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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柳公權年譜1 

 

年代 西元 生平與作品 歷史 藝術與文化 

唐代宗 

大曆十三年 

778 

一歲 

柳公權出生於

官宦之家。祖父

柳正禮，京兆華

原人（今陜

西），曾任邠州

士曹參軍。父子

溫，丹州刺史。

卒贈尚書右僕

射。伯父子華累

遷池州刺史、檢

校金部郎中。 

吐蕃侵擾邊疆。日本遣布

勢清直等送唐使回，是為

第十六次遣唐使。 

徐浩（季海）76 歲（703--）

顏真卿（清臣）70 歲

（709--），時官刑部尚

書。 

韓滉（太沖）56 歲（723--）。

懷素（藏真）54 歲（725--）。

杜佑（君卿）44 歲

（735--）。 

李吉甫（明敡）21 歲

（758--）。 

裴度（中立）14 歲（765--）。

柳公綽（起之）11 歲

（768--）。 

（知大柳公權十歲） 

韓愈（退之）11 歲（768--）。

劉禹錫（夢得）7 歲

（772--）。 

白居易（樂天）7 歲

（772--）。 

柳宗元（子厚）6 歲。 

（773--）。 

沈傳師（子言）3 歲（775--）

大曆十四 

年 

779 

二歲 

 三月，汴宋節度使李忠臣

為麾下將族子李希烈所

逐，狼狽歸朝。李希烈遂

領淮西。五月，代宗崩（727

－）。太子李適即位，是為

德宗。十月，吐番、南詔

攻蜀，右神策都將李晟奉

詔赴蜀。 

牛僧孺（思黯）生。 

元稹（微之）生。 

賈島（浪仙）生。 

唐德宗 

建中元年 

780 

三歲 

 正月改元，改租庸調為兩

稅法。四月 

涇源稗將劉文喜據城叛。

 

                                                 
1尚子，《中國書法全集(27)‧隋唐五代‧柳公權》（北京：榮寶齋出版社），1997 年 3 月 1 版，頁

241。及張小庄，《柳公權》（台北：石頭出版有限公司）， 2005 年 1 月，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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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朱泚、李懷光討之。五

月將士殺劉文喜亂平。 

建中二年 781 

四歲 

 正月承德節度使李寶臣

死，其子惟岳匿喪詐偽託

李寶臣七表求襲，德宗不

許。二月振武軍軍亂，節

度使彭令芳、監軍劉惠光

因苛虐貪婪被殺。 

五月李惟岳與魏博節度使

田稅，淄青節度使李正以

連兵拒命。六月山南東道

節度使梁崇義拒絕入朝，

六月詔淮西節度使李希烈

討之。七月，河東節度使

馬燧、昭義節度使李抱

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

李晟入破田悅於臨洛。平

盧節度使李正已死，子李

納請襲父位，德宗不許。

八月，李希烈破襄陽，梁

崇義自殺，准西兵入掠而

去。 

郭子儀卒（697－）。 

《大秦景教流行中國碑》

建立。 

建中三年 782 

五歲 

 閏正月，馬燧、李抱真、

李艽大破田悅軍於洹水。

朱滔、張孝忠破李惟岳於

東鹿。李惟岳為麾下將王

武俊所殺。七月，因接連

用兵，財政困難，詔向京

城富商借錢，民間騷然，

如遭寇盜。十一月，朱滔、

田悅、王武俊、李納稱王。

十二月，李希烈叛，自稱

天下都元帥、太尉、興建

王。 

徐浩（季海）卒（703－）。

建中四年 783 

六歲 

 正月，李希烈攻陷汝州、

鄧洲（治今何南鄧縣），截

斷南北交通。盧杞陷害顏

真卿，獻計使顏真卿宣慰

段秀實（成功）被朱泚殺

害（719－）。 

崔寧被誣殺（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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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希烈。真卿至許州（治

今河南許昌）被扣留。十

月，涇原兵五千東征京

師，因無犒賞而叛，德宗

倉皇逃至奉天（今陜西乾

縣）。叛軍擁朱泚（朱滔之

弟）為帥。朱自稱大秦皇

帝，改元應天。帶兵圍攻

奉天二十餘日。十一月，

李懷光朱泚，泚退回長

安。懷光頓兵不進，上表

言盧杞之罪惡。十二月，

貶盧杞為新州司馬。 

德宗興元元

年 

784 

七歲 

 正月改元。德宗在奉天下

罪己詔。赦李希烈、田悅、

王武俊、李納、朱滔罪。

田、王、李（納）、朱因此

取消王號，上表謝罪。李

希烈恃兵強財富，稱楚

帝，改元武成。朱泚未赦，

改號漢，稱漢元天皇。二

月，李懷光叛，德宗逃奔

梁州（今陜西漢中）。三

月，田承嗣之子田緒殺田

悅，歸朝廷。五月，李晟

收復長安。六月，朱泚敗

逃被殺。七月，德宗還京

師。忌諸將，以宦官竇文

場、王希遷分監神策軍左

右廂兵馬使。從此宦官專

典禁軍。 

顏真卿（清臣）在蔡州為

李希烈殺害（709－）。 

德宗貞元元

年 

785 

八歲 

 正月改元。大赦天下，德

宗欲起用盧杞，補闕陳京

等冒死諫之。四月，因連

年旱蝗，資糧匱竭，，欲

赦李懷光。李晟、馬燧諫

止之。七月，陜虢都知兵

馬使達奚抱暉鸩殺節度使

柳公綽年十八，應制舉，

登賢良方正、直言極諫

科，授祕書省校書郎（正

九品上）。 

懷素（藏真）卒（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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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勸，邀求旌節，且陰招

懷光部將為援。李泌單騎

入城撫慰，將士服從，抱

暉逃亡。八月，馬燧、渾

瑊等討李懷光，將士爭

鋒，李懷光自殺。 

貞元二年 786 

九歲 

 四月，李希烈為其將陳仙

奇毒殺，以陳仙奇為淮西

節度使。關中糧盡，禁軍

將變，適韓滉運米至。德

宗告太子曰：「吾父子得生

矣。」七月，吳少誠殺陳

仙奇，為李希烈報仇，自

為留後，朝廷許之。八月，

吐蕃大舉侵擾涇、隴、邠、

寧等州。九月，改神策左、

右廂為左右神策軍。吐蕃

侵擾，德宗將出避，大臣

進諫。李晟屢敗吐蕃。十

ㄧ月，吐蕃占鹽州。十二

月，吐蕃侵夏、銀、麟州。

 

貞元三年 787 

十歲 

 正月，李泌大敗淮西叛

卒。三月，擬與吐蕃和親，

解李晟兵權，加晟太尉、

中書令，留京師。五月，

侍中渾瑊與吐蕃會盟於平

涼川，為蕃兵所劫，僅以

身兔。六月，罷馬燧兵權。

八月、九月，吐蕃大舉侵

擾，俘掠邠、涇、隴等州

居民殆盡。 

韓滉（太沖）卒（723－）；

李德裕（文饒）生。 

貞元四年 788 

十一

歲 

 正月，改左右射生為左右

神威軍。福建兵亂，逐觀

察使吳詵。五月，吐蕃侵

擾涇、邠、寧、慶、鄜等

州，俘掠人畜萬計而去。

七月邠、寧軍亂，剽掠城

市。九月，吐蕃又掠鄜、

柳公綽復應制舉，再登賢

良方正科。制出，授渭南

尉。慈隰觀察使姚齊梧秦

為判官，得殿中侍御使。

冬，薦受開州刺史，人為

侍御史，再遷吏部員外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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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而去。十月，回纥上表

請改名回鶻，許之。吐蕃

發兵十萬侵蜀。 

貞元五年 789 

十二

歲 

 十月，韋皋遣將大破吐蕃

於雋州（治今四川西昌）

臺登谷。數年進復雋州之

境。瓊州自乾封年間（666

－667）被黎人所佔，至是

被唐軍攻拔。 

李泌(長源)卒（772－）。

貞元六年 790 

十三

歲 

 正月，詔出岐山無憂王寺

佛指骨迎置宮中，又送諸

寺供人瞻禮，費用巨萬。

回鶻與吐蕃屢戰屢敗。吐

蕃攻佔北庭都護府，安西

路絕。 

 

貞元七年 791 

十四

歲 

 四月，安南首領杜英翰起

兵為都護府，都護高正平

憂死，兵息。 

李賀（長吉）生。 

斐休（公美）生。 

貞元八年 792 

十五

歲 

 二月，襄州軍亂，掠府庫

民財殆盡。四月，陸贄拜

相。吐蕃侵靈州。六月，

吐蕃侵略涇州。八月，河

南、河北、江淮凡四十餘

州洪水，溺死者二萬餘

人。九月，韋皋攻維州，

擒蕃將論莽熱。 

。十一月，嚴震奏破吐蕃

於芳州。 

 

貞元九年 793 

十六

歲 

 正月，初徵茶稅，歲收達

四十萬緍。五月，韋皋遣

軍大破吐蕃，南詔異牟尋

遣使上表歸附唐朝。十二

月，宣武軍亂，逐節度使

劉士寧。 

李晟（良器）

卒（727－）。

魏莫（申之）

生。 

貞元十年 794 

十七

歲 

 正月，南詔王異牟尋與唐

使者於點蒼山神祠會盟，

與吐蕃絕交。三月，異牟

尋攻收吐蕃十六座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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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其王五人，降其民眾十

萬餘口。七月，汴州軍亂，

不勝而潰。欽州守鎮黃少

卿叛，陷欽、橫、潯、貴

等州。十二月，陸贄因進

諫而被貶為太子賓客。 

貞元十一年 795 

十八

歲 

 二月，裴延齡譖陸贄怨

望，貶贄為中州别駕。十

月，南詔攻佔吐蕃昆明

城。馬燧（洵美）卒（726

－）。 

 

貞元十二年 796 

十九

歲 

 四月，命沙門、道士加文

儒官討論三教。六月，以

竇文場、霍仙鳴為左右神

策軍護軍中尉，以宦官任

中尉統率神策軍，自此成

為制度。九月，吐蕃侵擾

慶州。 

 

貞元十三年 797 

廿歲 

 正月，吐蕃遣使修好，德

宗以吐番數負約，不受其

使。宦官以「宮市」（採購

宮中用物）為名敲詐勒

索，為京師大患。十二月，

徐州節度使張建封入朝，

力言其害。因戶部侍郎判

度支奉承宦官，故凡言宮

市之害者，德宗皆不聽。  

 

貞元十四年 798 

廿一

歲 

 五月，長武城軍亂，殺大

將，節度使韓全義踰城

走。都虞侯高崇文平之。

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統

軍，因禁軍禀賜豐厚，途

隸神策軍者至十五萬人。

九月，彰武節度使吳少誠

遣兵掠壽州 霍山，侵地五

十餘里，置兵鎮守。十月，

韓全義破吐蕃於鹽州西

北。明州鎮將栗鍠作亂，

苻璘（元亮）

卒。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柳公權年譜                                      

 181

殺刺史，攻陷浙東諸縣。

貞元十五年 799 

廿二

歲 

 二月，汴州軍亂，軍人殺

刺史陸長源，節度判官孟

叔度、丘穎，掠而食之。

栗鍠敗被斬。三月，吳少

誠攻唐州，殺監軍掠居

民。九月，吳少誠陷臨穎，

近圍許州。詔諸道出師鎮

討，然無帥統領，不戰而

潰。 

渾瑊卒（736－）。盧綸（允

言）約卒於本年前後（737

－）。陸長源（泳）卒。 

 

貞元十六年 800 

廿三

歲 

 二月，夏綏節度使韓全義

因出自禁軍，賂得宦官推

薦，為蔡州四面行營招討

使，統十七道兵討吳少

誠。五月，韓與吳少誠戰

於溵水南，大敗。徐州刺

使張建封死。軍亂，立其

子張愔為留後，許之。九

月，宥吳少誠。十月，吳

退回蔡州，上表待罪，詔

雪之，復其官爵。 

沈既濟卒（約 750－）。 

李說（岩甫）卒（800－）。

貞元十七年 801 

廿四

歲 

柳公權書《李說

碑》。說《舊唐

書》書作「悅」，

為河東節度

使，檢校禮部尚

書，太原尹兼御

史大夫，北都留

守。貞元十六年

（800）十月

卒。此為有明確

記載的柳公權

所書的第一塊

碑，今佚《金石

錄》謂此碑為文

五月，朔方邠寧慶節度使

楊朝晟死，朝廷命李朝采

為節度使，劉南金為副，

軍亂殺南金，擁軍馬使高

固為帥任之。七月吐蕃侵

略鹽、麟二州。九月韋皋

屢破吐蕃，圍為州及昆明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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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朝追建《寶刻

類編》記為貞元

十七年立。 

貞元十八年 802 

廿五

歲 

 西川兵大破吐蕃援軍，擒

大將論莽熱。圍為州及昆

明城不下。 

 

貞元十九年 803 

廿六

歲 

 四月吐蕃使者入貢。六月

以右神策軍中尉副使孫榮

義為中尉，與左軍中尉楊

志廉皆驕縱招權，依附者

眾。宦官之勢益盛。王叔

文之黨譖左補闕張正一等

結朋黨，逰宴無度。九月

皆坐貶遠徙。大旱歉收，

而租稅不免。十二月監察

御史韓愈上疏請緩徵租

稅，坐貶山陽令。 

杜牧（牧之）生。 

貞元廿年 804 

廿七

歲 

 四月昭儀節度使李長榮

死，德宗遣中使赴軍，以

手詔授本軍大將，軍士擁

戴者及授之。 

 

貞元廿一年 805 

廿八

歲 

柳公權於貞元

中書《唐贈越州

都督符元亮

碑》，符元亮

（璘），貞元十

四年死。據宋歐

陽猆《集古錄

目》載，此碑「不

著書撰人名

氏，其字畫則柳

公權書也」，此

碑以貞元中

立，宋陳思《寶

刻叢編》，宋佚

名《寶刻類編》

均有著錄，久

佚。 

正月德宗死（742-），太子

誦即位，是為順宗。順宗

患病失音，召王伾居禁

中，使王叔文坐翰林院中

決事，實行一系列改革。

二月罷貞元末年為害最大

的「宮市」，五坊小兒（在

雕鶻鷂鷹狗五坊供役使之

人）等。三月以專以納賄

為事的王伾為翰林學士。

王伾與王叔文等結為朋

黨，晝夜車馬如市。御史

中丞武元衡不附從王叔

文，左遷為左庶子。六月

王叔文以母喪去位。八月

順宗退位，稱太上皇，太

子純即位是為憲宗。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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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皇誥改元永貞。貶王伾

開州司馬，王叔文渝洲司

戶。伾病死，叔文次年賜

死。王叔文所用之柳宗

元、劉禹錫等遠貶各州。

憲宗 

元和元年 

806 

廿九

歲 

柳公權進士及

第，又登博學鴻

詞科 授祕書省

校書郎。 

正月改元，太上皇死

（761-），西川節度使求兼

領三川，不得，遂叛陷梓

州。神策軍使高崇文討

之。九月擒劉辟，遂以崇

文為西川節度使。四月策

試制舉之士，校書郎元

稹、白居易、前進士沈傳

師（沈既濟之子）等出焉。

元稹為左拾遺、白居易為

盩室尉、沈傳師為校書

郎。六月平盧節度使李師

古死，部下奉其弟師道為

帥，其時因劉辟尚未平，

故八月下詔以師道為平盧

留後。 

 

元和二年 807 

卅歲 

柳公權在校書

郎任上。 

 

九月鎮海節度使李錡反。

十月以宰相武元衡充西川

節度使，代高崇文。 

十一月白居易以詩被憲

宗召入翰林為學士。 

柳公綽為武元衡判官，隨

之入蜀。 

憲宗 

元和三年 

808 

卅一

歲 

柳公權在校書

郎任上。 

 

四月憲宗策試賢良方正直

言極諫舉人，牛僧孺、皇

甫湜、李宗閔陳政事得

失，無所避忌，得署為上

第。 

宰相李吉甫惡其言直，不

加升遷。翰林學士裴自、

王涯、考策官韋貫之等坐

貶。此為牛李黨爭起因。

五月起事十四年的西原地

方首領黃少卿降，以之為

歸順州刺使。七月裴自復

擢為相，李吉甫出，充淮

柳宗元撰並正書《般舟和

尚碑》。劉禹錫在朗州司

馬任，作《答柳子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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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節度使。 

元和四年 809 

卅二

歲 

柳公權在校書

郎任上。 

 

三月成德節度使王士真

死，其子承宗自襲為留

後。憲宗欲由朝廷派人，

以革河北藩鎮世襲之弊。

不從則興兵討之。十月，

以宦官吐突承璀為帥，討

王承宗。翰林學士白居易

上疏反對任用宦官為帥，

不聽。十一月，淮西留後

吳少誠死，大將吳少陽殺

其子而代之。 

柳公綽為都少尹，書《諸

葛武侯祠堂碑》。約於本

年末入京任吏部郎中。 

元和五年 810 

卅三

歲 

柳公權在校書

郎任上。 

 

因無力討吳少陽，三月任

為淮西留後。七月，王承

宗遣使乞許自新，因師久

無功，赦之、任為成德節

度使。九月，吐突承璀還，

降為中器使，中外相賀。

十月，義武節度使張茂昭

離任入朝，部下作亂。 

柳公綽獻《太醫箴》，諫

憲宗頻繁遊獵，深獲嘉

獎。十二月由吏部郎中拜

為御使中丞。 

張志和(子同)約卒於本年

(約 730－)。 

元和六年 811 

卅四

歲 

柳公權在校書

郎。 

 

正月，李吉甫復執政。四

月，裴自罷為太子賓客。

十一月，以户部侍郎李絳

為相。 

柳公綽與裴自厚。李吉甫

復執政，以柳公綽為潭州

刺史，兼御史中丞，充湖

南觀察使。 

元和七年 812 

卅五 

歲 

柳公權在校書

郎任上。 

八月，魏博節度使田季安

死，子懷諫立。既而軍亂，

擁田興為帥。田興不受李

師道、吳少陽、王承宗之

誘，請命於朝，以田興為

節度使。次年賜名弘正，

以嘉其忠。吐蕃侵掠涇

州。 

杜佑(君卿)卒(735－)。 

元和八年 813 

卅六 

歲 

柳公權在校書

郎任上。 

 

正月，武元衡自西川入知

政事。二月，宰相李吉甫

進所撰《元和郡國圖》等

書。十月，振武軍亂，節

度使李進賢隻身逃亡，全

家被屠。 

柳公綽以湖南地氣卑

濕，不能迎侍母親，致書

宰相，乞分司洛陽，久不

許。十月，移為鄂州刺史

鄂岳觀察使。 

李商隱(義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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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九年 814 

卅七

歲 

柳公權在校書

郎任上。 

 

正月，吐突承璀復官左神

策軍中尉。六月，彰義節

度使吳少陽死，子元濟匿

喪不報，自領軍務。九月

發兵作亂，屠舞陽，焚葉

縣，掠魯山、襄城。關東

震駭。十月，詔諸道發兵

討吳元濟。 

孟郊(東野)卒(751－)。 

李吉甫(弘憲)卒(758－)。

元和十年 815 

卅八 

歲 

柳公權在校書

郎任上。 

 

正月，吳元濟縱兵侵掠，

及於東畿。詔宣武等十六

道發兵討之。三月，王叔

文黨坐謫者悉召至京師，

官進而地更遠。吳元濟屢

敗，向王承宗、李師道求

救。李為救吳元濟，四月

使人燒毀河陰轉運院，人

情惶懼，但仍不罷討。六

月，又遣刺客刺殺宰相武

元衡，刺傷裴度。京城大

駭。補刺客者亦不敢嚴

捕。東宮贊善大夫白居易

首先上疏請嚴捕刺客，以

越職言事，貶江州司馬。

八月，李師道謀焚掠東都

未遂。討吳元濟師久無

功，九月以韓弘代嚴綬為

諸軍都統。十一月，發兵

討王承宗。 

柳公綽奉詔討吳元濟，自

鄂濟溳江直抵安州。善決

斷，愛士卒，每戰必勝。

元和十一年 816 

卅九 

歲 

柳公權在校書

郎任上。 

丁母崔氏憂。 

征討王承宗諸軍多互相觀

望。征討吳元濟諸軍勝則

誇大成績，敗則匿之。朝

臣多主罷兵，憲宗用裴度

言，堅持用兵。宥州軍亂，

逐刺使。 

白居易作＜琵琶引＞。 

柳公綽人為給事中，李師

道歸朝，公綽往鄆州宜

諭。還，拜京兆尹。有神

策小將躍馬橫衝街上，公

綽杖殺之。憲宗無以罪

之，囑左右：汝曹須作意

此人，朕亦畏之。  

李賀(長吉)卒(790－)。 

元和十二年 817 柳公權在校書 淮西用兵四年，宰相李逢 令狐楚奉敕編選《元和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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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歲 

郎任上。 

 

吉等多請罷兵。裴度自請

督師。李愬屢敗吳元濟。

十月夜襲蔡州，擒吳元

濟。淮西平定。六鎮討王

承宗無功，憲宗不得已罷

河北行營。 

覽》。柳宗元在柳州推行

文教，大修孔廟。 

 

元和十三 818 

四十

一歲 

柳公權在校書

郎任上。 

柳公權約於本

年書《柳州復大

雲寺記》(柳宗

元撰文)。 

正月，李師道決定納子為

質，獻地三州以自贖。四

月，王承宗以二子為質，

獻二州。朝廷復其官爵。

七月，李師道反悔，詔宣

武等五道出兵討之。八

月，户部侍郎、判度支皇

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

使程異因順承憲宗驕侈，

賄賂宦官吐突承璀而得為

宰相，朝野駭愕。市井負

販者亦嗤之。皇甫鎛專以

豐取刻為務，凡中外仰給

度支之人無不思食其肉。

裴度恥與同列，上表求

退，不許；力諫，不聽。

十月宗正卿李道古為取媚

憲宗，因皇甫鎛薦道士柳

泌，詔泌居興唐觀，為煉

長生藥。十一月，吐蕃侵

掠河曲、夏州。以柳泌權

知臺州刺史，賜服金紫，

以求天臺山靈草。群臣諫

爭，不聽。 

 

元和十四年 819 

四十

二歲 

五月，李聽鎮夏

州，柳公權為掌

書記。 

 

正月，迎鳳翔法門寺佛指

骨至京師，留宮中三日，

歷送諸寺，供人瞻禮。刑

部侍郎韓愈上疏切諫，憲

宗大怒，欲殺愈。裴度等

力諫，貶為潮州刺史。二

月，平盧都知兵馬使劉悟

殺李師道，歸朝廷。自此，

柳宗元(子厚)卒(773－)。

白居易任忠州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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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廣德以來河南北藩鎮

跋扈局面告一斷落。四

月，裴度罷相。令狐楚為

相。七月， 沂州軍亂。十

月，安南軍亂，殺都護。

吐番侵鹽州。柳泌採藥無

得，逃入山中。浙東觀察

使捕送京師，憲宗復使待

詔翰林，服其藥，日加燥

渴。 

元和十五年 820 

四十

三歲 

柳公權在夏州

任上。 

正月，柳公權書

《唐左常侍薛

苹碑》。 

三月二十三

日，柳公權(時

為夏州觀察判

官、太常寺協律

郎)人京奏事，

穆宗召見，贊其

書法，即日拜右

拾遺(從八品

上)，充翰林侍

書學士。 

憲宗服道士金丹，躁怒無

常，人人自危。正月宦官

陳弘志殺憲宗（778--），中

尉梁守謙與諸宦官共位太

子恆，是為穆宗。穆宗即

位，殺吐突承璀及灃王

惲，貶皇甫鎛為崖州司

戶，市井相賀。五月，穆

宗因愛元稹詩歌，任為祠

部郎中，知制誥，朝論鄙

之。吐蕃侵掠靈武、鹽州、

涇州、雅州。 

科舉考試暫停。沈傳師正

書韓愈《柳宗元志》。 

穆宗長慶元

年 

821 

四十

四歲 

二月五日，柳公

綽罷鹽鐵轉運

使。 

三月，復為京兆

尹，兼御史大

夫。十月為吏部

侍郎。時階正

議，後進階銀青

光祿大夫。 

四月，因貢舉「不公」，李

德裕(李吉甫之子)等上

奏，令中書舍人王起覆

試，貶中書舍人李宗閔及

主持貢舉的禮部侍郎錢徽

等。從此李德裕、李宗閔

各為朋黨，更相傾軋垂四

十年。七月，盧龍軍亂，

囚節度使張弘靖，擁朱克

融為帥。成德軍亂，都知

兵馬使王庭凑殺節度使田

弘正及僚屬等，自稱留

後。瀛州軍亂。九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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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軍亂。朱克融焚掠易

州、淶水、遂城、滿城。

十月，朱克融、王庭凑攻

蔚州。十二月，因國力空

虛，赦朱克融，以為平盧

節度使，專討王庭凑。 

長慶二年 822 

四十

五歲 

九月，柳公權遷

右補闕(從七品

上)。 

 

正月，王庭凑軍陷弓高，

又圍下博，切斷糧道。糧

餉不繼，魏博軍不願為朝

廷效力，節度使田布自

殺，將士擁史憲誠為帥，

朝廷許之。二月，元稹拜

相。因財竭力盡，只好罷

兵，任王庭凑為成德節度

使。朝廷再失河朔三鎮。

迄於唐亡，不能復取。三

月，武寧節度副使王智興

逐節度使，大掠錢帛，朝

廷不能討，即任之為節度

使。四月，宣武軍亂，節

度使李願踰城逃奔。吐蕃

侵掠靈武、鹽州。 

元稹拜相。 

長慶三年 823 

四十

六歲 

柳公權在翰林

院任上。 

 

三月，牛僧孺拜相。六月，

以吏部侍郎韓愈為京兆

尹，六軍不敢犯法，私相

謂「是尚裕燒佛骨，何可

犯也!」。七月，嶺南黃洞

土民攻邕州，破左江鎮、

欽州千金鎮。八月，因李

逢吉等誹謗，裴度罷為山

南西道節度使。 

五月，柳公綽拜檢校户部

尚書，襄州刺史，山南東

道節度使。過鄧縣，有二

吏，一犯贓，一舞文。公

綽殺舞文者。謂：贓吏犯

法，法在；姦吏亂法，法

亡。 

穆宗長慶四

年 

824 

四十

七歲 

十二月，見任起

居郎。 

四月，柳公權正

書小楷西明寺

《金剛經碑》。

六月，柳公權書

《唐大覺禪師

正月，穆宗因服金丹致死

(795－)。太子湛即位，是

為敬宗。敬宗不理國事，

晝夜毬獵。四月，卜者蘇

玄明與染坊工匠張韻結染

工百餘人，伺夜入宮起

事，上青思殿，旋被鎮壓。

韓愈卒。 

元稹編白居易長慶二年

以前所作詩，為《白氏長

慶集》五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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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銘》。 十一月嶺南黃洞山民與環

王合兵攻陷陸州。 

敬宗寶曆元

年 

825 

四十

八歲 

柳公權在起居

郎任上。 

正月，柳公權書

《王獻之洛神

賦十三行跋》。

正月改元。宰相牛僧儒以

敬宗荒淫，又畏懼不敢

言，累表求出，為武昌節

度使。王播兼領鹽鐵轉運

使，諫官屢爭之，不聽。

杜牧作《阿房宮賦》，諷

刺敬宗大起宮室、廣聲

色。 

柳公綽在襄州任上 

寶曆二年 826 

四十

九歲 

柳公權在起居

郎任上。 

 

正月，裴度人朝為相，李

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二

月，橫海節度使李全略

死，其子同捷擅領留後。

五月，幽州軍亂，殺朱克

融及子延齡，立第二子延

嗣主持軍務。六月，都知

兵馬使李載義殺延嗣，屠

其家三百人。十月，以李

載義為盧龍節度使。十二

月，敬宗夜獵還宮，飲酒

更衣時被宦官蘇佐明等所

殺(809－)。宦官劉克明等

矯旨欲立絳王，樞密使王

守澄等以衛兵迎江王涵

(穆宗子)進宮，盡斬克明

等。絳王被亂兵所殺。江

王即位，是為文宗，更名

昂。 

三月，柳公綽書《唐紫陽

先生碑銘》(李白撰文)、

《唐紫陽先生碑陰》(李

繁撰文)。十二月，柳公

綽自襄州入為邢部尚書。

唐文宗大和

元年 

827 

五十

歲 

柳公權在起居

郎任上。 

柳公權書《二帖

九十六字》(《寶

刻類編》)。 

二元改元。七月，調李同

捷為允海節度使，李不受

詔，結憂鎮謀叛。王庭凑

助李為亂。 

八月，柳公綽以刑部尚

書，檢校左僕射充邠州刺

史，邠寧節度使。 

文宗大和二

年 

828 

五十

一歲 

柳公權在三月

前已為司封員

外郎(從六品

上)。 

三月，柳公權書

《送梨帖跋》。

五月二十一

閏三月，裴休、杜牧等中

第。六月，峰州刺史王昇

朝叛。九月，安南軍亂，

逐都護韓約。十二月，魏

博大將元志紹倒戈作亂，

逼魏州。 

六月，柳公綽為檢校左僕

射，兼刑部尚書。 

杜牧、裴休登賢良方正、

能直言極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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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柳公權自司

封員外郎再入

翰林院充侍書

學士，二十三日

賜紫。十一月二

十一日改庫部

郎中(從五品

上)。 

七月，柳公權書

《涅槃和尚碑》

(武翊黃撰文)。

大和三年 829 

五十

二歲 

柳公權在翰林

院任上。 

四月，柳公權奉

敕書《唐西平郡

王李晟碑》(裴

度奉敕撰文，公

權篆額)。 

正月，元志紹與成德合兵

掠貝州。六月，魏州軍亂，

殺史憲誠，奉何進滔知留

後，朝廷無力征討，即任

滔為魏博節度使，並赦王

廷凑，復其官爵。裴度薦

李德欲為相，會李宗閔得

宦官之助，拜相。九月，

李宗閔惡李德裕，出之為

義城節度使。南詔入侵。

十一月，侵雋、戎、邛三

州。十二月侵成都，大掠

珍寶及男女百工數萬人而

去。自此，南詔工巧與蜀

相等。新任節度使郭釗至

成都，與南詔約和。 

劉禹錫撰並正書《令狐楚

先廟碑》。 

大和四年 830 

五十

三歲 

柳公權在翰林

院任上。 

柳公權書《唐丞

相王播碑》(李

宗閔撰文，正月

立)、《唐太尉王

播墓碑》(牛僧

孺撰文，四月

立)。 

正月，李宗閔引薦牛僧孺

為相，二人相與，排殯李

德裕之黨。二月，興元新

募兵亂，殺節度使李絳。

六月，裴度因病辭相，李

宗閔怨其曾薦李德裕為

相，九月，借機出之為山

南東道節度使。 

三月，柳公綽為校檢佐僕

射、太原尹、北都留守、

河東節度觀察等使。 

張籍(文昌)約卒於本年

(767－)。 

大和五年 831 

五十

柳公權七月十

五日前在翰林

正月，盧龍將楊志誠逐節

度使李載義，奪其位。朝

柳公綽在太原任上，致書

於宰相李宗閔云：「家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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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歲 院任上。 

二月，柳公權書

《唐將作監韋

文格墓誌》(瘐

敬休撰文)。 

七月十五日，柳

公權改右司郎

中(尚書省，從

五品上)出翰林

院。 

柳公權書《翰林

帖》。 

十二月，柳公權

書《唐太清宮鐘

銘》(馮宿撰

文)。 

廷任之。宦官專橫，文宗

患之。二月與宋申錫謀誅

宦官，事泄。宦官興大獄，

申錫等遭貶。九月，李德

裕接受吐蕃維州副使悉怛

謀之降，收復維州。文宗

用牛僧孺之策，將悉怛謀

及維州還吐蕃，吐蕃盡殺

之。牛李相怨更深。十月，

南詔侵雋州，陷三縣。 

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見

用，頗偕工祝，心實恥

之，乞換一散秩。」 

元稹(微之)卒(779－)。 

京兆立唐玄度隸書篆額

朱景玄《駱奉先碑》。 

大和六年 832 

五十

五歲 

柳公權在右司

郎中任上。 

柳公權書《唐河

中節度使薛平

神道碑》(李宗

閔撰文)。 

十一月，文宗悔維州之

事。牛僧儒罷相，充淮南

節度使。西川節度使李德

裕入朝為兵部尚書。 

三月，柳公綽因病自河東

征還，為兵部尚書。 四

月三日卒(768－)，贈太子

太保，謚曰「成」。 

薛平於本年正月死 

貫休生。 

唐玄度集王右軍書唐玄

度篆額《金剛經》。 

大和七年 833 

五十

六歲 

柳公權四月前

在右司郎中任

上。後某月改兵

部郎中(從五品

上)，弘文館學

士。 

四月，柳公權書

《唐昇元劉先

生碑》(馮宿撰

文，唐玄度篆

額)。 

二月，李德裕為相。六月，

李宗閔罷相，出為山南西

道節度使。文宗患近世文

士不通經術，李德裕請依

楊綰議，進士試策論，不

試詩賦。杜牧憤河朔三鎮

之桀騖，而朝廷議者專事

姑息，乃作文數篇諷之。

十二月，文宗中風，不能

言。王守澄薦昭義行軍司

馬鄭注為文宗治病，頗有

驗，遂得寵。 

 

大和八年 834 

五十

十一月十五

日，柳公權自兵

王守澄，鄭注等相勾結，

惡李德裕。九月，詔李宗

皮日休約生於本年。 

杜牧撰並行書《張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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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歲 部郎中。弘文館

學士第三次入

翰林院，充侍書

學士。 

閔人相，以敵德裕。出德

裕為山南西道節度使。十

一月又罷相。改為鎮海節

度使。朋黨傾軋日甚。 

詩》。 

大和九年 835 

五十

八歲 

柳公權在翰林

院任上。九月十

二日加知制

誥，充學士，兼

侍書。 

四月，李德裕入為太子賓

客，分司東都。未幾，誣

為圖謀不軌，貶為袁州長

史。宰相路隨為救李德

裕，亦被貶為鎮海節度

使。鄭注，李訓為文宗出

謀，五月，擢仇士良為為

神策中尉，以削王守澄之

權。鄭注求為兩省官，李

宗閔不許，鄭注譭之於文

宗，六月貶宗閔為明州刺

史，七月再貶為處州長

史，八月又貶為潮州司

户。鄭注、李訓權勢烜赫，

連逐三相。凡所惡者，皆

指為朋黨，貶逐之。平生

絲恩髮怨無不報者，班列

殆空。十月，酖殺王守澄。

十一月，李訓謀將宦官仇

士良、魚弘志等一網打

盡，事敗，宦官捕殺大臣，

京師大亂，前後死者數千

人，史稱「甘露之變」。李

石、鄭覃拜相，然不能執

政，只行文書而已。 

沈傳師(子言)卒(769－)。

開成元年 836 

五十

九歲 

柳公權在翰林

書院任上。 

四月，柳公權書

《大唐迴元觀

鐘樓銘並序》

(令狐楚撰文)。

九月二十八

日，柳公權遷中

書舍人(正五品

二、三月昭義節度使劉從

諫接連上表，暴揚仇士良

等罪惡，言「如奸臣難制，

誓以死清君側」。宦官氣焰

稍斂，宰相鄭覃、李石稍

能執政。袁州長史李德裕

為滁州刺史。四月，以潮

州司户李宗閔為衡州司

馬。 

白居易自編《白氏文集》

六十五卷。 

馮宿卒(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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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充翰林書

詔學士。 

十一月，柳公權

書《唐贈太尉王

智興碑》(裴度

撰文，史維則篆

額)。本年柳公

權書《宣武軍節

度使王公神道

碑》(裴休撰

文，丁居晦篆

額)。 

開成二年 837 

六十

歲 

本年柳公權已

受封河東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

户。 

柳公權在翰林

書院任上，時為

中書舍人，翰林

學士兼侍書。二

月，從幸未央

宮，賀給軍士春

衣訖，應制作

詩。 

四月十一日，文

宗於便殿對六

學士言恭儉，舉

衫袖示諸學士

曰：「此衣已三

澣濯矣！眾皆

贊詠文宗之儉

德，公權獨無

言。留而問之，

對曰：人主當進

賢良，退不肖，

納諫諍，明賞

罰。服澣濯之

衣，乃小節耳。

六月，因河陽節度使李詠

貪贓不法，軍亂，殺其二

子，大掠數日。七月，振

武黨項、突厥剽掠營田。

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國子監《石經》刻成。 

王彥威進所撰《唐典》七

十卷。 

司空圖(表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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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曰：朕知舍

人不應復為諫

議(按：中書舍

人乃文士之極

任)，以卿有諍

臣風乎，須屈卿

為之。翌日，公

權自中書舍人

改諫議大夫(正

五品上)知制

誥，學士如故。

七月，柳公權書

《唐陰符經序》

(鄭澣撰文，丁

居晦篆額)撰並

書《唐柳尊師墓

誌》、書《唐檢

校金部郎中贈

太尉羅公碑》

(李絳撰文，公

權篆額)、《馮宿

碑》。 

開成三年 838 

六十

一歲 

柳公權在翰林

書院任上。九月

二十八日遷工

部侍郎中書舍

人(正四品上)知

制誥翰林學士

承旨。 

正月，柳公權書

《唐檢校左樸

射贈司空崔群

碑》（裴杜撰文）

《唐檢校金部

郎中崔稹碑》

（丁居晦撰

文）。 

夏柳公權與文

宰相李石忘身為國，宦官

仇士良惡之。正月初一，

遣盜殺之，不果。石懼，

累表稱疾辭位。文宗知其

故，然無可奈何。李珏為

相。二月，李宗閔由衡州

司馬進為杭州刺史。十

月，太子永暴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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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及諸學是聯

句，受到文宗讚

賞並題於壁。 

開成四年 839 六

十二

歲 

柳公權在翰林

院任上。七月，

柳公權書《唐淄

王傅元公碑》

(李宗閔撰文)。

又書《唐憲宗女

莊淑大長公主

碑》(杜牧撰

文)、《唐贈兵部

尚書李有裕碑》

(李景讓撰文)、

《山南西道驛

路記》(劉禹錫

撰文)。 

六月，以長武城使苻澈為

邠寧節度使。十月，立敬

宗少子陳王成美為皇太

子。十一月，文宗召當直

學士周墀，謂已受制於家

奴，尚不如周赧王、漢獻

帝受制於强諸侯。 自此不

復視朝。十二月，以杭州

刺史李宗閔為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 

裴度(中立)卒(765－) 。 

開成五年 840 

六十

三歲 

柳公權在翰林

院任上。 

正月，柳公權撰

並書《唐魏博何

進滔德政碑》。

二月，柳公權書

《唐李聽神道

碑》(李石撰

文)、《唐贈吏部

尚書羅讓碑》

(王起撰文)。 

三月九日，加右

散騎常侍(正三

品)出翰林院。

本年或明年，宰

相崔拱用柳公

權為集賢殿學

士，判院事。本

年柳公權還書

小楷《清靜

經》。 

正月，宦官仇士良。魚弘

志矯詔立穎王瀍為皇太

弟，太子成美年幼，復封

陳王，旋被賜死。文宗死

(808－)，瀍即位，是為武

宗。凡得幸於文宗者皆貶

斥之。八月，義武軍亂。

九月，以李德裕為相。武

宗好道術，秋，召道士趙

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宮，於

三殿修金籙道場，親受法

籙。左拾遺王哲上疏，不

閱。十一月，魏博節度使

何進滔卒，三軍推其子重

霸知留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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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朝柳公權

還書有《唐河東

節度使李說碑》

(鄭儋撰文。李

說死於貞元十

六年十月，文宗

朝追建此碑)。 

武宗會昌元

年 

841 

六十

四歲 

柳公權為諫議

大夫守右散騎

常侍充集賢殿

學士兼判院士。 

五月，柳公權

《唐贈太師崔

陲碑》(劉禹錫

撰文)。七月，

柳公權《唐大達

法師玄祕塔碑》

(裴休撰文)。本

年柳公權又書

《西明寺宣律

師碣》(嚴厚本

撰文)。 

正月改元會昌。正月改

元。六月，以衡山道士劉

玄靖為銀青光祿大夫，充

崇玄館學士，賜號廣城先

生。令與趙歸真等於宮中

修法籙。左補闕劉彥謨上

疏切諫，貶為河南府户

曹。九月，幽州軍亂，逐

其帥史元忠，推牙將陳行

泰為留後，未許。 

日本學問僧惠萼與其弟

子仁濟、順昌入唐。趙公

祐於蜀城作壁畫甚多。 

會昌二年 842 

六十

五歲 

 二月，李紳入朝為相。河

東節度使苻澈修杷頭烽舊

戌以備回鶻。三月，苻澈

病重，以劉沔代之。 

劉禹錫(夢得)卒(722－)。

會昌三年 843 

六十

六歲 

本年柳公權已

受封河東線開

國伯，食邑七百

户。 

四月，柳公權書

《神策軍碑》

(崔鉉撰文)。十

月，柳公權《唐

昊天觀碑》(王

起撰文，徐方平

篆額)。柳公權

約於本年五、六

翰林學士承旨崔鉉拜相。

宦官仇士良致仕。二月，

崔珙罷相，為右僕射。四

月，昭義節度使劉從諫

死。子稹欲自代。五月，

李德裕奏李宗閔與劉從諫

有來往，不宜留東都，以

宗閔為湖州刺史。詔令討

劉稹。翰林學士承旨崔鉉

拜相。六月，宦官仇士良

致仕。教其徒常以奢糜娛

皇帝耳目，勿令讀書親近

賈島(浪仙)卒(779－)。 

段成式調查長安寺觀壁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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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間由集賢殿

學士判院事左

遷為太子詹事

(正三品)。《資治

通鑑》卷二四六

武宗會二年 

(二月) ：右散騎

常侍柳公權素

與李德裕善，崔

珙奏為集賢學

士、判院事。德

裕以恩非己

出，因事左遷公

權為太子詹

事。將公權左遷

太子詹事繫於

會昌二年，不知

何據。柳書《神

策軍碑》宋趙明

誠《金石錄》記

為會昌三年，宋

佚名《寶刻類

編》記為會昌三

年四月，柳公權

書此碑時仍是

集賢學士、判院

事。催珙於會昌

三年二月罷

相，故公權左遷

至早當為本年

五六月間的事。

儒生，以保持權勢。 

 會昌四年 844 

六十

七歲 

柳公權為太子

詹事。四月，柳

公權書《金剛

經》(鄭□題

額)。十月，柳

公權書《唐贈太

子少保高重碑》

正月，太原軍亂，武宗好

神仙，三月，以道士趙歸

真為右街道門教授先生。

八月，劉稹被殺，亂平。

李德裕怨牛僧儒、李宗

閔，誣其與劉從諫有聯

繫。十月，貶太子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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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姪高元裕撰

文，或云大中元

年立)。 

東都留守牛僧儒為太子少

保，分司東都。數日後又

貶為汀州刺史。湖州刺史

李宗閔貶為漳州長史。十

一月，又貶牛為循州長

史，李宗閔長流封州。 

會昌五年 845 

六十

八歲 

柳公權為太子

詹事 

。柳公權書《唐

武成郡王贈太

傅李載義碑》

(裴璟撰文，公

權篆額)。 

正月，敕造望仙臺於南

郊。道士趙歸真等排毀釋

氏，請拆寺廟。七月下詔

禁止佛教。毀寺四千六百

餘所，招提、蘭若四萬餘

所。僧尼等歸俗者二十六

萬五百人。九月，道士劉

玄靖乞還山，許之。 

李石(中玉)卒。 

唐武宗毀釋氏拆寺廟，禁

止佛教。 

會昌六年 846 

六十

九歲 

柳公權約於本

年由太子詹事

改為太子賓客

(正三品)。 

三月，武宗死(814－)。宦

官密謀使光王怡(憲宗

子，更名忱)即位，是為宣

宗。四月，李德裕罷相，

充荊南節度使。白敏中拜

相。杖殺道士趙歸真等。

五月，上都兩街添置八所

佛寺，六所更名。其中西

明寺改為福壽寺，千福寺

改為興元寺，化度寺改為

崇福寺，奉恩寺改為興福

寺。以道士趙歸真等說惑

武宗，排毀佛教、誅之。

流羅浮山人軒轅集於嶺

南。八月，以循州司馬牛

僧儒為衡州長史。封州流

人李宗閔為郴州司馬。九

月，以李德裕為東都留

守。十一月，宣宗受三洞

法籙於衡山道士劉玄靖。

白居易(樂天)卒(772－)。

李宗閔(損之)卒。 

李紳(公垂)卒(772－)。 

唐武宗死。 

唐宣宗大中

元年 

847 

七十

歲 

正月，柳公權為

太子賓客。四月

前即為太子少

失(從二品)。正

正月改元。二月，以東都

留守李德裕為太子少保，

分司東都。三月，令復會

昌五年所廢寺字。七月，

牛僧儒(思黯)卒(779－)。

恢復武宗會昌五年所廢

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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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柳公權書

《唐商於新驛

記》(韋琮撰

文)。柳公權轉

少師入謝，於宣

宗御前書真、

行、草書三紙。

四月，柳公權書

《唐山南西道

節度使王起碑》

(李回撰文，公

權篆額)。書小

楷《太倉箴》(李

商隱撰文)。七

月前書《唐李石

神道碑》(李德

裕撰文)。 

貶李德裕為潮州司馬員

外。 

大中二年 848 

七十

一歲 

見任左散騎常

侍、封河東郡

公。 

十月，柳公權書

《唐贈太尉牛

僧儒碑》(李珏

撰文，公權書並

篆額) 

七月，以前山南西道節度

使高元裕為吏部尚書。九

月，在貶潮州司馬李德裕

為崖州司户。 

續畫功臣像於凌煙閣。 

大中三年 849 

七十

二歲 

柳公權為左散

騎常侍，太子少

師。 

柳公權書《司徒

劉沔碑》(韋博

撰文)。 

二月，吐蕃秦、原、安樂

三州及石門等七關降唐。

五月，盧龍節度使張仲武

卒，三軍以其子張直方為

留後。十一月，軍亂，張

直方事先舉族逃歸京師。

李德裕(文饒)卒(787－)。

大中四年 850 

七十

三歲 

柳公權任左散

騎常侍，太子少

師。柳公權書

《唐普光王寺

碑》(李邕撰

文)、《唐贈太尉

牛僧儒墓碑》

八月，吐蕃論恐熱擊敗尚

婢婢軍，大掠河西善、廓

等八州，肆意燒殺，赤地

五千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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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撰文)。 

大中五年 851 

七十

四歲 

柳公權為左散

騎常侍，太子少

師。八月，柳公

權為浙江天臺

國清寺題額「大

中國清之寺」。

宣宗知黨項之亂多由邊帥

貪暴所致，改派儒臣赴

邊，至八月，黨項之亂漸

平。十月，下詔禁止私度

僧尼，限置佛寺。蓬州、

果州土民起事，據雞山攻

擊三川各地。 

 

大中六年 852 

七十

五歲 

柳公權為左散

騎常侍，太子少

師。 

七月，柳公權書

《唐嶺南節度

使韋正貫碑》

（蕭鄴撰文）。

十一月，柳公權

書《唐魏暮先公

廟碑》（崔璵撰

文）。又書《唐

掖庭局令劉榮

璨碑》（擇文並

篆額）。 

六月，河東節度使李業縱

吏民侵掠沿邊部落，將

亂，以太子少師盧鈞為河

東節度使，安撫之。 

杜牡（牧之）卒（803）。

裴休拜相。 

大中七年 853 

七十

六歲 

柳公權為左散

騎常侍，太子少

師。二月，柳公

權則並書《唐河

東監軍康約言

碑》。十月，柳

公權書《唐吏部

尚書高元裕碑》

（蕭鄴撰文）。

又書《唐司徒薛

平碑》（李宗閔

撰文）、《唐觀音

院記》（段成式

撰文）、《唐起居

郎劉君碑》（劉

三復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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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八年 854 

七十

七歲 

柳公權為左散

騎常侍，太子少

傅。 

柳公權正書《唐

淮南節度使崔

從碑》（蔣伸撰

文）。 

宣宗即位以來，治弒憲宗

之黨，諸竄甚多，恐人情

不安。正月下詔，謂餘黨

已，其餘族從疏遠者，一

切不問。三月，宰相兼修

國史魏機修成《文宗實錄》

四十卷。 

李商隱在梓州柳仲郢幕。

大中九年 855 

七十

八歲 

柳公權本年或

上年由國子祭

酒遷工部尚

書。冬徒太子少

傅。正月，柳公

權為《圭峰定慧

禪師傳法碑》篆

額。本年柳公權

還撰並書《順宗

女濮陽大長公

主碑》。 

正月，成德節度使王元逵

死，以其子紹鼎為留後。

七月，浙東軍亂，逐觀察

使李納。 

 

大中十年 856 

七十

九歲 

柳公權為左散

騎常侍，太子少

傅。 

六月裴休同平章事充宣武

節度使。術士誣司農卿韋

厘有異志，詐其財，宣宗

以術士付京兆尹，杖死，

貶厘永州司馬。十一月，

內園使李敬寔見宰相鄭朗

不避馬，罰配役男牙。 

 

大中十一年 857 

八十

歲 

柳公權為左散

騎常侍，太子少

傅。 

柳公權正書《復

東林寺碑》（崔

黯撰文）。 

二月魏謩以剛直為令狐綯

所忌，出為西川節度使。

四月客州軍亂，逐節度使

王球。七月蕭鄴拜相兼拜

度支。宣宗遣中使迎當年

被流放的道士軒轅集於羅

浮山。新羅崔致遠生。 

山西五臺山佛光寺落

成，此為中國現存最早之

木構建築。 

太子少師鄭朗（有融）卒

 

。 

封敖（碩夫）卒 

 

大中十二年 858 

八十

一歲 

柳公權為左散

騎常侍，太子少

傅。 

柳公權書《封敖

碑》。 

四月，嶺南兵亂，六月江

西兵亂。 

魏謩（申之）卒（793-）

李商隱（義山）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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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十三年 859 

八十

二歲 

柳公權為左散

騎常侍，太子少

傅。 

六月，安國寺模

西明寺柳公權

書《金剛經》

成。 

八月宣宗因服長生藥致死

（810-）宦官王宗實等矯

詔立鄆王溫（宣宗子）為

帝，改名漼是為懿宗，受

宣宗密詔輔立夔王者皆被

殺。十二月浙東裘甫起事

陷象山，官軍屢敗，南詔

王死子酋龍繼位，因未受

到冊封，遂自稱皇帝，國

號大禮，改元建極，遣兵

陷播州。 

 

懿宗咸通元

年 

860 

八十

三歲 

柳公權為左散

騎常侍，太子少

傅。 

正月，裘甫破剡縣，大破

討伐官軍，人數激增至三

萬，裘甫自稱天下都知兵

馬使，改元曰「羅平」，鑄

印曰「太平」。繼又陷餘

姚、慈谿、奉化、寧海，

歷時半年之久方平。十一

月改元咸通。十二月，安

南土民引南詔兵陷交趾。

張議潮在沙洲開窟為功

德，敦煌石窟藝術，此時

最盛。 

張彥遠見任舒州刺史。 

咸通二年 861 

八十

四歲 

柳公權為太子

少傅。八月，柳

公權為九峰顛

國禪院題額。本

年，柳公權書

《襄州刺史薛

係先廟碑》(鄭

處晦撰文)。 

六月，李鄂收復交趾，仍

以失守罪等長流崖州。七

月，南詔陷邕州，侵雋州，

攻邛崍關。 

 

咸通三年 862 

八十

五歲 

柳公權為太子

少傅。 

二月，南詔侵安南。四月，

敕於兩街四座佛寺各設戒

壇，度人二十一天。懿宗

奉佛太過，怠於政事，屢

赴諸寺，施捨無度。七月，

徐州軍亂，逐節度使温

璋。九月，邕州軍士逐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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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使蔡京。 

咸通四年 863 

八十

六歲 

柳公權為太子

少傅。 

正月，南詔再陷交趾。殺

虜近十五萬人。諸道赴安

南之兵悉召還，分保嶺南

東西道。三月，張議潮收

復凉州。十二月，南詔侵

西川。 

 

咸通五年 864 

八十

七歲 

柳公權為太子

少傅。柳公權書

《太子太保魏

謩碑》 (令狐綯

撰文)。 

 裴休（公美）卒（791-）

咸通六年 865 

八十

八歲 

柳公權卒，贈太

子少師。 

懿宗溺於釋教。高駢收復

安南府。 

溫庭筠在國子助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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柳公權行踪及作品分布圖2 

 

                                                 
2吳鴻清，《中國書法全集(27)‧隋唐五代‧柳公權》北京：  榮寶齋出版社，1997 年 3 月 1 版，

頁 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