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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這座歷史名城，歷代石刻墓誌資源非常豐富。由洛陽師范學院郭茂育、劉
繼保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著名墓誌研究專家趙超作序、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發
行的《宋代墓誌輯釋》，更是為學術界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全書收錄展示宋
代墓誌拓片226方，且大多是新出土或尚未發表的墓誌。此書8開精裝本，540頁，
迄今為止，在全國范圍內，《宋代墓誌輯釋》的容納量前所未有。



河南洛陽是宋代的西京，是北宋時期最為富庶的文化昌明之地。不少高級官員祖業創建於此，
致仕後退居於此，世代生息於此，從而建有祖孫延續安葬的大型家族墓地，也就給後世留下
了大量精美的宋代墓誌。

如太平興國九年四月五日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石熙載墓誌、皇佑元年十二月庚申
太子少師石中立墓誌、寶佑元年十二月庚申朝奉郎守國子博士上騎都尉石從簡墓誌與建中靖
國元年二月二十九日朝請大夫石祖溫墓誌等，就是從石熙載開始，包括子石中立、孫石從簡、
曾孫石祖溫四代的家族墓葬實證。這些人在《宋史》中均有列傳。而這些墓誌中的詳細記載，
則不僅大量補充了史籍所載，而且可以詳細地排列出石熙載家族的譜系與親姻關系，必然會
有助於加深對於宋代官閥家族與宋代政治史的認識。



《宋代墓誌輯釋》中，類似石熙載家族這樣在《宋史》中有傳記記載的重要官員家族墓誌
還可舉出很多，如：天禧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武勝軍節度鄧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太尉兼侍中使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判河南府西京留守上柱國魏國公馮拯墓誌
與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故宣德郎知鄜州洛交縣事馮貽孫墓誌等。馮拯作為宋真宗時期
的重要官員，曾位居中樞，多次任相，在《宋史》中列有傳記。但是墓誌仍為我們提供了
很多未見諸史載的材料，如《宋史·馮拯傳》僅記載了他的兩個兒子“行己、伸己”，而墓
誌中則詳細記載：“有子九人……”這些墓誌提供的大族家庭情況，無疑是有關研究中的
可貴實證。



古代墓誌與史籍記載的關系十分密切，有些文辭甚至同出一轍。這共同的出處可能就是古代
官員的行狀。例如本書收錄的宋代著名文人程顥所撰熙寧十年二月丙申朝散大夫守光祿卿致
仕上護軍李孝基墓誌中多處記載與《宋史·李孝基傳》的記載相同，借此墓誌，既說明古代行
狀的重要歷史作用，也讓我們更清楚地了解到古代對於人事行政檔案的保存情況以及修史的
數據淵源。



《宋代墓誌輯釋》還有眾多在史籍中可以見到的人物，如范仲淹的妻子，撰文的著名文人范
祖禹、蔣之奇，篆蓋的名士梅堯臣等等。此外，這裡還有比較罕見的北宋平民墓誌。在近年
已經發掘的大量北宋平民墓葬中，只發現過極少量的簡劣磚石墓誌材料、鎮墓券與買地券以
及一些書寫在墓室中的墓記。致使我們一度認為在北宋官方禮制限制平民使用墓誌。而本書
中搜集的熙寧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張文玉墓誌，墓主僅是一名裡正，卻也有鄉貢進士為之撰寫
完整工致的墓誌。使我們修正了對宋代墓誌使用制度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