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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真卿〈劉中使帖〉寫作背景考辨	

A Study on〈Imperial Commissioner Liu Letter〉Writing 

Background of Yan Zhen-Qing 
	

林家男	

Lin,Chia-Nan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博士生	

	

摘要	

	 	 	 	 顏真卿〈劉中使帖〉為藍箋墨本，八行，四十一字，無書寫年月，現藏於臺

北故宮博物院，與〈祭姪稿〉為傳世唯二可信之顏氏行書墨跡，深受世人所寶重。 

	

	 	 	 	 本文以〈劉中使帖〉的寫作背景為論述主軸，藉由史料文獻來條理相關人、

事、時、地、物的關係與脈絡，期能更貼近顏真卿書寫此作的局勢處境，從而使

觀者能更進一步欣賞此一唐代名跡的情感內涵。 

	 	 	 	 	

	

	

	

	

	

	

	

	

	

	

	

【關鍵詞】顏真卿、劉中使帖、舍利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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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劉中使帖〉的寫作內容依臺北故宮博物院所編《故宮法書新編五‧顏真卿

〈劉中使帖〉》釋文1：近聞劉中使至瀛州，吳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又聞

磁州為盧子期所圍，舍利將軍擒獲之，吁！足慰也。〈劉中使帖〉全文四十一字

僅「期」、「所」、「圍」三字部分筆畫略有減損，但仍可識讀，其餘三十八字完好，

是歷經千年滄桑之變一幸也。 

 

一、劉中使即劉清潭	

	 	 	 依據臺北故宮博物院所編《故宮法書新編五‧顏真卿〈劉中使帖〉》附記2：

此帖又稱〈瀛州帖〉，著錄首見於宋代《宣和書譜》，原件並無書寫年月，考其內

容，與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叛亂有關，時間約在唐代宗大曆十年（西元七七五年）

歲末，當顏真卿聽聞田承嗣之黨羽盧子期被舍利將軍王武俊擒、吳希光投降及唐

廷派劉中使（劉清潭）宣慰瀛州後，即以寬慰激動的心情寫下此帖。	

	

	 	 	 	 按劉中使3即劉清潭(？-779)，代宗朝得寵宦官，大曆十三年(778)五月獲代宗

賜名忠翼4。大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德宗即位，閏五月丙申，劉清

潭即遭德宗除名長流，即行，民眾數千人譟聚於市里，甚以瓦礫投擊之，捕賊尉

不能止，遂遭賜死於藍田驛前。《舊唐書》亦有劉清潭傳述，附於卷一百十八《黎

幹傳》5後，有稱「天憲在口，勢迴日月，貪饕納賄，貨產巨萬。大曆中，德宗

																																																								
1 何傳馨等編，《故宮法書新編五‧唐 顏真卿墨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 年 12 月)，  

  82 頁。 
2 同註 1。 
3 維基百科：中使是中國古代皇帝自皇宮中派出的使者，多由宦官擔任。宦官以使者身份居書 

  記機要之位，皇宮的文書詔令都要通過宦官的祕書系統，也因此常成為宦官專權的途徑。中使 

  在唐朝始具規模，朝廷依靠宦官管理各藩鎮，設監軍宦官監視節度使。 
4《舊唐書卷十一 代宗本紀》載：(大曆十三年)五月戊午，宦官劉清潭賜名忠翼。 
5《舊唐書卷一百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黎幹傳》載：黎幹者，戎州人。始以善星緯數術進，待詔 

  翰林，累官至諫議大夫。尋遷京兆尹，以嚴肅為理，人頗便之，而因緣附會，與時上下。大曆 

  二年，改刑部侍郎。魚朝恩伏誅，坐交通出為桂州刺史、本管觀察使。至江陵，丁母憂。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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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東宮，(黎)幹及清潭嘗有姦謀動搖。及是，積前罪以誅之。」筆者查《舊唐書》

中劉清潭被派遣為中使的事件記載，恰巧也都在代宗朝上，如「寶應元年，代宗

初即位，以史朝義尚在河洛，遣中使劉清潭徵兵於迴紇，又修舊好。」6又「大

曆六年正月，迴紇於鴻臚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在官奪返，毆怒，以三百騎

犯金光門、朱雀門。是日，皇城諸門盡閉，上使中使劉清潭宣慰，乃止。」7所

以代宗在位期間的劉中使就是劉清潭，是可信的。 

 

    再細查《舊唐書 李寶臣傳》得知：「大曆十年，……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

以獻。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承倩齎詔宣勞。承倩將歸，止傳舍，寶臣親遺百

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顧左右有愧色。還休府中，諸將散歸，寶臣潛伺

屏間，獨武俊佩刀立於門下。召入，解刀與語曰：『見向者頑豎乎？』武俊曰：『今

閣下有功尚爾，寇平後，天子以幅紙之詔召置京下，一匹夫耳，可乎？』寶臣曰：

『為之若何？』武俊曰：『不如玩養承嗣，以為己資。』……今中貴人劉清譚在

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8依史傳記載9，李寶臣將兵在磁州俘獲盧子期，

並將子期獻於京師斬之，乃有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承倩齎詔宣勞。然而李寶

臣受旨犒勞的府邸在恆洲(成德軍駐地，今河北正定)，就在劉清潭要去瀛洲(今河

北河間)的路上，從種種的人事時地發展都十分接近看來，「今中貴人劉清譚在驛」

的劉清潭正是顏真卿所寫「近聞劉中使至瀛洲」的劉中使，但鮮有人知，劉清潭

差一點到不了瀛洲10，而〈劉中使帖〉就不會是「劉」中使帖了。 

																																																																																																																																																															
  會京兆尹缺，人頗思幹。八年，復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幹自以得志，無心為理，貪暴益甚， 

  徇於財色。十三年，除兵部侍郎。性險，挾左道，結中貴，以希主恩，代宗甚惑之。時中官劉 

  忠翼寵任方盛，幹結之素厚，嘗通其姦謀。及德宗初即位，幹猶以詭道求進，密居輿中詣忠翼 

  第。事發，詔曰：「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賊，並除名長流。」即行， 

  市里兒童數千人譟聚，懷瓦礫投擊之，捕賊尉不能止，遂皆賜死於藍田驛。忠翼，宦官也，本 

  名清潭，與董秀皆有寵於代宗。天憲在口，勢迴日月，貪饕納賄，貨產巨萬。大曆中，德宗居 

  東宮，幹及清潭嘗有奸謀動搖。及是，積前罪以誅之。 
6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迴紇傳》 
7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迴紇傳》 
8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第九十二 李寶臣傳》 
9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九十一 田承嗣傳》載：「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方 

  攻洺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復徇瀛州，瀛州亦降。……獻子期京師，斬之。」 
10 後來李寶臣改變了主意：「寶臣曰：『恐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為國屯兵滄州(今河北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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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田承嗣事件始末	

	 	 	 	 再來說說田承嗣11叛亂事件，今考究《舊唐書》、《新唐書》中此事件相關人

物記載，兩相參照，逐漸還原事件始末如下：	

	

	 	 	 	 大曆八年(773)春正月丁丑朔，壬午，昭義軍節度、檢校右僕射、相州刺史薛

嵩12卒，由其弟薛崿繼任。大曆十年(775)春正月乙未朔，己酉，魏博節度使田承

嗣引誘昭義牙將裴志清叛變，驅逐薛崿，並率眾歸附魏博。代宗旋即以昭義將薛

擇為相州刺史，薛雄為衛州刺史，薛堅為洺州刺史，皆嵩之族人也。田承嗣又使

親黨扇惑相州將吏謀亂，遣將兵擊，謬稱救應，實襲取之。代宗遣使魏州宣慰，

令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癸丑。田承嗣盜取洺州，又破衛州。二月乙丑，田遣

刺客屠殺不願歸附自己的衛州刺史薛雄一家老小，酷烈無狀，人神所冤。短短不

到兩個月的時間，田承嗣已盡收薛嵩原所管的四州領地，長史屬官，任情補署，

																																																																																																																																																															
  州)，請擒送承嗣以取信。』許之。立選士二千，皆乘駿馬，通夜馳三百里，晨至滔營，掩其 

  不備。滔軍出戰，大敗。擒類滔者，滔故得脫。自此寶臣與田承嗣、李正己更相為援，皆武俊 

  萌之。」由此可知見，藩鎮間的利益衝突與和諧，隨時會停止，也隨時會發生！ 
11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九十一 田承嗣傳》載：田承嗣，平州人，世事盧龍軍為裨校。 

  祖璟，父守義，以豪俠聞於遼、碣。承嗣，開元末為軍使安祿山前鋒兵馬使，累俘斬奚、契丹 

  功，補左清道府率，遷武衛將軍。祿山搆逆，承嗣與張忠志等為前鋒，陷河洛。祿山敗，史朝 

  義再陷洛陽，承嗣為前導，偽授魏州刺史。代宗遣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引迴紇軍討平河朔。帝 

  以二兇繼亂，郡邑傷殘，務在禁暴戢兵，屢行赦宥，凡為安、史詿誤者，一切不問。時懷恩陰 

  圖不軌，慮賊平寵衰，欲留賊將為援，乃奏承嗣及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帥河北諸郡， 

  乃以承嗣檢校戶部尚書、鄭州刺史。俄遷魏州刺史、貝博滄瀛等州防禦使。居無何，授魏博節 

  度使。 
12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第七十四 薛嵩傳》載：薛嵩，絳州萬泉人。祖仁貴，高宗朝名 

  將，封平陽郡公。父楚玉，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嵩少以門廕，落拓不事家產，有膂力，善騎 

  射，不知書。自天下兵起，束身戎伍，委質逆徒。廣德元年，東都平，時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 

  帥，遣僕固懷恩東收河朔。嵩為賊守相州，聞賊朝義兵潰，王師至，嵩惶惑迎拜於懷恩馬前， 

  懷恩釋之，令守舊職。時懷恩二心已萌。懷恩平河朔旋，乃奏嵩及田承嗣、張忠志、李懷仙分 

  理河北道；詔遂以嵩為相州刺史，充相、衛、洺、邢等州節度觀察使，承嗣鎮魏州，忠志鎮恆 

  州，懷仙鎮幽州，各據數州之地。時多事之後，姑欲安人，遂以重寄委嵩。嵩感恩奉職，數年 

  間，管內粗理，累遷檢校右僕射。大曆八年正月卒。詔遣弟崿知留後，累加崿太子少師。大曆 

  十年正月丁酉，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盜所將兵逐崿，舉眾歸田承嗣以叛。崿奔於洺州，上表乞 

  入朝，許之。至京，素服於銀臺門待罪，詔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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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迅速擴張的結果似乎對日後戰局埋下了隱患。 

	

	 	 	 	 四月，代宗下詔貶田承嗣為永州刺史，並命令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軍節

度使李寶臣、幽州節度留後朱滔、昭義節度李承昭、淄青節度李正己、淮西節度

李忠臣、永平軍節度使李勉、汴宋節度田神玉等八位節度使，掎角進軍，如承嗣

不時就職，所在加討，按軍法處分。五月乙未，田承嗣部將霍榮國兵敗以磁州歸

降於朝。六月辛未，田承嗣遣黨羽裴志清攻冀州，為李寶臣所降，田承嗣親自領

兵圍冀州，火輜重敗逃。八月丁卯，田承嗣見麾下大將復多攜貳，倉皇失圖，上

表請束身歸朝，卻旋即又遣大將盧子期攻磁州。冬十月甲子，昭義節度使李承昭

領神策射生禁軍、使成德幽州將兵與盧子期大戰於磁州，大破之，生擒子期。十

一月丁酉，田承嗣所署瀛州刺史吳希光以城降。直到大曆十一年(776)春正月庚

寅朔，田承嗣再度上表請罪，才結束這短暫一年的魏博割據之亂，而顏真卿這時

在湖州刺史任上，帖中所述，大都均與史合。 

 

三、〈劉中使帖〉的書寫時間	

	 	 	 	 關於顏真卿〈劉中使帖〉的寫作時間，朱關田《顏真卿年譜》有記13：十一

月間，有〈劉中使帖〉。……參《舊紀》：「八月己丑，田承嗣將盧子期攻磁州」；

「(冬十月)甲子，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與盧子期戰於磁州清水縣，大破之，生擒子

期以獻。」；「(十一月)丁酉，田承嗣所署瀛州刺史吳希光以城降。」又考：八月

壬戌朔，己丑乃二十八日；十月辛酉朔，甲子乃初四日；十一月辛卯朔，丁酉乃

初七日。顏真卿聞盧子期被擒，吳希光降歸，蓋在十一月初七日後，惟其敘吳希

光之降先於盧子期之擒，蓋出傳誤。朱關田依據《舊唐書》所記載田承嗣事件始

末，考得顏真卿〈劉中使帖〉書寫年月應落在唐代宗大曆十年十一月初七日之後。  

文中也指出盧子期之擒應先於吳希光之降，顏真卿的聽聞有先後倒置之誤。今查

《新唐書 代宗本紀》：「(十月)甲子，昭義軍節度使李承昭及田承嗣戰於清水，

敗之。……十一月丁酉，魏博將吳希光以瀛州降。」而清代趙紹祖在《金石文鈔 

																																																								
13 朱關田：《顏真卿年譜》(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 年 4 月)，2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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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14亦有識：「按盧子期之擒，在大曆十年十月；吳希光之降在十一月，新舊

史皆同。而魯公此帖敘希光降於子期擒前，蓋傳聞之異耳。」朱氏、趙氏兩位皆

指出顏真卿〈劉中使帖〉的書寫內容有時序先後之誤，但筆者以為，若以「擒獲

盧子期」和「吳希光已降」的「事件時間」順序來看，顏真卿的聽聞或有先後倒

置之可疑；但若從「劉中使」(吳希光已降)與「舍利將軍」(擒獲盧子期)的「身

分地位」差距看來，顏真卿的書寫就是正確無誤而有分別了。 

     

四、舍利將軍即王武俊	

	 	 	 〈劉中使帖〉內容相當反映了田承嗣叛亂事件，帖中所述主要人物劉中使、

吳希光、盧子期在《舊唐書》中都有詳細的記載，唯獨「舍利將軍」這號人物令

人不解，遍查新舊唐書，無果。相對於全篇四十一字歷經千年的完好可識，這「舍

利將軍」四字卻也是遍尋多史的懸疑未解，今人對「舍利將軍」為誰的解釋也多

不同。 

	
徐邦達在《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壹》按語15：考《舊唐書》

之《代宗本紀》：「大曆十年(乙卯，公元七七五)十一月」，「田承嗣所署瀛州刺史

吳希光以城降」。盧子期為魏博節度使田承嗣部將。其先「霍榮國以磁州降」，承

嗣命其姪田悅與子期將萬人攻磁州。時李承昭為相州刺史，使「成德幽州兵循東

山襲子期」。「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李)寶臣。寶臣方攻洺州，因以示城下，降

之。復徇瀛州，瀛州亦降」。均見承嗣本傳。又《李寶臣傳》云：「會王武俊執賊

大將盧子期，隨降洺、瀛」。因知「舍利將軍」就是王武俊。《舊唐書》說獲盧子

期為李承昭，那是錯誤的。 

 

朱關田《顏真卿年譜》〈劉中使帖〉帖考16：《舊書》卷一四二《王武俊傳》：

																																																								
14 清．趙紹祖：《金石文鈔》(谷歌圖書) 
15 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壹》，《徐邦達集二》(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5 年)，92 頁。 
16 同註 13，2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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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新書》卷二一一《李寶臣傳》：「會王武俊執賊大

將盧子期，遂降洺、瀛。」王武俊為李寶臣裨將，蓋為有節主帥。舍利將軍者，

蓋有節也。《舊紀》之記李承昭，與《新書》之言稱王武俊同，蓋並出於棄細擇

大歸功於主帥者也。徐氏認為舍利將軍就是王武俊，但朱氏卻以為舍利將軍者，

蓋有節也。 

 

今查《舊唐書》全文，曰「有節」者凡十九則，多為「節制」或「節操」意；

《新唐書》亦十九例，僅一人名犨子珝，字有節17，為黃巢之亂(875-884)人士，

相去百年遠矣！ 

 

以名為「有節」者，似乎無所斬悉，只好回到關鍵人物「盧子期」的身上，

細檢相關唐史中「盧子期」被俘的資料，整理如下表一。 

 

表一 盧子期被俘相關資料列舉 

原文 擒子期者 出處 

(八月)己丑，田承嗣將盧子期攻磁州。…… (十

月)甲子，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與盧子期戰於磁州

清水縣，大破之，生擒子期以獻。	

李承昭 《舊唐書 代宗本紀》 

(十月)甲子，昭義軍節度使李承昭及田承嗣戰

於清水，敗之。……十一月丁酉，魏博將吳希

光以瀛州降。	

李承昭	 《新唐書 代宗本紀》 

時承嗣使腹心將盧子期攻邢州，城將陷，寶臣

發精卒赴救，擊敗之，擒子期來獻。 

李寶臣 《舊唐書 李寶臣傳》 

承嗣弟廷琳方守貝州，遣高嵩巖將兵三千戍宗

城，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斬嵩巖，逸所執將

四十餘人。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遂降洺、

瀛。	

王武俊	 《新唐書 李寶臣傳》 

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	 有節 《舊唐書 王武俊傳》 

無磁州一戰記載	 無	 《新唐書 王武俊傳》 

時承昭以神策射生繼進……承昭使成德、幽州

兵循東山襲子期軍……，諸將與承昭夾攻……

李承昭、王武俊	 《新唐書 田承嗣傳》 

																																																								
17 犨子珝，字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巢之難，激勵麾下，約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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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子期……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

方攻洺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復徇瀛州，瀛

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師，

斬之。	

     

    經上表列舉「盧子期」被俘的資料彙整，疑似擒子期「者」分別有李承昭、

李寶臣、王武俊、有節等四人，而除了李承昭、李寶臣、王武俊是已孰知的人名，

到底「有節」該不該以人名稱呼？蓋「有節」者，名不見唐史本紀，至於列傳，

也僅出現過一過！筆者再三反覆審度各處前後文意後，似忖出了一些端倪，發現

同一事件在不同唐史本紀列傳中，因為史官寫作的習慣或史書編修的規則而產生

不一樣的「人物」出現機制？才會造成疑似擒子期「者」竟然有四人的情況發生？

遂將史書中疑似擒子期「者」四人的出場緣由，分析列述如下四點： 

 

(一) 李承昭：依表一，李承昭單獨出現在「擒子期者」欄位的唐史有二，一

為《舊唐書 代宗本紀》，一為《新唐書 代宗本紀》。但是，為何幾無學

者認定他就是生擒子期的人？按「本紀」多已編年的方式記事，可清楚

知道事件年月日朔，但文字過於減省，研究者多必須參閱其他列傳雜

史，就如今旁查《舊唐書 李寶臣傳》：「寶臣發精卒赴救」、《新唐書 田

承嗣傳》：「時承昭以神策射生繼進……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

期軍……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可以知道磁州這一戰，實為李

承昭以統領神策射生禁軍的主帥身分，調遣李寶臣與朱滔將兵大戰盧子

期軍於磁州。因此，李承昭會成為在兩唐書「本紀」中的「擒子期者」，

一則因文字精簡而棄細擇大歸功於主帥者，二實為李承昭此役以統領禁

軍勝戰，才會被史官設定為唯一「人物」而記載在唐史「本紀」。 

 

(二) 李寶臣：如上表一，李寶臣單獨出現在「擒子期者」欄位的唐史只有《舊

唐書 李寶臣傳》，因記載在「列傳」之事，本多以傳記主角本人的豐功

偉業來立傳，但此處文字敘述仍如「本紀」一樣的精簡，遂只留下「寶

臣發精卒赴救，擊敗之，擒子期來獻」等字句。而從「寶臣發精卒」可

以知道，李寶臣未參與此戰，而是發派了「精卒」赴救，而就算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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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擒了子期，當然還是以成德軍節度使「寶臣」名義獻於京師。所以

李寶臣也一如上述李承昭，也是文字精簡而棄細擇大歸功於主帥者的原

因，才會被史官設定為唯一「人物」成為《舊唐書 李寶臣傳》中的「擒

子期者」。 

 

(三) 王武俊：相對於上述第二點，從《新唐書 田承嗣傳》與《新唐書 李寶

臣傳》「列傳」對此事件的描述可見，知《新唐書》「列傳」的史官使用

較多的數字呈現與人物搭配，對於了解事件始末，更勝《舊唐書》「列

傳」。於是乎，「擒子期者」呼之欲出？按《新唐書 田承嗣傳》：「承昭

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諸將與承昭夾攻……執子期……

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方攻洺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復徇

瀛州，瀛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師，斬之。」以及

《新唐書 李寶臣傳》：「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斬嵩巖，逸所執將四十

餘人。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遂降洺、瀛。」可知磁州一役，諸軍

混戰，成德軍俘獲了盧子期，而王武俊就是李寶臣派出救磁州的成德軍

領將，因此以王武俊為將的成德軍「執賊大將盧子期」來交給李寶臣，

讓李寶臣降下洺、瀛二城，李寶臣再獻子期於京師，獲得代宗遣使宣勞。

從降洺瀛、獻子期、得宣勞，都是王武俊領兵俘回子期交給李寶臣後帶

來的重大影響，足以青史名留，所以王武俊就變成《新唐書》史官筆下

的「擒子期者」。 

 

(四) 有節：蓋有節者，僅出現在《舊唐書 王武俊傳》。按理說，此為《舊唐

書 王武俊傳》，主角應就是王武俊，何來「有節」搶鏡？再查《新唐書 

王武俊傳》，竟無磁州一戰任何記載，似乎「擒子期者」非王武俊，也

非王武俊部屬「有節」。再者，史官對同一事件同一人的記載，第一次

出現時會連名帶姓(介紹親屬例外)來稱，第二次出現後才漸以名呼，遍

查唐史本紀列傳，均不見「有節」此名，似「有節」不該以名稱呼，細

審原前後文意：「大曆十年，田承嗣……遣將盧子期寇磁州，……諸軍

與子期戰於清水，大破之。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代宗嘉其功，

使中貴人馬承倩齎詔宣勞。……寶臣親遺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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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臣顧左右有愧色。還休府中，諸將散歸……獨武俊佩刀立於門下。召

入，解刀與語曰：『見向者頑豎乎？』……武俊曰：『不如玩養承嗣，以

為己資。』……自此寶臣與田承嗣、李正己更相為援，皆武俊萌之。」

原來，代宗要嘉許「寶臣將們」擒賊的「氣節」，遣使宣慰，但使臣弄

巧成拙，反而導致陳寶臣與田承嗣更相為援，陳寶臣從擒賊「有節」到

玩寇「喪志」，而王武俊就是在旁煽風點火之人，因而這件史事才會大

篇幅的記錄在《舊唐書 王武俊傳》中。而同一件事，《新唐書》則記載

在《李寶臣傳》：「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遂降洺、瀛。……於是天

子遣中人馬希倩勞寶臣，寶臣歸使者百縑，使者恚，抵諸道，寶臣顧左

右愧甚。諸將已休，獨武俊佩刀立所下，語之故。武俊計曰：『趙兵有

功尚爾，使賊平，天子幅紙召置京師，一匹夫耳。』曰：『奈何？』對

曰：『養魏以為資，上策也。』寶臣曰：『趙、魏有釁，何從而可？』對

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為父子，咳唾間耳。朱滔屯滄州，請擒送魏，

可以取信。』寶臣然之。」同一事件之始末，《新唐書》並沒有談到「有

節」，敘事直而不華，但內容砍削太甚，讀之索然無味。相較於《新唐

書》，《舊唐書》從「有節」到「皆武俊萌之」的情節描述就顯得虛美揚

惡而生動有趣，但「有節」兩字的用法太過於簡略，容易造成識讀的不

解與誤會，實則並無「有節」這一號人物。 

 

    總結上述四點，史官筆下所謂的「擒子期者」，時而是棄細擇大的李承昭、

李寶臣兩位主帥，時而如王武俊、「有節」等將領，遂如清代趙紹祖在《金石文

鈔 卷七》18識語：「史言擒子期事多不同，彼李承昭李寶臣皆身為主帥，史歸之

功各就其人言之，亦不足異。而新書謂為王武俊所擒，舊書王武俊傳又云：『寶

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今此帖乃云舍利將軍擒獲之，何其異耶？『有節』

史既不著其姓，而此帖所謂『舍利將軍』者亦不舉其姓氏，則此二人之不幸也。」

那麼顏真卿口中的「舍利將軍」究竟何人？若無名不見史傳的「有節」小將，那

顏真卿口中的「舍利將軍」就該是王武俊？抑或如史官一樣棄細擇大的李承昭、

李寶臣兩位主帥嗎？ 

																																																								
18 同註 14。 



	 	 	 	 	 	 	 	 	 	 	 	 	 	 	 	 	 	 	 	 	 	 	 	 	 	 	 	 	 	 	 	 	 	 	 	 	 	 	 	 	 	 	 	 	 	 	 	 	 	 	 	 	 顏真卿〈劉中使帖〉寫作背景考辨	

	 191 

    今查唐代無此「舍利將軍」官職名，《舊唐書》、《新唐書》中均不見「舍利

將軍」史料。再細查兩唐書中以「舍利」為名號之人物，得如下列表二： 

 

表二 《舊唐書》、《新唐書》中以「舍利」為名號之人物相關資料列舉 

原文 舍利者 出處 

李光進，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光進

姊適舍利葛旃……光進兄弟少依葛旃，因家於

太原。	

葛旃	

(突厥人) 

《舊唐書 李光進傳》
19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

屬，以其地為雞田州，世襲刺史，隸朔方軍。

光進與弟光顏少依舍利葛旃，葛旃妻，其女兄

也。	

葛旃	

(突厥人)	

《新唐書 李光進傳》
20
 

骨咄祿者，頡利之疏屬，亦姓阿史那氏，其祖

父本是單于，右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也，

世襲吐屯啜。	

元英	

(突厥人)	

《舊唐書 突厥傳》
21
 

骨咄祿，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

酋，世襲吐屯。	

元英	

(突厥人)	

《新唐書 突厥傳》
22
 

萬歲通天中，契丹盡忠殺營州都督趙翽反，有

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

種東走，度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河，

樹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為許國公，乞乞仲

象為震國公，赦其罪。 

乞乞仲象	

(契丹人) 

《新唐書 契丹傳》
23
 

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

西鄰北天竺、烏萇。地宜鬱金。役屬吐蕃。萬

歲通天逮開元時，三遣使者朝，故冊其君蘇弗

舍利支離泥為王。死，又冊蘇麟陀逸之
24

嗣王。	

蘇弗舍利支離泥	

(勃律人)	

	

《新唐書 大勃律傳》
25
 

 

																																																								
19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一 李光進傳》 
20 《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第九十六 李光進傳》 
21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上 突厥上傳》 
22 《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五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上 突厥上傳》 
23 《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九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契丹傳》 
24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罽賓傳》：又有勃律國，在罽賓、吐蕃之間。開元 

   中頻遣使朝獻。八年，冊立其王蘇麟陀逸之為勃律國王，朝貢不絕。二十二年，為吐蕃所破。 
25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 大勃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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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表發現，兩唐史中以「舍利」為名號之人物，除了以「蘇弗舍利支離泥」

為國王全名的勃律人，其餘似是以「舍利」為名號尊稱的突厥人或契丹人，遂「舍

利」是存在於當時北方邊疆民族社會中的特定詞語？依目前學界對中國邊疆史地

的研究26： 

 

    突厥的「舍利」號源於中亞波斯語或粟特語的「國王」之號，後發展為對貴 

    族階層的泛稱。契丹繼承了突厥、回鶡的舍利傳統，將其用於標識貴族身份， 

    不屬官稱。靺鞨「大舍利」號並非源於契丹授職，也是源自突厥。「舍利」 

    在契丹、靺鞨、突厥三族社會的流變， 揭示了 6-10 世紀內亞草原帝國政 

    治形式對契丹和靺鞨的影響。 

     

    突厥、契丹、靺鞨(渤海)社會中共有的「舍利」的身分名號，學界研究普遍

認為，其源於突厥從中亞學來對「國王」稱呼的波斯語或粟特語，後在突厥發展

為對貴族的泛稱27，後流傳演變至契丹，「舍利」是契丹各部族子弟的尊稱，而非

官稱。再查《遼史》，得知遼太宗28(902-947)為了治理北面部族之政，依舊俗專職，

設立舍利司，掌皇族之軍政，有舍利詳穩、舍利督監、舍利將軍、舍利小將軍、

舍利、梅里等職官，始見「舍利將軍」的官職名。因而從遼太宗再往上追溯，其

母親述律平 (879-953)有傳29：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諱平，小字月理朶。其先回

鶻人糯思，生魏寧舍利，魏寧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勻德恝王女

生后於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椀，仕遙輦氏，為阿扎割只。可知在遼太祖淳欽皇

																																																								
26 孫昊，〈說「舍利」―兼論契丹、靺鞨、突厥的政治文化互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2014 年 4 期)，52 頁。 
27 查突厥在唐代時稱「國王」為「可汗」，《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上 突厥 

  上傳》：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妻號可賀敦，猶古之閼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勒，別部領兵者皆 

  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次吐屯，次俟斤，並代居其官而無員數，父兄死 

  則子弟承襲。 
28 《遼史卷四十五 志第十五 百官志一 北面朝官》：契丹舊俗，事簡職專，官制樸實，不以名 

  亂之，其興也勃焉。太祖神冊六年，詔正班爵。至於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 

  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國制簡樸，漢制由沿名之風固存也。遼國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宮 

  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29 《遼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傳》(維基電子版) 



	 	 	 	 	 	 	 	 	 	 	 	 	 	 	 	 	 	 	 	 	 	 	 	 	 	 	 	 	 	 	 	 	 	 	 	 	 	 	 	 	 	 	 	 	 	 	 	 	 	 	 	 	 顏真卿〈劉中使帖〉寫作背景考辨	

	 193 

后述律平五世祖述律糯思30(約唐中晚期) 的當時，突厥、回鶻乃至於契丹等北方

游牧草原的豪貴戚族社會中就常有舍利、梅里的稱號，因知遼太宗設立的「舍利

司」乃是依契丹舊俗以契丹「貴戚」子弟來掌管「皇族」軍政而名，而「舍利」

就是契丹社會中存在已久的一種對貴族子弟的尊稱。 

 

按兩唐史記載：王武俊(735-801)字元英，先祖出自契丹怒皆部落，其父親路

俱於唐玄宗開元年間，與李詩等人率其部落五千帳南下要求承襲唐服冠帶，因而

有詔褒美，入居薊。在武俊十五歲時，便以善騎射而有勇聞，與張孝忠(730-791)

齊名31，二人原為安史賊將前鋒，歸後皆隸李寶臣帳下為裨將，而大曆十年這場

田承嗣之亂，史書記載中的「寶臣將」也只出現過王武俊、張孝忠兩人名字。但

張孝忠為奚族，今查無奚族中有「舍利將軍」之稱呼，且「擒子期」之時，李寶

臣使張孝忠攻取貝州32，並未參加磁州一戰。 

 

    綜上所述，若如兩唐史記載中的「擒子期者」僅李承昭、李寶臣、王武俊等

三人來論，則顏真卿〈劉中使帖〉中所謂擒子期的「舍利將軍」必定是王武俊。

理由一，依《舊唐書》記載：「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代宗嘉其功，使中

																																																								
30 維基百科：述律糯思。學者認為，早在回鶻汗國滅亡前，述律氏就已經定居契丹的遼河地區。 

  述律糯思可能就是回鶻可汗派往契丹「督其貢賦」的監使之一，《契丹國志》所記載的「本國 

  契丹人也」，有可能指「契丹國人」，其次「本國契丹人」與述律氏是回鶻人身份並不矛盾。述 

  律糯思是述律平的五世祖，兩人相距已近百年，加上 840 年回鶻大量西遷，仍留在契丹中的回 

  鶻族以及其後人稱自己為契丹人是很正常的。 
31《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九十一 張孝忠傳》載：張孝忠，本奚之種類。曾祖靖，祖遜， 

  代乙失活部落酋帥。父謐，開元中以眾歸國，授鴻臚卿同正，以孝忠貴，贈戶部尚書。孝忠以 

  勇聞於燕、趙，時號張阿勞、王沒諾干，二人齊名。阿勞，孝忠本字；沒諾干，王武俊本字。 

  孝忠形體魁偉，長六尺餘，性寬裕，事親恭孝。天寶末，以善射授內供奉。安祿山奏為偏將， 

  破九姓突厥，先登陷陣，以功授果毅折衝。祿山、史思明繼陷河洛，孝忠皆為其前鋒。史朝義 

  敗，入李寶臣帳下。上元中，奏授左領軍郎將，累加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試殿中監，仍賜名孝 

  忠，歷飛狐、高陽二軍使。李寶臣以孝忠謹重驍勇，甚委信之，以妻妹昧谷氏妻焉，仍悉以易 

  州諸鎮兵馬令其統制。前後居城鎮十餘年，甚著威惠。田承嗣之寇冀州也，寶臣俾孝忠以精騎 

  數千禦之。承嗣見其整肅，嘆曰：「張阿勞在焉，冀州未易圖也！」乃焚營宵遁。 
32 《新唐書》載：「滔、寶臣攻滄州，歷年未下，擊宗城，殘之，斬二千級。承嗣弟廷琳方守貝 

  州，遣高嵩巖將兵三千戍宗城，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斬嵩巖，逸所執將四十餘人。會王武俊 

  執賊大將盧子期，遂降洺、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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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人馬承倩齎詔宣勞。」則代宗遣使宣勞擒獲盧子期的寶臣將「舍利將軍」就不

會是統領神策射生禁軍的主帥李承昭。其二，以顏真卿與李寶臣(718-781)兩人之

關係，雖就年齒而言，顏真卿長李寶臣九歲，但以官階來論，正二品魯郡公的顏

真卿若僅以「舍利將軍」來稱呼從一品趙國公的李寶臣，似也不合情理！所以「舍

利將軍」即是顏真卿對於磁州一戰大捷後，寓欣慰之情以言表，而對小他二十六

歲且身為契丹子弟的王武俊的一種美稱。 

 

五、小結	

    透過本文的梳理，可以了解到田承嗣對唐廷步步進逼的危急，更凸顯了顏真

卿對國家的拳拳忠謹之初心，以致顏真卿在叛亂平息的好消息傳來，就以迫不急

待的心情寫下：「近聞劉中使(劉清潭)至瀛州，吳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

又聞磁州為盧子期所圍，舍利將軍(王武俊)擒獲之，吁！足慰也。」 

 

    綜觀顏真卿〈劉中使帖〉的寫作背景，與〈祭姪稿〉都有著一樣戰亂頻起的

國情，和一樣忠義憤發的心境，造就兩者貫穿日月山河，歷經滄海桑田，而故紙

宛存，誠有所如神物呵護者也。王芝在〈劉中使帖〉拖尾跋語：「書旨慷慨激烈，

公之英風義節猶可想見於百世之下」；鮮于樞又跋：「〈祭姪〉行草，而此帖正行，

雖體製不同，然其英風烈氣見於筆端一也」。白珽也說：「廩廩忠義之氣如對生面，

非石刻所能髣髴」；陳振濂亦在《歷代書法欣賞》33中的〈片紙千金的劉中使帖〉

如此作結：「在唐室叛亂四起的多事之秋，顏真卿忠心國事的拳拳之心，豈必只

〈祭姪帖〉有之？〈劉中使帖〉的文辭，再加上它那遒勁的線條形象，不也同樣

使我們一窺忠貫日月的耿耿之心？」 

 

	 	 	 	 中國書法中一次性的點畫線條與不可描補的書寫特性，更能直接表達書寫者

的內心情感與人格特質。顏真卿〈劉中使帖〉點畫飛揚，真情流露，與〈祭姪稿〉

同為亂世凶年中的產物，是書作形質與人格氣節高度契合的完美典範，歷經千秋

萬代，至今仍一直為世人所稱道。	

																																																								
33 陳振濂，《歷代書法欣賞》(臺北：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出版部，1991 年 7 月)，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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