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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自以為從此天下太平，大功告成，驕奢淫逸之欲遂起，
怠惰不理政事習慣形成；宰相可以為所欲為，邊將尾大不掉難
控。安史之亂的爆發，是玄宗驕奢淫逸，政治腐敗的結果。

改寫自楊希義、牛致功新撰《唐書》

資料一：

「如果説李林甫是『養成天下之亂』，那麼楊國忠便是『終成
其亂』。」

資料二：

樊樹志《國史概要》

資料一和資料二分析了唐玄宗、李林甫和楊國忠在導致安史之亂爆發
須負上的責任。你同意資料一和資料二的觀點嗎？試援引史實，加以
評論。(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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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參考



整體注意事項

• 客觀評分，不應持有既定的答案樣式。

• 答案若涉及論據和觀點，無所謂「錯誤」與否。閱卷員應
著重考生能否提出理據充足的觀點。

• 閱卷員不應僅選取相關及合理的內容予以給分，而漠視全
不相關或錯誤的內容，評卷應以考生所提供答案的全部內
容作整體的評估。

• 評卷時，閱卷員須根據三項因素：對題旨的理解、內容及
表達，首先評定答卷應屬的分數範圍，再決定在分數範圍
內的具體得分，不宜按點給分。

• 給予上品分數的答卷毋須完美無瑕，內容或表達方面倘有
輕微不足之處，亦可接受。



題目分析
• 題型:評論題

• 評論三個人物於導致安史之亂爆發須負之責任

✓資料一:唐玄宗

✓資料二:李林甫、楊國忠

• 與責任相關的關鍵字句:

✓玄宗:驕奢淫逸，政治腐敗

✓李林甫:養成天下之亂

✓楊國忠:終成其亂



作答方向及須知

• 考生不論同意與否俱可，可全部同意或不同意，
也可個别同意或不同意。

• 但不論立場如何，俱必須環繞及回應上述關鍵句，
並緊扣題旨，運用相關史實論據，說明個人立場。

• 作答角度須均衡及三者的分析，三者如缺其一，
其評分不應高於中卷的10-15分，如只述其一，
不論論據如何充足，也不屬中卷，只能於6-9分
或以下評分。



作答方向及須知

*扣題論述

• 如考生全部同意資料一及二，以政治腐敗為
例：三者共通者乃造成政治腐敗，但不應只
泛論政治敗壞現象，應運用史實或論述，指
出政治敗壞如何導致亂事發生，方是良好的
扣題做法。其他論點也應作如此處理。如未
能緊密扣題，縱然內容豐贍，不應超越16-21
的中上卷評分。



內容理據
• 評分高低考量在於是否具充足理據，尤其玄宗部份，如觀點為同意而內容理

據疏略不完整者，其餘兩項即使較完備，亦不應超越16-21分水平。

• 核心論據

✓ 玄宗:荒怠政務-施政失誤：任用李楊、信任安祿山、軍事問題(兵制及兵鎮
演化成的外重內輕)

✓ 李林甫:私心以胡代漢

✓ 楊國忠:激發安祿山叛變

• 考生答卷能包括上述核心論據並頗完備者，已可於中上卷16-21分評分。

• 相反答案全無觸及上述核心論據，只含糊述及其他一般因素，如泛述寵幸貴
妃及政治敗壞等，只應於下卷0-5分開始量分。

• 考生如能觸及核心論據之餘而能旁及評分參考其他更深入的分析及理據，析
述又極完備，並能緊扣題旨(所述論點及史實如何導致安史之亂爆發)，甚
或有合理的一己之見，可於上卷22-25分量分。



重複理據之處理

• 最常見是完全同意資料一二，於析述玄宗重用
李、楊時，已詳論李如何絕邊將入相，楊如何
激發安起兵，而於獨立述說李、楊時又再重複
相同論點論據。

• 給分考量應視乎考生有否獨立用不同approach
處理資料，如於玄宗部份李楊的資料是用以說
明玄宗之失誤、責任及與安史爆發之關係，而
李、楊部份則是獨立說明如何養成及終成安史
之亂，則運用相同論據並無問題。



評分參考中扣連三人與安史之亂爆發關係的例子
• 玄宗

✓信任安祿山，致一人獨擁三鎮兵力。

✓忽視將相不和，令安有藉口起亂。

✓出現外重內輕，玄宗並未察覺，實難辭其咎。

• 李林甫

✓敗壞吏治，諫官不敢正言，致胡人勢大問題未能糾正。

✓為固權位，......邊將全是胡人，.......致令尾大不
掉。

• 楊國忠

✓多次向玄宗指安有謀反之心......乃以討楊國忠為名起
兵。



考生示例表現



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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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駁論



反駁理由
強化上述曾提之理據 1

2

3



結語

呼應首段立場



評語
考生全文立論清晰，首尾相應，組織清晰有序，充份
掌握題旨。對三人所需負之責任，能有條不紊組織相
關史料舉証作答，理據亦充足準確。如論及玄宗在政
治及軍事上之失誤，皆能舉具體史實論證，如政治上
寵貴妃及高力士，政治荒怠，能舉宇文融上奏論開元
天寶四大弊政作佐證，軍事上能清晰有致全面論及兵
制更易及十大兵鎮之設如何促使外重內輕之局形成。
至於李林甫及楊國忠部分亦能有效說明二人何以養成
及促成亂事，僅李林甫方面於論其養成亂事方面，稍
欠其於行政方面的專斷敗政，但已能集中論其以胡代
漢之重要核心論據。此外，此題的駁論雖非必要，但
考生於自設的駁難中能突顯文中三人之責，也能收綠
葉之效。
綜觀考生全文論述過程亦能緊扣題旨，論述有據，誠
上卷之選。



示例二

引述資料



回應宰相責任

帶出軍事問題



再論李、楊責任

重覆論點

楊國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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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整體雖沒偏離題旨，並無重大史實偏差，但內容
理據稍嫌薄弱，論析不足。如玄宗部分僅集中論及李
楊弄權，議及李之私心為主，其餘玄宗的行政及軍事
失誤，著墨不多，所提論據不足且有欠具體，僅略帶
出安祿山擁三鎮兵力，形成外重內輕之局而已。此外，
論及李楊二人，同樣流於單薄不足，李林甫部分只重
複再提其以胡代漢之私心，並無新意。楊國忠方面，
則只含混述二人不和導致安起兵而已。考生雖於駁論
帶出兵鎮之弊，但未有力將之扣連題旨，指出此乃玄
宗之失，故對大局無助。
综合言之，考生表現雖無重大偏差，但內容疏略不足，
史據欠足，考卷只屬中等水平。

評語



完，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