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颜  之  仪  
 

颜之仪，字子升，祖籍琅琊临沂人。颜协长子。颜之仪自幼聪慧，

三岁能读《孝经》。及长，博览群书，尤好辞赋。曾献《神州颂》，辞

致雅赡，深为梁元帝萧绎赏识。 

梁承圣三年（554 年），西魏平定江陵后，颜之仪随迁长安。入

北周，明帝宇文毓以颜之仪为侍郎，拜小宫尹、麟趾学士、御史大夫，

封平阳县男，食邑二百户。颜之仪刚正不阿，正直无私，深受朝中同

僚与士民拥戴。宣帝宇文赟（yūn）即位后，迁颜之仪为上仪同大将

军、御正中大夫，进爵为“公”。当时，宣帝朝中益乱，刑政乖僻，昏

纵日甚。颜之仪犯颜骤谏，虽不见纳，但屡谏不止，深为宣帝所忌。

然因其旧恩，每优容之。及宣王杀王轨，颜之仪固谏，宣帝大怒，欲

并致之于法，后以其耿直无私被免之。 

北周大象二年（580 年），宣帝崩。内史郑绎和御史大夫刘昉伪

造诏书，要上柱国、将军隋公杨坚辅佐少主，又晋封杨坚为大丞相，

总理国政。颜之仪知道此非宣帝旨意，拒而弗从。刘昉等人草诏署记，

逼颜之仪连署。颜之仪厉声对刘昉等人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

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

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以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

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北史·颜之仪传》)于是刘昉等人知他

不可屈服，便代之签署后颁行天下。杨坚后来向颜之仪索要皇帝符玺，

颜之仪又正色回答：“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于是

杨坚大怒，命令将颜之仪押出，欲杀之。终因颜之仪在士民中声望太

高而作罢，谪出为西疆太守。 

开皇元年（581年），杨坚称帝建立隋王朝，诏征颜之仪还京师，



进爵新野郡公。后任集州刺史，任职廉洁清明，政不扰民，各族百姓

悦之。开皇六年还京都，优游不仕。开皇十年正月，颜之仪随列入朝，

隋文帝杨坚望而识之，命引至御座，对他说：“见危受命，临大节而

不可夺。古人所难，何以加卿？”并赐钱十万，米一百石。开皇十一

年冬，颜之仪逝世，终年六十九岁。有文集十卷行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