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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刺史考全编》評正

曾　涧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院，河南 焦作 ４５４０００）

摘要：郁贤皓先生的 《唐刺史考全编》取材宏富，考证精密，是研究唐代文史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书。然

以一己之力，考一代之刺史，疏略在所难免。近年诸多学者利用新出墓志虽有匡正，但零星疏漏尚存。

今以新出石刻资料和传世文献，評补３０则，汇为此文，以期是书更加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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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贤皓先生的 《唐刺史考全编》［１］ （以下简称

《全编》）是治唐文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然唐代刺史材料浩瀚，数目繁多，事迹复杂，容有

疏误。近年来，郁先生及一些学者利用新刊石刻材

料对 《全编》进行了订补，然零星疏失尚存。兹

就翻检所见其中有误者，依原书卷次，整理成文，

以供研究者参考。其中，《全编》误收条目，据考

证应删除者，在刺史姓名前用 “●”标志。限于
学殖，谬误实多，恳请方家指正。

１．卷一京兆府 （雍州）上 裴观 开元中

《全编》因 《韦君妻裴氏墓志》有 “夫人……

京兆尹观之女也”语，而谓 “裴观当其女卒时正

在京兆尹任”。裴氏开元廿六年九月卒，同年十一

月葬，因列名裴观开元二十六年。核检此志：

“既笄归我，静德幽闲。早丧二亲，积悲

成疾。”［２］

志称 “早丧二亲”，则裴观必已逝多年。 《新

唐书·许景先传》载裴观开元十三年由左卫将军

出任沧州刺史，而开元二十年至开元二十八年京兆

尹并无员缺 （详下条），则裴观之尹京兆，当在开

元中。

２．卷一京兆府 （雍州）上 张去奢 开元二十

一年至二十八年 （７３３—７４０年）
韦述 《大唐故少府监范阳县伯张公 （去奢）

墓志铭并序》（天宝六载十月七日）：

“昭报后土之明年也，銮驾戒严，将幸东

洛，百司庀事，行有日矣。当是时也，东尽虢

略，西连陇礰，秋稼不登，人多菜色。眷彼京

辅，缉理为难，非曰腹心，孰膺斯委？公因事

入谒……即于座上拜公为京兆尹。……及大驾



西还，厥有成绩，特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封范

阳县伯。视事七稔，转右金吾卫大将军。无

几，迁少府监。”［３］６８

春秋六十，天宝六载三月十二日卒。按唐玄宗

开元二十年 “十一月庚午，祀后土于藌上”。［４］１９８

志称 “昭报后土之明年”，则当开元二十一年。

志续云：

“銮驾戒严，将幸东洛，百司庀事，行有

日矣。……公因事入谒……即于座上拜公为京

兆尹。”

则张去奢之拜京兆尹，当在开元二十二年正月

六日己巳玄宗幸东都之前。

检 《旧唐书·裴耀卿传》：

“（开元二十年）冬，迁京兆尹。明年秋，

霖雨害稼，京城谷贵。上将幸东都，独召耀卿

问救人之术……寻拜黄门侍
!

、同中书门下平

章事。”［４］３０８０－３０８１

据 《旧唐书·玄宗纪上》，开元二十一年十二

月十四日丁未，京兆尹裴耀卿为黄门侍
"

、同中书

门下平章事。证知张去奢之尹京兆，即在裴耀卿入

相后不久。志称 “视事七稔”，则张去奢在任七

年。王维有 《京兆尹张公德政碑》， 《全编》以为

此张公即张去奢，甚是。

王碑云：

“前年不登，人
"

太甚，野无遗秉，路有

委骨，天子不忍征于不粒，赋于无衣，六军从

卫，以临东诸侯，息关中也。”［５］

赵殿成 《右丞年谱》云：

“碑文云：‘前年不登……路有委骨’，是

二十一年事。”［６］

《旧唐书·玄宗纪上》（开元二十一年）：

“是岁，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４］２００

墓志云：

“当是时也，东尽虢略，西连陇礰，秋稼

不登。”

史、碑、志三者互为见证。王碑在 “临东诸

侯”（即幸东都）之后始述张公于灾后抚理京兆事

迹，与墓志所载张去奢出尹京兆的时间也合。《全

编》节引 《张去奢墓志》不当，复据王碑 “惟皇

御极二十载”语及 《金石录》卷六记 《唐京兆尹

张公德政碑》开元二十一年立，列张去奢开元十

九年至二十年在任，疑误。王碑所谓 “惟皇御极

二十载”，盖举成数。 《金石录》虽记碑于开元二

十一年间，但讹作 “孟匡朝撰”，且未著年月，可

见赵明诚所见是碑也非完璧，疑其所见之石 “开

元二十三年”之 “三”，上下两横泐失，而讹作开

元二十一年。赵殿成 《右丞年谱》、陈铁民先生

《王维年谱》系此篇于开元二十二年，亦误。碑称

开元二十一年为 “前年”，则王维此碑显作于开元

二十三年。

３．卷一京兆府 （雍州）上 李慎名 开元二十

八年 （７４０年）
《唐故顺妃 （韦秀）墓志铭并序》，开元廿八

年三月廿九日卒。

“喻月既望，葬于京兆府万年县细柳原之

伤。敕京兆尹李慎名为监护丧事，所以敦赠终

之礼也。”［７］７０

《全编》据 《新书·宗室世系表上》，推测李

慎名 “约开元末”在任，不确。

４．卷三华州 （太州、华阴郡）李讷 咸通十三

年 （８７２年）
《全编》引 《全唐文》卷七九五孙樵 《唐故仓

部
"

中康公墓志铭并序》，系于咸通十二年。核检

《全唐文》所载孙樵此文，康氏咸通十三年月日

卒，其年九月三日葬。则孙樵此文显作于咸通十三

年。志称 “今华州刺史李公讷”（影宋本 《孙可之

集》卷八同）［８］，则李讷咸通十三年在华州刺史

任，《全编》误。

５．卷四同州 （冯翊郡）●李?
《全编》引宝历二年 《李群墓志》 “曾祖?，

同州刺史”，系于 “开元中”。

刘沛 《唐故朝议郎行大理寺丞李公 （震）墓

志铭并序》（天宝十四载七月三日）：

“父?，同州司马、都水使者。”［９］

天宝十四载四月二日卒，春秋六十。

郭承嘏 《唐故正议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赞皇县

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吏部尚书赵郡李公

（虞仲）墓志铭并序》（开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

“曾祖?，同州司马。”［１０］

李胤之 《唐故陕州大都督府右司马李公 （范）

墓志铭并序》（大中十年正月十七日）：

“曾祖?，同州别驾。”［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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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七二上 《宰相世系二上》赵郡李

氏东祖房下、赵骅 《唐故检校仓部员外郎赵郡李

府君 （昂）墓志铭并叙》 （大历十四年八月十七

日）［１２］２８２、王颜 《唐故仓部员外郎赵郡李公 （昂）

夫人京兆韦氏墓志铭并序》（贞元五年十一月十一

日）载李昂父李?职衔［１２］２９４、王溆 《唐宣州太平

县令韦公 （ ）故夫人赵郡李氏 （现）墓志铭并

序》（建中四年二月七日）载李现祖李?职衔为都

水使者［１３］４４９，俱不载李?为同州刺史。是知李?

所任乃同州司马 （或别驾），而非同州刺史。 《全

编》误收，当删。

６．卷四同州 （冯翊郡）裴向 元和七年至十二

年 （８１２—８１７年）
路群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吏部尚书致仕万泉

县开国子食邑伍伯户赠太子少傅河东裴公 （向）

墓志铭》（大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入拜京兆少尹。……故兴元节度李公绛

方居相位，……时左辅择守，上前举公能事，

且以得人为贺。遂拜同州刺史，充防御长春宫

使。……今相国牛公时以御史按属邑事，复奏

之日，上迎问裴某之政何如，牛公奏曰：

‘……据勘裴某守郡五年，出入钱谷之簿，唯

差数石菽粟之数，以此即为清廉之政。’上大

悦，他日……乃命为大理卿。”［１４］

按李绛元和六年十一月入相。 《旧唐书·宪宗

纪》：元和七年十二月 “戊戌，以京兆 （少）尹裴向

为同州防御使。”［４］４４４知裴向元和七年十二月出刺同

州。志称 “守郡五年”，则当任至元和十二年。“今相

国牛公”，即牛僧孺。据丁鼎先生 《牛僧孺年谱》，牛

僧孺元和十年丁母忧，至十二年 “服阙，复除监察御

史，寻转殿中侍御史”［１５］。是牛僧孺 “以御史按属邑

事”，必在其元和十二年任监察御史时。则裴向由同

州刺史入朝任大理卿，也当在元和十二年。 《全编》

疑裴向元和七年至十年在任，未确。

７．卷四同州 （冯翊郡）郑薩 元和十二年至十

三年 （８１７—８１８年）
依据见第６条。《全编》疑郑薩元和十年继裴

向任，非是。

８．卷五岐州 （扶风郡、凤翔府）崔义起 玄

宗时

《全编》疑高宗时任，引 《崔惟悌墓志》 （贞

元五年十一月四日）：

“公讳惟悌，清河人。……曾祖子纯，随

莱州刺史。祖义起，银
#

光禄大夫、岐王宫

监、岐州刺史，封
$

河公。……父玄鉴，相州

林虑县令，袭清河公……公即林虑府君□五
子也。”

按云：

“《新表二下》博陵安平大房崔氏： ‘义

起，户部侍
!

。’又按贞观二十二年义起在仓

部
!

中任，见 《旧书·西戎·龟
%

传》。 《法

苑珠林》卷八五 《六度编》六智慧六感应缘

称：唐司元大夫崔义起妻是萧铿之女。龙朔二

年始改户部
!

中为司元大夫。则义起为岐州刺

史必在高宗时。然唐前期唯玄宗兄李范曾封岐

王，抑此义起为另一人，即玄宗时官岐州刺史

者欤？存疑待考。”

今按：《大周故朝散大夫行台州宁海县令崔君

墓志铭并序》（长寿二年二月十三日）：

“君讳安敬，字安敬，博陵安平人也。

……祖少重，隋杭州余杭县丞。……父义起，

唐左成务、司元少常伯兼殷王府司马。”［１６］

载初元年七月五日卒，春秋六十六。两志比读

可见，二者郡望不同，一为清河，一为博陵；父名

相左而职衔也异，两人显非一人。高宗龙朔二年

（６６２年）改左成务为左司郎中、司元少常伯为户
部侍郎，咸亨元年 （６７０年）复旧。崔义起龙朔三
年六月二十日为司元少常伯，见道宣 《集神州三

宝感通录》卷下。证知崔安敬之父为高宗时官户

部侍郎之崔义起，而崔惟悌之祖为岐王宫监崔义

起，当玄宗时官岐州刺史者。

９．卷五岐州 （扶风郡、凤翔府）白敏中 咸通

二年 （８６１年）
高璩 《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傅致仕上柱国

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太尉白公 （敏中）墓

志铭并序》（咸通二年十月三十日）：

“今上以孝德正位……诏追入，册司徒、

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寻充太清宫使、弘文

馆大学士。……进开府仪同三司、行中书令，

又还司徒，且上相不面天子，仅满岁，虽剪刻

万目，条疏群萃，而议论丛杂，物不宁适，竟

得凤翔节度使。未数月，以疾乞骸骨。上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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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都留守，坚不可起，从太傅致仕。宣麻日，

哀问至。以咸通二年七月十五日薨于凤翔府公

馆，享年七十。”［３］２４６

《白敏中神道碑》（咸通三年八月）：

“令为凤翔节度使。……去其年七月十七

日拜太傅致仕，疽背十余日矣。公已十五日□
于凤翔 （瞑）目三日。……其年十月二十日

归葬于华州下县。”［１７］

证知白敏中卒咸通二年七月。《全编》著列咸

通二年至四年任，误。

１０．卷六州 （豳州、新平郡）●李
《全编》据 《旧唐书》本传 “贞观二年，徙封

燕王，累转豳州都督”著列。《大唐国公礼葬故

墓志铭》（贞观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贞观之始，……进封燕王，拜同州刺

史。俄迁幽州都督、幽易等六州诸军事、幽州

刺史。”［１８］

证知旧传之 “豳州”为 “幽州”之形讹，应

删除。

１１．卷一三泾州 （安定郡、保定郡）●张守让
《全编》据张守让子 《张去逸墓志》，疑武后

时任。按韦述 《大唐故少府监范阳伯张公 （去奢）

墓志铭并序》（天宝六载十月七日）：

“父守让，阆州司法，赠凉州都督。”［３］６８

不载其刺泾州。

王繤 《大唐故燕国夫人 （窦淑）墓志铭并序》

（开元九年八月廿七日）：

“年十有七，归于张氏府君讳守让。……

周朝天授中，丁豳国公及太夫人之丧，……寻

而张府君卒于阆州司法。……
&

开元九年七月

十九日甲子，遘疾薨于须政之里第，享年六十

有一。……即以其年八月廿七日壬寅，合葬于

咸阳洪渎原，礼也。……其月廿四日发引，其

日追监护使京兆尹臣孟温、副使长安县令臣李

承家，赠泾州刺史。”［１９］

证知泾州刺史为赠官无疑。 《全编》误收，

当删。

１２．卷三九凉州 （武威郡）萧嵩 开元十五年至

十七年 （７２７—７２９年）
《全编》系于开元十五年至十六年。胡聘之

《山右石刻丛编》卷六 《庆唐观纪圣铭》碑阴

题名：

“银青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河西

节度经略支度营田九姓长行转运等副大使仍知

节度事判凉州事赤水军使上柱国萧嵩。” “开

元十七年 太 岁 己 巳 九 月 己 丑 朔 三 日 辛

卯建。”［２０］

证知萧嵩开元十七年九月尚在任。

１３．卷三九凉州 （武威郡）牛仙客 开元十七年

至二十四年 （７２９—７３６年）
依据见第 １２条。牛仙客代萧嵩判凉州，见

《旧唐书》本传，《全编》据列开元十六年至二十

四年，欠确。

１４．卷四九河南府 （洛州）上 卢万石 景云二

年 （７１１年）
《全编》引 《金石录》卷五：

“《唐洛州长史卢公善政颂》，撰人姓名残

缺，苏诜八分书。景云二年。”

著列 “卢某”于景云二年。考 《河南志》“京

城门坊街隅古迹”有 “唐洛州刺史卢万石德政碑，

苏诜八分书。”［２１］

《金石录》卷五：

“《唐司农卿卢万石碑》，李义撰，八分

书，无姓名，先天元年十月。”［２２］

证知卢万石卒先天元年 （７１２年）十月前，时
代与 “洛州长史卢公”相当。

郑易 《唐山南西道节度行军司马殿中侍御史

内供奉赐紫金鱼袋郑公故夫人范阳卢氏墓志文》

（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大王父讳万石，皇银青光禄大夫、司农

卿、洛州长史，岐、华、汝等州刺史。”［２３］４２８

裴克谅 《唐故陕州夏县令范阳卢府君 （馞）

墓志铭并序》（元和元年十月十四日）：

“王父万石，司农卿、洛州长史。”［１３］５２１

知卢万石也曾官洛州长史。时代、职官俱与

“洛州长史卢公”相合。疑此 “洛州长史卢公”即

卢万石。

１５．卷五二怀州 （河内郡）李宽 显庆三年至四

年 （６５８—６５９年）
《大唐故太常卿上柱国陇西郡公李府君 （宽）

墓志铭并序》（仪凤二年二月三日）：

“显庆三年，加金紫光禄大夫、怀州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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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四年，擢拜太子詹事。”［２４］

仪凤元年十一月廿日卒，春秋九十一。又见刘

之 《大唐故太常卿上柱国陇西公李府君 （宽）

之碑并序》（开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２４］ 《全编》

著列约显庆初至四年，不确。

１６．卷五八虢州 （弘农郡）韦屺 元和十三年至

十四年 （８１８─８１９年）
《全编》疑任元和中。崔权中 《崔氏夫人墓志

铭并序》（元和十三年十一月廿二日）：

“夫人年廿四，归适于前进士韦楚相。

……夫人年廿七，元和十三年四月廿日遇疾于

虢，竟卒于官舍。”［２５］１８７

按崔氏之夫韦楚相，元和十二年进士，终身未

仕。崔氏元和十三年四月卒于虢州官舍者，当因崔

氏翁父时任虢州刺史之故。证知韦屺元和十三年在

虢州刺史任。

杜师义 《唐故前乡贡进士韦君 （楚相）墓志

文并序》（长庆三年八月二日）：

“考屺，虢州刺史，公即虢州第二子。

……公丧服除未半岁，以长庆三年五月廿六日

没于高陵县东渭桥，享年?一。”［２５］１９３

韦楚相所服之丧，疑即父丧。则韦屺当在元和

十四年卒于虢州刺史任。韦屺刺虢，又见令狐寿

《唐故潮州刺史京兆韦公 （楚望）墓志铭并序》

（大中五年十月二十九日）。［２５］２１７

１７．卷五八虢州 （弘农郡）钱徽 元和十四年至

十五年 （８１９—８２０年）
依据见第１６条。《全编》疑元和十二年始任，

非是。当继韦屺任者。

１８．卷五九许州 （颍川郡）曹汾 咸通九年至十

四年 （８６８—８７３年）
《全编》疑咸通十年始任。 《唐故天水赵氏

（善心）墓志》，赵氏咸通九年十一月廿四日终于

许州之使宅，其年十二月七日葬，“忠武军节度使

检校礼部尚书兼许州刺史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曹汾

记。”［２３］６２２证知曹汾咸通九年已在任。

１９．卷六二颍州 （信州、汝阴郡）杨元孙 咸通

十五年 （８７４年）
《唐太原王氏 （成章）墓志铭》，咸通十五年

正月十六日卒于颍州官舍，三月一日归葬于京兆界

陈村，“颍州刺史弘农杨元孙为之志铭”［２６］。 《全

编》疑任大中时，误。

２０．卷六六郓州 （东平郡）杨汉公 咸通二年

（８６１年）未之任
郑薰 《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使持

节郓州诸军事守郓州刺史充天平军节度郓曹濮等州

观察处置等使御史大夫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

千户弘农杨公 （汉公）墓志铭并序》（咸通二年十

一月廿日）：

“迁天平军节度使。道病，归于东都。以

咸通二年七月十日，薨于宣教坊之私第。”［２７］

李蔚 《唐故朝议郎守京兆少尹柱国赐绯鱼袋

范阳卢府君 （缄）夫人清河崔氏合纎墓志铭并

序》，咸通二年六月卒，其年十一月三日葬，称

“故郓帅杨公汉公”［２８］。证知杨汉公咸通二年七月

迁天平军节度，道病归东都而卒，实未之任。《全

编》谓其咸通三年卒任，误。

２１．卷六九兖州 （鲁郡）●独孤仁政
《全编》引 《中州金石目》卷二 《行兖州都督

独孤仁政碑》：

“景云二年二月，刘待贾撰，刘珉正书。”

疑景云元年任。

按 《金石萃编》卷六九有 《大唐故朝议郎行

兖州都督府方与县令上护军独孤府君 （仁政）之

碑铭并序》，“□□刘待价撰”“吏部常选弘农刘珉
书，襄阳贾行表镌。”［２９］又见 《全唐文》卷二七

八。碑现藏河南省孟州博物馆［３０］。是碑即 《中州

金石目》所谓 《行兖州都督独孤仁政碑》。仁政所

任为兖州都督府方与县令，而非兖州都督。《中州

金石目》题目有误，《全编》失察，当删。

２２．卷一一四瀛州 （河间郡）●于士俊
《全编》据许景先 《闻喜县令于君请移置唐兴

寺碑》及 《于偃墓志》，疑高宗时任。张嘉之 《大

唐故游骑将军守永嘉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国于府君

（贲）墓志铭并序》（景龙二年十一月廿七日）：

“父士俊，皇朝使持节延州诸军事延州刺

史、上柱国、东海郡公，赠瀛州刺史。”［３］４４

圣历元年四月卒，春秋五十三。证知瀛州刺史

乃卒后赠官，非实授。《全编》误收，应删。

２３．卷一二三扬州 （兖州、邗州、广陵郡）长

孙操 贞观二十三年 （６４９年）
《大唐故新城长公主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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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贞观廿三年二月六日，降嫔银青光禄

大 夫、 行 扬 州 都 督 府 长 史 河 南

长□□□□□。”［３１］

龙朔三年 （６６３年）二月卒，春秋年卅。
《旧唐书·长孙操传》：

“贞观中，历?州刺史、益、扬二州都督

府长史，并有善政。二十三年，以子诠尚太宗

女新城公主。”［４］４７２６

证知墓志所谓 “行扬州都督府长史河南长”

即长孙操，贞观二十三年二月尚在扬州长史任。

《全编》著于贞观中，不确。

２４．卷一二三扬州 （兖州、邗州、广陵郡）张

士贵 贞观二十三年至永徽二年 （６４９—６５１年）
依据见第２３条。 《全编》著列贞观二十二年

始任，疑非。当继长孙操任者。

２５．卷一三六沔州 （汉阳郡）鲜于仲通 （鲜于

向）天宝十二载至十三载 （７５３—７５４年）
《颜鲁公集》卷六 《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

守赠太子少师鲜于公 （仲通）神道碑铭》：

“（天宝）十二载遂贬邵阳郡司马。……

俄移汉阳郡太守。……以十三载闰十有一月十

有五日，终于官舍，春秋六十有二。”［３２］

日本内阁文库藏汉 １０１６８号明万历己丑刻本
《颜鲁公文集》同。天宝 “十三载”之 “三”，

《全编》据 《全唐文》所载作 “四”。检 《二十史

朔闰表》，天宝十四载无闰月，天宝十三载闰十一

月。证知 《全唐文》所载 “十四载”之 “四”为

“三”之讹。 《全编》列鲜于仲通任至天宝十四

载，误。

２６．卷一四一杭州 （余杭郡）殷亮 贞元八年

（７９２年）
殷永 《唐故正议大夫使持节杭州诸军事守杭

州刺史上骑都尉殷公 （亮）墓志铭并序》：（贞元

九年二月十二日）：

“出杭州刺史。……以贞元八年八月十六

日，薨于州之寝堂，春秋五十八。”［３３］

《全编》疑贞元初任，不确。

２７．卷一六三袁州 （宜春郡）裴怂 开元中后期

萧雄 《唐故庐陵郡太守上柱国裴府君 （怂）

墓志铭并序》（天宝十二载二月十二日）：

“累迁左率府中郎将，出牧宜春郡，稍迁

庐陵郡。……顷临郡日，以法不党于群豪，谤

乃招于远谪，贬邵阳郡司马。”［７］９０

天宝五裁九月一日卒，春秋六十五。据志文，

裴怂夫人李氏，开元廿八年正月亡于邵阳郡。则裴

怂出牧袁州，当在开元中后期。《全编》据 《正德

袁州府志》著录有 “裴从心”，无考。当即裴怂。

“从心”为 “怂”之传抄错讹。

２８．卷一九七房州 （房陵郡）●牛知业
《全编》据 《全唐文》卷八二九 《柱国牛公新

筑州城创建公署记》，列牛知业名于待考。 《梁故

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使持节宁州诸军事宁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汉赠右卫上将军牛公 （知业）

墓志》［大宋开宝三年 （９７０年）十月五日］：
“授起复云麾将军、使持节房州诸军事、

房州刺史。越二年，授右羽林统军。”［３４］

《旧五代史·末帝纪中》：贞明四年 （９１８年）
十二月，“以前房州刺史牛知业为右羽林军统

军。”［３５］证知牛知业刺房州在后梁时。 《全编》误

收，应删。

２９．卷二六凤州 （河池郡）杨思讷 显庆五年

（６６０年）
《大唐故凤州刺史杨府君 （思讷）墓志铭并

序》（龙朔三年十月）：

“（显庆）五年……授凤州刺史。……以

龙朔元年六月五日，终于安定里第，春秋?

有二。”［３６］

《全编》据新表列贞观中，误。

３０．卷二三二陵州 （仁寿郡）韦津 武德九年至

贞观三年 （６２６—６２９年）
《大唐故陵州刺史韦使君 （津）墓志铭并序》

（贞观四年五月十八日）：

“（武德）九年除陵州刺史，……以贞观

三年四月五日卒于州廨，春秋六十八。”［３７］

《全编》谓 “武德中”任，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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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刘籧．旧唐书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５］王维．王维集校注 ［Ｍ］．陈铁民，校注．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９７：６８２．

［６］王维．王右丞集笺注 ［Ｍ］．赵殿成，笺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５５２．

［７］陕西历史博物馆．风引薤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墓志

萃编 ［Ｍ］．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２０１７．

［８］董 诰．全 唐 文 ［Ｍ］．北 京：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３：

８３３９－８４４０．

［９］谭淑琴．琬琰流芳：河南博物院藏碑志集粹 ［Ｍ］．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６４．

［１０］赵文成，赵君平．秦晋豫新出土墓志?佚续编

［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１５９．

［１１］杨作龙，赵水森．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 ［Ｍ］．北

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１６．

［１２］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 ［Ｍ］．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１２．

［１３］毛阳光．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Ｇ］．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８．

［１４］郭茂育，赵水森．洛阳出土鸳鸯志辑录 ［Ｍ］．北

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２：２１６．

［１５］丁鼎．牛僧孺年谱 ［Ｍ］．沈阳：辽海出版社，

１９９７：８８．

［１６］毛阳光，余扶危．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 ［Ｇ］．北

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３：９３．

［１７］孙芬慧．渭南发现唐 《白敏中神道碑》［Ｇ］／／碑林

集刊：第１０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４５－１４８．

［１８］郑炳林，张全民．《大唐国公礼葬故墓志铭》考释

和太宗令诸王之藩问题研究 ［Ｊ］．敦煌学辑刊，

２００７（２）：１－１２．

［１９］吴钢．全唐文补遗：第八辑 ［Ｍ］．西安：三秦出版

社，２００５：１９－２０．

［２０］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 ［Ｍ］／／新文丰出版公司编

辑部．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 （第 ２０册）．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８２：１５０４１．

［２１］徐松辑．河南志 ［Ｍ］．高敏，点校．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９４：１１．

［２２］赵明诚．宋本金石录 ［Ｍ］．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１：１１３．

［２３］赵君平，赵文成．河洛墓刻拾零 ［Ｍ］．北京：图书

馆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４］胡可先，徐焕．新出土唐代李宽碑志考论 ［Ｊ］．浙

江大学学 报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８（１）：

１１６－１３３．

［２５］西安市文物稽查队．西安新获墓志集萃 ［Ｍ］．北

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６］王劲，唐美娜．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藏品集锦·碑

石书法卷 ［Ｍ］．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２０１３：１８０．

［２７］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 ［Ｍ］．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６９９．

［２８］吴钢．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 ［Ｍ］．西

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６：４０２．

［２９］王昶．金石萃编 ［Ｍ］／／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

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 （第２册）．台北：新文丰出

版公司，１９８２：１１７３－１１７５．

［３０］焦作市文物局．焦作市文物志 ［Ｍ］．郑州：中州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０７．

［３１］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五辑 ［Ｍ］．西安：三秦出版

社，１９９８：１２７．

［３２］颜真卿．颜鲁公集 ［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１０７１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６２７．

［３３］田熹晶．新出土唐殷亮墓志考释 ［Ｊ］．书法，２０１４

（１）：３４－３９．

［３４］陈朝云，梁彩蕊．五代武将牛知业墓志及相关问题

研究 ［Ｊ］．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１）：１００－１０５．

［３５］薛 居 正．旧 五 代 史 ［Ｍ］．北 京：中 华 书 局，

１９７６：１３７．

［３６］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七辑 ［Ｍ］．西安：三秦出版

社，２０００：２６８．

［３７］戴应新．唐 《韦津墓志铭》考 ［Ａ］／／陕西省文史

研究馆．古物文明．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６８－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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