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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2001，the epitaph of Qidan King Li Guo Zhe was unearthed from a tomb of the Tang 

period in the eastern suburb of Xi’an City．The text consists of 369 characters in 19 lines．It records the 

relationship of Qidan with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Kaiyuan reign，reflects the contradiction and differ— 

entiation in the Qidan ruling group and the policy of the Tang court in the borderland．and narrates Li’S 

career and his posterity’S servicing the Tang Dynasty．Combining the text with historical records，the 

present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vsis of the fact that Li died in the Qidan territory but his tomb was 

discovered in the area of the Tang capital Chang‘an The epitaph offers invaluable evidence for the 

academic study of the early Qidan’S activit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Fang Dynasty． 

“契丹”之名最早见于《魏书》。契丹是中 

国东北地区一个活跃的游牧民族，逐猎往 

来，居无常处，主要驰骋于潢水(今内蒙古西 

拉木伦河)和土护真水 (今老哈河)之南、黄 

龙(今辽宁朝阳)之北，占据着鲜卑故地，控 

制着辽西交通走廊，隋唐时期西邻突厥，东 

通渤海、高丽，北至室韦，南接奚族、营州，在 

历史地理上有着非常重要的特殊地位，并以 

向中原王朝进贡名马、文皮、丰貂而闻名于 

世。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东北亚地区古代 

民族历史活动研究较多，而契丹与中原作为 

以长城为分野的两种文化更为引人注 目，但 

反映契丹与唐朝密切关系的第一手史料较 

少，幸喜西安地区新发现 l方契丹王的墓 

志。为学术界增添了一份新的资料。 

作者：葛承雍，北京市，100029，中国文物研究所。 

- 76(总 844)· 

2001年 6～11月，在西安市东郊洪庆 

原向阳公司新厂区内，由西安市文物保护考 

古所抢救性发掘了1座已被盗的唐墓。墓中 

有青龙、白虎、武士、骏马等壁画，出土了一 

批彩绘陶俑，棺床四周还分置有 12个铁牛， 

其究竟为厌胜之用，还是契丹图腾崇拜，尚 

不能肯定。契丹祭祀常用青牛、白马，“相传 

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 

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 

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 

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 

用 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墓 中没有尸骨 

残存，但重要的是发现了 1方保存完好的墓 

志，记载了契丹王李过折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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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墓志边长 56、厚 l4厘米，四周雕 

刻卷草花纹。墓志上刻细线格，楷书端庄、遒 

劲，共计 l9行 369字(图一)。感谢西安市文 

物保护考古所所长孙福喜博士和王自力先 

生慷慨允诺，首次刊发该墓志材料 (该墓发 

掘简报正在整理待刊)，及时提供给学界同 

仁，以达到新资料共享之目的。现将墓志全 

文释录如下。 

唐故特进、松漠府都督兼同幽州节 

度副使、北平郡王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府君讳过折，字过折，其先阴山王 

之种，即虏族也。初以副相可突于执心 

倔强，太上皇 忌之，府君知其故而为之 

谋，枭其首而献其可，然后率彼部落数 

千余人，成挺身以许国，遂将命而归 

天。府君累摭勋庸，特封茅土，代济其 

美，因家京兆焉，况残孽未殄，卒罹于 

谷，开元廿三年忽以众寡不敌，奄终王 

事，春秋四十有二矣。呜呼，其生也荣， 

其亡也哀，顷逢险艰，靡及安厝，今来 卜 

宅，愿毕封树矣，即以永泰二年岁次景 

午四月丙戊朔十二 日丁酉迁葬于灞陵 

原，礼也。夫人羊氏，闺闱令淑，琴瑟惠 

和。鸾镜先沉，自起盘然之痛；龙泉次 

没，空盈逝者之悲。嗣子神策军行营都 

知兵马使、周至已来都防御使、开府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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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墓志拓本照片 



 

同三司、试太常卿兼右武卫大将军、交 

河郡王忠诚，孝本因心，泣惟继血，犹恐 

壑舟易失，石火难留，爰命不才，式题铭 

日：千夫长，万夫长，倏兮来，忽兮往，骊 

岫北，灞陵东，于嗟府君兮居其中，刻贞 

石兮铭有功，与天地兮相终②。 

左卫仓曹参军张或撰，金紫光禄大 

夫试光禄卿段晏书 

墓志主人李过折，契丹语 “果珍”(过 

折)。《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资治 

通鉴》、《辽史》③等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他 

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契丹游牧部落联盟政权 

的一个重要人物。 

从唐代契丹历史进程看，唐高祖武德六 

年(公元 623年)，契丹君长咄罗遣使贡献名 

马丰貂；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 628年)契丹 

首领摩会率其部落脱离突厥控制，归附唐 

朝，并随从唐军征伐高丽，此时，契丹已形成 

部落联盟，君长出自大贺氏；贞观二十二年 

(公元648年)契丹诸部皆请内属，唐朝以其 

驻牧地设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 

南)，“松漠”指平地松林(今河北围场县至内 

蒙古克什克腾旗之间)与西邻的戈壁沙漠， 

形成了草原外缘的新区域。 

契丹有八个部落，其八部长期处于 “猎 

则别部，战则同行”状态，八部大人每三岁推 
一 人为盟主。《隋书 ·契丹传》记载其一度发 

展至十个部落，所以唐初又置羁縻州十，贞 

观二十二年任命部落联盟首领窟哥为都督 

兼左领军将军，使持节十州诸军事，并封无 

极县男，赐姓李氏④。自此以后，契丹贵族中 

姓李者较多。契丹又有别部酋领孙敖曹，武 

德四年(公元 621年)内附唐朝，被安置于营 

州城附近，其曾孙万荣，武周万岁通天元年 

(公元 696年)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不 

满唐营州都督赵翔欺侮，遂举兵反抗，杀赵 

翔，进攻幽州、瀛州等河北地区，屡败唐军， 

武则天征发大军讨伐，后借助奚及突厥兵 

力，始得平定。其后，契丹归附于后突厥，但 

契丹常受后突厥征役，被视为奴 b，投奔后 

地位低下，所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契丹首领李失 

活趁后突厥衰落之机，率部落内附请归，唐 

朝复置松漠都督府，以他为都督，封松漠郡 

王，唐玄宗又以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 

与其婚嫁。开元六年(公元 718年)，李失活 

死后，其从父弟娑固被袭封官爵，以后还入 

长安朝拜玄宗。这一时期，契丹大臣(又称为 

衙官)可突于因骁勇善战，颇得众心。娑固欲 

除之，事泄，反被可突于围攻，慌忙逃奔营 

州，营州都督派兵征讨可突于，被可突于打 

败，娑固等人被杀。可突于拥立娑固从父弟 

郁于为主，得到唐朝承认，并赦可突于之 

罪。开元十年(公元 722年)郁于入朝请婚， 

玄宗封慕容嘉宾女儿为燕郡公主以妻之，并 

封郁于为松漠郡王。郁于病死后，其弟吐于 

继立，很快与可突于互相猜疑，矛盾激化，吐 

于逃奔至长安不敢还，留京宿卫。可突于又 

立李尽忠弟邵固为主。开元十三年 (公元 

725年)，邵固陪从玄宗东巡泰山，拜左羽林 

军员外大将军、静析军经略大使，改封广化 

郡王，玄宗又封从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以 

嫁之。开元十八年(公元 730年)，可突于杀 

邵固，率部落又投降于突厥⑤。契丹时附时 

叛，游离于唐和突厥之间，关键是视双方实 

力强弱与利益所得而定。 

唐朝对契丹的羁縻统治显然是无力的， 

只能靠册封其酋长来安抚笼络，对其内部事 

务则无法干涉，首领更换无论是继承即位， 

还是阴谋篡夺，均予以承认，并屡次出嫁宗 

室女子与契丹首领李失活、郁于、邵固等通 

婚，依靠和亲政策来维系蕃属国之间关系。 

这一方面反映了契丹已崛起强大，独霸一 

方，唐朝无法用武力征服；另一方面也表明 

唐朝对东北地区边防非常重视，“北狄”契丹 

的几次反叛压力，对北方的威胁不亚于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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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吐蕃等，迫使唐不得不改进防务体系，于 

幽州设范阳节度使，于营州设平卢节度使， 

并迁移安东都护府于辽西⑥，互为犄角，以 

加强东北地区的防御。胡人安禄山开元以后 

借此节度使讨伐契丹发迹，亦表明唐朝廷对 

这一地区的重视和防范。 

据史书记载，可突于是契丹一个实力人 

物⑦，“执其国政，人心附之”，他两次入朝京 

师，阳奉阴违，被宰相张说评论为“人面兽心， 

唯利是视”⑧。开元二十年(公元 732年)，唐军 

出塞击破契丹，可突于率领部下远遁。但第 

二年，可突于又出兵来抄掠，并联合突厥大 

败唐军。唐朝只好紧急调遣陇右节度使张守 

蛙担任幽州长史、营州都督等职。张守蛙到 

任后多次出击契丹，每战皆捷，迫使可突于 

遣使诈降，实际想勾结突厥暗袭反扑。张守 

蛙派遣部下王悔到契丹营帐招降，正逢契丹 

别帅(又称衙官、牙官，可能是“亲兵群”的首 

领，掌管一部分兵马)李过折与可突于“分典 

兵马．争权不叶”，王悔利用双方矛盾，乘机 

诱劝李过折倒戈，李过折即举兵夜斩契丹首 

领屈刺与可突于及其支党数十人，率领余部 

归附唐朝⑨。 

李过折杀掉使唐朝头痛不已的可突于， 

无疑是件为唐朝除掉了东北边境地区心腹之 

患的大事。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年)正月， 

传可突于等首级于东都天津桥南，朝廷“诏封 

过折为北平郡王，授特进，检校松漠州都督， 

赐锦衣一副、银器十事、绢绦三千疋” 。据 

《资治通鉴》考异引 《实录》云：还授李过折 

“同幽州节度副大使”，司马光认为 “过折虽 

有功，唐未必肯使为幽州节度使”⑩。但西安 

出土的李过折墓志明确记载他“兼同幽州节 

度副使”，证明《实录》的记载是真实的，而司 

马光的推测有误。因李过折被授封如此高的 

官爵，所以史书称他为 “契丹王”⑩，表明唐 

朝廷非常看重这件大事，超乎寻常地抬高他 

的地位，作为唐羁縻契丹的代理人。 

但显赫无比的李过折好运不长，受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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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没几个月，就被可突于的余党泥礼(涅里) 

所杀，并屠其全家，欲斩草除根，只有一子刺 

乾逃走安东都护府，拜左骁卫将军。泥礼随后 

也归附唐朝，上言：“过折用刑残虐，众情不 

安，故杀之”⑩。朝廷虽赐书斥责泥礼，但仍赦 

其罪，授松漠府都督。“自后朝贡岁至，蕃礼甚 

备”。契丹内部争权弑王，对唐朝来说并不重 

要，因此不予追究，关键是要维持广袤边疆 

的安全，这正是对夷狄蕃邦削弱其实力而分 

而治之、“以夷治夷”的一贯政策。 

那么李过折死在契丹境内，墓冢怎么会 

出现在京城长安地区呢?这正是我们依据新 

发现墓志要解读的问题。 

1．墓志标 明李过折祖先 “阴山王之 

种”，有着贵族的血统，开元十八年 (公元 

730年)后，契丹部落盟主由遥辇氏取代了 

大贺氏，即大贺氏系邵固被杀后盟主权力转 

入遥辇氏系屈烈之手，尽管契丹联盟中的迭 

刺部世为掌管兵马的夷离堇@，但李过折与 

可突于都握有很大的军事权力。墓志说可突 

于 “初以副相”，即担任副宰相，这是否是按 

照唐朝官制比定的说法很难断定，因为唐朝 

和契丹大概均没有“副相”的官名称谓，史书 

说李过折为“契丹知兵马中郎”⑩，那么从可 

突于屡次废杀契丹王来看，他可能相当于副 

宰相了。由于“可突于执心倔强，太上皇(指 

唐玄宗)忌之”，所以李过折“知其故而为之 

谋，枭其首而献其可”，率领部落数千人归降 

唐朝。从墓志记载看，李过折被朝廷封爵授 

官后，“特封茅土，代济其美，因家京兆焉”， 

这是唐朝安置内附少数民族贵族首领的传 

统办法，将其调离部落集中在长安，既有怀 

柔收买意图，又可作为人质“宿卫”，使其部 

落再无力反抗。这也可能是可突于余党泥礼 

杀害李过折的一个原因，双方意见分歧尖 

锐，不许李过折到长安为唐朝效力或享受清 

福。有学者认为李过折非遥辇氏，而为大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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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复辟势力之首领，李过折与可突于之争即 

大贺氏旧贵族与遥辇氏新贵族夺统治权之 

争⑩，此说或可信。爱宕松男认为出自失活 

部的李姓契丹酋长，一贯坚持臣属于唐，这 

是大贺氏的本来面貌，遥辇氏对此既反对又 

抵制．以可突于为代表@，此分析也有道理， 

且备一说。 

2．开元二十三年 (公元 735年)李过折 

被“残孽”杀死在松漠都督府附近的山谷里@， 

年仅42岁。契丹“风俗与突厥大抵略侔。死不 

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颠。子孙死，父母 

旦夕哭；父母死则否，亦无丧期”∞。《隋书 · 

契丹传》也记载：“以其尸置于树之上，经三 

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这种树葬加火葬的 

风俗与契丹早期生活在平地森林 自然环境 

之中有关．潢水上游地区松林茂密，至清代 

仍被划为木兰秋猎之地@。但由于李过折突 

然被杀．既不能按契丹葬俗以马驾车送入大 

山置于树上，又不可能三年后收殓枯骨火葬， 

更不会依汉人葬俗埋于墓冢，即墓志说的 

“顷逢险艰，靡及安厝”。唐代宗永泰二年(公 

元 766年)四月才迁葬于长安灞陵原，距李 

过折死时已有 31年的历史了。李过折夫人 

羊氏与其一同被害，估计也是死无全尸了。 

契丹八个部落中似乎没有羊姓，唐代史书中 

有羊元硅、羊瑗、羊徽、羊祜、羊士谔等人，李 

过折夫人羊氏究竟出自哪个民族难于推测、 

探寻，从契丹婚姻范围观察，应该与毗邻的 

奚族、突厥有关。李过折夫妇迁葬京师长安， 

显然是他们的儿子按照汉俗孝敬父母所为， 

即墓志说的“孝本因心，泣惟继血”，“今来 卜 

宅．愿毕封树矣”，这与契丹早期葬俗@无关。 

笔者认为这座墓仅仅是个衣冠冢，时隔 30余 

年，无非是替父母亡灵找一个归宿罢了，这也 

是此墓没有发现尸骨的原因。 

3．李过折的儿子刺乾在全家被杀时逃 

往安东都护府，被唐朝拜为左骁卫将军。根 

据墓志记载，他以后改名李忠诚．永泰二年 

建墓时，为神策军行营都知兵马使、周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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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都防御使、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兼右 

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地位已经相当高 

了。新、let((唐书》虽然没有为他立传，但还是 

有关于他的零星记载，可以此为线索查寻此 

人事迹。李忠诚入长安大约也属 “宿卫”性 

质，后编入神策军，唐代宗广德二年 (公元 

764年)，仆固怀恩儿子仆固埸反叛攻绛州 

时，鱼朝恩“遣李忠诚讨埸”∞，取得胜利。大 

历九年 (公元 774年)，吐蕃侵扰，关中设防 

备体系，敕令：“(李)忠诚以武落别校，右地 

奇锋，凡二万众，出岐阳而北会”④，即令李 

忠诚驻屯在凤翔一带。吐蕃曾屡次攻至长 

安周围，所以李忠诚永泰年问担任周至已来 

都防御使。唐德宗贞元初，李忠诚以尚书兼 

少府监，遭到韦伦的非议：“(李)忠诚蕃戎丑 

类，不合厕列清班” ，说明朝廷官僚士大夫 

们对出身契丹的蕃将仍持有偏见。安史之乱 

后，回纥等助唐平乱的外族异邦兵将等在内 

地恃功胡作非为，引起官僚士大夫的排外、 

恐惧心理，竭力贬低外来蕃将，这是其中一 

个典型事例。李忠诚由平叛定难的蕃将转入 

参政大臣的过程，也是他脱离本氏族置身于 

“汉化”的过程，类似的契丹人还有李楷洛、 

李楷固、王武俊等人@。当时入朝蕃将死后 

纷纷葬于长安附近，无家可归的李忠诚模仿 

汉人风俗而为其父李过折树立墓茔以追念 

父母，起冢灞东 以示不忘先人，也就不难理 

解了。 

总之，西安新发现的契丹王李过折墓 

志，不仅具有史、志互证价值，而且更重要的 

是，它反映了唐开元年间契丹与中原王朝的 

历史关系。9世纪以后契丹势力渐盛，会昌 

二年 (公元 842年)，唐赐以 “奉国契丹之 

印”，直到 10世纪，“契丹”成为欧亚大陆各 

国对北部中国的代称，其历史的传承绝不是 

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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