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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故武功大夫永康府君张公墓志》考释
*1

张廷良

(重庆市江津区文物管理所，重庆 402260)

【摘 要】:《宋故武功大夫永康府君张公墓志》收藏于重庆市南川区文物管理所。墓志主人张俣史书无传，潞州

潞城人，生前曾知南平军、永康府。曾参加宣和年间北宋对西夏及收复燕云等战争。靖康之变后转战江淮平定叛乱，

绍兴二十五年终于南平军。墓志内容丰富了两宋之际的军事史、重庆地区的移民史，为深入理解两宋之际的社会背

景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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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故武功大夫永康府君张公墓志》于 1985 年 12 月出土于南川隆化镇
[1]32－45

，现收藏于重庆市南川区文物管理所。墓志有

盖石，长 1．28 米，宽 1．02 米，下底厚 0．2 米。志文共 30 行，满行 42 字，楷书，无界格。墓志志文收录于 1991 年出版的

《南川县志》中
[2]759－763

，虽有文章利用该志文佐证了南川的历史地名、行政区划变迁等方面的史事，但于墓志主人、撰文者、书

篆者的生平及墓志所涉及到的相关史实未予以重视，或有些许错讹之处。墓志中涉及到了靖康之变前后的宋对西夏、辽、金及

叛乱平定的战争，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笔者特对墓志简略考释如下，以供方家研究。

一、墓志录文

宋故□武□功 大夫永康府君张公墓志/

左迪功郎权夔州路提点刑狱司干办公事刘望之撰/

左朝散郎□直 敷文阁添差两浙西路安抚司参议官赐紫金鱼袋张宗元书并篆/

张氏代为潞州潞城人，君讳俣，字子硕。曾祖仪、祖诚、父衍，隐德不仕。君生而峻茂，诵百家言皆上口记，性沉鸷/，便

弓马。年甫壮，谓其父曰:“大人无异，俣不强于书，以为如是，发身迟也，请从迳路”。即去隶所，谓子弟所者出其/技，惊

一所人。未几/，天子幸西太一宫，还，诏试其曹，命以官。君在选中，补披带班祗应，充鄜延路经略使司指使。会讨伪拦汉/

军，破西贼之援，策功甚伟。明年，王师出塞，君以偏卒从战，战殊力，自昼历晡，斩获首虏，转一官升队将。平/燕之后，选

戍燕山府，护筑蓟州玉田县。兵后盗起，日数十发，中贵人梁方平制置河北京东，治累年不能下，君/隶方平军，至密州，遇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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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袭，□方 平势危蹙，君徐出，一□战 毙其酋，贼□退，纵兵大击，余党溃去，上奇功为奇，转四官/。还本任王城守，从经□略□司

勤/王。会/上龙飞南都，集朝/行在所，御营统制张公俊辟准备差使，从捕贼陈、蔡;又从张公缚叛者徐明，平秀州;诛马进，复

江淮。多出方略/之助，不但以力也。差秦州兵马监押，本路经制司准备差使/，御营前军准备将领，主管龙州涪水关，大臣言:

君才，任治郡。差知南平军，继除珍州，又除威州，未赴，再知珍州/，又除黔州，继改差知永康军，以父忧去官。君，为政大

氏，用抑强豪、殖善良为务，时有所不恤，故亦能贾怨。迁成/都府路兵马钤辖，未赴，卒，累官武功大夫，得年六十八，绍兴

二十五年四月十八日也。其年十月十七日，葬南/平隆化县之流金乡。君以恩封父武经郎，始兵乱，武经君留居其乡不肯去，君

升官大夫，典方州、握军符，每进/辄思，悲不自禁。讣闻即日，奏，愿终丧，不用边制，/上怜而许之。故太师循王于君，为

高祖□，王□微 时识，器已不凡，君事之惟谨，王亦曰:子硕遇我厚，不翅同/产。洎王通显，思振奋，君意无限。君自□□，以

□满 招覆也，呜呼!知此易得也哉。君虽严，重难近，至遇宾亲，极有/恩意。知人急难，赴义不择水火，世恨其自□以 □，不尽

其才云。娶刘氏，封安人，先君卒。子男三，璘、瑮皆任承节郎/，琄以循王恩，补登仕郎，尚能克君之家者。二女，长嫁右迪

功郎赵筑，季蚤死。孙男女四人，三子曰:君于吾父/□□□□，奚可辞?则为之铭，铭曰/:

□人 不己量□□斯茔□□不胜家坏国瘉□□至言□□帝所□食冝饇/如酌孔取大哉斯言□□之龟彼覆巢子□□是葵张□君 伟

人材何弗堪/力挽不前夸者其□人谓不贪我谓不欺道至不欺呜呼庶几帝执巨筹/与汝时稽维赢不□卒用降跻君三凤儿五色□毸食

君之余毋怠后来/

二、志主生平及相关史实考释

志主张俣，字子硕，潞州潞城人(今山西潞城)，史书无传。志文称张俣“迁成都府路兵马钤辖，未赴，卒，累官武功大夫，

得年六十八，绍兴二十五年(1155)四月十八日也”，知其生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曾祖父张仪、祖父张诚、父亲张衍都无

出仕的经历。张俣年轻时性格沉鸷、擅长骑射。

“年甫壮……未几……充鄜延路经略使司指使。会讨伪拦汉军，破西贼之援，策功甚伟”。墓志中云张俣“年甫壮”，即

在他三十岁时的政和七年(1117)入子弟所，随后任鄜延路经略使司指使。鄜延路治所在延安府(今陕西省延安)，临近西夏，“西

贼”是北宋对西夏的蔑称。张俣所参与的是当时北宋与西夏之间的战争。由于西夏对于北宋政权“叛服不常”，北宋在宋神宗

时期开始对西夏用兵，历经哲宗、徽宗，逐渐夺取了西夏的陕北横山地区，又旁取了熙河、湟州、鄯州一带(今甘肃临洮至青海

乐都一带)，对其进行孤立围困，并在临近西夏的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路设置了经略安抚司。徽宗政和七年

(1117)，西夏入侵了鄜延路、环庆路等地多个寨堡关隘，北宋也对此采取了相应的军事行动，“会讨伪拦汉军”是此时军事行

动中的一部分。

“伪拦汉军”一词未见于正史记载，笔者推测“拦汉军”是西夏所命之地名。在政和五年(1115)至重和元年(1118)期间，

西夏曾攻占或筑造了多个寨堡城池，并重新予以命名，而北宋方面在史志中记述时均在西夏所命之名前冠一“伪”字。如王安

中(1075～1134)所作《定功继伐碑》中记载:“(政和)七年(1117)，贼入环庆城佛口谷，伪号成德军……筑日木多泉，伪号治安

城;直鄜延，筑臧丹河，伪号洪夏军。”
[3]卷 6，第 1127 册，108－113

“拦汉军”与成德军、治安城、洪夏军一样，是西夏攻占了北宋的城寨

关隘后所更之名，宋人在史志记述中均冠以“伪”而称之。“拦汉军”的地理位置，在今陕西延安的西北方向。“破西贼之援”

或许就是《定功继伐碑》中所提到的济义堡及佛口谷一战。在这场战斗中，宋军攻陷了济义堡，又攻破了佛口谷，“并败贼外

援”。

“明年，王师出塞”中的“明年”即重和元年(1118)。《定功继伐碑》中提及这一年种师道帅兵攻讨臧丹河，但没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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鄜延路兵马，且规模较小，不能称之为“王师”。笔者认为，“王师出塞”是指宣和元年(1119)三月北宋对西夏的一次军事行

动。据《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载:“宣和元年三月。童贯遣知熙州刘法出师攻统安城，夏人伏兵击之，法败殁，震武军

受围……夏四月庚寅，童贯以鄜延、环庆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
[4]卷 22，第 404 页

又据《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西夏用兵》:“宣

和元年三月，童贯使熙河经略使刘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强遣之，乃引兵二万出，至统安城，遇夏主弟察克率步骑，为三阵以

当法前军……法乘夜遁……守兵追之，斩首而去。察克……遂乘胜围震武……六月，夏人遣使纳款，诏童贯罢兵。”
[5]卷 40，400

但

上述二则史料对此次军事行动的记载过于简略，仅记述了此次军事行动中刘法的统安城之战，实际上熙河经略使刘法取朔方只

是此次军事行动中的一部分。据《宋会要辑稿》载:宣和元年四月十五日，太师、鲁国公蔡京等言:“伏睹宣抚使童贯奏:进兵出

塞，由泾原路自萧关入生界斗敌……又奏环庆路前去西界，杀到一百余级，降到西人百数千。”五月十二日，太师鲁国公蔡京

等又言:“伏睹宣抚使童贯奏:勾集兵马，六路出塞，深入攻讨西贼，贼众大败……自三月十九日后来，攻围震武军下寨，连夜

攻打。”
[6]8890－8891

又据王安中《定功继伐碑》载:“宣和元年，举国来寇，鄜延陷镇青堡，泾原陷靖夏城，进围震武军，结河南诸

蕃攻积石军、洮州，上用不赦，诏泾原合熙、秦兵，平克特口，鄜延西合环庆兵，平齐吉克台，东合河东兵，捣沁布班堆，又

分秦凤、河东兵择利深入，六路同日济师，贼乘间再围震武。”
[3]卷 6，第 1127册，108－113

因此，“王师出塞”是指宣和元年三月，童贯派遣了西北军队兵分六路围攻西夏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中，熙河经略

使刘法率军往统安城(今青海互助县境)方向进兵，张俣所在的鄜延路军队与环庆路、河东路军队协同进攻“齐吉克台”和“沁

布班堆”两地。但刘法所率军队在统安城战败，西夏军队趁机再次围困了震武军(今青海门源县境)，导致此次兵分六路围攻西

夏的军事行动受挫。随后四月，童贯又命鄜延、环庆两路兵马战败西夏军队。六月，西夏派遣使者与宋廷和谈，宋徽宗便下诏

令童贯罢兵。《定功继伐碑》是王安中为宋徽宗颂扬功绩所作，虽于刘法战死并导致围攻行动受挫一事未予记述，但对于当时

战争的整体局势却有较完整的呈现。至此，北宋与西夏之间的战事已基本告停，此后在宋廷靖康之变南迁之前与西夏无较大战

事发生。

张俣一生的军旅生涯在墓志中的记述可分为四个阶段，隶属鄜延路经略使司参与西夏作战是第一阶段。此时北宋政权也将

对外的焦点转向了北方的燕云之地，与金订立“海上之盟”，约定共同出兵夹攻辽国，意图收复燕云等地。这一点在下文中也

得以体现。

“平燕之后，选戍燕山府”至“从经略司勤王”:是墓志所记张俣一生军旅生涯的第二阶段。宋金经过多年的交涉，于宣和

二年(1120)订立“海上之盟”。宣和四年(1122)，宋对辽燕山之役失败，金独力攻取了包括燕京在内的辽全部的五京。宋经过

多次交涉，接受了金的漫天要价后，于宣和五年(1123)收复燕京及其六州，遂改名为燕山府。张俣便是在此时被选擢戍卫燕山

府，护筑蓟州玉田县(今河北玉田)。志文中虽未提及张俣在收复燕京过程中的活动，但当时与金联合攻辽的是由童贯所统领的

“陕西六路汉蕃精兵”
[6]8802

，且在收复燕京后能够选戍燕山府，不难推测张俣是参与了收复燕京的军事行动的。

宣和六年(1124)，河北路及京东路盗匪猖獗，中贵人(即宦官)梁方平受命征讨。据《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载:“(宣

和六年)是岁，河北、山东盗起，命内侍梁方平讨之”
[4]卷 22《徽宗本纪》

，415。燕山府当时隶属于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张俣则隶属于梁

方平所统领的军队。梁方平率军在密州(今山东诸城)被盗匪袭击，张俣独力击毙匪首，大破盗匪，后被提拔四级官阶。

宣和六年(1124)八月，金以归还燕京时所要求的粮草未能给予为由，发兵攻占了蔚州(今河北蔚县)，并于宣和七年(1125)

十月兴兵伐宋，随后再次占领了燕京等地。靖康元年(1126)正月，梁方平所统领的军队溃败于金;二月，梁方平坐失河津被诛杀。

十一月，赵构被拜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后，“尽起河北兵入卫……募兵勤王”
[4]卷 24《高宗本纪》

，440，墓志中云张俣“从经略司勤王”

即是在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时被招募为勤王兵士，受赵构统辖。

“会上龙飞南都”至“诛马进，复江淮”:是张俣军旅生涯的第三阶段。赵构于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引兵从相州(今河北

临漳)抵达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知信德府梁扬祖率领了三千兵马与之汇合
[4]卷 24《高宗本纪》

，441。其中，志文中多次提到的御营统制、

后被追封为“循王”的张俊也在其麾下。张俊(1086－1154 年)于《宋史》有传。靖康二年(1127)五月，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



4

丘市，即志文中所称南都)称帝并改元建炎后，设置了御营司。因拥护赵构称帝，张俊被任命为御营前军统制[4]卷 369《张俊传》，

11470。张俣即是在建炎元年(1127)张俊担任御营统制后被提拔为“准备差使”。

与此同时，江淮等地“群盗蜂起”，张俊受命前去征讨
[4]卷 369《张俊传》

，11470，张俣也随从张俊在陈州(今河南淮阳)、蔡州(今

河南汝南)一带平定盗匪。建炎二年(1128)，张俊升任为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随后受命征讨秀州(今江苏嘉兴)。秀州兵卒徐明

于建炎二年(1128)五月逼迫守臣朱芾去位，迎立赵氏宗室赵叔近管辖秀州，张俊于同年六月带兵抵达秀州杀赵叔近，并将徐明

绑缚后斩杀。张俊是受王渊授意而将赵叔近杀害，并“取周氏(赵叔近妻室)归于(王)渊”。后来，有御史为赵叔近之死鸣冤，

并最终获得平反
[4]卷 247《宗室·赵叔近传》

，8764。因此张俣墓志中未提及赵叔近，仅言及斩徐明之事。

“诛马进，复江淮”事在绍兴元年(1131)。马进是金国将领李成的干将。李成在《金史》卷七九有传，原为北宋官员，靖

康之变后聚众叛乱，于绍兴元年正月占据了江淮湖湘等地十余郡，南宋朝廷命张俊为招讨使、岳飞为副招讨使前去讨伐。该年

三月，张俊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大败马进;五月，又在蕲州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大败李成军队，马进溃逃，被追兵所斩杀。随后

岳飞招降了其余叛军，江淮悉平。张俣在这一阶段中一直跟随张俊征战南北，在战斗中突显出了有勇有谋的军事素质，为其后

期在地方任职奠定了基础。

“差秦州兵马监押”至“迁成都府路兵马钤辖，未赴，卒，累官武功大夫”:则是张俣军旅生涯的最后一阶段。张俣升任秦

州兵马监押、本路(即秦凤路)经制司准备差使、御营前军准备将领等职位，这与在绍兴二年(1132)被拜为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

的张俊有很大关系，而张俊即为秦州人氏。张俣实际是被派遣主管龙州(今四川江油)涪水关的防务，但有朝中大臣认为张俣的

才干足以担任州府长官，便改任南平军(今重庆南川)知军。张俣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先后转任珍州(今贵州正安)、威州(今四川

理县境，未赴任)、黔州(今重庆彭水)、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任职，在永康军任职期间因父丁忧而离职。按:宋代官员为父母

丁忧守制之期为三年，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如在川峡、广南、褔建路任职的官员，丁忧期间则不得离任"4#卷 125《礼

志》，2922，这便是志文中所谓的“边制”。因此张俣为父丁忧须上奏并得到朝廷应许。丁忧期满后，张俣又被调任成都府路

兵马钤辖，但未及赴任便去世，安葬在南平军隆化县(今重庆南川)流金乡(今重庆南川区隆化镇)。张俣的三个儿子，张璘、张

瑮均为承节郎，为武阶官，张琄则受“循王”张俊之恩补为登仕郎，为文阶官;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右迪功郎赵筑，次女早亡。

张俣与“循王”张俊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密，二人经历有颇多相同之处，张俊在“通显”以后也一直想要拔擢张俣，但张俣则因

“时有所不恤”而“贾怨”，招致他人的不满，只能在川峡之地任职终老。

张俣之子张璘、张瑮、张琄，女婿赵筑均未见于史料记载，墓志可补史志之缺。

三、墓志撰写者考释

“左迪功郎权夔州路提点刑狱司干办公事刘望之撰”，为张俣墓志撰文的是夔州路提点刑狱司的刘望之，南平军隶属于夔

州路。现存关于刘望之事迹的宋代文献记载主要有二条。《桯史》卷五:

绍兴己未，金人归我侵疆……后二年，和议成，秦桧惧当制者之不能说虏也……蜀士刘望之作诗曰:“一纸盟书换战尘，万

方呼舞却沾巾。崇陵访沈空遗恨，郢国怜怀尚有人。收拾金缯烦庙算，安排钟鼎诵宗臣。小儒何敢知机事，终望君王赦奉春。”

时语禁未大严，无以为风者。望之有集自号《观堂》，它书多谄秦，所谓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7]卷 5《刘观堂读赦诗》，

51。

绍兴己未即绍兴九年(1139)，后二年，即绍兴十一年(1141)，秦桧力主的第二次宋金和议成功。刘望之所作诗词文章中大

有谄媚秦桧之意，可以看出，刘望之认同和议政策，不主张对金作战。

《南宋馆阁录》卷八“正字”条目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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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望之，字彝叔，泸州人，陈诚之榜同进士出身，治诗赋。(绍兴)二十八年正月除，(绍兴)二十九年七月致仕。
[8]卷 8，122

陈诚之是绍兴十二年(1142)状元，刘望之与陈诚之同榜进士。绍兴二十八年(1158)正月任秘书省正字，绍兴二十九年(1159)

七月致仕。清雍正《四川通志》:“宋刘望之，字叔仪，合江人，绍兴间进士。宰臣沈该荐为学官，迁秘书省正字。著有《观堂

集》。”
[9]卷 9，第 559 册，397

这一说法的依据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六，文云:“左文林郎达州州学教授刘望之行国子正。

望之，成都人。宰臣沈该荐其才，乃有是命。”
[10]卷 176

绍兴二十七年四月丁酉条，3378 称刘望之为成都人，当误。达州，宋时隶

夔州路。所谓行国子正，即是《四川通志》所称的学官。沈该，字守约，湖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重和元年(1118)进士，

绍兴二十六年(1156)拜为宰臣，绍兴二十九年(1159)“以贪冒”而被罢。关于沈该生平的史籍资料记载较为缺乏，虽官居宰臣，

却在《宋史》中没有专门立传、地方志中也鲜有载籍
[11]

。依据王明《杜充、沈该与宋高宗———兼论宋高宗的用人与施政》、

高睿《沈该易学研究》等文章对其生平的梳理，沈该因支持议和而得到宋高宗、秦桧的重用，进入中央后却受到秦桧排挤而外

放，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八月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任夔州(今重庆奉节)知府三年四个月，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秦桧

去世后平反重回中央并任参知政事。刘望之为张俣墓志撰文时任职夔州路提点刑狱司，与沈该为同僚。通过以上的资料，我们

可以大致勾勒出墓志撰文者刘望之的简历:

刘望之，字叔仪(或作彝叔)，四川泸州合江县人，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中进士前便认同秦桧的与金和议政策。绍兴二

十五年(1155)左迪功郎，任职于夔州路提点刑狱司，此时与同样主张和议政策的沈该为同僚。绍兴二十八年(1158)沈该为参知

政事后，提拔刘望之为秘书省正字。受绍兴二十九年(1159)六月宰相沈该“以贪冒”被罢的影响，刘望之于同年七月致仕。著

有《观堂集》，已佚，仅有多首诗词留存。

“左朝散郎直敷文阁添差两浙西路安抚司参议官赐紫金鱼袋张宗元书并篆”，为张俣墓志书篆的是两浙西路安抚司参议官

张宗元。据《宋会要辑稿》礼五二之一六载:“(绍兴)二十一年十月八日，(高宗)车驾诣景灵宫，朝献礼毕，幸太傅、清河郡王

张俊第。制以俊为太师……侄子仪、子安、子文，侄孙宗元、宗弼、宗亮、宗说、宗益、宗颖各转两官。”
[6]1927

张宗元为张俊的

侄孙，当误。曾维刚《〈宋会要辑稿〉张宗元资料辨误》一文，结合了周麟之《张循王神道碑》《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陆

游《渭南文集》中《承议张君墓志铭》、周密《武林旧事》中《高宗幸张府节次略》等文献资料进行过翔实的考证，认为张宗

元实为“循王”张俊的嫡孙，是宋代西秦成纪(今甘肃天水)张氏家族由武功转向文阶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12]
。现结合上述史料对

张宗元的简历加以梳理:

张宗元，字会卿，小名越哥，小字禹孙。《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中云张宗元于绍兴十八年“年十八”时考中进士。绍兴

十八年为 1148 年，可知其生于绍兴元年，即 1131 年。张氏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第四甲，授右宣义郎、直敷文阁
[13]第 448 册，381－382

;

绍兴二十一年(1151)赐紫金鱼袋
[14]卷 9，第 590 册，272－281

;绍兴二十五年(1155)前后，任两浙西路安抚司参议官;绍兴二十八年(1158)前后，

为尚书驾部郎中
[15]卷 23，第 1142 册，178－183

;官至通议大夫，敷文阁待制，赠少师
[16]卷 36《承议张君墓志铭》，第 1163 册，587－588

;卒年不详，但据《渭南文集》

卷三十六《承议张君墓志铭》可推断他卒于庆元三年(1197)之前。其曾祖父为张密，赠太师，进封越国公;祖父张俊，追封循王;

父张子厚，赠少傅;外祖父母为萧氏;婚娶刘氏
[13]第 448 册，381－382

;子女数不详，其中一子为张錤，字深父，庆元三年(1197)三十八岁

时病逝，葬于临安府西湖佛首山，官至承议郎
[16]卷 36《承议张君墓志铭》，第 1163册，587－588

。

为张俣刊刻墓志的何谊史籍未见记载。

四、结语

宋代靖康之变前后的社会变迁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随着近年来南方地区大量宋代墓葬的考古发现和发掘资料的

发表，再结合史料文献进行研究，拓展和加深了南方宋代墓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为“北人南迁”引发的政治、文化、经济

重心南移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本篇墓志也是宋代社会变迁的材料。通过细读本篇墓志，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注

意:其一，从张俣的军旅生涯来看，他随军参与了对西夏、辽、金及南迁后内乱平定等战斗，属于“陕西六路汉蕃精兵”，也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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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渡江后名将皆西北人”
[17]乙集卷 12，687

历史背景下的一员，说明宋廷的主力军队多为北方将士，并在靖康之变后随侍南迁。其二，

张俣甫任南平军知军后，其家属也随他定居在南平军，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军人家属随军“南迁”是当时历史环境下的一种

迁徙途径和方式。其三，为张俣撰写，书篆墓志的刘望之、张宗元，与张俊的关系密切，二人均有与金和议的政治倾向就不难

理解，因为张俊也是主和议的，他们难免不受其思想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张俣墓志可补充《宋史》传记之不足，丰富两宋之际的军事史、移民史，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两宋之际

的社会背景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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