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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两汉之际就有在墓室内放一块刻字砖、刻上死者姓名

的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刻字砖属后世墓志的雏形，但与墓志

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我国墓志与碑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自汉代起，在向墓内放置棺椁的时候，往往在墓穴旁边立一石柱，

以牵引绳索，用完之后亦不及时运走，遂置于墓旁。有好事者，则在

上边刻死者的姓名、爵里等内容。这样的事情多了，在汉代讲究厚

葬的风习之下，即形成一种惯例，为死者立碑，纪事、颂德就从此开

始。《宋书·礼志》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

铭等物。”曹魏时期，武帝以天下凋零，屡申立碑之禁，便兴起勒石

纳圹的风习。甘露二年(前52年)大将军王伦卒，其兄王俊述其遗

美日：“只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刊于墓之阴，此以论为志

铭也。”龚自珍《说碑》云：“仁人孝子于幽宫，则刻石而霾之。”晋代

《王兴墓志》云：“刻石为识，藏之于墓。”本书收录的《赵猛墓志》云：

“凭玄石以刊状，托黄泉以留名。”南北朝时期，几个朝廷亦曾多次

禁碑。隋唐以来，形成坟前立碑，墓内纳志同时并举的丧葬制度。这

种贵族丧葬制度，一直沿袭到明清直至民国，犹未绝迹。山西省运

城地区属古蒲、解、绛三州地望，土厚田肥，气候温和，宜于耕种，兼

擅渔盐之利。南接中原，西通三秦，北达幽并，自古以来商贾辐辏。

物阜民殷，阀阅林立。人文荟萃，显达辈出。高士幂穹碑，布满原野。

据《明清进士题名录索引》一书统计，三州共有登科进士六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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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中，有的生前曾宦游外地，死后大都归葬故里，并刻石镌铭，

歌功颂德，碑立墓前，志纳圹中。建国以后，较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和

生产建设工程层出不穷，遂有大批古代墓葬被挖开，许多墓志铭被

清理出来。全区经过三次文物普查，共登记出土墓志二百馀方，一

九八七年我们经过整理仅存一百五十余方，有的散轶，有的被打

碎，有的被磨损，能收入本录的仅有一百一十九方(不包括纳入圹

中的圹记、砖志、行状、自志、买地券等)。本书定稿以后，还继续有

古代墓志被发现和挖出，我们将来拟编辑《续录》。

每方墓志都是一篇人物传记，它记述了墓主人姓氏、名讳、乡

里族属、年寿、生平事迹等，内容涉及到乡情民俗，地理变迁，历代

官职，官僚联姻，赋税徭役，自然灾异，经济情况，文化教育等封建

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丰

富生动的文献资料。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一本孤本文献，对它进

行整理，价值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史料价值。这批文献出自墓主人同时代的作者手中，具

有资料的原始性，从而也就具有较大的真实性，准确性，能帮助我

们证史和补史。如：有人曾对柳宗元是山西永济人提出异议，永济

县出土的明代《展母柳氏墓志铭》中称：“按状：‘太安人姓柳氏，蒲

文学里巨族唐子厚先生裔。"’可确证柳宗元为永济人。又如《王纪

墓志铭》、《杨俊卿墓志铭》、《宁林桂墓志铭》都记载了明末辽左作

战的史况，有些史实未曾见诸正史。

明代的史鲁、韩楫等在朝中长期作为谏官，明代的王纪、清代

的赵德彻都是一代重臣，他们都参政议政，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

亲身经历过，墓志比正史作了更详细的记载。

永济县出土的墓志共有四十余方，三分之二是学士兼太保张

四维、大学士王崇古、兵部尚书兼太子太保杨博、做过十年首辅的

大学士韩炉四个家族的墓志，这些墓志详细地记载了几个门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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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盘根错节的联姻关系，封建社会婚姻往往是与政治密切相联

的，这应是历史的一个真实侧面。

墓志对各种专门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母尚孺人墓志铭》记载：“至其性嗜女红，听鸡喔声彻起，婢

仆数百指，成禀指挥。治钱缗菽粟，而身先女奴执作刀尺，机杼同声

相应。”王纪是刑部尚书，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他的家里显然有作坊，

在进行商品生产。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明

代晚期主要在南方，由这个墓志应相信，当时北方也有这种萌芽，

而且是从纺织业开始的。

传统戏剧《三滴血》生动感人，历来说故事出自清人学者纪昀

的《阅微草堂笔记》。垣曲县出土的《文武相墓志铭》云：“及其(文武

相)令武强也⋯⋯邑有二人争认其子者，讼于公，公刺血注水碗中，

视其合者断之，人称为神明。”注血水中的方法，从现代科学的观点

看，不一定有道理，而在当时应为一种朴素唯物论观点的尝试，得

到人们的称赞。戏剧以为注血水中的方法制造了冤案，这是建立在

后来知识基础之上的。无论如何，墓志为我们提供了戏剧资料。

墓志还有反映古代交通管理的记载。清代《荆五峰墓志铭》云：

“其在通州，濒江临海，民情易动而好讼，商舶渔船，出入海洋为匪，

公私莫辨。公查明船数，分别列字号姓名，大书舵楼樯帆，望而可

知，官给印票，岁一更换，l而贩私劫商之风以息。”又有清代《寻管香

墓志铭》记载：“风陵渡为秦晋要津，黄河天险，渡舟为要，向例修费

由属摊解，渡官承修，日久废弛，解款多欠，购材无资。船质脆薄，动

遭水患。水夫尤横，勒索渡钱，行旅苦之。公洞悉其弊，饬所属司认

真举办，并定妥章，严禁勒索，刊示河干，商民至今称便。”

在古代，一个茔地是一个家族一代或几代人依次埋葬的场所，

这批墓志大多有出土的地点，因而，每一方墓志的出土，都能为我

们进行文物调查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为考古工作带来较大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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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我们将墓志中的有些地名和现代地名相对照，还可以发现一

些吉楚痿和建剁。战謇对魏黧有皮氏毫，秦代置皮氏县，后魏改龙

门县，故鼹在今河津县西。河津县出土的唐代《薜岳墓志》云薜岳为

“前皮氏府校尉，”河津县出土的唐代《张山象墓志铭》云：“张山象

越除受皮氏疳摄薅”，蠹毙可见，浮津县在唐伐曾鬟皮爰麝，褥歪史

中却来予记载。又如战国时魏国有蒲反邑，汉置蒲反县，北周置蒲

州，隋为河东郡，唐复为蒲州，又改河东府，明代一度为蒲州，清代

赣秀藩娴舞，又改溪中府。纛十年代考古王作者在蔫翔鼓城考察

时，城墙大砖上印有“蒲郡”二字样，古本《西厢记》台词中也有蒲郡

字样，传世文献查不出蒲郡鬣于何时，垣曲出土的明代《赵君琰墓

志铭》俸砻许瓒黎“先朝耪藩郡刘润之大参撰公行状，乞余镌其墓

⋯⋯”可知明嘉靖时有蒲郡之称。另外，明代墓志记载，安邑县有安

昌，芮城县有南隈，均未见于传世文献。

墓志铭还骞较藩酶文学价值。这一虿一十九方墓志铭中，有五

十二篇出自历代进士之手，印使部分作者名不见经传，也是当时一

方的大手笔，其文学价值之离从此可见一斑。文学是写入的感情

爵，墓志铭酶作者一般都是蒸主人豹垒蒋秘务，、丧故l簦乡索遘卺之

后，以真实而深厚的感情，缅怀他们生前的各种嘉言懿行，志文淋

漓尽致，文情并茂，真情实感洋溢在每一篇墓志的字里行间，是显

露易觅酶。墓志铭从形武上看，是真实奎动翡传记文学。墓主人有

的是朝廷重臣，有的是芝麻小官，有的是一方士绅，有的是普通百

姓，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正如清代《许忠斋纂志铭》的作者所

言：“韩邋之志耩辫彝{墓志铭所云：‘虽使子厚餐掰愿，为将秘子一

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心有能辨之者。’可知人贵自立，不朽有

、真，非旋身烈贵显，勋猷烂如者有可胪述，即哲人君子积德予乡，其

品行学问，亦足以信。”麸性质上看，我们可以把纂志铭称律悼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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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悼父母的，有悼师友的，有悼乡亲的，有悼妻子儿女的，从各

个角度表现了对逝者的深切怀念。现在正在编辑《全唐文》，我们收

集的十余方唐代墓志铭，皆以骈体写成，篇篇俱佳，定会引起重视。

历代墓志是现代人口学的珍贵资料。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

家，千百年来有无数世族谱牒留传下来。在封建社会，修撰谱牒是

士大夫阶层显示门第，炫耀贵族血统，攫取政治利益的一种手段。

建国以后，社会革命引起人们的观念更新，谱牒学成为死学。尤其

在破四旧运动中，传世谱牒遗失殆尽。近年来，随着世界人口的危

机，促使人们对人口问题，进行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不得不寻找人

口增长的规律和解决危机的办法，于是产生了现代人口学。传统谱

牒是对人口问题进行历史的考察与分析的最好资料。这批墓志的

整理就可帮助建立或增补许多家族的族谱世系和人口繁衍情况。

同时各篇志文中基本上都详细记载了每对夫妇的生卒时间与生育

情况。这种资料的特殊价值是其它资料难以比及的。

我们可以从这批墓志中摘出一册历代灾异录。水旱、地震、蛾

蝗、兵燹、瘟疫使古代广大人民群众陷入悲惨的境地，这批墓志记

载了灾异百次之多，不能不使方志修撰者高度重视，编撰地方灾异

录的重要目的是为了人们以古为鉴，年年防患，不让历史悲剧重

演。

墓志历来是书法艺术的重要方面。这批墓志有半数以上书于

历代进士之手，有些书者，功名虽不及进士，但也是一方的巨擘，如

《史首山墓志铭》为马理所书，史论马氏“学行纯笃，为关中学者所

宗”。其书法一宗颜体，直可乱真。这些墓志有许多在楷法和篆法

上可以视为书法艺术的瑰宝。

墓志铭也可看作是一部循吏传。清官问题是建国后史学界多

次讨论的课题。清官是对人民有贡献的，对历史发展是起促进作用

的。墓志中记载的为官思想和事迹，足以证明这种观点，如明代《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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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庵墓志铭》云：“官无崇卑，坚操者崇；禄无厚薄，知止者厚。否则

崇不如卑，厚不及薄也。”又如明代《孙南溪墓志铭》记载孙氏之子

仲笃授湖南承天府推官，便道归省，孙氏因诫之曰：“儿为刑官，人

命所悬，惟中惟轻，小子识之。”又如《文武相墓志铭》称文氏“及其

令武强也，天大早，有随车之雨，吏民悦之，缙绅颂之，视篆后以清

利弊，陈民奸，革冗费，兴学校为首务。”《文儒人普氏墓志铭》云太

尹公(文武相)由岁荐授武强尹，儒人乃劝守忠廉，尽职分。且曰：

“昔厄齑盐，今食天禄足矣。可贪得瘠民肥吾邪?”其励诸子云：“汝

父居官守法，囊中无积金，汝曹宜苦自立，以继父祖志，勿以汝父为

终身托也。”尚廉能，励士节，劝风化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是

进行廉政教育的一部好教材。

另外墓志记载了有关勤劳节俭，赈灾恤贫，乐善好施，孝悌友

爱的生动事迹，如果我if"]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摒弃

封建糟粕，发扬民族传统美德，将有助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意识。 ’

历代墓志是个丰富的宝库，属于我们祖国历史遗产的一部分。

我们对它收集、整理、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

之时间仓促，书中的错误在所难免，诚恳地期望各位老师和同志们

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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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例

一、本书收录的墓志(包括行状、圹记，买墙券等)是从运城地

区十二县一市解放以来出土的墓志中，挑选出一百一十九方(附录

五方)编辑两成。

二、本书对所收录的志文，均进行标点，对寄关的人名、缝名、

事件等，并作简要的注释，附于志文之盾。

三、本书编排顺亭一般按立志纪年先后为次，鳃系迁葬、合葬

者，则以最后葬期为准，未记葬期者，剿按卒年。个剐志文凌无纪

年，或圜志石剥泐而失去纪年者，则据志文推出相对年代，分别编

入某朝莱年之后。

四、墓志名称均按墓主名字标出，以便于查检。

五、每一方志文前简要介绍该志的出土时间、地点、收藏单位

与收藏入以及志石尺寸(单位：厘米)、衙数、每行字数，有志羔者兼

录盖题。

六、对原志文中的古体字及别字，均改为标准简化字，个别罕

焉字仍按源字笔娥照录。

七、凡因志文漫漶不清而无法辨识的字，均以“口”代之，对缺

损字过多而无法计数者，则以“下阙”二字样注予()之内；对有据

可考的缺字，孝}入“[]”之囊，遇有暖照的错讹字，帮在“()”内

标出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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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刘母王氏墓志铭(1525年j1月7日)⋯⋯⋯⋯⋯⋯⋯⋯(25)

j 8、史首山墓志铭(,1539年5月27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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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9、杨宗器墓志铭(j540年j2月24日)⋯⋯⋯⋯⋯⋯⋯⋯(30)

2D、赵君琰墓志铭(1545年j2月j 7日)⋯⋯⋯⋯⋯⋯⋯⋯(33)

幻、曹和庵墓志铭(j552年6月8日)⋯⋯⋯⋯⋯⋯⋯⋯⋯(36)

22、吕谊人墓志铭(1553年5月30日)⋯··⋯⋯⋯⋯⋯⋯⋯·(38)

23、孙厚庵墓志铭(1557年3月j9日)⋯⋯⋯⋯⋯⋯⋯⋯⋯(40)

24、文武臣墓志铭(1564年7月26日)⋯⋯⋯⋯⋯⋯⋯⋯⋯(42)

2s、孔继贤墓志铭(j567年j2月4日)⋯⋯⋯⋯⋯⋯⋯⋯⋯(46)

2民雷岐山墓志铭(1572年5月30日)⋯⋯⋯⋯⋯⋯⋯⋯⋯(48)

27、孙南溪墓志铭(1573年jo月24日)⋯⋯⋯⋯⋯⋯⋯⋯(50)

28、刘恒斋墓志铭(1577年j2月27日)⋯⋯⋯⋯⋯⋯⋯⋯(52)

29、文竹窠墓志铭(1580年jj月8日)⋯⋯⋯⋯⋯⋯⋯⋯⋯(54)

3D、许应徵墓志铭(j582年2月j3日)⋯⋯⋯⋯⋯⋯⋯⋯⋯(57)

3j、韩孺人张氏圹记(1582年8月j0日)⋯⋯⋯⋯⋯⋯⋯⋯(59)

32、文孺人普氏墓志铭(1583年jj月28日)⋯⋯⋯⋯⋯⋯(60)

33,张静轩墓志铭(j587年2月j5日)⋯⋯⋯⋯⋯⋯e O

g,O

10⋯(63)

34、杨介庵墓志铭(1588年5月2 FI)⋯⋯⋯⋯⋯⋯⋯⋯⋯(65)

35、刘仁庵墓志铭(1589年2月lO日)⋯⋯⋯⋯⋯”⋯⋯⋯·(70)

36、窦中峰墓志铭(1592年2月11日)⋯⋯⋯⋯⋯⋯⋯⋯⋯(73)

37、何太恭人王氏墓志铭(1592年5月20日)⋯⋯⋯⋯⋯⋯(75)

38、孔夫人陈氏墓志铭(1592年9月j 7日)⋯⋯⋯⋯⋯⋯⋯(77)

39、李石岩墓志铭(j593年闰jj月j6日)⋯⋯⋯⋯⋯；⋯··(79)

40、朱汝梅墓志铭(1593年j2月20日)⋯⋯⋯⋯⋯⋯⋯⋯(82)

4j、杨奎垣墓志铭(j594年3月4日)⋯⋯⋯⋯⋯⋯⋯⋯⋯(84)

42、孔学易墓志铭(1597年9月18日)⋯⋯⋯⋯⋯⋯⋯⋯⋯(86)

附一：张氏新茔后土记⋯⋯⋯⋯⋯⋯⋯⋯⋯⋯⋯⋯⋯⋯⋯⋯(89)

附二：仙梦松买地券··⋯⋯⋯⋯⋯·⋯·⋯⋯⋯⋯⋯⋯⋯⋯⋯”(9D)

43、南山逸叟自志(j601年7月15日)⋯⋯⋯⋯”⋯⋯一·⋯·(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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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韩楫墓志铭(1605年8月15日)⋯⋯⋯⋯⋯⋯⋯⋯⋯⋯(95)

附：先考韩公行状⋯⋯⋯⋯⋯⋯⋯⋯⋯⋯⋯⋯⋯⋯⋯⋯⋯⋯(98)

45、荆肖峰墓志铭(-1606年j2月2日)⋯⋯⋯⋯⋯⋯⋯⋯(110)

筘、杨母罗氏墓志铭(j607年2月3日)⋯⋯⋯⋯⋯⋯⋯⋯(114)

47、薜澹庵墓志铭(1607年)⋯⋯⋯⋯⋯⋯⋯⋯⋯⋯⋯·⋯”(j16)

48、董南岗墓志铭(j608年j月18日)⋯⋯⋯⋯⋯⋯⋯⋯(118)

49、王凤唧墓志铭(1609年1月j6日)⋯⋯⋯⋯⋯⋯⋯⋯(12D)

5D、石祖母圹记(j610年9月28日)⋯⋯⋯··⋯⋯⋯⋯⋯·(125)

5J、何平岗墓志铭(j610年j2月4日)⋯⋯⋯⋯⋯⋯⋯⋯(126)

船、郭静所墓志铭(1613年5月5日)⋯⋯⋯⋯⋯⋯⋯⋯⋯(128)

53、王冢颊墓志铭(j613年6月19日)⋯⋯⋯⋯⋯⋯．．．⋯(130)

54、王维翰墓志铭(j615年3月26日)⋯⋯⋯⋯⋯⋯⋯⋯(j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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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乔琴轩墓志铭(j615年jj月25日)⋯⋯⋯··⋯⋯⋯⋯·(135)

57．杨母王氏墓志铭(j615年jj月25日)⋯⋯⋯⋯⋯⋯⋯(j38)

58、薛母李氏墓志铭(j615年j2月4日)⋯⋯⋯⋯⋯⋯⋯(140)

59、李东田墓志铭(j616年12日j日)⋯⋯⋯⋯⋯⋯⋯⋯(142)

附：李东田行状(．1616年j2月j日)⋯⋯⋯⋯⋯⋯⋯⋯⋯(146)

6D、刘月声墓志铭(i617年jj月jj日)⋯⋯⋯⋯⋯⋯⋯⋯(149)

6j、孙首川墓志铭(j6J7年jj月29日)⋯⋯⋯⋯⋯⋯⋯⋯(j50)

62、展母柳氏墓志铭(j618年2月12日)⋯⋯⋯⋯⋯⋯⋯(15D

63、朱正轩墓志铭(1619年如月21日)⋯⋯⋯⋯⋯⋯⋯⋯(155)

鲋、张母杨氏墓志铭(j625年j月18日)⋯⋯⋯⋯⋯⋯⋯(156)

65、宋应科墓志铭(j626年j0月21日)⋯⋯⋯⋯⋯⋯⋯⋯(j60)

6民宁林桂墓志铭(1629年3月j6日)⋯⋯⋯⋯⋯⋯⋯⋯(j62)

6久王纪墓志铭(j629年j2月11日)⋯⋯⋯⋯⋯⋯⋯⋯⋯(』64)

附：王纪墓买地券⋯⋯⋯⋯⋯⋯⋯⋯⋯⋯⋯⋯⋯⋯⋯⋯⋯(j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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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刘月岩墓志铭(j629年J2月11日)⋯⋯⋯⋯⋯⋯⋯⋯(j刃)

艿9、王母尚孺人墓志铭(j631年Jj月22日)⋯⋯⋯⋯⋯⋯(173)

70,吕氏及夫继轩墓志铭(j638年3月7日)⋯⋯⋯⋯⋯⋯(j 75)

7A耿始然墓志铭(j644年lo月6日)⋯⋯⋯⋯⋯⋯⋯⋯(177)

纪、张双槐墓志铭(7651年j-月j6日)⋯⋯⋯⋯⋯⋯⋯⋯(179)

73、王奉襄墓志铭(1658年5月一18日)⋯⋯．．．一⋯⋯⋯⋯(181)

嬲、刘服远墓志铭(_z673年-z2月25日)：⋯⋯⋯⋯⋯⋯⋯．．(183)

75、鲁晋璧墓志铭(j675年4月15日)⋯⋯⋯⋯⋯⋯⋯⋯(187)

76、阴母杨孺人墓志铭(j692年j1月27日)⋯⋯”⋯⋯⋯·(190)

7兀李西斋墓志铭(J697年jD月彪日)⋯⋯⋯⋯⋯⋯⋯⋯(191)

78、杨位文墓志铭(j708年j2月)⋯⋯⋯⋯⋯⋯⋯⋯k⋯(195)

79、刘怀古墓志铭(j709年7月28日)⋯⋯⋯⋯⋯⋯⋯⋯(196)

8D、张直甫墓志铭(j723年3月14日)⋯⋯⋯⋯⋯⋯⋯⋯(199)

8j、刘子厚墓志铭(j728年3月j日)⋯⋯⋯⋯⋯⋯⋯⋯⋯(201)

韶、阴洁斋墓志铭(j731年jD月16日)⋯⋯⋯⋯⋯”⋯⋯·(204)

83、杨三峰墓志铭(1234年jD月28日)⋯⋯⋯⋯⋯⋯⋯⋯(206)

84、许仲采墓志铭(j743年3月28日)⋯⋯⋯⋯⋯··⋯⋯·(208)

85、社砥峰墓志铭(1748年j1月刃日)⋯⋯⋯一⋯⋯⋯⋯·(21 D)

86、刘太老夫人彭太君墓志铭(工751年4月26日)⋯⋯⋯(刀豹

87、耿中峰墓志铭(j756年9月7日)⋯⋯⋯⋯⋯⋯⋯⋯⋯(刀5)

88、文温西墓志铭(1 7，刀年J2月6日)⋯⋯⋯⋯⋯⋯⋯⋯(21 7)

89、杜勉堂墓志铭(j775年jj月jj日)⋯⋯⋯⋯⋯⋯⋯⋯(21∞

9D、荆五峰墓志铭(j781年jj月4日)⋯⋯⋯⋯⋯⋯⋯⋯(221)

9j、车届周墓志铭(j782年jD月11日)⋯⋯⋯⋯⋯⋯⋯⋯(225)

92、王汉臣墓志铭(J789年jj月)⋯⋯⋯⋯⋯⋯⋯⋯⋯⋯(22∞

93、负太君行宝(j793年】2月25日)⋯1⋯⋯⋯⋯⋯⋯⋯⋯(228)

94、许忠斋墓志铭(j799年j月27日)⋯⋯⋯⋯⋯⋯⋯⋯(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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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杨握瑾墓志铭(1807年j1月24日)⋯⋯⋯⋯⋯⋯⋯⋯

96、文显一墓志铭(1809年j_z月4日)⋯⋯⋯⋯⋯⋯⋯⋯

97、王润庵墓志铭(1810年j2月j7日)⋯⋯⋯⋯⋯⋯⋯⋯

98、李临溪墓志铭(1812年8月j0日)⋯⋯⋯⋯⋯⋯⋯⋯

99、支峻明墓志铭(1812年¨月8日)⋯⋯⋯⋯⋯⋯⋯⋯

100、孙圣轩墓志铭(1813年4月12日)⋯⋯⋯⋯⋯⋯⋯⋯

101、赵待聘墓志铭(1818年1j月)⋯⋯⋯⋯⋯⋯⋯⋯⋯⋯

102、李临郭墓志铭(1821年j2月25日)⋯⋯⋯⋯⋯⋯⋯

103、李聚一墓志铭(1823年2月11日)⋯⋯⋯⋯⋯⋯⋯⋯

jD4、许鸿宇墓志铭(1831年j0月6日)⋯⋯⋯⋯⋯⋯⋯⋯

105、赵子俊墓志铭(1831年jj月6日)⋯⋯⋯⋯⋯⋯⋯⋯

jD6、王抡三墓志铭(1834年．z0月29日)⋯⋯⋯⋯⋯⋯⋯

107、卢尊庵墓志铭(1839年j月28日)⋯⋯⋯⋯⋯⋯⋯⋯

108、卫月香墓志铭(1854年1J月25日)⋯⋯⋯⋯⋯⋯⋯

109、席宜轩墓志铭(1854年J2月25日)⋯⋯⋯⋯⋯⋯⋯

110、寻伟卿墓志铭(1857年j2月j8日)⋯⋯⋯⋯⋯⋯⋯

111、乔直亭墓志铭(1859年j2月)⋯⋯⋯⋯⋯⋯⋯⋯⋯⋯

112、吴光远墓表(1867年8月)⋯⋯⋯⋯⋯⋯⋯⋯⋯⋯⋯

113、赵静山墓志铭(1876年jj月15日)⋯⋯⋯⋯⋯⋯⋯

114、姚道岩墓志铭(1878年3月25日)⋯⋯⋯⋯⋯⋯⋯⋯

115、寻管香墓志铭(1883年4月J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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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7、申孔山墓志铭(j916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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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猛墓志铭

北魏正光五年(524)十月二十日。志高44．5

厘米，宽43厘米。17行，行18字。魏体楷书。志

盖篆书“赵府君墓志铭”。

1987年春永济县蒲州镇侯家庄村南出土，

藏永济县博物馆。

君讳猛，字玄威，南阳西蚂人也。其先赵明王之苗裔，晋扬州刺

史尚之后。高祖永，永嘉之年剖府新平，遂宅秦妪。曾祖辨，雄才冠

世，授命府氏，拜建威将军，天水太守。祖鱼，姚奉车都尉，关内侯，

迁官河左，因而家魏。君禀英明之姿，挺骁果之略，志气宏恢，风掺

雅役。于时荆州偏垂，地妲关洛，以君德望具瞻，擢为日杨将军。君

善抚酋渠，大著恩信，器核不施，凶心自屏。既还桑梓，时假定安令，

而上灵降灾，春秋七十。太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卒于家。粤正光五

年岁次甲辰十月戊寅朔十月二十日死(葬)于蒲城南蜗悲金玉之奄

质，伤松兰之摧荣。凭玄石以刊状，托黄泉以流名。乃作颂日：

鸿源韶继，爰自赵王。领袖晋京，官冤南阳。岳莅江浦，守临泾

疆。因宦秦堰，移萌魏乡。伊君骁果，统戎遐荒。假拜名邑，令

问令亡。哲人其萎，邦国弥伤。

夫人冯翊田氏，父背，秦姚①中书博士，冯翊太守。



【简注】：

①秦姚一～指后秦。

2、裴皓墓志铭

唐龙朔二年(662)四月十九日。志石59．5厘

米见方。37行，行37字。楷书。盖题篆书“大唐故

宫府大夫兼司驭少卿裴君志铭。"

1987年闻喜县东镇仓底村出土。

藏闻喜县博物馆。

大唐故宫府大夫兼检校司驭少卿裴君志铭并序

君讳皓④，字园照，河东闻喜人也。自曲泮‰发系，伯益⑨开基，

食采于裴④，因而命氏。侍中@儒雅，名重汉。一。广平⑧淳粹，芳流晋

(谍)。洎兹厥后，代有人焉。誓山书社之荣，粉正(医)朝之绩，固已

茵蔼蒸鼎，昭章彝器，可略而谈也。曾祖鸿智，周龙骧将军，防城都

督转长宁郡守，安西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

三司。大御正地官(民)部三大夫，使持节熊郢二州诸军事，二州刺

史，高邑县侯，赠丰遂资三州刺史。践懿宣德，体和凝量，摁文武之

才，居出内之重。祖师道，周末起家，宣纳中士。随太子斋帅转内直

监。韫质青田，曜姿黄泽。栖迟义幕，枕藉仁簟。未骋茱云之步，俄

深竭井之悲。父怀节，随举孝廉，释褐太仆丞，迁相州临漳令，以清

忠著称，追为侍御史，迁民曹承务郎，转通事谒者，出为襄城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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