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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昔吞悲别亲族
扶入车中不教哭

——隋代宫人墓志解读

□王化昆 文/图

宫人墓志出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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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人墓志因过于格式化，包含信
息很少，历来不太受重视，但它们所
占比例不小，因此，是个不容小觑的
部分。透过这批隋代宫人墓志，我们
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一个方面，有助
于了解那个时代的宫中情况。

《隋代墓志铭汇考》收录出土隋代墓志
504 方，其中隋文帝时期 237 方，占近一半，
但至今无一方宫人墓志；隋炀帝时期267方，
其中宫人墓志就有40方，超过七分之一。这
批宫人墓志皆出土于洛阳，几乎出自同一地
点，就是洛阳城西北后洞村同一块田地里，这
里是隋代宫人的集中埋葬地。

《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记载，隋代宫人
墓志41方，校录者王广庆说：“洛阳隋宫人墓
志，出土者不下四五十石，据翰臣（郭玉堂）走
访所及，出土于洛阳城西北后洞村西北寇姓
田中，多出土于1925年，他处出土者仅见一
二。之后五年亦不时出现，其埋葬范围七八
亩，东西排比，墓葬间相距六步，如今之公墓，
亦有空墓未葬入者，或迁葬者。墓中亦有瓦
器、铜镜出现。可知这里当是宫人之墓地。”

宫人墓志中多记载了入选宫人德能的基
本要求。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宫人侯氏
墓志》说：“入侍兰宫，推五岭之望族；倍游甲
观，本六郡之良家。莫非内仪可轨，女德斯
备，妍明有性，慎美兼姿。”大业十年《宫人鲍
氏墓志》载：“厕身永巷，编名禁掖，必须才淑
柔美，戚望高华，肃穆内仪，幽闲女则，明敏赋
咏，规鉴图史。”即出身要高贵，须为名门望族
之良家女，品德好，知礼仪，端庄秀丽。

隋代后宫人员的设置，《隋书》卷三六《后
妃传》记载明确、司职清楚：“……婕妤12员，
正三品……御女 24 员，正六品；采女 37 员，
正七品，此为女御。又增置女官，类似尚书
省，以 6 局管 24 司。每司又设置典和掌，为
副职。尚，从五品；司，从六品；典，从七品；
掌，从九品。”司、典、掌，意为司职，都是管理
的意思。

现所见40余方隋代宫人墓志，明确记载
其司职的不足20方，其他的身份不明。

大业十年《宫人樊氏墓志》，墓志虽没有
记载其身份，但结合《后妃传》所载，三品应是
婕妤；御女一见（唐氏）；采女二见（二田氏）。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宫人朱氏墓志》
《宫人程氏墓志》《宫人冯氏墓志》都记载，其
品秩高出她们应有的三阶；大业六年《宫人贾
氏墓志》、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宫人郭氏
墓志》和《宫人陈氏墓志》，品秩也都提高一阶，
由从品变为正品，与《后妃传》所载不同，这可
能是她们死后所获赠官品，而非生前所有。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宫人唐氏墓志》是

“六品御女”，则正与史书所载的品秩符合。
由史书记载的后宫设置人数及人员不断

更替因素，结合仅见到的40余方隋代宫人墓
志，可知更多的宫人在卒后永远湮没在历史
的长河中。

各司其职分工明2

古代一切制度都是讲等级
的，就连身后的墓志尺寸大小，
也是有规矩的。隋代宫人墓志
有四五十厘米。墓志尺寸的大
小，大致体现出其本人身份的
尊卑。

大业九年（公元 613 年）
《宫人樊氏墓志》（三品），墓志
石49厘米见方，而大业六年《宫
人程氏墓志》（五品）尺寸最大，

55厘米见方，大业十年《宫人侯
氏墓志》（从五品）高51厘米、宽
51.4厘米。

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
《宫人元氏墓志》（赠归义乡君）
48厘米见方，大业七年《宫人魏
氏墓志》（从五品）48厘米见方，
大业九年《宫人豆卢氏墓志》高
46.5、宽 48.5 厘米，大业十年

《宫人鲍氏墓志》与大业十一年

（公元615年）《宫人姜氏墓志》
皆48厘米见方，都是尺寸比较
大的。

而大业十三年《宫人刘氏
墓志》最小，只有28厘米见方；
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宫人
朱氏墓志》31厘米见方，亦属较
小者。前者已是隋末动荡时
代，后者则是所见隋代第一块
宫人墓志。

隋代宫人墓志 40 余方，皆
有姓氏、祖籍，而且还有一人有
名字，即陈花树，还有数人在墓
志中交代其父或其祖父为何人
何职。除极个别有卒时间无葬
时间，或有葬时间无卒时间外，
其他人皆卒时、葬时齐全，且其
卒地、葬地标注清楚，大致说
来，基本要素齐全。这一切，皆
说明隋代对待宫人身后之事还
是比较认真的。

只有到隋代末期的大业十
二年（公元616年）十月之后的
几方宫人墓志，墓志规格尺寸变

得小些（皆在35厘米以下），且
出现叙述简单、基本要素有缺项
等现象。足见世事不宁，较大地
影响到了墓志的撰写刊刻。

唐初期对宫人墓志撰写
还算重视，但之后这“待遇”就
消失了。《唐代墓志汇编》及其

《续编》收录唐宫人墓志32方，
仅有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
631年）3方有姓氏、祖籍，其他
墓志皆无姓氏，“不知何许人，
莫详其氏族”“不知何许人也，
氏姓不显，书籍无闻”“不知何
许人也”常见于唐宫人墓志。

她们绝非无姓氏、祖籍，只是在
撰写墓志时被忽略。唐代比隋
代提高的一点就是，大部分宫
人墓志皆有志盖，而隋代仅有
一方，即大业二年的《宫人刘氏
墓志》有盖。

《隋代墓志铭汇考》编著
者王其祎先生说：“隋宫人墓
志与唐宫人墓志相较，前者文
法多雅致，后者多如出一辙而
文采不高；前者书法多工稳，
后者多简率。盖隋代宫人比
唐代宫人地位和待遇稍高。”
此言不虚。

宫人墓志极少涉及她们的
日常生活情况，无非就是程式
化的恪尽职守之类语言，能见
到的仅有其卒地、年龄等。她
们可能数十年日复一日地重复
着自己的单一职责，或司灯，或
司仗，聊以度日。

所见隋代宫人墓志36人有
享龄，最大者 75 岁，最小者 16
岁。其中70岁以上5人，60多
岁 6 人，50 多岁 9 人，40 多岁 5
人，30 多岁 6 人，20 多岁 3 人，
20岁以下2人。平均年龄约50

岁，这在当时应该算是较高龄
的群体。这当与宫中衣食无
忧、医疗条件较好、无过重的体
力劳动有关。

大业十二年《宫人卜氏墓
志》和《宫人徐氏墓志》记载，两
人同日得病身亡，又同日下葬，
卜氏66岁、徐氏72岁。不知两
人是遇到流行病而亡，还是年
老巧合同日亡。

多方宫人墓志记载墓主卒
于洛阳清化里，可见隋东都宫
人多居于此。也有卒于外患

坊、内患坊、掖庭宫、外坊、别
院、永巷、金谷屯者。所谓外患
坊、内患坊，不是洛阳城里坊名
称，应该是宫内和宫外的医疗
机构。

宫人一般都是在卒后数日
内埋葬的，大业六年《宫人冯氏
墓志》，卒葬相距长达40余天；
大业九年《宫人樊氏墓志》卒葬
竟相距一年有余，不知何故。
隋代宫人贵为三品者，唯见樊
氏一方墓志。三品以上的嫔妃
当另有葬地。

墓志尺寸等级严

身后“待遇”还算好

宫人生活难知晓

隋《宫人陈花树墓志》拓本（局部）

寒浞（zhuó），被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委任为相，后来却
杀死后羿，夺取有穷氏大权，随后消灭了夏后相，使自太康
失国以来分裂的天下重新统一。晚年其骄奢淫逸，不修政
事，最后死于少康的复国之战中。

夺位称王

寒浞，妘姓，又名韩浞、寒漪。据史书记载，寒浞出生于
夏王仲康七年，因父母从小娇惯，任由他胡作非为，惹下不
少祸事，激起民愤，最后伯明氏的首领将其开除出籍，驱逐
出境。虽无家可归，但他的运气很好，他遇到了平生最大的
贵人——后羿。

此时，后羿已经击败了仲康，夺取了斟鄩，自称天
子。这时，后羿开始骄奢淫逸，不思进取，终日懒于朝政，
酷爱狩猎。

这个不良少年善于察言观色，发现了后羿的喜好。于
是，他抓住机会，及时谄媚：一是极力把后羿分派给他的工
作做得很好；二是想尽一切办法替后羿搜罗美女和美酒。
知道后羿喜欢打猎后，他更是亲力亲为训练许多猎手陪后
羿狩猎。他自己也是身体强健，勇武过人，后羿便让他在军
中当了个小头目。寒浞利用这个机会，多次参加与部落的
作战，也多次立功受奖。从军不到一年就成为勇武无敌的
大将军。随后，后羿不顾群臣的反对，拜寒浞为相，让他总
揽朝政。

寒浞功成名就，大权在握。按理说，他应该感谢后羿的
提携之恩。但内心阴暗的他残忍地杀死后羿，夺取政权，自
立为王。同时，他屠杀有穷氏族人，于是一部分有穷族人恐
遭杀害，纷纷逃往边远地区，留下来的也都隐姓埋名，投靠
在其他部落门下。

灭亡夏国

夺取天下时的寒浞已经人到中年，心机比年轻时更加深
重，对权力更加渴望，他深知自己虽然夺取了有穷氏的权力，
但是夏朝的正统后裔还在，他觉得这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领导地位，寒浞决定对已失去“天
子之国”地位的夏后氏进行毁灭性打击。老谋深算的他并
没有直接对夏后氏展开攻击，而是进攻其两大部落——斟
鄩氏和斟灌氏。寒浞先命长子浇率主力部队攻打斟灌氏
的戈邑（今河南太康与杞县之间），他与次子豷（yì）各率军
虚张声势佯攻夏都帝丘和斟鄩氏，使其不敢增援斟灌氏。
结果斟灌氏孤军作战，很快被强大的寒军击败，戈邑陷落。
寒浞凭借谋略首战告捷。

不久，寒浞再伐斟鄩氏，双方在潍河展开水战，他派人
潜入水下，凿穿了夏军的船底，夏军大败。至此，夏后氏的
两大部落，都被寒浞击溃，夏后氏首领姒相所在的帝丘已成
孤城。寒浞趁热打铁，调动军队分三路合围帝丘。

姒相虽然亲自率兵迎敌，但寡不敌众兵败身亡。自此，
寒浞控制了夏朝的全部统治区域。

兵败身死

人在得意的时候往往会埋下失败的种子。寒浞本以为
把后羿和姒相的子孙赶尽杀绝了，但是夏王相已经怀了身
孕的妃子后缗（mín），从城墙下的狗洞里爬了出去，装扮成
农妇逃回了母家有仍（今山东省济宁市）。

之后，她将孩子生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少康，少康长大
后成为有仍氏的牧主（主管畜牧业）。

得知夏后氏竟然有后代存在，寒浞派人去有仍捉拿。
少康卧薪尝胆，一心想要报仇。他得知消息后，便乔装

逃到有虞（今河南商丘市虞城县西南）。
寒浞三十九年，少康在有虞被国君虞思招为女婿。虞

思还赏给他一块良田、士兵五百名。少康不忘父仇和亡国
之辱，刻苦习文练武，广交天下勇士贤臣，为复国准备力量。

寒浞年近80岁时，少康的复国大军先后攻克了他的两
大封国，收复了中原地区大部；接着攻打寒浞的老巢鄩都
城。此时寒浞已无力征战厮杀，只好躲在深宫里苟延残
喘。最终，少康命令将寒浞处以极刑，同时命令将其族斩尽
杀绝。

寒浞，从一个被本族驱逐的不良少年，成为有穷氏的宰
相，再成为天下的共主，凭借自己的阴谋和残暴夺取了天
下。但他残暴不仁，终遭报应——兵败身死，国破家亡。
他也因性情残暴，被后人排斥在帝王之外，鲜见于正统史
书中。 本报记者 贾臻

（感谢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提供帮助）

寒浞：
骗取信任杀后羿
残暴不仁终被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