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嗣赵王妃窦氏墓志》释读 057

因近年关注于唐代皇族婚姻生活的研究，笔者在新见《长安高阳原新出隋唐墓志》（下行文多简称《高

阳原》）中，发现唐嗣赵王妃窦婌墓志一合。据解题，该志〔图一〕为正方形，青石质，2004年出土于西

北大学长安校区工地20号墓。墓志高、宽皆54厘米，厚10.5厘米，阴刻正书22行，满行24字，共计496

字；志盖盝顶，厚10.5厘米，分三行篆书阴刻“大唐故/窦妃墓/志之铭”，四刹浅刻宝相花纹。为方便行

文论述，兹将窦婌志文转录如下
‹1›
：

嗣赵王妃窦氏墓志并序

妃讳婌，字顺，扶风平陵人也。自宠彰三锡以命氏，功宣列岳而/作伯，则焕乎固、晔之

书矣。洎枝传百辟，代载不泯，何其盛哉。曾/祖诞，皇朝起家千牛、光禄大夫，行殿中监、

工部尚书、驸/马都尉、上柱国、莘国公，谥曰安。非夫奇节茂勋，孔硕且蔓，熟能/丽文昌之

宿，享第土之邦也。祖孝慈，皇朝工部郎中、德/瀛二州刺史，赠工部尚书、上柱国、袭莘国

公。莅［蒞］含香之署，称妙/惟一；刺全赵之邦，其功尤异。父希璥，皇朝楚州山阳、赵/

州房子、相州内黄、汉州什邡四县令，平陵县开国公。弦歌之声，/远齐言偃，仁恕之化，令

之鲁恭。妃即公之季女也，德光繁祉，质/贲秾华，秀色令仪，既明且淑。年卅二，适于嗣赵

王，由著族矣。夫/其婉娩听从执谦也，进退可法崇礼也，先后以让明教也，家人/以严正本

也。身既贵而不弃针管，道可尊而是勤澣濯。肃敬无/歝，睦诚有训，母仪可以光古，阃则可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页156－157，文物出版社，2016年。又，《珍稀墓志百品》（胡戟著，陕

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6年，页124－125）《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齐运通、杨建锋编，中华书局，2017年，页169）中皆收录另一

合嗣赵王妃墓志，尺寸与窦婌墓志相当，志主名窦舜舜，乃窦诞曾孙女、窦希璥女，四十二岁出适嗣赵王，开元十年（722）卒后葬于高阳

原。但该墓志的出土信息及志石材质皆不确切，故本文暂不做对比研究。

唐《嗣赵王妃窦氏墓志》释读

陈丽萍

内容提要  本文以释读新见嗣赵王妃窦婌墓志为契机，对史料中较少记载的赵王世系及

成员婚嫁状况进行了全面梳理，明确了赵王房仅传三代而绝嗣的史事，对赵王妃窦婌的生

平及祖、父的履官经历等略作复原，逐一分析了窦氏家族成员与皇族的联姻状况。作者认

为，史料记载的窦氏所出“二皇后、六王妃、八驸马”或仅为概言，实际上其家族与皇族

的婚姻网络更加宽泛和复杂。也正是因为这种长期联姻关系的存在，才使窦家一直维持着

极高的外戚地位，也能在各种机缘下不断推出皇后，成为唐代名副其实的外戚世家。  

关键词  赵王房  嗣赵王  外戚  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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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激时。呜呼！德充子身，天/

不与寿。开元十一年七月，遘疾

终于崇贤之里，春秋卅有六。

呜/呼哀哉！以开元十一年龙集

癸亥十一月廿八日旋葬于高阳/

原，礼也。赵王以同衾义重，感

逾潘岳；爱子以绝甘情切，哀过

颜/丁。窀穸一封，礼荣斯皋。

苍茫翠榎，闲长陵之古木；窈

窕红颜，随/壑舟而将远。去矣

永往，出哉南郭，启青鸟之书，

曳白马之旐，用/纪于吉，埋膝

之域。呜呼哀哉！遂为铭曰：

/嗟嗟哲妃，闺范清兮。温温淑

质，垂令名兮。溘随万化，归无

生兮。/宿殖真谛，当有并兮。

一兹沦化，万古成兮。刊兹坚

石，刻于铭兮。

粗读志文可知，嗣赵王妃名窦

婌，字顺，乃窦诞曾孙女、窦希璥女，三十二岁出适嗣赵王，开元十一年（723）卒后葬于高阳原。这方

墓志虽然篇幅不大，但平阙工整，用词精炼，是唐前期常见的皇族亲眷墓志书模式。其历史价值主要有

两个方面：一是对史书记载甚少的赵王房及后人的婚姻状况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二是对窦婌的生平经

历及父、祖的官职履历记载，以及研究唐代外戚世家窦氏家族与皇族的联姻关系，新增了实例。本文即

拟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先梳理赵王一房的世系脉络，再释读窦淑墓志的内容。

一  唐代的赵王及嗣赵王

据两《唐书·赵王福传》及相关史料记载，太宗杨妃生第十三子福，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乙亥封

赵王。贞观十六年六月，太宗追尊（高祖子）息隐王李建成
‹1›
为隐太子，以己子赵王福为其嗣子。咸亨元

‹1› 其实早在贞观元年（627），太宗就以从子（陇西王博乂子）怀仁为建成嗣子，但不久后又降为陈留县开国公。参见《赵州瘿陶令

李怀仁德政碑》，《全唐文》卷二九九，页3037－3039，中华书局，1983年；《旧唐书》卷六○《宗室传》，页2356－2357，中华书局，1975

年；《新唐书》卷七○上《宗室世系表上》，页2022－2023，中华书局，1975年。

〔图一〕 窦婌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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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70）八月甲子，赵王卒后陪葬昭陵。神龙初，中宗又以（太宗子）蒋王恽孙思顺为嗣赵王
‹1›
。

赵王一生经历并无大的波折，但赵王一房中有过两次过继事件值得我们关注：先是赵王被选为伯父

隐太子建成的嗣子，但显然这种过继关系并未长久维系，因为现知各种史料皆显示，最终隐太子名下并

无嗣子
‹2›
，赵王还是回归了本房并有嗣王传继，只是具体的因由和时间尚不明确。至于何以过继李思顺

为嗣赵王，“新书”提及了“无子”之由，但这位无子者究竟是赵王还是其后人？随着赵王福及妃宇文氏墓

志的出土，除可勘补一些史籍错漏，还能对赵王生平及家族姻亲成员有所梳理，也能对思顺为嗣王的前

后因由有所了解。

据赵王福墓志，太宗杨“贵妃”贞观八年生第十一（本传为十三，当从墓志）子福，咸亨元年九月十三

日（史载八月甲子，当从墓志）卒于梁州官第，“春秋卅有七”，咸亨二年（671）十二月二十七日陪葬昭

陵
‹3›
。而志文“子建平王穆等，夙锺荼蓼，哀缠栾棘”等句，说明赵王当有子嗣。再查《新唐书·宗室世系

表》，赵王支的大致情况为：

 赵王福

↓

赠建平王胤－嗣赵王穆－信都郡公泽－邯郸公恭

↓ 

嗣赵王思顺（蒋王恽孙）
‹4›

《宗室世系表》显示，赵王至少有四子，但长子李胤并未嗣王，仅为“赠建平王”；志文载次子李穆为“建平

王”，这与《宗室世系表》又不符。可以推测，李胤或因早逝而赠封建平王，其弟李穆继封，赵王卒后承

爵为嗣王。还可能是，李胤乃庶子，嫡子建平王李穆后得以嗣王，而李胤卒后得赠其弟旧封。至于以蒋

王孙为嗣，说明“新书”所载之无子者应是李穆，而非赵王福。

此外，关于赵王的生母，两《唐书》赵王本传仅作“杨妃”，而其墓志却作“杨贵妃”。太宗第十子纪王

慎生母韦氏，贞观元年即受册“贵妃”，直至高宗永徽元年（650）才随子晋封纪国太妃，故杨氏在太宗朝

没有可能得封“贵妃”，这应该仅为誉称。杨妃在高宗时亦随子晋封为赵国太妃，永徽六年时尚在，卒后

也陪葬昭陵
‹5›
。

‹1› 《息隐王追复皇太子诏》，《唐大诏令集》卷三一，页123，中华书局，2008年；《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卷五《高宗本纪

下》、卷六四《高祖诸子传》、卷七六《太宗诸子传》，页50、54、95、2419、2647、2665－2666。

‹2›   如隐太子妃郑氏上元三年（676）卒于太极宫，灵柩殡于第五女归德县主宅，可知其并无嗣子归养或主丧。参见《大唐故隐太子

妃郑氏墓志并序》，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西安新获墓志集萃》页68－71，文物出版社，2016年。

‹3› 《大唐故赠司空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赵王墓志铭》，张沛编著：《昭陵碑石》图版页59、录文，页179－180，三秦出版社，1993年。

有关赵王夫妇墓志的研究可参见黄清发：《唐赵王李福、妃宇文修多罗墓志考释》，《碑林集刊》十九，页78－84，三秦出版社，2013年。

‹4› 《新唐书》卷七○下《宗室世系表下》，页2120－2121。

‹5›   以上考证参见陈丽萍：《唐代后妃史事考》页6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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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下赵王妃的情况。据宇文氏墓志，妃名修多罗，字普明，乃宇文士及女，显庆五年（660）三

月卒于豫州。志文未明载赵王妃的生育状况与葬地，据考古发掘才知其与赵王是同墓而葬
‹1›
。至于宇文

士及，两《唐书》有传，卒后亦陪葬昭陵。因宇文士及妹乃高祖宠妃——韩王元嘉与鲁王灵夔生母宇文昭

仪
‹2›
，昭仪与赵王妃属于姑侄嫁祖孙的异辈重亲婚。

赵王四子的其他事迹罕见记载，仅知其第五女得封余姚县主，出降吐谷浑王族慕容嘉宾。县主长女

慕容氏又于开元十年封燕郡公主，出降松漠郡王李郁于
‹3›
，母女皆为唐代的和亲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于

袭爵嗣王李思顺出自蒋王支，查两《唐书·蒋王恽传》与《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蒋王有子为建宁公李休

道，休道子名思顺，后改名琚，神龙初得袭封嗣赵王，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元十二年（724）改封中山郡

王、右领军将军
‹4›
。因此，神龙初至开元十二年间的嗣赵王为李思顺无疑，窦婌之夫也当为此人。至于

嗣赵王何时、因何改名，未见直接史料，仅可据开元二十三年七月丙子，玄宗诏改太子鸿与“庆王直已下

十四王”之名皆从“玉”旁
‹5›
，猜测嗣赵王可能也于当时随大流改名。

至于何以择思顺为嗣，又何以在开元十二年改封，起因可上推至武则天，其“所诛唐诸王、妃、主、驸

马等皆无人葬埋，子孙或流窜岭表，或拘囚历年，或逃匿民间，为人佣保”（当然，也确有无子嗣者）。

因而造成的李唐王室整体凋零。为了重振王室，神龙元年（705）五月壬辰，以封（太宗子）吴王恪子千里

为成王发端，中宗“制州县求访其柩，以礼改葬，追复官爵，召其子孙，使之承袭，无子孙者为择后置

之。既而宗室子孙相继而至，皆召见，涕泣舞蹈，各以亲疏袭爵拜官有差”
‹6›
。李思顺即于此大背景下成

为了嗣赵王。

但武周革命造成李唐宗室的管理几陷于停顿，造成不少嫡庶和支系的混乱
‹7›
，甚至还出现了贪冒袭

爵事件：（高宗次子）泽王上金自杀于载初元年（690），神龙初亦被追复，庶子义珣于景龙四年（710）袭

爵。但（高宗第三子）许王素节子、嗣许王李瓘命弟李璆冒袭，又反告义珣假冒。义珣之前数年“匿身为佣

保”，故难自明，开元初再被流放岭南，李璆得逞。开元十二年，因玄宗亲妹玉真公主作证，嗣泽王爵

才得以辨明，李瓘被贬鄂州别驾惩处。玄宗也意识到，“王国绝祀，旁宗入继，事非允正，奚妨命停。

‹1› 《大唐赵王故妃宇文氏墓志铭》，前揭《昭陵碑石》页41图版，页149－150录文。

‹2› 《旧唐书》卷六三、卷六四，页2409－2411、2413－2414、2427；《新唐书》卷七九、卷一○○，页3539－3540、3551、3934－3936。

《宇文士及碑》，前揭《昭陵碑石》图版页5、录文页109。

‹3›   张婷：《新见唐墓志两种研读》，《碑林集刊》十八，页15、18－19，三秦出版社，2012年；陈丽萍：《唐代后妃史事考》，页69。

‹4› 《旧唐书》卷七六，页2660；《新唐书》卷七○下、卷八○，页2087－2093、3574－3575。

‹5› 《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页202；《皇太子诸王改名敕》，《唐大诏令集》卷二九，页108。

‹6› 《资治通鉴》卷二○八，中宗神龙元年条，页6585－6586，中华书局，1956年；《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页139。

‹7›   唐“凡皇家五等亲及诸亲三等存亡、升降，皆立簿籍，每三年一造。初附之制，并载于宗正寺等”（《唐六典》卷二“司封郎中”条，

页40，中华书局，2006年），可知唐代宗室管理有定制，但由中宗访寻宗室子弟、分辨支系的状况，推知当时连基本的宗室谱都没有完整

的修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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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爱自亲，推恩由近，礼虽云异，情所未忘” 。四月壬寅，“敕宗室旁继为嗣王者并令归宗”，嗣赵王

也改封中山郡王
‹1›
。

李思顺的其他事迹不详，其郡王爵也未被承袭，名下三子分别名齐昌、齐运、齐明，齐运在德宗时为

宗正卿，两《唐书》有传
‹2›
。

太宗子李福生于贞观八年，贞观十三年始封赵王，有子穆与（嗣）孙思顺两代嗣王，但因思顺开元

十二年改封归宗而绝嗣。已知史料显示，赵王房的成员与当时的权贵、外戚等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姻关

系，维持着唐前期宗室成员婚嫁的一个基本水准或状态，而目前可知的赵王妃除了李福妃宇文修多罗，

再就是最新面世的李思顺妃窦婌了。

二  嗣赵王妃窦婌及家世考

虽有墓志传世，但窦婌的生平基本湮没于祖辈的官职结衔与女性美德的华辞赞誉之中，从中能够获

取的个人信息非常有限。

首先，婚姻状况。窦婌三十二岁时与嗣赵王成婚，开元十一年七月，三十六岁的窦妃病逝，由此可

推知其生于垂拱四年（688），成婚于开元七年（719），与嗣赵王的婚姻共历四年。

其次，生育状况。从志文“爱子以绝甘情切，哀过颜丁”之句，可判断窦婌育有子女，但不知具体名

字和排行。

再次，卒地。窦婌卒于崇贤里。长安崇贤坊位于朱雀街之第三街，坊内名寺名宅众多，如有海觉

寺、大觉寺、法明尼寺、崇业尼寺；嗣虢王邕、光禄少卿窦瑗、河中节度使窦璟等宅皆位于此，可知此坊亦

是贵戚或窦姓族人聚居地之一
‹3›
。

最后，葬地。窦婌葬于高阳原。目前所知，还有陇西郡王博乂夫妇、遂安王安、隐太子建成夫妇、汉

王元昌、酆王元亨、吴王恪、齐王祐、恭懿太子佋、城阳县主、唐昌公主、寿光公主
‹4›
等皇族成员亦葬于此，

‹1›  其事详载于《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十二年条，页6758）与《旧唐书》（卷八，页186）。又结合《册嗣泽王文》《嗣江王

祎封郡王制》（《唐大诏令集》卷三八，页171、175），可知同期改封的还有嗣江王祎、嗣蜀王䄖，嗣密王彻、嗣越王琳、嗣曹王臻与武阳王

继宗等。

‹2›   《旧唐书》卷一三五，页3729－3730；《新唐书》卷一六七，页5110－5111。

‹3›   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卷一○，页327－333，三秦出版社，2013年。

‹4› 《唐陇西郡王妃王氏墓志盖》，出自《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页284－285；《大唐故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交州刺史遂

安王墓志铭》，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页244－246，三秦出版社，2000年；《大唐故息隐王墓志》、《大唐故酆王墓志铭》、《大唐

故隐太子妃郑氏墓志并序》，《西安新获墓志集萃》页34－35、36－39、68－71；《唐故元昌墓志铭》、《大唐故恪墓志铭并序》、《唐阳城县主墓

志》，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页46－47、62－63、258－259，文物出版社，2011年；《旧唐书》卷一一六《恭懿太子佋传》，

页3388－3389；郑炳林、张全民：《〈大唐国公礼葬故祐墓志铭〉考释和太宗令诸王之藩问题研究》，《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2期，页1－

12；张全民：《〈唐昌公主墓志铭〉考释》，《唐研究》第二十卷，页265－28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郭海文等：《〈大唐故寿光公主墓

志铭并序〉考释》，《唐史论丛》第20辑，页49－63，三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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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高阳原当是唐前期皇族成员的重要葬地之一。

总之，婚龄偏大、婚史短暂、盛年而卒，是窦婌一生的主要缩影，至于这位唐代外戚世家的女子，为

何延误了青春，抑或是再婚？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了。而窦婌自诩“由著族矣”的高贵出身，才是墓志撰者

不惜笔墨之处。

窦氏出自姒姓，始于夏后氏帝相之子少康，子孙繁衍至北朝，有窦略生五子：兴、拔、岳、善、炽，其

中岳、善、炽号为“三祖”
‹1›
，后人延绵长盛，名臣高官层出不穷，与历代皇族的联姻也是保持昌盛的主因

之一，至于窦氏与李唐皇族的关联
‹2›
，集中体现于《旧唐书》所载高祖与窦威颇有意味的一番对话中

‹3›
。

高祖……又尝谓（窦威）曰：“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今我已为天

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乃不平矣。”威谢曰：“臣家昔在汉朝，再为外戚，至于后魏，

三处外家，陛下龙兴，复出皇后。臣又阶缘戚里，位忝凤池，自惟叨滥，晓夕惊惧。”高祖笑

曰：“比见关东人与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代为帝戚，不亦贵乎！”

高祖表面上玩笑李、窦皆为八柱国之后，如今他却贵为天子，窦威降为人臣，有点世事难料的嘻意，实

为试探。窦威却从其家汉代至今皆为外戚为辞，声明窦氏兴盛全靠姻亲裙带关系，而非本身实力有多

大。如此巧妙的谦恭深得高祖欢喜，而窦威所说的“复出皇后”，正是高祖妻太穆皇后窦氏
‹4›
。

太穆皇后出自窦岳支，父窦毅尚北周襄阳公主、兄窦照尚西魏义阳公主，从叔窦荣定尚隋安成公

主
‹5›
。窦氏与高祖的婚姻，也是北朝以来常见的代北贵戚间的联姻，只因高祖代隋建唐而使窦家再为外

戚，家族地位持续抬升，但太穆皇后未及开国已卒，对本族照拂的力度自然弱化，因此窦威话中的“朝

夕惊惧”，所指也不无道理。

不过，有窦姓的旧根基以及太穆皇后的荫祐，“三祖”后人借势经营，至玄宗时，窦家又因另一位

（追封）皇后而再现辉煌，《旧唐书》中对此特意强调
‹6›
：

窦氏自武德至今，再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余人，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六

‹1› 《新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下》，页2288－2290；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九，页1363－1380，

中华书局，2008年。“三祖”窦本为代北虏姓（柳芳《姓系论》，《全唐文》卷三七二，页3778－3780），但为方便论述，本文所用相关族源追

溯，皆暂以其自叙为准。

‹2›   关于窦氏家族在北朝至唐代的发展状况，主要可参看宋德熹：《试论唐代前期的代北外戚家族：以独孤氏、窦氏及长孙氏为

例》，《唐史识小：社会与文化的探索》页89－133，稻香出版社，2009年。

‹3› 《旧唐书》卷六一《窦威传》，页2364－2365。

‹4› 《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上》，页2163－2164；《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上》，页3468－3469。

‹5› 《周书》卷三○《窦炽传》，页517－522，中华书局，1971年；《隋书》卷三九《窦荣定传》，中华书局，1973年，页1150－1151；

《旧唐书》卷六一、卷一八三《外戚传》，页2368、4723。

‹6› 《旧唐书》卷六一，页2371。王鸣盛认为此处之“今”，当为玄宗开元时期。参看王鸣盛撰、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八六

“谓开元为今”条，页123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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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唐世贵盛，莫与为比。

“再为外戚”所指为玄宗母、睿宗昭成皇后窦氏
‹1›
。不过昭成皇后同样早卒，赠后更加偶然（睿宗、玄宗皆本

为王子，其妻、母仅是王妃或太妃而已；昭成皇后仅为睿宗孺人，玄宗也只是庶子，母子二人本无封后

和继承的可能），她曾经也只是窦姓与皇族联姻网络中的普通一员，甚至都不是嫡妻。但正因这种联姻

关系的长期存在，一有时机（睿宗登基、玄宗为太子），其家族就会脱颖而出，因为再出赠皇后而再创辉

煌。窦家从武德初至开元时而有的“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六人”，一般仅作为一种笼统的说法存在，笔

者以为因为窦婌墓志的出现，可能需要逐一明确对应这些尚主和为王妃者。利用所知材料
‹2›
，笔者将可

确知的“三祖”后人与李唐皇族的联姻关系，按分支列简表如下［表一］。

［表一］  唐窦氏“三祖”与皇族联姻表

窦岳
 毅 照 彦 德素 怀哲=兰陵公主

太穆皇后

窦善

 荣定 抗 静 逵=遂安公主
诞=襄阳公主 孝慈 希璥 嗣赵王妃

孝谌 昭成皇后
希瑊 庆王妃
希瓘 锷=永昌公主

沔？ 克良=寿昌公主
嗣纪王妃
嗣宁王妃

淑=张守让 张去逸 肃宗张皇后
孝礼 琏 绎=常山公主

瑗 兟 杞王妃
？ 浣=延安公主

窦氏=李文举
琎 酆王妃

窦炽  恭 轨 奉节=房陵公主

若论“三祖”后人之贵盛程度，则首推窦善支，所出的一皇后、五驸马、六王妃，主要是以昭成皇后为

中心的开枝散叶。但显然联姻的时间点并非止于开元时代，如庆王妃于宝应元年进谥 “恭应皇后”
‹3›
，已

非“六王妃”之一；若加上尚县主，窦氏尚主者也不止八人。此外，除肃宗张皇后外，张家还有若干子孙

‹1› 《旧唐书》卷五一，页2176；《新唐书》卷七六，页3489－3490。

‹2› 《大唐故光禄大夫工部尚书使持节都督荆州刺史驸马都尉上柱国莘安公窦府君墓志铭并序》《大唐房陵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观061、咸亨023，页43－44、20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太子少傅窦希瑊神道碑》《大唐故兰

陵长公主碑》《太子宾客赠太子太师窦希球神道碑》，《全唐文》卷一○○、卷一五三、卷二九七，页1023－1025、1965－1966、3015－3018；

《大唐故中散大夫行尚乘奉御李君墓志铭并序》《大唐皇再从叔尚乘奉御李君夫人扶风郡太夫人窦氏墓志铭并序》，《西安碑林博物馆新

藏墓志续编》上，页156－159、248－251；《大唐故燕国夫人墓志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页18－20，三秦出版社，

2005年；《皇太子纳妃制》《册杞王窦妃文》，《唐大诏令集》卷三一、卷四○，页120、188；《旧唐书》卷五一、卷五二《后妃传下》，卷六一、卷

一八三，页2163－2164、2176，2185－2186，2364－2372，4723－4726；《新唐书》卷七○上、卷七一下、卷八三《诸帝公主传》，页2000－

2022、2288－2330、3642－3669；《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九，页1363－1381；李明、刘呆运：《唐窦希瓘神道碑研究》，《考古与文物》

2014年第5期，页95－101；陈丽萍：《唐代后妃史事考》，页31－35、108－110。

‹3› 《靖德太子谥奉天皇帝制》、《奉天皇帝哀册文》，《唐大诏令集》卷二六，页85－86、90；《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卷一○七

《玄宗诸子传》，页226、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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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皇室持续联姻
‹1›
，衍成中唐第一外戚大族，这也是窦氏实力外延的重要表现之一。总之窦氏所出的“八

附马、六王妃”的赞语应并非严指开元时期，如此，实际的婚姻关系网络也会更庞杂。但正如宋德熹先生

所提出的，窦家的根基虽稳，但所出皇后皆为追赠，对家族实力的再抬升相应有所折扣。其综合实力依

然无法与韦、武、杨等有现任皇后（或高阶位后妃）的外戚家族相较，这一点是我们不应忽视的。

本文的主角嗣赵王妃窦婌，亦是上述诸多联姻关系中的一员，她出自窦善支，祖父窦孝慈与孝慈长

子希玠，附《旧唐书》窦诞传中，祖母即窦孝慈妻为豆卢宽女，因夫、子先后得封莘国（太）夫人。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窦孝慈名下有三子：希玠、希璬、敬宾。但希玠、希璬与其他从兄弟辈皆

以“希”为行，岑仲勉与赵超先生因此认为敬宾当为希璬之子
‹2›
。现据窦婌墓志，乃父希璥为窦孝慈子，

或许是因为“希璥”与“敬宾”中有形似字而被误抄，类似的错误也发生在窦孝慈身上，在《宰相世系表》中

被误记作“孝德，慈州刺史”，是将名讳与官职抄错位，应为“孝慈，德州刺史”。有关窦孝慈与希璥兄弟

的官职爵位，传世史料分別记作：孝慈为德州刺史、左卫将军；希玠袭爵，为礼部尚书、太子少傅、开府

仪同三司；希璬为蓬州刺史；希璥为河南少尹。据窦婌墓志所记，窦孝慈任官和爵位还有工部郎中、瀛

州刺史，赠工部尚书、上柱国、袭封莘国公；窦希璥则有楚州山阳、赵州房子、相州内黄、汉州什邡四县

令，平陵县开国公等官爵，史料阙载。这些新内容对研究窦孝慈一支的从政和袭（封）爵问题，弥为珍

贵。尤其关于窦希璥，四任县令的历官经历说明他一直混迹于低级官员之列，不过在父爵为长兄所袭的

情况下，还能拜封平陵县开国公，应该还是与他出身后族的背景有关。

再回首看窦婌在整个皇族联姻网络中的婚姻关系，昭成皇后为窦婌从姑，嗣赵王与玄宗为再从兄

弟，昭成皇后与窦婌是姑侄嫁叔侄的同辈重亲婚。窦婌成婚于开元七年，择立者当为玄宗，而玄宗的意

向，应受到窦婌出自其母族的影响无疑，这也侧面说明，玄宗对嗣赵王较为看重，也印证窦婌墓志中说

她荣为嗣王妃是因“由著族矣”，所言不虚。尽管有皇室联姻的雄厚基础和家门屡出赠皇后的荣耀，窦婌

却在大龄而婚的四年后就病逝，人生可谓苦短。窦婌的丈夫李思顺在中宗和玄宗时代的宗室管理大变动

中，被择立为嗣赵王又降封郡王归宗，连自己的身份归属都无法做主确定，作为最后一任嗣赵王，这样

的一生或许也是另一种悲哀吧。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洛阳师范学院毛阳光教授、西安碑林博物馆王庆卫副研究员、复旦大学

仇鹿鸣副教授的诸多帮助，特致谢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唐宗室妇清河张夫人墓志铭并序》，《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页224－225；陈丽萍：《唐代后妃史事考》，页109－

110、142－143。

‹2› 《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九，页1372－1373；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卷一，页85－87，中华书局，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