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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文本论

作者：孟修祥

  [内容摘要]：岑文本从一介书生到位极人臣的宰相，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不仅没有使其居功自傲，

反而更加廉洁自律，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一生既表现出敏于审时度势、敬畏权力的高

明政治智慧，同时也展示出一位政治家唯才是用的胸襟气度与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他是才华横溢的才

子，也是“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的学者，更是弘厚忠谨、清正廉明的杰出政治家。他出色的文采、爱

民的心思、高尚的品德与杰出的政治智慧，至今仍然闪烁着璀璨的文化光芒。

[关键词]：岑文本  才子  学者  政治家

 

时间的久远可能会冲淡我们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记忆，而一旦由于某种机缘让后人注目于

他们时，其闪烁的文化光芒仍然可以透过历史尘封，令我们目眩神摇、启悟甚多，唐初著

名宰相岑文本就是其中一位。

岑文本，字景仁，江陵岑河人
[①]

，出生于公元595年，病逝于公元645年。在他五十一

年的生命历程中，从一介书生到位极人臣的宰相，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不仅没有使其居

功自傲，得意忘形，反而更加廉洁自律，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一生既表

现出敏于审时度势、敬畏权力的高明政治智慧，同时也展示出一位政治家唯才是用的胸襟

气度与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他是才华横溢、少年得志的才子，也是“博考经史，多所贯

综”、满腹经纶的学者，更是弘厚忠谨、清正廉明、充满智慧的杰出政治家。史称岑文本

有文集六十卷，但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被《全唐文》收录的他的文章只不过二十篇，从

清人陆心源的《唐文拾遗》、《唐文续拾》的“阙名”文中，也很难判断何文为文本所

撰，《全唐诗》卷三三存其诗也不过四首。现存诗文之数与文本有文集六十卷之数相去甚

远，显然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文本之思想与才华的完整认识。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他的记

载也只有吴兢《贞观政要》、刘肃《大唐新语》、王溥《唐会要》、计有功《唐诗纪

事》、王谠《唐语林》等唐宋之书，内容也大抵不出两唐书本传所记，虽然如此，作为历

史天空中的一颗明亮之星，仍不减其耀眼的光芒，故试为之论。

 

一

 

现在所能见到的有关岑文本的文献中，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才华横溢、少年得志的

才子，是满腹经纶的学者。《旧唐书》本传说：

（文本）性沉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时年十四，诣

司隶称冤，辞情慨切，召对明辩，众颇异之。令作《莲花赋》，下笔立成，属意甚佳，

合台莫不叹赏。其父冤雪，由是知名。
[②]

文本不仅一表人才，性格稳重，感觉敏锐，而且善于言谈与属文，能在十四岁的年纪就直

面司隶为父亲岑之象伸冤，并且“召对明辩，众颇异之”，当堂作《莲花赋》，“下笔立

成，属意甚佳，合台莫不叹赏”，虽然这篇《莲花赋》已成佚文而难见其精彩，但当时那

群以司隶为代表的达官显贵也均非等闲之辈，能得到他们的高度赞许，并立即为其父亲的

冤案平反昭雪，文本也由此闻名于世，可见其“性沉敏，有姿仪……美谈论，善属文”的

少年才子形象已卓然树立起来。后来在太宗时所写《藉田颂》、《三元颂》，收录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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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中，也被两唐书称赞是“其辞甚美”。尤其是贞观十五年（641）由岑文本撰、褚遂

良书的《龙门山三龛记》，全文一千八百多字，可谓文本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之作。

贞观十年（636）六月，长孙皇后去世，魏王李泰在龙门山宾阳洞开凿佛窟，雕造了五

尊大佛像，为母亲冥福。就文意所需而言，文本自然要在文中对名扬天下的龙门山来一番

描绘，也自然要对长孙皇后与魏王李泰来一番赞颂，但文中最为精彩之处还在于对佛像雕

刻之精美的生动描绘：

云生翠谷，横石室而成盖，霞舒丹巘，临松门而建标。崈基拒于嵩山，依希雪岭，

（缺一字）流注于德水，㑂佛连河。斯固真俗之名区，人祇之绝境也。王乃罄心而宏喜

舍，开藏而散龟贝。楚般竭其思，宋墨骋其奇。疏绝壁于玉绳之表，而灵龛星列；雕

（缺一字）石于金波之外，而尊容月举。或仍旧而增严，或维新而极妙。白豪流照，掩

莲花之质；绀发扬晖，分檀林之侣。是故近瞻宝相，俨若全身，远（缺一字）神光，湛

如留影。嗤镂玉之为劣，鄙刻檀之未工。杲杲焉逾日轮之丽长汉，峨峨焉迈金山之映巨

壑。耆阇在目，那竭可想。宝花降祥，蔽五云之色；天乐振响，夺万籁之音。
[③]

形容三龛佛像背景之奇是“真俗之名区，人祇之绝境”，描绘其精致是“楚般竭其思，宋

墨骋其奇”，“嗤镂玉之为劣，鄙刻檀之未工”，言其高峻是“疏绝壁于玉绳之表”，言

其庄严是“尊容月举”，言其祥瑞是“宝花降祥，蔽五云之色”，言其佛音是“天乐振

响，夺万籁之音”，可谓此地有一，天下无双，突出的是两个字：丽、奇。正如刘熙载

《艺概·赋概》所云：“赋取乎丽，而丽非奇不显，是故赋不厌奇。”
[④]

 这篇《龙门山

三龛记》可谓唐代赋体文中难得之精品，加上褚遂良之书，书赋合璧，使其成为中国文艺

史上的赋、书双绝。

如果说文本的赋、颂之类的文学作品写得令人交口称誉的话，那么，他草拟诏诰文书时

敏速过人之才华更令人惊叹，《旧唐书》本传称：“或策令丛遽，敕吏六七人泚笔待，分

口占授，成无遗意。”以至于使敏于时事，长于文诰的大学问家颜师古被取而代之。后来

太宗以岑文本为侍郎，专典机要，并被封为江陵子。都是因为太宗特别欣赏他卓尔不群的

才华之故。

贞观二年（628），太宗下诏，命岑文本与令狐德芬撰写《周史》，并于贞观十年

（637）写成，《旧唐书》本传说“其史论多出于文本”。《周史》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

皇朝的史事，还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帝位更

迭、重大动乱，记载详明，其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它“叙事繁

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以“其史论多出于文本”而论，其中“文笔亦极简劲”显然是

对文本的高度评价。
[⑤]

中国自古重视对史书的纂写，因此，对史家要求甚高，唐代著名

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有“史才三长”说：史才、史学、史识。对于写史的人不仅要求有写史

的能力与才华，还需要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最重的是“史识”，

即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唐太宗把撰写《周史》的任务交给岑文本在

内的写作群体，足见文本的史才、史学、史识是堪当其重任的。从张景毓撰写的《县令岑

君德政碑》对岑文本的称誉来看，其才、学、识出类拔萃、古今绝伦：

宏材巨量，经文纬武，高标百寻，绝壁千仞……至于五车万卷，百家诸子，吐凤怀

蛟，凌云概日，不尚浮绮，尤存典裁，藻翰之美，今古绝伦。
[⑥]

文本在学术上的造诣不限于史学，从幸存于世的《论摄养表》一文来，他对道家“道

法自然”的养生之学颇有研究。“圣人宏全身之道，而能免于忧患；贤者着养生之术，而

能终其寿考……养生之术，故非一途，详求至理，语其大略，莫若顺阴阳之序，节寒温之

中。何则？人资阴阳以育，俟寒温以成，虽禀于五常，而连类于万物。在春夏也，万物因

而生长，人亦宜微受温暖，以丰其肌肤。在秋冬也，万物因而收成，人亦宜微受寒凉，以

坚其筋骨。是以贫贱之人，皆顺其性，而疾病者少，富贵之人，多违其真，而疾病者多。

是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
[⑦]

 这与嵇康《养生论》所谓“呼吸吐

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
[⑧]

 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故在文中两处引用

嵇康语，以为说明。该文意旨甚明，即希望皇帝“顺阴阳之序，节寒温之中”，有南山之

寿，但这位深谙道家摄养之理的宰相学者，却于公元645年，在随李世民讨伐辽东时，因过

度操劳，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而途中病故，从而令时人与后人感叹唏嘘不已。

另据《太平广记》记载：“唐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诵法华经普门

品。”
[⑨]

《博异志》也有文本“性慕高道”的相关记载，可见他从少小时对佛教经典颇

有兴趣。虽然唐代儒释道三教并立，文本自幼保有对佛经的喜好，但《太平广记》与《博

异志》毕竟为志怪小说家语，在没有获得可靠的文献依据时，我们也很难臆断其在佛教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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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研究造诣。但也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位“五车万卷，百家诸子，吐凤怀蛟，凌云概日”

之学者风采的感受与认识。

 

二

 

文本是一位弘厚忠谨、清正廉明、充满智慧的杰出政治家。他作为一名杰出政治家，首

先表现出敏于审度时事的清醒的政治头脑。

当萧铣在荆州称帝时，召文本为中书侍郎。后来，当李孝恭打到荆州时，文本成功地劝

萧铣出降。虽然岑文本知道萧铣当时的统治区域广大，南到交趾，北到汉水，西达三峡，

东及九江。但他深知萧铣性情外表宽仁而内心疑忌，绝非帝王之才。因此，当武德四年

（621）九月，唐高祖李渊下令大举进攻萧梁，下诏发巴、蜀之兵，以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

道行军总管，统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下，大军压境之时，文本审时度势，成功劝降萧

铣，时年文本二十五岁。

当李孝恭的军队入城后，诸将欲掳掠。他又成功地劝说李孝恭说：“隋无道，群雄并

起，江南人民受苦不堪，王师到此，萧氏君臣，江陵父老决计归命，实为去危就安。今若

纵兵掳掠，不仅士民失望，且江岭以南无复向化了。”这番剖析利害得失的话语使李孝恭

立即明白了“去危就安”的政治抉择，于是，严申军令，不仅对萧铣的降将家眷予以保

护，使荆州城避免了一场浩劫，同时，影响所及，南方州郡都望风归附。因此，岑文本被

授为荆州别驾。当李孝恭进击辅公祜时，又令他主管军书，复授行台考功郎中。作为青年

政治家的岑文本，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已是锋芒初露，才能凸显。

其次，深谙治国之道。

经过战乱，唐王朝终于夺取政权，但战争带来的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生凋敝是当时

突出的社会问题。要恢复生产力，恢复社会秩序，必须重农抑商，去奢崇俭，敦厚民风，

这是当务之急的重要政治举措。所以岑文本在其《钱不行对》一文中说：

去智绝巧，圣人之至德；斫雕为朴，先王之令图。是以贾多端则贫，士多技则匮。

未有崇兹剞劂，竞彼奢淫，而能匡国安家，宣风致化者矣。自文明御宇，大拯黔黎，继

礼乐于将绝，反淳风于已散。庶绩伊凝，彝伦攸序。虽复工商异类，四民之禁惟宜；而

锥刀必争，三农之务或失。诚宜绝其丽美，敦兹质朴。刻玉雕金，弃之如芥草，挥锄执

耒，纪之以贤良。则稼穑惟兴，勤体之夫知劝；怠惰方革，游手之人自除。
[⑩]

文章的针对性非常强，战乱平息，匡国安家，关键在“三农之务”与“宣风致化”，摒弃

奇技淫巧，倡导淳朴民风，“稼穑惟兴，勤体之夫知劝；怠惰方革，游手之人自除”，国

家自然走向繁荣昌盛，而“贞观之治”的出现，主要在唐太宗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虚心

纳谏，其采取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复兴文教的政策，则文本功不可没。

在国家的建设发展过程中，难免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贞观十一年（637），天大雨，

洪水冲溢洛阳城，洛阳宫殿，平地起五尺之水，毁宫寺十九，所漂七百余家。太宗谓侍臣

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灾。将由视听弗明，刑罚失度，遂使阴阳舛谬，雨水乖常。矜物

罪己，载怀忧惕。朕又何情独甘滋味？可令尚食断肉料，进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极

言得失。”作为中书侍郎岑文本立即上书陈述治国之道，希望太宗能综览古今之事，明察

安危之机，上以国家为重，下以黎民为念，选贤任能，闻过即改，去奢从俭，不忘武备。

其《大水上封事极言得失》云：

臣闻开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

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仲尼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

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虽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为此也。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

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在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

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游畋之娱；云奢从俭，减

工役之费。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载櫜弓矢，而不忘武备。凡此数者，虽为国之恒

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愿陛下思而不怠，则至道之美与三、五比隆，亿载之

祚与天地长久。
[11]

“封事”乃古时臣下上书奏事的密封奏章，为防止内容泄漏，用皂囊封缄，故称。在

这个秘密文件中，既旁征博引，系统阐述天下兴衰的道理，同时，针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提

出了治国安邦的整体思路与政治举措，其中最重要者在于“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

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不忘武备”，文本的治安策得到了李世民的高度赞赏，于

是，贞观十八年（644），中书令出缺，文本理所当然地成了无人可比的最佳人选。

其三，有政治家善于识人、唯才是用的胸襟气度。从他对梁、陈名臣中可堪继用的人

才进行推荐与对图画凌烟阁中二十四功臣中的侯君集的态度即可见出。

据《大唐新语》卷六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4%E8%B6%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6%B0%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B3%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D%E6%B1%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6%E5%BE%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4%90%E5%A4%AA%E5%AE%97/127778
https://www.baidu.com/s?wd=%E4%B8%AD%E4%B9%A6%E4%BE%8D%E9%83%8E&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B2%91%E6%96%87%E6%9C%AC&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4%BB%B2%E5%B0%BC&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太宗顾问曰：“陈梁名臣，有谁可称？得有子弟堪引进否？”文本对曰“顷日，隋

师入陈，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袁宪独坐在后主之旁。王充将受禅，群寮劝进，宪子

承家托疾，独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贞雅操，实继兄风。”乃由

是召拜晋王友记，高宗更赠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
[12]

此乃公元580年隋灭陈时事，文本即留意人才，在太宗顾问之时，及时推荐有忠烈之气的袁

承家，此人到高宗时仍得到重用，可谓善识人才也。

侯君集是唐朝名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在玄武门之变、讨伐吐谷浑、攻灭高昌三

次重大事件中，他是立有大功之人，但后来与太子李承乾谋反而被杀。他在攻灭高昌时立

有大功，却在没有请示唐太宗的情况下，擅自将无辜的百姓充作官奴，把高昌的财宝据为

已有，又因为害怕手下军士指责自己的过失，任由官兵劫掠财物，极大地损害了唐朝军队

的形象。侯君集班师回朝后，等待他的不是掌声，而是监狱。侯君集遭到弹劾下狱后，岑

文本从立国之初，必须重视有武功的人才的角度出发，为其求情。以致使李世民法外开

恩，赦免了侯君集。仔细品读其《理侯君集等疏》，颇有意味，他不从正面评说他的功

劳，而是说他品虽低劣，功虽不高，但仍有可以宽恕的理由：

将帅之臣，廉慎者少，贪求者众。是以《黄石公·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

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避其死。”是知前圣莫不

收人之长，弃人之短，良为此也。臣又闻之，天地之道，以覆载为先；帝王之德，以含

宏为美。夫以区区汉武，及历代诸帝，犹能宥广利等，况陛下天纵神武，振宏图以定六

合，岂独正兹刑网，不行古人之事哉？伏惟圣怀当自已有斟酌，臣今所以陈闻，非敢私

君集等。是以萤爝末光，增辉日月。陛下若降雨露之泽，收雷电之威，录其微劳，忘其

大过，使君集等重升朝列，复预驱驰，虽非清贞之臣，犹是贪愚之将。斯则陛下圣德，

虽屈法而德弥显；君集等愆过，虽蒙宥而过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兹皆劝；负罪之

将，由斯而改节矣。
[13]

文中以汉武帝时的李广利、汉元帝时的陈汤、晋武帝时的王浑、隋文帝时的韩擒虎等人为

例说明“将帅之臣，廉慎者少，贪求者众”，然后建议李世民效前述诸帝“以含宏为

美”。但文意一转：言侯君集“非清贞之臣，犹是贪愚之将”“虽蒙宥而过更彰”，旨在

保全，却似贬抑。用语之妙，前所罕见。古来文章有所谓“屈法申恩”之说，措词已属深

婉，而“屈法而德弥显”，则更为委婉。然其落脚点在于“足使立功之士，因兹皆劝；负

罪之将，由斯而改节矣。”正确处理具体人与事的建议为李世民所接受。

但是，侯君集毕竟是一粗率无检，利令智昏的赳赳武夫，缺乏政治反思的基本能力。

在贞观十七年（643），与太子李承乾谋反而东窗事发，再次被投入监狱，当李世民召集群

臣，商议对侯君集的处理意见时，岑文本与群臣意见一致：“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请

诛之以明大法。”文本对侯君集前后两然截然不同的态度，固然因为侯君集所犯罪行性质

的截然不同，更因为前时之错在当时唐朝需要武人的武才而侯君集正当其用之时，故文本

有请求宽宥之举；后来之罪，实在是因为罪不容诛，故文本选择对他“诛之以明大法”。

政治家唯才是用的胸襟气度并不含糊其对红线底线的清楚把握。

其四，敬畏手中的权力，为官谨慎，清廉正派。

文本为人崇尚孝义，生活十分节俭，平时待人谦虚谨慎，礼贤下士，深得同事爱戴，

又严以律己，勤政廉政，深得太宗亲之信之。成为位极人臣的当朝宰相时，更是明了当时

政治生活的本质，因此，更是谨言慎行，《旧唐书》本传记载甚明：

文本自以出自书生，每怀撝损。平生故人，虽微贱必与之抗礼。居处卑陋，室无茵

褥帷帐之饰。事母以孝闻，抚弟侄恩义甚笃。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

是时，新立晋王为皇太子，名士多兼领宫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摄。文本再拜曰：“臣以

庸才，久逾涯分，守此一职，犹惧满盈，岂宜更忝春坊，以速时谤！臣请一心以事陛

下，不愿更希东宫恩泽。”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参东宫，皇太子执宾友之礼，与之答

拜，其见待如此。俄拜中书令，归家有忧色，其母怪而问之，文本曰：“非勋非旧，滥

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亲宾有来庆贺，辄曰：“今受吊，不受贺也。”又有

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关，畴昔之望，不过秘书郎、一县令

耳。而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何得更

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14]

文本的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基本上是遵循着儒家文化传统。《晏子春秋·杂篇下》曰：

“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
[15]

 为政的根本就在于清正廉明，这不仅是从政

之本，也是人生立足的根基。文本“居处卑陋，室无茵褥帷帐之饰”的节俭，对母亲的孝

敬，对弟侄的恩义，尤其是对位高责重的忧惧，对自己身份的自知之明等等，均源于儒家

思想的指导。《论语·为政》云：“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



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16]

 《论语·颜

渊》又云：“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17]

 孔子教导子张，如果要

做官求禄，就必须慎言、慎行。同时居官要勤奋，千万不能懈怠。文本言行一致，是儒家

思想的忠实践行者。其实，早在春秋时代的楚国就有了他效法的榜样，如令尹子文、孙叔

敖就是廉政勤政的典范。《战国策·楚策一》中记载莫敖子华之语：“昔令尹子文，缁帛

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朝不谋夕，无一日之积。故彼廉其

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
[18]

 孙叔敖更是为官清正廉洁的典范。《列子·说符》记载

他与狐丘丈人对话言：“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

博”，
[19]

 他是切实将自己的语言付诸行动的，身为令尹，轻车简从，吃穿简朴，妻儿不

衣帛，马不食粟。病逝后，家徒四壁，儿子穷得穿粗布破衣，靠打柴度日。故《史记·循

吏列传》将其名列第一。文本谨言慎行，清廉正派的为官之道应该与他从小生活于楚地，

深受令尹子文、孙叔敖的影响有关。这为其同样身为宰相的侄子岑长倩与孙子岑羲所不及

之处。到岑羲为相时，已是威威赫赫的钟鸣鼎食之家，岑氏兄弟子侄数十人都官居要职的

权势之门。岑参《感旧赋》描绘其家族鼎盛状貌云：“朱门不改，画戟重新；暮出黄阁，

朝趋紫宸；绣毂照路，玉珂惊尘。列亲戚以高会，沸歌钟于上春。无小无大，皆为缙绅；

颙颙卬卬，逾数十人。”
[20]

 岑羲当时已有预感道：“物极必反，可以惧矣！”然而，他

并未因此及时退步抽身，反而仿武则天故事，参与太平公主谋害睿宗太子李隆基的政治斗

争，结果事情败露，身死家灭。这也是一生谨言慎行的岑文本所未能预料的家族悲剧与政

治悲剧。

当然，文本的政治智慧与其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仔细观察与深刻体悟不无关系。马周是李

世民时代为贞观年间的政治改良乃至“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延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重要政

治家。岑文本对这位同事非常佩服，据《唐语林·政事上》记载：“岑文本谓人曰：‘吾

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榷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亦不可减。

听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苏、张、终、贾，正应尔耳。”
[21]

 但马周为人极其谨慎，其

行文气势并不同于苏、张、终、贾，史称他临终前，索取所撰“陈事表草”一帙，手自焚

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弗为也。”这也大概就是文本与马周相同最

似之处，有鉴于魏征“谏诤言辞”引起太宗不悦而累及子孙之事，洞察政治生活的智慧使

文本更多地选择了谨慎行事。

 

结  语

 

一代名相岑文本早已在一千三百多年前退出历史舞台，但他出色的文采、爱民的心

思、高尚的品德与杰出的政治智慧，已形成了激励人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当时唐太宗评

价岑文本说：“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纵有病疾，犹自勉强。公

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真成公雅志，亦欲以为一代楷模。”
[22]

 刘昫《旧唐书》

本传说：“文本文倾江海，忠贯雪霜，申慈父之冤，匡明主之业，及委繁剧，俄致暴终。

《书》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所谓忧能伤人，不复永年矣。洎羲而下，登清要者

数十人。积善之道，焉可忽诸？”
[23]

 唐太宗从政治的角度说他身居富贵，能知止足，并充

分肯定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说他能识大体，确有大唐宰相风度，因此成为一代

楷模。刘昫充分肯定文本“文倾江海”的才华，赞颂他为父尽孝，“忠贯雪霜”而又广积

善行的高尚品德，以及勤政廉政，匡扶明主之业的能力与谋略。他们两人的评价基本上比

较中肯，也为后人所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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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岑氏郡望为河南南阳。岑氏本为周朝姬姓，以国名为氏。据宋代郑樵《通志·氏族略第二》记载：“《吕氏春

秋》云，周武王封周文王异母弟耀子渠为岑子，其地梁国岑亭是也。子孙以国为氏。”（郑樵《通志》，王树民点校，中

华书局，第52页。）此为宋人说唐话，“梁国岑亭”的梁国当指隋末唐初的梁国。唐代张景毓《县令岑君德政碑》云：

“（岑）君名植，字德茂，南阳棘阳人也。其先出自颛顼氏，后稷之后，周文王母弟辉。克定殷墟，封为岑子。今梁国岑

亭即其地也，因以为姓。代居南阳之棘阳。”（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百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5

页。）此碑乃唐景龙二年（708）刻，张景毓撰文，释翘微书。“今梁国”即指隋末唐初之梁国。另外此文记载周文王母

弟是“辉”而不是“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亦云：“岑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异母弟耀子渠，武王封为岑子，其地

梁国北岑亭是也。子孙因以为氏，世居南阳棘阳。”（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七二中，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年版，第271页。）“岑氏，古岑子国之后，汉有岑彭。”（应劭《风俗通义》，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

528页。）到梁代，其祖父岑善方（官至吏部尚书）时，更家江陵。岑善方乃东汉征南大将军岑彭之后，更家江陵的原因

虽然文献失载，当与岑彭当年曾屯军江陵津乡不无关系。“《郡国志》，南郡江陵县有津乡。贤曰：所谓江津也。”（冯

惠民编《通鉴地理注词典》，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326页。）清代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亦云：“案：《续

志》南郡江陵有津乡。”钱林书的《续汉书·郡国志汇释》辨云：“《岑彭传》：彭屯津乡，当荆州要会。《江水注》：

江水又东过枝江县南。注县西三里有津乡，春秋巴人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应劭云：南郡江陵有津乡，今则无闻

矣。郭仲产云：寻楚御巴人，枝江是其涂便，此津乡殆即其地也。案本志津乡在江陵，盖从应说。核其地望，郦为翔实，

彭屯军处即此。”（钱林书《续汉书·郡国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页。）到隋代，岑文本的父亲

岑之象仍然是定居荆州江陵。因此注定了岑文本一生与荆州江陵岑河的特殊关系。（参见陈礼荣先生《岑参的籍贯家世与

岑河地望溯源》一文）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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