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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北京西南，埋藏着一位
叱咤風雲的唐代節度使。他是誰？
怎麼被發現的？他經歷了怎樣的一
生？

五室一廳 棺槨精美
房山位於華北平原與太行山交

界地帶，歷史悠久，是人類文明的
重要發祥地之一。享譽中外的 「周
口店北京猿人」就在這裏活動；距
今三千多年的琉璃河遺址是西周周
武王滅紂封燕之地，也是北京建城
的開端；雲居寺刻石刊經，自北齊
至明末，歷千年不斷。不間斷的人
類活動，使得這裏的地下文物埋藏
豐富。

長溝鎮墳莊村，更是位於房山
西南一隅。二○一二年七月，一隊
勘探工人正在炎炎烈日下揮舞着 「
洛陽鏟」。為配合北京文化硅谷建
設，按照相關規定要先期對這裏的
地下文物進行勘探，也就是人們經
常說的 「要動工，先考古」。

探着探着，一位探工的鏟子 「
鐺」的一聲打在了距地表半米多深
的石頭上。這在勘探過程中是常有
的事情，所以也沒有引起太大的注
意。但隨着越來越多的 「石頭」露
面，大家發現，這片 「石頭」分布
範圍很大。待到將它的形狀繪製成
圖，大家才看明白，原來是一座 「
五室一廳」的墓葬。 「墳莊」村這
次真的發現了大墓。

古墓確定了，但屬於什麼朝代
並不清楚。結構如此複雜、規模如
此巨大的墓葬在北京是很少見的。
墓葬中有沒有機關暗道？有沒有珍
貴的寶物？回答是前者真沒有，後
者可以有。

考古人員第一時間進入墓室的
時候，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氣，眼前
可謂一片狼藉。主室內除巨大的棺
床堅守自己的崗位外，幾塊石槨板
都散落在棺床周圍。顯然，這座墓
葬已經被人盜過了。雖此，各類珍
貴的出土文物還是訴說着它們主人
生前的顯貴，尤其是石質文物有 「
三絕」。

首先是精美的石棺槨。石槨中
部浮雕出門框、門簪、門扇及乳釘
、門鎖等形象，並施以彩繪，特別
門鎖上貼金的裝飾手法，令人嘆為
觀止。漢白玉質長明燈由燈盞、燈
柱及燈座三部分組成，裝飾有浮雕
蓮花造型及線刻牡丹紋飾。石棺床
高達六層，非常豪華。每層都雕刻
着精美的圖案：或浮雕臉型及瑞獸
造型，或彩繪蓮花及牡丹圖案形象。

臉型圖案面露獠牙，似笑非笑
，喜怒哀樂藏於細微之處，每張面
孔的表情都不一樣。有人認為是金
剛臉，也有人認為是阿修羅面。神
秘的臉型圖案到底是什麼意思，還
有待學界進一步破譯。

其次是通體彩繪漢白玉文武官
石俑，雕刻線條流暢，五官生動，
帽服刻畫細緻。

最後的大型彩繪浮雕十二生肖
描金墓誌，是目前發現唐代墓誌中
的珍品。

此外，陶瓷器有白釉瓷碗、白
釉唾盂、澄泥抄手硯等。唾盂潔白
細膩，造型端正，釉質細潤光滑。
玉、銅、鐵等文物包括白玉花卉紋
飾件、萬字紋玉飾件、綠松石飾件
、銅甲片、鐵甲片等。玉石器分為
滑石型玉器和透閃石型玉器兩類。
前者以生肖題材為主，體積較小，
生動而富有情趣。後者的原料可能
來自新疆和田地區。玻璃器分為高
鉛矽酸鹽玻璃和鈉鈣矽酸鹽玻璃兩
種。後者很有可能是借助於絲綢之
路，從羅馬地區通過中外貿易、經
濟和技術交流，傳入幽州地區。

墓壁之上繪有兩層彩畫十分罕

見。相對於上層彩畫的豐富與精美
而言，下層的內容則簡單了許多。
之所以有兩層，可能與有兩位墓主
人有關。第一位下葬時畫過一次，
第二位下葬時又在上面畫了一次。
壁畫內容包括樂舞表演、家居生活
、彩繪建築、侍女、動物、植物等
，反映了當時的生活習俗、服飾特
色、娛樂方式與建築風格等，表現
了北京地區唐代社會生活尤其是貴
族生活及其精神追求。

這麼多精彩的隨葬品，這座墓
葬的主人究竟是誰？

封疆大吏 幽燕土豪
墓葬本身不會說話，兩盒墓誌

正是回答這個問題的鑰匙。
墓誌告訴人們，墓主人是史上

有載的唐代盧龍節度使劉濟（七五
七至八一○年）和夫人張氏。

在唐代，節度使權傾一方，可
謂 「封疆大吏」。他們有軍權、有
財權，雖說效命於大唐王朝，但在
當地就是土皇帝。唐代由盛而衰的
轉捩點 「安史之亂」的始作俑者安
祿山、史思明就是節度使。

劉濟家族累居幽薊一帶，按族
譜來排的話，劉濟應是西漢中山靖
王之後，跟劉備這一支有血緣關係
。這一家族中代出高官，遼代宰相
劉六符等人就是他們的後裔。劉氏
家族從唐代中期到金代世宗，三百
多年一直興盛不衰，是北京地區的
大族，堪稱幽燕 「土豪」。

劉濟的父親劉怦就是盧龍節度
使，不過上任後僅三個月就去世了
。所以劉濟子承父業自然上位，一

共在位二十六年。他在任時統轄範
圍涵蓋今天的北京全境、河北北部
、天津大部及遼寧西部地區，範圍
很大，是唐代河北三鎮中實力最強
的藩鎮。

傳說劉濟出生時母親難產，呱
呱墜地後竟然是一條黑蛇，助產的
人嚇得當場跑掉了。當然，傳說歸
傳說。劉濟從小聰明異常，深得父
親喜愛，被送到長安求學。這名官
二代不負父望，考中了進士，他的
幕府中集聚了大量當時的著名文人。

雖然文化人出身，但他也是位
戰功卓著的武將。當時盧龍的治所
幽州北處邊境，常受烏桓、鮮卑等
北方民族的侵擾。當上節度使後不
久，勇猛的奚人（北方的一支少數
民族）從大草原上馳來，侵擾幽州
北部邊境。劉濟率軍迎擊，窮追千
里，直至軍都山，斬首二萬人。後
來奚人捲土重來，襲掠邊境，劉濟
會合其他軍隊再次把進犯的奚人打
得大敗。邊境遂安。唐貞元年間，
朝廷優容藩鎮，節度使大都驕橫不
法，只有劉濟對朝廷最為恭順，進
貢不斷，因此唐德宗也很信任他，
屢次加官。

劉濟不僅戰功赫赫，還虔心向
佛。他把位於幽州城內的大房子改
成了崇效寺。一千一百多年後的一
九五○年，在著名書畫家葉恭綽（
民國時期曾任交通總長）的建議下
，崇效寺的牡丹被移到了北京中山
公園，成為園內名景。

他還花費二十餘年，在與自己
墓地相鄰的白帶山雲居寺刻石經。

《涿鹿山石經堂記》的碑記中，劉
濟自述： 「我劉濟用自己的官俸，
為聖上（唐憲宗）刊《大般若經》
，在今年四月完工。」在綿延千載
的雲居寺刻經史上，劉濟是重要的
刻經人之一。一九五七年，這些沉
寂了一千多年的石經在雲居寺藏經
洞問世。

不過，雖然劉濟深得君心，妥
善的處理了 「執掌一方」與 「效忠
朝廷」的關係，卻沒能抹平父子兄

弟間的嫌隙。
公元八一○年，劉濟率領七萬

大軍出征，途中忽然生病。其長子
劉緄當時留在幽州，次子劉總隨軍
。劉濟有病後，性情兇暴的劉總便
與下屬密謀篡位。他暗中在爸爸的
粥湯中投毒害死劉濟，又將行至涿
州的劉緄假以父命杖殺之，最後自
領軍務。數日之後劉總才為父親發
喪。劉濟死時正好五十四歲，可惜
一代雄傑，禍起蕭牆，竟遭親子毒
手，死於非命。唐憲宗思念他的功
勞，特追贈為太師，並廢朝三日，
以示尊重，加劉濟的謚號為莊武。
劉濟去世後，劉總在房山修建了劉
濟墓。

劉濟的墓誌是當時的宰相權載
之奉旨撰寫的，建設部長（工部尚
書）歸登負責刻，兩大領導聯手完
成製作，絕對稱得上強強聯手。

除了這些文獻史實外，墓葬還
告訴人們哪些紙面歷史之外的故事？

薊國夫人 顯赫族望
歷史已逝世，考古學使它復活。
劉濟夫人張氏的墓誌規格超大

，四斜剎浮雕彩繪十二生肖圖案，
間以牡丹花圖案。浮雕在形體處理
上，先仔細雕刻出物象，然後根據
結構賦彩，文字部分依稀可以看到
金粉，這在唐朝並不多見。人物色
澤飽和，濃淡得體。製作極盡奢華
，甚為罕見。

十二生肖被文官抱在懷裏，不
仔細看不容易辨認。十二生肖是唐
代墓誌上最常見的圖案之一。它們
代表十二個時辰，出現在古墓裏，
意味着死者在另一個世界也可以知
曉人世間的時間輪迴。同時逐漸擬
人化的十二生肖圖案也代表十二位
神靈，有護佑死者的含義。

有人說過，一個成功男人的背

後必定有一位支持他的女人。劉濟
老婆張氏的事跡雖然未見諸史料，
但誌文中的她詮釋了這句話的含義。

古代婚姻講求門當戶對。同老
公家相比，老婆家族也不遜色。張
氏出於清河，她的先祖張開地，先
後輔佐韓昭侯等三代國君；張開地
子張平，輔佐韓厘王、韓桓惠王兩
代國君。張平的兒子張良，是漢高
祖謀臣，漢朝的開國元勳之一，與
蕭何、韓信同為 「漢初三傑」。曾
祖父為 「隴州刺史」，祖父為 「劍
南西川節度兵馬使」，父親為 「左
領軍尉大將軍」。

清河張氏後代任官者眾多。尤
以唐代張文瓘、張文琮兄弟及子侄
五人，皆官居三品以上，俸祿累超
萬石，有 「萬石張家」之譽。唐高
宗時，考定四海望族，遴選十姓望
族為「國柱」，清河張氏位列其首。
在已發現的大批唐代墓誌資料中，
凡張姓亦多以清河張氏為其族望。
天下張姓出清河，此言誠不為虛。

張氏曾獲得三個封號：薊國夫
人、薊國太夫人、燕國太夫人。三
個封號伴隨着這個女人的一生。

薊國夫人，劉濟生前張氏謹守
「五常四德」，賢良淑德，因此受

封。
薊國太夫人，劉濟暴斃後，軍

隊大亂，人心浮動，在何去何從的
危難關頭，張氏臨危不懼，召集眾
人，做了大量的安撫工作，堅決支
持劉總繼任幽州盧龍節度使，使幽
州恢復平靜，還支持劉總繼續服從
中央。

燕國太夫人，此封號為張氏去
世後追贈。張氏「棲心釋教」，普濟
貧困，廣開善門，仿效老公生前舍
宅興建崇效寺之舉捐資修葺寺觀。

劉濟次子劉總，也就是墓誌的
作者，在《舊唐書》、《新唐書》
中，都被刻畫成 「性陰賊，尤險譎
」之人，被史官所詬病。但在張氏
墓誌的記述中，他卻完全是另外一
種形象。

劉總忠於朝廷，孝敬父母。張
氏病重時，他侍候床前，通宵達旦
，冠帶不解，飯藥都要先嘗一遍才
餵母親。張氏病逝後，劉總攀號訴
天，泣下成血。

劉總對其生母，確可謂孝，然
諸多誠孝之舉、守節奉禮之行僅見
於此墓誌銘，與史籍所載迥然有異
。在其殫精孝母的溢美之辭鐫於刻
石之際，亦有弒父殺兄之惡醜行徑
載於正史，思之令人悚然。

比較一下他對父親和母親的墓
誌，就能看出問題。母親墓誌不僅
石材選料優質，規格遠超同伎，還
採用浮雕、彩繪加以修飾， 「伐石
篆金」。相比之下，父親的墓誌可
以用 「寒酸」形容。

母親族屬清河望族，出現如此
精絕墓誌可解釋為彰顯其家族聲威
。然而他劉家家族顯赫也並不差。
所以推測有可能是劉總出於弒父殺
兄的懷愧之情，在母親身上極盡孝
道。此外，劉總毒死他爹後一個月
就倉促下葬，而母親死後半年之久
才下葬，也讓他對媽媽的墓誌有了
更充分的準備和修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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