史

学思想对《史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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