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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卷首語　　開元天寶時期歷來被稱?中國古代的黃金盛世，而安史之亂又賦予它一個非同尋常的結
尾，成?唐代由盛轉衰的轉捩點。
對於始終處於這個時代風口浪尖上弄潮的唐玄宗李隆基，歷來雖然褒貶不一，但對他在造成安史之亂
上所負的歷史責任，史家卻沒有多大分歧。
《舊唐書．玄宗紀》史臣曰歸之於「用人之失」，范祖禹在《唐鑑》中則歸之於「置相非其人」。
而歐陽修在《新唐書．玄宗紀》贊中則認定是「敗以女子」，似乎是重談了「女禍」的老調。
看其下文：　　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
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
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
可不慎哉！
可不慎哉！
　　歐陽修並沒有把責任完全推到楊玉環身上，而是歸之於皇帝的「侈心」，實際上是企圖從皇帝本
人身上探尋一代盛衰治亂的終極原因，得出必要的歷史教訓，以貽示後人，其用心亦可謂良苦。
　　唐玄宗多姿多彩、起伏跌宕的一生，不僅是歷代史家思考的問題，也是當時公?議論的熱點。
唐人元稹在〈行宮〉一詩中寫道：「寥落故行宮，宮花寂寞紅。
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由於唐代文化開放，環境寬鬆，誠如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卷二中所說：「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
當時事直詞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也不以?罪。
」這就使詩人文士寫玄宗的野史傳說、趣聞逸事幾成風氣。
在?多的相關作品中，最?著名的當數白居易的〈長恨歌〉。
〈長恨歌〉開篇「漢皇重色思傾國」就點出了譴責的主題，但在客觀上，詩人把唐玄宗與楊玉環的愛
情寫得纏綿悱惻，感人至深，從而使唐玄宗在人們心目中成?對愛情忠貞不渝的象徵，淡化了對他的譴
責。
唐玄宗傑出的藝術才能和對發展唐代樂舞的巨大貢獻，使戲曲藝人把他推?梨園祖師，不僅給他戴上了
藝術家的桂冠，而且尊奉他?戲曲藝術之神，加以頂禮膜拜。
從這些情況看，在民間，對唐玄宗更多的是寬容，他的形象更多的是一位風流皇帝，而不是一個聖明
或昏聵的皇帝。
　　然而，唐玄宗畢竟是一位影響中國歷史發展長達半個世紀的皇帝；儘管這半個世紀是以戰亂的噪
聲戛然而止，但它的主旋律是生動歡樂、富麗輝煌的，是一段充滿魅力的華彩樂章，給人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因此，唐玄宗的功罪是非到底應該怎樣評說，他的一生行事又給我們一些什?樣的?示，與他相關的許
多歷史人物應該怎樣評價，人們已經不能滿足於歷代史家的評說、文士的詠寄和民間的傳說，需要做
出新的探索。
我們這本小書，就是諸多探索中的一種。
　　這本小書，成稿於二十年前。
當時，我們都對唐玄宗及其時代感興趣，常在一起「閒坐說玄宗」。
後來，在《隋唐歷史文化叢書》主編張玉良、胡戟二位先生的鼓勵和督促下寫成此書，並於一九八九
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書中一—十三、十五、十七諸節由閻守誠執筆，十四、十六、十八—二十四諸節由吳宗國執筆，閻守
誠對全書進行了加工整理。
　　使我們感到欣慰的是，二十年來，讀者沒有忘記我們的這本小書，韓國的學者還把它譯成韓文，
作?學生的輔助教材。
現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和劉方女士又給了這本書再版的機會，在此，我們深表謝忱。
　　雖然這些年來，關於唐玄宗及其時代的研究有了不少的進展，但我們在這本小書中所持有的對相
關人物和事件的基本看法，並沒有變化，因此，我們沒有進行大的改動，只在個別地方做了一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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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修改。
回憶我們寫作的初衷，是想在《隋唐歷史文化叢書》要求的有限篇幅（一般十五萬字，最長不超過二
十萬字）內，勾勒唐玄宗一生的大致輪廓，並陳述我們對一些相關問題的看法，應該說，沒有涉及的
問題還不少。
我們所寫內容力求做到務實求真、深入淺出，既有學術性，也有可讀性；既能面對專家學者，也能面
對一般史學愛好者。
本書是否有悖我們的初衷，歡迎大家提出寶貴的意見，但也希望對它不要求全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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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武則天：「真被妳打敗！
」唐高宗：「孩子！
你比我還行！
」因為唐玄宗和楊貴妃，改寫了唐朝的命運歷史把他們給大大記下一筆！
他通曆象、精技藝、惜才用賢他雄才大略，他開創大唐盛世從開元之治到安史之亂 ⋯⋯由興盛而衰敗
⋯⋯風流多情的 唐玄宗 何以愛美人、亂江山？
讓男人又愛又恨、女人又嫉又羨集萬千寵愛的 楊貴妃 為何落得 此生有盡，長恨綿綿？
唐史上一代明皇唐玄宗，一生功與過、是與非的真相重現中國歷史上最多采多姿的帝國盛世！
是玄宗造就了開元盛世？
還是開元盛世成就了玄宗？
唐玄宗是中國古代最輝煌時期的皇帝，他在位的開元天寶時期幾乎是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徵：政治清明
、經濟發達、國庫充盈、疆土宏大、百姓安居、歌舞昇平。
他是盛唐天子，在風雲詭譎的宮廷鬥爭中殺出一條血路，締造了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開元盛世。
他是風流皇帝，曲折纏綿的愛情美麗得讓人忽視了所有倫理的束縛，一首〈長恨歌〉成為多少戀人吟
唱不絕的悠悠戀曲。
但到了後期，他竉愛楊貴妃、重用奸臣、政治腐敗，終於爆發了安史之亂，唐代從此由盛轉衰。
唐玄宗為唐朝的繁榮起過大作用，但晚年也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他的功過應該怎樣評說，他的一生
行事又給我們一些什麽樣的啓示，看完《唐恨》答案自然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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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閻守誠 　　1942年6月出生於廣西桂林，祖籍山西五台。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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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中國人口史》、《危機與應對︰自然災害與唐代社會》（主編）等。
 吳宗國 　　1934年出生於南京，祖籍江蘇如皋。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研究隋唐史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
著有《唐代科舉制度研究》、《隋唐五代簡史》、《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主編）、《中國古代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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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四、張九齡與李林甫　　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十月初二日，京師長安發生了震級不算很高
的地震，似乎是在輕輕召喚已經離開它兩年零十個月的遊子歸來。
也實在是巧合，就在這一天，玄宗改變了來年二月西返的決定，提前離開了洛陽。
　　不想這一去竟是永別東都。
儘管開元二十六年玄宗還下過在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上作行宮的詔令，想為來往於兩都之間做好準備
，但事實上，玄宗再也沒有來過東都。
由於關中糧食問題已經解決，玄宗可以久居長安，不用再當「逐糧天子」了。
除華清宮和長安城郊的苑圃，他甚至連長安城也沒有遠離過。
　　十月二十一日，玄宗回到長安。
回到長安不到一個月，他對宰相人事做了重大的變動。
十一月二十七日，侍中裴耀卿為尚書左丞相（左僕射），中書令張九齡為尚書右丞相，並罷知政事，
解除了他們的宰相職務。
兵部尚書李林甫兼中書令，殿中監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從此，李林甫掌握中樞大權達十六年之久。
　　張九齡的下臺和李林甫的上臺都不是偶然的。
　　張九齡是韶州曲江（今廣東韶關市）人，進士出身，又應制舉登第。
以文學為張說所親重，張說常對人說：「後來詞人稱首也。
」曾不止一次向玄宗推薦他堪為集賢院學士，以備顧問。
　　張說死後，張九齡服母喪尚未期滿，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就被重新任命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
事。
第二年四月，遷中書令，成為朝政的主要執掌者，首席宰相。
　　玄宗欣賞張九齡的器識、文辭和風度，曾經對侍臣說：「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
朕終身事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
」早朝時玄宗見張九齡風威秀整，異於百官，對左右說：「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
」後來用人時也常問：「風度得如九齡否？
」但對九齡事事固執己見，卻是越來越不耐煩了，玄宗要以李林甫為宰相，張九齡薄其無文，對玄宗
說：「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
」　　張守珪調任幽州節度使後，大破契丹，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迅速扭轉了東北邊的緊張形勢
。
玄宗欣賞張守珪的才幹，欲任為宰相。
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
」不同意玄宗的意見。
玄宗退而求其次，欲「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
張九齡也以「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而加以反對。
　　在討擊奚、契丹時，安祿山恃勇輕進，為敵人所敗。
玄宗惜安祿山之才，免其死罪，「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
張九齡也以「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
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而固爭。
　　玄宗欲廢太子瑛，張九齡對玄宗說得就更難聽了，使玄宗表現了明顯的不快。
　　在玄宗和張九齡君臣的衝突中，除了太子問題外，都是圍繞著獎勵軍功、重用吏幹之士進行的。
隨著邊疆形勢的變化和社會矛盾的發展，玄宗的注意力越來越轉移到邊事和現實問題的解決上。
張九齡的意見雖然不是每次都被玄宗拒絕，但他們在政事上的共同語言越來越少了。
　　這樣的爭論，一次比一次激烈，隨著爭論的逐步升級，張九齡作為首席宰相中書令的權力也在逐
步滑失。
張九齡以其文人的敏感，深深感到自己地位的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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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元二十四年夏他借玄宗賜宰相白羽扇的機會，作〈白羽扇賦〉獻給玄宗，最後寫道：「縱秋氣
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玄宗看到後，敕報曰：「朕頃賜扇，聊以滌暑⋯⋯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棄揖篋笥，義不當也
。
」　　表示對張九齡沒有棄而不用，要他不要多心。
八月初五日玄宗過生日，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獨獻《千秋金鏡錄》五卷，要玄宗以歷代興亡為鑑，
玄宗也賜書褒美。
　　玄宗對張九齡老是反對他的意見雖然有些厭煩，對李林甫的信任也在迅速地增加，但還沒有把張
九齡一腳踢開的意思。
他還是想把開元九年召回張說後同時任用文學之士張說和吏幹之士宇文融這樣兩套人馬的格局保持下
去。
　　開元二十四年十月回到長安後，玄宗欲以曾在河西頗有建樹的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為尚書。
牛仙客，涇州鶉觚（今甘肅靈臺）人，初為縣小吏，後以軍功吏幹，由州司馬而節度判官，蕭嵩為相
時薦為河西節度使。
　　仙客在軍，清勤不倦，倉庫盈滿，器械精良。
玄宗派人核查後，對他甚為讚賞，欲任命為尚書，張九齡反對；欲加實封，張九齡還是反對。
李林甫乘機對玄宗說：「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
九齡書生，不達大體。
」　　玄宗聽後很高興，第二天又對張九齡提及要給牛仙客加實封。
張九齡固執如初。
玄宗大為惱怒，變色道：「事總由卿？
」（什麼事情都要依著你嗎？
）並責問說：「卿以仙客無門籍耶？
卿有何門閥？
」張九齡慌忙回答說：「臣荒徼微賤，仙客中華之士。
然陛下擢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河湟一使典，目不識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
」下朝後，李林甫對玄宗說：「但有材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
」經李林甫這麼一說，玄宗不顧張九齡的反對，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賜牛仙客爵陝西縣公，食封三百
戶。
四天後，二十七日以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裴耀卿、張九齡同時罷相。
　　這次人事上的變動和開元十四年四月崔隱甫、宇文融、李林甫共同奏彈張說，把張說拉下中書令
的位置頗有一些類似。
不同的是那一次是雙方各為朋黨的結果，玄宗對兩派全都斥而不用。
而這一次，李林甫立即被任命為中書令，執掌了政府大權。
這是文學和吏治兩派大臣長期鬥爭的結果，也是當時政治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所謂文學，如前所述，指進士和其他科舉出身，長於文學之士；吏治，指長於吏幹，富有解決實
際問題能力的人才。
他們之間的鬥爭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玄宗即位後姚崇和張說之間的矛盾雖然是圍繞著穩定皇位展開的，但已隱藏著文學、吏治之爭的
萌芽。
在以前，兩派的鬥爭中，大多是圍繞某一具體政策或政治措施如括戶之類進行的，皇帝還凌駕於兩派
之上，處於超然的地位。
　　而這一次，鬥爭不僅在李林甫和張九齡之間進行，而且皇帝也直接成為衝突的一方。
鬥爭的內容也不僅和人事安排有關，而且直接和用人標準聯繫起來。
　　在是否提拔和重用牛仙客的爭論中，玄宗提出了「有無門閥」這個南北朝沿襲下來的傳統的用人
標準。
這主要是為了堵張九齡的口，在實際用人中他並沒有按這個標準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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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九齡提出文學，李林甫提出材識，其實是正在發展的才學標準的兩個方面，本來是不矛盾的，
而張、李卻各執一端，恰恰反映了當時官吏素質上的缺陷和官僚隊伍中的一些內在矛盾。
　　張說、張九齡雖然由文學、科舉出身，但由於他們是在武則天時期培養和選拔出來的，而當時僅
有文學而無政事是很難擠進高級官僚隊伍的。
因此，他們除了具有卓越的文學才能，同時也具有經世治國的政治才能。
　　張說不僅是一代文宗，而且出將入相，對政事和軍事都很熟悉。
張九齡雖然在總體素質上已不如張說那樣能文能武，但還是具有獨立的政治見解。
而開元時期科舉出身的文學之士，由於玄宗粉飾文治，由於張說提拔文士，其中一些人即以文學才能
而做到中書舍人一類的高官。
　　因而「掌綸誥」。
替皇帝起草詔敕，便成為文士最大的榮耀和最後的歸宿。
開元二十三年孫逖掌貢舉，「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
逖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
　　張九齡也是以「踐臺閣，掌綸誥」來作為自己擔任宰相的同義語。
在這樣的風氣下，一般文士雖然具有文學才能，但是他們「以聲律為學，多昧古今」；「六經則未嘗
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
不學習儒家經典，歷史知識也很貧乏，對於政事就更不那麼內行了。
而開元中期以後，政事日益紛繁，邊疆日益緊張，制度需要不斷調整，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
　　這些又是大多數文學之士不願也無力解決的。
這不僅是由於他們的素質，而且是因為他們代表了那些在唐朝興起、並已取得了政治經濟權勢的上層
地主官僚。
　　他們不僅要求在農村繼續實行高宗、武則天以來的放縱政策，而且反對一切損害他們政治經濟利
益的政策和措施。
張說反對過括戶，張九齡曾請不禁私鑄錢，而對一切具有變革舊制意義的措施，他們也都採取消極態
度。
這樣，把開元中期開始的各項變革繼續下去並加以總結、規範的任務便歷史地落到了以李林甫為代表
的吏治派官吏身上。
　　李林甫是李唐宗室，門蔭出身。
開元初先後為太子中允（正五品下）、太子諭德（正四品下），後為國子司業。
開元十四年宇文融引為御史中丞，共同傾倒了中書令張說。
正是在文學和吏治兩派官吏的鬥爭日益激化的情況下，李林甫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開元二十年前後，李林甫由刑部侍郎遷吏部侍郎，協助宰相兼吏部尚書裴光庭行用循資格。
當時通過流外入流和各種途徑獲得做官資格的達兩千餘人，而每年需要補充的官吏在六百人上下，因
此，得到一個官職是很不容易的，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
　　即使做了官，升遷也很困難，很多人老於下位。
針對這種情況，裴光庭奏用循資格，規定各級官任職期滿後，需過一定年限，即若干選才能再到吏部
應選，一般都可獲得官職並按年資逐步升級。
這對於才俊之士固然是一種限制，但對長期得不到官職或沉滯下位的一般官吏，卻是一種福音。
因此李林甫繼續行用循資格，自然得到廣大中下級官吏的支持，這就奠定了他日後大展宏圖的基礎。
　　在吏部侍郎任期內，李林甫「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玄宗把他提升為黃門侍郎。
開元二十一年五月，又任命他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與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並為宰相
。
李林甫擔任宰相職務後，在由東都返回西京、太子廢立，特別是獎勵軍功、重用吏幹官吏等一系列重
大政治問題上都支持了玄宗。
因而最後玄宗拋棄了張九齡而選中了李林甫去繼續進行各項制度的變革，並將之穩定下來。
　　李林甫擔任中書令後，《舊唐書》說他「每事過慎，條理眾務，增修綱紀。
中外遷除，皆有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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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也說，李林甫引牛仙客為相，牛仙客「唯諾而已。
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
在財政、軍事、政治制度、選舉制度以及法律制度等方面，他協助玄宗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 
財政上，簡化度支旨符；把地稅、戶稅新的徵收辦法從法律上肯定下來；進一步推行折納制度。
　　　　唐初以來，每年的租稅雜支均由戶部度支司造為旨符，即當年的徵稅辦法，發到州縣及諸司
，僅紙張即需五十萬張。
百司抄寫，事甚勞煩，而且輕重不等，又沒有定額，地方官也很容易從中搗亂。
開元二十四年，李林甫在與諸道採訪使和各州朝集使商量後，奏請取消了一些不穩便於民、非當地所
出的項目，將各州每年應支物數修為長行旨條五卷。
這樣尚書省有關部門每年只要根據旨條規定的數額頒行，每州只需一兩紙，大大簡化了手續。
玄宗批准了這個建議。
　　地稅、戶稅唐初即開始徵收。
地稅原來是作為義倉用，畝納兩升後來改為按戶等徵收，上上戶也只收五石。
戶稅主要用於官吏祿錢和官府開支，還沒有成為定制。
隨著土地集中和地主經濟的發展，為了增加國家收入，開元二十五年確定，王公以下每年按照所種土
地，畝稅兩升；狹鄉按戶籍上登記的土地徵收，寬鄉根據登記每戶實際耕種土地的青苗簿徵收；商賈
及無田戶仍按戶等徵收。
　　這樣不僅擴大了地稅的負擔面，而且也增加了地主向國家交納地稅的數量，從而增加了國家粟米
的收入。
按戶稅錢也同時確定下來，三年一大稅，共約一百五十萬貫，每年一小稅，共約四十萬貫，以供軍國
、傳驛及郵遞之用。
每年又別稅八十萬貫，以供州縣官之月料及地方政府的開支。
　　折納制度南北朝時期就實行過。
唐朝在武則天時期也在江南實行納布代租。
中宗以後，又把義倉之粟變米納京師，叫做變造。
開元二十五年，根據關中地區農業生產有所提高以及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唐政府進一步調整
各地折納的實物，規定：江南諸州租，並回造納布。
關內各州庸調資課所收絹、錢，根據時價變粟取米送京，路遠的則就地收貯以充隨近軍糧。
河南、河北有不通水運州，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
唐初以來，實行於江淮一帶的折納制度，進一步在關中、河南和河北部分州縣推廣。
　　二、軍事上，最後完成了由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轉變。
　　開元十年，張說建議改革兵制。
當時，只完成了京師的衛戍由府兵改為募兵的工作。
到李林甫為相時，開元二十五年五月，玄宗「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使，各量軍鎮閒劇審利害，計兵
防健兒等作定額，委節度使放（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願充健兒長任邊軍者，每
歲加於常例，給田地屋宅。
務加優卹，使得存濟。
　　每年逐季本使具數報中書門下，至年終一時錄奏」。
這樣就開始了邊防戍兵由府兵輪番擔任向募兵充任的轉變。
根據敕令要求，這項工作，一是確定各軍鎮的兵員；二是在原有的鎮兵和邊地的客戶中招募壯丁長期
充當邊兵。
對於征行人來說，主要是由他們自己決定自己的去留，對於客戶來說，則是通過從軍尋找一條新的謀
生之路。
　　經過不到八個月的工作，開元二十六年正月詔：「朕每念黎甿，疲於征戍⋯⋯所以別遣召募，以
實邊兵，賜其厚賞，便令長往。
今諸軍所召人數向足，在於中夏，自可罷兵，既無金革之事，足保農桑之業。
自今以後，諸軍兵健並宜停遣，其現鎮兵並一切放還。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恨-唐玄宗的真相>>

」邊鎮兵由府兵轉變為募兵的工作告一段落。
從開元十一年招募長從宿衛充禁軍開始的由徵兵制向募兵制的過渡，至此基本完成。
　　根據這上述詔書，內地不再向邊地遣送鎮兵。
同年編撰完成的《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兵部郎中條注中也說：「是後，州郡之間永無征發之役
矣。
」這只是制度初定時的一種理想罷了。
　　此後，安西、河西、幽州、朔方等鎮的兵健確是就地招募，其中包括相當數量的胡人。
但隴右等邊鎮地區人口稀少而兵額甚多，因此仍需從山東地區徵派。
　　二十九年詔中就提到，「諸軍行人，皆遠離鄉貫」。
〈天寶八載冊尊號赦〉更明確提到，「其百姓有頻經征鎮者，以後差點之次，不在取限」。
杜甫〈兵車行〉：「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則形象地說明直到天寶後期，從內地遣人戍邊還在繼續進行，並且是強制性的。
　　《資治通鑑》卷一二五天寶四載記載：「舊制，戍邊者免其租調，六歲而更。
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
王鉷志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為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並徵三十年者，民無所
訴。
」《資治通鑑》所說的舊制，不是唐初府兵征行時的舊制，而是開元二十六年諸軍兵健並宜停遣以後
實行的制度。
　　戍邊者六年一更，免其租調，這與唐初府兵戍邊有很大不同，他們不再需要自備兵甲衣糧，而由
國家發給糧餉。
因此，從兵役制度來說，這是從徵兵制轉變為募兵制的重要環節。
　　從軍人的身分來說，他們雖然是由徵發而來，還不能算是募兵，但多少已具有職業兵意味。
這種轉變，無論是從軍隊性質的變化，還是糧餉全部由國庫支出，其影響都是深遠的。
　　府兵制到天寶年間，「日益墜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六馱馬牛、器械、糗糧，耗散
略盡」。
「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折衝府已變成有名無實的空架子。
　　募兵制在京師宿衛和戍邊中已推行完成。
所以，李林甫於天寶八載（七四九）五月初十日，「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雖然折衝、果毅等府兵的官吏還存在了一段時間，但府兵的活動至此結束。
可以說，兵制的改革，始於張說而終於李林甫。
　　三、法律上，完成律令格式的修訂。
　　律令格式的修訂完成是開元二十五年的又一件大事。
開元以來制度上的各項變化次第完成，玄宗急於從制度上把這些變革固定下來，把秩序安定下來。
　　當他聽說京城囚徒只有五十人，「怡然有喜色」。
大理少卿徐嶠上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人，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
其樹。
」玄宗以宰相燮理，法官平允之功，封李林甫為晉國公，牛仙客為邠國公，刑部、大理官賜絹兩千匹
。
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舉動，反映了玄宗當時的理想和追求。
九月，律令格式修訂完成。
　　唐朝的律令格式自武德七年（六二四）三月頒行後，除了格式或令格式的修訂外，律令格式同時
修訂先後有貞觀十一年（六三七）、永徽二年（六五一）、垂拱元年（六八五）和開元七年（七一九
）四次。
開元二十五年這一次，由李林甫、牛仙客共加刪輯，總七○二六條，其中一二三四條於事非要，並刪
之；二一八○條隨文損益，三五九四條仍舊不變，總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
十卷。
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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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是相當大的，說明還是力圖使律令格式適應社會的變化。
　　按唐律原為五百條，唐令原為一五九○條，這次刪改的共為三五○四條。
修訂後，律仍為五百條，修訂的僅少數幾條。
令也沒有太大的變動。
　　刪改的大多為格、式。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令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的變化，如賦役令；有的令已經完全和實際情況脫節，
如田令、宮衛令、軍防令，但在開元二十五年修訂完成的令中卻沒有反映出來，令文基本是一仍其舊
。
　　這樣，就給唐的律令體系造成一個巨大的內在矛盾，令文與現實脫節，令文不能嚴格執行。
這也勢必造成令的重要性越來越低，而格式的重要性越來越大。
　　唐朝令以設範立制，是規定各項國家基本制度的，不輕易做變動。
作為各部門辦事規程和工作條例的格、式，則是可以隨時修改的。
　　對令不作大的修改表明，儘管此後制度的變化仍在繼續，但是，拋棄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做法
至此已告一段落。
表明玄宗甚至寧可使某些制度成為具文，也不願實行更加徹底的變革。
　　事實上，有些制度基本已經到頭了，如兵役制度。
有些制度，如賦稅制度，儘管從發展趨勢來看，還需要繼續前進，但從當時情況來看，它已經達到了
地主官僚們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再前進，就會超出他們的承受能力。
　　而原來的租庸調制，也還沒有超出農民的最大承受能力。
通過唐政府每鄉根據具體情況免除三十丁的租庸，以及農民逃亡成為客戶或自行開荒等方法的調節，
一時間也不至於鬧出大亂子。
開元、天寶之際社會是相當安定的。
這是玄宗上述做法的客觀基礎。
　　四、政治制度上，集權和分權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開元十一年張說為中書令，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列吏、樞機，兵、戶、刑禮五房於其後，分
掌庶政。
宰相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
決策權和行政權都集中到中書門下，三省制的格局徹底破壞，執政事筆的中書令的地位進一步提高。
　　但是，由於新的中樞制度尚不完善，加上傳統的影響，文學、吏治並用的用人格局，中書令並沒
有大權獨掌，宰相共掌朝政的局面迄張九齡下臺，一直沒有改變。
　　而到李林甫任中書令後，宰相減為兩人，權力集中到侍中和中書令，主要是作為中書令的李林甫
手中。
開元二十七年（七三九），以牛仙客為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甫為吏部尚書兼中書令，總文武選事。
文武官吏的任免大權都集中到宰相手中。
這是前所未有的，也從一個側面反映集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相反，在地方上，卻給予開元二十二年設置的採訪處置使以越來越大的行政權力。
採訪處置使不僅有權與刺史商定開倉賑給等事務，不需事先奏報，而且對於犯有貪贓等罪的刺史可以
停止其職務，並派人代理。
這對於加強對地方官吏的監督和管理，及時解決地方事務都有積極意義。
　　李林甫走上權力之巔後，為鞏固自己的地位，排斥打擊那些受到玄宗賞識並有可能入相的人，並
利用玄宗疑忌太子的心理，興起了幾次大獄。
　　他為了自專大權，蔽塞皇帝耳目，打擊上書言事者。
諫官補闕杜璡上書言事，被出為縣令。
據說他還曾招集諫官們談話：「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瑕，烏用多言！
　　諸君不見立仗馬乎？
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
悔之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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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大大加強了宰相的威勢。
過去宰相隨從不過數人，士民不需要避道，李林甫為相後，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前面還有金吾
衛的將士在數百步外靜街，路上的公卿、行人都需要走避。
　　李林甫任中書令達十六年之久，由於處處順從玄宗的意旨辦事，因此深得玄宗信任，「悉以政事
委林甫」。
而林甫在政務的處理上，也能做到「每事過慎，條理眾務，增修綱紀」；「動循格令，衣冠士子，非
常調無仕進之門」。
就連把李林甫列入〈奸臣傳〉的《新唐書》也不得不承認他「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格令持之
，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人憚其威權威權。
」他死後，楊國忠誣陷李林甫與突闕阿布思謀反，《舊唐書》說：「天下以為冤。
」說明當時不僅是「朝野側目，憚其威權」，而且因其業績，確實享有相當高的威望。
　　總之，在玄宗重用李林甫主持朝政期間，對各項制度繼續進行調整。
經濟持續發展，邊防得到加強，唐王朝的繁榮昌盛達到了頂點。
玄宗和李林甫把中樞機關和宰相的權力集中到那樣的高度，這在一個時期內固然可以提高效率；但是
，若是換一個無力駕馭這套機構的人，或者形勢突然發生變化，都可以使整個統治機構失靈。
　　而閉塞言路，獨斷專行，改變了唐初以來兼聽納諫、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的決策機制，更使得決
策發生重大失誤成為必然。
　　後來為了加強邊防，又不斷擴大邊地節度使的權力，改變了內重外輕的軍事布局，而又失於措置
，沒有採取任何防範措施。
這又在統一王朝的基礎下埋下了一顆巨大的定時炸彈。
只要碰到合適的條件，立即就會炸毀統一王朝的大廈。
天寶時期繁榮昌盛的背後隱伏著的這三個巨大的危機，終於導致了唐王朝的中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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