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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 〈董液墓志〉识读》一文刊布了山西省出土的 《董液墓志》拓片并对其释文，结合志文内容

及文字书体考察志主生平履历，分析墓志的书法艺术价值，为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然所作录

文亦存在缺文和误释，影响其研究价值的有效发挥。以拓片为基础，校补出原释文十余处文字阙误，提

高文献的准确性，供后人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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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书法》２０１４年第８期刊载赵耀辉先
生 《唐 〈董液墓志〉识读》一文 （以下简称 《识

读》）［１］，刊布拓片，释读志文，考墓主履历、家

世，结合文字书体分析墓志的书法艺术价值，为文

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其功大焉。然仔细核

对拓片，我们发现原释文存在一些误释或可识而未

释的文字，严重影响到材料的科学利用和研究价值

的有效发挥。因此，有必要对照拓片认真校补这些

文字阙误，以便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文

献资料。现依 《唐 〈董液墓志〉识读》所作释文

的顺序，分条校补于下。

１原释文：“制举言极谏庾建侯撰并书。”
按：据拓本，“制举”后复有五个字，原释文

脱。其中，第一、三个字微泐，然字形轮廓可辨：

第一个字原拓作 ，右上构件 “又”及下部构件

“贝”可识，整字应是 “贤”字；第三个字原拓作

，应是 “方”字。碑刻文字中，“方”字下部构

件因笔画穿插而写作 “力”。如：北魏太昌元年

（５３２年） 《元馗墓志》作 ，五代后周 《二圣庙

碑》作 。第二个字原拓作 ，可辨其下部构件

为 “ ”，整字为 “良”。第四个字原拓作 ，第

五个字原拓作 ，碑拓此二字泐蚀严重，无法据

拓本确认其原字，只能凭借相关史料进行补充。

制举，是唐代科举取士制度之一，由皇帝亲自

诏试于殿廷。唐代制举中设有 “贤良方正直言极

谏科”，史书有载。《旧唐书·列传第八十七》：

“崔元翰……又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旧唐书



·列传第一百五》： “柳公绰……应制举，登贤良

方正直言极谏科。” 《唐摭言》卷十二： “王适侍

郎，元和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根据上文所

分析确认的 “贤良方”三字，再结合史书有关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记载，我们可推知 《识

读》“制举”后所缺实为 “贤良方正直”五字。故

此句志文当校作 “制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庾建侯

撰并书”。

２原释文：“昔唐尧时，有尤龙隐居山岩，守
文志□，尧嘉贤哲，封为司□。”

按：该句有一字误读，两字缺释。下面分别

讨论。

（１） “尤龙”不词，原拓 “尤”字作 ，应

是 “夔”之异体 “ ”字，作者不明俗字而误释。

《广韵·脂韵》：“夔，俗 。”《篇海类编·人事类

·止部》： “ ，音夔。义同。” 《干禄字书·平

声》：“ 、 、夔，上俗中通下正。”［２］细察拓片，

可见该字上部构件为 “ ”；左下构件为 “止”；

右下部分微泐，但仍可识其上方笔画为 “ ”、

下方笔画为 “ ”，两者即组成构件 “攴”；因

此，碑拓该字应是 “攴”字无疑。夔龙，相传为

尧帝的二臣名，夔为乐官，龙为谏官。《吕氏春秋

·开春论第一》： “至谓尧得夔龙稷契，舜得益汤

得伊。”《书·舜典》：“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孔

传：“夔龙，二臣名。”碑刻文献亦有用例，如唐

开耀元年 （６８１年） 《大唐故秘书少监刘府君墓

志》：“有夔龙管晏之材，包曾闵颜原之行。”开元

三年 （７１５年）《崔晔及妻卢氏墓志》：“始于亮采，
与夔龙等价。”志文 “昔唐尧时，有夔龙隐居山

岩”，意指尧帝时有夔、龙二贤臣隐居高山，时

间、人物皆与史料所载相符，亦可找到文献佐证。

因此，《识读》“尤”字错误，应释作 “夔”字。

（２） “志”后一字 《识读》录文缺，原拓作

，左下构件为 “辶”，右上构件泐蚀，若不仔细

考辨，实难判断其为何字。谛视拓片，可辨其中间

的构件作 “豸”，故整字当为 “邈”字。从词义

看，“邈”有 “高远、超卓”之义。志文 “守文志

邈”言夔、龙二人遵循法度、志向高远，则 “邈”

于文意完全相合。传世文献有 “志邈”用例，如

《艺文类聚·卷十五后妃部》：“退身避害，志邈浮

云。”《艺文类聚·卷五十职官部》： “质美皀璋，

志邈云霄。”碑刻文献亦有用例，如唐垂拱元年

（６８５年）《安禅师塔铭》：“君迹混流俗，志邈烟
霞。”景云元年 （７１０年）《豆卢光祚妻薛氏墓志》：
“节励清玉，志邈高云。”由此可知，不论字形、

文意还是文献用例，都可证明 《识读》“志”后的

缺字应为 “邈”字。

（３）“司”后缺一字，原拓作 ，《识读》因

字形稍泐而未释。细察单字图，其左部构件为

“ ”，右下构件为 “ ”，右上构件可见横竖笔

画，其整字应为 “徒”字。受隶书、行草书等书

体影响，碑刻 “徒”字左边构件 “彳”上部的撇

画常写作点画，右下构件 “ ”常草作 “ ”。

如北魏普泰元年 （５３１年）《穆绍墓志》作 ，东

魏天平四年 （５３７年）《张满墓志》作 ，北周建

德四年 （５７５年）《李纶墓志》作 。司徒，官

名。志文 “尧嘉贤哲，封为司徒”，言尧帝因夔、

龙之贤哲而封其为司徒。将缺字补作 “徒”，文意

顺畅。

３原释文： “灵公时，称太史董狐，书法不
隐，永黯俱标，孝行舒卓，各负才雄。”

按：碑拓 “灵”前本有一字，作 ，下部构件

清晰作 “日”，上部稍泐，但我们仍可根据字形轮

廓辨其为 “昔”字，《识读》释文脱。再者，墓志

前文云 “昔唐尧时”，此处 “昔灵公时”与之文例

相合，前后照应。故缺录字释作 “昔”，文从字

顺。“昔”指时间，碑志文献经见。如唐景龙三年

（７０９年）《和智全及妻傅氏墓志》：“昔唐虞之际，
筒易从俗。”景云二年 （７１１年） 《陆元感墓志》：
“昔者舜嗣尧历，协帝初以辟门。”

４原释文：“至于位高者，不可胜数矣！”

按：原拓 “于”下复有二字：第一个字作 ，

上部构件为 “夕”，下部构件微泐，但仍可识其右

上的折笔，则该字应是 “名”字；第二个字拓本

作 ，右部构件为 “页”，左下部构件为 “丝”，

原字应是 “显 （显）”字。名显，名声显扬。碑刻

文献常见用例，如唐显庆元年 （６５６年） 《霍辩墓
志》：“君幼而有识，名显乡闾。”［３］贞元六年 （７９０
年）《舍利公墓志》：“自守位居职，治道勤王，名

显军戎，义行亲属。”“名显位高者”，即名声显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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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居高位之人。“名显”与 “位高”对举，文意和

谐，文气顺畅。

５原释文：“公以其先君尝式祁奚，因居
是邑。”

按：墓志原文 “式”下复有一字，拓片作 ，

左下部构件 “辶”与右上部构件 “曷”清晰可辨，

则整字为 “遏”字无疑，只是拓本字形 “曷”为

异体写法，或因释读者不明俗字而脱录。碑刻文字

“曷”变异写作 “ ”或 “ ”已成通例。如：

东汉中平四年 （１８７年）《谯敏碑》作 ，北魏孝

昌元年 （５２５年）《元
%

墓志》作 。从 “曷”之

字亦类推。如 “遏”北魏永平二年 （５０９年）《穆

循墓志》作 ，普泰元年 （５３１年） 《赫连悦墓

志》作 ，此处的 “ ”与之构形相同。 《董液

墓志》下文 “今竭产备仪，以时安厝”之 “竭”

作 ，可作 “ ”为 “遏”的有力佐证。

“式遏”，有 “制止、防卫、抵御”之义，碑

刻文献常见用例。如：唐开元廿一年 （７３３年）
《王祖及妻衡氏墓志》：“秦之将军，代光式遏。”天

宝元年 （７４２年）《慕容相及妻唐氏墓志》：“始迁
邑于辽东，敦崇华风，式遏憬俗。”原志文 “公以

其先君尝式祁奚，因居是邑”，言志主因先辈防卫

祁、奚，而居住于此邑，文从字顺。故 《识读》

“式 “后的缺释字应补作 “遏”字。

６原释文：“容仪□硌，器宇深沉，谈徼风
云，啸咏坟籍，经文纬武，博古知今。”

按：该句有两字误释，下面分别讨论。

（１）“硌”字，义为 “大石；坚硬”［４］，不宜

用于形容人之容貌仪表，核之原拓，此字作 ，

应是 “启”字。细察字形，此字右上构件为

“攵”，右下构件为 “口”，左部构件微泐，形似

“石”，其实非 “石”，而是 “户”的变体。碑刻

文献中， “启”之构件 “户”常发生变异而形似

“石”。如：北齐天保五年 （５５４年）《西门豹祠堂

碑》作 ，东魏武定元年 （５４３年） 《高归彦造

像记》作 ，北周保定五年 （５６５年） 《王士良

妻董荣晖墓志》中作 。又，此处 “启”字构件

“口”右移，有利于保持文字结构的内部平衡［５］，

构件 “户”下移，整字由上下结构变成左右结构，

碑刻文字亦有用例。如：东魏武定六年 （５４８年）

《邑主造石像碑》作 ，北齐天保六年 （５５５年）

《元子邃墓志》作 。因此，《识读》“仪”后的

缺字应释作 “启”。

（２） 《识读》所释 “徼”字，原拓作 ，实

为 “檄”字。碑刻文字构件 “木”变异作 “扌”，

已成通例。如，“标”，北魏延昌二年 （５１３年）

《元恪贵华王普贤墓志》作 ； “机”，太和二十

年 （４９６年）《元桢墓志》作 ；“楫”，普泰元

年 （５３１年）《贾瑾墓志》作 。故碑拓 “迀”

即 “檄”字异体。志文 “谈檄风云”，意指志主谈

论晓喻时势，文意通畅。

综上，原释文应校补作：“容仪□启，器宇深
沉，谈檄风云，啸咏坟籍，经文纬武，博古

知今。”

７原释文：“□□□□，慕德好善，养亲者怀
之以橘，居丧者赙之以骖，处寒者赠之以襦，□□
者贾之以象。”

按：该句有三字误释，下面分别讨论。

（１）《识读》所释 “德”字，原拓作 ，实应

为 “恶”字，作者不明俗字而误释。碑拓此字字

迹清晰，上部构件为 “西”，下部构件为 “心”，

整字应作 “ ”。 《玉篇·心部》： “ ，同恶。”

“恶”变异作 “ ”，碑刻文献经见，已成变异通

例。如：北魏太和十九年 （４９５年） 《丘穆陵亮妻

尉迟氏造像记》作 ，景明三年 （５０２年）《高

树、解伯都等造像记》作 。另外，“恶”前一字

拓片泐蚀严重，无法辨识。依原文 “恶”“善”对

举推之，泐蚀字应与 “好”反义对举，《识读》释

作 “慕”，恐误，具体为何字，待考。

（２）《识读》所释 “象”字，原拓作 ，实为

“勇”之俗体，因字形相似而误释。 “象”“勇”

二字虽异体相似，但下部构件差异较明显， “象”

下部构件常作 “ ”，而 “勇”字下部构件作

“ ”，两者区别特征明显。拓片此字上部构件为

“
&

”，中部构件为 “田”，下部构件为 “ ”，乃

碑刻 “勇”字常见写法。如：北魏景明四年 （５０３

年） 《杨大眼造像记》作 ，神龟二年 （５１９年）

《慧静墓志》作 。志文 “贾之以勇”用典，典出

《春秋左传·成公二年》：“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

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

３６第２期　　　　　　　　　　　　　　肖　游：《董液墓志》释文校补



‘欲勇者贾余馀勇。’”后以 “贾勇”指勇气过人。

故此段志文应校补为：□□□□，□恶好善，养亲
者怀之以橘，居丧者赙之以骖，处寒者赠之以襦，

□□者贾之以勇。
８原释文：“德行俱显，衣食自丰，出有□马

驱驰，入有僮仆指使。”

按：《识读》录文 “马”前的缺字原拓作 ，

右上部折画及左下部构件 “十”略微可识，该字

疑为 “车”字。“车马驱驰”，传世文献有用例，

如 《全唐诗》所收 《归山留别子癙二首》： “车

马驱驰人在世，东西南北鹤随云。”志文 “出有

车马驱驰”，言志主出行有车马代步，文意顺畅。

再从句式看，“车马”“僮仆”均为同义并举，该

句与下文 “入有僮仆指使”形成严格的对仗

文句。

９原释文：“北随刘司空讨除捡狁，南从吕将
军收复壶关，名□亲军，侍居近地，虽职当卑散，
且公侯腹心。”

按：《识读》录文 “名”下的缺字原拓作 ，

乃 “隶”的异体字，字书收有相似字形，如 《广

碑别字·隶字》：“ ，汉 《夏承碑》； ，唐

《邓州长史杨孝真墓志》。” 《偏类碑别字·隶字》：

“ ，魏 《义桥石象碑》”。其他碑志亦有相似写

法，如正光五年 （５２４年）《侯掌墓志》作 。

“名隶”，指官职隶属于某处。此词传世文献中常

见用例，如 《魏书·列传第六十五》： “还置司直

十人，名隶廷尉，秩以五品。” 《旧唐书·列传第

八十六》：“曹芬名隶北军。”出土碑志文献亦有用

例，如：唐天宝五年 （７４６年）《净觉墓志》：“禅
师本姓李，名隶于崇敬寺。”乾符七年 （８７９年）
《茹府君墓志铭》：“有子长曰令思，名隶绫坊军

将。”志文 “名隶亲军”，意指志主隶属于亲军。

可见，将 “名”后的所缺字释作 “隶”，文从

字顺。

１０原释文：“买郭士清地五亩半，去县西三
里，东刘□，西马义，北郭士清，南郭士清，忠行
道至东西道。”

按： 《识读》录文 “刘”下缺一字，原拓作

，左部构件 “氵”清晰可识，右上构件为

“
'

”，下部构件可见残存笔画 “一”，则该字应为

“湮”。“刘湮”为人名， “东刘湮，西马义”，即

言志主之葬地东、西分别为刘湮、马义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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