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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 
 

杜建录  白庆元  杨满忠  贺吉德 

 

2005 年 11 月，笔者搜集《中国藏西夏文献》金石编资料时，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所见到

了新出土的《大宋故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墓志铭》与《大宋国故管内蕃部都指挥使李光遂墓志铭》。《李

光睿墓志铭》盖、志砂石质，盝形盖，长 93.5 厘米，宽 93.5 厘米，厚 15 厘米。盖面楷书 3行，行 3

字：“陇西郡」李公墓」志之铭」”。杀面阴刻八卦图。志石高  98 厘米，宽 113  厘米，厚 13 厘米，

志文正楷竖书，共 42  行，满行 60 字。两通墓碑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无定河镇（原名纳林河

乡）十里梁，此前该地曾出土了多通拓跋李氏家族墓碑。
①
《李光睿墓志铭》内容丰富，为研究宋代

夏州拓跋政权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如志主祖母、母均为渎氏，是夏州拓跋氏盛行姑表亲的

明证。李彝殷拓疆数千里，“戎夷帐族，交杂踰百万家口”，是目前唯一能见到的早期夏州拓跋政权人

口资料；李光睿“俨万乘之皇威，总八方之戎事”，印证了《宋史·夏国传》所说的“夏虽未称国，

而王其土久矣”。本文先对志文进行释读断句，然后进行相关考证。 

 

一  墓志铭释文 

 

大宋故定难军节度使检校太尉赠侍中李公墓志铭 并序 

夏州观察判官承奉郎试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赐绯鱼袋郭贻撰 

盖闻，至高者天，环两曜而列群星，昭其象也。至厚者地，立五岳而分四渎，彰其义也。是故，英灵

下降，感之者称帝称王，精气上腾，应之者，为公为伯哉。公」盖此义而生，为时而出也，本后魏之华宙

（胄），朔野之大族。曾祖讳     ， 

字    皇任     。曽祖母     郡     氏。祖讳仁福，字      ，皇任夏州节度使、韩王，祖母」   ，

列考讳彝殷，字    ，皇任夏州节度使西平王，母  郡渎氏，见封秦国太夫人。一门之贵，数世相沿，或

                                                        
① 邓辉、白庆元：《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唐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2年；另外，还有部分墓志出土于靠近统万城的陕西榆林市境内，见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三秦出版社 2003
年。本文引用时只列墓志名称，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西夏学 第 1辑 2006 年 10 月 

Xixia Studies, Oct. 2006, Vol. 1 



 - 103 - 

承家而建武功，或因地而封王爵。领繁（蕃）剧（居）之镇，居廉察之」司，绵历数朝，将馀百载。乃于

昭代，又降哲人。此所谓根固叶繁，源深流远者哉。 

公讳光（睿），字     ，即西平王之令子也。神传贵绪，天付宏才。岳耸千峰，高示参天」之状，河

分五色，雄流贯海之波。爰自戏童，便怀异识。志公摩顶，为天上石麟，相者试声，乃人中英物。乡闾共

许，戚属相推，尔后暗蕴壮心，不拘小节。每见高山广」泽，谓若军营，终期大戟长幡，必光庭户。 

时大周广顺元年，府主大王以郡邑封疆，开托（拓）几数千里，戎夷帐族，交杂踰百万家户口。雄豪

人心径直，每思共理，须藉奇」人，因补公夏州管内蕃部越名都指挥使，奏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

右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公承训鲤庭，事父之名早著，分司戎部，奉公之节尤坚。固晓变」通，颇闲

韬略，莫不明申赏罚，严示宪章。往年悖乱之徒，咸令屏跡，昔日奸凶之党，罔不悛心，致边境之无虞，

俾群生之遂性。王见公之操持有则，划制多谋」，谓必构之才，可以付于大事，乃奏授节度行军司马。佩

紫腰金荷，明朝之盛秩；亲戎御武，壮列土之雄名。至于首厉宾阶，位参侯府，上则副贤君之委寄，下则

分慈父之忧勤。外作忠臣，内为孝子，芳猷令德，美熟甚焉。 

无何，大宋乾德五年，西平王遐龄不享，大限告终，河朔之间，人民乏主。高祖知公素怀贞节，夙抱

纯诚，智善安边」，谋能却敌。况夏台高地，秦土馀封，非公果毅英明，莫能制也，特授公定难军节度，

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起复云麾将军、右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

太保、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兴嗣赏劳，

国之盛典。 

公自军列陟将壇，释縗服以继弓裘，捨哀杖而持节」钺，虽当人（仁）不让，而受宠若惊，深增惕砺

之怀，用副倚毗之念。但以勤官之道，恤物为先，惠爱所临，浇风尽格，仁慈所及，异政克新。朝庭飞馹

骑以推恩，降」天书而褒美，就加推忠保义翊戴功臣，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

特进、检校太傅、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三千

户，食实封八百户。公履先（贤）良之任，居辅翼之资，位贯诸侯，秩崇五等，益多恭恪，惟务葺绥。皂

盖朱轮，彰太守行春之」德，红旌白羽，绾将军治乱之权。帝赖湲深，民谓愈甚。皇上运属休平，礼终告

谢，方须好爵，遍及无勋，又加推忠保顺翊戴功臣、检校太尉，名高四世」，望重三公。俨万乘之皇威，

总八方之戎事，仍封阶品，渐峻井田。公累（屡）受深恩，旋膺大用，非尽治民之术，奚伸报主之门。于

是，征妙道于袁黄，法」玄能于廉贾。则兽渡河而蝗越境，未可言其政也，金作粟而马为羊，不足语其清

也。仁风大扇，疲俗顿苏，□有令名，光乎信史。公陟极塞」，镇名都，控群胡，御敌侵，然隼舆熊轼，

久彰求瘼之功，而□矢彤弓，未尽专征之志。不意上天降祸，妖竖为灾，疾卧，明时宁止，嗟乎之恨，魂

归厚」（后）夜，徒怀□下之悲耶。以戊寅年四月二十七日，薨于私地，享年四十有四矣。主上闻良帅之

云亡，动皇情而兴叹，追封甚速，赙赠尤丰。卜明年岁次已卯八月二十五日，归葬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

政里之礼也。马立佳城，自应千年之限；龟分吉地，将延百世之期。于戏，日暗千山，云遮」远天，寒风

萧瑟，流水潺湲。嘉树参参兮，夜猿鸣；衰草芊芊兮，秋露圆，筑孤坟于兹地，享千年兮万年。 

公婚濮阳郡吴氏，见封本郡夫人。次婚破丑」氏，道义肥家，贤明训子。宝琴絃绝，宫商之韵已

乖，素脸泪浸，桃李之容永谢。元昆之长曰光普，见任定难军节度行军司马。次曰光新，见任管内蕃

汉都军指挥」使。宠弟五人，长曰光文，衙前都知兵马使。次曰光宪，见任绥州刺史。次曰光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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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衙内都虞侯。次曰光遂，见任管内蕃部越名都指挥使。次曰光信，见任马军都指挥」使。或司戎职，

或典郡符。赵璧隋珠，乃人间之异宝，祥鳞彩凤，为天下之殊灵。男二人，长曰继筠，次公而亡，次

曰继捧，见权知夏州军府事。少贵承家，得凤毛」而不忝，衷诚许国，持龙节以非遥。勇列有闻，恭

和不挠，克践构堂之业，定昌祚土之荣。女三人，长适苏越罗，先公而亡。次适渎罗驮。次在室。朱

门禀气，甲族联姻。优闲」之德颇高，顺穆之情备显。伟矣哉！枝流相继，莫之与京，略而述焉，不

可尽也。 

公生自朔陲，长于王室，抱风云之气，怀日月之光，声若洪钟，眼如严电，以至宣威外阃，□」节明

庭，爱民忧物之情，立事成功之道，无以加也。达兴亡之理，阐教化之源，以温、良、恭、俭、让之风，

自谨于己，以仁、义、礼、智、信之道，不欺于心。尽其能，可以经天地而泣」神鬼，究其妙，可以静邦

国而定人民，有以见公为文之道也。历韩、彭之任，踵颇、牧之能，计设六奇，谋深三覆。剑挥秋水，欃

枪殒而妖孽除，絃激清风，社稷安而奸」臣灭。铭钟镂鼎，未足以尽其勋，有以见公为武之道也。上遵皇

化，下抚黔民，威肃百城，风行千厘。仁及于物，嘉禾异亩而同芳，德感于天，膏雨随轩而洒润。既（持）

满盈之诫，岂踰宽猛之规，有以见公为牧之能也。富贵在天，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事君有礼，

执法无私，独霸一方，平观万国。于是乎，燕台□」筑，弘閤常开，来英彦于九州，纳贤才于四野。黄金

白璧，乃是众资，肥马轻裘，未尝独有。说魏游秦之士，雨集庭闱，论天对日之徒，云臻户牅。常曰：座

上客长满」，罇中酒不空，复何忧哉，有以见公延纳之道。公帝祚传芳，侯门积庆，享寿年钟于四纪，增

封户及于万馀。异爵洪勋，已标竹帛，华资峻级，永焕图书。崇高之」望足焉，修短之期定矣。贻叨依俭

幕，久厕原宾，遽承见托之私，俾叙无穷之绩。援毫述事，忧心徒积于厚颜，变谷为陵，他日宁进于拊掌。

强搜鄙思，勉勒贞」珉，谨为铭曰： 

玄天罔恻，大道宁知。降乎精粹，产作英奇。波澄器量，岳立风仪。公侯绍业，将相传基。银河胤流，

玉树分枝。梃生俊德，出佐明时。为国之宝，作帝之师。分忧塞境，察俗边陲。 白旄黄钺，虎节龙旗。

宣扬号令， 慑使羌夷。化民有法，约己无私。抑遏强暴，矜恤孤危。仁沾物类， 道合神祇。珠还今浦，

麦秀两歧。  行轩所至，甘雨相随。人知礼让，路绝奸欺。专心翼辅，竭力匡持。文从天受，武乃神资。

毫飞舞凤，箭发飞鸿。志轻邓艾，胆大姜维。布政六条。均裴之德。运筹千里，越信奚为。龟城一任，凤

历十移。雄藩结好，信不可隳。邻封慕义， 寝不敢窥。言于至道，事合恒规。口延口口，养育拔节。勋

庸克著，贵达猶宜。    景分盈异，寿有盛衰。疾生晋竖，药误秦医。逝波不返，幽魂难追，将昭其美，

用纪荒词。孤坟一掩，万古成悲。 

                           

太平兴国四年岁次已卯八月二十一日，定难军押衙兼观察押司官 郑继隆书，石匠都料娥敬万镌。 

 

二  墓志铭内容考证 

 

1、墓志铭所涉及的人物与相关问题 

志主李光睿，曾祖名讳缺佚。按《宋史•夏国传》，“唐贞观初，有拓跋赤辞者归唐，太宗赐姓李，置

静边等州以处之。其后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讨黄巢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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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赐姓李。思恭卒，弟思谏代为定难军节度使。思谏卒，思恭孙彝昌嗣。梁开平（907-910）中，彝昌遇害，

将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挥仁福，仁福卒，子彝超嗣。”彝超卒，兄
①
彝殷“遂加定难节度使”，彝殷卒，“子克

睿立”。
②
可见，李仁福是在侄子辈李彝昌遇害的情况下袭位的，史亦不载其父即志主曾祖的名讳。 

另据李彝殷弟李彝谨墓志铭，彝谨“祖讳思□，皇任京城四面都统，累赠太师。祖母梁氏，封魏国太

夫人。列考讳仁福，皇任定难军节度使，累赠韩王。妣渎氏，封吴国太夫人 。公即韩王第二子也”。
③
考

《新唐书•党项传》，只有拓跋思恭（李思恭）任过京城四面都统，累赠太师。故李仁福父、李彝殷与李彝

谨祖、李光睿曾祖当为有名的拓跋思恭（李思恭）。  

祖李仁福，皇任夏州节度使，生前封朔方王，死后“追封虢王”。
④
 志称李仁福韩王而不称虢王，当

是避后周郭氏之讳。此前出土的《李彝谨墓志铭》和《李继筠墓志铭》，均称李仁福为韩王，亦当出于同

样的原因。祖母名讳缺佚，按《大晋故虢王妻吴国太夫人渎氏墓志铭》，大晋故虢王李仁福妻，也即志主

李光睿祖母为吴国太夫人渎氏。 

父李彝殷，“皇任夏州节度使、西平王”。《宋史》卷 485《夏国传》曰：“彝兴，彝超之弟也，避宋宣

祖讳，改‘殷’为‘兴’，……显德（954-960）初，封西平王。”志文亦载李彝殷封西平王，可以和史籍相

印证。按此为拓跋李氏封西平王之始。 

母“渎氏，见封秦国太夫人”。前述《大晋故虢王妻吴国太夫人渎氏墓志铭》记载志主祖母亦为

渎氏。这是夏州拓跋氏盛行姑表亲的明证，姑姑的儿子娶舅舅的女儿为妻。 

“公（志主）婚濮阳郡吴氏，见封本郡夫人，次婚破丑氏”。夏州拓跋李氏家族墓志中，多处记载与

破丑氏联姻，《李彝谨墓志铭》称“曾祖讳重建，皇任大都督府安抚平下番落使。祖妣破丑氏，累赠梁国

太夫人”。李仁宝妻为永定破丑夫人。
⑤
 李彝谨长子李光琇“娶破丑氏之女”。

⑥
 破丑氏即历史上的雪山党

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
⑦
 贞观末年，吐蕃势力对外扩张，破丑氏和拓跋氏等部迁居陇右地区。 

志主“元昆之长”曰光普，次曰光新。“宠弟五人”，分别是光文、光宪、光美、光遂、光信，他们“或

司戎职，或典郡符”。“男二人，长曰继筠，次公而亡，次曰继捧，见权知夏州军府事”。由此可以知李光

（克）睿兄弟八人，其中李光（克）文、李光（克）宪就是后来迫使李继捧交出节度使权力的“从父”。《续

资治通鉴长编》卷 23 太平兴国七年五月癸巳：“绥州剌史、西京作坊使李克文，继捧之从父也，表言继捧

不当承袭，请遣使与偕至夏州，谕继捧令入朝。辛丑，以克文权知夏州，作坊副使尹宪同知州事”。 

“从”，为同一宗族次于至亲者，如从兄、从弟、从父等，换言之，“从父”即为伯父或叔父。《仪礼·丧

服》曰：“从父昆弟”。李继捧的亲叔父反对他承袭，故史书称夏州“难起家庭”。按党项风俗，“父死子继，

兄死弟袭”。
⑧
 拓跋思恭卒，“弟思谏代为定难节度使”。李彝超卒，其兄李彝殷袭位。那李继筠卒，弟李

                                                        
① 《宋史•夏国传》载，李彝殷为李彝超弟；《大晋故虢王妻吴国太夫人渎氏墓志铭》载，李彝殷为李彝超弟，兹从《渎

氏墓志铭》。 
② 《宋史•夏国传》曰：“克睿初名光睿，避太宗讳改‘光’为‘克’”。然墓志仍称李光睿。 

③ 《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 

④ 《旧五代史》卷 132《李仁福传》。 
⑤ 《故永定破丑夫人墓志文》。 
⑥ 《大汉故沛国夫人里氏墓志铭》。 
⑦ 《旧唐书》卷 198《党项羌传》。 
⑧ 《宋史》卷 191《兵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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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捧继立是名正言顺的。李继捧从父李克文“表言继捧不当承袭”，当别有原因。 

志主李光睿卒于戊寅年四月二十七日，享年 44岁。戊寅年即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推知其生在后

唐末帝清泰二年（935）。根据其弟李光遂墓志，“公（李光遂）生自乙巳年，享寿三十有六，十月三日身

亡。”乙巳年即后晋升运二年（945 年），卒年当在寅辰年，即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可见李光睿比李光

遂大 10岁。按照志文，在李光睿和李光遂之间，还有李光文、李光宪、李光美。宋太平兴五年（980 年）

李克（光）文上表李继捧不当袭位时，也就 40岁过一点，李克（光）宪、李克（光）美也在 30 多岁到 40

岁这个年龄段上。 

撰志人郭贻，太平兴国四年（979）任夏州观察判官、承奉郎、试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他还于乾德

四年（966）撰写《故大宋国定难军管内都军指挥使康成墓志铭》，时任摄定难军节度馆驿巡官。开宝二年

（969 年）撰写《大宋摄夏州观察支使何公墓志》，时任摄节度掌书记。 

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即戊寅年）四月二十七日志主卒，“卜明年岁次己卯（979 年）八月二十五日，

归葬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里”。在这一年多时间里，继任节度使即志主李光睿长子李继筠，也于“太

平兴国四年（979）六月十九日辰时薨于正衙”。和其父李光睿在同一个日子即“己卯岁（979）八月二十

五日，下于玄堂”。
①
 因此，李光睿和李继筠父子墓志的书碑人均是定难军押衙兼观察押司官郑继隆，镌

刻也同出于石匠都料娥敬万之手。娥家可能是当地刻碑世家，后晋天福七年（942）九月九日立石的大晋

故定难军摄节度判官兼掌书记毛汶的墓志，天福八年（943）七月十四日立石的大晋故定难节度副使刘敬

瑭的墓志，均由娥景稠镌。 

2、墓志铭所反映的夏州人口及“蕃部越名”等问题 

“府主大王以郡邑封疆，开托（拓）几数千里，戎夷帐族，交杂踰百万家口。雄豪人心径直，每思共

理，须藉奇」人，因补公夏州管内蕃部越名都指挥使”。  

“府主大王”为时任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在他之前，拓跋夏州政权辖地一直是银夏绥宥四州之

地。乾祐二年（949）正月，后汉隐帝“诏以静州隶定难军。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谢。”
② “府主大王以

郡邑封疆，开托（拓）几数千里”，当指这件事。当时夏州拓跋政权统辖的人口“踰百万家口”，虽为夸大

之辞，但也反映出拓跋政权日益壮大的事实。 

夏州管内蕃部越名都指挥使，为夏州节度政权的属官。党项有于弥、乌弥、嵬名之谓，“越名”似为

于弥、嵬名的别称或不同的译音。志主升任夏州管内蕃部越名都指挥使前，夏州拓跋政权内部出现了一次

规模较大的动乱。后周天福八年（943）七月，绥州剌史李彝敏与夏州衙内指挥使拓跋崇斌密谋起兵，机

密泄漏，李彝殷将拓跋崇斌等人“收擒处斩”，李彝敏携家族二百余口投奔延州，晋帝命缚送夏州斩之。

同时任命宥州剌史李仁裕权知绥州。
③
 后周广顺元年（951），李光睿升任夏州管内蕃部越名都指挥使时，

虽然距上次动乱已六、七年时间，但维护稳定，加强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控制仍是当务之急，志称其分司戎

部，“明申赏罚，严示宪章，往年悖乱之徒，咸令屏跡；昔日奸凶之党，罔不悛心。致边境之无虞，俾群

生之遂性。”由此可见“蕃部越名都指挥使”的性质与“越名”的内涵。 

                                                        
① 《大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铭》。 
② 《资治通鉴》卷 288，隐帝乾祐二年。 

③ 《旧五代史》82《少帝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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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志主亡故时，兄李光新为管内蕃汉都军指挥使，弟李光遂为管内蕃部越名都指挥使，显然，前

者是指挥一般蕃汉军队，后者专司“蕃部越名”事务。 

志主在夏州管内蕃部越名都指挥使任上的政绩，为他后来袭位节度使铺平了道路。志称“王（李彝殷）

见公之操持有则，划制多谋，谓必构之才，可以付大事，乃奏授节度行军司马”。在两个兄长与五个宠弟

中间脱颖而出。 

宋乾德五年（967）李彝殷卒，志称“高祖知公（李光睿）素怀贞节，夙抱纯诚，智善安边，谋能却

敌”，特授定难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右金吾卫大将军、检校太保、使持节都督

夏州诸军事、夏州剌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实际上李克睿袭位，是李彝殷

生前安排好的，李彝殷卒后，李光睿先“自权知州事”，
①
 宋太祖才册封的。至于志称宋太祖因为李光睿

能干，才予以册封任命，只不过借此抬高其地位罢了。 

3、墓志铭所反映的李光睿时代夏州拓跋政权的内政与外交 

“公自军列陟将壇，释縗服以继弓裘，捨哀杖而持节钺，虽当人（仁）不让，而受宠若惊。”“縗”为

被于胸前的麻布条，是臣为君、子为父服三年丧时用的。“弓裘”，亦曰箕裘，谓克承父业。《礼·学记》：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意即冶金、造弓能手，其子弟习见多闻，故能善继世业。

“哀杖”即“丧杖”。“节钺”即符节与斧钺，天子授予大将军以都督诸军事。志文所要表达的是，李克睿

袭位于灵前是名正言顺的。即使如此，他仍“受宠若惊”，谨谨业业。不久又降皇恩，“加推忠保义翊戴功

臣、定难军节度、夏绥银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使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

州剌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八百户。”后来皇帝“又加推忠保顺翊

戴功臣、检校太尉”。故志称“名高四世，望重三公”。 

李德明之前，史书有关定难节度使的封号食邑，只有后周显德四年（957）为李彝殷“益食邑六百户，

实封三百户。”
②
 志文中关于李光睿食邑三千户，食实封八百户的记载就弥足珍贵了，它不仅弥补了史籍

的不足，而且也说明了北宋对李光睿的封赏，远高于以前各代，上述李光睿“名高四世”，就充分说明了

这一点。 

宋夏景德年间（1004—1007））约和时，宋朝授李德明“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

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充定难军节度、夏绥银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食邑六千

户，食实封一千户。仍赐推忠保顺亮节翊戴功臣。”
③
 从李光睿墓志来看，无论是封号，抑或是食邑，都

是对前代的继承，只不过比前代封授更高了。 

志称李光睿“俨万乘之皇威，总八方之戎事，仍封阶品，渐峻井田”。印证了《宋史·夏国传下》所

说的，“夏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唐五代以来，尽管出于形势和策略的需要，为保存割据势力而与中

原梁、唐、晋、汉、周诸政权虚与委蛇，表示归顺，奉其正朔，但实质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它

的节度使“俨万乘之皇威”，有着国君般的权力，可以预署州郡长官，即志文所说的“仍封阶品”，中央的

任命徒具形式而已。 

                                                        
① 按《宋史·夏国传上》，“克睿初名光睿，避太宗讳改‘光’为‘克’。彝兴之卒，自权知州事，授检太保、定难军

节度使”。 
② 《西夏书事》卷 2。 
③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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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内徙后，唐王朝“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在汉族农业文明的影响下，部分党项人逐渐学会了农

耕。“渐峻井田”，就是夏州拓跋政权有目的发展农业，也正因为有了在夏州开发农业的历史，拓跋部进入

河套平原后，很快适应并积极发展当地的灌溉农业。 

“公累受深恩，旋膺大用，非尽治民之术，奚伸报主之门。于是征妙道于袁黄，法玄能于廉贾”。“袁”

即袁安，东汉汝阳人。为人严谨，州里敬重，洛阳令举为孝廉。永平（58-75 年）间，拜楚郡太守，时楚

王英谋反一案，株连数千人。袁安到郡先理狱，平反冤案，获释者 400余家。
① 

“黄”即黄霸，汉夏阳人，少学律令，任河南太守丞时，以驭民宽和为名。后任颖川太守、扬州刺史，

官至御史大夫、丞相。劝课农桑，节用殖财，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汉代“言治民吏，以霸为首”。
② 

“廉”即廉范，东汉京兆杜陵人，赵将廉颇之后。任迁云中太守时，匈奴不敢犯边。后历武威、武都

二郡太守，“随俗化导，各得治宜”。建初（76-83 年）间，迁蜀郡太守，成都邑狭人众，旧制禁民夜作，

以防火灾，而民更相隐蔽，火灾更多。廉范废除前令，只严令家家储水，以备救火，百姓称便，乃作歌曰：

“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
③ 

贾彪，东汉颍川定陵人。桓帝时，为新息长，时民间穷困，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

数年养子者千数。
④ 

志文认为“征妙道于袁黄，法玄能于廉贾”，是李克睿的仁政，所谓“仁风大扇，疲俗顿苏”。透

过这些溢美之辞，也多少反映出当时夏州政权的一些情况。 

“陟极塞，镇名都，控群胡，御敌侵。然隼舆熊轼，久彰求瘼之功，而□矢彤弓，未尽专征之志。”

指志主李光睿在抵御北汉，开拓封疆方面壮志未酬。不仅如此，志文还将李光睿的死因归于对北汉的战争

上，指出“上天降祸，妖竖为灾”。“疾生晋竖，药误秦医，逝波不返，幽魂难追”。“晋竖”是对立国河东

北汉的蔑称。自李彝殷以来，夏州拓跋政权长期和北汉长期敌对，开宝八年（975）北汉主刘继元遣使诱

夏州攻宋，李光睿不从，“继元怒，遣兵万余渡河掠银州。光睿御却之。”
⑤
 开宝九年（976）九月宋太祖

五路伐北汉，十月“定难节度使李光睿率所部兵次于天朝、定朝两关，遣使言伺黄河冻合即入北汉界”。
⑥ 

十月，李光睿“率兵破北汉吴堡砦，斩首七百级，获牛羊千计，俘砦主侯遇以献”。
⑦ “疾生晋竖，药误

秦医，当是与北汉战争中负伤，回到夏州后不治身亡。 

“雄藩结好，信不可隳。邻封慕义，寝不敢窥”，这是李克睿对外政策的另一面。五代宋初，夏州的

北面是契丹，南面是延州节度使，西面是朔方节度使。“雄藩结好”当指结好契丹，除开运元年（944）春

正月，李彝殷起兵入契丹境救晋外，其余时间不见与契丹发生冲突。“邻封”当是延州与朔方节度使，李

克睿时代，夏州定难节度使也与这两个汉族节度使和平相处。 

4、墓志铭所反映的夏州拓跋部的祖茔 

李光睿卒后的次年，即太平兴国四年（979）八月二十五，归葬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里。目前所

                                                        
① 《后汉书》卷 45《袁安传》。 
② 《汉书》卷 85《黄霸传》。 
③ 《后汉书》卷 31《廉范传》。 
④ 《后汉书》卷 67《贾彪传》。 
⑤ 《西夏书事》卷 3。 
⑥ 《长编》卷 17开宝九年十月甲午。 
⑦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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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夏州拓跋李氏墓志，多记载葬志主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里，如后周广顺二年（952），李彝谨“归葬

于夏府朔方县仪凤乡凤正里乌水原”。
①
后汉乾祐三年（950），李彝谨妻里氏“葬于夏州朔方县仪凤乡奉政

里乌水之原”。
②
后晋天福七年（942），李仁福妻渎氏“祔葬于乌水河之北隅，端正树之东侧”。

③
宋太平兴

国四年（979），李继筠葬于“端正北原之上，祔于先茔”。
④
奉政里又作凤正里，这里有一条乌水，

⑤
茔地

所在的乌水原台地，当为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无定河镇（原纳林河乡）附近的十里梁，因为上述墓

志就出土在这里。
⑥ 

 “马立佳城，自应千年之限；龟分吉地，将延百世之期”。“佳城”即墓地，传说“汉滕公（夏侯婴）

薨，求葬东都门外，公卿送丧，驷马不行，踣地悲鸣。跑蹄下地，得石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

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之。”
⑦
据此遂称墓地为佳城。 “龟分”即占卜，古人以龟为灵物，灼龟

甲以卜，故谓卜为龟。吉地，为卜定的阳宅成阴宅，这里指阴宅。可见撰志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熟悉，

也反映了党项拓跋部迁入平夏后，逐渐接受了汉族的传统文化。墓地出土的石人像，基本上是唐代的风格。 

5、墓志铭所反映的党项拓跋部族属问题 

关于党项拓跋部的族属问题，拓跋部家族墓志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出自鲜卑族，志文就

认为李克睿“本后魏之华宙（胄），朔野之大族”。持同样意见的还有立石于后晋开运二年（945）的《李

仁宝墓志铭》，称李仁宝“乃大魏道武皇帝之遐胤也，自仪凤之初迁居于此”。立石于后周广顺二年（952）

的《李彝谨墓志铭》，说李彝谨是“后魏之莘系焉”。立石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的《李继筠墓志铭》，

认为“公本后魏之苗裔也”。另一种认为拓跋氏出自羌族，立石于唐开元二十五年（737）的《拓跋守寂墓

志铭》，称拓跋守寂“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以字为氏，因地纪号，世雄西平，遂为郡人”。之所以出现

这种情况，是因为唐元和年间（806-820）成书的《元和姓纂》把拓跋守寂误定为鲜卑的后裔，以致以讹传

讹，使五代以来的夏州拓跋李氏家族墓志，均认为夏州拓跋李氏源于鲜卑。对此已有专文讨论，这里不再

赘述。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项目批准号：06AMZ001 

 

(作者通信地址：杜建录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 银川 750021；白庆元 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管

所 017300；杨满忠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 银川 750021；贺吉德 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银川 

750021。) 
 

 

                                                        
① 《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 
② 《大汉故沛国郡夫人里氏墓志铭》。 
③ 《大晋故虢王妻吴国太夫人渎氏墓志铭》。 
④ 《大宋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继筠墓志铭》。 
⑤ 按《新唐书》卷 37《地理志一·夏州》：夏州朔方郡，中都督府，县三，朔方、德静、宁朔。“朔方‘本岩録，贞观

三年更名。贞元七年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 这里所引的乌水当是墓志所说的“乌水”。 
⑥ 据康兰英主编《榆林碑石》，李仁宝妻破丑夫人墓志铭与李仁宝墓志铭，均出土于榆林市榆阳区红石桥乡拱盖梁村。 
⑦ [晋]张华《博物志》7《异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