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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墓誌拓片圖版 
（一）圖版本身 
責任者：傅圖 
圖版大小：A3 不折頁，14742。 
 
（二）基本資料 
責任者：傅圖及施天宇 

1 性質 墓誌 
2 題名 傅題：後漢武官前西京留守王守恩墓誌銘并序 

首題：故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右金吾衛

上將軍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五千户食實封一千三百户贈太子

太師太原王公墓誌銘并序 
3 大小（公分） 14742：原拓 73x70.5，拓裱 77.5x72 

14739：原拓 73x70.5，拓裱 77.5x72 
4 時間 死亡、下葬或立石時間 

死亡：後周顯德二年（955）十二月五日 
遷葬：北宋建隆元年（960）二月十四日 

5 地點 死亡、下葬或立石地點 
遷葬：河南縣（河南洛陽）紫宅鄉宣武管宋村 

6 人物  
墓主 王守恩（902-955） 
撰者 北宋河南府司錄參軍：文官楊廷美 
7 相關拓片  

8 關鍵詞 文武交流、業績、品德（價值觀念）、墓誌 
9 摘要 墓主王守恩生於武人家庭，以父蔭出身，墓誌雖言其才兼文

武，但可能只是墓誌筆法使然，實則徒有文名，也是武人不

懂文治的例子。墓主任武官起家，憑著「智實變通」一路爬

升至節度使。契丹入汴，墓主先是與姻親潞州節度使張從恩

投降契丹，成為潞州守臣；後又出賣姻親、殺了遼使，以潞

州歸附後漢高祖，成為開國功臣，位至使相。後又因為智慮

未周，得罪郭威被除西京留守，自此沒有實職。其父好殺，

為政嚴烈，於利害之處卻是非不明；墓主則是除了盡括姻親

張帥家財之外，還苛歛百姓；父子二人是武人不懂文治的例

子。墓主作為節度使第二代，理應受到良好教育，卻常言語

不得體，即使墓誌運用隱惡筆法，未墓主的不當言行寫入其

中，但仍可看出墓誌所謂的才兼文武，大抵只是當時對武人

的期待。墓誌極言墓主對父母盡孝，卻多次奪情起復，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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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武官常有的情形，但不一定被文人認同。 

 
二，釋文 
責任者：張庭瑀、施天宇 
參考資料： 
1.〈故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右金吾衛上將軍上柱國許國公食

邑五千户食實封一千三百户贈太子太師太原王公墓誌銘并序〉，陳尚君輯纂，《舊

五代史新輯會證》（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卷 125，頁 3832-3834。 
2.〈故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右金吾衛上將軍上柱國許國公食

邑五千户食實封一千三百户贈太子太師太原王公墓誌銘并序〉，劉文剛校點；曾

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卷 41，頁 38-41。 
3.〈故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右金吾衛上將軍上柱國許國公食

邑五千户食實封一千三百户贈太子太師太原王公墓誌銘并序〉，曾棗莊主編，《宋

代傳狀碑誌集成》（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卷 188，頁 2855-2857。 
 

故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右金吾衛上將軍上柱國許國公食邑

五千户食實封一千三百户贈太子太師太原王公墓誌銘并序 

朝議大夫檢校尚書水部郎中行兼侍御史楊廷美撰 

 

 皇周顯德二年十二月五日，開府儀同三司、右金吾衛上將軍、檢校太師、許

國公王公薨於位。皇上廢朝，搢紳泫涕，詔贈太子太師。維大宋建隆元年春二月

十四日甲申，遷葬於河南縣紫宅鄉宣武管宋村，禮也。 

（以上是墓主卒年葬年，81 字） 
 

公之得姓，公之門閥，公之勳庸，公之胤嗣，有國史焉，有家諜焉，有豐碑

焉，有行狀焉，此不書。但叙歷任官秩，喪葬年辰而已。 

（以上是不記墓主門閥、胤嗣的理由，47 字） 
 

公諱守恩，字保信。太原人，故明宗皇帝佐命元勳、太師、贈尚書令韓王之

子也。 

體貌魁傑，器宇宏深。紹弓冶於德門，建功名於聖代。 

當明宗九三潛躍，委質於和門；及九五飛翔，策勳於絳闕。始授東頭供奉官，相

次授洛苑、六宅、尚食等使，加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戊子歲，上有

事於圓丘，昇壇之日，詔□［以］與皇孫爲夾侍使。尋授左羽林軍將軍，未幾授

宫苑使。 

庚寅歲授遼州刺史，俾晝錦於故鄉也。秩滿授左武衛大將軍，爵開國男，邑三百

户。尋進爵開國子，邑五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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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高祖之有天下也，授檢校司空、大内皇城使。未期，再牧於遼。尋轉衛州刺史。 

丁先王憂，毁瘠過禮。起復授右千牛衛大將軍，爵開國伯，邑七百户。又轉左屯

衛、右領軍衛、左驍衛大將軍。累被寵靈，恪居官次。凡居委任，皆著勤勞。雖

居拱極之班，每切奉親之孝。以太夫人在潞州，上章寧覲。 

適遇犬戎咆口勃，晋祚凌夷，天人合發於煞機，星［皇］誰當於帝座。區區少主，

不如歸命之侯；嗷嗷蒼生，真比在庖之肉。時潞帥相國張公懼兹魁首，奔赴梁園，

天假壯圖，請公巡警。乘秋雕鶚，方呈天外之姿；得水鮫龍，非復池中之物。公

英雄奮發，機略潛生。推戴并汾，掃除兇醜。於是扼天井，控壺關，蕃將懼公而

靡旗，漢祖賴公而稱帝。境纔數舍，衆無一旅，六合塗炭而潞民以寧，蓋公之雄

才廟算也。即授公光禄大夫、檢校太保、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相次授開國佐命忠節功臣、潞州大都督府長史、特進、檢校太尉，進爵開國侯，

食邑一千户。未幾授静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營田押蕃落等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開國公，邑二千户，實封五百户。丁太夫人憂，孝將滅

性。尋起復，授鎮軍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奪情之異數也。

二年夏授永興軍節度使，尋授檢校太師、西京留守，尹正神都，保釐洛邑也。三

年秋躬趨象闕，入覲龍顔，授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進爵莒國公，增邑四千户，實

封一千一百户，右領軍衛上將軍，處明廷而冠環衛也。 

太祖皇帝應天順人，握圖御極，授右金吾衛上將軍，進爵許國公，增邑四千五百

户，實封一千三百户，隆寵澤也。 

世宗嗣位，授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五千户，彰覃慶也。方將再提虎印，重領雄藩，

忽嬰二竪之祅，俄夢兩楹之奠。即世之日，年五十四。 

（以上是墓主仕歷，765 字） 
 

公始從筮仕，迄至歸全， 

所錫功臣自開國佐命忠節，至推誠奉義翊戴； 

所授官自尚書右僕射、司空、太保、太尉，至太師； 

所授階自銀青、金紫，歷光祿、特進，至開府儀同三司； 

所任職自東頭供奉官，歷洛苑、六宅、尚食、宮苑、皇城等使，至同平章事； 

所受［授］封爵自開國男，歷子、伯、侯，至許國公；所授勳自柱國，至上柱國；

所食封自三百戶，歷五百、一千、二千、四千、四千五百，至五千戶； 

實封自五百戶，歷一千一百，至一千三百戶； 

所理郡再牧遼，一臨衛； 

所臨鎮潞、邠、雍、西京留守； 

所授朝班自左羽林軍歷左武衛、右千牛衛、右屯衛、右領軍衛、左驍衛大將軍、

右領衛、右金吾衛上將軍。 

薨贈太子太師。 

（以上是墓主功名，225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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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呼！公才兼文武，智實變通。契叶風雲，位崇將相。唐朝舊德，漢室勳賢。

既得志而復得時，雖非壽而且非夭。存歿之盛，其誰可侔！誠間世之偉人也。 

（以上為墓主生平總結，56 字） 
 

嗣子繼昌等承家有則，在疚得儀。虞深谷以爲陵，刻徽猷而在石。銘曰： 

箕山之精，汾水之英。降我王公，爲國之禎。輝華門閥，煜赫功名。世濟其

美，莫之與京。鱗翼早攀，風雲玄契。疊掌內司，累登環衛。幨幃出牧，寬

猛相濟。展我宏才，宜乎亂世。天地之否，犬戎猖狂。資我王公，翼於漢皇。

二儀再造，四維重張。三公袞冤［冕］，上將旂常。節制雄權，保釐重寄。宣

□惠和，忠肅恭懿。衛霍勳業，簫［蕭］曹名器。何用不臧，水舟陸驥。雲

藏［蔵］北落，星□中台。□□□□，交親盡哀。洛城之西，邙山之隈。斯

爲玄宅，魂兮歸來！ 

（以上墓主之銘，190 字） 
 
 
 
三，研究提要 

責任者：吳蕎安、施天宇、柳立言（2015.10.18） 

 從墓誌題名「故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右金吾衛上將軍上

柱國許國公食邑五千户食實封一千三百户贈太子太師」來看，墓主王守恩（902-
955）位極人臣，他是如何做到的？末段論曰：「嗚呼！公才兼文武，智實變通，

契叶風雲，位崇將相」，似乎提供了部分的答案，但是否或有多少實情？ 

先看「智實變通，契叶風雲」。墓誌作者為了表彰墓主的「位崇將相」，索性

把他的歷任官秩分門別類，大有利於官制研究： 

1 所錫功臣：自開國佐命忠節，至推誠奉義翊戴； 
2 所授官：自尚書右僕射、司空、太保、太尉，至太師； 
3 所授階：自銀青、金紫，歷光祿、特進，至開府儀同三司； 
4 所任職：自東頭供奉官，歷洛苑、六宅、尚食、宮苑、皇城等使，至同平章事； 
5 所授封爵：自開國男，歷子、伯、侯，至許國公； 
6 所授勳：自柱國，至上柱國； 
7 所食封：自三百戶，歷五百、一千、二千、四千、四千五百，至五千戶； 
8 實封自五百戶，歷一千一百，至一千三百戶； 
9 所理郡：再牧遼，一臨衛； 
10 所臨鎮：潞、邠、雍、西京留守； 
11 所授朝班：自左羽林軍歷左武衛、右千牛衛、右屯衛、右領軍衛、左驍衛大將

軍、右領衛、右金吾衛上將軍。 
12 薨：贈太子太師。 
洋洋灑灑十二項，但有權有責較為重要的工作只有兩項：所理郡、所臨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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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中央或地方 職位 
後唐 地方 約 930 始，遼州刺史，「俾晝錦於故鄉也」，墓主約 29

歲。 
後晉 地方 約 937-940 丁父憂起復-946 

1 遼州刺史 
2 衛州刺史 

後漢 地方 1 約 947 始，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2 約 948 始，靜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營田

押蕃落等使 
3 約 949-950，永興軍節度使，未得赴任，轉西京留守 

後周  955，墓主 54 歲去世 
王守恩是獨子，「以〔父親〕門蔭，幼為內職」，1 始終是一位武臣，不是軍

隊將領，但可能懂得武藝。二十九歲左右，他首次出任地方首長，而於晉漢之交

飛皇騰達，從後晉的衛州刺史往上流動成為後漢的潞州節度使，時年約四十六歲。

父親王建立（871-940）的墓誌也說：「〔守恩〕守衛州刺史，即故燕王周太師之子

婿也。任衛州，徑申省侍〔母親田氏〕，忽遘艱憂，乃成家之偉器也」。2 這段經

歷，佔了守恩本人墓誌最實在和最多的篇幅，從「以太夫人〔母親田氏〕在潞州，

上章寧覲，適遇犬戎咆〔口勃〕，晉祚凌夷」到「漢祖賴公以稱帝。……進爵開

國侯，食邑一千戶」，共約 225 字（全文約 1300 字）。當時守恩到潞州探望母親，

適逢契丹南下滅晉，潞州節度使張從恩投降，到汴梁朝見遼主，乃委派守恩為潞

州守臣。守恩與其他遺臣合謀，殺了遼使，以潞州歸附後漢高祖，乃成為眾多同

類的開國功臣之一。墓誌沒有提到，守恩跟張帥是兒女親家，才得受重任。他出

賣姻親，一方面是「智實變通」，另方面也是亂勢逼人，自己和闔家老少都有被

殺的危險，銘文亦說「展我宏才，宜乎亂世」。不過，他把張帥的家財盡數據為

己有，就未免貪婪和落井下石了。3  
由漢入周直至去世（951-955），守恩再無實職，誌文也說「方將再提虎印，

重領雄藩，忽嬰二竪之祅，俄夢兩楹之奠」，部分原因是智慮未周。他留守西京

時，樞密使郭威率大軍經過，守恩自恃為使相（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坐在肩輿出迎，郭威大怒，立即以一位也是使相的部下取而代之。守恩還在等候

郭威接見，新任留守已經入據官府，把守恩的家人和家當都攆出來了。再過一年，

郭威就代漢成為後周的太祖。歐陽修《新五代史》評論此事說：「〔守恩〕漢大臣

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劄子〕易置之，如更戍卒。……太祖既處之不疑，

                                                        
1 《舊五代史》卷 125，頁 1640。 
2 佚名，〈王建立墓誌〉，周阿根，《五代墓誌彙考》，頁 322。母親田氏的墓誌也說：「班資雖列

於南衙，定省不離於正黨」，王鵬，〈故秦國太夫人〔田氏〕墓誌銘〉，《全唐文補遺》，頁 220-
221。 
3 詳見《舊五代史》卷 107，頁 1403；卷 125，頁 1640-1642；《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卷 125，頁

3829-3834；《新五代史》卷 46，頁 513。當時契丹命大將耿崇美反攻潞州，幸得漢軍來援才化

險為夷，故王守恩棄遼降漢有一定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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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

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4 的確能充分說明五代法制之紊亂和槍桿子之蠻橫。

位至使相的武人尚且如此，文人更是朝不保夕。不過，太祖不用守恩，也許還有

其他原因。 
王守恩是否「才兼文武」，從墓誌實在看不出來，但無疑是當時的理想，期

待武人世家兼通文武，或以文濟武。可惜守恩父子都不合格，反成為武人不懂文

治的壞榜樣。父親王建立「鷙猛無檢」，出身軍旅，妻子田氏也是軍人之女。建

立憑著忠勇過人，成為後唐明宗的愛將，也位至使相，後以成德軍節度使入拜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侍郎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成為「宰臣」，可謂出將入相。他

的主要工作是判鹽鐵戶部度支三司事，但「自言不識字」。後來他抱怨被另一位

寵臣安重誨排擠，明宗說：「爾作節度使，不行好事，非重誨譛言，亦宜自省！」
5 他作的壞事，《舊五代史》說：「建立少歷軍校，職當捕盜，及位居方伯，為政

嚴烈，閭里有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於入者〔誤入人以罪〕，不可勝紀，

故當時人目之為『王垜疊』，言殺其人而積其屍也。後聞〔後唐〕末帝失勢，殺

副使李彥贇（937）及從事一人，報其私怨，人甚鄙之」。6 不過也有特例，一位

贓官罪當受死，卻是舊部之子和大臣之戚，建立奏請免死，明宗駁回，說：「王

法無親，豈可私狥」。7 簡單說就是無論為公事或為私怨，王建立都非法用刑甚

至非法殺人，但遇到利害相關的人則試圖法外開恩。 
然而，王建立對吏治曾有建言。後唐明宗天成三年（928），他上急務六條：

「其一，以南北節氣有殊，賦稅起徵無別，請不預定月日，但考其年終殿最。其

二，請不令省使差人徵督州縣，乞明以賞罰，委於長吏。其三，以藩侯郡守頻有

替移，州縣以迎送為勞，牧伯無化治之意，請立考限。其四，請所在倉塲，許每

斗加納三合，為雀鼠之耗。其五，以凡於內班差使臣，請選其夙舊或諳練事體者

充，免取笑於四方，實有辱其君命。其六，諸道軍職，唯守本處轉遷，乞罷宣補

之命」。結果除了節度使「若頻有除替，何暇輯綏」，任期不宜設限之外，餘事依

奏。8 這些文人的作用如何，很難概括而論，有時似乎跟王建立是一丘之貉，例

如雀鼠之耗，每百合加抽三（一石十斗，一斗十升，一升十合），分明歛財；9 有
時卻似乎是諍言難入，例如他們無法阻止他的好殺，反是宗教見效：「建立晚年，

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10 其實，武人對文人文化、佛教

文化以至各種文化，往往只擇其於己有利者，不是全盤接受，甚至沒有接受其核

心價值，這是我們使用「儒家化」、「宗教化」和「民主化」等概念時必須小心的。 

                                                        
4 《新五代史》卷 46，頁 514。 
5 《五代墓誌彙考》，頁 320-323；《舊五代史》卷 39，頁 542、543；《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卷

91，頁 2800-2807；《新五代史》卷 46，頁 512-513。 
6 《舊五代史》卷 91，頁 1199。 
7 《冊府元龜》卷 58，頁 654。 
8 《冊府元龜》卷 314，頁 3700。 
9 後來減為百抽二，《舊五代史》卷 107，頁 1410：「舊制，秋夏苗租，民稅一斛〔石〕，別輸二

升，謂之雀鼠耗。乾祐（948-950）中，輸一斛者，別令輸二斗，目之為省耗」。 
10 《舊五代史》卷 91，頁 1199。 



7 
 

兒子王守恩沒有好殺的紀錄，卻貪得出奇。除了盡括姻親張帥家財之外，還

苛歛百姓。《資治通鑑》的文字最為傳神：「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

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抒廁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

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賓客，得銀數鋌而返」，簡直無孔不入。11 
他被逐出留守府第時，「百姓莫不聚觀，其亦有乘便號叫，索取貸錢物者。高祖

〔郭威〕使吏籍其數，立命償之，家財為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為理」。12 作
為節度使的第二代，理應有最好的資源接受最好的教育，但守恩言語不甚得體。

後漢隱帝誅殺權臣楊邠、史弘肇和王章等人後（950），召群臣上殿慰諭，眾皆不

語，守恩「越班而颺言曰：『陛下今日始睡覺矣』，其出言鄙俚如此」。13 他應說

「始得安寢」才稍為像話，但無論說「睡覺」或「安寢」均缺乏政治智慧。讓隱

帝寢食難安而要誅殺的權臣包括領兵在外的樞密使郭威，郭威返京，隱帝死於亂

軍之手，隨即發生有名的澶州兵變，郭威以禦遼為名，領軍至澶州，被部下黃袍

加身，成為後周開國之君。王守恩還能睡覺實算幸運，可能郭威根本看不起他，

省得殺他。 
墓誌極言守恩對父母盡孝，14 但也間接道出他沒有服滿三年之喪： 

對象 對盡孝之形容 起復 
父 〔衛州刺史〕丁先王憂，毁瘠過

禮。 
起復，授右千牛衛大將軍，爵開國

伯，邑七百户。 
母 1 雖居拱極之班〔左驍衛大將

軍〕，每切奉親之孝。以太夫人在

潞州，上章寧覲。 
2〔靜難軍節度使〕丁太夫人

（883-948）憂，孝將滅性。 

 
 
 
2 尋起復〔仍為靜難軍節度〕，授鎮

軍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

置同正員，奪情之異數也。 
奪情起復是武臣的一般情況，入宋依然，但是否被文人認同則是另一回事。 

總之，墓主王守恩靠父蔭出身，其躍居節度使多少憑著果敢變通。作為地方

最高長官，理應兼顧文治與武功，但目前只看到他聚歛民財。墓誌說他才兼文武，

大抵只是當時對武人的期待，但願潛移默化，讓武人也以此自期，留意文事。誌

文第二段說：「公之得姓，公之門閥，公之勳庸，公之胤嗣，有國史焉，有家諜

焉，有豐碑焉，有行狀焉，此不書，但叙歷任官秩，喪葬年辰而已」，反映當代

仍注重得姓與門閥，武人大抵樂於被同化以自高。沒有國史、家牒和豐碑的死者，

就把得姓和門閥寫入行狀，化身墓誌，當然有許多是為了符合格套，以致附會虛

構，跟「才兼文武」一樣，不能一律當真。 
 

                                                        
11 《資治通鑑》卷 288，頁 9412。 
12 《舊五代史》卷 91，頁 1642。 
13 《舊五代史》卷 91，頁 1641；卷 103，頁 1369-1370；《新五代史》卷 46，頁 513。 
14 又見其母田氏墓誌，《全唐文補遺》，頁 220-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