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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北魏《杨恩墓志》
与华阴杨氏谱系补正

王连龙

(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文章征之以传世文献及出土碑志材料，对新见北魏《杨恩墓志》及华阴杨氏谱系进行了考证。

可以得出结论如下: “宥”、“祐”为杨恩别名或别字，杨钧、杨胤均出自杨恩。杨瑶之子为杨彰，杨彰为

杨结之父，杨超为杨炳之子。文章最终确定了北朝华阴杨氏越公房谱系: 瑶→彰→结→继→晖→恩这一传

承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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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恩墓志》，全称《宁远将军河涧太守杨恩墓志》，近年出土，著录于北京图书馆《墓志精华三

十八种》。①墓志记载了北魏河间太守杨恩的家族世系，于北朝华阴杨氏谱系研究多有助益。今拟征之

以传世文献及出土碑志材料，对墓志及相关问题略作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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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文之便，先誊录志文如下:

宁远将军河涧太守杨恩墓志

君讳恩，字天恩，恒农华阴人也。晋侍中、尚书令、仪同三司、城阳亭侯瑶之五世孙，

散骑侍郎、谏议大夫彰之玄孙，中山相结之曾孙，治书侍御史继之孙，乐安王府从事中郎、京兆

太守库部录曹、都官给事晖之长子，不幸年卅八弃世。
维大魏永平二年岁次己丑十一月乙亥朔十一日乙酉迁葬起志。

杨恩，见于史志所载。《魏书》卷五十八 《杨播传》附 《杨钧传》云: “ ( 钧) 父恩，河间太

守。”《北史》卷四十一《杨敷传》及《新唐书》卷七十一《宰相世系表》载同。可确知，杨恩属华

阴杨氏越公房杨结→杨继→杨晖→杨恩一系。值得注意的是，传世文献谓杨钧父 “恩”，出土碑志多

云“宥”。如《杨济墓志》云: “高祖晖，魏怀州刺史; 曾祖宥，魏洛州刺史; 祖钧，魏司空公、临

贞文恭公。”② 此外，已见华阴杨氏墓志中还习见杨晖子 “佑”。③ 有学者认为 “恩”当作 “宥”，杨

晖最少有二子佑和恩 ( 宥) 。④ 今核之杨恩墓志，可以确知这些论断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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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佑”、“宥”古同，当为杨恩之别名或别字。按，《汉书·礼乐志》 “神若宥

之”，颜师古注: “宥，佑也。”王念孙 《读书杂志·管子·侈靡》亦云: “‘择天下之所

宥’，‘宥’当读为‘自天佑之’之 ‘佑’。”传世文献中 “宥”、“侑”、“佑”相通习见，

亦可佐证“宥”、“佑”古同。进一步言之，魏晋时期遵循 “名以正体，字以表德”① 的命名取字传

统。“宥”、“佑”均与杨恩之名意义相涉。如《广雅·宥韵》云: “佑，神助也。”《左传·庄公十八

年》“命之宥”，杜预注: “宥，助也。”是“宥”、“佑”皆可引申为天之赐恩，即所谓“惟天恩莫不

荡宥”②。杨恩字天恩，“宥”、“佑”与“天恩”义近，应为杨恩别名或别字。北魏相州刺史元宥字

显恩、③ 平凉郡守王德字天恩，④ 均与杨恩名字相类。
其次，杨宥、杨佑与杨恩除授职官相同，当为同一人。下面结合已见碑志材料记载，对三人宦绩

略作比较:

杨宥: 散骑常侍、⑤ 河间内史，赠左将军、洛州刺史。⑥

杨佑: 宁远将军，爵长宁男 。⑦

杨恩: 宁远将军、河间太守、⑧ 河间内史。⑨

比较之下，可以发现，虽然后嗣子孙罗列杨宥、杨佑及杨恩职官各有侧重，但杨佑、杨恩皆曾授

宁远将军，杨宥、杨恩俱除河间内史。从而在相互交错的关系中形成交集: 宁远将军、河间太守。宁

远将军，北魏经制将军，孝文帝太和十七年 ( 493) 《职员令》定其秩为正五品上。《杨褒墓志》载杨

宥卒后，赠从二品上之左将军，正符合武官秩品。此外，关于 “河间内史”与 “河间太守”需要说

明一下。内史本汉初诸侯王国所置，掌民政，职如郡之太守。晋承汉制，以内史行太守事，国除为

郡，则复称太守，至隋方废。按，河间国乃汉文帝刘恒所置，至汉武帝刘彻，四次建国，后汉光武刘

秀并信都，汉和帝刘肇永元三年 ( 91) 复，晋仍为国，后又改。缘于河间时国时郡的设置，其行政

长官亦随之有内史及太守之称。所以，杨宥“河间内史”即杨恩“河间太守”。综合杨宥、杨佑与杨

恩职官除授情况，可确知三者应为同一人。
最后，从谱系传承上来看，杨宥、杨佑与杨恩系同一人。据《新唐书》卷七十一 《宰相世系表》

所载，“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结次子继。生晖，洛州刺史，谥曰简。生河间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钧，号

越公房”，并无记叙杨晖有“宥”、“佑”诸子。这一点也为出土碑志材料所证明。如 《杨俭墓志》、
《杨济墓志》、 《杨褒墓志》等杨氏墓志均记述了杨晖、杨恩 ( 宥、佑) 的父子关系，这其中又以

《杨素墓志》记载最详: “十世祖瑶……高祖恩，河间内史。曾祖钧……祖喧……父敷。”所以，可以

确定杨晖→杨恩→杨均、杨胤的谱系。当然，杨恩墓志载恩为晖之长子，是晖尚有其他子嗣，只是未

为史志所证。
杨恩宦绩大体如上文所述，曾官散骑常侍、宁远将军、河间太守，爵封长宁男，卒后赠官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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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洛州刺史。关于杨恩卒年，尚不可确知。墓志所载永平二年 ( 509) 为迁葬之年，如揆之以享年

38 岁，杨恩大体当生活于献文帝、孝文帝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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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华阴杨氏墓志已出土十数方，基本可以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勾勒出北朝华阴杨氏

家族谱系。① 但必须指出的是，从东汉杨震子杨奉一系传至北朝杨结仍然存在两个断档: 一

是杨奉孙杨众如何传至杨炳、骏、珧、济诸兄弟，二是杨炳诸人如何传至杨结。关于第一个

断档问题，在没有新史料发现的前提下，暂时还无法解决。至于第二个断档，目前学界普遍的观点是

杨瑶 ( 珧) ② 生杨超，杨超生杨结，即以杨瑶→杨超→杨结为一系。③ 或以杨结为杨瑶之子。④ 按，

西晋元康元年 ( 291 ) ，贾后联合司马氏发动宫廷政变，诛杀杨骏兄弟。永宁初，晋惠帝司马衷诏

“以蓩亭侯杨超为奉朝请、骑都尉”⑤。很明显，根据这些记载，还不能确定杨超就是杨瑶之子。即是

说，瑶→超→结的传承体系并没有坚实依据。此外，杨结为杨瑶子说也仅为推测。今见杨恩墓志所载

世系，可知杨结之父为杨彰，而非杨超，从而确定了瑶→彰→结→继→晖→恩这一传承脉络，解决了

北朝华阴杨氏谱系的一大悬案。
关于杨超，上文已言永宁初其以蓩亭侯爵位迁奉朝请、骑都尉。按， 《晋书》卷九十三 《外戚

传》载，杨炳“魏通事郎，袭封蓩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赠车骑将军，谥曰穆”。可推知，杨超蓩

亭侯之爵当袭自杨炳。而杨炳早卒，依汉晋以世嫡袭先爵的原则，杨炳爵位应由嫡子或庶子继承，所

以杨超应该为杨炳之子。加之，贾后之变，主要诛杀者为杨骏、杨珧及杨济三兄弟，杨炳早卒，罪责

较轻，故其子杨超得以幸免，后又有奉朝请之迁。此外，今 《杨恩墓志》载杨瑶之爵为城阳亭侯，

非为蓩亭侯，亦可佐证杨超为杨炳之子。
综上所述，本文在考证新见北魏 《杨恩墓志》基础上，对北朝华阴杨氏谱系进行了补正。可以

得出结论如下: “宥”、“佑”为杨恩别名或别字，杨钧、杨胤均出自杨恩。杨瑶之子为杨彰，杨彰为

杨结之父，杨超为杨炳之子。
附: 北朝华阴杨氏越公房杨恩一支谱系:

杨瑶———杨彰———杨结———杨继—

杨珍—

杨晖——— 杨恩—

杨钧—

杨喧

杨穆

杨俭

杨宽











杨胤—
杨宣成

杨熙仙

季女 ( 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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