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
公
子
仪
生
平    

   

郭
公
子
仪(697

年-781

年) 

华
州
郑
县(

今
陕
西
华

县)

人 

祖
籍
山
西
太
原 

唐
代
政
治
家 

军
事
家 

   

子
仪
公
早
年
以
武
举
高
第
入
仕
从
军 

积
功
至
九
原

太
守 

一
直
未
受
重
用 

安
史
之
乱
爆
发
后 

子
仪
公
任
朔

方
节
度
使 

率
军
勤
王 

收
复
河
北 

河
东 

拜
兵
部
尚
书

同
中
书
门
下
平
章
事 

公
元757

年 

子
仪
公
与
广
平
王
李
俶
收
复
西
京
长
安 

东
都
洛
阳 

以
功

加
司
徒 

封
代
国
公 758

年 

进
位
中
书
令 759

年 

因
承
担
相
州
兵
败
之
责 

被
解
除
兵
权 

处
于
闲

官 

公
元762

年 

太
原 

绛
州
兵
变 
子
仪
公
被
封
为
汾
阳
王 

出
镇
绛
州 

不
久
又
被
解
除
兵
权

   

公
元763

年 

仆
固
怀
恩
勾
结
吐
蕃 
回
纥
入
侵 

长
安
失
陷 

子
仪
公
被
再
度
启
用 

任
关
内

副
元
帅 

再
次
收
复
长
安 

公
元765

年 

吐
蕃 
回
纥
再
度
联
兵
内
侵 

郭
子
仪
在
泾
阳
单
骑
说
退

回
纥 

并
击
溃
吐
蕃 

稳
住
关
中

   

公
元779

年 

子
仪
公
被
尊
为
“
尚
父
”
进
位
太
尉 

中
书
令 781

年 

子
仪
公
去
世 

追
赠
太

师 

谥
号
忠
武 



   

历
史
评
价 

在
平
定
安
史
之
乱
的
战
争
中 

郭
子
仪
指
挥
或
参
与
指
挥
了
攻
克
河
北
诸
郡
之

战 
收
复
两
京
之
战 

邺
城
之
战
等
重
大
作
战 

安
史
之
乱
后 

他
计
退
吐
蕃 

二
复
长
安 

说
服
回

纥 
再
败
吐
蕃 

威
服
叛
将 

平
定
河
东 

他
戎
马
一
生 

功
勋
卓
著 

史
书
称
他
“
再
造
王
室
，
勋

高
一
代
” 
“
以
身
为
天
下
安
危
者
二
十
年
” 

郭
子
仪
不
但
武
功
厥
伟
，
而
且
还
善
于
从
政
治

角
度
观
察 
思
考 

处
理
问
题 

资
兼
文
武 

忠
智
俱
备 

故
能
在
当
时
复
杂
的
战
场
上
立
不
世
之

功 

在
险
恶
的
官
场
上
得
以
全
功
保
身 

   

子
仪
公
家
谱 

六
代
祖 

郭
智 

太
原
晋
阳
（
今
山
西
太
原
）
人 

北
魏
末
仕
至
秘
书
郎 

中
山
郡
太
守 

郢
州
刺

史  

参
见
《
隋
郭
荣
碑
》 
五
代
祖 

郭
进 

西
魏
同
州
司
马 

隋
太
仆
卿
郭
徽
弟  

参
见
《
元
和

姓
纂
》 

《
新
唐
书
宰
相
世
系
表
集
校
》

   

伯
高
祖 

郭
荣
（547

—614

） 
字
长
荣 

隋
太
仆
卿 

安
城
县
公
郭
徽
之
子 

隋
左
光
禄
大
夫 

右
候
卫
大
将
军 

蒲
城
郡
公 

赠
兵
部
尚
书 
参
见
《
隋
郭
荣
碑
》 

《
元
和
姓
纂
》
《
新
唐
书
宰

相
世
系
表
集
校
》

   

伯
高
祖 

郭
荣
（547

—614

） 

字
长
荣 
隋
太
仆
卿 

安
城
县
公
郭
徽
之
子 

隋
左
光
禄
大
夫

右
候
卫
大
将
军 

蒲
城
郡
公 

赠
兵
部
尚
书 

参
见
《
隋
郭
荣
碑
》 

《
元
和
姓
纂
》 

《
新
唐
书

宰
相
世
系
表
集
校
》



   

高
祖
父 

郭
履
球 

郭
进
之
子 

隋
金
州
司
仓
参
军  

参
见
《
元
和
姓
纂
》 

《
新
唐
书
宰
相

世
系
表
集
校
》 

可
校
正
《
新
唐
书
宰
相
世
系
表
》 

   
曾
祖
父 

郭
昶 

履
球
之
子 

生
于
隋
唐
之
际 

官
至
凉
州
司
法
参
军 

参
见
《
郭
公
庙
碑
铭
》 

《
元
和
姓
纂
》 

   

祖
父 
郭
通 

郭
昶
之
子 

唐
永
徽
年
间
（650

—655

） 

官
至
京
兆
府
美
原
县
主
簿 

唐
肃
宗

乾
元
元
年
（758
）
二
月 

因
郭
子
仪
之
故 

追
赠
兵
部
尚
书  

参
见
《
郭
公
庙
碑
铭
》 

《
元
和

姓
纂
》 

《
新
唐
书
宰
相
世
系
表
集
校
》 

   

父
亲 

郭
敬
之 

华
州
郑
县 

今
陕
西
渭
南
华
州
区 

人 

历
任
渭
州 

吉
州 

绥
州 

寿
州
等
四
州
刺

史 

唐
肃
宗
乾
元
元
年
（758
）
二
月 

因
郭
子
仪
之
故 

追
赠
太
保 

追
封
祁
国
公 

谥
号
“
贞
懿
”

   

母
亲 

向
氏 

怀
州
河
内
人 
初
封
平
原
郡
君 

唐
肃
宗
乾
元
元
年758

年
追
赠
魏
国
夫
人 

   

兄
长 

郭
子
琇

   

弟
弟 

郭
子
云 

郭
子
瑛 

郭
子
珪 
郭
幼
贤 

郭
幼
儒 

郭
幼
明
（
曾
任
少
府
监 

死
后
赠
太
子

太
傅
） 

郭
幼
冲

   

妻
妾 

王
氏 

京
兆
万
年
人 

封
琅
琊
县
君 
进
封
太
原
郡
君 

霍
国
夫
人 

衮
州
大
都
督
王
守

一
之
女 

李
氏 

鄯
州
乐
都
人 

封
凉
国
夫
人 

张
氏 
封
南
阳
夫
人 

韩
氏 

封
劲
节
夫
人 

赵
氏

   

子
女  

子
仪
公
有
八
子 

据
《
汾
阳
王
妻
霍
国
夫
人
王
氏
神
道
碑
》 

有
六
子
是
夫
人
王
氏
所
生



   

郭
曜 

曾
任
开
阳
府
果
毅
都
尉 

随
郭
子
仪
平
定
安
史
之
乱 

后
历
任
卫
尉
卿 

太
子
詹
事 

太

子
少
保 

封
太
原
郡
公 

后
袭
封
代
国
公 

死
后 

赠
太
子
太
傅 

谥
号
孝 

   
郭
旰 

在
讨
伐
安
史
之
乱
时
战
死 

   

郭
晞 
曾
随
郭
子
仪
收
复
两
京 

战
功
卓
著 

历
任
鸿
胪
卿 

殿
中
监 

检
校
工
部
尚
书
兼
太
子

宾
客 

封
赵
国
公 

死
后 

赠
兵
部
尚
书

   

郭
昢 

   

郭
晤 

   

郭
暧 

娶
代
宗
之
女
升
平
公
主 

拜
驸
马
都
尉 

历
任
殿
中
监 

检
校
左
散
骑
常
侍 

太
常
卿 

初
封
广
阳
县
男 

进
封
清
源
县
侯 

后
袭
封
代
国
公 

死
后 

赠
尚
书
左
仆
射 

又
赠
太
傅 

   

郭
曙 

曾
任
司
农
少
卿 

后
在
朱
泚
之
乱
中
立
有
战
功 

擢
升
为
左
金
吾
卫
大
将
军 

封
祁
国
公 

   

郭
映 

太
子
左
谕
德

   

女
儿 

《
新
唐
书
》
称
郭
子
仪
“
八
子
七
婿 

皆
贵
显
朝
廷
”
但
据
《
汾
阳
王
妻
霍
国
夫
人

王
氏
神
道
碑
》 

王
氏
生
有
八
女

   

长
女 

嫁
成
都
县
令
卢
让
金  

二
女 

嫁
鄂
州
观
察
使
吴
仲
孺 

三
女 

嫁
卫
尉
卿
张
浚 

   

四
女 

嫁
殿
中
少
监
李
洞
清  

五
女 

嫁
司
门
郎
中
郑
浑     

六
女 

嫁
汾
州
别
驾
张
邕 

   

七
女 

嫁
和
州
刺
史
赵
纵    

八
女 

嫁
太
常
寺
丞
王
宰 



   

孙
子 

   

郭
锋 

郭
曜
之
子

   
郭
钢 

郭
晞
长
子 

曾
任
朔
方
节
度
使
杜
希
全
的
幕
僚 

代
理
丰
州
刺
史 

后
叛
投
吐
蕃
被
拒 

被
送
往
京
师
赐
死 

   

郭
钧 
郭
晞
次
子 

   

郭
鐇 

郭
晤
之
子 

   

郭
铸 

郭
暧
长
子 
袭
封
代
国
公 

   

郭
钊 

郭
暧
次
子 
升
平
公
主
所
生 

历
任
左
金
吾
大
将
军 

检
校
工
部
尚
书 

邠
宁
节
度
使 

司
农
卿 

河
阳
三
城
节
度
使 
河
中
尹 

兵
部
尚
书 

唐
文
宗
时 

加
授
司
空 

剑
南
西
川
节
度
使 

入
朝
为
太
常
卿 

检
校
司
徒 
死
后
赠
司
徒 

    

郭
鏦 

郭
暧
第
三
子 

升
平
公
主
所
生 

娶
唐
顺
宗
之
女
汉
阳
公
主 

拜
驸
马
都
尉 

历
任
检

校
国
子
祭
酒 

右
金
吾
将
军 

太
子
詹
事 
闲
厩
宫
苑
使 

封
太
原
郡
公 

死
后
赠
尚
书
左
仆
射 

   

郭
銛 

郭
暧
第
四
子 

娶
唐
顺
宗
之
女
西
河
公
主 

拜
驸
马
都
尉 

历
任
殿
中
监 

太
子
詹
事 

宫
苑
闲
厩
使

   

郭
氏 

郭
暧
长
女 

升
平
公
主
所
生 

唐
宪
宗
贵
妃 
唐
穆
宗
生
母 

后
被
尊
为
皇
太
后 

谥
号

懿
安
皇
后



   

后
裔 

   
郭
宝
玉 

郭
德
海 

郭
侃 

三
代
皆
为
大
蒙
古
国
将
领 

   
郭
秀 

明
洪
武
初
年 

郭
秀
受
命
南
征
得
胜 

官
至
都
督
府 

   

晚
年
生
活

   

唐
代
宗
大
历
九
年
（774

年
）
二
月 

郭
子
仪
入
朝 

在
延
英
殿
朝
见
皇
帝 

谈
到
吐
蕃
强
大

时 

流
涕
不
止 
又
上
表
“
乞
骸
骨
”
（
退
休
） 

但
未
得
到
代
宗
允
许 

大
历
十
四
年
（779

年
）

五
月 

唐
德
宗
继
位 
郭
子
仪
被
调
回
朝
廷 

进
位
太
尉 

仍
兼
中
书
令 

充
任
皇
陵
使 

赐
号
“
尚

父
” 

并
加
食
邑
至
两
千
户 

至
此 

郭
子
仪
所
领
使
职 

副
元
帅
等
职
务
全
部
被
罢
免 

   

唐
德
宗
建
中
二
年
（781
年
） 

郭
子
仪
病
重 

唐
德
宗
命
舒
王
李
谊
前
往
探
病 

六
月
十
四

日 

郭
子
仪
去
世 

享
年
八
十
五
岁 
追
赠
太
师 

谥
号
忠
武 

配
飨
代
宗
庙
廷 

陪
葬
建
陵 

德
宗

废
朝
五
日 

命
群
臣
吊
唁 

又
亲
临
安
福
门
送
葬 

并
违
反
礼
制 

将
他
的
坟
墓
加
高
一
丈 

                                          

珊
文
公
十
六
世
裔
孙
郭
遥
收
集
整
理

                                           

公
元
二
零
二
二
年
壬
寅
岁
仲
夏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