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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元
钦
墓
志
》
说
略	

	
	

	
	

	
  

薛
海
洋

                                                                                                                                                                

《
元
钦
墓
志
》
，
原
石
长
八
十
二
厘
米
，
宽
八
十
五
厘
米
，
三
十
七
行
，
每
行
三
十
五
字
，
有
界
格
。
今
志
盖
已
轶
。

一
九
一
六
年
，
出
土
于
河
南
洛
阳
城
北
张
羊
村
，
曾
归
民
国
著
名
碑
帖
收
藏
家
陶
湘
收
藏
。
主
要
著
录
有
：
近
代
罗
振
玉
《
芒
洛
冢

墓
遗
文
三
编
》
、
《
六
朝
墓
志
菁
英
二
编
》
、
《
蒿
里
遗
文
目
录
》
，
吴
鼎
昌
《
摹
汲
轩
志
石
文
录
》
，
范
寿
铭
《
循
园
古
冢
遗

文
跋
尾
》
，
顾
燮
光
《
古
志
新
目
》
，
关
百
益
《
河
南
金
石
志
图
》
，
郭
永
堂
《
洛
阳
出
土
石
刻
时
地
记
》
，
现
代
赵
万
里
《
汉

魏
南
北
朝
墓
志
集
释
》
等
。
该
志
曾
有
李
志
贤
先
生
研
究
疑
与
《
张
黑
女
墓
志
》
为
同
一
人
书
丹
，
且
书
丹
前
后
相
差
两
年
，
许

多
字
风
格
几
乎
同
为
一
处
。
如
是
，
则
价
值
非
同
一
般
。

此
志
原
题
『
大
魏
故
侍
中
特
进
骠
骑
大
将
军
尚
书
左
仆
射
司
州
牧
司
空
公
钜
平
县
开
国
侯
元
君
之
神
铭
』
。
志
文
称
其
『
宦
通

两
京
，
首
登
三
事
，
燮
阴
阳
于
四
海
，
谐
水
土
于
天
下
』
，
『
三
河
六
辅
之
民
敬
之
如
神
明
，
七
相
五
公
之
家
畏
之
如
雷
电
』
，

生
前
之
威
势
可
知
。
『
春
秋
五
十
九
，
以
建
义
元
年
（
公
元
五
二
八
年
）
四
月
十
三
日
遇
害
于
北
芒
之
阴
…
…
粤
永
安
元
年
十
一

月
甲
寅
朔
八
日
辛
酉
迁
窆
于
西
陵
之
阿
。
』
可
知
元
钦
死
于
『
河
阴
之
变
』
。

公
元
五
二
八
年
（
武
泰
元
年
）
二
月
，
胡
太
后
（
谥
号
『
灵
』
，
又
称
灵
太
后
）
为
长
期
控
制
政
局
，
毒
死
亲
生
儿
子
北
魏
孝

明
帝
元
诩
，
将
刚
出
生
的
皇
女
（
元
姑
娘
）
冒
充
皇
子
，
立
为
皇
帝
，
后
又
另
立
三
岁
的
元
钊
为
帝
。
驻
扎
在
晋
阳
（
今
山
西
省

太
原
市
）
的
尔
朱
荣
素
有
政
治
野
心
，
他
以
为
孝
明
帝
报
仇
为
借
口
，
率
大
军
南
下
，
进
军
洛
阳
。
立
元
子
攸
为
帝
，
即
北
魏
孝

庄
帝
，
改
元
建
义
。
为
巩
固
政
权
，
封
堵
民
口
，
公
元
五
二
八
年
， 

尔
朱
荣
在
河
阴
策
划
并
实
施
了
一
起
针
对
皇
族
和
百
官
公
卿

的
屠
杀
事
件
，
因
事
件
发
生
在
河
阴
县
（
今
河
南
省
孟
津
县
）
而
得
名
为
『
河
阴
之
变
』
。
尔
朱
荣
借
助
此
次
军
事
政
变
，
将
迁

到
洛
阳
的
汉
化
鲜
卑
贵
族
和
出
仕
北
魏
中
的
汉
族
大
家
消
灭
殆
尽
，
完
全
控
制
了
北
魏
朝
政
。
此
时
，
北
魏
王
朝
也
已
近
尾
声
。

此
次
政
变
，
北
魏
诸
王
元
雍
、
元
略
、
元
邵
等
人
皆
遇
害
。

北
朝
书
法
和
南
朝
相
较
，
书
体
上
少
了
行
书
和
草
书
，
风
格
相
对
统
一
，
但
也
不
乏
风
格
的
演
变
，
大
体
可
以
分
为
三
个

阶
段
。第

一
阶
段
是
从
十
六
国
到
北
魏
初
期
（
孝
文
帝
迁
都
洛
阳
之
前
，
迁
都
时
间
为
公
元
四
九
三
年
）
，
北
朝
刻
石
沿
用
魏
晋
旧



二

习
，
此
时
隶
楷
二
体
交
叉
，
属
于
不
自
觉
的
无
意
识
形
态
。

第
二
阶
段
是
孝
文
帝
迁
都
洛
阳
之
后
的
北
魏
后
期
。
由
于
整
体
上
汉
文
化
水
平
的
提
高
，
使
汉
字
水
准
较
前
有
了
很
大
的
飞

跃
。
许
多
作
品
还
可
以
窥
见
到
南
方
二
王
楷
书
的
影
响
，
这
是
文
化
层
面
上
较
高
的
反
映
。
《
元
钦
墓
志
》
就
属
于
此
时
期
的
代
表

风
格
，
志
文
书
体
是
标
准
的
『
魏
碑
体
』
楷
书
，
锋
棱
毕
见
。
唯
撇
捺
较
为
丰
腴
圆
润
，
体
现
了
北
魏
末
向
东
魏
转
型
期
的
时
代
特

征
。
通
篇
气
格
雅
驯
，
王
家
风
度
俨
然
，
是
魏
志
书
法
中
的
上
品
，
应
系
当
时
高
手
书
刻
。

第
三
阶
段
是
东
魏
、
西
魏
至
北
齐
、
北
周
时
期
，
这
一
时
期
刻
石
总
体
水
平
和
品
位
开
始
下
降
。
东
魏
和
北
齐
文
化
政
策
具
有

浓
厚
的
复
古
色
彩
，
以
摩
崖
石
刻
为
例
，
当
北
魏
楷
书
进
入
高
潮
期
后
，
紧
接
着
又
出
现
了
隶
楷
交
混
甚
至
还
掺
入
古
文
字
回
潮
，

《
泰
山
经
石
峪
金
刚
经
》
《
四
川
摩
崖
刻
经
》
大
抵
都
是
这
种
回
潮
的
产
物
。

综
上
所
述
，
北
朝
书
法
明
显
有
别
南
方
新
妍
楷
书
的
质
朴
审
美
特
征
同
时
，
北
朝
刻
石
也
是
始
终
带
着
铭
石
书
的
装
饰
效
果
而

出
现
的
，
对
于
隋
唐
时
代
楷
书
刻
石
也
产
生
了
重
大
的
影
响
。
这
一
点
值
得
我
们
重
视
。

 

另
，
为
临
习
方
便
，
本
书
局
部
图
版
均
为
原
大
影
印
，
以
飨
读
者
。

（
本
文
作
者
为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会
员　

徐
州
艺
术
馆
馆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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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钦
墓
志

大
魏
故
侍
中
特
进
骠
骑
大
将
军
尚
书
左
仆
射
司
州
牧
司
空
公
钜
平
县
开
国
侯
元
君
之
神
铭

君
讳
钦
字
思
若
河
南
洛
阳
人
也
恭
宗
景
穆
皇
帝
之
孙
阳
平
哀
王
之
季
子
也
长
源
与
积
石
分
流

崇
峰
共
升
极
齐
峻
丹
书
写
其
深
玄
绿
图
穷
其
妙
迹
固
以
备
诸
篆
素
磬
于
金
石
者
矣
君
资
五
行

之
秀
质
禀
七
耀
之
淳
精
生
而
瑰
奇
幼
而
俊
异
磊
落
拔
俗
之
韵
发
自
天
衷
俶
傥
逸
群
之
操
起
于

衿
抱
三
坟
五
典
之
秘
丱
岁
已
通
九
流
七
略
之
文
绮
年
尽
学
齿
在
僮
稚
雅
为
献
文
所
矜
未
及

弱
冠
偏
蒙
高
祖
流
爱
出
入
之
际
与
众
不
同
燕
会
之
日
每
见
优
礼
太
和
中
出
身
元
士
俄
迁
正
员

郎
寻
转
左
中
郎
将
景
明
初
除
司
徒
右
长
史
正
始
末
为
辅
国
将
军
尚
书
吏
部
郎
中
公
神
兼
物
表

识
洞
人
先
毗
台
阐
誉
赞
省
有
声
即
授
散
骑
常
侍
给
事
黄
门
侍
郎
羽
仪
华
阁
丝
纶
紫
愇
凝
然
若

山
涣
乎
如
水
于
时
阴
衡
泛
极
降
沴
荆
杨
原
漯
滔
流
民
用
惛
垫
辰
居
耿
虑
吊
彼
萌
黎
思
杖
才
良

慰
兹
齐
庶
以
公
望
实
宗
贤
仁
润
兼
畅
光
扬
之
寄
实
唯
伊
人
即
以
本
官
持
节
慰
劳
衔
命
载
驰
皇

泽

孚
于
是
人
饱
注
川
家
蒙
挟
纩
洪
涛
斯
弭
鼋
鼍
不
勃
还
除
大
鸿
胪
卿
寻
授
度
支
尚
书
转
大

宗
正
卿
七
兵
尚
书
频
升
九
棘
联
涉
五
省
官
人
以
能
朝
野
荣
之
又
加
抚
军
将
军
仍
尚
书
遂
丁
太

妃
忧
泣
四
消
魂
哀
号
毁
骨
水
浆
不
入
扶
杖
不
出
一
二
年
间
几
于
灭
性
服
阕
除
镇
南
将
军
金
紫

光
禄
大
夫
又
迁
卫
大
将
军
中
书
监
任
维
国
秘
职
司
王
言
笔
下
云
飞
纸
上
风
起
忠
规
良
谋
内
外

称
焉
又
除
尚
书
右
仆
射
加
车
骑
大
将
军
仪
同
三
司
复
授
宗
师
侍
中
尚
书
左
仆
射
骠
骑
大
将
军

仍
仪
同
端
衡
政
本
百
揆
斯
归
薄
领
纷
腾
文
翰
委
积
公
心
闲
治
要
性
练
鸿
纲
举
凡
而
巨
细
无
遗

撮
目
而
隐
显
俱
晓
虚
来
实
返
浩
浩
同
歌
千
条
万
绪
游
游
共
咏
虽
荀
公
之
明
辨
未
然
陈
君
之
预

瞻
不
或
方
之
于
公
远
有
惭
色
既
如
陇
右
匪
民
荆
蛮
蠢
服
蔓
草
将
延
望
根
待
灭
皇
帝
酬
咨
鹰
扬

佥
属

归
遂
以
公
为
大
将
军
二
道
都
督
公
乃
仰
察
庙
胜
之
规
俯
荷
推
毂
之
寄
长
旌
西
指
豳
雍

风
靡
秉
钺
南
麾
荒
夷
草
偃
洪
勋
茂
积
简
在
帝
心
振
旅
旋
旆
除
司
州
牧
仍
骠
骑
将
军
仪
同
三
司

四



赫
赫
之
威
既
备
岩
岩
之
重

锺
三
河
六
辅
之
民
敬
之
如
神
明
七
相
五
公
之
家
畏
之
如
雷
电
以

病
乞
解
蒙
授
侍
中
特
进
左
光
禄
大
夫
未
几
复
除
侍
中
司
空
公
开
国
侯
食
邑
五
百
户
公
宦
通
两

京
首
登
三
事
燮
阴
阳
于
四
海
谐
水
土
于
天
下
汪
汪
乎
若
大
川
陶
陶
乎
若
巨
壑
注
之
不
盈
泄
之

不
竭
者
也
至
于
秋
台
引
月
春
怅
来
风
琴
吐
新
声

流
芳
味
高
谈
天
人
之
初
清
言
万
物
之
际
虽

林
下
七
子
不
足
称
奇
巖
里
四
公
曷
云
能
上
方
将
望
北
辰
以
未
移
指
南
山
而
亢
寿
参
稷
契
如
并

驰
共
且
奭
而
齐
轸
而
上
天
不
吊
降
祸
斯
人
春
秋
五
十
九
以
建
义
元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遇
害
于
北

芒
之
阴
金
玉
随
瓦
砾
同
泯
兰
蕙
从
芛
莸
俱
尽
哀
乎
悲
矣
何
酷
如
之
天
子
悼
伤
乃
赠
侍
中
太
师

太
尉
尚
书
令
骠
骑
大
将
军
定
州
刺
史
谥
曰
文
懿
礼
也
使
鸿
驴
太
常
监
护
丧
事
赐
东
垣
秘
器
朝

服
一
袭
祭
以
太
牢
粤
永
安
元
年
十
一
月
甲
寅
朔
八
日
辛
酉
迁
窆
于
西
陵
之
阿
痛
德
音
之
灭
响

伤
神
影
之
潜
辉
题
斯
言
于
一
石
庶
万
古
而
可
期
乃
作
铭
曰

绵
邈
帝
始
杳
眇
皇
初
迹
潜
绿
帙
名
隐
丹
书
金
道
移
运
水
德
应
符
赫
哉
大
魏
勃
矣
其
敷
恭
宗
纂

庙
阳
平
阐
蕃
握
图
龙
跃
裂
璧
鸾
翻
功
兼
九
有
绩
覆
三
元
麟
趾
既
茂
椒
聊
亦
繁
惟
公
诞
载
实
资

妙
气
精
褒
五
像
神
融
七
纬
识
洞
玄
文
学
穷
秘
记
指
岳
方
仁
瞻
河
比
思
凭
海
濯
鳞
抟
风
耸
翼
一

举
图
南
九
万
不
息
再
飞
青
槐
三
栖
丹
棘
淹
留
枢
揆
从
容
禁
阈
官
以
德
设
爵
用
才
行
若
人
出
处

所
在
文
明
栋
梁
广
夏
盐
梅
大

水
流
土
止
地
平
天
成
报
善
参
差
酬
仁
淼
漫
逸
翮
方
腾
骏
足
将

半
中
途
顿
驾
陵
空
落
翰
山
颓
何
悲
良
折
岂
歎
日
沉
朱
陆
月
次
黄
锺
室
卷
组
怅
庭
设
龟
龙
泉
门

幽
隐
陇
户
深
重
一
去
永
矣
归
来
无
从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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