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桥陵陪葬墓地研究

沈 春 文

19 6 3 年 4 月 11 月间
,

陕西省考古研究

所对蒲城县境 内的四座唐陵进行勘察
,

其中

对桥陵作了重点勘察
,

试掘了墓道
,

探查了

城墙
,

并先后 发表 了调查 简报
。
①在 《唐桥

陵调查简报》 一文中
,

调查者认为桥陵的陪

葬墓有 9 座
,

包 括太子墓 3
,

公主墓 4
,

以

及推测的昭明及肃成皇后墓
。

同时他们认为

在陵南 5 公里的后泉刘家村尽西北 的一并蒂

土家可能就是 昭明及肃成 皇后 墓
。

19 80 年

发表 的 《唐桥陵勘查记》 认为郭国公主墓北

约 2 30 米的一座无碑家似与桥陵陪葬无关
。

20 世纪 9 0 年代以来
,

开展中德合作唐陵调

查研究的课题
。

目前已对蒲城 4 陵进行全面

地科学调查 (航拍
、

实测 )
,

桥陵亦在其中
。

从上面可以看 出在对桥陵调查 的同时
,

始终注意对其陪葬墓的调查与研究
。

其中金

仙公主墓 1 9 7 3 年已经发掘
,

②惠庄太子墓也

已发掘完毕
。
③ 198 5 年发表的 《唐让皇帝惠

陵》④一文除了提供了惠陵的有关材料之外
,

尚给我们标识出桥陵另一陪葬墓—
王贤妃

墓的相对准确位置
。

主
、

梁国公主
、

息声国公主
、

骑马李

思公I}
。 ”

共 8 座
。

根据 《唐 会要 》 的成书过 程
,

⑥或

许这是 中唐德宗时代时人对桥陵陪葬墓已经

模糊 的认识
。

《元和郡县图志》 卷一 关内道一 京兆

府上
·

奉先县条
,

⑦云 :

,’( 上略 ) 开元四年以县西北三

十里 有丰 山
,

于 此 置 容 宗桥 陵
。

(中略 )
。

惠庄 太子 陵
,

在桥 陵 东南 三

里
。

惠宣太子陵
,

在桥陵 东六里
。

惠文 太子 陵
,

在桥陵 东三 里
。

并在柏城内
。 ”

北宋学者 对桥 陵的陪 葬墓仅注录 了七

座
。

《长安志 》 卷第十八
·

唐睿宗桥陵条
,

⑧

石 :

“

在 县 西 北 三 十 里 丰 山

《图经 》 ⑨

在苏愚山
宣化乡积善屯卜

。

封内四

一
、

桥陵陪葬墓名位的考辨

中唐以后对桥陵陪葬墓的多寡便有了错

漏
。

糖会要 》 卷 二 十一 诸 陵名 位
·

桥 陵

条
,

⑤云 :

“

桥陵陪葬名 氏
:
惠宣太子业

、

惠庄太子 伪
、

惠文太子范
、

金仙公

十里陪葬太子

惠宣太子陵在东

六里
,

并在柏城内

《会要》 有纷
”

马李思训
。

惠庄 太子陵在桥陵东南三

里
,

惠文太子陵在东三里
,

金仙
、

梁 国
、

。

公主场
国

。

沉案
:

同上书卷第十八
·

让皇帝惠陵条
,

0 云 :

,’A县 西北一十里
陵庙记一丰阳
十五里

。



乡胡 柳 封 内一 十 里 陪 葬诸 王 三

薰橄望蒙
公 主 三 蔡 国

·

“ 国
·

霍 、
髯 橇

。 ”

清 代 学 者 认 为 桥 陵 的 陪 葬 墓 较 宋 代 学 者

注 录 的 多 出 节 憨 太 子 重 俊 以 及 宜 城

、

金 城

、

长 宁

、

成 安

、

安 定 五 公 主

,

而 且 都 认 为 代 国

公 主 陪 葬 惠 陵

。

乾 隆 四 十 七 年 蒲 城 县 衙 《蒲 城 县 志 》 卷

二
·

地 理

·

陵 墓

·

唐 睿 宗 桥 陵 条

,

L云
:

“

在 县 西 安 王 娜

,

距 城 十 八 里

。

(中略 )
。

《旧 志 》 桥 陵 在 金 帜 山 前

襟
,

浩 泉 今
涸

。

陪 葬 有 惠
昭 太 子

、

惠 文 太 子

、

惠 宜 太 子 树
;
彭 国 公 李

思 匆 !{个付
。 ”

《蒲 城 县 志 》 卷 二
·

地 理

·

陵 墓

·

唐 让 皇 帝

惠 陵 条

,

L云
:

“

在 县 西 北 西 曹 好 距 城 (此疑

有遗 漏 )
。

(中略 )
。

《旧 志 》 让 皇 帝

元 宗 兄 宁 王 宪 也
。

让 位 元 宗

,

立

莞

,

尊 为 帝

,

葬 惠 陵

。

陪 葬 郑 王

药

,

嗣 王 琳

,

同 安 王 殉 树 蔡 国 公

主

、

代 国 公 主

、

霍 国 公 主 树

,

俗 称

兄 让 家

。 ”

到 了 光 绪 三 十 一 年 蒲 城 县 署 ((蒲城县新

志》 则 采 取 了 较 为 慎 重 的 态 度
,

对 节 憨 太 子

重 俊

、

宜 城

、

金 城

、

长 宁

、

成 安

、

安 定 五 公

主 陪 葬 桥 陵 与 否 存 疑

。

《蒲 城 县 新 志 》 卷 之

一 地 理 志
·

沿 革

·

古 债

·

陵 墓

·

唐 睿
宗 桥 陵

条

,

。 云
:

“

在 县 西 北 金 帜 山

,

陪 葬 明 肃

刘 后

、

昭
成 窦 后

:
惠 庄 太 子

、

惠 文

太 子

、

惠 宣 太 子
;
金 仙

、

凉 国

、

息 卜

国 三 公 主 及 彭 国 公 李 思 训

。

《王 礼

考 》 又 有 节 慈 太 子 重 俊
、

宜 城

、

金

城

、

长 宁

、

成 宁

、

安 定 五 公 主 树

。

(中略 )
。

按 《富 平 志 》 节 慈 太 子 及

64

宜 城 诸 公 主 陪 葬 中 宗定 陵
,

与 《王

礼 考 》 歧
。

侯 考

。 ”

又 《蒲 城 县 新 志 》 卷 之 一 地 理 志
·

沿 革

·

古 债

·

陵 墓

·

让 皇 帝 惠 陵 条

,

。 云
:

“

在 县 西 北 八 里

。

《唐 书 》 宗 室

传 :
让 皇 帝

,

元 宗 兄

,

宁 王 宪 也

,

逊 位

。

元 宗 开 元 二 十 九 年 ( 7 4 1)

莞
,

追 尊 为 帝

。

惠 陵 陪 葬 郑 王 得

、

嗣 王 琳

、

同 安 王 功

,

祭 (蔡 ) 国
、

代 国

、

霍 国 三 公 主 树

,

俗 呼 让 家

。 ”

王 仲 谋 先 生 等 人 根 据 《蒲 城 县 志 》 的 记 载 认

为 惠 陵 的 陪 葬 墓 有 元 氏 恭 皇 后
、

同 安 郡 王 李

殉

、

嗣 宁 王 李 琳 等

。
。

惠 陵
,

我 们 认 为 其 较 特 殊

,

非 一 般 唐 陵

陪 葬 墓 可 比

,

而 是 高 于 陪 葬 墓 一 级

,

近 于 帝

陵 的 墓 葬

。

虽 李 宪 是 让 位 给 玄 宗

,

事 实 上 并

未 当 皇 帝

,

但 从 惠 陵 的 特 殊 性 来 看

,

它 的 确

是 按 诸 帝 陵 旧
例 人 葬 的

。

理 由 如 下
: l) 其

陵园布局组成基本与唐陵同—
如献殿、

下

宫 及 石 刻 等

。

这 是 一 般 陪 葬 墓 所 没 有 的

,

即

便 是

“
号 墓 为 陵

”

者 也 不 见
; 2) 石刻组合

同唐陵组合
,

惟 个 体 小
; 3) 亦有 自己的陪

葬墓
,

但 位 于 惠 陵 的 东 北 部

; 4 ) 堆土为陵
,

其 封 土 亦 是 覆 斗 形

。

这 跟 献 陵

、

端 陵 及 庄 陵

一 样 (与唐陵陪葬墓中等级高者 同 )
。

5) 如

前所言唐陵中积土为陵者除了晚唐的靖陵在

乾县外
,

余 者 尽 在 三 原 县

。

但 是 在 北 山 地

区

,

惠 陵 却 堆 土 为 陵

。

这 说 明 其 级 别 还 是 桥

陵 的 陪 葬 墓

。

又 《蒲 城 县 新 志 》 卷 之 一 地

理 志
·

沿 革

·

古 债

·

陵 墓

·

唐 睿 宗 桥 陵 条

,

L云
:

“

(上略 )
。

乾 隆 四 十 年 知 县 冯

方 邺 奉 文 修 筑 墙 垣

,

周 围 长 一 百

丈

,

高 六 尺

,

厚 三 尺

,

守 陵 户 十

名

。

诸 陵 并 用

,

惟 惠 陵 稍 减

。 ”

这 说 明 清 人 同 样 视 惠 陵 为 较 高 级 别 的 墓 葬

。

目 前

,

根 据 已 有 的 考 古 调 查 以 及 研 究 成

果

,

我 们 知 道 桥 陵 的 陪 葬 墓 可 以 确 定 的 至 少

有 12 座
。

其 中 有 惠 庄

、

惠 文

、

惠 宣 三 座 太



;
昭 明

、

肃 成 二 皇 后 墓
;
王 贤 妃 墓

;
惠

陵
;
李 思 训 墓

;
金 仙

、

梁 国

、

息 肠 国

、

代 国 公

主 等 四 座 公 主 墓

。

检 《旧唐 书 》 列 传 第 四 十 五
·

睿 宗 诸 子

·

让 皇 帝 宪 条

。 (略云 )
:

,’( 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 ) 制追

赠宪妃元氏为恭皇后
,

矛付 葬 于 桥 陵

之 侧

。 ”

同 上 L (略云 )
:

“

(李 ) 殉开元二十五年亮
,

辍

朝 三 日

。

制 赠 太 子 少 保

,

葬 事 官

给

。

陪 葬 桥 陵

。 ”

同 上
。 (略云 )

:

,’( 李 ) 宪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

亮
,

时 年 六 十 三

。 ”

由 上 可 知 李 殉

、

李 宪 妃 元 氏 《旧 唐 书 》 皆 称

陪 葬 桥 陵
。

检 李 殉 死 年 为 开 元 二 十 五 年

( 7 3 7 )
,

李 宪 死 年 为 开 元 二 十 九 年 ( 74 1 ) 十

一月
,

睿 宗 入 葬 桥 陵 时 在 开 元 四 年 ( 71 6 )
。

也 就 是 说 李 殉 之 死 在 让 皇 帝 李 宪 死 前

,

考 诸

文 献 及 碑 刻 皆 不 见 李 殉 入 葬 先 莹 的 记 载

。

因

此

,

可 以 排 除 李 殉 陪 葬 惠 陵 的 可 能 性

,

他 是

以 桥 陵 陪 葬 墓 的 身 份 人 葬 在

。

只 是 目 前 尚 未

能 发 现 有 关 线 索

。

但 是

,

我 们 相 信 随 着 考 古

调 查 的 进 一 步 深 入 开 展

,

该 问 题 必 定 能 够 得

到 印 证

、

澄 清

。

这 里 需 要 说 的 是 睿 宗 肃 明 圣 皇 后 刘 氏

、

昭 成 顺 圣 皇 后 窦 氏 二 墓 的 情 况

。

二 皇 后 同 于

长 寿 二 年 ( 69 1) 被则天皇后秘杀
,

后 招 魂

葬 于 东 都 城 南

。

此 时 已 不 知 葬 所

,

在 桥 陵 葬

兆 先 后 发 现 两 方 五 精 石

,

其 一 言 及 二 皇 后 陪

葬 桥 陵 一 事

。

估 计 陪 葬 桥 陵 最 有 可 能 的 是 衣

冠 家

,

其 墓 位 当 在 靠 近 陵 山 处

。

综 上 所 述

,

如 果 上 述 推 论 成 立

,

则 可 以

认 为 桥 陵 至 少 有 14 座陪 葬墓
,

其 中 李 殉

、

李 宪 妃 元 氏 二 墓 的 方 位 仍 有 待 进 一 步 的 工

作

。

此 二 位 或 是 玄 宗 为 褒 其 兄

,

爱 屋 及 乌 而

特 赐 他 们 陪 葬 桥 陵 也 未 必

。

二

、

桥 陵 陪 葬 墓 布 局 的 分 析

从 上 文 的 讨 论

,

我 们
已

经 知 道 桥 陵 至 少

有 14 座陪葬墓
。

同 时 我 们 可 以 发 现 盛 唐 时

唐 陵 陪 葬 墓 的 内 容 已 由 初 唐 的 功 臣 密 戚 一 变

而 成 为 清 一 色 的 皇 室 成 员

。

这 是 桥 陵 陪 葬 墓

与 以 往 不 同 的 一 大 特 点

。
.

除 去 尚 未 发

现

确 切 墓

位

的 李

殉

、

李 宪 妃

元 氏 二 墓

,

本 文 的 这 一 部 分 将 对 其 余 12 座

的墓位安排进行分析
。

我 们 知 道

,

目 前 已 确 定 的 桥 陵 陪 葬 墓 的

有 关 碑 刻 在 《金 石 萃 编 》 中 已 见 著 录
。

下 文

我 们 将 主 要 依 据 碑 刻 资 料 结 合 各 陪 葬 墓 的 墓

位 对 桥 陵 陪 葬 墓 地 的 布 局 进 行 分 析

。

现 将 陪

葬 墓 主 人 的 死 年 或 陪 葬 桥 陵 的 时 间 条 列 于

后
:

梁 国 公 主 墓
: ①

“

凉 国 公 主 开 元 十 二 载 八 月 辛

已 ( 7 2 4
.

10
.

1 6 ) 选疾莞于京邸永

嘉里第
,

享 年 升 八

。 ”

李 思 训 墓
: ⑧

“
以 开 元 八 年 六 月 廿 八

日

(72 0
.

8
.

6) 合树陪于桥 陵园
,

礼

也

。 ”

代 国 公 主 墓
: ④

“
以

其 月 (开元 廿二 年 六 月 )

廿九 日 ( 73 4
.

8
.

2) 莞于河南修业

里第
,

享 年 珊 八

。

( 中略 )
。

以
其 年

二 月 三 日 ( 7 35
.

1
.

2) 陪葬桥 陵
,

孝 也

。 ”

金 仙 公 主 墓
: 。

“
开 元 廿 年 前 后

,

此 须 考 证

。 ”

息 肠 国 公 主 墓
: 。

“

开 元 十 三 年 二 月 庚 午

(72 5
.

4
.

3) 亮于河南县之修业里
,

春 秋 升 有 七

。 ”

又 《蒲 城 县 志 》 卷 十 三
·

艺 文

一

唐

·

息 卜 国 长 公 主 神 道 碑

,

⑥ 云
:

6 5



、

王 贤 妃 家

。

(( 王礼考》

又 有 惠 昭 太 子 宁 象
。 ”

《旧 唐 书 》 卷 第 四 十 五
·

睿 宗 诸 子

·

惠 庄

太 子 伪
④ (略云 )

:

“
开 元 + 二 年 ( 7 2 4 )

,

病 莞

,

册 赠 惠 庄 太 子

,

陪 葬 桥 陵

。 ”

同 上 书

,

惠 文 太 子 范
@ (略

云 )
:

“
开 元 十 四 年 ( 726 )

,

病 莞

,

命 工 部 尚 书

、

摄 太 尉 卢 从 愿 册 赠 为

惠 文 太 子

,

陪 葬 桥 陵

。 ”

同 上 书

·

惠 宣 太 子 业

。 (略云 )
:

“

开 元 二 + 二 年 ( 7 3 4 ) 正月
,

莞

,

册 赠 惠 宣 太 子

,

陪 葬 桥 陵

。 ”

从 上 面 的 罗 列

,

我 们 可 以 排 比 出 他 们 陪

葬 桥 陵 的 先 后 顺 序 为

:
肃 明 圣 皇 后 刘 氏

(7 1 6 )
、

昭 成 顺 圣 皇 后 窦 氏 ( 7 16 )
、

李 思 衫
11

( 7 2 0 )
、

惠 庄 太 子 ( 7 2 4 )
、

梁 国 公 主 ( 7 2 4 )
、

郭 国 公 主 ( 7 2 5 )
、

惠 文 太 子 ( 7 2 6 )
、

惠 宣 太

子 ( 7 3 4 )
、

金 仙 公 主 ( 7 3 2 前 后 )
、

代 国 公

主 ( 7 3 4 )
、

李 殉 ( 7 3 7 )
、

让 皇 帝 李 宪 ( 7 4 1 )
、

恭 皇

后 ( 7 4 1 )
、

王 贤 妃 ( 7 4 5一 7 4 6 )
。

根 据 以 往 发 表 的 简 报

,

现 在 我 们 示 意 桥 陵 陪

葬 墓 地 情 况 大 致 如 图 一 所 示

:

15
1ll

l7

1312

1619

141l0
18

,’( 上略 )
。

如 凉 国 长 公 主 故 事

,

夏 四 月 恩 旨 陪 葬 于 桥 陵

,

不 树 不 从

古 之 道 也

。

(下略 )
。 ”

由 上 引 文 献 可 知

,

息 肠 国 公 主 于 开 元 十 三 年 夏

四 月 ( 7 2 5
.

5
.

1 7 一 6
.

14 ) 下葬桥陵墓地
。

《旧唐 书 》 卷 五 十 一 睿 宗 肃 明 圣 皇 后 刘

氏 ④
,

云

:

“
长 寿 中

,

与 昭
成 皇 后 同 被 遣

,

为 则 天 所 杀

。

景 云 元 年 ( 7 10)
,

追

谧 肃 明 皇 后

,

招 魂 葬 于 东 都 城 南

,

陵 曰 惠 陵

。

春 宗 崩

,

迁 树 桥 陵

。 ”

((旧唐书》 卷 五 十 一 睿 宗 昭 成 顺 圣 皇 后

窦 氏 ④ (略云 )
:

“
生 玄 宗 及 金 仙

、

玉 真 二 公 主

。

长 寿 二 年

,

正 月 二
日 ( 6 9 3

.

2
.

1 2 )

遇害
。

梓 宫 秘 密

,

莫 知 所 在

。

春 宗

即 位

,

谧
曰 昭 成 皇 后

,

招 魂 葬 于 都

城 之 南

,

陵
曰

靖 陵

。

春 宗 崩

,

后 以

帝 母 之 重

,

追 尊 为 皇 太 后

,

谧 仍

旧

,

树 葬 桥 陵

,

迁 神 主 于 太 庙

。 ”

睿 宗 入 葬 桥 陵 时 在 开 元 四 年 ( 71 6 )
,

这 说 明

昭 明

、

肃 成 二 皇 后 树 葬 桥 陵 当 不 晚 于 此 时

,

王 贤 妃 墓

: ④ 陪 葬 桥 陵 时 在 天 宝 四 年 十 二 月

( 7 4 5
.

1 2
.

2 8一 7 4 6
.

1
.

2 5 )
。
。

《蒲 城 县 新 志 》 卷 之 一 地 理 志
·

沿
革

·

古

啧

·

陵 墓

·

宪 宗 景 陵 条

,

④云
:

“

在 县 西 北 十 五 里 丰
山

。

陪 葬

鳃 安 郭 太 后

、

孝 明 郑 太 后

、

王 贤

妃

。

《王 礼 考 》 又 有 惠 昭 太 子 宁 树
。

陵 南 下 宫 有 宋 初 修 庙 碑 后 毁

。

春 秋

致 祭 载 会 典 每 届 十 年

,

遣 大 僚 祭 墓

一 次

。

若 遇 庆 典 祭 告 不 构 年 限

。

(下略 )
。 ”

((萍城县志》 卷 二
·

地 理

·

陵 墓

·

唐 宪 宗 景

陵 条

④云
:

“

在 县 北 义 龙 娜

,

距 城 十 五 里

。

《旧 志 》 景 陵 在 丰 山
。

陵 南 下 宫 有

宋 重 修 庙 记

。

陪 葬 有 她 安 郭 太 后

、

6 6

A 桥 陵 B 景 陵 C 泰 陵

肃 明
、

昭 成 二 皇 后 墓
2

.

李 思 训 墓
3

.

梁 国 公 主 墓

4
.

息 肠 国 公 主 墓
5

.

代 国 公 主 墓
6

.

金 仙
公

主 墓

7
.

王 贤 妃 墓
8

.

惠 庄 太 子 墓
9

.

惠 文 太 子 墓

10
.

惠 宣 太 子 墓 H
.

惠 陵

图 一 桥 陵
陪 葬

墓 地 示 意 图

不
待

阐
述

,

比 较 一 下 各 陪 葬 墓 的 相 对 墓



,

我 们 可 以 明 晰 地

得 出 这 样 一 个 结 论

。

即 桥 陵 陪 葬 墓 地 布 局 是

分 成 男 性 及 女 性 两 个 系 统 来 安 排 的

。

具 体 地

说 即 惠 庄 太 子

、

惠 文 太 子

、

惠 宣 太 子

、

李 殉

、

让 皇 帝 李 宪 为 一 组

;
而 肃 明 圣 皇 后 刘 氏

、

昭

成 顺 圣 皇 后 窦 氏

、

李 思 训

、

④
、

梁 国 公 主

、

息 卜

国 公 主

、

金 仙 公 主

、

代 国 公 主

、

恭 皇 后

、

王

贤 妃 为 一 组

。

这 些 陪 葬 墓 是 以 桥 陵 神 道 为 西

界

,

依 陪 葬 者 人 葬 的 先 后 (一般情况下
,

陪

葬 者 人 葬 的 先 后 也 正 是 其 死 年 的 先 后 次 序 )

往东 (自右 向左 ) 分别按照男性
、

女 性 两 个

系 统 埋 葬 在 桥 陵 的 东 南 域

。

其 中 男 性 往 东 南

方 向 呈 下 降 的 趋 势

,

女 性 者 又 分 成 南 北 二

列

。

我 们 认 为 女 性 的 这 一 组 墓 葬 又 可 分 成 两

个 阶 段

,

肃 明 圣 皇 后 刘 氏

、

昭 成 顺 圣 皇 后 窦

氏

、

李 思 训

、

梁 国 公 主

、

息 )国公主
、

代 国 公

主 等 墓

,

是 为 桥 陵 安 排 女 性 陪 葬 墓 墓 位 的 第

一 阶 段

;
后 因 为 代 国 公 主 墓 位 已 经 过 了 景 陵

神 道 东 侧
,

故 又 重 新 在 桥 陵 墓 区 安 置 金 仙 公

主

、

恭 皇 后

、

王 贤 妃 等 墓

,

是 为 第 二 阶 段
④

这 与 盛 唐 以 前 帝 陵 陪 葬 墓 地 的 安 排 原 则 是 不

同 的
。

其 最 大 特 点 就 是 墓 地 的 安 排 不 依 照 死

者 的 尊 卑

、

辈 分 的 大 小

,

而 是 决 定 于 死 者 入

葬 之 先 后

。

如 前 所 述

,

李 殉 开 元 二 十 五 年 ( 7 3 7 )

亮
,

晚 于 惠 宣 太 子 而 早 于 让 皇 帝 李 宪

,

根 据

如 上 法 则 我 们 姑 且 做 如 此 推 断

,

即 李 殉 的 墓

位 当 在 惠 宣 太 子 墓 东 偏 南 处

、

惠 陵 之 西

。

而

宪 妃 元 氏 恭 皇 后

,

史 称 树 葬 于 桥 陵 之 侧

,

当

如 同 昭 明 肃 成 二 后 一 般 距 桥 陵 陵 园 不 远

,

至

少 在 昭 明 肃 成 一
金 仙 公 主 墓

一
王 贤 妃 一 代 国

公 主 墓 一 线

。

其 实

,

这 一 特 点 早 在 湖 北 郧 县 城 关 砖 瓦

厂 李 泰 家 族 墓 地
④ 的 布 局 上 就 已 体 现 出 来

了
。

因 政 治 权 力 斗 争 (储君之争 ) 而客死他

乡的李唐宗室
,

绝 大 多 数 都 能 获 准 迁 回 陪 葬

帝 陵

。

惟 独 李 泰 死 而 不 赦

,

被 摒 弃 他 乡

。

也

正 好 如 此 才 为 我 们 留 下 了 一 处 相 当 完 整 的 唐

代 家 族 墓 地 的 排 葬 方 式

。

根 据 间 接 的 材 料

,

我 们 可 推 知 李 泰 这 一 家 族 墓 地 的 安 排 情 况

。

现 已 发 掘 的 四 座 墓 葬

,

它 们 以 李 泰 墓 为 中

心

,

由 南 而 北 排 列

,

今 知 顺 次 为 李 泰 墓

、

阎

婉 墓

、

李 徽 墓 及 李 欣 墓 (图 2)
。

我 们 知 道

李 泰 被 黝 后

,

永 徽 三 年 ( 65 3) 客死郧乡
,

就 地 葬 人 郧 乡 马 檀 山

。

据 墓 志 知

,

李 徽

、

阎

婉

、

李 欣 等 皆 为 二 次 葬

,

即 由 他 处 迁 葬 马 檀

山 墓 地

。

` 4

` 3

1
.

李
泰

墓

2
.

阎 婉 墓

3
.

李 徽 墓

4
.

李 欣 墓

tN

▲ 2

` 1

次 子 李 徽 人 葬 该 墓 地
,

其 墓 志 云

: ⑥

“
以 大 唐 永 淳 二 年 九 月 廿 三 日

( 6 8 3
.

10
.

18 ) 寝疾莞于均州郧 乡县

之 第
,

春 秋 珊

。

(中略 )
。

以 嗣 圣 元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 684
.

4
.

4) 迁定于

马檀山
,

礼 也

。 ”

阎 婉 乃 是 迁 葬

,

其 墓 志 云
① :

“
以 天 授 元 年 九 月 八

日

( 6 90
.

1 0
.

1 5 ) 奄莞于邵州官舍
,

春

秋 六 十 又 九

。

( 中略 )
。

以
证 圣 元 年

正 月 六 日 ( 6 9 5
.

1
.

2 6 ) 遂权定于洛

州龙 门之北原
。

(中略 )
。

粤
以 开 元

十 二 年 岁 次 甲 子 六 月 二
日

( 7 2 4
.

6
.

2 4 ) 矛付葬于恭王墓西北隅
,

尊 先 志

,

礼 也

。 ”

同 时

,

从 阎 婉 墓 志 尚 可 得 知 长 子 李 欣 莞 于 垂

拱 年 间 ( 6 8 5 一 6 89)
,

其 墓 志

:

L称

,’( 上略 )
。

陷 酷 吏

,

摘 居 环 州

,

中 途 遇 祸

,

莞 于 桂 州 馆 舍

。

( 中

略 )
。

妃 周 氏 互 奉 灵 纬 旋 于 汉 滨

,

未 遂 迁 屠 权 殡 旧 莹

。

嗣 子 国 子 监 祭

6 7



,

皇

上 感 悼

。

优 制 特 从 仍 赠 夔 州 都 督

圃
物 四 百 段

,

米 四 百 石

,

即 以 开

元 十 二 年 岁 次 甲 子 六 月 二
日

( 7 24
.

6 2
.

6 ) 葬于莹
,

礼 也

。 ”

如 此 不 辞 辛 苦

,

百 般 设 法 从 他 处 迁 葬 郧 乡

,

说 明 家 族 观 念 的 强 大

。

由 上 可 以 看 出 这 几 个 人 人 葬 的 先 后 顺 序

是

:
李 泰 ( 6 5 3 )

、

次 子 李 徽 ( 6 8 4 )
、

阎 婉

( 7 2 4 )
、 、

长
子

李 欣 ( 7 2 4 )
。

阎 婉 及 长 子 李 欣

是 因 李 欣 之 子 李 娇 之 请 而 得 以 从 洛 阳 龙 门 迁

葬 郧 乡 的

。

但 是 二 者 墓 位 的 安 排 是 不 同 的

。

身 为 长 辈 (母亲 ) 的阎婉被安排在告近李泰

墓的西北隅
,

而 李 欣 墓 则 被 安 排 在 先 其 入 葬

的 弟 弟 李 徽 墓 的 北 侧

。

我 们 是 否 可 以 大 胆 地

推 论 该 家 族 墓 地 的 安 排 是 以 (男性 ) 墓主人

入葬之先后为序的
,

其 中 将 夫 妇 的 墓 位 安 排

在 相 毗 邻 的 地 段

。

在 这 一 墓 地 上

,

尚 有 不 少

墓 葬 仍 待 进 一 步 的 工 作

。

上 述 虽 为 少 数 的 四

座 墓 葬

,

但 是 通 过 分 析

,

我 们 可 以 有 把 握 地

确 定

,

其 余 墓 葬 的 安 排 很 可 能 也 是 根 据 这 个

原 则

。
@

经 研 究
,

李 泰 家 族 墓 地 的 使 用 时 间 始 于

李 泰 人 葬 的 永 徽 四 年 ( 6 5 4 )
,

至 迟 不 早 于 大

中 九 年 ( 8 55 )
。
@ 该 家 族 墓 地 的 安 排 原 则 在

桥 陵 陪 葬 墓 地 上 得 到 反 映
,

这 正 好 说 明 了 桥

陵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也 是 一 处 家 族 墓 地

,

只 不 过

这 一 处 是 唐 王 朝 最 高 级 别 的 家 族 墓 地 罢 了

。

换 句 话 说

,

桥 陵 已 经 完 全 具 备 了 聚 族 而 葬 的

性 质 了

。

三

、

结 语

我 们 知 道

,

唐 陵 陪 葬 墓 地 的 布 局 原 则 并

不 是 一 成 不 变 的

。

昭 陵 陪 葬 墓 代 表 了 前 期 唐

陵 陪 葬 墓 的 特 点

,

。 而 定 陵 则 是 这 一 特 点 的

转 折 点
,

其 后 的 唐 陵 陪 葬 墓 大 体 与 定 陵 相

68

似
。

这 一 方 面 跟 当 时 的 宫 廷 争 权 斗 争 有 关

,

另 一 方 面 也 是 统 治 者 调 整 门 阀 制 度 的 结 果

。

中 古 早 期 形 成 的 门 阀 士 族 制 度 到 初 唐 时

已 经 不 合 时 宜

。

尽 管 东 魏

、

北 齐 以 来 的 山 东

旧
族 在 政 治

、

经 济 上 已 经 衰 落

,

但 是 他 们 社

会 门 望 的 影 响 却 仍 旧

。

新 兴 的 关 陇 贵 族 则 历

世 显 贵

,

掌 握 朝 纲

,

但 其 血 统 地 位 却 不 高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提 高 后 者 的 社 会 声 望 就 显 得 极

为 必 要 了

。

李 义 府 所 谓

“
上 林 多 许 树

,

不 借

一 枝 栖
?
” 。 便 表 达 了 出 生 寒 门 的 庶 族 地 主 要

求 参 与 国 家 政 权 的 强 烈 愿 望
。

这 便 成 为 盛 唐

以 前 唐 政 府 锐 意 变 革 门 阀 制 度 的 内 在 动 机

。

李 唐 为 提 高 自 己 的 威 望 和 血 统 地 位

,

一

方 面 对 此 制 度 不 满

,

故 唐 高 祖 李 渊 一 即 位

,

就 与 道 教 主 老 子 (李耳 ) 攀亲
,

以 提 高 自 己

的 地 位

。

另 一 方 面 同 时 也 不 得 不 暂 且 利 用 该

制 度 来 压 抑 旧 有 的 士 族 并 提 高 自 己 的 威 望

。

于 是

,

李 唐 便 先 后 于 太 宗

、

高 宗 朝 二 度 调 整

门 阀 制 度

,

这 两 次 调 整 大 意 是

“

贞 观 中

,

高

士 廉

、

韦 挺

、

岑 文 本

、

令 狐 德 粟 修 《氏 族
志》

。

凡 升 降

,

天 下 允 其 议

,

于 是 州 藏 副 本

以 为 长 式

。

时 许 敬 宗 以 不 载 武 后 本 望

,

义 府

亦 耻 先 世 不 见 叙

,

更 奏 删 正

。

委 孔 志 约

、

杨

仁 卿

、

史 玄 道

、

吕 才 等 定 其 书

,

以 仕 唐 官 至

五 品 皆 升 士 流

。

于 是 兵 卒 以 军 功 进 者

,

悉 人

书 限

,

更 号 《婚 氏 录 》
。 ’ ,

⑥ 此 外
,

在 施 行

《姓 氏 录 》 的 同 时
,

武 则 天 还 实 行 了 一 系 列

打 击 世 族 地 主 势 力 的 其 它 措 施

。

唐 太 宗 制 定 《氏 族 志 》 的 目 的 是
“

今 定

氏 族 者

,

诚 欲 崇 树 今 朝 冠 冕

。

(中略 )
。

不 论

数 代 已 前

,

只 取 今 日 官 品

、

人 才 作 等 级

。

宜 一 量 定

,

用 为 永 则

。 ’ ,
⑧他 为 《氏 族 志 》 规

定 的 原 则 是
“

参 考 史 传

,

检 正 真 伪

,

进 忠

贤

,

退 悖 恶

,

先 宗 室

,

后 外 戚

,

退 新 门

,

进

旧 望

,

右 膏 梁

,

左 寒 峻

。 ’ ,

。 并 要 求 修 撰 者

“

辨 其 昭 穆

,

第 其 甲 乙

。 ”

后 又 加 以 干 涉

,

以

皇 姓 为 首

,

外 戚 次 之

,

崔 干 为 第 三 等

。 。 唐

太 宗 在 这 方 面 的 改 革 正 是 利 用 了 当 时 人 们 尚



,

也 就

是 说 利 用 了 这 种 观 念 提 高 自 己 新 生 力 量 的 社

会 地 位

,

而 压 抑 打 击 了 原 先 的 社 会 阶 层

。

接

着

,

唐 高 宗 于 显 庆 四 年 九 月 五 日

( 65 9
.

9
.

2 6 ) 下诏 改 《氏 族 志 》 为 《姓 氏

录 》
。

并 委 托 礼 部 侍 郎 孔 志 约

、

太 常 卿 吕 才

等 12 人参与撰定 ((姓氏录》
。

最 后 撰 定 结 果

是
:

皇 后 四 家

、

一 品 官 吏 为 第 一 等

;
文 武 二

品 及 知 政 事 三 品 为 第 二 等
;
箕 它 按 当 时 在 职

官 品 高 低

,

以 此 类 推

,

止 于 五 品

。

如 此

,

遂

彻 底 压 制 了 原 有 士 族 势 力

。

由 上 可 见

,

初 唐 《氏 族 志 》 的前 提 是 在

承 认 士 族 特 权 的 前 提 下 对 门 阀 制 度 所 做 的 一

定 程 度 的 调 整
,

只 是 对 数 百 年 形 成 的 牢 不 可

破 的 门 阀 制 度 打 开 一 个 缺
口 ; 《姓 氏 录 》 则

是 对 庶 族 势 力 的 承 认 和 对 士 族 特 权 的 否 认
,

因 而 意 味 着 在 原 有 的 缺
口

下 对 旧
制 度 的 冲

决

,

标 志 着 对 庶 族 地 主 所 有 制 取 代 士 族 地 主

所 有 制 过 程 的 完 成

。
。

《姓 氏 录 》 制 定 后 出 现 了 唐 代 中 后 期 的
“

富 商 豪 贾

,

尽 居 缨 冕 之 流

”

的 历 史 现 象
。

。

同 时

,

原 先 的 士 族 势 力 日 臻 衰 落

。

在 唐 代 还

显 赫 一 时 的 山 东 崔

、

卢

、

李

、

郑 诸 大 姓

,

在

宋 代 已 是 绝 无 闻 人
。

。

这 种 历 史 背 景 反 映 到 唐 陵 陪 葬 墓 地 上

,

便 是 陪 葬 墓 地 成 员 的 变 化

。

即 从 盛 唐 以 前 以

功 臣 密 戚 为 主 渐 次 成 为 功 臣 与 皇 族 对 等

,

盛

唐 以 后 已
全 为 皇 族 陪 葬

。

如 建 陵 的 郭 子 仪

墓

,

也 有 人 说 是 衣 冠 家

,

形 同 虚 设

,

已 失 掉

了 功 臣 陪 葬 的 意 义

。

期 间 乾 陵 陪 葬 墓 地 正 好

处 于 上 述 两 种 格 局 发 生 变 化 的 转 型 期

,

反 映

了 社 会 政 治 变 革 对 陪 葬 墓 地 的 影 响 而 出 现 的

新 格 局

,

同 时 也 从 一 个 侧 面 反 映 了 唐 代 社 会

族 姓 专 制 的 性 质

。

(沈春文
,

北 京 大 学 考 古 文 博 院 )

注 释

①锥 忠 如 等 : 《唐 桥 陵调 查 简 报 》
,

19 6 6 年第 1 期
,

页
4 3

一
45

;
王 世 和

、

楼 宇 栋

: 《唐 桥 陵 勘 察 记 》
,

《考 古 与 文

物 》 19 8 0 年 第 4 期
,

页 5 4 一 6 1
,

6 9
。

②转 引 自王 世 和
、

楼
宇 栋 同

上 揭 文

,

页 61
。

遗 憾 的 是 迄

今 尚 未 见 有 关 资 料 的 发 表

。

③陕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

蒲 城
县 文

体
广 电 局

: 《唐 惠 庄 太 子

墓 发 掘 简 报 》
,

《考 古 与 文 物 》 19 9 9 年 第 2 期
,

页 3 -

2 2
。

另

,

有 关 资 料 可 参 见 陕 西 省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陕 西 新 出 土 唐 墓 壁 画》
,

重 庆 出 版 社

,

19 9 8 年
,

页 16 4

一 17 3
。

诬
舫

王 仲 谋

、

陶 仲 云

: 《唐 让 皇 帝 惠 陵 》
,

《考 古 与 文 物 》

19 8 5 年 第 2 期
,

页
10 7 一 10 8

。 。

该 简 报 有 些 描 述 有 误

,

如

:
称 惠 陵 封 土 呈 圆 锥 状

,

有 两 层 围 墙 等

。

根 据 笔 者 实

地 调 查 知

,

惠 陵 封 土 为 覆 斗 形

,

只 有 一 层 围 墙

。

⑤王溥 : 《唐 会 要 》
,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

19 9 8 年
,

上 册

,

页

4 1 5
。

⑥ 《唐 会 要 》 的 成 书前 后 历 经 一 百 七 十 余 年 ,

三 易 其 人

,

由 私
撰

变 为
官 修

,

最 后 完 成 于 王 溥 之 手

。

其 成 书 之 经 过

具 体 如 下
: l )

、

《唐 会 要 》 之 作 始 于 德 宗 时 代
。

贞 元 中

,

苏 冕 及 其 弟 苏 弃 编 次 高 祖 至 德 宗 朝 之 事

,

为 《会 要 》 四

十 卷 。

此 时 之 《会 要 》 乃私 人 之 作
,

由 苏 氏 兄 弟 二 人 利

用 家 藏 典 籍

,

合 作 而 成

。

2)
、

宣 宗 时

,

下 诏 左 仆 射 崔 铱

负 责 主 持 续 修 苏 氏 《会 要 》
。

参 与 其 事 者 有 杨 绍 复

、

斐

德 融 等 人

,

撰 次 德 宗 以 来 事 至 宣 宗 大 中 七 年 ( 8 5 3 )
,

以

续 苏 氏 《会 要 》
。

大 中 七 年 ( 8 5 3) 十月书成
。

名 (续会

要》 四 十 卷 。

《续 会 要 》 为 官 修 典 制 文 献 。

3)
、

宋 朝 初

年

,

司 空 平
章

监
修

国 史 王
溥

受
命

,

续 修 宣 宗 以 后 之 事

,

至 于 唐 末

,

凡 一 百 卷

,

完 成 于 建 隆 二 年 ( 9 6 1 )
,

号 为 新

编 《唐 会 要 》
。

根 据 碑 刻 资 料 知 《唐 会 要 》 所 列 陪 葬 墓

中 最 晚 者 为 代 国 公 主
,

亮 尹 开 元 廿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 7 34
.

8
.

2 )
,

是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 7 3 5
.

1
.

1 ) 陪葬桥陵
。

此

为 玄 宗 朝 事

,

当 在 苏 冕 及 其 弟 苏 弃 编 次 之 列

。

不 过

,

苏

氏 兄 弟 二 人 利 用 的 仅 是 其 家 藏 典 籍

,

其 中 遗 漏 当 在 情 理

之 中

。

又 考 《旧 唐 书 》 载 开 元 四 年 ,

睿 宗 人 葬 桥 陵 时

,

柑 葬 昭 明

、

肃 成 二 皇 后

,

此 事 已 由 考 古 发 现 证 明 属 实

,

而 不 见 载 于 《唐 会 要 》
。

可 证

。

⑦李 吉 甫 撰
,

贺 次 君 点 校

: 《元 和 郡 县 图 志 》 (上 ) 卷一

关内道一
,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

19 8 3 年
,

页 o9

⑧宋 敏 求 : 《长 安 志 》 卷 第 十八
,

经 训 堂 丛 书 本

,

叶 五

。

⑨苏 愚 山 即丰 山 。

见 〔清 〕 张 心 镜 纂 修
,

王 学 礼 编 纂 《蒲

城 县 志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光绪三十一年蒲城县署重

刻本
,

册
1

,

叶 三 ) 卷二
·

地
理

·

山 川

·

丰 山

: “

(小字注 )

一名苏愚山
,

愚 一 作 鱼

。

《县 志 》 县 之 名 山 。

在 金 帜 山

东

,

其
相 近 有 炭 谷

,

又 县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有 佛 空 谷

,

谷 内

有 佛 空 院

,

唐 置 今 废

。 ”

L 《长 安 志 》
,

卷 第 十 八

,

叶 八

。

69



⑧L⑥④ 《蒲 城 县 志 》
,

册 1
,

叶 七

、

叶 八

、

叶 十 七

、

册

6
,

叶 九

。

OLLL 〔清 〕 李 体 仁 重 修
,

王 学 礼 编 纂

: 《蒲 城 县 新

志 》
,

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藏 光 绪 三 十 一 年 蒲 城 县 署 重 雕 本

,

叶 十 六

、

叶 十 六

—
十七。

LLL刘 响 等 撰 : 《旧 唐 书 》 卷 九 十 五
,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点

校 本

,

19 9 1 年
,

册 9
,

页 3 0 13
、

页
3 0 14一 3 0 15

、

页

3 0 12
。

④⑧④。⑧王 袒 : 《金 石 萃 编 》 卷 七 十 五
·

唐 三 十 五

,

陕 西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据

扫 叶 山 房 民 国 十 年 石 印 本 影 印

,

叶

四

、

卷 七 十 二

·

唐 三 十 二

,

叶 五

、

卷 七 十 八

·

唐 三 十 八

,

叶 七

、

卷 八 十 四

,

叶 一 二

、

卷 七 十 五

,

叶 八

。

母 ④ (l 日唐书》 卷 五 十 一 后 妃上 ,

册 7
,

页 2 17 60

⑥王 贤 妃 墓 在 惠 陵 西 北
。

文 革 期 间 遭 破 坏

,

石 棺 撑 被 炸 成

碎 块

。
19 71 年蒲城 县 文化 馆将农 民挖 出 的线雕 石 撑 6

块
,

运 回 县 上

,

收 集 于 蒲 城 县 文 管 所

。

现 砌 在 墙 里

,

惜

纹
样 朝

里

,

不 得 一 观

。

同 时 还 有 墓 志 一 方

。

此 承 陕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巩 启 明 先 生 见 告

,

于 此 谨 致 谢 忱 !

。 根据 巩 启 明 先 生 19 98 年 12 月 23 日给笔者信
。

另

,

王

贤
妃 墓 位 于 三

合
乡 西

南
庄 东 10 0 米 处

。

④⑥。 《旧 唐 书 》 卷 第 四 十 五
·

睿
宗 诸 子

,

册 9
,

页 30 巧

一 3 0 16
、

页 3 0 16 一 3 0 17
、

页 3 0 1 8一 30 1 9
。

④根 据 我们 的 研 究 ,

在 公 主 合 葬 墓 中 墓 制 是 以 公 主 品 阶 为

主 的

。

故 咐 马 李 思 训 墓 应 归 人 女 性 墓 葬 类

。

详 请 参 阅 拙

文 《唐 代 公 主 墓 墓 制 试 析 》 (待刊稿 )
。

①根 据 这 一 大 致 的 原 则 ,

在 这 里 关 于 金 仙 公 主 葬

(段 ) 年我们有一推测
,

即 当 在 开 元 廿 二 年 ( 7 34) 之

后
。

也 就 是 说 在 代 国 公 主 人 葬 桥 陵 之 后

。

④L全 锦 云 : 《度 论 郧 县 唐 李 泰 家 族 墓 地 》
,

《江 汉 考 古 》

19 86 年 第 3 期
,

页 7 6一 7 8
、

页 7 8
。

。 ④湖 北 省 博 物 馆
、

郧 县 博 物 馆

: 《湖 北 郧 县 唐 李 徽
、

阎

婉 墓 发 掘 简 报 》
,

《文 物 》 19 8 7 年 第 8 期
,

页 3 5
,

图
九

、

页
3 9

,

图 十 七

。

L高仲 达 : 《唐 用 淮 王 李 欣 墓 发 掘 简 报 》
,

《江 汉 考 古 》

19 8 0 年 第 2 期
,

页 9 1 一9 2
。

@ 根据该原则
,

结 合 李 泰 家 族 谱 系

,

估 计 推 断 其 余 各 墓 主

人 不 难

。

侯 考 !

0 沈睿文
: 《唐 昭陵 陪 葬墓 地 布 局 研 究 》

,

《唐 研 究 》 第 五

卷 ,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

19 9 9 年
,

页
4 21 一4 5 2c

0 《隋 唐 嘉 话 》 卷 中
,

刘 睐 等
撰 《隋 唐 嘉 话 大 唐 新 语 》

,

上 海 古 典 文 学 出 版 社

,

1 9 5 8 年
,

页 19
。

L欧 阳修
、

宋 祁

: 《新 唐 书 》 卷 二 百 二 十 三
·

李 义
府 传

,

北

京 中 华 书 局 点 校 本

,

1 9 86 年
,

册 20
,

页
6 3 41

。

L吴 兢 《贞 观 政 要 》 卷 七
·

礼
乐

第
二 十 九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19 7 8 年
,

页 2 2 6 一2 2 7
。

⑥ 《新 唐 书 》 卷 第 九 十 五
·

高 俭
传

,

册 12
,

页 3 8 41
。

L 《唐 会 要 》 卷 三 十六
·

氏 族 条

,

中 册

,

页 6 6 40

0 魏明孔
: 《唐 代 <氏族志 > 与 <姓氏录 > 比较当议 》

,

《西 北 师 院 学 报 》 (社科版 )
,

1 98 7 年 第 3 期
,

页 10 1
。

9 《旧 唐 书 》 卷 一 百 一 辛 替 否传
,

册 10
,

页 31 5 50

⑧王 明 清 辑 : 《挥 尘 录 》 前 录
·

卷 二 云

: “

唐 朝 崔 卢 李 郑 及

城 南 韦 杜 二 家 蝉 联
硅

组

,

世 为 显 著

,

至 本 朝 绝 无 闻

人

。 ”

丛 书 集 成 初 编 排 印 津 逮 本

,

册 2 7 70
,

页 81 一82
。

(上接第 33 页 )

沉积下来的三角洲
,

这 种 三 角 洲 不 仅 土 质 疏

松

,

排 水 性 好

,

土 壤 肥 力 强

,

而 且

,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

沉 积 的 泥 土 越 多

,

三 角 洲 会 不 断

的 获 得 扩 张

。

这 种 地 利 自 然 会 使 长 安 成 为 富

饶 的 天 府 之 国

,

为 其 作 为 一 国 之 都 奠 定 了 经

济 基 础

。

司 马 迁 曾 评 价 说

: “

故 关 中 之 地

,

于 天 下 三 分 之 一

,

而 人 众 不 过 什 三
;
然 量 其

富
,

则 什 居 共 六

。 ’ ,

L选 择 一 个 富 庶 之 乡 为 国

都
,

这 是 古 代 帝 王 们 定 都 的 重 要 经 济 标 准

。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

尽 管 西 安 具 备 上 述 战

略

、

防 卫

、

经 济 等 国 都 必 备 的 地 理 条 件

,

但

仍 非 尽 善 尽 美

。

缺 憾 有 二

:
其 一

,

偏 居 西

北

,

不 易 号 令 全 国
;
其 二

,

交 通 不 便

,

尽 管

关 中 内 部 交 通 四 达

,

但 作 为 国 都

,

却 难 以 和

外 界 迅 捷 地 沟 通

。

注 释

①⑥⑨ 《汉 书
·

娄
敬 传 》

,

中 华 书 局 点 校 本

,

1975

年
。

②⑧ 《汉 书
·

张 良 传 》
,

中 华 书 局

,

1975
。

③ 《汉 书
·

高 帝
纪 》

,

中 华 书 局

,

1975
。

④ 《小 方 壶 斋 舆 地 丛 钞 》 第 一 峡
,

光 绪 辛 卯 年

。

⑤ 《古 今 图 书 集 成
·

艺 术
典

·

堪
舆 部 》

,

中 华 书 局

。

⑦ 《荀 子
·

强 国
篇 》

。

⑧杜 甫
:

《撞 关 吏 》
。

L 《战 国策
·

秦
策 一 》

。

O 《史 记
·

货
殖 列

传 》
,

中 华 书 局

,

19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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