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幽州节度使刘济及墓葬 

赵润东 

古镇长沟，名扬京畿，自古以来，“青山叠翠，绿水环流”，商贾云集，资源丰

富，古迹较多，历史悠久。2013 年 6 月 22 日上午，北京市文物局、市文物研

究所、房山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委员会与北京电视台《这里是北京》栏目合作，

就该镇坟庄村发现的唐代大墓墓志开启进行了现场直播。节目播出之后，引起

社会公众极大关注和兴趣。2014 年 1 月 4 日上午，北京电视台又作了现场直播。

结合史志及诸位考古专家论证，现归纳整理成篇，以求方家指正。 

一 

长沟镇位于房山城西南 16 公里，距北京城区 56 公里。刘济墓位于该镇坟

庄村西北的一座小土包上。多年来，坟庄村的来历以及坟中所葬的历代人物始

终是个谜。近期发现的唐代大墓引起了专家学者和人们的极大兴趣。 

所谓坟庄，是指墓葬群落之地。据《房山区地名志》载“明以前成村。因此

地多达官显贵的坟墓，尤以西冈上鞑靼坟为最，护坟人居此，渐成村落，初名‘坟

冢’，亦为‘坟中’，后演变成今名。”由此可知，坟庄一带自古至今埋葬着不少达官

显贵。 

长沟古镇，历史悠久。追溯其所属沿革，则沧桑历尽，源远流长。由于占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此地东西交汇，南北贯通，商贾云集，贸易繁荣。

也正是因为如此，历来被誉为京郊鱼米之乡，且自古以来又是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前 206 年，刘邦即帝位，建立汉朝，推行郡、国并实行郡、县二级政权制，

在秦郡县基础上更为增多，将秦之广阳郡的蓟城及其以南包括大兴全境建立广

阳国，其余以涿县城关为治所建立了涿郡，涿郡属幽州，辖良乡、西乡等 29 个

县（包括侯国），其中西乡侯国，又称西乡县，即现在的长沟镇，也就是人们所

说的汉高祖刘邦封二十九县之一的西乡县。又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乡，

侯国。莽曰移风。”《汉书·王子侯表》记，西汉末，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 44 年）

封“广阳顷子”（即今良乡东广阳城附近）刘建之子刘容为西乡顷侯，封广阳王子

刘发为阳乡侯。西乡侯国辖地为涿郡，北境包括今房山区大部地置，其都邑即

今长沟古城。 

西乡县一直隶属范阳、幽州。由于历史变迁，称谓又多有改变。如范阳郡，

是中国古代的地名和行政区划名。范阳在历史上所辖区域多有变动，约在今北

京市和河北省保定市北部。从唐大历四年（769 年）起，所谓“范阳”则仅限于涿



州范阳县，为涿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涿州市。而广义上的范阳有时和幽州通用。

范阳故城于秦代建成，在今河北省定兴县南 20 公里的固城镇。 

西乡古城，位于今长沟村东 250 米处。现在古城遗址仍较清晰。经专家勘

察，该城呈方形，每面长约 500 米，城址地势较高，周围地势较低。墙体最高

为 5 米，厚度 25.6 米。古城遗址曾出土大量汉代陶器残片。可想当年西乡古城

兴旺之盛况。这座古城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是北京通往涿郡、易州的交通要

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到了东汉时期，王莽建国元年（公元 9 年）改涿郡

为垣翰。东汉建元五年（公元 25 年），复为涿郡，西乡侯国废置并人涿郡，涿

仍属幽。《方舆纪要》记载：“西乡废县在州（涿州）西北二十里，汉置属涿郡，

后汉省，或谓之都乡城。”又有《日下旧闻考》记：“西乡废县在州西二十里，长沟

村北有城遗址，土人呼为古城或即其地。”西乡县几易变迁，西汉置而东汉废。“（武

帝子）济阳怀王弦，建安十六年（公元 211 年）封西乡侯。”（《三国志·济怀王弦

传》）据此，涿郡之西乡侯国曹魏时又复置。“唐代侨置慎州及降龙县、黎州及黎

县于此。”“而置长沟镇始见于清代与民国年间。（见《房山地名志》）宋金时期，北

京改为中都，涿州为中都路所属，领范阳、固安、新城、定兴、奉先（今房山）

等五县，元中统四年（公元 1263 年）涿州仍领范阳、房山二县。明洪武初（公

元 1368 年）废范阳县并人涿州，涿州只领房山一县。至清雍正六年（公元 1728

年），因房山直隶顺天府，涿州不在领县。自此，长沟隶属房山县而不受涿州所

辖。 

唐幽州范阳郡，本涿郡，天宝元年（742 年）改置。治蓟县（今北京市城

西南）。又为方镇名，本为幽州节度使，天宝元年亦改为范阳。宝应元年（762

年）改幽州节度使，并兼卢龙节度使。又幽州本有范阳县（原涿县，唐改）。大

历四年（769 年），与固安等县从幽州析出，置涿州，以范阳县为治所。范阳县、

范阳郡、范阳国、涿郡、涿州等等，历史上此地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从以上资料看，涿郡也好涿州也罢，包含了北京南部、河北涿州市、河北

省定兴县等地，隋大业三年幽州改称涿郡后，地盘又包括了：北京市房山区良

乡镇、北京城西南、河北省涿州市、天津武清、昌平、河北涿鹿西南、北京市

通州区等地。 

所谓节度使，意为节制调度。唐朝武官的一种，主要掌首军事、防御外敌，

开始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也开始过问民政，同时独揽民权、军权、

财权。唐代节度使渊源于魏晋以来的持节都督。持节都督出征时是一军统帅，

屯驻时是军区首脑，对所统将领及州郡长吏都有节制以至生杀之权。范阳节度

使，又称卢龙节度使、幽州节度使，是唐朝在今河北地区设置的节度使，天宝

十节度使之一。唐朝后期节度使势力大大加强，常常会叛离朝廷，成为朝廷的

心腹大患。唐幽州节度使安禄山与史思明的叛乱便可见其权力之甚。 

安史乱起，唐廷为了平叛，内地也相继设置节镇，增至二十余道，不置节

度使处亦置防御使,防御使不赐旌节,多以采访使兼领。其后，采访使改名观察使，

例兼都团练使或都防御使，兼理军民，成为地位略低于节度使的地方军政长官。



节度使的僚佐有副使、支使、行军司马、判官、推官等，将校有押衙、虞侯、

兵马使等。由于观察使是采访使的改名,故唐代后期节度使例兼所在道的观察使。 

据史料记载，唐玄宗先天二年（713 年）设置幽州节度使，负责防御奚、

契丹，治幽州（范阳郡，今北京）首府，统辖幽州（治今北京），蓟州（治今天

津蓟县）、妫州（治今河北怀来）、檀州（治今北京密云）、易州（治今河北易县）、

定州（治今河北定州）、恒州（治今河北正定）、冀州、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北）、

（沧州治今河北沧州）等 9 州。天宝元年（742 年），改为范阳节度使。安禄山

以范阳、河东、平卢为根据地，发动叛乱，建立大燕，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

乱结束后，改为幽州节度使，因领卢龙军，又称卢龙节度使。 

二 

刘济（公元 757——810 年），字济之，幽州（今北京）人，生于唐至德二

年（公元 757 年）。在唐德宗、顺宗和宪宗时，出任幽州卢龙节度使。按族谱考

证，刘济为蜀汉昭烈皇帝二十一代孙。 

刘济出生在 757 年，正处在“安史之乱”时期，其父刘怦。当时，范阳被叛军

燕军占领，随后又被唐肃宗收复。763 年，燕军败亡，范阳改名为卢龙，名义

上虽然归属了朝廷，而实际是先后被李怀仙、朱希彩割据。到了 772 年，朱希

彩被杀，刘怦的表弟朱泚取而代之，刘怦先后在朱泚和其弟朱滔帐下效力。785

年，朱滔去世，刘怦继任。刘济是刘怦的长子，还有两个弟弟，即刘澭和刘源。

刘济年轻时曾去长安，通过殿试，后士及第。之后，在父亲刘怦手下曾任幽州

参军事、范阳令。兴元初任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刺史。当年，刘怦病倒，在

他身边的刘澭很快从莫州召回刘济，支持他继任。在位的唐德宗任刘济为留后。

不久，刘怦病世，刘济便继任了幽州节度使。 

当时，正是藩镇割据的时期，唐王朝失控且难驾驭全国局面。身为幽州节

度使的刘济，尊重朝廷，经常纳贡，毫无诸藩镇军帅恃权、骄横不法之劣迹。

同时加强边防力量，以抗击不时前来侵扰的少数民族武装。因此受到唐德宗的

信任和重用，被授以兵部尚书的荣誉职位。但不久，刘济就卷入和弟弟刘澭的

争执之中。原因是，刘济刚继任时，任刘澭为瀛州（在今河北河间）刺史，并

许诺以他为继承人，但很快又任长子刘绲为幽州副节度使，显然是要让刘绲接

班。792 年，心怀不满的刘澭向德宗表示臣服，并贡献兵员协助长安西面对吐

蕃的冬季防务。刘济得知消息十分生气，于是攻打刘澭。794 年，刘澭不敌，

弃瀛州，率所部军民向西逃到朝廷控制区。796 年，大批节度使被授予荣衔，

刘济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宰相荣衔。800 年，时任涿州（在今河北保定）

刺史的刘源也出来反抗哥哥刘济的命令，后被刘济击败俘虏，并送往长安。唐

德宗给刘源封了个小官，让他留在长安。806 年，唐宪宗在位，刘济被授予更

高的宰相荣衔——侍中。807 年，刘济和邻镇成德节度使王士真、义武（首府

在保定）节度使张茂昭发生冲突，宪宗派给事中房式前往调停。 809 年，王士



真去世，宪宗起初并不想遵循德宗先例由其子王承宗继任，直到王承宗许诺将

成德镇的两个州府归还朝廷。但王承宗食言，宪宗于是讨伐成德。刘济派到魏

博（在今河北邯郸）的使者谭忠成功说服当地节度使田季安不参与此事，随后

又说服刘济本人攻打成德，指出如果刘济不出兵，宪宗会认为他是王承宗的同

谋。810 年春，刘济率本部攻打成德，打下许多城镇。宪宗又授予他中书令的

宰相荣衔。  

刘济让次子刘总随征，刘绲在首府留守。当刘济到饶阳（在今河北衡水）

时，病倒了。刘总和张玘、成国宝合谋，矫诏称宪宗不满刘济缺乏进展，要用

刘绲取代他。刘济震怒，处决了几十个和刘绲相好的军官，召刘绲前来。刘总

在酒里下毒，毒杀刘济，又假借刘济之命杖杀刘绲，控制了卢龙镇和军队。宪

宗赠刘济太师，谥“庄武”。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说: 当时北京地区有刘、韩、马、赵四大家族。

从唐至金，刘氏在北京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前后约有 400 年，刘济和他的

父亲刘怦、儿子刘总三代均是幽州卢龙节度使。关于刘济的死，北京市石刻艺

术博物馆研究员吴梦麟透露，会武功的刘济是被儿子刘总毒死的。当时刘济病

倒，二儿子刘总密谋夺权，便派入假装朝廷使者散布谣言，说朝廷认为刘济延

误军机，废除节度使一职，让长子刘绲接任。病中的刘济听说此事，绝食明志，

后因口渴喝水，刘总暗中向水中投毒，使 53 岁的刘济中毒而死。不明情形的刘

绲遵照父命前往安平，刘总假以父命半路杖杀其兄，自统军务。 

杀父夺权也成为张夫人墓志比刘济豪华的解读之一。在这座合葬墓中，刘

济妻子张夫人的墓志雕刻精美，阴刻描金篆书，创斜刹浮雕彩绘十二生肖图已

间以浮雕、彩绘牡丹花图案。比起夫人墓志的豪华，刘济的墓志却很简单。男

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墓志级别女强男弱令人费解。对此，吴梦麟认为，或许正

因为刘总弑父后做贼心虚，急忙下葬父亲所致，张夫人因比刘济晚死，儿子为

了尽孝进行了精心准备。 

三 

刘济墓背靠上方山，濒临拒马河，背山面水，凿山为穴。墓葬规模较大、

形制特殊，在北京如此大规模的唐代墓葬发现极少。墓葬中出土的大型彩绘浮

雕十二生肖描金墓志异常珍贵，在目前发现的唐代墓志中，全国也没有能与之

匹配者，实属罕见。墓葬中出土的彩绘须弥座石质棺床、彩绘石俑，也都十分

珍贵。 

大墓长近 40 米、深 5 米，由墓道、墓门、前庭、前甬道、耳室、壁龛、主

室、侧室、后甬道及后室等组成，全长 34 米。墓道残长 10 多米，斜度较大，

呈现唐后期墓葬的特征。 

顺着墓道斜坡而下。两侧壁表面用白灰泥抹面，上绘壁画。墓道尽头是墓

门，上部损毁严重，仅剩两侧外部墙体。进了墓门，前庭两侧各有一长方形耳



室，用来放置随葬品。随葬品大多已被盗掘，仅残存铜饰件、动物骨骼、木板

灰等遗物。再进深，经过前甬道北端，东西各有一个壁龛。前甬道北部尽头是

主室大门，仅存石质门槛、门砧和东侧立柱。墓葬遭到多次盗掘。据工作人员

透露：墓葬最早的盗洞大约是金代甚至更早时候。凡乎处处有破损。市文物局

提供的材料显示，墓门上部损毁严重，仅余两侧外部墙体。从砖墙立面上可看

出仿木构做法，上有彩绘，推断此处原有砖砌仿木构门楼式墓门存在，整体结

构，已不详，只是原有木门已被毁。墓门处用砖封堵，封门砖为南北并列三排“人”

字形砌筑，上部被盗掘。墓门北侧为前庭，上部的陪葬品也不能幸免。在东、

西耳室均放置随葬品，原有木箱、食盒等，已被盗掘，现仅残存铜饰件、动物

骨骼、木板灰等。 

主室发现的须弥座式石棺床保存完整，有大量浮雕彩绘金刚、瑞兽图案，

制作精美，在我国同类型考古遗迹中罕见。主室位于墓葬的中北部，平面似椭

圆，上部被毁，顶已无存，从墙体砖砌筑形式判断，原主室顶部应为穹窿顶结

构。壁面均抹白灰，绘有壁画，为红、黑、黄、绿等多种颜色绘制的人物及花

卉图案。 

在主室的北部中央放置有石棺床，棺床上原放置有石椁木棺，也颇为引人

关注。石棺床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由 6 层石条拼合砌筑而成。每层形式各

异，或浮雕金刚脸及瑞兽造型，或彩绘莲花及牡丹图案形象。第一层雕刻的是

金刚面部，既有人面，也有兽面，有的膛目，有的含笑；第二层雕刻的是祥云

纹；第三层是颇具唐风的牡丹花纹饰；第四层是瑞兽；第五层是彩绘牡丹；第

六层又是祥云纹。第五层和第六层有些地方描绘了墨线，并未完成浮雕。专家

推测，这可能跟当时下葬匆促，没来得及完成石棺床的制作有关。专家介绍，

这一多达 6 层棺床较为罕见，即便是明清时期的帝陵，棺床也只有 1 层砖石。

唐代对官员的墓葬规制有严格规定，僭越使用是大罪。身为正三品以上官员的

刘济的这座 6 层结构汉白玉石棺床虽然罕见，但并不违规。石棺床造型类似佛

教的须弥座，这佐证了刘济信佛。云居寺内就收藏有刘济捐资雕刻的石经。 

主室被破坏严重，随葬品仅有部分残留。石椁已毁，现仅余部分石构件。

东南侧还有石质长明灯 1 盏。 

刘公墓志发现于前甬道北侧隔墙和主室门之间。盖顶部阴刻有“唐故幽州卢

龙节度观察等使中书令赠太师刘公墓志之铭”，6 行，24 字，篆书。志盖表面装

饰精美，四刹阴刻文吏怀抱十二生肖形象，四角阴刻牡丹花图案。志石与盖相

扣，长方形，四边立面阴线刻画卷叶牡丹纹样。考古专家就是根据这行文字，

在《全唐文》里边找到了这座古墓的完整墓志记载，从而揭开了墓主人的身份

之谜。 

与大墓同时开启的另一墓志为刘济夫人张氏。墓志盖上镌刻描金篆书“唐故

蓟国太夫人赠燕国太夫人清河御夫人祔志銘”。该墓志装饰精美，四刹浮雕文吏

怀抱十二生肖造型，间以浮雕彩绘牡丹花图案。据专家介绍，其中“祔”字说明这

不是唯一的墓主人，应该是后葬进来的。 



刘公夫人墓志保存情况稍差，志盖一角有磕碰缺损。刘公夫人墓志位于刘

公墓志外侧，证明其死亡时间晚于她的丈夫。其表面装饰精美，四刹浮雕文吏

怀抱十二生肖造型，间以浮雕彩绘牡丹花图案。志石为正方形，四边立面阴线

刻画卷叶牡丹纹样。边长 163 厘米，边厚 8.5 厘米，顶厚约 15 厘米。志盖呈盝

顶式，阴刻描金篆书 21 字。志石为正方形，四边立面阴线刻画卷叶牡丹纹样。

志石铭文为墓主人生平、家世的介绍以及时人对其的评价。 

石棺床类似棺材的造型，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由 6 层石条拼合砌筑而

成。每层形式各异，或浮雕金刚脸及瑞兽造型。或彩绘莲花及牡丹图案形象。

石椁已毁，现仅余部分石构件。其中南侧立板造型最为精美，中部雕刻有仿木

构假门，浮雕出门框匡、门簪、门扇及乳钉、门锁等形象，并施以彩绘。 

墓葬壁画内容主要包括乐舞表演、家居生活、彩绘建筑、丫侍女、动物、

植物等，描绘了当时的生活习俗、服饰特色、娱乐方式与建筑风格等，是研究

北京地区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贵族生活和精神追求的重要资料。 

据史书记载，刘济不但武艺高强，英勇善战，还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他在

任期间，曾在幽州设置州学，大力发展儒学教育。他还是一个虔心佛事的佛教

徒。如舍宅建寺，将当年宣武区白纸坊的旧邸改建成崇效寺。从唐贞元年间至

元和四年间，在云居寺镌刻《大般若经》580 余卷，并且撰写《涿鹿石经山堂

记碑》，记述刻经及运至石经山封存洞中过程。由此可见，刘济应该称作是唐代

幽州一位开明勤政的高级地方官，他对地区的政治稳定，文化发展都曾做出过

贡献。 

刘济墓志盖顶部阴刻篆书“唐故幽州卢龙节度使观察等使中书令赠太师刘公

墓志之铭”。铭文第一行为“开国男归登书并撰额”。据史书记载，“归登”为当朝工部

尚书，擅长多种字体。“开国男”是归登的爵位。墓志上还刻有“权德舆奉”等字样，

权德舆（字载之）即当朝宰相，当时的文坛泰斗，著有《权载之文集》，人们熟

知的柳宗元、刘禹锡皆出自其门下。从上面文字可以得知，工部尚书归登书并

撰额、宰相权德舆奉诏为刘济撰文，可见皇帝对刘济的恩崇之盛。 

然而，墓志文上为何只有权德舆撰文而不见归登书丹的记载？据河北省社

会科学院副院长孙继民解释，“在唐代，体例完备的墓志铭一般标注有撰著人、书

丹人和镌刻人。其形成过程通常先是撰著人根据志主的有关材料撰成文稿，然

后是书丹人将撰毕的文稿用朱砂誊抄于志石之上，最后由镌刻人依据书丹人的

笔画刻字成铭。因此，出土的刘济墓志应是权德舆撰文在先，归登书丹篆额在

后，史籍所载的刘济墓志文不见书丹人归登也顺理成章。”（《中国文化报》2013

年 8 月 15 日） 

那么，关于刘济的下葬时间，《全唐书）的记载和《权载之文集》的记载有

所出入，一说为“冬十一月”，一说为“冬十月”。而出土墓志镌刻为“冬十一月”。由

此可以确认，农历七月刘济去世，十一月下葬。为什么间隔三四个月时间呢？

其原因主要为墓穴选址与建筑时间所致。从刘济墓精美棺床来看，第一层和中

间部分为精美浮雕，而其他四层只有墨线和彩绘线条，没有雕刻。说明由于时



间仓促而导致墓穴建筑不到位。 

关于刘济的死，能够引起朝廷的重视，并且命工部尚书归登书丹撰额、宰

相权德舆撰文，规格为何如此之高？据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文博专家

吴梦麟介绍，“根据历史记载，刘济武功极高，一生南征北战，可谓唐代晚期一位

难得的武将。”“刘济坐镇幽州二十余载，死后朝廷命宰相权德舆为其撰写墓志。”

由此可以看出，刘济生前执政还是深得朝廷赞赏和认可的，否则，恩宠怎能如

此之盛？ 

而对于人们好奇的六进墓室的最后一间为何会有 6 枚金代大定通宝，专家

推测这可能是金代盗墓者所留，也可能是金代刘济墓重修时所留。河北省社会

科学院副院长孙继民则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即刘济墓为金代迁葬。他说刘济的

父亲“刘怦始葬地在南苑，而刘济墓在房山，两地相隔几十里。是什么原因造成

父子两人葬地如此遥远?是父子二人本来各葬一方，还是父子二人始葬南苑，金

代时一起迁葬于今长沟镇的坟庄?”而如果是迁葬，他推测，长沟镇坟庄一带就不

应只有刘济墓。 

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济墓发掘工程负责人程利介绍，历史

上关于刘济生平的描述，主要记载史料为刘济在世时的宰相权载之编写的《权

载之文集》及后世编纂的《全唐文》，而刘济志文的解读为史料的补充修正提供

了重要参考。事实也证明，将 3 份史料对比。墓志文的发现更客观地还原了刘

济的真实职位及历史事迹。志文与《全唐文》和《权载之文集》比照，在字数、

字的写法等方面出现了很多有趣之处。刘济墓志石刻有楷书志文 1543 字，其中

正文 1392 字，比《权载之文集》和《全唐文》中的“刘公墓志铭”记载的文字都

多。另外，刘济墓志上记载“公姓刘氏，讳济，字济”，而在权载之文集）和《全

唐文》中，刘济的字均被记录为“字济之”。墓志上的记载却《新唐书）一致，故

初步考证刘济的表字应为“济”。 

 

附： 

小西天石经堂记  唐人  刘济 

我唐十有一叶圣皇帝继明昭宣光被四海彝夏作又神人以和迨今已丑岁凡五

祀矣方隅守臣乐其天地大德罔知攸报济封内涿州有涿鹿山石经堂者始自北齐至

隋沙门静琬亲层峰灵迹因发愿造十二部石经国朝贞观五年涅般经成其夜山吼三

声，生香树三十余，本月暴水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构成云居寺焉。暨天宝

开元圣文神武皇帝第八妹金仙公主特加崇饬迩之人增之如蚁术焉，有为之功莫

此，而大济遂以俸钱奉为圣上，刊造大般若经以今年四月功就，亲自率励与道

俗齐集于石经峰下，忭等香积而香云媛空会同华严，而珠雨满地，金篆玉版灿

如龙宫，神光赫赫，宇宙金色焉。于是一口作念万人齐力，岩壑动，鸾凤舞。。。。

摇之以跻乎？上方缄于石堂，必使劫火烧而弥固，桑田变而不易或祝兹圣寿寿

愿，高于崇山峻岭。缄彼石经经愿延于沙界鸿祚。万福与天，无垠圣寿无疆明

矣。幕府众君子同称赞之。 



 

赵润东：区政协副主席、区文委调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