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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interprets and analyzes nine epitaphs datable to a period 

from the third year of the Datong reign (537) of the Western Wei dynas-

ty (535-556) to the sixth year of the Jiande reign (577)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557-581). Of their owners, eight are north China’s ethnic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cluding Xiongnu, Xianbei, Wuhuan, and Gao-

che. The only one, Li Zhihua, who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Han Chinese, 

probably has blood ties with north China’s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brief, these nine epitaphs reflect the national fusion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fifth and the sixth centuries, providing precious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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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对大唐西市博物馆新藏西魏大统三年（537年）

至北周建德六年（577年）的九方北方少数民族墓志进

行释文与疏证。这九方北方少数民族墓志，八方墓志的

志主为北方少数民族，仅一方墓志的志主为汉族。北方

少数民族包括匈奴、鲜卑、乌丸、高车等种，汉族（李

稚华）恐亦杂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总之，这九方北方

少数民族墓志，充分反映了当时各民族大融合的实际情

况，是研究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宝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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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盗墓之风愈演愈烈，以盗掘的中古墓志为引领，中古墓志的整理与研究，也愈来愈成为一

种潮流
1
。2011年 9月 2日至 4日，洛阳师范学院在本校河洛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 “新出土唐墓志与唐史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随即由《唐史论丛》第 14辑结集出版
2
。同年 11月 5日至 7日，北京大学中国古

代史研究中心也远到汉唐文化的中心西安，举办了 “北朝隋唐碑志与社会文化” 学术研讨会，不久《唐研究》

第 17卷也出版专号予以呼应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出版的《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收录东汉、西晋、北魏（含

东魏）、北齐、隋、唐（含武周、伪燕、后唐）、北宋 “七朝” 新出盗掘墓志（包括刑徒砖）388盒、444件，

据称 “十之八九为首次发表”
4
，更加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而民营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近年大力搜购盗掘的中古

墓志，在学术界已经不是新闻，其收藏中古墓志数量之多和内容之丰富，自然成为了下一个值得关注的热点。

大唐西市博物馆新藏中古墓志，据 2012年 4月受邀帮助鉴定的 “洛阳裴氏传拓技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裴建平先生介绍，最少有 553盒、950余石
5
。其中，不少墓志的拓片曾被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等单位以及一些私人购藏，因而学术界并不陌生。特别是唐史专家胡戟先生曾从中选出 500方加以介绍，使

学术界进一步了解到了这批墓志的大致内容
6
。此外，前揭《唐史论丛》第 14辑和《唐研究》第 17卷也刊发

了不少关于大唐西市博物馆新藏中古墓志的研究论文，譬如：《唐史论丛》中牛来颖的《西市博物馆藏王彦

真墓志研究》、宁欣的《赐官转让、吏员超编、役利以给公食餐费》等，《唐研究》中刘屹的《唐代的灵宝五

方镇墓石硏究》、朱玉麒的《许圉师家族的洛阳聚居与李白安陆见招》、牛来颖的《虚实之间—墓志和传奇

中的裴珙》、聂溦萌的《唐初元勋的家族历程》、孟宪实的《论玄武门事变后对东宫旧部的政策》、王静、沈

睿文的《唐章怀太子的两京宅邸》、刘子凡的《唐代徐氏家族及其文学家传》、游自勇的《魏征历史地位探赜》、

吴丽娱、陈丽萍的《从太后改姓看晚唐后妃的结构变迁与帝位继承》、李鸿宾的《唐贺拔亮家族汉化取径之研究》

等，都是利用大唐西市博物馆新藏唐代墓志进行研究的论文
7
。此外，还有一些零散发表的论文，譬如：龚静

的《反映唐代义商与唐人财富观的三方墓志》、胡明曌的《有关玄武门事变和中外关系的新资料—唐张弼

墓志研究》等，也都是利用大唐西市博物馆新藏唐代墓志进行研究的论文
8
。而大唐西市博物馆新藏北朝墓志，

1 按：罗新曾经撰文，从 “现代学术伦理” 的角度，对这一现象的影响进行过思考。参阅：《新出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南方周末》2008年 3
月 6日第 24版。我与任昉也曾联名撰文，对墓志类文化遗产如何抢救和保护表示了忧虑。参阅：《读〈河洛墓刻拾零〉断想》，《古籍整理出
版情况简报》，第 19～ 25页，2008年第 6期（总 448期）。

2 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 14辑（“新出土唐墓志与唐史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

按：但本辑收论文三十二篇，超过半数不是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3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17卷（“中古碑志与社会文化” 研究专号）按：本卷 “代前言” 即为陈侃理整理的《中古碑志研究的新视野—
“北朝隋唐碑志与社会文化” 学术研讨会纪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4 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另参：陈尚君：《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述评》，“新出土唐墓志与唐
史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2011年 9月 3日；《〈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新史料评述》，《洛阳师范学院学
报》，第 1～ 10页，2011年第 12期。按：此二文名异实同，均即《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一书前言。

5 参阅：《洛阳裴氏传拓技艺》，听雨轩文学馆的空间（百度空间），2012年 6月 18日刊发。

6 胡戟：《简介大唐西市博物馆藏五百方墓志》，“新出土唐墓志与唐史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2011年 9
月 3日；《隋唐墓志与隋唐历史研究—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为中心》（讲座），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会议室，2010年 9月 20日
15：00-17：00。

7 但其中牛来颖文研究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廿五日《唐故朝议郎河南府王屋县令上柱国裴珙府君墓志铭（自撰）》却
颇多疑点，实际存在疑伪之嫌。近期疑伪墓志不少，但揭露疑伪墓志的文章不多。仅见赵超曾撰《新见唐代墓志的辨伪问题—以〈碑林集
刊〉第 16辑 “新见唐常昌墓志考” 为例》一文，在前述 “新出土唐墓志与唐史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后改名《对〈新见唐常昌墓志
考〉的一点意见》，刊于《碑林集刊》第 17辑，第 60～ 63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

8 龚静：《反映唐代义商与唐人财富观的三方墓志》，《考古与文物》，第 96～ 101页，2010年第 2期；胡明曌：《有关玄武门事变和中外关系的
新资料—唐张弼墓志研究》，《文物》，第 70～ 74页，2011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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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很少有人提及。这样，就给我这样对墓志有一定兴趣的人留下了探讨的空间。

大唐西市博物馆新藏北朝墓志不多，除去存在真伪问题的墓志，如果以开皇元年（581年）杨坚篡周建

隋为断，应该有九方；如果以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灭陈统一南北为断，应该有十三方。其中，有一方

是开皇九年（589年）十月廿四日《隋故开府长兼行参军安君（备）墓志铭》，已有一些研究成果
1
，称得上是

人所熟知，可以不再涉及。此外，还有开皇六年（586年）十一月七日《隋使持节开府仪同大将军清河公于

使君（宽）之墓志》、开皇八年（588年）三月十五日《隋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洞城公妻昌城郡君贺拔夫人（定

妃）之墓志铭》、开皇九年（589年）十月廿四日《隋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营州总管阳洛县开国公成使君（备）

墓志铭》三方墓志，不久前也有专家作过报告
2
，学术界也不陌生，也可以不再专门涉及。这里还是从前（581

年）按九方计，先按《新中国出土墓志》的格式进行释文，然后摘要进行疏证。

一 西魏故使持节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都督恒幽安平燕五州诸军事恒州刺史栾城县开国刘武

公（阿倪提）墓志铭 大统三年（537 年）十一月十一日

[ 志文 ]

魏故使持节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都督」恒幽安平燕五州诸军事恒州刺史栾城县开国刘武」

公墓志铭  」

祖引，龍骧将军、盛洛太守。  」父匹知倍，平西将军、燕州刺史。  」公讳阿倪提，恒农郡

胡城县人。其先自恒农华阴徙家」焉，及公四世。公忠为令德，孝仁天至，爰自州闾，形于邦」国，

智谋渊懿，材悍果勇，文武器艺，兼冠时流。运距孝昌，」世屯道丧，盗贼蜂起，王化凌迟。公乃

慨然，起从行阵，陷」坚挫猛，亟有功捷。拜宁远将军、奉车都尉，累迁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

夫、栾城县开国伯，又别赏开国乡男。大」统元年，加通直散骑常侍。二年，进爵为公，拜卫将军、

右」光禄大夫。其年，进号车骑将军，恒为别将。于时贼欢为」乱，朝廷在西。公从大承相经营天下，

进拔陕城，及定河」北，皆先尝（当）矢刃，功力莫先。后与贼欢战于河渭，义感其」生，奋无顾惜，

遂婴创刃，竟以终俎。以大统三年十月十」五日薨，时年卅五。朝廷军国，莫不伤痛。粤其年十一

月」十一日，将窆于石安县坚固乡中武里。有诏追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恒幽

安燕平五州诸军」事、恒州刺史 ；又有诏赠尚书右仆射，增邑十室，并前二」千户，殊礼也。乃为

铭曰 ：  」

唐尧高让，汉握遗灵 ；寔有世德，琼弁玉缨 ；贻赐君子，玉」彻金贞。贪夫徇利，烈士徇名 ；

仕不为己，何禄何荣 ；抚我」长剑，俟彼河清。节坚其勇，义尽其生 ；功伟帝箓，悼惨天」情 ；曰

1 葛承雍：《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美术研究》，第 14～ 18页，2009年第 3期；毛阳光：《洛阳新出土隋〈安备
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第 84～ 88页，2011年第 5期。按：前揭陈侃理整理的《中古碑志研究的新视野— “北朝隋唐碑志与社会文
化” 学术研讨会纪要》还提到叶炜认为 “《安备墓志》提示我们注意粟特人的佛教信仰”。

2 王其祎：《2008－ 2012年新获隋代墓志铭整理报告—〈隋代墓志铭汇考〉以后的新发见》，原为 “第五回中国石刻合同研究会” 论文，东京

明治大学，2012年 7月 28日，后由梶山智史译为日文，刊于《东アジア石刻研究》第 5号，第 25～ 63页，2013年 3月，明治大学东アジア
石刻文物研究所，按：此文对前揭《安备墓志》也有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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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期诫，壤叶著刑。雍容禛（瑱）

冕，悠悠旆旍 ；白日徒照，」何

晓金扃〔图一〕。

按：志主姓刘，名阿倪提。据其

名讳，知出北族。《魏书·官氏志》：

“独孤氏后改为刘氏。”姚薇元先生《北

朝胡姓考》内篇勋臣八姓中有刘氏，

据考证：原出匈奴屠各种，异译为独

孤氏，属匈奴单于贵种。刘渊入居中

原，自承汉后，改为刘氏。北魏之初，

有独孤部，为三十六部之一，以部为

氏，孝文帝南迁，依旧例改为刘氏
1
。

可知志主之刘氏，应原出内迁的匈奴屠各种、独孤氏。志主父名匹知倍，自己名阿倪提，亦为北族常用之名。

《魏书》卷三○《吕洛拔传》：“吕洛拔，代人也。……父匹知，世祖时为西部长、荥阳公。” 卷四四《乙瓌传》：“乙

瓌，代人也。其先世统部落。世祖时，瓌父匹知慕国威化，遣瓌入贡，世祖因留之。” 卷一五《常山王遵附

可悉陵从子昭传》：“昭小字阿倪。” 卷五九《萧宝夤传》：“（莫折）念生窃号天子，……以息阿胡为太子，其

兄阿倪为西河王。” 其中 “匹知”、“阿倪”，应为匹知倍、阿倪提之省。就如独孤侯尼须改姓后省称刘尼一样。

志记 “大承相” 指西魏宇文泰，两处 “贼欢” 均指东魏高欢。志载刘阿倪提死于东、西魏的 “河渭” 之战，也

就是著名的 “沙苑” 之战。东、西魏对峙期间，先后进行过 “小关”、“沙苑”、“河桥”、“邙山”、“玉壁” 五次大战，

“沙苑” 之战是继 “小关” 之战后的第二次大战，虽然结果仍是西魏胜、东魏败，但刘阿倪提作为胜利的一方，

也难免战死沙场，可见战况之惨烈。

刘阿倪提葬于石安县坚固乡中武里。石安为石勒所置县，故地在今陕西咸阳市渭城区东北部，靠近泾阳

县。本墓志应为该地出土。

二 西魏故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绥州刺史广川靖伯宇文测墓铭 大统三年（537 年）十二

月甲申

[ 盖文 ]

魏故开府」绥州刺史」广川靖伯」宇文测铭〔图二〕

[ 志文 ]

魏故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绥州刺史广川靖」伯宇文测墓」

1 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第 43～ 55页，北京：中华书局再版本，2007年。以下引本书，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再出注。

图一  西魏刘阿倪提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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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骐驎，  平北将军，营州刺史。」

父永，  征虏将军，武川镇将。」公讳

测，字乌甘头，河南洛阳人也。其先

建邦辽海，号大单于」国。并仕魏，

世有冠冕。盖详诸史牒，可得而略也。

公性宽和，有」器量。正光中，起家

辟司空府行参军，拜伏波将军、羽林

监，领」殿中侍御史。除南兖州别

驾，转洛州长史。永熙末，拜征虏将」

军、司徒府右长史。大统初，拜安东

将军、营州大中正、广川县」开国伯，

邑五百户。寻加镇东将军、河南邑中

正，进号征东将」军、太子少保。后

除卫尉卿，俄转光禄勋，拜大丞相府

右长史，」除持节、汾州大都督，加

通直散骑常侍。寻授使持节、汾州诸」

军事，行汾州事。征拜黄门侍郎、散

骑常侍，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拜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大都

督、绥州诸军事、侍」中、绥州刺史。

公入司喉唇，出登牧伯，威而不猛，

宽而不纵，克」协民戎，抑古之遗爱

也。春秋五十有四，三年冬十月八日

庚」戌薨于位，赠以本官，谥曰靖伯，

礼也。十二月甲申
1
，窆于京兆」山北县。

陵谷不常，爰立兹志，知公墓焉。」

夫人河南拓拔氏，阳平县主。  

父匡，侍中、司空公、东平王。」世

子什伏伐。」次子窟拔。」女落神，

适河南郡司射中士拓王道买〔图三〕。

按：志主姓宇文，名测，字乌甘头。据其姓字，知为典型北族。前揭《北朝胡姓考》内篇四方诸姓首列

1 志记宇文测葬于大统三年（537年）“十二月甲申”，据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是月辛卯朔，无甲申，似有错误。

图二  西魏宇文测墓志盖

图三  西魏宇文测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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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氏，据考证：原为匈奴南单于远属，居东部，即右北平以东至辽海一带，统当地鲜卑，世为大人。志称

“其先建邦辽海，号大单于国”，可以印证。《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吐谷浑传》记太宗时授其王慕容顺 “趉

胡吕乌甘豆可汗”，《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吐谷浑传》同，“乌甘豆” 与 “乌甘头” 应为同名异译，可

见属于北族常用之名。宇文测夫人为 “河南拓拔氏”，自是北魏宗室，属于近族通婚。其女适 “河南郡司射中

士拓王道买”。此处 “拓王” 氏，前揭《北朝胡姓考》外篇东夷诸姓王氏条谓原出乐浪，为高丽族，恐怕并不

正确
1
。实际上 “拓王” 应该出身乌丸，也就是乌桓，仍属近族通婚

2
。据此可见当时北族家庭的民族构建。至

于志主宇文测能够 “入司喉唇，出登牧伯”，应与本人属于西魏权臣宇文泰宗室有关。

宇文测葬于京兆山北县。山北为北魏所置县，故地在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东部，靠近杜曲镇。本墓志应

为该地出土。

三 北周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上黄郡开国公乌丸光夫人曲梁县君叱罗氏（招男）墓

志 元年（557 年）十月六日

[ 志文 ]

大周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上黄郡开国公乌丸光夫人」曲梁县君叱罗氏墓志」

夫人字招男，河南洛阳人。其先氏胄，出」自成都。乃祖乃父，世官世禄，不常其居，」自而家焉。

夫人资性婉淑，体兼四德，柔」以事人，顺以接下。闺训肃睦，容止必礼，」妇道无愆，母仪有则。

至如内韫经诰，深」会众典，笔下清文，言同落玉。庶毕戒旦，」克谐君子。时运不留，春秋卌，

薨于同州。」曰以元年冬十月六日， 于华阴东原」乡通灵里。陵谷亟迁，是用志之。」

祖退干，魏骠骑大将军、济徐二州刺史。长子毗沙门。」

父鉴，魏骠骑大将军、岐州刺史。次子阿师奴。」

女摩耶，出拔々氏。」次女须摩提〔图四〕
3
。

按：志主姓叱罗，字招男。据其姓氏，知出北族。《魏书·官氏志》：“叱罗氏后改为罗氏。” 关于北魏罗

氏亦即叱罗氏的来源，大致有二说：

1 按：《北朝胡姓考》原文为：“乐浪王氏，本姓拓王，高丽族也。……拓王氏初自乐浪徙武川，太和中，随孝文迁洛阳，改姓王氏，大统中赐

姓，盖西魏时循例复旧耳。”（第 296～ 298页）此处所说 “乐浪王氏，本姓拓王”，应该没有问题。《周书》卷二○《王盟传》：“王盟字子仵，

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乐浪人，……（西魏）赐姓拓王氏。” 此处 “明德皇后” 为尊称，一般仅称 “德皇后”。如同书卷一○《邵惠公颢传》：
“邵惠公颢，太祖（即宇文泰）之长兄也。德皇帝娶乐浪王氏，是为德皇后。生颢，次杞简公连，次莒庄公洛生，次太祖。” 可以为证。又

《北史》卷六二《王思政传》：“王思政，太原祁人，汉司徒允之后也。” 其子《王康传》： “（西魏）赐姓拓王氏。” 此王思政家族也一定是出身
乐浪。但出身乐浪，并不意味一定就是高丽族。参阅下文注释。

2 按：乌丸民族成份极为复杂。唐长孺先生最早将其列为 “杂胡”，见：《魏晋杂胡考》，《唐长孺文存：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 413～ 420页，

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马长寿先生注意到乌桓与鲜卑存在一种特殊关系，见《乌桓与鲜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内

田吟风先生也有类似观点，见：《乌桓鲜卑の源流と初期社会构成》，《北アジア史研究　鲜卑柔然突厥篇》，第 1～ 93页，京都：同朋舍，

1975年。田余庆先生明确认为乌桓与拓跋（鲜卑）存在一种共生关系，见：《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拓跋史探》，第 108～ 203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据此，则所谓 “拓王” 氏，实际应是乌丸王氏与鲜卑拓跋氏的混血种，由于拓跋氏后来成为皇族，

所以才将 “拓” 字放在前面，而将 “王” 字放在后面，成为所谓 “拓王” 氏。关于乌丸王氏，下文另有解说。

3 “女摩耶，出拔々氏” 与 “次女须摩提” 二行，原刻写在志石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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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罗种说。前揭《北朝胡

姓考》内篇内入诸姓罗氏条谓罗氏亦

即叱罗氏，有可能原为新罗种人之内

入者。认为：这是因为，新罗译名本

不一致：初曰新卢，又称斯罗，魏曰

斯卢，宋曰新罗。而叱罗也或作薛罗，

或又作悉罗。其归魏当远在道武帝以

前，先安置于代郡，后随孝文帝迁于

洛阳。按：志谓 “其先氏胄，出自成都”，

本甚难解，但如据《北朝胡姓考》之

说，却似可自成一家之言。如《梁书》

卷五四《诸夷·东夷新罗传》云：

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辰韩亦曰秦韩，相去万里，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马韩亦割

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

为行觞。相呼皆为徒，不与马韩同。又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相系，辰韩不得自立为王，明其

流移之人故也 ；恒为马韩所制。辰韩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
1
。

据此可知，所谓新罗，原属辰韩十二国之一，而辰韩又名秦韩（“秦”、“辰” 一音之转），乃由 “秦世” 逃避徭

役的中国人所建。当然，这里所谓 “秦世”，只是一个代表或象征，就如后世称 “唐人” 一样，实际应是各朝

人都有。在中国古代，凡中原有事，辽东（包括朝鲜半岛北部）至日本一带，都是理想的避乱所。东汉末年，

管宁、邴原、王烈、国渊等人一起到辽东避乱数十年，可谓人所熟知。日本汉医世家丹波家族，据说原为东

汉灵帝之后，入籍日本，赐姓丹波，应该也是避乱到日本的
2
。因此，叱罗氏如果确为新罗种，则志称“其先氏胄，

出自成都”，即叱罗氏原属从成都流亡到辰韩的中国人后裔，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此外，志载叱罗招男长子 “毗

沙门”、女 “摩耶”、次女 “须摩提” 之名均出佛教。叱罗招男丈夫王光墓志（见下）载叱罗招男兄弟名 “毗阇”

也出佛教。还有就是，北周时期，叱罗氏最显赫的人物是叱罗协。叱罗协在《周书》（卷一一）、《北史》（卷

五七）均有传。1990年陕西咸阳国际机场北部北斗乡东还出土过《叱罗协墓志》
3
。关于该墓志，已有一些研

1 按：《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三韩传》、《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附韩传》、《晋书》卷九七《四夷·东夷附辰韩传》、《北史》卷九四
《四夷·新罗传》等史传记载大致相同，但都不及《梁书·诸夷·东夷新罗传》记载系统和有条理，故不具引。

2 按：日本丹波家族，自丹波康赖（912～ 995年）著《医心方》三十卷，始名声大噪。关于丹波康赖的出身，至少存在二说。属于华裔日本

人为第一说。日本《群书类从》及《续群书类从》所收《尊卑分脉》、《丹波氏系图》等均主第一说。日本《姓氏家系大辞典》则说丹波康赖
出自阪上氏一族，为该族丹波史的子孙。此为第二说。但日本《新撰姓氏录》说丹波史也是东汉灵帝的后裔。此二说似乎大同小异。

3 《叱罗协墓志》的图版、释文分载：员安志编：《中国北周珍贵文物—北周墓葬发掘报告》，第 31～ 35页，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3年；高峡主编：《西安碑林全集》第 195卷，第 905页，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
第 269～ 27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图四  北周叱罗招男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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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这里无须多说
1
。值得注意的是，《叱罗协墓志》和《北史·叱罗协传》均载叱罗协世子名 “金刚” 也

出佛教。叱罗氏如果确为新罗种，叱罗氏家族成为佛教世家，也恐怕与当时新罗佛教昌盛有关。因为，据研

究，朝鲜半岛的佛教是从中国传入的，其中，传入新罗时间虽然最晚，大致在公元 417至 458年间（传入高

句丽在公元 372年，传入百济在公元 384年，均较传入新罗为早），但发展却极为迅速，不久即成为国教
2
。而

叱罗氏家族成为佛教世家的时间，正好就在佛教在新罗成为国教之后。

（二）乌丸种说。滕昭宗先生根据前揭《北朝胡姓考》说叱罗或作悉罗，指出：《晋书》卷一○九《慕容

皝载记》：“咸和九年（334年），皝遣其……扬威淑虞攻乌丸悉罗侯于平堈，皆斩之。” 同书卷一一一《慕容

暐载记》史臣曰：“扬兵南骛，则乌丸卷甲。” 足以证明悉罗亦即叱罗属于乌丸种。滕昭宗先生还对悉罗、叱

罗的分布地域和活动情况进行了考证，这里不一一介绍
3
。按：墓志首题称志主叱罗招男为 “乌丸光夫人”。此

乌丸光即王光，本文下面将要介绍的第四方墓志，即为此人墓志。此人出身乌丸王氏，名光，故称乌丸光。

关于乌丸王氏，参见下文解说，这里暂不涉及。总之，乌丸叱罗氏与乌丸王氏通婚，比新罗叱罗氏与乌丸王

氏通婚，显得更为合理。因此，尽管志谓 “其先氏胄，出自成都”，难以解释，史籍也鲜见早期乌丸种有佛

教世家，但我还是赞同叱罗氏为乌丸种说。此外，志记 “女摩耶，出拔々氏”。据前揭《北朝胡姓考》内篇

宗室十姓长孙氏条，此 “拔々氏” 后改为长孙氏，属于北魏昭成帝什翼犍兄长沙漠雄一脉，号称皇枝之长。

乌丸叱罗氏与乌丸王氏之女，嫁与北魏皇枝之长的长孙氏之子，也符合前揭田余庆先生说的乌桓与拓跋（鲜

卑）的 “共生关系”。这似乎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叱罗氏为乌丸种。

叱罗招男葬于华阴东原乡通灵里。华阴为前朝旧县，故地在今陕西华阴县东部，靠近潼关县。本墓志应

为该地出土。

四 北周故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侍中上黄郡开国公王君（光）之志铭 武成二年（560

年）八月卅日

[ 盖文 ]

周上黄」郡开国」公志铭〔图五〕

[ 志文 ]

周故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侍中上黄郡开国公王君之」志铭」

君讳光，字兴国，太原祁人也。使持节、平南将军、并雍二州刺史、广阳公买之孙，」持节、

征东将军、零丘大守、干阳侯于之子。其先世右族轩冕，相袭历叶。魏朝以」世胄子孙，维城攸寄，

1 瞿安全：《叱罗协墓志考释》，《碑林集刊》第 8辑，第 38～ 48页，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会田大辅：《北周〈叱罗协墓志〉
に关する一考察—宇文护时代再考の手がかりとして》，《文学研究论集》第 23号，第 123～ 143页，2005年。此外，前揭罗新、叶炜《新
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也有一些研究。

2 崔海波称：“佛教东传新罗，受到以王室为中心的贵族信仰，形成了国家性的护国信仰和现世利益思想，后在庶民大众中普及，成为生活佛

教。” 见：《佛教之东传新罗》，《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第 136～ 140页，2007年第 1期。

3 滕昭宗：《乌丸莫那娄氏考—附考乌丸渴烛浑氏、乌丸叱罗氏》，《西北民族论丛》第 5辑，第 60～ 7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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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命居边，守兹蕃捍，遂家朔土，绵历四世。

君禀二仪之清」和，降山川之穆气，幼而明柬，

有异常童。洎魏德不竞，皇维中稀，威正莫举，

噬虏」群飞。君揣时观世，知天下方乱，每

跨鞍抚剑，慨然有立功立事之志。属故天柱」

大将军尒朱荣率晋阳之钾，匡定王室，援立

孝庄，君预有力焉。起家为大将军」帐内都督，

密物（勿）左右，以忠信见知。奏授宣威将军、

给事中，每有战功。稍迁安东」将军、银青

光禄大夫。及尒朱云亡，君沙苑之战，东军

大北。君因此归朝，一遇文」皇，便披布怀

抱，恩同久旧。士重知己，款诚弥厉，频从

戎旅，所在著绩。以功锡爵」平原侯，帅都

督。心膂之寄，威望日隆。大统十年，还复

本官。俄除华山郡守，唯良」之寄，君实当之。

谢任归朝，进持节、大都督，转授抚军将军，

进爵为公，加通直散」骑常侍，授勋州诸军事、

勋州刺史。寻除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

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州居边裔，地接

戎疆，顾望两端，有怀去就。君乃抚之以恩

信，约之以」威刑，于是化静民安，有同内地。

以君入总戎旗，勋庸茂著，出莅蕃夏，歌咏

在民，」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

督，改爵首阳公。暨魏德告终，天命有归，大」

周握历，载造惟新。以君伏膺二朝，遂进爵上

黄郡公，以宣殊效。方欲克庄，以终」远大，

以周武成二年遘疾，四月廿二日卒于蒲州城。  诏赠都督、华义洛三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公如故。

君之云亡，  皇上动容，百僚缀膳，生荣死哀，君实有」焉。粤以其年八月庚辰朔卅日己酉， 于华

州华山郡华阴乡灵泉里。嗣孤轨」等惧陵 [ 谷 ] 贸迁，幽灵莫记，托铭玄石，以袪懋烈。其词曰 ：」

上灵降祉，唯君诞生 ；生之所贵，唯德与名。伊其在君，大美兼成 ；处戎建绩，莅国」有

声。如彼芳风，发越唯清 ；若此兰圃，蔚矣其馨。昔处同伦，时隐贱微 ；扶摇尚寝，」未获奋飞。

文 皇龙化，遂我逢时 ；殊功既建，令德有微 ；始期萧艾，终实荪芝。炎」凉代序，物成有终 ；明

明上天，贻我孤穷。歼兹庄烈，閟此幽宫 ；如何昊仓，景命不」融。」

图五  北周王光墓志盖

图六  北周王光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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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曲梁郡君河南叱罗氏，   岐殷二州刺史石邑公鉴第二之女。」

世子轨，  中侍上士。」公子毗阇，  未仕〔图六〕。

按：志主姓王，名光，字兴国，太原祁人。据其姓氏、名字及籍贯，似乎应出太原王氏高门。但据志文

及前揭叱罗招男墓志，王光的夫人为出身乌丸种的 “曲梁郡君河南叱罗氏” 的叱罗招男，叱罗招男为 “上黄

郡开国公乌丸光”亦即王光的“夫人”，可知王光原名乌丸光，也应出身乌丸种。志称王光有世子轨，此王轨《周书》

卷四○有传，称：“王轨，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门，汉司徒允之后。世为州郡冠族。累叶仕魏，赐姓乌丸氏。

父光，少雄武，有将帅才略。每从征讨，频有战功。太祖知其勇决，遇之甚厚。位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

三司、平原县公。” 其中，记王轨小名 “沙门”，与前揭叱罗招男墓志记长子名 “毗沙门” 吻合；记王轨父光

的经历与官爵，与本墓志的记载也吻合。最重要的是，记王轨于西魏曾 “赐姓乌丸氏”。父王光原名 “乌丸光”，

子王轨 “赐姓乌丸氏”，此王氏一族出身乌丸种自是毫无疑问。至于称 “太原祁人” 和 “汉司徒允之后”，如同

前揭《北史》载出身乌丸拓王氏的王思政、王康父子为 “太原祁人，汉司徒允之后” 一样，都属于 “冒姓”（冒

认汉姓）。当时北族 “冒姓” 现象十分普遍
1
。特别是喜欢冒认太原王姓高门。但须注意，王光、王轨父子是出

身乌丸王氏，与前揭王思政、王康父子出身乌丸拓王氏，是不太一样的。《魏书·官氏志》虽然仅说：“乌丸

氏后改为桓氏。” 并未说乌丸氏后改为王氏。但如前揭《北朝胡姓考》外篇东胡诸姓王氏条所说：“柳芳《唐历》

……为乌桓氏，乌桓即乌丸。……桓、王音近，疑志文原作王。” 即《官氏志》原文应作：“乌丸氏后改为王氏。”

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2
。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王光葬于华州华山郡华阴乡灵泉里，与其妻叱罗招男葬于华阴东原乡通灵里，

似乎地点甚近却不在一处。为何如此？由于墓志均系盗掘出土，详细情况有待进一步考证。

五 西魏故司空尚书令留守大都督冯翊简穆王妃（李稚华）墓志铭 北周保定四年（564年）八月廿三日

[ 志文 ]

魏故司空尚书令留守大都督冯翊简穆王妃墓志铭」

妃讳稚华，陇西狄道人也，姓李氏。父冲，魏孝文之世侍中、司」空、尚书仆射、清渊侯，赠

司徒、相州刺史，谥曰文穆。妃兄弟三」人，龟组交映，宠踰列守，贵拟连貂，魏史详焉，可略言也。

妃植」性幽闲，禀德清令。文穆公名崇秉哲，任隆台衮，膳陈陪鼎，乐」儛曲旃。妃身率组紃，躬

先纴织，详鉴女图，博观众史。及离衿」趋戒，不及舅姑。冯翊王昆季早亡，惟姊一人，适司马琅

耶公，」早寡归居。妃敬以姑礼，恪懃妇事，年衰踰笃。魏废帝之在东」宫，纳宇文氏为妃，大（太）

1 参阅：唐长孺：《魏书杨播传自云 “弘农华阴人” 辨》，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5期，1983年，收入《唐长孺文存：山居存稿续编》，
第 94～ 9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何德章：《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以北族出身者墓志为中心—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二》，《魏晋
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7辑，第 137～ 143页，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0年。

2 按：《北朝胡姓考》内篇内入诸姓桓氏条：“《官氏志》：‘乌丸氏后改为桓氏。’《姓纂》十一模、《氏族略》五，并同。按乌丸氏后改为王氏，

详本书外篇王氏条，兹不赘。” 本书考乌丸王氏来龙去脉甚详，可以参阅。此外，田余庆先生、滕昭宗先生对乌丸王氏也有所涉及。参阅前

揭：《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第 123、153页；《乌丸莫那娄氏考—附考乌丸渴烛浑氏、乌丸叱罗氏》，第 6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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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之长女也。爰降嘉招，选为内傅。恭后」若干

氏，又诏为保母。礼始褖袆，教先簪珥，流连宫

禁，肃睦阃」闱。平凉公兄弟，慈过倚门，训踰

迁舍。故能使钜下之地，称两」马之才 ；平舆之

渊，表二龙之□。尝药经时，衣不解带，至于大」

渐。春秋六十有七，保定四年六月廿七日，薨于

稠贵里舍。二」子昔钟天罚，既以孝闻；今居重忧，

几将毁灭。呜呼昊天，不慭」遗薨。粤八月廿三

日，瘗于小陵原，礼也。式旌不朽，乃作铭云：」

穆伯之妻，文伯之母；既始易先，爰初礼首。

肃恭帉帨，从容箕」帚 ；夫对严宾，子师贤友。

才兼四德，学苞六艺 ；行不踰闲，言无」擅制。

功懃组织，性贞兰蕙 ；永蕴姆仪，长违昭世。寻

阳致祭，广」武会期；龙图故兆，马鬣新基。松庭萧瑟，柳驾逶迟；求焉弗见，」反也如疑。虞渊日没，

便房漏尽 ；叶落山疏，风高寒近。禽随哀」赴，松因泣霣 ；如可赎兮，百身斯泯。

琅耶王褒书」

息德良，平凉公。  息义俭。  大女，大将军延寿公夫人。」第二女，出家。  第三女，柱国

安武公夫人〔图七〕。

按：志主李稚华，为北魏名臣李冲之女。李冲系西凉王李暠曾孙，敦煌公李宝子，《魏书》卷五三有传，

以助孝文帝创建 “三长制” 受到重用；冲长女（应为稚华之姊）为孝文帝夫人，长子李延寔入同书卷八三《外

戚传》，可谓一门贵幸。志载稚华为冯翊简穆王（元季海）妃，长子元德良（名亨）封平凉公，也可与《北史》

卷一五《魏诸宗室·常山王遵附淑子季海传》及《季海附子亨传》相关记载印证：

季海字符泉，兄弟中最有名誉，位洛州刺史。季海妻，司空李冲之女，庄帝从母也，赐爵唐郡

君。政在尒朱，祸难方始，劝季海为外官以避纤介。及孝庄之难，季海果以在藩得免。从孝武入关，

封冯翊王，位中书令、雍州刺史，迁司空。病薨，谥曰穆。

（季海）子亨，字德良，一名孝才。遇周、齐分隔，时年数岁，与母李氏在洛阳。齐神武以亨

父在关中，禁固之。其母遂称冻馁，得就食汤阴，托大豪李长寿，携亨及孤侄数人，得至长安。周

文以功臣子，甚礼之。大统末，袭爵冯翊王，累迁勋州刺史，改封平凉王。周受禅，例降为公。

其中 “赐爵唐郡君” 云云，志文不载，中华本校勘记云：“按《魏书·地形志》无 ‘唐郡’，疑有讹脱。” 当是。又 “得

就食汤阴，托大豪李长寿” 云云，志文亦不载，中华本校勘记云：“《隋书》卷五四《元亨传》‘汤阴’ 作 ‘荥阳’。

图七  西魏李稚华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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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周书》卷四三《李延孙传》，其父长寿于孝武西迁后，曾任广州刺史。广州治鲁阳，疑 ‘荥阳’ 是 ‘鲁阳’

之讹。汤阴在洛阳东北甚远，非李长寿势力所能及，疑误。” 言之有理。又 “其母遂称冻馁” 云云，前揭《隋

书·元亨传》作 “其母则魏司空李冲之女也，素有智谋，遂诈称冻馁”，与志称稚华 “博观众史” 和 “学苞六艺”，

曾为魏宫 “内傅” 和 “保母”，似乎也可以印证。

此外，志文提到的各色人物甚多。“司马琅耶公” 应指贺拔胜，《魏书》卷八○有传
1
；“大将军延寿公” 应指

于寔，《周书》卷一五有传；“柱国安武公” 应指李穆，同书卷三○有传。西魏废帝（元钦）妃宇文氏为宇文泰

之女，西魏恭帝（拓跋廓）皇后若干氏为若干惠之女，《北史》卷一三《后妃传上》均有传（关于若干氏的来源，

下文另有解说）。王褒原为梁朝著名文士，后降西魏，《周书》卷四一有传。事迹均可参阅本传，这里不一一介绍。

志记 “平凉公兄弟”，称：“巨下之地，称两马之才；平舆之渊，表二龙之□。” 其中有一缺字。前典出《后汉书》

卷二四《马援附兄子严传》：“严字威卿。……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遂交结英贤，京师大人咸器异之。仕郡督邮，（马）援常与计议，委以家事。弟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后，

严乃与敦俱归安陵，居巨下，三辅称其义行，号曰 ‘巨下二卿’。” 后典出同书卷六八《许劭传》：“许劭字子将，

汝南平舆人也。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显名于世。……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世

说新语·赏誉》：“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 从与 “才” 平仄对仗看，此缺字应为 “号” 字。

李稚华葬于小陵原。小陵原即唐代的少陵原，故地在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大兆乡少陵原一带
2
。本墓志应

为该地出土。

六 北周大将军汝南郡公徒何府君（標）墓志 保定五年（565 年）四月廿一日

[ 盖文 ]

周大将」军故汝」南公志〔图八〕

[ 志文 ]

故周大将军汝南郡公徒何府君墓志」

君讳標，河南洛阳人也。本姓李氏，辽东襄平县

人。祖贵，开」府仪同、平州刺史。父永，镇西将军、

凉州刺史，赠柱国大将」军、河阳公。武安君之居边，

实安赵国；海西侯之勇战，终全」汉兵。公生属艰难，

少从戎政。风云聚散，既辩安危 ；旌旆卷」舒，咸能

向背。出身右将军、太中大夫，迁抚军将军、左光禄，」

晋县开国公。大统十三年，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1 关于贺拔胜，还可参阅：曾磊：《西魏北周 “贺拔胜集团” 考辨》，《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 40～ 43、82页，2011年第 4期；同作
者：《贺拔胜集团考辨》，《邢台学院学报》，第 92～ 95页，2012年第 1期。按：此二文大同小异，实为一篇文章。

2 参阅：周晓薇、王其祎：《新见隋代〈尚衣奉御尹彦卿墓志〉研读—兼说 “小陵原” 与 “少陵原” 的名称沿革》，《考古与文物》，第 95～ 98
页，2011年第 4期。

图八  北周徒何标墓志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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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常」侍。十四年，授使持节、大都督、豳州刺史，

寻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周元年，授大将军，

改封汝南郡公。张莫为」府，实有出塞之功；设檀（坛）

为将，非无入关之策。以保定四年」闰十二月十九日，

遘疾薨于延州，春秋年六十一。乃诏」赠□□恒朔

并肆燕五州诸军事
1
、恒州刺史，谥曰壮公，礼」也。

以五年四月廿一日，归 于建忠郡三原县之丰谷原。」

方恐十里闻香，傥为刘表之墓 ；千灵见日，或值滕

公之马。」后之君子，祖其铭焉。」

井陉东距，咸谷西行。秦关望气，汉将论兵。

降神惟岳，含章」挺生。封符汝水，驱传豳城。玉

关尘入，甘泉火明。观云置阵，」望月开营。据鞍参合，

挥戈北平。百灵无几，千仞终倾。途车」税驾，辕马悲鸣。云含愁色，松聚秋声。山河誓志，忠孝扬名。」

保定五年岁次乙酉四月癸丑朔廿一日〔图九〕。

按：志主姓徒何，名标，本姓李氏，原出辽东襄平，与北周名臣李弼为同胞弟兄，事迹亦附见《周书》

卷一五《李弼传》。兹将《李弼传》关于李弼姓氏、籍贯与先世部分及《附弟标传》全文迻录如下，以便与

本墓志进行比较。

弼字景和，辽东襄平人也。六世祖根，慕容垂黄门侍郎。祖贵丑，平州刺史。父永，太中大夫，

赠凉州刺史。……魏废帝元年，赐姓徒何氏。

弼弟标。标字灵杰。长不盈五尺，性果决，有胆气。少事尔朱荣。魏永安元年，以兼别将从荣

破元颢，拜讨逆将军。及荣被害，标从尔朱世隆奉荣妻奔河北。又随尔朱兆入洛。赐爵淝城郡男，

迁都督。普泰元年，元树自梁入据谯城，标从行台樊子鹄击破之，迁右将军。魏孝武西迁，标从大

都督元斌之与齐神武战于成皋。兵败，遂与斌之奔梁。梁主待以宾礼，后得逃归。大统元年，授抚

军将军，进封晋阳县子，邑四百户。寻为太祖帐内都督。从复弘农，破沙苑。标跨马运矛，冲锋陷

阵，隐身鞍甲之中。敌人见之，皆曰“避此小儿”。不知标之形貌，正自如是。太祖初亦闻标骁悍，

未见其能，至是方嗟叹之。谓标曰 ：“但使胆决如此，何必须要八尺之躯也。”以功进爵为公，增邑

四百户。寻从宇文贵与东魏将任祥、尧雄等战于颍川，皆破之。征为太子中庶子。九年，从战邙山，

迁持节、大都督。十三年，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又从弼讨稽胡，标功居多，除幽州刺史，增

邑三百户。十五年，拜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魏废帝初，从赵贵征茹茹，论功为最，改封封

山县公，增邑并前二千一百户。孝闵帝践阼，进位大将军。武成初，又从豆卢宁征稽胡，大获而还。

1 志文 “诏赠” 下有二缺字，故作二□，二□下接云 “恒朔并肆燕五州诸军事”，文字不缺，似原为误刻，发现后凿去。

图九  北周徒何标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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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爵汝南郡公。出为总管延绥丹三州诸军事、延州刺史。四年，卒于镇。赠恒朔等五州刺史。标无子，

以弼子椿嗣。先以标勋功，封魏平县子。大象末，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右宫伯，改封河东郡公。

先说李弼姓氏、籍贯与先世。按：李弼有李与徒何二姓，徒何标亦有徒何与李二姓，徒何应为本出，李

应为 “冒姓”。徒何为鲜卑族姓。《魏书·序纪·昭帝纪》：“十三年（305年），昭帝崩。徒何大单于慕容廆遣

使朝贡。” 为徒何之始见。同书《道武帝纪》天兴元年（398年）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

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 为徒何鲜卑大规模归顺北魏之始。徒何 “冒姓” 亦应始于这一时期。

关于徒何如何 “冒姓”，《晋书》卷四四《李胤传》、《魏书》卷七一《李元护传》和《新唐书》卷七二上《宰

相世系表二上》辽东李氏条透露了一些信息，可以参阅和比较，这里不多涉及。中华本校勘记出 “辽东襄平

人也” 曰：“《北史》卷六○《李弼传》作 ‘陇西成纪人’。按辽东是本贯，陇西是西魏时所改。” 据此，本墓志

记徒何标之“辽东襄平”亦为本贯，“河南洛阳”则为北魏迁洛后所改
1
。中华本校勘记又出“六世祖根”曰：“《北史》

卷六○《李弼传》‘根’ 作 ‘振’ ……《新唐书》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也作 ‘根’ …… ‘根’ 与 ‘振’ 未知孰

是。” 据本墓志，作 “根” 是。中华本校勘记又出 “祖贵丑” 曰：“《新唐书》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单称 ‘贵’。”

据本墓志，单称 “贵” 是
2
。

再说《李弼附弟标传》问题。按：“标”，本墓志原作 “㯹”，《北史》卷六○《李弼附弟传》作 “ ”，“ ”

应为 “㯹” 之误，而 “㯹” 又为 “檦” 之讹。中华本校勘记出 “标字灵杰” 曰：“《北史》卷六○《李弼附弟 传》‘灵’

作 ‘云’。” 据本墓志，徒何标并无字号，疑史传有误。中华本校勘记又出 “赐爵淝城郡男” 曰：“张森楷云 ‘郡

字误’。……按张说是，但不知是 ‘县男’ 或 ‘乡男’，故不改。” 据本墓志，徒何标并未受过 “淝城” 之爵，《北

史》卷六○《李弼附弟 传》亦未记载此爵，疑《周书》有误。中华本校勘记又出 “除幽州刺史” 曰：“按幽

州是东魏地，西魏不闻侨置。这是实授刺史，不像封爵或赠官可以空名遥授，疑为 ‘豳州’ 之讹。” 据本墓志，

正作 “豳州刺史”，证明校勘记怀疑正确。中华本校勘记又出 “四年卒于镇” 曰：“张森楷云：‘此不知是何四年，

若蒙上武成初，则止二年，无四年也。《北史》无文，今亦阙疑。’” 据本墓志，此处 “四年” 指保定四年（564

年）。此外，据本墓志，还可以校订《周书》不少。如 “赠恒朔等五州刺史”，当时赠多州刺史较为少见，其

间应有脱文，据本墓志，完整应作 “赠恒朔等五州诸军事、恒州刺史”。本墓志价值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徒何标葬于建忠郡三原县之丰谷原。三原为北魏旧县，故地在今陕西三原县东北，靠近富平县。本墓志

应为该地出土。

七  北周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宜敷丹三州诸军事宜州刺史洞城郡开国公是云偘之墓志

铭 天和二年（567 年）十月十一日

1 关于李弼籍贯问题，陈寅恪先生曾有解说，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 1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关于当时本贯与居住地

及葬地的关系，窪添庆文先生曾有解说，见：《本贯、居住地、葬地から见た北魏宗室》，《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第 496～ 520页，东京：

汲古书院，2003年。

2 按：2002年新发现的李弼之子李纶（徒何纶）墓志，记其曾祖之名，亦单称 “贵”。见：刘合心、呼林贵：《北周徒何纶志史地考》，《文博》，
第 66～ 69页，200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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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文 ]

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宜敷丹三

州诸军事宜州」刺史洞城郡开国公是云偘之墓志

铭」

公讳偘，字宝国。其先出自轩辕，受氏于有

魏太武皇帝，折侯真是云尚」书，即君之十二世

祖也。构本寿丘，分源弱水，洪澜茂绪，弈叶绵

长。所谓」积石开河，汤々远而弥盛；嶓 道漾，

滔々引而不冥者矣。祖敦，藴精藏」仁，秉文经武。

孝文世入为内三郎，出拜大宁郡守，赠相州刺史。

父宝，英」谟遐略，懋德宏图，矫首龙骧，腾驱

虎步。累拜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凉」甘瓜

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洞城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薨，谥曰哀公。锺」灵挺秀，才实羽仪 ；龙

气孤生，心游江海。龟人定公侯之兆，太守许鼎封」之才。起家持节、抚军将军、大都督、通直散

骑常侍，寻除尝药监，依例封」淮州道县开国子，邑三百户，仍加使持节、[ 车 ] 骑大将军、仪同

三司。属陈人」侵轶九江，虔刘三楚，公秉伏波之钺，统楼船之师，衂陈兵，复梁璧。湘武」有截，

实著力焉。保定初，袭洞城郡公，俄拜冬官司玉大夫，出为洛州诸」军事、洛州刺史，进骠骑大将

军、开府仪同三司。门列邓骘之仪，合崇羊」祜之府。自函崤绝地，嵩华分星，缅彼洛京，鞠为茂

草。柱国邓国公受脤」观兵，曜威芒阜。公偏师却敌，别将屠城，勇起一骑，功高三郡。还，拜淅州」

刺史。方践三槐，台铉五福，昊天不惠，歼我良人。以天和二年十月二日，」遘疾薨于州，时年卅

有六。鬼犹求食，托梦归魂 ；久客异乡，遗言返 。十」月十一日，子迁窆 里。主上伤惜，诏赠

宜敷丹三州诸军事、」宜州刺史，谥曰  。祷灵龟筮，水侵松槚，荒芒陵谷，宁不高下。乃作铭云：」

绵々瓜瓞，汤々江涘；本枝百世，承流千祀。郁々高基，振々公子；秀出龙」门，翻为麟趾。 绝

尘千里，逸响九皋；濯缨超仕，曳组登朝。风云浩々，江」汉滔々；万顷同量，千仞齐高。江浦虔刘，

芒山旅拒 ；谁其清矣，函申伊甫。」既扫尘埃，载清气阻 ；犹乐徇齐，如王定楚。方升紫替，观兽

清丘 ；风惊靖」树，水激覆舟。春非我春，秋非我秋 ；呜呼悲矣，其生若浮。虞渊潜晛，逝川」不

舍 ；□□方渐，新輶遽驾。驷马嘶晨，九原万夜 ；陇盈松月，人罔冬夏。」

子□龙，次子□陀，次子文略，次子文昌，次子陇生，次子鸾师〔图一〇〕。

按：志主姓是云，名偘。据其姓氏，知出北族。《魏书 •官氏志》：“是云氏后改为是氏。” 前揭《北朝胡姓考》

内篇内入诸姓是氏条有考证，但未言及种族，大概是因为此姓少见，难以比较和确定的缘故。志记其父是云宝，

南北史籍屡见，无须多说。另有行军总管是云晖，见于《隋书》卷六二、北史卷七七《赵绰传》。此外无闻。

图一〇  北周是云偘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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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云偘之妻亦有墓志，同年（2009年）入藏大唐西市博物馆，即前面提到的开皇八年（588年）三月十五

日《隋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洞城公妻昌城郡君贺拔夫人（定妃）之墓志铭》，知其妻姓贺拔，名定妃。《魏书

•官氏志》：“贺拔氏后改为何氏。”《北朝胡姓考》内篇内入诸姓何氏条谓贺拔氏出于高车。据此，另据本墓志，

是云氏曾 “分源弱水”，也就是出自内蒙古的额济纳河，这就是说，是云氏也有可能为高车族。

是云偘卒于淅州，其子迁窆葬于某里，具体地点不详。其妻贺拔定妃墓志亦仅称 “合葬于旧茔”。故本

墓志为何地出土，一时难以考究。

八 北周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义州刺史定公

（元世绪）墓志铭 天和六年（571年）三月廿二日

[ 盖文 ]

大周仪」同定公」之墓志〔图一一〕

[ 志文 ]

大周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义州刺史定公墓

志铭」

公讳世绪，字长纶，河南洛阳人。寿丘导洪波之绪，丹陵崇瑶」榭之基，联日驭于汤泉，映宸

离于若木。高祖讳遵，字伏六兜，」魏左右承相、常山王。以命世挺生，列于功臣之表。曾祖讳素」

连，魏大将军、都督、内外二都大达官、常山王。则雄姿杰出，总」于中外之官。祖讳淑，字买仁，

魏肆朔燕相四州刺史，御夷怀」荒三镇二道诸军事、宗正卿。考讳凝，字庆安，魏通直散骑常」侍，

赠徐州刺史。并以文武奇才，羽仪冠族，详诸史牒，可略言」焉。公早摽聪察，幼挺辞令，松不改

柯，蓬生自直。魏大统十年，」除直合将军、奉朝请、符玺郎中。十六年，授辅国将军、都督、尝」

药监。周卫交戟，入陪兰锜；神方上药，内掌时禁。俄授持节、抚」军将军、大都督，加通直常侍、

骠骑将军、右光禄。保定五年，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弘农郡守。天和四年」

己丑五月五日，薨于治所，春秋卌五。诏赠义州刺史，谥曰定，」礼也。天和六年辛卯三月己酉朔

廿二日庚午， 于鸿固乡」畴贵里地。呜呼哀哉！将终善言，无失归全之行 ；没世遗范，方」守宗

祊之业。式旌徽烈，乃作铭云 ：」

因生赐姓，善长称元。名隆国绪，德懋皇根。图灵矫凤，陵汉翔」鸾。忠为令德，行表恭温。

方崇衮职，遽入修门。书留尘榥，车钤」折辕。生蒭客位，絮酒宾樽。月低秋垄，花落春原。郑侨

遗爱，臧」文立言。空传不朽，讵识营魂。」

夫人，京兆人，魏故度支尚书、仪同三司、南荆州刺史、彭城侯」辛庆之女。息桀，字隆宗。  

女孟婉〔图一二〕。

按：志主应姓元，名世绪，出身北魏皇室，为常山王元遵一脉。常山王元遵及其子孙，在《魏书》卷一五《昭

成子孙传》和《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传》中多有专传。但其中，志主高曾祖考四代，仅前三代有专传。

图一一  北周元世绪墓志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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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节录这三代情况如下，以便与本墓志进行比较。

常山王遵，昭成子寿鸠之子也。……太祖初，有

佐命勋，赐爵略阳公。慕容宝之败也，别率骑七百，

邀其归路，由是有参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书左仆射，

加侍中，镇勃海之合口。及博陵、勃海群盗起，遵讨

平之。迁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天赐四年（407 年），

坐醉乱失礼于太原公主，赐死， 以庶人礼（《魏书》

本传。《北史》本传“酒”后多“色”字）。

（遵）子素，太宗从母所生，特见亲宠。少引内侍，

频历显官，赐爵尚安公，拜外都大官。世祖初，复袭

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讨之，斩渠率。……及平统万，以素有威怀之略，拜假节、征西大将军以镇

之。后拜内都大官。高宗即位，……素宗属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访以治国政事。……薨，谥

曰康，陪 金陵，配飨庙庭（同前。《北史》本传略同）。

（素第六子）淑，字买仁。弯弓三百斤，善骑射。孝文时，为河东太守。河东俗多商贾，罕事

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淑下车劝课，躬往教示，二年间，家给人足，为之谣曰：“泰州河东，

杼柚代舂。元公至止，田畴始理。”卒于平城镇将，谥曰静。有七子（《北史》本传。按：淑之子孙，

仅子元海、孙亨有专传，前揭李稚华墓志曾经提到，这里不再涉及）。

志主元世绪高祖常山王遵，为昭成帝拓跋什翼犍之孙，与同是什翼犍之孙的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同辈，可

谓辈分甚高。因酒色贾祸，终被赐死，志文不载；志载其字伏六兜，曾官左右承相，史传亦不载。曾祖之

名，志作素连，史传作素，应以志为准。素连与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同辈，其母为明元帝从母，故能重受亲宠，

在侄儿辈的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时复袭常山王爵，在侄曾孙辈的高宗文成帝拓跋浚时被视为 “宗属之懿”。祖

淑的情况，志文与史传的记载可以互为补充。元世绪考凝未见专传。《魏书·孝庄帝纪》永安元年（528年）

十一月戊寅条：“封前将军、太中大夫元凝为东安王。”《北史·孝庄帝纪》同条：“封前军元凝为东安王。” 此

处之前将军、太中大夫、东安王元凝，从时间上虽与世绪考凝符合，从官爵上看却不像是同一人。世绪本人

未见记载。夫人辛氏，为故度支尚书、仪同三司、南荆州刺史、彭城侯辛庆之女。辛庆之，陇西狄道人，世

为著姓，仕西魏，官至秘书监，《周书》卷三九、《北史》卷七○有传。

元世绪葬于鸿固乡畴贵里地。北宋张礼《游城南记》据华岩寺碑记鸿固乡在长安城南，属万年县，故地

在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本墓志应为该地出土。

九 北周故开府仪同大将军长安公若干君（荣）之墓志 建德六年（577 年）七月十三日

图一二  北周元世绪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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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文 ]

大周开」府长安」公墓志〔图一三〕

[ 志文 ] 

周故开府仪同大将军长安公若干君之墓志」

公讳荣，字显宝，河南洛阳人也。其先禀气玄

冥，世居北土，当涂海运，」遂徙南河。楙德楙功之

声，铿锵魏史 ；如珪如璧之质，磊硌周行。帝乡」虽

邈，白云已峻；兰蕙本崇，清风自远。曾祖讳盖石于，

魏镇东将军、」幽冀二州刺史。祖讳燕皇，魏内行羽

真。父讳伏德，魏仪同三司、恒」州刺史。公地藉膏

腴，才兼文武，秉其一德，历事两朝。少为大（太）

祖亲」信，寻授都督。腹心攸委，似魏王之卧内 ；颖

脱其锋，异平原之合下。又」迁平东将军、亲信帅都督。

夙夜在公，恪懃无忝。帝嘉乃诚，进大都督。」不画

季良之虎，忽焉豹变 ；讵刻伯高之鹄，翻腾戾响。俄

授殿中监，仍」转舍人。延登近侍，龙首生光 ；密勿

喉唇，凤池波起。后除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

三司、右小武伯，转小宫伯。位参台铉，变绂攸宜，

职此钩」陈，禁旅爰肃。于是锡爵长安县开国公，食

邑九伯（百）户。俾于建社，近颁」京邑；使河如带，

远被子孙。伪齐以天和四年侵我东鄙，公率先貔虎，」

身陷王事。李广洞石之材，困于群羯；杜回扛鼎之力，

颠于结草。但英」声藉甚，已闻畴昔 ；抗节锋刃，复

显今辰。由是礼异南冠，脱均堂阜，乔」松独立，岁

晏不移。以建德四年七月十二日，薨于邺。客久思乡，曾闻」托梦 ；游魂反国，讵俟大招。朝廷哀

伤，追赠使持节、开府仪同大将」军、硖州刺史。以建德六年七月十三日，窆于泾阳县石安原。地

气氤」氲，应盘龙之势。乃为铭曰 ：」

岩々恒岳，郁々邓林 ；本枝百世，盘石千寻。鹓鸿接羽，鸾凤交音 ；习习」冠盖，穆々缨簪。

降及夫子，秉心渊塞；容止可观，威仪不忒。如金之铣，」如弦之直；忠资爱敬，孝兼仁德。弱年登仕，

早逢攸寄 ；文总丝纶，武膺」兵器。雄风独上，清徽远被 ；临难无苟，投躯以义。昔游三辅，弦哥

绕毂 ；」今趣九原，但闻号哭。始嗟宿草，终悲拱木 ；千秋万岁，为陵为谷〔图一四〕。

按：志主姓若干，名荣，字显宝。据其姓氏，知出北族。《魏书·官氏志》：“若干氏后改为苟氏。” 前揭《北

图一三  北周若干荣墓志盖

图一四  北周若干荣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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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胡姓考》内篇内入诸姓有苟氏条，据《周书》卷一七《若干惠传》所云：“若干惠字惠保，代郡武川人也，

其先与魏氏俱起，以国为姓。” 以及其它一些记载，认为若干原为漠北部落名，与拓跋氏同时兴起，后以为氏。

可与志载 “其先禀气玄冥，世居北土”印证。当时若干氏最著名的人物即前揭若干惠。前文提到的西魏恭帝（拓

跋廓）皇后若干氏即为若干惠之女。前揭《周书·若干惠传》又载若干惠之子凤 “袭父爵长乐郡公，尚太祖

（宇文泰）女”。因此，若干氏作为皇亲国戚，在当时应该极为知名。但若干荣曾祖盖石于、祖燕皇、父伏德

三代却于史无征。至于若干荣本人，则似见诸记载。志称：“帝（应指西魏文帝元宝炬）嘉乃诚，进大都督。”《北

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世宗（文襄帝高澄）嗣事，侯景据颍川降于西魏，诏遣金帅潘乐、薛孤延等固

守河阳以备。西魏使其大都督李景和、若干宝领马步数万，欲从新城赴援侯景。金率众停广武以要之，景和

等闻而退走。” 此处 “若干宝”，从时间看，应为 “若干显宝” 之省称。志称：“伪齐以天和四年侵我东鄙，公

率先貔虎，身陷王事。……由是礼异南冠，脱均堂阜
1
。……以建德四年七月十二日，薨于邺。客久思乡，曾

闻托梦；游魂反国，讵俟大招。” 据此可知：若干荣在天和四年（569年）周、齐之战中被俘，囚于邺城，建

德四年（575年）卒，始归葬于周。《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附子光传》武平二年（571年）条：“令率步骑

五万出平阳道，攻姚襄、白亭城戍，皆克之，获其城主、仪同、大都督等九人，捕虏数千人。” 同书卷一六《段

荣附子韶传》武平二年条：“周又遣将寇边。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师出讨，韶亦请行，五月，攻服秦城。周人

于姚襄城南更起城镇，东接定阳，又作深堑，断绝行道。韶乃密抽壮士，从北袭之。又遣人潜渡河，告姚襄

城中，令内外相应，渡者千有余人，周人始觉。于是合战，大破之，获其仪同若干显宝等。” 此处 “若干显宝”，

无疑就是志主若干荣。遗留的问题是，此次周、齐之战，志、史记载时间不同，有二年之差。我以为应以史

载为准。

若干荣葬于泾阳县石安原。泾阳为前朝旧县，故地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泾阳县，石安原在今泾阳县南。

本墓志应为该地出土。

关于这九方北朝墓志的疏证，至此可以告一段落。这九方北朝墓志，八方墓志的志主为北族，仅一方墓

志的志主为汉族。北族包括匈奴、鲜卑、乌丸、高车等种，汉族（李稚华）恐亦杂有北族血统
2
。总之，这九

方北朝墓志，充分反映了当时各民族大融合的实际情况，是研究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宝贵材料。

2012年 8月 27日完稿

1 按：“南冠” 典出《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 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 注：“南冠，

楚冠；絷，拘执。” “堂阜” 典出《史记·齐太公世家》：“鲍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集解》贾逵曰：“堂阜，鲁北境。” 杜预曰：“堂
阜，齐地。东莞蒙阴县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鲍叔解夷吾缚于此，因以为名也。” 此二典均譬喻囚徒。

2 按：陈寅恪先生曾推测李唐氏族杂有北族血统，见：《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3本第 1
分、第 3本第 4分，1931、1933年，收入《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320～ 334、第 335～ 3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李唐自称凉武昭王李暠后裔，其说若可信，则李稚华为李暠裔孙，本身即杂有北族血统。其说若不可信，李暠曾孙李冲长女为北魏孝文

帝夫人，次女（李稚华）为西魏冯翊王元季海妃，其家族也很难说是纯种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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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记

本文原名《中国中古墓志整理研究的新收获—以大唐西市博物馆新藏北朝墓志为中心》，系日本魏晋

南北朝史研究会主办的“墓志を通し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の新たな可能性”国际学术シンポジウム（专题讨

论会）（东京日本女子大学，2012 年 9 月 16 日）的约稿。可惜我因突然染病，未能与会，主办方曾请参加

会议的张铭心先生在会上代为宣读。稍后收入日方内部印行的项目成果报告书
1
。当时，胡戟、荣新江二先生

主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11 月）及吕建中、胡戟二先生主编的《大唐

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研究》（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3 月）和《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研究·续

一》（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7 月）尚未出版。现将本文改名，提供给《故宫学刊》正式发表，

为尊重学术史，基本一仍其旧，未作改动。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疏证的第一方墓志（刘阿倪提墓志），铭文十一韵（灵、缨、贞、名、荣、清、

生、情、刑、旍、扃），一韵到底，其中“曰良期诫，壤叶著刑”
2
之“刑”原字作“ ”，与长沙吴简中的“刑手”、

“刑足”之“刑”原字或作“ ”完全同形。长沙吴简中的“刑手”、“刑足”之“刑”，由于汉代已废肉刑，

究竟是什么含义，曾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长时间的讨论，但迄今为止，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胡

平生先生认为就是“创”字
3
，并在自己相关论著中径作“创手”、“创足”。我曾指出“创”之或体“刱”、“剏”、“剙”

等与“ ”并不同形，并对此说及相关草率做法提出过批评
4
。现在，该墓志铭文所见之“ ”不仅与吴简所

见之“ ”完全同形，更重要的是该“ ”为韵字，从形、音比对都只能是“刑”字。而将“创”字置于此处，

形、音都不合，错误是显然的。至此，长沙吴简中的“ ”就是“刑”字应该可以成为定论了。

［作者单位：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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