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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598–649 年 )，本名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淵的次子，唐

朝第二位皇帝。他協助父親開創唐朝，然後通過政變奪得帝位，

登基為唐太宗。唐太宗在位期間勵精圖治、虛心納諫，開創了

「貞觀之治」的盛世；同時，他讓四夷賓服，使大唐聲威遠播，

被奉為「天可克汗寒」。

簡介唐
太
宗

生  平  事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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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 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中書省 門下省 尚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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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輦圖》 描繪吐蕃使者（左二）朝見唐太宗請求通婚 
的情景

◆	描繪唐朝禮賓的壁畫 左三人為唐朝官員，
右三人是來自不同國家的使節，展現唐與外
國交流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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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就  地  位

人  物  評  價

人  物  評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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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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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1328–1398 年），原名朱重八，後改名朱元璋，為明

朝開國皇帝。他出身貧窮，少年時曾靠化緣為生，後起兵反抗

元朝，建立明朝。在明太祖的統治下，明朝歷經「洪武之治」

的盛世；另一方面，他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制度，為後世仿效。

簡介明
太
祖

生  平  事  跡

◆ 安徽龍興寺 皇覺寺毀於元末戰亂，朱元璋登基後下詔
重建，賜名龍興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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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衣衞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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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半山園 王安石在江寧府的故居

◆ 王安石《過從帖》 王安石傳
世書法不多，但風格奇特，
獲蘇軾、黃庭堅推崇

成  就  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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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評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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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 

寄書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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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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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1371–1433 年），原姓馬，小名三保，是明代著名宦官、

航海家和外交家。鄭和帶領船隊七度下西洋，訪問東南亞、南

亞以至東非多個國家，完成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大壯舉。

簡介

鄭
和

生  平  事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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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南京的鄭和墓 由於鄭和在旅途
中逝世，遺體難以保存，鄭和墓只
是衣冠塚

成  就  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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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馬六甲市的三寶廟

人  物  評  價

人  物  評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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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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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飛（1103–1142 年），字鵬舉，南宋抗金名將。他堅持抗金，

收復中原，迎回徽、欽二宗。岳飛在十一年間曾四度北伐，率

領岳家軍討伐金兵。他曾有望攻下汴京，後因宋高宗急召，最

終只能班師回朝。1142 年，岳飛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享

年三十九歲。

簡介

岳
飛

生  平  事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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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州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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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就  地  位

◆	 	岳墓前的對聯 ◆	 岳墓前的鐵像 左為王氏，右為秦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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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耻，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

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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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1897–1986 年），字滄白，中國革命家、軍事家。他

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者，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

一。葉劍英在建設國家現代化上勞苦功高，在國際上享有崇高

的地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國以來其中一位最具影響力的

領導人物。

簡介葉
劍
英

◆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舊址

生  平  事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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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南嶽游擊幹部培訓班教官合影。
左起吳奚如、葉劍英、李振亞、李濤、
邊章五、薛子正。

◆	葉劍英紀念館 位於今廣東梅州市梅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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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1084–1155 年），自號「易安居士」，宋朝女詞人，

婉約詞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稱。所作的詞，前期多

寫其悠閒生活，充分表現女性閨閣的感情；後期多悲歎身世，

情調感傷。代表作品有《聲聲慢》、《一翦梅》及《如夢令》等。

簡介李
清
照

生  平  事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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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清照紀念館  位於山東章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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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就  地  位

人  物  評  價

人  物  評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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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1910–1998 年），現代散文家、小說家、文學研究家。

1933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其後赴英國牛津大學與法國巴

黎大學進修。回國後曾任教於清華大學、上海暨南大學等。期間

先後完成《寫在人生邊上》、《圍城》等著作。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立後，擔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其後完成《宋詩選注》及參

與翻譯《毛澤東詩詞》英譯本。代表作品有《圍城》、《寫在人

生邊上》、《人．獸．鬼》及《談藝錄》等。

簡介錢
鍾
書

生  平  事  跡

◆		錢鍾書青少年時代故居 位於江蘇無錫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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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鍾書信札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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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圍城》的封面

人  物  評  價

人  物  評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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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奘（602–664 年），俗姓陳，名褘揮。唐朝高僧，佛教法相

宗創始人，法號「玄奘」，被尊稱為「三藏法師」，後世俗稱「唐

三藏」，中國佛教三大翻譯家之一 1。為了把佛教各派學說融匯

貫通，獨自西行至天竺竹
（即今印度），歷經艱辛取得真經，並全

心投入譯經事業，翻譯代表作品包括《般波若野波羅蜜多心經》（簡

稱《心經》）、《成唯識論》，以及口述並由門人編撰的《大唐

西域記》等。

簡介唐
玄
奘

1 玄奘與鳩摩羅什、真諦並稱為中國佛教三大翻譯家。
2  佛教主要分為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的修行是為了普渡眾生，主張解脫一切的生靈，自
己才會成佛；小乘佛教的修行是尋求自我的解脫，斷除個人的煩惱與慾望，超脫個人的生死。

生  平  事  跡

◆	玄奘故居 位於河南偃師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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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西域記》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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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1895–1990 年），原名恩鑅橫，字賓四，晚號「素書老人」
1，江蘇無錫市人，近代歷史學家、教育家，以及香港新亞書院（今

合併入香港中文大學）創辦人。錢穆一生致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著述繁多，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

史》、《國史大綱》等，對中國歷史學研究影響深遠，因而又

被譽為「現代四大史學家」2 之一。

簡介

錢
穆

生  平  事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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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穆故居 位於台灣台北市

◆		錢穆雕像 豎立於中文大學

◆		錢穆書法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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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公元 321–379 年），字逸少，東晉著名書法家，有「書

聖」之美譽。王羲之兼擅隸、草、楷、行各體，他的書法作品

備受歷代皇帝、文人推崇，其中以《蘭亭集序》對後世的影響

最大，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

簡介王
羲
之

生  平  事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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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就  地  位

人  物  評  價

人  物  評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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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1907–1989 年），原名李永順，中國近代著名山水畫

大師，兼擅畫人物、牛。他在山水畫創作中，奉行「可貴者膽，

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打進去，用最大的勇氣打出來」

的精神，把握傳統又勇於創新，尤其將西方繪畫對光線的處理

放進傳統國畫中，把中國山水畫推向了新的高峰。他的代表作

有《萬山紅遍》、《漓江勝景圖》、《井岡山》、《牧牛圖》等。

簡介李
可
染

生  平  事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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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白石與李可染合影

◆	《五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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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牛圖》 ◆《柳塘渡牛圖》 ◆《牧童牛背畫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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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江勝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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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就  地  位

人  物  評  價

人  物  評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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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也，力大無窮，俯首孺子而不逞強。終生勞瘁，事人而安

不居功。純良溫馴，時亦強犟，穩步向前，足不踏空，形容

無華，氣宇軒昂，吾崇其性，愛其形，故屢屢不厭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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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1031–1095 年），字存中，號夢溪，北宋著名科學家、

政治家。他曾積極參與「熙寧變法」，後因王安石失勢而遭到

貶謫，最終選擇歸隱。沈括晚年隱居夢溪園，將平生所學所聞

編成《夢溪筆談》，此書是中國科學史上的重要文獻。

簡介

沈
括

生  平  事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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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溪筆談》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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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浙江的雁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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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優呦（1930 年 –），著名醫學家，中國中醫科學院終身研究

員兼首席研究員、青蒿素研究開發中心主任。高中畢業後，她

入讀北京大學醫學院藥學系，並以優良成績畢業。其後，她接

受中醫培訓，學習中醫藥知識。經過多年研究，屠呦呦先後從

青蒿中提煉出新的抗瘧藥物—青蒿素和雙氫青蒿素，大大降

低了瘧疾病人的死亡率，拯救了數以萬計的人命。屠呦呦因這

項發現而成為首位獲得拉斯克臨床醫學研究獎 1 和諾貝爾生理學

或醫學獎的中國人。2019 年，她獲頒授共和國勳章，以表揚她

以中醫藥造福世界的貢獻。

簡介屠
呦
呦

生  平  事  跡

◆	屠呦呦故居 屠呦呦幼時曾在舅舅
姚慶三位於寧波蓮橋街的姚宅居
住

◆	 1951 年的屠呦呦與
她的導師樓之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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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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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呦呦在瑞典領取諾貝爾醫學獎 ◆	屠呦呦與趙忠賢一同獲頒國家最高科學
技術獎。

成  就  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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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有機會時更上一層樓，去領略中國文化的魅力，

發現蘊含於傳統中醫藥中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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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0
1
–
2
0
0
1

年)

張
學
良

畢業於東北陸軍軍官學校，為國

民革命軍高級將領。曾任東北保

安軍總司令、中華民國陸海空軍

副司令、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等要

職，是「西安事變」的主要發起

人之一，促使中國停止內戰、全國共同抗日。

張是北洋軍閥張作霖之子，日本關東軍為其殺父仇人。張繼承其父掌握東北軍

後，即自易幟，宣布服從國民政府，並向國民政府發出《絕不妨礙統一電》，

藉此表明期望全國統一之心。後來他發動「西安事變」，要求全國一致抗日、

加速全國統一的心態與此心並無二致。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張率領東北軍一半軍力進入山海關參與中原大戰，

後駐留北平，削弱了東北軍力。在「九一八事變」時，張與蔣介石均誤判了日

方野心與侵略行動的影響，致使日軍輕易佔據了東北三省，方便了日軍往後的

侵略行動。

東北三省落入日軍手中後，日軍對華攻勢愈發加劇，中國人民飽受日軍侵略之

苦。國內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聲音愈加強烈。當時，張與楊虎城開

始與中國共產黨及國內不同派系的將領私下商討抗日議題，大部分將領都支持

全力抗日。當時中國共產黨代表曾建議將蔣排除在抗日戰線外，唯張學良認為

全國軍隊大都在蔣的指揮之下，加上蔣為國家元首，由蔣領導全國抗日才名正

言順。張與楊虎城雖曾多次苦諫蔣介石，但是蔣仍堅持「先安內，後攘外」策略。

1936 年 12 月，蔣介石前往西安督軍，命張與楊虎城派兵剿共。張與楊虎城

再次向蔣介石進諫，提出停止內戰、全國共同抗日，但依然不為蔣介石所接納。

由於多次進諫都不被接納，張與楊虎城在討論後，決定發起兵諫，即「西安事

變」。張在對剿匪總司令部職員講話中曾說：「如果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的主

張，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那時甚至對我們這次

行動認為是叛變而懲處我們，我們絕對坦然接受，因為我們所爭的是主張，只

要主張行得通，目的能達到，其他均非所計。」當時有將領提出解決蔣介石，

但均為張所反對。最後，在宋美齡、宋子文與孔祥熙的談判斡旋下，終和平解

決事件。張同意保護蔣介石安全離開西安，並揚言只要蔣介石同意抗日，自願

接受任何懲處。「西安事變」結束後，蔣介石終於下令停止內戰、全國共同抗

日。

張在「西安事變」後，被軍事法庭判決十年徒刑。後來張雖然獲得特赦，但從

此失去自由，開始了數十年的軟禁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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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天津法政專門學校，其

後投身軍旅，為國民革命軍高

級將領。曾任第 38 師師長、

第五十九軍軍長、第三十三集

團軍總司令、第五區右翼兵團

總司令等要職，參與過長城抗

戰•喜峰口戰役、臨沂保衞戰、

武漢會戰、隨棗會戰、棗宜會戰等戰事。

1938 年的臨沂保衞戰，日軍進攻山東臨沂，以策應徐州會戰，準備在台兒莊

合圍國軍。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為免臨沂失守，影響徐州會戰的部署，便

命張率領第五十九軍前往支援。張得令後，晝夜直奔臨沂。基於兵貴神速和攻

其不意兩原則，張甫抵達臨沂便直接率部強渡沂河，夜襲敵軍。中日兩軍短兵

相接，反覆衝殺兩晝夜，張終收復日軍佔據的主要陣地，再加上第三軍團的配

合，國軍從東南西三個方向圍攻日軍第5師團，在自損六千餘名兵士的情況下，

殲滅日軍精銳二千餘人，成功守住臨沂，阻止了日軍繼續南下徐州，為「台兒

莊大捷」奠下勝利基礎。

1939 年的隨棗會戰，日軍欲消滅第五戰區主力。在此戰中，日軍不但派出大

量飛機、坦克、炮兵進行猛烈攻擊，在進攻高地時更使用了毒氣，導致大量國

軍傷亡。日軍以此優勢先後佔領了唐河、高地、隨縣、棗陽等地。戰鬥進入後

半月時，國軍開始組織大規模反攻。張以第三十三集團軍主力重奪棗陽，又以

其餘部隊牽制日軍後方。接着，張指揮部隊收復唐河，並在第三十一集團軍、

第二集團軍配合下，粉碎了日軍的合圍計劃。其後，張率領河東部隊和江防軍

切斷日軍後方交通線，使日軍無力再進行大規模進攻。

1940 年棗宜會戰，當時張負責指揮第三十三集團軍，由南面迫近日軍。由於

國軍的通訊保密程度不足，張與第五戰區指揮官之間的電報全為日軍截取，令

日軍掌握了第五戰區的布防，以及張指揮的第三十三集團軍的主力位置和兵力

分布情況。日軍遂派出飛機狂轟張的總司令部，又集中三個師團的精銳兵力圍

攻張。在此惡劣情況下，張率領殘部邊戰邊退，終被日軍合圍。在日軍猛烈攻

擊下，張在重傷中繼續指揮部隊，直至第 74師和特務營兵士全數戰死，身邊

僅剩百人依然不降。最後，張身中數彈殉國，成為抗日時期首位陣亡的最高階

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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