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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氏客家人的传承谱系比较明确，都属于魏晋申仪
到唐代申恭家族。申恭是唐代富商，他的商团是唐代著
名商团之一。现结合洛阳出土的《申恭墓志》等墓志和龙
门石窟的《北市丝行造像题记》，讲讲申恭和他的商团。

申恭的家世

申恭和他的商团
□郑贞富

一 豫西名镇观音堂

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分别有涧水和谷水两个条目，但在
注文中明确表述：“谷水又东，涧水注之……自下通谓涧水，为谷水之
兼称焉。”涧水、谷水，实际就是一条河，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涧河。

涧河源头思古今
□张文欣

涧河一路向东南奔去，穿过
310国道和陇海铁路，在七里村
那棵著名的古槐树旁流过。民
间传说“敬德勒马看古槐”的故
事就发生在这里，大意是说唐代
大将尉迟敬德率兵从此处经过，
看到在涧河边洗衣的美貌女子，
不禁走神发呆，竟被部下取笑，
为掩饰尴尬，只好说是在看古
槐。崤函古道，涧河岸边，勇武
的马上将军、美丽的浣衣女子，
这是多么美好的背景和场面啊！

古槐高20余米、树围8米，
需6人合抱，主枝虽然稀疏但奇
特苍劲，其中一根枯枝斜指蓝
天，树冠依然枝叶繁茂，郁郁葱

葱，溢出勃勃生气。现在，古槐
已被誉为当地八景之一，政府和
村里的群众已竖牌立碑，严加保
护了。

涧河就在古槐的南边，从一
片小树林自西北蜿蜒而来，另一条
自西而来的小溪在这里和它汇合。

回望千年前古道经过和涧河
流过的地方，该是荆棘丛生、大树
参天，满眼都是浓密的绿色。如
今，只剩下这棵孤独的老槐树。
它神秘而坚定地活着，挺立着，以
顽强的绿色延续着生命，以自己
的存在注释着沧桑历史。

古槐也许是古道和涧河最古
老的有生命的见证者、守望者。

《水经注》说：“今谷水出千
崤东马头山谷阳谷，东北流，历
黾池川。”在有些典籍中，介绍涧
河发源于三门峡市渑池县。其
实马头山所处位置，就在渑池和
陕县（今三门峡市陕州区）交界
处，古今县治疆界虽有差异，但
马头山是涧河之源是无疑的。

马头山在陕州区观音堂镇
东北约 3 公里处。大多资料介
绍涧河，称其“发源于陕县观音
堂”，涧河探源，观音堂镇是个重
要的坐标。

观音堂镇是我国东西交通
大动脉的一个重要节点。古代
的崤函古道、丝绸之路，现在的
陇海铁路、310国道、连霍高速公
路和郑西高铁，都从这里经过。

观音堂镇西2公里，就是大
诗人杜甫写下千古名篇《石壕
吏》的石壕村，再往西不远处，有
一段崤函古道遗址，可以清晰看
到车轮长期碾轧形成的深深车

辙，现在已作为丝绸之路的项目
之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虽然扼守古道、位居要冲，有
无数的商贾旅人或兵车战马曾从
这里经过，但观音堂真正的繁荣
还是缘于现代交通。1916 年，
陇海铁路修建至观音堂，但由于
往西的地段山高谷深，隧道和桥
梁工程浩大，旷日持久，迟迟不
能通车，当时的观音堂就成了陇
海铁路的终点站和客、货集散之
地。随着外来人员激增，旅馆、
车马店、饭铺餐馆等各类服务
业应运而生，街道上店铺密集，
人流熙攘，这个崤山岭上古老
的村落，终于成了遐迩闻名的豫
西名镇。

如今的观音堂镇高楼林立、
街道宽阔，一派现代化城镇气
象。一列列、一辆辆从镇区飞驰
而过的高速列车和大小汽车，更
显示出这座通衢上的古镇的优
势和活力。

二 青草如茵马头山

出观音堂镇，往东北遥望马
头山，那山势确如一个巨大的马
头。马头山海拔只有880多米，
上山的路并不陡峭，山顶上，地
势更觉平缓。走到山顶西端，一
大片翠色扑面而来。这是一处
七八十亩、微微凹陷的盆地。盆
地里一片碧绿，青草如茵，沼泽
遍布，还有此起彼伏的蛙声。

那一刻，我们如踏入一方童
话般的地域，我从心底产生惊
讶、震撼和喜悦。是的，这就是
涧河的源头，涧河的源头就应该
是这样纯净、圣洁的样子。

《水经注》说，谷水出“马头
山谷阳谷”。这个谷水之“谷”，
是后来的简化字，原来的繁体字
为“榖”。“榖阳榖”，前一个“榖”
是指粟这类农作物，后一个“榖”
是指山谷。中国的汉字从象形
文字一路演化而来，其中蕴含很
多历史信息。榖，在《说文解字》
里属禾部，与庄稼有关。那么，
远古的先民可能很早就在这块
地势相对平坦、水源充足的地方

垦田种植，开始了从狩猎到农耕
文明的转换和过渡。

可能是刚下过雨的缘故，旁
边的山坡上有许多细小的水流
渗出。陪同我们的马头山所在
的阮坪村的村委会曹主任说，马
头山地表土层下面都是大块的
岩石层，雨水无法渗入，在地表
积成许多细流和水洼，再汇聚成
较大的溪流和水潭，潜渗地下，
在山坡下面汇成泉水涌出。

马头山下的村子叫浪底
村。一条小河从村中穿过，这就
是最初的涧河了。

历史上的马头山上泉水迸
涌，众溪成流，水量丰沛，到山下
河中已是浪翻波扬。马头山的
山坡上，原来还有大片的果园。
如果用绿色理念开发利用，涧河
源将是一处山清水秀、内涵丰富
的景点。这里和洛阳之间，也将
形成一条绝佳的文化生态旅游
线路。而受惠的不仅仅是当地
的村民，还有涧河沿岸的城镇乡
村和子孙后代。

三 古槐挺立涧河边

《申恭墓志》说，申恭“卒于思恭里第”。思恭里就是思恭
坊，这里是申恭家族居住地。思恭坊，唐代宣仁门外大街（今
洛阳老城东大街）北侧，从西往东第二坊，其东为北市。自晚
清以来，洛阳出土的墓志中，言明其宅在思恭坊的有42方，主
要是说其为富商。思恭坊有客舍，多酒肆乐坊。《朝议郎行睦
州建德县令王君墓志》说，他于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十月
二十八日，卒于洛阳县思恭坊客舍。《广异记》记载了思恭坊的
乐坊女子朱七娘，与洛阳王将军的传奇故事。

申恭作为一代富商，居住在思恭坊，主要是这里临近北
市。北市是唐代洛阳的三大市场之一。龙门石窟有三个像龛
是洛阳北市行业商人出资开凿的，它们是北市丝行像龛、北市
香行社像龛、北市彩帛行净土堂。北市是主要经营酒肆、丝
绸、香料的大型市场。

在北市丝行像龛中，我们发现了申恭家族的踪迹。北市
丝行像龛，位于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南，因窟额刻“北市丝行
像龛”六个大字而得名，开凿于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
至永昌元年（公元689年）。窟顶为浅浮雕大莲花，南北对称
地刻飞天，束髻，上身袒露，下束裙，双手持盆作供养状。窟内
平面呈前窄后宽形状，后壁设坛，坛高0.33米、宽1.93米，窟
高1.90米、宽2.20米、进深2米。坛正面有五身伎乐人。

坛上五尊造像，现已不存。北壁上方一圆拱龛，内造一佛二
弟子二菩萨。壁中间是一内莲瓣、外火焰的头光。头光左侧是
出资开凿该洞的北市丝行成员题名：“社老李怀璧，平正严知慎，
录事张神剑、杨琼璋、刘崇瓒、任刘祥、宋楚玉、杜元礼、王思礼、
班元礼、刘文哲、达奚思九、康玄智、徐令斌、乔行敦、董道真、尹
怀恪、梁元礼、梁大宾、陈法最、毛元昉、皇甫元暕、侯元礼、崔承
礼、乾客、申文干、张守质、成思恽。”这就是《北市丝行造像题记》。

《北市丝行造像题记》中的申文干，正是申恭之子，他担任
规模庞大的北市丝行的录事之一。可见，申恭家族主要从事
丝绸贸易。

丝绸贸易是唐代洛阳重要的对外贸易之一，远去的驼队，
把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送到遥远的西域，也把那里的香料、
皮毛等运到中原。从事这项贸易的，主要是北市丝行的几十
个商团。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只对其中的申氏商团有所
了解，并且了解得还很不够。

《申恭墓志》在晚清时期出土于洛
阳城北营庄，营庄在邙山主峰翠云峰之
西侧。志文说：“君讳恭，字思德，南阳
申国人也。”“祖（申）廉，隋任潞州录
事。父节，隋任益州双流县令。”

这里是说，申恭为“南阳申国人”，
指的是其远祖所居之地。南宋郑樵的

《通志》说：“申氏，伯爵，姜姓，炎帝四岳
之后，封于申，号申伯，周宣王元舅也。
今信阳军乃唐申州，即其国也，子孙以国
为氏。”河南大学李玉洁教授在《楚史稿》
中说：“西周宣王时，为加强对今南阳地
区的控制，以阻挡楚国，宣王封其大舅为
申伯，建立申国，都城谢邑。其后，子孙
以国为氏，这就是申氏的来源。”

但是，申恭家族并非从南阳直接迁
到洛阳的，志文说申恭“祖（申）廉，隋任
潞州录事”。潞州，为汉魏的上党郡，北
周宣政元年（公元578年）改为潞州，领
上党、壶关等10县，州治上党县。隋文
帝时，移潞州州治至壶关县。隋炀帝
时，废潞州。唐朝复立潞州。

清朝乾隆年间，在壶关（今山西长
治）城北15公里三垂山出土的《隋申穆
墓志》说，申穆，为北齐赵郡之郡守，壶
关人，“十世祖哲，魏青龙初莅上党郡
守，因即家焉。曾祖腊，后魏始光四年
礼及悬车，诏授潞县令。祖瓒，太延二

年州辟录事。父琛，有德有义，乡党钦
其至诚，好仁好士，郡国闻其信义，神龟
初，郡辟主簿”。

申穆的十世祖申哲，是曹魏真乡侯
申仪之子，在曹魏青龙初年，任上党郡
守，该家族成为该郡的世家大族。魏晋
南北朝时期到隋朝初年，地方官员基
本上是当地世家大族世袭的，其中上
党（潞州）也是如此。申穆的曾祖申腊
在北魏始光四年（公元427 年）担任潞
县令，申穆的祖父申瓒在北魏太延二
年（公元 436 年）担任上党郡录事，申
穆的父亲申琛在北魏神龟初年担任上
党郡主簿。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又
成为北齐、北周后，申穆担任北齐赵郡
郡守。

《申恭墓志》说申恭“祖（申）廉，隋
任潞州录事”，这说明申廉出自潞州申
氏家族。志文说，申恭“父（申）节，隋任
益州双流县令”。其地，在今四川成
都。但是，申节的职务很可能是荣誉职
务。清乾隆年间申博雅编的《洛阳思德
堂申氏家谱》说：“洛阳申氏，乃大唐申
公恭之后裔也，公为巨贾，富甲天下，助
大唐之问鼎。”申恭家族曾凭其庞大的
财力，助李渊起兵建立唐朝。而追封部
分建国元从或其父祖为县令，是唐朝的
一项国策。

《申恭墓志》说：“（申恭）机神明达，
裁文尽梦之妙，鳞翰转回鸾之奇。至若
月钩秋浔，时谐淡水之客；风香春径，乍
接游兰之宾。以咸亨元年五月五日，卒
于思恭里第，秋五十九。夫人弘农杨
氏，开华李住，明四照以浮辉；藻日梅
梁，耀十枝而镜色。以永徽六年终，春
卅。以此年岁次庚午六月壬寅朔廿日
辛酉，合葬于邙山清风之甸，礼也。嗣
子文干等。”

《申恭墓志》首先用华美的语言刻
画了申恭一代儒商的形象。墓志说他
于唐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去世，享年
59岁。他应生于隋大业七年（公元611
年）。李渊起兵时，申恭还很小。所以，

《洛阳思德堂申氏家谱》说的“（申恭）为
巨贾，富甲天下，助大唐之问鼎”，并非
指申恭本人，而是指他的家族，当时申
氏商团的掌门人是申恭的父亲申节。

隋朝灭亡后，李渊的唐朝建都长

安，王世充的郑朝建都洛阳，双方展开
了连续三年的战争。《大唐创业起居注》
等文献说，秦王李世民在征讨王世充的
过程中，得到了武士彟（yuē）、安修仁、
康婆、申节等西北商团的支持。唐武
德四年、郑开明三年（公元621年）夏，
唐军攻破洛阳，郑朝灭亡。这些商团
进入洛阳，为了在这座隋朝曾经的都
城开拓商务，他们纷纷与隋朝宗室联
姻。武士彟娶了隋右武卫大将军杨达
之女，生下武则天。同样，申节为其子
申恭选的妻子，也来自隋朝宗室，即弘
农杨氏。弘农杨氏作为一个名门望
族，起源于西汉楼船将军、弘农郡宜阳
县人杨仆。

弘农杨氏作为一个名门望族，对中
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杨仆后裔
散居弘农各县，东汉时有杨震一家“四
世三公”，西晋有“三杨”，北魏有杨播公
卿世家，隋代为皇族，到唐代则成为宰
相世家。志文用“开华李住，明四照以
浮辉；藻日梅梁，耀十枝而镜色”来赞美
申恭夫人杨氏的贵族气质。杨氏于唐
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去世，时年 30
岁。申恭于唐咸亨元年去世后，其子申
文干将他们合葬于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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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恭和夫人杨氏

申恭宅居思恭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