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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魏徵年谱》全面系统地考察研究了魏徵一生之行迹及其相关情况等，如实展现了他少年出家隐居道
观，隋末乱世投身义军，归唐后宦海沉浮，几经波折，最终得到唐太宗重用，累执国政十馀年的传奇
经历；详细记述了他享誉千古的精彩谏净与卓越建树，也揭示了他的博学多才及在史学、编纂学乃至
文学等方面所取得的众多成就；同时兼及塑造他的那个风云激荡、英雄辈出的不凡时代，在较为广阔
的社会背景下展示了他作为一代巨擘的杰出贡献与历史地位。

《魏徵年谱》可供从事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尤其适合作为唐代历史和
魏徵爱好者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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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按：宋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九《房乔》条批评沈括之说云：“何其谬欤！
盖所谓悬铃者，乃铃铎之铃，而真（玄）龄乃年龄之龄。
唯其为年龄之龄，故字以乔年，此理甚明，而存中乃不之省，何也？
”今存唐代史籍皆无此事，沈括所谓“旧史”未详为何书。
此事之原委、真伪及时间均无从稽考，权视为传言，附于此存疑。
295未曾进谏太子。
《唐鉴》卷五于魏徵任太子太师下评日：“魏徵之于太宗，知无有不言，言无有不尽，君臣之际，人
莫得而间也。
当是时，太子、魏王方争，群臣有党，徵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隐情也。
且君使之为太子师，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
外不闻告其君以嫡庶之别，内不闻训太子以祸败之戒，受君之托而无补救处，父子兄弟疑危之际，依
违而已，岂其疾而耄乎？
卒之身故而见疑，谗人得以间之，惜哉！
”按：魏徵任太子太师后，确实保持沉默，无一谏语，这与此前太子属官张玄素、于志宁等屡次进谏
太子形成鲜明对照，范祖禹敏锐地发现了此点，其批评也不过分。
其原因何在？
范祖禹疑为有病且年老，但由九月任太子太师到病逝有三个月之久，十一月似仍在上朝，不至于连一
封谏疏都不能写。
联系魏徵两次谏魏王李泰事，可知他是倾向太子而不满魏王的。
魏徵卒后被人所间而受太子谋反事牵连，也确与此有关（参下谱314页）。
296再次卧病。
太宗手诏问候。
《谏录》卷五《手诏重问》：“太宗手诏日：‘近来疹病何似？
渐得可未？
卿患日久，言面已赊，理国立家，方知难耳。
比日自为，劳思委顿，始验任人则逸，自任则劳，非虚言也。
此怀公想知之，可以意得，书何尽心，略而言耳。
”’按：由“卿患日久，言面已赊”可知魏徵卧病久不朝，则太宗手诏问疾约在年末。
此可与前次手诏问疾合而观之。
直到此时，太宗仍然离不开魏徵，其地位之重要无须多言。
297太宗为其造宅堂，赐以素屏风等。
《谏录》卷五《赐殿材为起堂》：“公宅内无堂，太宗常欲为营造，公谦让不受。
太宗虑公疾甚，乃以小殿材为造焉，五日而成。
仍遣中使赍素屏风、素褥、几案、床等就赐之，遂其所尚也。
公附表陈谢，太宗手诏日：“观卿书，不如寻常，忧惋之情，切朕怀意。
处卿至此，当为横济黎元，经图达化耳，岂为朕一人而已！
何事果来相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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