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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都城，最主要的功能是王朝的政治中心，隋唐时期的长安、洛阳亦不例外。正如隋文帝营

建大兴城（即后来的唐长安城）时所称，“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向”，于“川原秀丽，卉物滋阜”的龙首原

营建都城，目的在于“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
‹1›
。都城内人物宅邸的安置、居住里坊的选择，自然

也有政治上的考虑。唐中宗复位，还都长安，武氏主要成员、韦氏部分成员居住在宫城以西诸坊，李氏

诸王居住在宫城以东诸坊
‹2›
。相较于亲王、公主等宅邸的研究，李唐建国元从功臣及其后裔在长安、洛阳

两京宅邸的情况，却较少梳理。下文拟先对唐开国元从功臣及其后裔在洛阳宅邸的情况进行初步研究，

以期了解元从功臣及其后裔在东都洛阳城内的居住生活情况，为后续开国元从功臣长安宅邸等相关研究

提供参照。

在进行研究之前，需对开国元从功臣的范围加以界定。因多是依据出土墓志得知开国元从功臣宅

邸分布情况，为尽可能客观反映实际情况，在此将开国元从功臣范围加以扩大，除太原元从、武德功臣

外，隋唐之际参与李唐建国者均包含在内。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朝隋唐五代墓葬出土神煞俑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20CKG025）、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
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隋唐洛阳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项目编号：LSYZD21019）的阶段性成果。

‹1›   《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7页。

‹2›   孙英刚《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3－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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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内容提要  唐开国元从功臣及其后裔的洛阳宅邸，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趋势，即漕渠以

北的洛北里坊区、以洛阳南市为中心的里坊区、以定鼎门大街北部为中心的里坊区。基

于军事、政治、防洪的要求和隋代以来洛阳营建的影响，洛北里坊区是开国元从功臣首

先选择的区域。因唐太宗对洛阳地区的经营，居住在洛北里坊区的元从功臣，多与其有

密切联系。王朝稳定之后，以定鼎门大街北部为中心的里坊区，因进入皇城宫城之便利，

遂成为高层文武官员优先选择的区域。而洛北里坊安置开国元从功臣的传统一旦形成，

在玄宗时代的唐元功臣身上再次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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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国功臣及其后裔洛阳宅邸的分布情况一  开国功臣及其后裔洛阳宅邸的分布情况

隋唐洛阳城以洛水为界，分洛北、洛南里坊区。开国元从及其后裔宅邸集中分布于洛北地区漕渠（通

济渠）以北里坊。材料所见元从功臣及其后裔宅邸，在洛北里坊者有道政、道光、思恭、归义（弘敬）、修义、

敦厚、景行、丰财、殖业、立行、时邕、德懋、通远、教业等14坊，具体如下：

1. 道政坊1. 道政坊

道政坊内有元从功臣及其后裔崔善福或崔玄藉宅。据“崔韶墓志”可知，崔韶是开国元从、秦王府库

真崔善福之孙，崔玄藉之子，崔韶上元元年（674）卒于道政坊，时年二十五岁
‹1›
，崔韶所居宅邸当为其

父崔玄藉宅邸，玄藉或是继承其父崔善福之宅邸。

2. 道光坊2. 道光坊

道光坊内有元从功臣及其后裔秦琼孙秦佾、秦利见宅。秦佾，曾任潞州司法参军，圣历二年（699）

卒于洛阳道光之里第
‹2›
。秦利见，天册万岁元年（695）辇脚出身，敕授鄢陵县丞，神龙三年（707）卒于道

光坊宅邸
‹3›
。秦佾、秦利见均是秦怀道之子，二人仕宦履历不同，然宅邸均在洛阳道光坊，当是继承其父

（秦怀道）、祖（秦琼）的宅邸。   

3. 思恭坊3. 思恭坊

思恭坊内有元从功臣皇甫璧、冯明达宅。在绛郡鹰扬府任职的皇甫璧，先应义旗，授朝散大夫，后

改授骁骑尉，任河南县洛邑乡乡长，麟德元年（664）终于思恭坊私第
‹4›
。冯明达应响义旗，绩忠幕府，

授朝散大夫，麟德二年卒于河南县思恭坊，同年葬于洛阳北邙
‹5›
。

4. 归义坊（弘敬坊）4. 归义坊（弘敬坊）

归义坊（弘敬坊）内有元从功臣安延宅。安延，“皇运伊始，宣力义旗，授上开府上大将”，贞观十六

年（642）终于私第；安延妻刘氏永徽四年（653）终于弘敬里私第，至少642－653年间，安延及家人居于

弘敬坊的宅邸
‹6›
。

5. 修义坊5. 修义坊

修义坊内有元从功臣后裔王感宅。王感之祖王德，“唐初任相国府朝散大夫，云雷始构，即奉义

‹1›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355－356页。

‹2›   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5部第4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14697－14698页。

‹3›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6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370页。

‹4›   前揭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191－192页。

‹5›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39页。

‹6›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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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王感曾任职通直郎行鸿胪寺掌客，神龙元年终于修义坊私第
‹1›
。

6. 敦厚坊6. 敦厚坊

敦厚坊内有元从功臣及其后裔王孝瑜宅、安度、张彦、段万顷等人的宅邸。晋阳府鹰扬王孝瑜，在

“皇基草昧，发迹汾阳”之时，捐符効命，得授上轻车都尉，永徽六年卒于敦厚坊之第
‹2›
。安度，以起义

之功，得授陪戎副尉之职，后豚迹闾里，不仕王侯，显庆四年（659）卒于敦厚坊之私第
‹3›
。张彦选授秦

府参军，又授南和县令，武德六年终于私第；夫人郭氏，乾封二年（667）终于敦厚坊私第
‹4›
。段万顷祖

段威是皇朝元从银青光禄大夫，段万顷自兵部、吏部主事，迁中书主书，开元十四年（726）卒于敦厚里

舍，其父段彦养高不仕，故段万顷敦厚坊的宅邸极可能继承自段威
‹5›
。

7. 景行坊7. 景行坊

景行坊内有元从功臣元勇、刘辟恶宅。元勇于四郊多垒、皇唐出宸之际，投笔从戎，得授朝散大夫，

后讬质丘园，萧然自得，以永徽六年，终于景行里第
‹6›
。刘辟恶以义宁元年（617）之末，取父荫授左亲

卫，后从秦府经略东都，蒙授仪同，贞观二十二年侍奉太子李治，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病逝之后，高宗

迅速提拔刘辟恶为壮武将军、守右武卫将军，都掌禁兵，是建国元从功臣，亦是高宗从龙功臣，显庆二

年薨于河南县景行坊私第
‹7›
。

8. 丰财坊8. 丰财坊

丰财坊内有元从功臣及其后裔薛收、薛元超宅。薛收是上开府兼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天策上将府

记室、文学馆学士，是秦王府僚佐；薛收之子薛元超在贞观二十一年始事太子李治，是高宗从龙功臣与

亲信之人，光宅元年（684）薨于洛阳丰财里
‹8›
。

9. 殖业坊9. 殖业坊

殖业坊内有元从功臣霍达与夫人徐氏、甘朗宅。霍达“大业中拜建节尉，自义旗爰指，即预元功，授

将仕郎”，贞观二十三年终于殖业坊私第；其夫人徐氏麟德元年终于私第，从贞观二十三年至麟德元年

‹1›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1098－1099页。

‹2›   前揭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133－134页。

‹3›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302－303页。

‹4›   前揭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220页。案，张彦夫人郭氏卒于敦厚坊私第，亦不排除是其子新置宅邸的
可能，但考虑到开国元从宅邸的整体情况，将郭氏所卒宅邸定为张彦以来所居住者。

‹5›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1315页。

‹6›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212页。

‹7›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2－125页。

‹8›   薛元超墓，无正式发掘简报，可参阅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321－322页，墓志录文见周绍良《唐
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78－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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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达与夫人徐氏居住在殖业坊宅邸
‹1›
。甘朗“大业年中，任官军车骑。爰至皇朝龙飞，任左翎卫队正”，

永徽四年，终于殖业坊私第
‹2›
。

10. 立行坊10. 立行坊

立行坊内有元从功臣李护宅。李护在隋季云终，李唐膺录之时，首应旌招，入长安，齐王元吉属为

记室参军，玄武门事变后，李护杖策东游，卜居伊洛，651年终于洛阳立行坊
‹3›
。

11. 时邕坊11. 时邕坊

时邕坊内有元从功臣罗伯、尹达等人的宅邸。罗伯“识天命之归一”，得除右翊卫右监门直长，龙朔

三年（663）以76岁高龄卒于洛阳时邕里
‹4›
。尹达“早从驱策”，太武皇帝龙飞晋野，凤跱秦中，尹达即为侍

从之臣，授朝散大夫行军司马，后志在归田，居于洛阳，贞观二十二年卒于私第；夫人孙氏，咸亨三年

（672）终于时邕里第
‹5›
。从648年至672年，尹达与家人居住在时邕坊的宅邸。

12. 德懋坊12. 德懋坊

德懋坊内有元从功臣李信宅邸。李信任罗川县丞（今甘肃正宁县四郎河中游川区的罗川村），在隋末

群妖竞逐之际，率县向李唐归诚，得授陕东道大行台刑部主事、膳部主事、洛州行参军、宋州司户参军事、

幽州昌平县令、颖州下蔡县令，永徽五年终于德懋坊私第，春秋七十二
‹6›
。

13. 通远坊13. 通远坊

通远坊内有元从功臣及其后裔崔玄藉、高嵘、成恽等人的宅邸。崔善福是建国元从，崔玄藉宅可能继

承其父崔善福
‹7›
。高嵘之祖父高士廉，父高审行。高士廉是太宗长孙皇后之舅，参与玄武门之变，凌烟

阁功臣之一。高嵘为右监门卫中郎将，开元十七年终于洛阳县通远坊私第
‹8›
，高嵘宅邸继承自父（高审

行）、祖（高士廉）。成恽之父成文早逝，祖父成世宽在隋运失纲，唐基创构之际，归附唐廷，参与李唐

建国
‹9›
。

14. 教业坊14. 教业坊

教业坊内有元从功臣王式与夫人孟氏宅。皇建之初，王式功诚先觉，授上骑都尉，后琴书自娱，贞

‹1›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412页。

‹2›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3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353页。

‹3›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85页。

‹4›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69页。

‹5›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549－550页。

‹6›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197－198页。

‹7›   前揭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507－509页。

‹8›   前揭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61页。

‹9›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1000－10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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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二十二年，卒于私第；夫人孟氏仪凤三年（678）卒于洛阳教业里第，同年合葬河南县平乐乡邙山
‹1›
。

以上是洛北里坊区唐开国元从功臣及其后裔宅邸的分布情况。材料所见元从功臣及其后裔宅邸，在

洛河以南地区则有永泰、绥福、嘉善、章善、履信、修业、旌善、惠和、积善、明义（显义）等10坊。

15. 永泰坊15. 永泰坊

永泰坊内有元从功臣后裔李表宅。“国肇之建”，李表之祖李义、父李达“早识未萌，入幕府而有雄

骁，总三军而临将帅”，李表本人弃名宦而不入，伏爱薮泽而玩丘园，乾封三年薨于永泰里私第
‹2›
。

16. 绥福坊16. 绥福坊

绥福坊内有元从功臣蔡君长宅。皇运之始，蔡君长见机先觉，授定州司马，贞观之际，辞老归于田

里，仪凤二年卒于绥福里，春秋九十六岁
‹3›
。

17. 嘉善坊17. 嘉善坊

嘉善坊内有元从功臣斛斯师德宅。隋运将终，斛斯师德深睹天命，归附李唐，授翊麾校尉，贞观年

中迁左翊卫，于贞观廿四年十一月廿三日终于洛阳嘉善里，龙朔元年与夫人韩氏合祔北邙
‹4›
。至少从公

元650至661年，斛斯师德及家人居住于嘉善坊内。

18. 章善坊18. 章善坊

章善坊内有元从功臣罗甑生与夫人康氏宅。罗甑生“起家秦王左右”，得授陪戎副尉，显庆四年终于

私第，夫人康氏仪凤二年终于章善里
‹5›
，至少从659至677年，罗甑生及家人居住于章善坊私第。

19. 履信坊19. 履信坊

履信坊内有元从功臣后裔邢郭宅。隋唐继国，邢郭之祖父刷羽应唐；邢郭高卧不仕，游洛修道，后

版授项城令，卒于履信坊私第，与夫人吕氏合葬于洛阳少室之南
‹6›
。

20. 修业坊20. 修业坊

修业坊内有元从功臣尔朱义琛宅。尔朱义琛在神尧皇帝“龙飞辔野”“草创经天之业”时，攀附克从，

授上骑都尉、蒲州司户参军，后累除祠部员外郎、比部郎中，又授朝议大夫，守赵王（李福）府司马，兼行

秦州都督府司马；无何除许王（李孝）府长史，兼行同州长史。上元三年（676）薨于东都修业坊之私第，

‹1›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639－640页。

‹2›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460页。

‹3›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628页。

‹4›   前揭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282－283页。案：永徽元年正月改元，至此已近一年，斛斯师德卒日仍
写贞观廿四年十一月廿三日，斛斯师德居于洛阳嘉善里，不应是信息延迟或地域闭塞的缘故，待考。

‹5›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662－663页。

‹6›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794－7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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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八十有五
‹1›
。

21. 兴敬坊21. 兴敬坊

兴敬坊内有元从功臣后裔许观宅。许观之祖许文宝，“皇朝启运，授朝议大夫、绛郡通守”；许观本

人先后任澧州司法、邢州司户、益府士曹参军、河南府王屋县令、绵州司马、眉州长史、龙州刺史等职，开元

七年终于河南兴敬里私第
‹2›
。

22. 旌善坊22. 旌善坊

旌善坊内有元从功臣温彦博宅。温彦博，贞观十一年“六月十三日，薨于旌善里第” 
‹3›
。

23. 惠和坊23. 惠和坊

惠和坊内有元从功臣及其后裔安修仁宅
‹4›
。

24. 积善坊24. 积善坊

积善坊内有元从功臣高士廉宅。高士廉宅，后圣历初玄宗兄弟出，玄宗居高氏宅邸
‹5›
。高氏此处宅

邸当是贞观十一年之后所建设的宅邸
‹6›
。

25. 明义坊（显义坊）25. 明义坊（显义坊）

明义坊内有元从功臣张士贵宅。张士贵为太宗心腹，参与讨伐王世充、窦建德等战役，是秦王府右

库真骠骑将军，参与玄武门之变，显庆二年终于河南县显义里第
‹7›
。

以上是洛南里坊区唐开国元从功臣及其后裔宅邸的分布情况。兴敬坊，在洛阳城的位置目前存有争

议，详见后文。

二  开国元从功臣及其后裔洛阳宅邸之研究二  开国元从功臣及其后裔洛阳宅邸之研究

  （一）宅邸分布规律  （一）宅邸分布规律

开国元从功臣及其后裔的宅邸，在洛北、洛南里坊区均有分布。其中洛北里坊区分布更为集中。洛

北里坊30个，其中分布元从功臣及其后裔的宅邸的里坊有14个。元从功臣及其后裔的宅邸总计30座，

洛北里坊区有23座。洛南里坊区，分布元从功臣及其后裔的宅邸的里坊有10个，宅邸总计10座，洛南

‹1›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618－619页。

‹2›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1214－1215页。

‹3›   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04页。

‹4›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最新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2019年，第425页。

‹5›   前揭徐松撰《最新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497页。

‹6›   季爱民《唐高宗经营东都始末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第113－123页。

‹7›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263－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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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坊区分布的元从功

臣及其后裔的宅邸目

前虽然仅见10座，

但呈现相对集中分布

的趋势，即以洛阳南

市为中心，沿建春门

大街两侧分布；分布

于洛河以南、定鼎门

大街北部，沿定鼎

门大街两侧分布〔图

一〕。

相对于洛河以南

地区来说，元从功臣

及其后裔更倾向于洛

河以北里坊地区居

住。在隋唐洛阳皇

城、宫城居于东北，

西、北有禁苑防护，

南侧有洛河防卫的情

况下，元从功臣及其

后裔，作为李唐王朝

的新贵与信赖的政治

力量，其宅邸的选择

首先考虑的应是政

治、军事因素。将元从功臣的宅邸置于宫城、皇城的东侧，更能肩负守护东都洛阳的使命。同时元从功臣

即其后裔所在的洛北里坊区尤其是上东门大街以北区域是洛阳城内除宫城皇城之外，相对高亢之地，有

利于防水。自隋营建东都洛阳城以来，洛北里坊区便是隋代重臣苏威、宇文述、杨雄、杨素、杨约等人居住

之地，如苏威宅在时邕坊
‹1›
，宇文述宅在立行坊

‹2›
，牛弘宅在履顺坊

‹3›
，杨雄宅在敦厚坊

‹4›
，崔仲方宅、长

‹1›   前揭徐松撰《最新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534页。

‹2›   前揭徐松撰《最新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539页。

‹3›   前揭徐松撰《最新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522页。

‹4›   前揭徐松撰《最新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529页。

〔图一〕 开国功臣及其后裔洛阳宅邸的分布情况
底图采自石自社 《隋唐东都城的里坊空间试析》， 《南方文物》 2020年第3期， 第217页图二
1. 崔善福或崔玄藉宅  2. 秦琼孙秦佾、 秦利见宅  3. 皇甫璧宅  4. 冯明达宅  5. 安延宅  6. 王感宅  7. 王孝瑜宅  8. 安度宅
9. 张彦宅  10. 段威、 段万顷宅  11. 元勇宅  12. 刘辟恶宅  13. 薛收、 薛元超宅  14. 霍达与夫人徐氏宅  15. 甘朗宅
16. 李护宅  17. 罗伯宅  18. 尹达宅  19. 李信宅  20. 崔善福、 崔玄藉宅  21. 高士廉、 高嵘宅  22. 成世宽、 成恽宅
23. 王式与夫人孟氏宅  24. 李义、 李达、 李表宅  25. 蔡君长宅  26. 斛斯师德宅  27. 罗甑生与夫人康氏宅
28. 郭家族宅  29. 尔朱义琛宅  30. 许文宝、 许观家族宅 （？）  31. 温彦博宅  32.  安修仁、 安元寿宅  33. 高士廉宅  34. 张士贵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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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炽宅在教业坊
‹1›
，杨素、杨约宅在游艺坊（后改为积德坊）

‹2›
。元从功臣及其后裔宅邸，在洛河以北未见

有位于漕渠以南者，其宅邸在上东门大街以北区域居多。可见除守卫洛阳的军事和政治考量之外，防洛

河洪水冲击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永淳元年洛阳曾因连日大雨引发洪水，见于史籍记载，即“永淳元年六月十二日，连日大雨，至

二十三日，洛水大涨，漂损河南立德、弘敬、洛阳景行等坊二百余家，坏天津桥及中桥，断人行累日”，

这次降雨甚大，时人描述是“顿降大雨，沃若悬流，至是而泛溢冲突焉”
‹3›
。永淳元年这次大的降水因冲

击洛北里坊而受到关注。即便如此，元从功臣及其后裔所在的上东门大街以北的里坊并未受到洪水过多

冲击，由此亦可知，隋末动乱后开国元从功臣居于洛阳时，占据的是里坊区内相对较好的位置。

（二）人员身份与里坊宅邸之关系（二）人员身份与里坊宅邸之关系

唐代洛阳地区开国元从及其后裔的身份，与所居里坊宅邸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居住在洛阳宅邸的开国元从及其后裔，以秦王李世民王府僚佐或在李世民手下任职者居多，近乎集

中在洛北里坊区居住。如道政坊崔善福，曾任秦王府库真。道光坊秦佾、秦利见是秦叔宝之孙，秦叔宝

是李世民心腹，参与玄武门之变，为凌烟阁功臣。敦厚坊段彦为秦府参军。居住在景行坊的刘辟恶追随

秦王经略东都，参与讨伐王世充的战争。在丰财坊拥有宅邸的薛收、薛元超父子二人，薛收曾任陕东道

大行台金部郎中、天策上将府记室、文学馆学士，是秦王李世民王府僚佐。德懋坊李信，曾任陕东道大行

台刑部主事、膳部主事等。通远坊高嵘祖父高士廉是太宗长孙皇后之舅，参与玄武门之变，凌烟阁功臣

之一。章善坊罗甑生在秦王府任职。以上秦王王府僚佐或在秦王李世民手下任职者，除罗甑生外，余均

位于洛北里坊区。秦王府僚佐与在秦王手下任职者居多的原因，当与李世民对洛阳的经营有关。武德元

年“十二月壬申，加秦王太尉、陕东道大行台”，薛收、李信任职陕东道大行台，当在此之后。武德三年秋

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诸军讨王世充”，至武德四年五月，平窦建德、王世充，洛阳归唐，河北、河南悉平。

同年十月，又因刘黑闼反，“加秦王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十二月正

式讨伐刘黑闼，武德五年三月正式平定
‹4›
。武德末年，因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纷争，时为秦王的李

世民“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曾派心腹车骑将军张亮“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

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
‹5›
。居住在洛北里坊区的与秦王有关系的人员，极有可能是在此时移

居洛阳，居住在洛北里坊高亢之地，更能起到安全防卫的作用。

‹1›   前揭徐松撰《最新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562页。

‹2›   前揭徐松撰《最新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561页。

‹3›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352页。

‹4›   前揭《旧唐书》，第8－12页。

‹5›   前揭《旧唐书》，第2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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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朝稳定之后，尤其是李唐皇帝驻扎洛阳期间，离宫城、皇城南门等距离较近的里坊就成了高层

文武官员优先选择居住的区域，即洛河以南、定鼎门大街北部里坊，或洛河以南滨河诸坊。如温彦博于

旌善坊内的宅邸，可能是临时安置。温彦博贞观十一年“六月十三日，薨于旌善里第”
‹1›
。温彦博薨于洛

阳的原因是贞观十一年二月至次年二月，太宗君臣在洛阳停留一年。温彦博此前一直在长安活动，作为

心腹重臣随太宗至洛，在贞观十一年之前未见在洛阳拥有宅邸，故此旌善里的温氏宅邸有可能是临时

安置，故无正寝，略显简陋，温氏薨后只能殡于别室，即“彦博家无正寝，及卒之日，殡于别室。太宗

命有司为造堂焉”
‹2›
。显义坊的张士贵，从墓志文来看，张氏或在长安任职，或是征战在外，其在显义坊

的宅邸，更有可能是显庆二年从高宗圣驾东巡于洛的临时安置之所
‹3›
。王朝稳定时期，上朝距离近优先

成为高层文武官员选择宅邸区域的因素，同时国家安排高层文武官员宅邸时也考虑到此点。除上述元从

功臣之外，在此区域见到的高层文武官员尚有劝善坊魏征、惠训坊李泰、择善坊李勣等
‹4›
。高士廉家族在

通远坊、积善坊均有宅邸，如果上述判断无误的话，高士廉在武德末年先居于通远坊，当进入太宗时代

时，为了进入皇城宫城方便，便居住在积善坊。

隋唐洛阳城内，北市、南市的存在，作为物资、信息与人员流动的中心，亦是元从功臣及其后裔选择

宅邸的考虑因素，加之参与李唐建国的人士中不少是富商巨贾。如居住在洛阳的康婆，“生资丰渥，家

僮百数，藏镪巨万”，武德年间，裴寂“揖君名义，请署大农”
‹5›
。离南市很近的章善坊，元从功臣罗甑生

居此，该坊也是粟特等胡人聚居之地
‹6›
。

（三）许观家族与兴敬坊位置的推测（三）许观家族与兴敬坊位置的推测

由元从功臣及其后裔宅邸的分布规律，及人员身份与里坊的关系，进而对许观墓志涉及的兴敬坊、

许文宝等进行探讨。许观墓志于河南洛阳出土，正书，20行，行20字，拓片37厘米×37厘米
‹7›
。许观，

字玄观，汝南平舆人，平舆当是许氏郡望。许观曾祖许华，字德茂，是河内县令雁门郡守。许观祖许文

宝，皇朝启运，授朝议大夫、绛郡通守、太□等。许观父许伟，字仲祎，是皇朝京兆府士曹参军、库部、祠

部二员外郎，许观以开元七年七月廿二日，终于河南县兴敬里私第。许观墓志中最重要的信息是提及其

祖父是许文宝，许文宝见于文献记载。

‹1›   前揭张沛《昭陵碑石》，第104页。

‹2›   前揭《旧唐书》，第2362页。

‹3›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263－266页。

‹4›   前揭季爱民《唐高宗经营东都始末考论》，第113－123页。

‹5›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96页。

‹6›   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

‹7›   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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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太平广记》所引《太原事迹》可知
‹1›
：

唐武士彟，太原文水县人。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

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士彟与文宝读书林下，自称为厚材；文宝自称枯木，私言必当大

贵。及高祖起义兵，以铠胄从入关。故乡人云：士彟以鬻材之故，果逢构夏之秋。及士彟贵

达，文宝依之，位终刺史。

《太原事迹》中武则天之父武士彟，与本县邑人许文宝，起初以卖木材起家，以富商巨贾的身份资助

李唐建国。与武士彟关系较好的许文宝，位终刺史。这点也与墓志言及许文宝朝议大夫、绛郡通守、太

□的身份相符。许观父祠部员外郎许伟，亦见于《元和姓纂》
‹2›
。当李唐开国之后，许文宝可能从并州文

水县迁徙到河南洛阳县，居住在兴敬坊。兴敬坊的位置在何处呢？从前文研究来看，元从功臣许文宝居

住的兴敬坊有可能是在洛北里坊区，或者洛南里坊区南市周边。考虑到避高宗太子、追尊孝敬皇帝李弘

讳，弘艺坊曾改名为兴艺坊，不知弘敬坊是否亦因此改名为兴敬坊。相比将兴教坊定为兴敬坊
‹3›
，靠近

洛阳北市的位置，坊侧之南有漕渠的便利，坊内有元从功臣安延居住的弘敬坊，对商人出身的许文宝而

言，似乎更为合适。然归义坊（弘敬坊）内宅邸人物墓志显示神龙至开元年间，坊名为归义里，似乎又与

论证多相扞格，不知是神龙政变后，弘敬坊分为归义、兴敬二坊的结果，还是坊名在兴敬、归义之间来回

变动，只期待更多以后考古发掘加以解决。

三  元从功臣及其后裔的相似性三  元从功臣及其后裔的相似性

太原元从等开国元从、秦王李世民王府僚佐、晋王李治王府僚佐、唐元功臣、奉天定难元从功臣等都都

属于从龙功臣，隶属于同一政治文化集团，他们的墓葬面貌和随葬器物往往呈现出一定的共性，其背后

折射的则是这一人群共同的经历、相似的身份与处境，此时对政治文化的认同往往会超越族群与地域的

限制，如随葬贴（描）金彩绘器物、十二生肖、乐舞图等
‹4›
。东都洛阳城洛水贯其中，洛北整体形势略高的

特殊情况，也为观察元从功臣及其后裔的宅邸的相似性提供研究的契机，如唐元功臣及其后裔的宅邸，

与开国元从及其功臣后裔的宅邸，在洛北里坊区多有重叠，即是一值得注意的现象〔图二〕。

1. 道政坊1. 道政坊

道政坊有唐元功臣李怀宅、高德宅。李怀夫人王氏开元十八年终于洛阳思恭坊，李怀父李隐之神龙

‹1›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第986页。

‹2›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年，第865页。

‹3›   前揭徐松撰《最新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428页。

‹4›   卢亚辉《唐代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辑刊第15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09－250页；卢亚辉《论唐康文通墓的僭越》，《中华文史论丛》2019年第4期，第145－170页；卢亚辉

《论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M7墓主身份》，《文博学刊》2018年第3期，第3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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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去世，李怀之母

刘氏于开元二十七年

终于道政放
‹1›
，当是

李怀之母刘氏随子李

怀一道生活。李怀，

天宝四载（745）终于

道政坊。至迟开元

二十七年李怀已定居

道政坊。李怀由思恭

坊到道政坊，与其仕

途升迁有一定关系。

高德虽一直护驾玄

宗，但到晚年时定居

洛阳，天宝元年终于

道政坊私第
‹2›
。

2. 道光坊2. 道光坊

道光坊有唐元功

臣刘玄豹宅。刘玄豹

长期在长安任职，晚

年定居洛阳，天宝

十三载终于洛阳道光

里之私第
‹3›
。

3. 清化坊3. 清化坊

清化坊有唐元功臣李安乐、李献宅。李献父李安乐是唐元功臣，李献本人亦在左龙武军宿卫，天宝

十载，终于清化里之第
‹4›
。

4. 思恭坊4. 思恭坊

思恭坊有神龙功臣李多祚宅
‹5›
，唐元功臣李怀、张德等宅。李多祚是神龙政变功臣。唐元功臣张

‹1›   拜根兴、宋丽《新见高句丽百济移民墓志的新探索》，《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1期，第236－245页。

‹2›   前揭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第1536页。

‹3›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

‹4›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388页。

‹5›   前揭徐松撰《最新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518页。

〔图二〕 唐元功臣及其后裔洛阳宅邸的分布情况
1. 李怀宅  2. 高德宅  3. 刘玄豹宅  4. 李安乐、 李献宅  5. 李多祚宅  6. 李怀宅  7. 张德宅  8. 钟绍京宅  9. 白知礼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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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任右龙武军将军，封清河县公，天宝十载薨于洛阳思恭里之私第
‹1›
。

5. 敦厚坊5. 敦厚坊

敦厚坊有唐元功臣钟绍京宅
‹2›
。钟绍京，两《唐书》有传，此不赘述

‹3›
。

6. 兴艺坊6. 兴艺坊

兴艺坊有唐元功臣白知礼宅。白知礼，参与唐隆政变，曾任右万骑使，开元二十一年，特加三品，

制授左监门卫将军，参与幽州都督府度讨伐奚族的军事行动，从墓志描述的白氏经历来看，最晚在参与

开元二十一年的军事行动之后，白知礼与家人已生活在洛阳，开元二十二年薨于洛阳兴义里私第
‹4›
。

唐元功臣及其后裔宅邸，在洛北的道政、道光、清化、思恭、敦厚、兴义诸坊均有分布，除兴艺坊外，

其余诸坊中在初盛唐时期，亦见开国元从功臣及其后裔的宅邸。相较于隋末动乱，李唐皇室再造华夏而

言，唐隆政变只是宫廷内部政变，涉及的人员、地域范围小，故洛阳地区唐元功臣及其后裔的宅邸的分

布范围与数量，相较于建国元从及其后裔在洛阳宅邸的分布范围较小。

四  结语四  结语

元从功臣，尤其是王朝权力鼎革，王朝中期局势动荡，皇位继承纷争之际，会造就一批军功受益阶

层，如李唐开国元从、秦王王府僚佐、晋王王府僚佐、唐元功臣、灵武扈从功臣、宝应功臣、陕州元从、奉天

定难功臣、元从奉天定难功臣等。广义上来讲，他们都是隶属同一政治文化集团的人群，他们有着共同

的经历、相似的身份与处境。在此政治文化集团中，族群与地域的限制逐渐会模糊甚至隐去，对唐王朝

政治文化的强烈的认同感与依附感，使得他们成为李唐朝廷信赖与依靠的重要政治力量。正是如此，

在李唐王朝的安排与允许下，出于军事、政治安全的考虑，开国元从功臣及后裔生前的宅邸，在洛阳地

区呈现出集中分布洛北里坊高敞之地的现象；这种对开国元从功臣及后裔宅邸安排的传统与惯性一旦形

成，在随后的唐元功臣身上再次得以体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  露）

‹1›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387－388页。

‹2›   前揭徐松撰《最新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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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Zhou-Han Archite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Ancestral Temples 
in Shape and Layout

Liang Yun Chen Yanzhi Liu Ting
 
Abstract: It is discovered archaeologically that the complex of Zhou-dynasty ancestral 
temple as a whole faces south with the buildings in the ‘ 品 -shaped’ arrangement inside, 
the ‘ 凹 -formed’ main halls with offices in the front and residences in the rear, the main 
entrance (front gat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south wall and/or side entrances in the east 
and west walls. The plan of the four-sided ancestral temple compound through the Western-
Han to Xinmang times takes the shape of ‘回 ’ with one entrance in the four walls each, the 
central building having four halls and eight chambers with three entrances in the four walls 
each, which strongly symbolizes four seasons and five elements in layout. Viewed from the 
sacred music and dance with the month-touring rites, the Western-Han royal temples are 
closely alike in feature, which follow the structural and ritual system of the Qin dynasty. 
That Emperor Qin II reforms the rites system of temples and shrines in the first year of his 
reign connects the Zhou and the Han dynasties transform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mple 
complex in shape and layout. The site at Sijiaoping of Li County is of typical Qin-structured 
temple complex. The temple of Ji Miao (supreme temple) founded as Ming Tang in function 
(Hall of Enlightenment; Míng Táng in Chinese pinyin) by Emperor Qin I in the first year of 
his government is enshrined as Shi Huang Miao (First Emperor’s Temple) by Emperor Qin 
II right after he took throne. The Han dynasty followed the preceding rites and regulations,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the ‘Mingtang-styled’ temples popular in the Qin and the Western-
Han dynasties consequently. The construction of Ji Miao is supposed to be in design inspired 
by the classics of Lü Shi Chun Qiu- Twelve Ages as the embodiment of the Yueling and 
Mingtang thought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ywords: the shape and layout of Temple complex; Zhou Dynasty; Han Dynasty; Ji 
Miao; Mingtang; Yueling

The Founding Meritorious Officials’ and Their Descendants’ 
Residences in Luoyang of the Tang Dynasty

Lu Yahui
 
Abstract: The capital city of Luoyang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as broadly divided into 
two residential areas, north and south with the Luohe River as the boundary. The Tang-
dynasty founding meritorious officials’ and their descendants were resided anywhere north 
and south, yet who preferred to live in the north in view of the factors in military, politics 
and flood-controlling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urban construction ever since the Sui dynasty. 
Geographically, the north residences were situated to the north of Tongji Canal, while the 
south distributed around the Nanshi Market in the south of the Luohe River, and some along 
the northern Dingdingmen Avenue. The founding statesmen and their descendants resided in 
the north area mostly served the government under Li Shimin, Emperor Taizong (唐太宗 ) 
of the Tang dynasty. With the government developing stable politically, the residenti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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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nd the northern Dingdingmen Avenue was becoming the most favorite of the high-rank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for the sake of its convenient access to the imperial court. Emperor 
Taizong ( 唐太宗 ) settled the founding officials and their descendants in the open and 
high-lying area in the north to the Luo River, which still worked as a conventional system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Emperor Xuanzong (唐玄宗 ) that came later.
 
Keywords: the founding statesmen and their offspring; Luoyang city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founding meritorious officials through the Tang Dynasty

On The Sui-Tang Luoyang City Related to The Longmen Grottoes in 
Space and Geography

Huo Hongwei
 
Abstract: This thesis proceeds with the inscriptions and historical archives for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ngmen Grottoes as one of the three 
Great Grottoes in China and the Sui-Tang capital city of Luoyang. Specifically, the Longmen 
Gate (Dragon Gate) originally standing as the southmost coordinate point along the central 
axis of Luoyang city in the overall urban plan was becoming a part of the Buddhist shrine 
along with the Tang succeeding the Sui dynasty, just as is inscribed ‘the Grottoes rise and fall 
along with the city up and down; Second, the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covered Luozhou, 
Henan and Luoyang counties, which are planned with residential areas, markets and temples 
in function and architecture to form a strict leveled-society in Luoyang. Viewed from an 
overall perspective, the Sui-Tang Luoyang is related to the Longmen Grottoes spatially 
and geographically in the way that the south-north is coordinated and the city-Grottoes is 
integrated as a whole. 

Keywords: Luoyang City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Longmen Grottos;  
inscriptions on the Buddha status; the city-Grottoes integrated as a whole; archaeology 
to capital city

Muqali and His Clan’s Mansions, Fiefs and Cemeteries in Dadu of the 
Yuan Dynasty
 
Maliya · Aihaiti Lin Meicun
 
Abstract:  As heirs of one of the founding statesmen of the Mongolian Empire, the 
descendants of Muqali held the status only second to the Genghis Khan’s golden family in 
the Yuan Dynasty. After the Mongolian army subdued the Jin capital of Zhongdu in 1215, 
Muqali was commissioned by Genghis Khan to establish a guard force in Yunyan (present 
Beijing). In 1239, Ögedei Khan ordered Suγunčaq Noyan to move his administrative office 
to Xinghe (present Zhangbei County), then it was further eastward to Liaoyang (present 
Jinzhou) by Qurmči Noyan in 1263. Later, the noyans from the Muqali lineage constructed 
clan cemeteries in their fiefs in Xinghe and Liaoyang successively. In 1265, Qubilai Khan 
granted four thousand households of fiscal fiefs to Hantum in Yanjing(now Beijing).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