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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宰相崔彦昭之母《郑太素墓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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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唐著名宰相崔彦昭为母郑太素所撰墓志近年出土于洛阳。墓主之子彦

昭、婿王凝为永明之乱前后重臣，在新、旧《唐书》均有传。新出墓志不仅对《新唐书·宰相

世系表》“清河小房崔氏”有订补作用，同时能订正《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所载崔彦召与

王凝关系之讹，而且使得悬而未决的中晚唐的高门华支———崔彦昭一族的籍贯问题尘埃

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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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宰相崔彦昭之母《郑太素墓志》近年出土于洛阳，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收录之①，

陈尚君先生为该书所作序言中提及之，认为其保存了婚姻、家庭方面的珍贵记录，有较高的史料价

值②。郑太素墓志由其子崔彦昭撰文，从侄孙崔隐书丹，对郑氏先祖世系、子女状况所述甚详，对其

敦睦姻戚、教诲子孙的美德多有赞誉。墓主之子崔彦昭为僖宗时名相、婿王凝官至宣歙观察使，二

人为永明之乱前后重臣，在新、旧《唐书》均有传。新出墓志不仅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清河小

房崔氏”有订补作用，同时能订正《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所述崔彦召、王凝关系之讹，而且使得悬

而未决的中晚唐的高门华支———崔彦昭一族的籍贯问题尘埃落定。

一、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清河小房崔氏”的订补

清河崔氏为山东高门，唐代显赫者有六支: 郑州崔氏、鄢陵崔氏、清河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

房、清河青州房。其中最为兴盛的是清河小房，崔群、崔郸与崔彦召均出自该房。崔彦昭于新、旧
《唐书》均有传，但对其家世介绍甚略。《旧唐书》本传仅云其父名“岂”，《新唐书》本传则只字未

提，但《宰相世系表》录其世系。新出《郑太素墓志》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清河小房崔氏”多有

订补。
( 一) 补元范及元范子兢

崔元范，新、旧《唐书》无传，《新表》亦未见录。范摅《云溪友议》载其事曰: “李尚书讷夜登越

城楼，闻歌曰:‘雁门山上雁初飞。’其声激切，召至。曰:‘去籍之妓盛小丛也。’曰:‘汝歌何善乎?’
曰:‘小丛是梨园供奉南不嫌女甥也。所唱之音，乃不嫌之授也。今色将衰，歌当废矣!’时察院崔

侍御元范，自府幕而拜，即赴阙庭。李公连夕饯崔君于镜湖光候亭，屡命小丛歌饯，在座各为一绝句

811



赠送之。亚相为首唱矣，崔下句云:‘独向柏台为老吏。’皆曰:‘侍御凤阁中书，即其程也，何以老于

柏台?’众请改之。崔让曰:‘某但止于此任，宁望九迁乎?’是年秋，崔君鞠狱于谯中，乃终于柏台之

任矣。”①崔、李鉴湖歌饯、一语成谶，此事在宋代广为流传，阮阅《诗话总龟前集》、王灼《碧鸡漫

志》、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曾慥《类说》等均录此事。崔元范作品传世者仅有《奉和亚台御

史》诗，正是鉴湖歌饯之作。元范非但能诗，亦能文。千唐志斋藏石《崔枞与夫人卢氏合祔墓志》撰

者为“堂犹子儒林郎监察御史里行元范”，其文曰:“……伯父讳枞，字茂卿。”②因崔枞史书无传，亦

不见于《新表》，故崔元范出身无法界定。千唐志斋另一藏石《崔枞墓志》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公讳

枞，字茂卿……曾祖王父赠郑州刺史府君讳湛……王父大理评事府君讳虔……烈考颍州颍上县令

府君讳利……公即颍上府君之次子……夫人范阳卢氏，故夔州刺史专之众女。”③撰者为“从父弟将

仕郎前崇文馆校书郎干”。湛、虔、干具见于《新表》，合千唐志斋二藏石，可以得知元范出身清河小

房崔氏，高祖湛、曾祖虔，再从父枞，父、祖则难以坐实。《郑太素墓志》提供了确切证据:“生子男四

人。长曰元范，清规茂行，推重搢绅，由拔萃科聘诸侯府，升宪台为监察御史。不幸短折，士林痛之。
有胤曰兢，今春中太常第，咸谓其善人之报也。”④所载与《云溪友议》一致，二者可互相印证。元范

子兢，《新表》亦失载，据此可补。
( 二) 彦辞、彦回排序订讹与官职补阙

崔彦辞与崔彦回，诸书未有著录。《郑太素墓志》曰:“次子彦回，举进士。历拾遗、补阙、工部

员外郎、金、刑、考功郎中。佐丞相令狐凤翔府幕职，居副位，累授检校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赐紫金

鱼袋……次子彦辞，前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⑤墓志叙述郑太素子女，以长幼为序，

男女分述，此为惯例。郑太素四子依次为元范、彦回、彦辞、彦昭。《新表》载彦辞为兄、彦回为弟，

据此可知乃误。《新表》未有二人历职，据此可补。
( 三) 彦昭父玘的历职问题

墓志未曾明言彦昭父讳，称之司空府君。《郑太素墓志》曰:“司空府君以纯孝致养，坚苦植操，

前后历职名藩，从公大府，俸廪之馀，一无所蓄。”⑥墓志未曾言及崔玘所历实职，直以赠官司空称

之。以唐人碑志撰写之俗，对县尉、县丞、参军等居于品级之末者无不铭载，即使有俊才，世人皆以

才高位卑视之。彦昭记载次兄彦回所历职位不厌其烦，悉数列出，品级低下之拾遗、补阙均在列，亦

属此类。以此推之，《郑太素墓志》记彦昭父玘虽入仕，但所历为流外之品，故略而不书。

二、订正《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所载崔彦召、王凝关系

崔彦召在僖宗乾符元年至四年为相，王凝于永明之乱中释历阳之围，成功坚守宣城，功勋卓著。
崔、王二人同为僖宗朝重臣，且均以正直、才干著称，但二人之间有一件解不开的心结，最终被睿智

的郑太素化解，从而避免了王凝遭受贬谪之苦。《新唐书·崔彦昭传》曰: “彦昭虽宰相，退朝侍母

膳，与家人齿，顺色柔声，在左右无违，士人多其孝。与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显，而彦昭未仕，

尝见凝，凝倨不冠带，嫚言曰:‘不若从明经举。’彦昭为憾。至是，凝为兵部侍郎。母闻彦昭相，敕

婢多制履袜，曰:‘王氏妹必与子皆逐，吾将共行。’彦昭闻之，泣且拜，不敢为怨。而凝竟免。”⑦赵翼

《廿二史劄记》指陈新、旧《唐书》之不同，有“新书增旧书琐言碎事”一条，“崔彦昭王凝相讎”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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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381 页。



其中。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及唐人“重进士而轻明经”以此为典型例子。② 《资治通鉴》
卷二五二“僖宗乾符元年”亦录此事，几全同《新唐书》。此则史料源自何处，胡三省注引司马光《考

异》曰:“此出《中朝故事》。”③《中朝故事》是南唐尉迟偓奉旨编撰的史书，史料价值很高，司马光

《考异》提及史源，意在证明此事所言不虚。
崔彦召与王凝是何关系，《新唐书·崔彦昭传》称彦昭“与王凝外昆弟也”。何谓外昆弟? 宋叶

廷珪《海录碎事》曰:“外昆弟: 唐人两姨之子相谓为外昆弟。”④清梁章鉅《称谓录》认为外昆弟即外

兄弟，引《山堂肆考》曰: “两姨之子为外兄弟。”⑤《通鉴》引用此事，则谓“其( 王凝) 母，彦昭之从

母”。何谓从母? 《尔雅·释亲》曰:“母之姊妹为从母。”⑥《仪礼·丧服》曰:“从母丈夫妇人报。”郑玄

注曰:“从母，母之姊妹。”⑦同卷“君母之父母从母”郑玄又注曰:“君母，父之嫡妻也。从母，君母之

姊妹。”⑧胡三省为《通鉴》作注曰:“母之姊妹谓之从母。”⑨即崔彦昭与王凝为姨表兄弟。《新唐书》
和《资治通鉴》对崔彦召与王凝关系记载一致: 二人系姨表兄弟。《郑太素墓志》则曰: “( 郑太素)

次女嫁太原王凝。凝，名士也。擢词科，历清级。入则掌纶綍，司贡籍，出则分符竹，总藩翰。今圣

嗣位之明年，彦昭自北门诏追为兵部侍郎、判盐铁。无何，以本官复主邦计，而凝时亦为兵部侍郎。
遂代彦昭领使务。”瑏瑠所叙王凝事迹与新、旧《唐书》吻合。王凝为崔彦昭姊夫或妹夫，这与《新唐

书》和《资治通鉴》称二人系姨表兄弟不同。
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 王凝与崔彦召既是姨表兄弟又是姊妹夫与内兄弟的关系，即王凝与

妻崔氏是姨表通婚。
两《唐书》本传否定了这种推断。《旧唐书》卷一六五《王凝传》曰:“凝字致平，少孤，宰相郑肃

之甥，少依舅氏。”瑏瑡《新唐书》卷一四三《王凝传》同之。郑肃为武宗时宰相，甚有名望，新、旧《唐

书》均有传，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未录其世系。如果郑太素为王凝从母，那么郑肃与郑太素应

为兄妹。据《郑太素墓志》，太素父式瞻、祖申，而据《旧唐书·郑肃传》，肃父阅，祖烈，所记二人父、
祖均不同。其次，二人非兄妹关系，亦可从郑肃与郑太素娘家的家族坟茔不在一处得到证明。郑太

素出身荥阳郑氏最为兴盛的北祖第二房郑曾支，( 郑曾为郑太素曾祖) 盛唐之后，该支郑氏蜚声政

坛，先后有六人问鼎宰辅，即珣瑜、余庆、覃、朗、从谠、延昌。据出土碑志来看，从盛唐到唐末，郑曾

家族墓志均在河南府河阴县广武原，即今郑州市荥阳广武镇。郑肃虽郡望荥阳，但房支不详，据其

于文宗大和二年为爱子所撰《唐殇子郑行者墓志》，其家族坟墓在“偃师县亳邑乡北原”瑏瑢，即今洛

阳市偃师邙山。毫无疑问，郑太素与郑肃非兄妹。郑肃既为王凝之舅，郑太素绝不可能是王凝从

母，王凝母郑氏与崔彦昭母郑氏同属荥阳郑氏而已。
王凝与妻崔氏非姨表通婚，二人只是单纯的夫妻关系。王凝与崔彦昭并非表兄弟，而是姊夫

( 或妹夫) 与内兄弟的关系，《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均误。年近八旬的郑夫人旁敲侧击使儿子捐

弃嫌怨，宽恕王凝，可谓煞费心思。崔彦召在《郑太素墓志》盛赞家母持家方略与恩德，以此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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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诚不虚也。

三、崔彦昭的籍贯为东都洛阳

崔彦昭籍贯，新、旧《唐书》表述不一。《旧唐书》本传称其为“清河人”，而《新唐书》则称“其先

清河人”。唐代士族尤盛，士人惯称郡望，而不名以现籍，旧《唐书》常袭郡望，而新《唐书》多称现

籍。崔彦昭籍贯，《新唐书》不用旧书之说，而加“其先”二字，盖深知非籍贯清河矣。居住地、宅院、
坟茔是确定籍贯的三个因素，坟茔作为叶落归根之地，其家族的连续性和灵魂的归属性是籍贯最有

力的标志。
《新表》“清河小房崔氏”缺失崔彦昭五世祖、六世祖两代，出土的崔志道与崔湛二通墓志填补

了这一缺憾。《崔志道墓志》曰:“君讳志道，字元闰，清河东武城人也……曾祖公华，齐主客郎中接

陈使……祖大质，隋复州司兵参军事; 父玄览，皇朝相州录事参军事。”①《崔湛墓志》曰: “公讳湛，

字湛然。皇鸡泽县令玄览曾孙，滑州司马志道之孙，涿城府果毅祥业之子……长子宛丘主簿虔，次

子西华尉朝，季子永阳尉幹。”②合二通墓志，可知彦昭五世祖讳祥业，六世祖讳志道。
彦昭曾祖虔，《新表》虔有三子: 称、穜、秩，千唐志斋藏石尚有稃。《崔稃与郑夫人合祔墓志》

曰:“公讳稃……曾祖讳祥业，幽州范阳令; 祖讳湛，郑州长史赠郑州刺史; 外王父讳虔，官至廷尉

评。”墓志由崔稃外甥郑涵撰文，故称崔虔为外王父。据墓志，崔稃前妻荥阳郑氏、后妻范阳卢倓

女，由崔岘撰文的《怀州录事参军崔君继夫人卢氏墓志》不详崔君之名，据《崔稃与郑夫人合祔墓

志》可知崔君正是崔稃。据《新表》，崔岘为崔虔之孙、崔穜之子。所撰墓志自称犹子，而称崔稃为

季父，则崔稃当为崔虔幼子。
墓主与崔彦昭同宗、血缘甚近的出土墓志尚有崔茂藻与崔詹二方。《崔茂藻墓志》曰:“府君姓

崔氏，讳茂藻，字子文……曾祖虔，皇大理评事。祖穜，皇福建都团练副使、侍御史、内供奉。父讳

兖，殿中侍御史……今丞相崔公彦召，即君之再从昆仲也……以乾符二年五月廿四日奉本府命使于

镇州，因遘疾殁于镇之馆署……以其年十月廿四日归葬于河南府河南县平阴乡张阳村，从先大夫礼

也。”③合崔志道、崔湛、崔稃与夫人郑氏、崔稃后妻卢氏、崔茂藻、崔詹、崔彦昭母郑太素、崔枞及其

与妻卢氏合祔九通墓志，崔彦昭一族世系如下:

大质 玄览 志道 祥业 湛 虔 称 值 承弼 詹
穜 兖 茂藻
利 枞
秩 干

玘 元范 兢
彦回
彦辞
彦昭

稃 肇

出土墓志显示崔志道等九人卒地、葬年、葬地如下:

墓主 卒地 葬年 葬地 资料来源

崔志道 巫州龙标官舍 唐高宗永淳元年 北邙旧茔 《唐代墓志汇编》第 700 页

崔湛 荥阳郡官舍 唐玄宗天宝十载 洛阳县平阴乡北原从先大夫 《唐代墓志汇编》第 1657—1658 页

崔稃 怀州官舍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 洛阳县平阴乡先茔 《唐代墓志汇编》第 2019—2020 页

崔枞 洛阳道光里私第 唐文宗大和二年 洛阳县平阴乡陶村北原 《唐代墓志汇编》第 2104—2105 页

崔稃后妻卢氏 渑池县 唐懿宗咸通三年 洛阳县平阴乡陶村北原 《唐代墓志汇编》第 2389—23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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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00 页。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第 1657 － 1658 页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第 2473 页。



墓主 卒地 葬年 葬地 资料来源

崔枞妻卢氏 临汝县权居之地 唐宣宗大中七年 洛阳县平阴乡陶村合葬 《全唐文补遗》( 第一辑) 第 356 页

崔茂藻 镇州官署 唐僖宗乾符二年 河南县平阴乡张阳村从先大夫 《唐代墓志汇编》第 2473 页

崔彦昭母郑太素 长安安邑里私第 唐僖宗乾符三年 河南县平乐乡上店村夫茔 《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第 376 页

崔詹 洛阳绥福里私第
后唐天成二年

或三年
洛阳县陶村里先茔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7 年

周铮《崔詹墓志考》

崔志道于高宗永淳元年( 682) 卒于巫州龙标县( 今湖南怀化市洪江区) 官舍，亲属跋涉数千里，

历经艰辛，使其与夫人李氏同归葬于“北邙旧茔”。既言“旧茔”，志道先辈必有葬于此者; 既然不辞

数千里辛劳，必已视洛阳为故乡。自龙标移柩返洛的举动表明，至少在高宗后期清河小房崔氏已经

定居洛阳，以东都人自居。崔祥业、崔湛、崔稃及前妻郑氏、后妻卢氏、崔枞及妻卢氏均葬于洛阳县

平阴乡陶村北原，表明此地是清河小房移居洛阳后的的祖茔所在。崔虔五子，称、利、稃三支卒后仍

葬于祖茔，有崔詹( 崔称曾孙) 、崔枞( 崔利子) 、崔枞与妻卢氏合祔、崔稃及妻郑氏合祔、崔稃后妻卢

氏五通墓志为证。坟茔从祖茔迁出者有二支: 穜、秩。崔穜孙茂藻葬于洛阳县平阴乡张阳村，云

“从先大夫”，表明可能从其父崔兖起，另择新茔。郑太素与夫崔玘葬于河南县平乐乡上店村，也是

新择茔地。三地均在洛阳北邙。
崔氏鲜有布衣，辗转为官，未曾抛却东都故园。崔枞省亲归洛而卒于道光里私第，崔稃后妻卢

氏随子居渑池而不废洛阳平阴别墅，根在河洛，情之所系，魂之所依也。崔彦昭母郑太素以僖宗乾

符三年十月十二日薨于长安安邑里私第，诸子“以其年十一月廿九日，护奉归于东都道光里之旧

居”①。彦召虽然在朝为官，在长安有住宅，但在洛阳之宅院仍然存在。崔彦昭在《郑太素墓志》称

“崔氏世以清约相遗，行义相笃; 力耕桑以给其衣食，富文史以窥其禄仕。虽捷科等应弓旌，退必屏居

郊墅，不复以荣进在念。故官甚早而家甚贫”②。如崔氏所言，他仅仅是长安的匆匆过客，洛阳才是其

归真与终老之地，故园空而不售，正是此谓。果如其然，崔彦昭晚年任东都闲职，正是多年夙愿。
出土崔氏家族墓志表明，至少从六世祖志道起，崔彦召家族已定居洛阳，视洛阳为故乡，洛阳是

其名符其实的籍贯所在。

① 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376 页。

② 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第 376 页。

On Epigraph of Prime Minister Cui Yanzhaos' Mother Zheng Taisu in Tang Dynasty

Li Jianhua

［Abstract］ Zheng Taisu's epigraph had been found in Luoyang recently，whose author was the
owner's son Cui Yanzhao，a famous prime minister in late Tang dynasty． Both Cui Yanzhao and Wang
Ning，son-in-law of Zheng Taisu，were significant minist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Yongming Ｒebellion
period，and had biography both in XINTANGSHU and JIUTANGSHU． The new unearthed epigraph has
crucial value． It could not only rectify and complete the lineage of the prime ministers recorded in
XINTANGSHU，but also corr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i Yanzhao and Wang Ning written both in
XINTANGSHU and ZIZHITONGJIAN，and ascertain the native place of Cui Yanzhao whose family was
noble．

［Key words］ZHENGTAISUMUZHI Cui Yanzhao native place
( 责任编辑 易宁 张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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