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唐西游记读后感 大唐名相读后感
(模板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该
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
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大唐西游记读后感篇一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芒万丈的时代，国力强大，引无数外
国竞折腰。它华丽奔放，诗歌美术、音乐舞蹈，样样引导世
界时尚潮流。这个朝代文艺青年辈出。鉴于唐朝对世界的巨
大影响，至今居住海外的华人仍称自己为“唐人”，华人在
海外的聚居地为“唐人街”。略点几点，以管中窥豹。

大唐穿衣很多彩。女人们穿的不光是飘逸的齐胸襦裙，她们
还爱穿胡服。大唐以胖为美，并不是凡是胖就美，以杨贵妃
为代表的，应该是健美，人家是舞蹈家，可以跳速度较快的
胡旋舞，既能撑得起来宽大的裙子，又能穿上紧身的胡服骑
马射箭，各种衣服均能hold住。不过这是盛唐以后啦，据说
初唐时期女人们穿的衣服并不开放，贵妇们出门要戴帷幔，
从头到脚包裹的就像个布团子，防止偷窥，还是很保守的。

大唐吃饭重面食。除了蒸饼（馒头）、胡饼（馅饼）、煎饼、
汤饼（面条），也有米饭，文化人喜爱吃菰米饭，菰米和茭
白是一种植物，数量少，如果你做客吃到菰米饭，说明被奉
为上宾，杜甫曾表示菰米饭很香，很想念那个味道，王维则
表示菰米饭配上竹笋正合他的口味，李白说跪坐着吃月光下
山村主人奉上的菰米饭，感激的不忍心吃。唐朝时大家习惯
跪坐，椅子还没被广泛使用，床也不是单单供人睡觉的，凡
是底部有支架供人跪坐或卧的平台，无论多宽多大，均可称
作床，李白在床前思念故乡，不一定是指咱们用来睡觉的床。



大唐治安很严格。大唐人都要有户籍，分为编户和非编户，
普通公民属于编户，遁入空门、入伍、从事音乐舞蹈算是非
编户，属于贱籍，像音乐家李龟年虽然地位高，也是贱籍。
要想出门旅游，必须申请取得大唐通行证。历史上玄奘取经
并未取得通行证，属于偷渡，想来最终取得经书是多么的不
容易，好在最后凯旋而归，成就卓着，受到皇帝的'嘉奖。

还有，出门一定要早点回家，因为每日是要“宵禁”的，所谓
“晨钟暮鼓”，晚上600下鼓响完毕，城门关闭，不能再在街
上闲逛，否则会犯禁被抓，早上钟鸣，城门开启，大家才能
出门活动。大唐的夜生活只能在家过，来不及回家一定要留
宿朋友家，一年中仅有元宵节三天可以逛逛夜市。生活在大
唐，早睡早起，治安又好，有利于健康呢！

大唐的钱币很有意思。出门自然要带钱，然金子是有的，银
子却是没有的，能够流通的钱是铜钱和绢帛，“开元通宝”
不仅是铜钱，还可能是金、银、铁做的，它并不是开元年间
铸造的，而是始于唐高祖李渊时期。家里要是讨了个勤快会
纺织的老婆，就相当于直接能造钱花。

大唐职业佛家强。大唐职业多，家有小孩，该培养他做什么
呢？当兵是首选，立军功可获得奖励，小则免赋税，大则得
爵位，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大唐是个崇武的时代。其次就
是当公务员，王维、李商隐、白居易、杜甫等均通过科举考
试进入职场。不过官员上班，比现在辛苦多了，是上十天班
休一天（如此就好理解《滕王阁序》之“十旬休暇了”），
官员的工资分为年薪和月薪，年薪是一年的粮食，月薪包括
一些钱和日常用品，布匹、酒肉蔬菜都会发放，还会有一些
土地的出租权。官员70岁开始办理退休，五品以上官员退休
后有退休金，晚年衣食无忧，六品以下的就没有保障了，杜
甫晚年过的贫困交加，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最没风险的就是
当僧人了，大唐全民向佛，僧人不交税、有地产、不会流血
牺牲、钱多得花不完，过得是相当不错。



大唐外交手段多。无论是通过打仗还是和亲，大唐征服了那
些抢劫的小国，当了带头大哥，做的基本都是赔本买卖。有
人求助，立即派兵去摆平；有来进贡的国家，总能拿回去多
得多的赏赐；有来学习的留学生，吃住全包，简直就是做慈
善的。大唐的市场附近住着很多外商，全世界的好东西都能
买得到。大唐的瓷器和丝绸等商品惊艳了世界，包括出自咱
们邢窑的白瓷呢。

大唐科技文艺甲天下。大唐诗词是中华文化的名片，浪漫派、
现实派、田园风、边塞风，无论文人墨客，还是和尚、道士、
女子，均是作诗的一把好手。大唐美术派别众多，人物画家
阎立本、周p；山水画家吴道子、王维；花鸟画家薛稷、边
鸾……最奇特的属凹凸画家尉迟乙僧，能画出立体的感觉来。
大唐音乐有雅有俗，大唐舞蹈风格多，像踏歌就是一种“广
场舞”，边走边跳，汪伦给李白送行就是踏歌相送。大唐医
术高超，孙思邈是代表人物，着有《千金方》，大唐造纸业
发达，那时就有花纹纸和彩色纸了。日本《源氏物语》中就
多次提到了王宫贵族用“中国纸”写信。

大唐女人地位高。职场上，大唐有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还
有上官婉儿、薛涛等才女。家庭里，还有誓死不让丈夫纳妾
的主妇房玄龄夫人。地位高不仅体现在单位、家里都强势，
还体现在穿衣服不受束缚，离婚再婚自由来去，真是比现在
还开放呢。

怎么样，大唐是不是很令人向往呢？

大唐西游记读后感篇二

错过了百家讲坛《大宋名相赵普》，幸得掌门赠书，方有机
会进一步了解那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相赵普。

“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自然想到的是宋太祖赵匡胤，
而此背后真正的谋士是赵普，其大器晚成，谋略过人，短短



十几年，就从一介草根变成帝国的宰相。他是中国古代十大
开国谋士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十大宰相之一，又是谋士又是
宰相，堪比姜太公。然而赵普和张良、萧何、刘伯温等人相
比，名声还是小了很多，而且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赵普并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神童的`天分，也没有进士的文
凭，33岁尚混迹于幕僚之间。然而就是一个这样不起眼的人，
实现了十年独相、三度拜相，并在伴君如伴虎的情境中，能
善始善终。对于赵普的神奇，该书是从赵普遇到的三个贵人
开始讲的。一本书读下来，对于赵普的谋略真的无法一一赘
述，倒是赵普如何遇上三个贵人，并被赏识重用，倒也是很
有意思。

兵荒马乱时期，军阀掘了唐代帝王陵，尸骨扔了一地，赵普
花重金购买了唐太宗的尸骨，并掩埋了，这体现了赵普以天
下为已任的抱负，从此赵普遇上了人生的第一个贵人刘词。
正是刘词的推荐，赵普遇上了第二个贵人赵弘殷。赵弘殷患
病，从前线退下来，准备养病，然后病重不起，其儿赵匡胤
授命赶往前线打仗，赵普从而代子行孝。在这过程中赵弘殷
看到赵普成熟稳重，从而临终托孤，自此赵普和赵匡胤、赵
光义结下了亲密的关系。赵普的第三个贵人就是赵匡胤了，
两赵之间难以说谁是谁的贵人，实际上应该是相互成就。

赵匡胤与赵普的相会，先是悦之，然后奇之，悦之也许并不
太难，奇之当见不凡。一起在赵匡胤看来应乱世用重典的抢
劫案件中，赵普依法量刑，释放了100多无故的农民，并对赵
匡胤感恩戴德。这充分体现了赵普的讲原则、爱民，也体现
了赵普非常高明的政治天分和政治家素质。从此赵普暂露头
角，走上了开挂的人生。

其实，从赵普的三件事情中都隐约的能看到孔子所倡导的仁
义礼智信，正是这些基因，就不难理解兵不血刃的陈桥兵变、
杯酒释兵权以及其善始善终的一生。



大唐西游记读后感篇三

包公案读后感寒假中我读了包公案这本书，它讲了包公所破
的所有案件，有大有小。包公不管遇到什么案件都是冷静地
想办法，总是想出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办法来破案。他日断阳
间、夜断阴间，不放掉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愧
是清官的典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乌盆子案。它讲了扬州商
人李浩城外醉酒，半夜被丁千、丁万杀了，骨灰被烧成乌盆，
王老汉买了这个乌盆。半夜乌盆子说起说来“我有冤枉，我
是被人谋杀的，快带我去见太守包大人”。王老汉半信半疑
地带乌盆去见了包公，乌盆子向包公诉说了自己的冤情，包
公经过审问，便下令抓了丁千、丁万的故事。这个案子给我
们讲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

大唐西游记读后感篇四

唐朝开元年期，为唐之盛世，出了一位贤相张九龄。

张九龄，今广东韶关人。他是西汉张良之后裔，世代为官。
九龄自幼聪颖好学，五六岁会吟诗作对，誉为“神童”。他
七岁春游宝林寺，在路上摘了朵桃花，这时韶州太守来进香，
他赶紧将花藏于袖中，不料已被太守看见。太守见这小孩子
举止神色自若，便说：“你莫非想吃供果?我出个对子，你对
上了，给你吃。”张九龄不怯场，一口允应。太守指着小九
龄袖子说：“白面书生袖里暗藏春色”，张九龄接口应
道：“黄堂太守胸中明察秋毫。”太守一惊又出一对
子：“一位童子，攀龙攀凤攀丹桂，”张九龄抬头见佛，信
口回答：“三尊大佛，坐狮坐象坐莲花。”众人无不赞叹张
九龄小小年纪才思敏捷。

张九龄好学不倦，在长安二年登进士第，为考功郎沈佺期赏
识，授校书郎。长安三年，当时文坛领袖张说阅张九龄文章，
连声称赞。张九龄于神龙三年应吏部考试，授秘书省秘书郎。
唐玄宗李隆基为识拔天下文士，亲自策问，张九龄因其对策



优等，升为右拾遗。因此，张九龄初入仕途，一帆风顺。

张九龄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屡次与上司发生矛盾。当时任
相的姚崇深为唐玄宗器重，张九龄几次提出不同意见，令姚
崇不满，被贬到岭南。后来张说当了宰相，照说张说十分赏
识张九龄，张九龄却不附从，他对吏部考察人才重皇城、轻
地方的政策提出异议。张说安排唐玄宗东巡泰山封禅，让其
亲信随同，张九龄认为此举不妥，他建议张说改变随行人员
名单，重选清流高品之士为随员，但张说不听，结果招致非
议。御史中丞宇文融乘机弹劾张说，张说被罢免了知政事官
职，张九龄也受牵连调出京城。

开元十七年，张说又任丞相，他推荐张九龄当了集贤院学士。
两年后，张九龄任集贤院副知院事，奉旨代撰敇文，张九龄
长得仪表堂堂，风度飘逸，其仪态超群，风度皆在众臣之上。
他对御而作，不需草稿，援笔立成，深为玄宗所倚重，先后
调任中书侍郎，后为工部侍郎。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任中
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修国史。

张九龄不仅学识超群，而且善观人之邪恶，李林甫不学无术，
因会奉承皇帝，也窃居高位，他想推荐牛仙客掌管政事，遭
张九龄几次回绝。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欲废太子而立自己儿
子一事，游说张九龄，遭张九龄怒斥。对于李林甫、安禄山
其人其事，张九龄也明察秋毫，几次劝唐玄宗远离奸佞，并
断定安禄山有作乱之相，可惜唐玄宗李隆基晚年昏庸，不纳
忠言。

张九龄曾保举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周子谅话凶吉惹怒
玄宗，累及张九龄，张九龄由于每次上朝总是讲社会弊端，
总是强调要以“王道”替代“霸道”。奉民生为主，反对穷
兵黩武，薄征徭，选良吏。唐玄宗对此烦极了，趁机将张九
龄降职。于是，李林甫大权独揽，唐玄宗与杨贵妃天天歌舞
升平。



张九龄不仅是一代贤相，而且在文学颇有建树，张说赞
其“后出词人之冠”，他写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为千古绝句，他写的诗委婉蕴藉而托物言志，如《感遇》十
二首，《西江夜行》《望月怀远》都为时人称颂。张九龄被
贬后，于开元二十八年回乡扫先人之墓，患病去世，终年68
岁。

唐玄宗后因安禄山作乱，逃离长安，他在仓皇逃难途中，想
起了张九龄对他的多次提醒，更是痛悔不已。后派人至广东
曲江祭张九龄，追赠为司徒。

大唐西游记读后感篇五

或许是两位名相的复合体，宋璟加张说。

他既有宋璟的刚正不阿，又有张说的才华横溢和人文情怀。

在一起特殊案件上，张九龄的人文情怀展示得淋漓尽致。

开元十九年，嶲州(总部在今天的西昌)都督张审素被人举报，
罪名是贪赃枉法。

监察御史杨汪受李隆基委派前去调查，没想到这次调查居然
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杨汪一出现，便被张审素的部下总管董元礼率领七百士兵团
团围住，并且当着杨汪的面，董元礼格杀了举报者。

董元礼对杨汪说：“在奏疏上给张审素美言你就可以活，不
然就得死!”

杨汪被吓住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就在这时，杨汪的救兵到了，激战之后，董元礼等人被格杀。



杨汪便上了一道奏疏：张审素谋反。

不久，张审素被斩首，全家被罚没，两个幼小的儿子也被发
配岭南，仇恨的种子也在两个孩子心中发芽。

公平地说，杨汪在这次事件中做得有些过分，张审素的部下
逼迫他，但并不意味着张审素背后指使，即使指使，也未必
是存心谋反。杨汪不分青红皂白地给张审素扣上了谋反的帽
子，这就是简单思维了。

这个简单思维葬送了张审素，也葬送了他自己。

开元二十三年，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张瑝、张琇从岭南逃回，
进入洛阳，开始了复仇之旅。

三月十一日，两人在洛阳与杨汪仇人相见，将之格杀。

杀死杨汪之后，张瑝、张琇把一份奏疏系在一把斧头上，留
在现场，在奏疏上详细申诉父亲张审素的冤情。

他们不仅要为父复仇，还要为父申冤，尽管这样会直接暴露
他们的身份。

杀完杨汪，哥俩还有下一步计划，准备去长江以南找当年杨
汪的帮凶报仇。走到半路，哥俩被抓获了，他们的申冤奏疏
暴露了他们的身份。

张瑝、张琇落网之后，顿时引起了轰动，舆论居然是一边倒：

他们的父亲冤死，这两个孩子年纪轻轻就能舍身为父报仇，
应该宽恕。

案件报到三位宰相那里，三位宰相发生了分歧：张九龄同情
张氏兄弟，肯定他们的忠孝，打算把他们救下来，裴耀卿和
李林甫却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样会破坏法律。



法大，还是情大，皮球踢到了李隆基那里。

李隆基站到了裴耀卿和李林甫一边，身为皇帝，他得维护法
律尊严，如果连他都不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谁来维护。

李隆基对张九龄说：“孝子心情可以理解，为了复仇不顾自
己的生死。然而毕竟他们杀了人，如果赦免，就会起到很坏
的效果。”

最终，张瑝、张琇被判乱棒打死。

在张瑝、张琇的身后，奇特的场景出现了：

百姓纷纷为他们撰写悼念文章，并且贴遍了大街小巷。他们
凑钱把张氏兄弟入殓，下葬于洛阳北邙山上。为了防止杨汪
的家人挖掘，他们甚至在一个地方连造了数个疑冢，让张氏
兄弟享受了曹操的待遇。

张氏兄弟杀人案就此画上句号，张九龄的人文情怀也在这个
过程中有所展现。在他的心中，伦理道德占据上风，孝占极
大位置，甚至为了孝，他赞成血亲复仇。

赞成血亲复仇的不只张九龄一个，杜甫也是其中的一个。

因为他的家族就有血亲复仇的案例。

杜甫的祖父叫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高官，由于杜审言恃
才傲物，便被排挤到江西吉安出任司户参军。

在司户参军任上杜审言依然不消停，同事关系一塌糊涂，司
马周季重和司户郭若讷索性捏造了一个罪名安在他的头上，
这样他就被打入大牢，不日将被处斩。

在杜审言被打入大牢后不久，杜审言的次子杜并来了，这一
年杜并刚刚十三岁。



杜并名义上是替父亲求情，实际另有打算。当周季重还在漫
不经心地应付杜并时，杜并迅速抽出了藏在袖中的利刃，对
着周季重连捅数刀，周季重当场倒在血泊之中。为父报仇的
杜并当然也没有好结局，他被周季重的随从当场打死，结束
了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

弥留之际，周季重说了一句话：“早知道杜审言有这样的孝
子，我怎么也不会去惹杜审言了!”

后来，杜甫长大成人，他不以这件事为耻，反而以他是杜并
的侄子为荣。

在这一点上，张九龄和杜甫不谋而合。

或许，因为他们都是诗人，骨子里有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情
怀。

作为一代名相，张九龄不仅是文学大家，而且风度翩翩，而
且品格高尚，更让人信服的是，他居然具有预见未来的第三
只眼。

他一眼看透了安禄山。

安禄山，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柳城的胡人，本不姓安，而
姓康。

安禄山的母亲阿史德是一名巫师，居住在东突厥汗国，与丈
夫结婚几年还没有孩子，便前往轧荦山进行祈祷。

轧荦山是突厥的神山，传说是斗战神的化身，安禄山的母亲
到那里祈祷，便是希望得到神的保佑。

可能是得到了神的保佑，不久，安禄山的母亲怀孕了，大约
十个月后，安禄山出生了。



安禄山出生时，灵异现象出现了。

有一道光冲出他所在的帐篷，直刺苍穹，野兽顿时跟着号叫，
似乎在迎接一个新狼王的诞生。擅长望气的人看到这一幕后，
不禁感叹，这是祥瑞，这个帐篷将出贵人。

灵异现象之后，危机随之来临。

得到消息的范阳节度使张仁愿来了，他是来斩草除根的，然
而任凭张仁愿把帐篷里里外外搜了个遍，还是没有找到安禄
山，张仁愿只能作罢。

经历了这一场虚惊，安禄山的母亲认定这不是一个普通婴儿，
于是便给安禄山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轧荦山(斗战神化身)。

从此，你就叫康轧荦山，你就是战神的化身。

以上是关于安禄山出生前后的记载，有点神乎其神，按照我
的推测，其中演绎的成分多了一些，我权且一写，你权且一
看。

尽管安禄山一出生便与众不同，但他的童年还是很苦的。在
他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不久，安禄山便跟随母亲改
嫁到突厥人安延偃家。

时间走到开元初年，安延偃所在的突厥部落也破落了，没有
办法便前去投奔唐朝。投奔路上，遇到了唐朝将军安道买的
儿子，因为这个缘故，安延偃一家便住进了安道买家。

由于安延偃和安道买都姓安，便让两家的子弟互认为兄弟，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康轧荦山改姓为安，并更名为禄山，安
禄山由此而来。

渐渐地，安禄山长大了，并找到了一份职业：互市牙郎。



安禄山所在的地区，多民族聚集，多民族间贸易往来非常频
繁，不过在贸易往来之中，一个难题很难解决：彼此间语言
不通。

安禄山出现后，所有难题迎刃而解，因为他是复合型人才，
他懂六种番语，放在现在，相当于六门外语。靠着语言的优
势，再加上他足智多谋、善解人意，他的互市牙郎当得还不
错，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然而滋润的日子没过几年，安禄山栽了。

栽在一只羊身上。

安禄山一时性起，偷了一只羊，结果被人发现报了官，这下
问题严重了。

此时管辖安禄山所在地区的是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张守珪严
格执法，准备将安禄山杀鸡儆猴，一刀两断。

如果这一刀砍下去，或许就没有后面的“安史之乱”了。

明晃晃的大刀片已经举了起来，留给安禄山的时间数以秒计。

这时安禄山大呼一声：“大人难道不想消灭奚和契丹吗?那么
又为什么要杀我这样的壮士呢?”

不知是模仿还是巧合，安禄山这声大呼的背景以及语法结构，
跟历史上的两位名人如出一辙，一位是韩信，一位是唐朝名
将李靖。

韩信临近被斩，大喊一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后来成为汉
朝开国名将;

李靖临近被斩，大喊一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后来成为有
唐一代名将。



那么安禄山这一声大喊呢?

这一声大喊引起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注意。

张守珪闻言，仔细端量了一下安禄山，他发现此人身材魁梧，
皮肤白皙，相貌不凡，而且又是胡人，懂得六门外语，或许
真是个人才。

不妨把这个人才留下吧。

这一留，便留出了千古祸害。

在这之后，安禄山就与自己发小史思明一起，成为张守珪手
下的捉生将(类似于侦察排排长)。

史思明，名字听起来像汉人，实际也不是汉人，而是突厥人
的后代。

史思明原名史窣干，“思明”是他发达以后，皇帝李隆基赐
的名。

相比于安禄山的相貌不凡，史思明就没脸见人了。

他骨瘦如柴，鸡胸，驼背，眼睛突出，鼻子歪斜，头发稀少，
明白人知道这是孩子长得难看，不明白的还以为是史前人类，
或者是浓缩版的阿凡达人。

然而，名人马云有一句名言：男人的智商与相貌，往往成反
比。这句话适用于马云，同样适用于史思明。

长相歪瓜裂枣的史思明，智商超出常人数倍。

史思明之所以是安禄山的发小，因为两人从小是邻居，巧合
的是，史思明比安禄山早出生一天。



长大后，两个掌握六门外语的发小便当上了互市牙郎，凭借
着自己的语言优势混口饭吃。

然而，好景都不长，安禄山因为偷羊栽了一个跟头，史思明
则因为欠政府的钱不还被迫远走他乡，流落到奚部落。

没想到，一进入奚部落，史思明就被巡逻的骑兵当作奸细抓
住了，按照规矩，杀无赦。

高智商的史思明马上开动自己的大脑，瞎话张嘴就来：“我
是大唐使臣(有长你那样的使臣吗?)，如果大唐听说你们杀了
大唐使臣，对你们国家没好处，不如带我去见你们大王，如
果你们大王留下我，自然就少不了你们的功劳。”

巡逻的骑兵智商也不高，一下子就被史思明给忽悠住了，便
领着史思明来见奚王。

见到奚王，史思明依然摆着“唐朝使节”的谱，故意不拜，
嘴中振振有词：“天子使节见到小国国君不必参拜，这是礼
数规定的。”

奚王顿时大怒，然而转念一想，礼仪中确实有这样的规定。

再看史思明，奚王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唐朝没人了?派这么
一个歪瓜裂枣的家伙。

再转念一想，或许唐朝天子不以貌取人，眼前这人没准还真
是使节，那可得罪不起。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就当他是唐朝使节吧。

这样，欠款不还的史思明便被当成了唐朝使节，在奚部落结
结实实过了一把使节瘾。

临近告别，奚王准备派一百人跟随史思明前往唐朝朝见。史



思明马上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一个机会，他要利用这个机会
为自己赚一个向政府表功的投名状。

史思明知道，奚部落里有一个能人正担任琐高(奚部落的高级
官员)，此人非常有名，唐朝很多官员知道他的名字，如果把
此人诈进陷阱，就将是自己的投名状。

史思明便对奚王说：“跟随我入朝的人虽多，但没有一个配
朝见天子的，唯有琐高，可以与我一同前往。”

奚王哪里知道史思明的算盘，一挥手，琐高就加入了奚部落
使节团。

使节团一行三百多人，来到了平卢城(今辽宁省朝阳市)，临
近进城，史思明说，你们先等候一下，容我进去通报。

进城之后，史思明便对平卢守将说：“这次奚部落来了好几
百人，名义是入朝进见，实际是想偷袭平卢城，请大人提前
作好准备。”

一眨眼的工夫，史思明就把三百多人的使节团给卖了。

接下来就是鸿门宴的俗套了，奚部落三百余人遭遇伏击，除
名声在外的琐高外，其余人等有来无回，他们全都成了史思
明的投名状。

经此一战，史思明今非昔比，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接到汇报，
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产生了兴趣，一高兴，便把史思明收
入帐下，与安禄山一起出任捉生将。

至此，“安史之乱”的两大主角闪亮登场，他们的伯乐都是
张守珪。

事实证明，张守珪的眼光很准，他所提拔的史思明和安禄山



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尤其是安禄山。

安禄山不仅精通六门外语，而且对辖区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
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他创造了以五名骑兵生擒契丹数十人
的经典战例。

之后，张守珪有意给安禄山创造机会，又给他增加了一部分
兵力，结果安禄山再接再厉，战果不断。

凭借战功，安禄山被擢升为偏将，而安禄山与张守珪的关系
也越走越近。

安禄山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知道张守珪对自己人生的重要
性，因此他处处赔小心，以博取张守珪的信任。

安禄山知道张守珪嫌自己胖，于是他便控制自己的食量，在
张守珪的手下，他从来没吃饱过，不是饭不够吃，而是有饭
不敢吃，怕胖!

在安禄山的苦心经营下，安禄山和张守珪的关系更进一层，
两人到了可以一起洗脚的地步。

安禄山给张守珪洗。

安禄山第一次给张守珪洗脚，便对着张守珪脚下的痦子发愣，
张守珪一看，胡人果然没见过世面，连痦子都不认识。

张守珪说：“这是痦子，据说长痦子的人都有富贵命。”

安禄山嘿嘿一乐：“大人说的是真的吗?末将脚底全是!”

要了老命了。

就这样，安禄山和张守珪的关系越走越近，最后一步到位，
两人升级为父子关系：安禄山认张守珪为干爹。



有了这层父子关系，安禄山的仕途就被装上了螺旋桨，一路
直升，从偏将一直升迁到平卢兵马使、幽州节度副使(节度使
副手)。

开元二十二年(一说开元二十四年)，一直顺风顺水的安禄山
遇到了一道生死坎。

这一年，安禄山奉张守珪命令出击奚部落和契丹部落，本想
借此建立战功，没想到却因为轻敌冒进，遭到一场惨败。

安禄山得对这场惨败负责，按律当斩。

安禄山到了生死关头，张守珪坐立不安。

按照军法，安禄山必死无疑，然而张守珪舍不得，因为他知
道安禄山的能力，这么有能力的一员大将就这么杀了，太可
惜了。

张守珪不甘心，他想作最后的努力。

张守珪命人将安禄山押解长安，安禄山是死是活，由李隆基
亲自决定。

这次押解是张守珪使出的胜负手，同时也增加了安禄山的活
命概率。如果继续留在幽州，安禄山必死无疑，而到了长安，
安禄山是生是死各有一半的可能，活命概率达到了百分之五
十。

一度，张守珪失算了，因为安禄山面对的宰相是张九龄。

这是安禄山与张九龄的第一次面对面，也是两人人生中的唯
一一次。这次面对面，让张九龄一眼看透了安禄山。

张九龄在处理意见栏上写上了自己的处理意见：杀!



张九龄随后写道：

“昔日，田穰苴诛杀庄贾，孙武斩宫嫔，都是为了保证军令
畅通，如果要保证张守珪军令畅通，安禄山就不能免死。”

遗憾的是，张九龄的真知灼见并没有得到李隆基的认可。

一直以来，李隆基在张守珪的奏章里屡屡看到安禄山的战功，
在他眼中，这是一个有才干的将领，仅仅因为一次战败就处
死，他舍不得。

李隆基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免死，但免除官位，以白丁身份
代理现有职务。

说白了，给安禄山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这下，张九龄不干了，他争执道：“安禄山违反军令导致军
队覆没，按照军法不可不诛。况且臣观察他的容貌有反相，
不杀必为后患!”

张九龄说完这话，李隆基便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临界点。这
个临界点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就看他能不能抓住。

遗憾的是，李隆基没有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便在他手边溜
走，这一错过就是一辈子。

李隆基回应说：“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

李隆基的意思是说，你张九龄不要拿“王夷甫识石勒”说事，
那会枉害忠良。

“王夷甫识石勒”说的是慧眼识珠的故事。

王夷甫(王衍)是西晋的宰相，在石勒还是少年的时候，两人
曾有一次偶遇，王夷甫一看石勒的面相便大吃一惊：将来乱



天下者，必是此人!

为了将祸患消灭在萌芽之中，王夷甫派人去抓石勒，然而没
能抓到，石勒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来，石勒果然造反，建立了“后赵”国，大规模入侵中原，
导致西晋亡国。值得一提的是，“慧眼识珠”的王夷甫也落
入了石勒的手中，此时他不再宣称“石勒将乱天下”，而是
反过头来向石勒献媚，劝他早日称帝。石勒对这个以清谈闻
名的高官并不感冒，他把王夷甫关到一个石屋里，打心眼里
烦这个人。

半夜，石屋被人推倒，那个有着惊人远见的王夷甫便无声无
息地从世间消失了。

由王夷甫延伸一下，其实在王夷甫慧眼识石勒之前，他也曾
被人“慧眼识珠”，这个人就是三国后期的名将羊祜。

年轻时的王夷甫非常健谈，寻常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因为
很多人高看他一眼，认为他的将来不可限量，然而名将羊祜
却摇摇头：“将来误天下的必是此人!”

后来的事实不幸被羊祜言重，侃侃而谈、登上高位的王夷甫
成天以清谈为荣，于国无益，最终导致了西晋的亡国。当然
西晋亡国的原因有很多，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王夷甫身上，但
他身为宰相，成天清谈，误国不浅。

回过头再来说张九龄这次慧眼识珠，他跟王夷甫、羊祜一样，
都有着精准的预言，并且因为他们的预言被后世推崇不已。

在我看来，相面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对一个人的综合判
断。

羊祜、王夷甫、张九龄能断定对方将来“误天下”“乱天



下”，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身了解对方的能力，又从面相上看
出了对方的性格，进而得出了神乎其神的判断。

也就是说，张九龄了解安禄山的能力，同时从面相上看出了
安禄山的性格以及若隐若现的野心，因此得出“此人将乱天
下”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