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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汾阳市博物

馆抢救性发掘了唐代曹怡墓，墓中出土的青瓷

器十分特殊，墓志记载的内容也很重要，对文

献记载有补正和补充作用。 下面就曹怡墓的相

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墓志录文的具体内容

请参见《山西汾阳唐曹怡墓发掘简报》[1]。

一 隋末唐初汾阳曾属介州

据《汾阳县志》载：汾阳在“秦统一全国后，
仍名兹氏县，隶太原郡。

汉属并州刺史部———太原郡。 新朝易名兹

同。 东汉复为兹氏县，仍属并州刺史部之太原

郡。 三国魏黄初二年（221 年），置并州西河郡，
郡治设于兹氏县，县属之。 西晋咸宁三年（277
年）， 改封陈王司马斌为西河王驻兹， 改郡为

国，兹氏易名隰县隶之。 永安元年（304 年），地

归前赵（刘渊）。 以后邑先后递归后赵、前秦、前

燕、后燕，拓跋珪皇始元年（396 年）地归北魏。
太延（435～440 年）中隰城县改称什星军。 太和

八年（484 年）复名隰城县，邑置西河郡，隶于汾

州，州治设于蒲子城（今交口县蒲依村）。 孝 昌

二 年 （526 年 ）山 胡 起 义 军 围 蒲 子 ，汾 州 移 至

隰城。

东魏、北齐，隰城县均隶属于汾州西河郡，
州、郡治均置于隰城县城。 北周于建德五年（576
年）取汾州，废州，西河郡隰城县改隶于介州。

隋开皇三年（583 年）废郡，隰城县直属介

州。 大业三年（607 年）州改郡，复西河郡，郡治

置隰城。
唐武德元年（618 年），西河郡改称浩州，属

河东道。 武德三年（620 年）复称汾州，治隰城县

如故。天宝元年（742 年）改汾州为西河郡。乾元

元年（758 年）复名汾州。 州郡治所均设于隰城

县城。 肃宗上元元年（760 年），县名改称西河

县。 历五代、宋、金、元，县名均称西河，属于汾

州， 汾州治所在县城。 其间， 周显德元年（954
年）宁化军置于县。 宋元丰年间（1078～1085 年）
汾州西河郡军置于县， 宣和年间 （1119～1125
年）汾阳军置于县。 ”[2]

曹怡墓出土墓志中记载的 “永徽六年”为

唐高宗李治的年号， 即 655 年。 曹怡在追述自

己父亲的生平履历时提到“父遵，皇朝介州萨

宝府车骑骑都尉”。 《新唐书》载“义宁元年（617
年）[3]以介休、平遥置介休郡，武德元年（618 年）
曰介州，贞观元年（627 年）州废” [4]。 另《元 和

郡 县 志 》载 ：介 州 “贞 观 元 年 州 废 ，以 县 属 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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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5]由此可见，隋末唐初曾设介州，汾阳属介

州所辖。

二 “萨宝”与“萨宝府”的设置

对 于萨宝及萨宝府是学术界近年来颇为

关注的一个问题。 随着虞弘墓、安伽墓等墓葬

被发现，粟特人以及管理少数民族问题的萨宝

府又开始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以往在太原附

近这类遗存发现较少，而文献中的记载却较为

常见，寻找这类遗存显得迫在眉睫。
汾阳曹怡墓的发现无疑是一个重 要 的 突

破。 在曹怡墓志被确定之初，张庆捷就对墓志

的 内 容 做 过 初 步 研 究 [6]，限 于当 时 的 情 况，墓

葬的形制、 随葬品等相关信息没有及时公布。
2010 年 8 月，王仲璋的《汾阳出土唐代墓志选

编》中收录了曹怡墓志、释文及注解 [7]。 2012 年

3 月，在征得王 仲 璋 同 意 后，我 们 重 新 对 曹 怡

墓的出土文物进行整理，发现了珍贵的陶俑及

青瓷器等随葬品，它对研究曹怡及其家族至关

重要。
“萨宝”一职，北朝、隋已设，见于《隋书》卷

二七《百官志》。 据《通典》卷四〇《职官典》，唐

朝还设有管理火祆教的祀官———萨宝的府官，
主持祭祀。 萨宝府官分为萨宝、祆正、率府、府

史等，自四品至七品不等，由波斯人或西域人

担任。“萨宝”在中国史籍中也称为萨甫、萨保，
其作用是掌管胡人聚居地区的宗教及行政 [8]。

随着考古资料的逐渐丰富，对“萨宝府”的

认 知也愈加清晰。 譬如，曹怡的父亲曹遵便是

萨宝府的车骑骑都尉。 张庆捷已指出：“萨宝府

下设‘车骑骑都尉’等军职，负责与军事有关的

事务。 ”并且，“由曹怡祖父、父亲和他的经历来

看，颇耐人寻味。 其父官制与祖父不同，不存在

继承世袭关系”[9]。 以上的认识证明，隋唐时期的

并、代、介三州确实存在过萨宝府，不但管理胡

人聚居地区的宗教及行政， 还可能兼具部分军

事职能。

三 “骑都尉”、“车骑骑都尉”与“壮武将军”

“骑都尉” 这一官职最早见于西汉高祖元

年（前 206 年），《汉书·靳歙传》中以建武侯靳歙

为“骑都尉”[10]。 西汉武帝以后，都尉有三种情

形：一 为 皇 帝 的 近 侍 官 员 ，如 奉 车 、骑 马 、骑

都 尉 等 ；一 为 职 事 官 员 ，如 中 央政府的水衡、
搜 粟 、治 粟 等 ；一 为 郡 国 官 员 ，如 郡 都 尉 、属

国 都 尉。 汉 代 以 后，历 代各有不同。 有一种是

赏给功臣的荣衔， 如唐宋两代勋官中的轻车

都尉、骑都尉等。 曹怡所任的“骑都尉”，很可

能就是一种勋官。无独有偶，在太原小井峪村

发现 的 龙 润 之 子《龙 义 墓 志》（657 年）中 就 明

确记载其被授为“骑都尉”一职 [11]；而龙义之父

龙润曾经担任过“萨宝府长史”，对龙润家族被

确定 为 西 域 粟 特 胡 人 无 疑 是 最 好 的 证 据 [12]。
龙 义 担 任 的 骑 都 尉，是 武 德 七 年 位 阶 中 的 从

五 品 勋官， 应该是由同品级大业散官转换过

来的 [13]。
萨宝府下设的“车骑骑都尉”一职，目前不

见于文献资料，笔者推测可能是萨宝府中的职

事官。
“壮武将军”为武散官名，梁置杂号将军，

唐列入武散官， 北宋前期为武散官二十九阶

中的第七阶，正四品下 [14]。 曹怡墓志记载其祖

父 曹 贵 为“齐 壮 武 将 军”，说 明 这 一 官 职 在 北

齐时期已经出现，这对以往文献是一个补充。
但从北宋时期壮武将军的品秩看， 曹贵的职

位较高，应在正四品之上。

四 隋末唐初昭武九姓中的“曹国”
及“曹国人”

8 世 纪 时，新 罗 人 慧 超 著 有《往 五 天 竺 国

传》，内称：“安国、曹国、石国、石螺国、米国、康

国……此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唯康国有

一 寺，有一僧，又不解敬。 ” [15]《隋 书·西 域 记》
载：“曹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国

无主，康国王令子乌建领之。都城方三里。胜兵

千余人。 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

事之。 ”[16]《新唐书·康国传》称曹国“大城三十，
小堡三百”[17]。 史书中记载的魏晋至隋唐时期

曹国人比较出名者多为善弹琵琶的好手，如曹

僧奴、曹妙达、曹保保、曹善才、曹纲等[18]。 当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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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人 刘 禹 锡 听 完 曹 纲 演 奏 的《薄 媚》大 曲 后，
发 出 了“人 生 不 合 出 京 城”的 感 叹；而 诗 人 白

居 易 则 写 下 “谁 能 截 得 曹 纲 手 ，插 向 重 莲 衣

袖 中 ”。
据粗略统计， 现今发现的唐代曹姓人可确

定为西域曹国人的，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

一类，女性，如出土于陕西西安的唐开元十一年

曹明照墓志 [19]；第二类，著有军功的，如唐曹恽

墓志 [20]、隋曹谅及妻安氏墓志 [21]、唐曹钦墓志 [22]

等，晚唐时期还有曹景林墓志、曹慧琳墓志[23]；第

三类，曹姓胡商，如曹炎延、曹禄山、曹果毅、曹

毕娑等[24]；第四类，曹姓“作人”，如曹野那、曹伏

磨、曹延那等[25]。 “作人”就是雇工，从出土的麹

氏高昌王国时期到唐代西州时期的相关吐鲁

番文书表明，他们是为异姓胡人服务的，身份

较低。
颇有军功的曹恽历任隋车骑将军、豫章都

尉、臻州道行军总管；曹谅历任泾州湭城府鹰

扬，其父为齐定州刺史；曹钦曾拜“正议大夫”，
随李世民四处征战，功勋卓著。 他们主要为武

职，且为“元从”，也就是并州起兵的元老，与曹

怡及祖辈颇为相似。 至于曹景林兄弟时代已进

入晚唐，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

五 青釉龙柄鸡首壶和青釉梅瓶的年代

曹怡墓中出土的两件青釉瓷器值得关注，
其中龙柄鸡首壶在以往山西考古发掘中多有

出土，不但级别均较高，且多为 北 齐 时 期。 如

1973 年 发 掘 的 山 西 祁 县 白 圭 镇 北 齐 天 统 三

年（567 年）韩 裔墓 [26]（图一）、1981 年发掘的山

西省太原市王郭村北齐武平元年（570 年）娄睿

墓 [27]（图 二 ）、2003 年 发 掘 的 山 西 省 太 原 市 北

齐 武 平 二 年（571 年）徐 显 秀 墓（图 三） [28]等 均

有青釉龙柄鸡首壶出 土。 另外如陕西省西安

市 长 安 区 韦 曲 北 塬 北 魏 永 熙 三 年（534 年）韦

乾 墓 （图 四） [29]、 西 安 市 纺 织 医 院 工 地 墓 葬

（图五）[30]，河北省河间县沙窝村墓葬（图 六） [31]

也出土此类器。仔细比较出土的这几件器物，
均与曹怡墓中所出器物有较明显的区别。 曹

怡墓所出青釉龙柄鸡首壶是目前已知与北朝

图一 山西祁县韩裔墓出土青釉龙柄鸡首壶 图二 山西太原娄睿墓出土青釉龙柄鸡首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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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山西太原徐显秀墓出土青釉龙柄鸡首壶 图四 陕西西安韦乾墓出土青釉龙柄鸡首壶

图五 陕西西安纺织医院工地墓出土青釉龙柄鸡首壶 图六 河北河间沙窝村墓出土青釉龙柄鸡首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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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陕西西安北郊出土白釉梅瓶

青釉龙柄鸡首壶在器形上最为接近的器物，所

以，我们不能排除这件器物的生产年代可以到

北齐或隋。
曹 怡 墓 所 出 青 釉 梅 瓶 的 时 代 更 为 特 殊 ，

因为墓葬的时代为唐永徽六年（655 年），此 年

代应为梅瓶烧造年代的下限。然而，从现有的

资料看，梅瓶的时代多为唐末至北宋 [32]。 唯 一

可以与曹怡墓出土梅瓶进行比较研究的是 陕

西 西 安 市 北 郊 出 土 的 白 釉 梅 瓶（图七） [33]。 曹

怡墓中梅瓶的发现让我们领略到唐早期梅瓶

的风采， 也为梅瓶器形演变过程中补充了关

键的一环。

六 曹怡墓志中几个特殊字、词的释读

曹怡墓志的志文在《汾阳市博物馆馆藏墓

志选编》中已对近二十个字、词进行了释读，除

了上文中已论述过的 “壮武将军”、“都骑骑都

尉”、“骑都尉”、“萨宝府”之外，还有几个字词

没有解读清楚。为此，我们重新加以注释，以作

补充。
1. 文王之昭

据《左传》定公四年记祝佗说：“曹，文之昭

也；晋，武之穆也。 ”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

富辰：“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
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 ”[34]曹怡为了更好

地融入唐人社会，便将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西周

曹国姬姓周人当作自己的先世，这一点与当时

的社会风气颇为吻合。
2. “景辰”应作“丙辰”
这样的称呼多见于隋代，如“史书一年 两

号” 条。史家变乱年号，始自《隋书》：“大业十

二 年 十 一 月 景 辰，唐 公 入 京 师，辛 酉，遥 尊 帝

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 而下即

书云：‘二年三月， 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作

乱，上 崩 于 温 室。 ’按 此 大 业 十 三 年，炀 帝 在

江 都，而 蒙 以 代 王 长 安 之 号，甚 为 无 理。 （杨

氏曰）史家已云尊帝为太上皇矣，岂有以太上

皇而纪年号者乎？近者言之不顺，故必冠以义

宁也。 作史者唐臣，不得不尔。 然于《炀帝纪》
书 十 三 年，于《恭 帝 纪》书 二 年，两 从 其 实，似

亦未害[35]。 《新唐书》卷一《本纪第一》载：“（大

业十二年）十一月丙辰，克京城。 命主符郎宋

公弼收图籍。 约法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
叛者死。 癸亥，遥 尊 隋 帝 为太上皇，立代王为

皇帝。 大赦，改元义宁。 ” [36]两 条 史 料 均 出 自

正 史 ，对 “克 京 师 ”的 时 间 记 录 比 较 一 致 ，这

里 的 “景 辰 ”应 该 就 是 “丙 辰 ”的 一 音 之 转 。
同 样 的 史 料 在 《隋 书 》 卷 一 《纪 志 第 一 》：
“（义宁）二年，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鹰 扬

郎将孟景……以骁果作乱 入犯宫闱。 上 （炀

帝）崩于温室，时年五十。 ”校勘记：（二三）孟

景“景”应作“秉”。 唐人讳“昞”，因“秉”、“昞”
同音，遂改“秉”为“景”[37]。 “景辰”为“丙辰”当

无误。
然而，查《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38]

发现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十一月只有“癸亥”，没

有“丙辰”、“辛酉”等历日。 看来《正史》的历日

记录存在偏差。 不过，这对“景辰”一词的释读

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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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响堂山天宫殿建筑年代下限为

唐代早期，有建于东魏、北齐的可能。 从门柱上

残存的四处题记及门槛上的莲纹装饰图案来

看，天宫殿早期应为佛教道场，到唐代早期曾

一度为道士所用，并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投龙

璧活动。 响堂山也不仅是一座佛教名山，佛、道

二教的势力应在响堂山有一个此消彼长或互

容共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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