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考释 
 

陈  玮 
 

摘  要：《中国藏西夏文献》收录的《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铭》主要记载

了志主李彝谨的家族世系及李彝谨在夏州定难军的个人仕宦经历。墓志对李彝谨及

其家族成员担任的各种职官名号多有反映，为研究唐末五代夏州定难军职官系统的

重要文物资料。 

关键词：后周  定难军  李彝谨  墓志铭 

 

《中国藏西夏文献》(碑石、题记卷)中收录的 M42·003 号《后周绥州刺史李彝谨墓志

铭》于本世纪初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纳林河排子湾，在从盗墓者手中截获后藏于乌审

旗文管所。志石为正方形，边长各 77 厘米。志文楷书，共 36 行，满行 38 至 40 字。邓辉、

白庆元先生曾对此墓志铭进行了释文，
1
但关于墓志所载李彝谨本人生平事迹及各种职官名

号未作详细考释。笔者在参考邓辉、白庆元先生释文基础上，将《中国藏西夏文献》中收录

的这件墓志铭迻录并考释如下： 

 

故推诚翊戴功臣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绥州诸军事绥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李公 

墓志铭并序 

从表侄节度判官朝议郎试大理评事赐绯鱼袋郭峭撰 

昔后魏威震朔陲，声扬诸夏，控弦之士动逾十万，食鱼之客何啻三千。参合陂中，频有

经天之气；榆林塞外，常观夹日之祥。而后慑服群豪，通和列国。平北之功勋益著，图南之

谋略潜施。动必应机，举无遗算。保全大魏，吞并中原。立事建功，光前绝后。故得家留余

庆，代不乏贤；枝流相因，英雄间出。果于唐祚，又降奇才。寻遇国步艰难，人情叛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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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荣新江主编《唐

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379~3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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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琨之夜舞，当樊哙之横行。公先代首合师，誓除奸贼。安一人于反仄，领十道之车徒。重

立皇纲，始自公之先祖。今乃略而述之，不可尽也。 

   公讳彝谨，字令谦，本乡客之大族，后魏之莘系焉。曾祖讳重建，皇任大都督府安抚平

下番落使。曾祖妣破丑氏，累赠梁国太夫人。祖讳思□，皇任京城四面都统教练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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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自加冠，便谋入仕。非贤不举，唯善是求。操心而有始有

终，俭己而何忧何惧。遂得箴规衙事，标表戎行。家门传可久之风，军府起从长之论。外为

手足，内作腹心。或事匪合宜，踪龙鳞而亦犯；直而不扰，在鸡口以争先。而乃仗言安人，

倾忠事主。常居左右要籍，谘谋倾忠。□□中权，出临属郡。府上有去思之意，绥州传来暮

之言，寔谓民戴二天，时谣五袴。期年之内，阖境晏然。□□劝课耕桑，修崇廨署。减俸财

而添济，勉工役于劬劳。虽土木暂兴，致金汤永固。作山河之襟带，为疆境之□□。而况此

州适当大路，山水发道流之思，轮蹄通泉货之源。逢彼正人，理兹名郡。随轩致雨，扣火回

风。感应屡彰，古□□异。喜怒不形于容色，岂让于颜子推；丝毫尽系于心神，有同于诸葛

亮。不意两楹入梦，二竖经灾。犹于卧□之间，大布行春之化。府主大王以鸰原轸念，雁序

兴怀。遣三代之良医，炼十全之良药。其郍严霜遍地，难存□□之姿；落日欹山，莫住桑榆

之景。时广顺二年壬子岁正月十七日，薨于绥州正寝，享年五十六。府主大王忽闻怨悲，□

过哀号。缩地里以无方，叫天□之不及，良久而叹曰：吾之一身，如折一臂。哲人云亡，吾

不济矣。 

   公六年为政，万户承恩。法绝烦严，事惟平允。劭伯之棠阴勿伐，张公之麦秀长闻。遍

尔乡间，如丧考妣，莫不千门罢市，万众辍耕。瞻日月以苍黄，见山川之黯惨。卜其年四月

二十四日，归葬于夏府朔方县仪凤乡凤正里乌水原之礼也。青鸟鸣兆，白鹿呈祥。契千载之

休征，钟五灵之殊应。 

   公婚沛国郡里氏，先公而亡。贤而举案，和以服家。比希兰蕙同香，岂料梧桐半死。次

婚下邳郡祁氏，能修四德，善睦六亲。恒依礼以事夫，曾著书而诫女。男五人：长曰光琇，

守职绥州衙内指挥使。次曰光琏，守职绥州左都押衙。次曰光义，守职节度押衙充马军第二

都军使。次曰光璘，守职押衙充元从都军使。次曰光琮，不仕。皆以温恭约己，忠孝流芳。

修文传贾马之踪，讲武踵孙吴之迹。女三人：长曰适野由氏，次曰适苏氏，先公而亡。次曰

在室，亦先公而亡。可谓容欺朱粉，节过松筠。或归王政名家，或是金张盛族。 

   昆季四人：长曰彝温，守职随使都押衙。次曰彝超，皇任定难军节度使检校太傅，亦先

公而亡，皆以情通让乘，理绝分荆。麟凤龟龙，总作明时之瑞，珪璋琮碧，俱为异代之珍。

庆维袭于一门，官尽分于五筹。贾生荣显，虚留三虎之名。荀氏风流，徒说八龙之贵。公本

从释褐，至于中年，授霸府职资者八，承大朝纶者三，几经迁转，不可胜纪，公克明且哲，

善始令终。曾临阵以忘身，常见危而致命。修心慎行，常恐坠于家风。执法奉公，不忘尊于

王室。修短之期到此，哀荣之分必然。生也无涯，论之不及。峭早依公门馆，偏忝恩知。诚

惭凫胫之才，莫述龙头之德。辞不获已，宁无愧乎。乃为铭曰： 

   代有英特，贤生朔方。家传将相，道契皇王。分符共治，拓土开疆。视民若子，悯物如

伤。事昭千载，功立一世。添人褥袴，作国金汤。桥无白虎，里无飞蝗。言词谔谔，容贞堂

堂。珠蕴川媚，兰标国香。文山高特，心剑深藏。施恩春雨，出令秋霜。志同韩白，政比龚

皇。法唯扶薤，境不争桑。勿矜功大，能谦道光。荣连后魏，贵系前唐。德泽流霈，仁风扇

扬。名彰忠孝，誉著贤良。征民不辞，牧守□□。何负天地，须摧栋梁。薤露歌咽，松阡夜

长。尘飞碧落，水泛沧浪。六年遗爱，万代不忘。永存泪碑，勿剪甘棠。 

节度押衙充随使孔目官杨从溥书    都料匠刘敬万镌 

 



 

一、墓志所见李彝谨家族 
    

根据志文，志主李彝谨曾祖父李重建为唐“大都督府安抚平下番落使”。按中唐以后设

大都督府之地仅有灵州、陕州、幽州、扬州、潞州、镇州、徐州等州。其中灵州大都督府长

官为“朔方灵武定远等城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兼灵州大都督府长史，领灵威二州、

定远等军、丰宁等城”。
2
唐代设押蕃落使之地多位于西北内迁党项聚居之处，如夏州、银州、

庆州，多以刺史兼任。
3
据志文李氏家族与党项联系密切，而灵州既为内迁党项聚居之处，

4

又为大都督府，因此志文“大都督府安抚平下番落使”中的大都督府应指灵州大都督府。“安

抚平下番落使”中的“番落使”即蕃落使，但此“安抚平下番落使”与押蕃落使在职级上相

差甚大，应为管理灵州党项本族事务的使职。 

志文又载李彝谨祖父“李思□”任唐“京城四面都统教练使”。从志文来看，此“李思

□”于唐末“领十道之车徒”匡扶李唐皇室，“重立皇纲”。唐僖宗中和年间任天下兵马都监

的杨复光在唐官军击败黄巢义军、收复长安后于《收复京城奏捷露布》中谈到：“万方共怒，

十道齐攻，仗九庙之威灵，殄积年之凶丑。”
5
所以此“李思□”应为参加平定黄巢起义军的

唐廷官员。贞观初年，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而唐制“都统总诸道兵马”。
6
天复元年(公元

901 年)唐昭宗《改元天复敕》云“西面行营诸军都统，鄜夏节度使李思恭，扬威北鄙，决

胜东桥，佐郑畋匡复之谋，倅岐阳统制之命”。
7
《新唐书》卷九《僖宗纪》云：中和二年(公

元 882 年)“八月丁巳，东方魁为京城东北面行营都统，拓拔思恭为京城四面都统”。
8
同书

卷二百二十一上《党项传》又载：“拓跋思恭……中和二年，诏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空、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进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贼平，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
9
从《新唐书》的记载可知，志文中的“李思□”即首任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李思恭)。

另据志文，拓跋思恭被唐廷追赠“太师”。太师为三师之一，唐制正一品。 

根据志文，李彝谨之父为定难军节度使李仁福，被追赠“韩王”。《五代会要》卷十一《封

建》云后唐庄宗长兴四年(公元 931 年)五月，朝廷“追封故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为虢王”。
10
据

学者研究，志文不称李仁福为虢王而称其为韩王是为避后周太祖郭威之讳。
11
志文还记载李

彝谨有兄弟四人，但仅提到四人中的李彝温与李彝超。据李彝谨母《大晋故虢王妻吴国太夫

人渎氏墓志铭并序》，李彝谨及其兄弟按行序依次为李彝温、李彝超、李彝殷、李彝谨、李

彝氲。根据李彝谨墓志志文，李彝温与李彝超均先于李彝谨去世。这样在李彝温与李彝超去

世后李仁福诸子中仅存李彝殷、李彝谨、李彝氲。加之李彝谨逝世时其兄定难军节度使李彝

殷仍然在世，所以志文称李彝谨为“韩王第二子也”。 

                                                              
    2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126 页。《全唐文》卷 660《除王佖检校户部尚书充灵

盐节度使制》授王佖为“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朔方、灵、盐、定远城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 
    3《新唐书》卷 64《方镇表》载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 787 年）“置夏州节度观察处置押蕃落使”。《全

唐文》卷 649《授王元琬银州刺史制》授王元琬为“使持节都督银州刺史充本州押蕃落使”。《唐代墓志铭汇

编续集》残志 010《大唐故吴府君墓志铭》记志主吴令俊为“唐故邠宁□□□□行□都□□副将节□督庆州

诸军事行庆州刺史兼押蕃落使”。 
    4《宋高僧传》卷 26《唐朔方灵武龙兴寺增忍传》记载增忍在灵州时，“羌胡之族，竞臻贡献酥酪”。 
    5 [清]董诰《全唐文》卷 998，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10340 页。 
    6《新唐书》卷 49 下《百官志下》，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1308 页。 
    7《唐大诏令集》卷 5，学林出版社 1992 年，第 30 页。 
    8《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273 页。 
    9 同上，第 6218 页。 
    10 [宋]王溥《五代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189 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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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8 页。 



从志文来看，李彝温任定难军“随使都押衙”。“随使”即随从节度使，“与‘元从’、‘亲

随’等词同义，是指跟随藩帅调动的部曲”。
12
“都押衙”则是自唐中后期以来所常见的藩

镇节度使使衙的亲从军将。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曰：“唐节度使置都押牙，牙前重职也”。
13
而押衙本身“尽管节度使牙内之事”。

14
都押衙冠以“都”字表明其为藩镇押衙系统的最高

长官，而“随使都押衙”更为节度使亲从军将中的要职。志文记载李彝超为“皇任定难军节

度使检校太傅”，李彝超任定难军节度使为后唐长兴四年(公元 933 年)至清泰二年(公元 935

年)，太傅为三师之一，唐制及后唐制正一品。检校太傅为检校官，非实任，用以表示李彝

超作为定难军节度使地位之尊崇。志文称赞李彝谨兄弟名声显闻于世，超越东汉贾氏兄弟、

荀氏父子，“贾生荣显，虚留三虎之名。荀氏风流，徒说八龙之贵”。其中“贾生”是指卒于

党锢之祸的东汉名士贾彪(字伟节)，其“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而彪最优，故天下称曰‘贾

氏三虎，伟节最怒’”。⑪“荀氏”是指东汉名士荀淑，其“有子八人：俭、绲、靖、焘、汪、

爽、肃、专，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⑫ 

根据志文，李彝谨有子五人，按行序为李光琇、李光琏、李光义、李光璘、李光琮。除

李光琮没有出仕外，其余诸子均有仕职。其中李光琇任“绥州衙内指挥使”。指挥使为五代

军队中指挥一级的统兵军将，源于唐末。史载：“当唐之末，方镇之兵多矣，凡一军有指挥

使一人。”
15
衙内指挥使则为藩镇衙军的统兵军官。李光琇所任“绥州衙内指挥使”为绥州

州军中拱卫刺史衙署的刺史亲军的统兵军官。李光琏任“绥州左都押衙”。藩镇及所属州府

中的押衙系统一般分左右厢，在都押衙之下有左都押衙、右都押衙，左都押衙又较右都押衙

尊显。《唐台州刺史杜雄墓志铭》即云：“副使叶公与左都押衙师位右都押衙绍香及诸都将，

亲奉丧事，各率家财，送往事居，知无不至。”
16
从此志文来看，左都押衙位于节度副使之

下，右都衙押之上。又据志文，李彝谨第三子李光义以本职节度押衙充任定难军马军第二都

军使。此都军使为定难军马军的统兵军官。押衙前冠以“节度”则表明其与定难军节度使之

间的亲从关系，在使衙押衙系统中职权尤重。李彝谨第四子李光璘以本职押衙兼充元从都军

使。“都军使”为五代各朝禁军中骑军的统兵军将，如后梁谢彦章为“两京马军都军使”，
17

后唐李行德为禁军“捧圣都军使”。
18
宋沿袭五代之制，禁军中马军“每指挥有指挥使、副

指挥使，每都有军使、步军谓之都头。副兵马使、步军谓之副都头。”
19
定难军的都军使与

五代各朝禁军的都军使一样为骑军的统兵军将。李光璘所任“都军使”冠以“元从”则为统

领节度使衙军骑军的亲信军官。志文称赞李彝谨诸子文武齐修，“修文传贾马之踪，讲武踵

孙吴之迹。”其中“贾马”指西汉著名文学家贾谊、司马相如，“孙吴”则指兵圣孙子、魏国

名将吴起。 

志文记载李彝谨的曾祖母破丑氏被追赠为“梁国太夫人”。 祖母梁氏被唐廷封为“魏国

太夫人。” 破丑氏之子、梁氏之夫拓跋思恭被唐廷封为夏国公、从一品太子太傅。《唐会要》

载：“文武官一品。及国公其非始封者。带三品已上者同。母妻为国夫人。”
20
“其母邑号，

                                                              
    12（日）高井康典行《斡鲁朵与藩镇》，张希清、田浩、黄宽重、于建设主编《10~13 世纪中国文化的

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501 页。 
    13《资治通鉴》卷 225，唐纪四十一代宗大历十三年正月戊辰条，中华书局 1956 年，第 7250 页。 
    14《资治通鉴》卷 216，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六年十二月己已条胡三省注，中华书局 1956 年，第 7250
页。 

⑪《后汉书》卷 67《党锢列传第五十七》，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2217 页。 
⑫《后汉书》卷 62《荀淑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2049 页。 

    15《新五代史》卷 27《康义诚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297 页。 
    16 [清]董诰《全唐文》卷 817，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8608 页。 
    17《旧五代史》卷 16《谢彦章传》，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221 页。 
    18《新五代史》卷 6《后唐明宗纪》，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62 页。 

    19《宋史》卷 187《兵志一·禁军上》，中华书局 1977 年，第 4584 页。 

    20 [宋]王溥《唐会要》卷 26《命妇朝皇后》，中华书局 1955 年，第 493 页。 



皆加太字”
21
。破丑氏为党项姓氏。《旧唐书·党项传》云：“又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

雪山之下。”
22
《新唐书·党项传》云：“庆州有破丑氏族三。”

23
又据志文，李彝谨之母渎氏

被封为“吴国太夫人”。 据《大晋故虢王妻吴国太夫人渎氏墓志铭并序》，渎氏所受封号为

后晋朝廷所赐。渎氏逝于后晋天福六年（公元 941 年），而天福三年（公元 938 年）朝廷规

定“其外四品以上，节度团练防御使、刺史父，与致仕官，其余与同正官，母与叙封郡邑号”。
24
渎氏之子李彝超、李彝殷先后任定难军节度使，所以渎氏封号为“吴国太夫人”。 

从志文来看，李彝殷有两任妻室。前妻里氏先于李彝殷去世，据《大汉故沛国郡夫人里

氏墓志铭并序》为党项族人。志文誉其“贤而举案”源于《东观汉记》中的“梁鸿適吴，依

大家皋伯通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异之，曰：

彼佣赁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⑪继妻祁氏，志文称赞其“能修四德，善睦六亲”。

志文还谈到李彝殷有女三人，长女嫁与野由氏。野由氏疑为党项族姓氏，西夏文《杂字》“番

姓”中有音译为“耶酉”者。⑫次女嫁与苏氏，也先于李彝殷去世。幼女未出嫁，以先于李

彝殷去世。志文称誉李彝殷出嫁诸女“或归王政名家，或是金张盛族。”其中“金张盛族”

是指西汉名臣金日磾、张安世家族。《初学记》引《汉书》曰：“功臣之家，唯有金氏张氏，

亲近贵宠，比于外戚。”⑬ 

 

二、墓志所见李彝谨仕宦经历及其他问题 
 

据墓志，李彝谨自加冠后仕职于定难军节度使使衙。从志文“常居左右要籍，谘谋倾忠”

可知李彝谨长期担任定难军节度使亲信属官，对本镇事务多有参议。李彝谨母《大晋故虢王

妻吴国太夫人渎氏墓志铭并序》记载李彝谨曾于后晋天福六年（公元 941 年）担任定难军“管

内蕃汉都指挥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
25
由党项羌士兵所组成的蕃军是定难军军

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定难军亦由蕃军、汉军混编而成，所以定难军内部设有蕃汉都指

挥使统一治军。志文“至于中年，授霸府职资者八，承大朝纶者三，几经迁转，不可胜纪”，

又指出李彝谨在定难军内部先后被署命过八次职务，被朝廷授予朝衔三次。志文“曾临阵以

忘身，常见危而致命”表明李彝谨参加过定难军的对外战争，并曾亲临战阵。李彝谨母《大

晋故虢王妻吴国太夫人渎氏墓志铭并序》即称赞其“早负气能，益彰武勇，飞镞无惭于百中，

临敌克就于捷”。
26
可见李彝谨箭法一流，在战场上摧锋陷阵。 

志文“□□中权，出临属郡”指出李彝谨在任职定难军节度使使衙之后又出职于属郡，

此属郡即绥州。定难军自唐末起即领有夏、绥、银、宥四州。从李彝谨终官“故推诚翊戴功

臣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绥州诸军事绥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可知李彝谨在绥州

所担任的是绥州刺史一职。李彝谨在绥州执政的第一年即被百姓拥戴，志文云“绥州传来暮

之言，寔谓民戴二天，时谣五袴”。 “来暮”、“五袴”语出东汉时期成都百姓歌颂廉臣廉范

                                                              
    21 同上，第 493 页。 
    22《旧唐书》卷 198，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5292 页。 
    23《新唐书》卷 221 上，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6217 页。 

    24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 467《台省部·奏议七》，中华书局 1960 年，第 5681~5682 页。 
⑪ [东汉]刘珍等著，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 18《梁鸿传》，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第 829

页。 
⑫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36 页。 
⑬ [唐]徐坚等《初学记》卷 18《人部四·贵第四》，中华书局 1962 年，第 440 页。 

25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金

石编），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第 33 页。 
26 同上。 



的民谣“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袴”。
27
“二天”则指贤明的官

员。陆机《晋平西将军孝侯周处碑》云：“陕北留棠，遂有二天之咏；荆南度虎，犹标十部

之书。”
28
根据志文，李彝谨在绥州刺史任内致力于劝课农桑、大修公廨官署等城市建筑，

甚至捐献自己的俸禄用于建设；还注意改善绥州交通，便利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志文还称赞

其在绥州执政时，“喜怒不形于容色，岂让于颜子推；丝毫尽系于心神，有同于诸葛亮”。将

其与撰有《颜氏家训》的北齐文学家颜子推及三国军事家诸葛亮相媲美。 

   根据志文，后周广顺元年(公元 951 年)，李彝谨病重不久于世，在病榻之上还施行仁政。

志文“不意两楹入梦，二竖经灾”中的“两楹”指《礼记·檀弓上》所记载的孔子预感到自

己行将离世，对门生子贡感叹：“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

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
29
“二竖”则语出《春秋左氏传·成公十年》：“公疾病，求医于

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

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

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
30
志文又载“府主大王”得知李彝谨病情后

派遣“三代之良医”前往诊视。夏州李氏家族自唐末以来世袭定难军节度使，可谓“夏虽未

称国，而王其土久矣”，
31
因此“府主大王”即指定难军节度使，在广顺元年至二年任定难

军节度使者为李彝殷，为李彝谨之兄。“三代之良医”，据《大晋国故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

将仕郎试大理评事赐绯鱼袋南阳郡何公墓志铭并序》及《大宋摄夏州观察支使何公墓志并序》

可知为夏州医学世家何氏家族中的某位良医。但李彝谨医治无效，于广顺二年(公元 952 年)

正月十七日逝世于绥州。志文记其“享年五十六”，则其当生于唐昭宗乾宁四年(公元 897

年)。 

志文还记载李彝谨在绥州执政六年间以宽法待人，赏罚公平，被人称赞，“劭伯之棠阴

勿伐，张公之麦秀长闻”。其中“劭伯之棠阴”语出《诗·召南》中的《甘棠篇》。朱熹集传：

“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
32

后世因用“甘棠”称颂地方官吏之有惠政于民者。“张公之麦秀”则指东汉渔阳太守张堪在

渔阳施行仁政，被百姓歌颂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33
李彝谨逝

世在绥州引起了震动，当地百姓纷纷罢市辍耕以示纪念。当年四月二十四日，李彝谨卜葬于

“夏府朔方县仪凤乡凤正里乌水原”。朔方县为夏州治所，《元和郡县志》云朔方县的乌水“出

县黑涧，东注奢延水。本名黑水，避周太祖讳，改名乌水”。
34
《太平寰宇记》云：“乌水旧

名黑水，以周太祖讳名曰乌，水源出县北平地，亦契吴之麓。”
35
乌水原为乌水冲击形成的

塬地，即墓志铭出土的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纳林河乡排子湾。 

李彝谨终官“推诚翊戴功臣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绥州诸军事绥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上柱国”。作为奖赏在皇帝危急时刻文武臣僚赴难效忠的美号，功臣号始于唐代，如唐

德宗朝授予勤王诸臣“奉天定难功臣”、唐僖宗朝授予杨复光“资忠耀武匡国平难功臣”、
36

                                                              
27《后汉书》卷 31《廉范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1103 页。 
28 [西晋]陆机撰，刘运好校注《陆士衡文集校注》卷 10《议、论、碑》，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第 1238

页。 
    29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 8《檀弓上第三之二》，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196 页。 
    30 [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 11，中华书局 1987 年。 
    31《宋史》卷 486《夏国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第 14030 页。 
    32 [宋]朱熹集注《诗集传》，中华书局 1958 年，第 10 页。 
    33《后汉书》卷 31《张堪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1100 页。 

    34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 4《关内道四·夏州·朔方》，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100 页。 

    35 [宋]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卷 37《关西道十三·夏州·朔方县》，中华书局 2000 年，第 66 页。 

    36《旧唐书》卷 19 下《僖宗纪》，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716 页。 



唐昭宗朝授予孔纬“持危启运保乂功臣”
37
等。《宋史》卷一七○《职官志·杂制》称：“功

臣者……德宗时有‘奉天定难元从功臣’之号，僖宗将相多加功臣美名。五代浸增其制。宋

初因之。”
38
《事物纪原》卷四《功臣》云：“赐功臣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后藩镇下

至从军资深者，例赐之。”
39
在宋代，文武臣僚功臣号多为“推诚”、“翊戴”等，后周去北

宋不远，从李彝谨“推诚翊戴功臣”可以看出北宋在相关制度上对后周的继承。“金紫光禄

大夫”在唐代为正三品文散官，后周承唐制。“使持节某州军事某州刺史”为唐五代州长官

刺史的全称，自“晋以来，任亲者加持节，后周又加诸军事。唐武德后，加号使持节某州诸

军事，某州刺史。”
40
“使持节绥州诸军事绥州刺史”即绥州刺史的全称。“御史大夫”为宪

衔，非中央实任，唐制从三品，后周承唐制。“上柱国”在唐代为勋级十二转，视正二品的

勋官，后周承唐制。 

墓志铭撰写者郭峭为定难军“节度判官朝议郎试大理评事赐绯鱼袋”，是李彝谨的从表

侄，早年为李彝谨门客。“节度判官”为唐以来的藩镇幕府文职僚佐，在幕府中地位甚高。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唐诸使之属，判官位次副使，尽总府事。”
41
幕职官本身没有品

阶，因此藩帅要为幕职官奏请散官、试衔、宪衔等养秩。“朝议郎”为唐正六品上文散官，

后周承唐制。大理评事为大理寺官员，唐代阶品为从八品下，后周承唐制。试大理评事则为

试衔，非正任官。“赐绯鱼袋”是指郭峭被朝廷赐绯及鱼袋。绯为官员章服颜色，鱼袋为盛

装表示官员身份的鱼符之袋。由于赐绯者例赐鱼袋，所以常称赐绯鱼袋。又据志文，该墓志

铭为定难军节度押衙充随使孔目官杨从溥书写。“节度押衙”为杨从溥本职，杨从溥以此职

兼充随使孔目官。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孔目官为“藩镇吏职，使院有孔目官，军府事无

巨细皆经其手，言一孔一目无不综理也”。
42
具体而言，孔目官“属于政府机构中的胥吏，

主要协助长官处理文案、财计等事务性工作”。⑪杨从溥所任孔目官冠以“随使”则表明其

为定难军节度使的亲从孔目官。 

关于李彝谨的族属，志文称“昔后魏威震朔陲，声扬诸夏……故得家留余庆，代不乏贤。

枝流相因，英雄间出”。“本乡客之大族，后魏之莘系焉”，似乎李彝谨为北魏拓跋氏后裔。

但其先祖《拓跋守寂墓志铭》云拓跋守寂“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⑫《通典·边防·序

略》曰：“西羌出自三苗，盖姜姓也。”
43
另外，拓跋守寂之父拓跋思泰为“党项大首领故右

监门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使持工节洫等一十二州诸军事兼静边州都督仍充防御部落使”。
44

《旧唐书·党项传》云“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
45
因此李彝谨应为党

项羌族，而不是北魏拓跋氏后裔。墓志称李彝谨为北魏拓跋氏后裔是因为《元和姓纂》卷十

“拓跋”条云：“开元后右监门卫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亦东北藩也。”
46

将拓跋守寂定为鲜卑之后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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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语 
     

通过上述考释，我们可以从李彝谨祖父李重建所任官职看到中唐以后夏州党项与灵州党

项在政治上的密切联系。李彝谨及其诸子在定难军属州绥州所担任的自刺史以下的各种仕职，

表明了定难军节度使李氏家族对辖内诸州的世袭性领有和政治支配权，证实了史籍所载夏州

李氏家族“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
47
从志文所追溯的李氏源

出北魏拓跋氏也可看出李氏家族受唐以来推崇门第阀阅之流风遗绪的深刻影响。墓志铭中出

现的各种典故虽出于定难军幕府文职僚佐之手，但是既镌刻于墓志铭之上，就表明了墓主人

及其家族对传统汉文化的深层心理认同，体现了墓主人及其家族的高度汉化。另外，墓志铭

所记载的各种职官名号为研究五代时期强藩夏州定难军内部的职官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

资料，极大地弥补了传世史籍记载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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