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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辽上京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巴林左旗。
本书「辽上京地区」界定为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巴林左旗和巴林右旗两个旗。
这两个旗都在辽代的上京道，而且均在都城的附近地区。
巴林左旗除了有辽上京遗址之外，还有辽祖陵和辽祖州。
巴林右旗有辽怀陵和辽庆陵。
该两旗出土的辽代碑刻主要是哀册和墓志，出土的辽代哀册和墓志品种齐全。
哀册既有汉字的，也有契丹小字的；既有皇帝的，也有皇后的，还有皇太叔祖的。
该地区出土的墓志中既有契丹人的，也有汉人的；也是既有汉字的，也有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
巴林左旗近年先后共出土了二十多件辽代碑刻。
其中辽代开国功臣韩知古家族的墓志就有十二件之多。
韩知古家族与辽朝同兴衰，共荣辱。
韩知古家族的兴衰荣辱就是辽朝兴衰的一个缩影。
巴林左旗的这批墓志是研究韩知古家族史和辽史以及契丹民族历史的重要数据。
巴林右旗出土的主要是辽圣宗、辽兴宗和辽道宗三个皇陵以及耶律弘本与耶律弘世陪葬墓出土的汉字
和契丹小字的皇帝与皇后的哀册，以及陪葬墓出土的皇弟与其配偶的哀册与墓志，共有十六件之多。
这些都是研究辽代皇族和后族的重要资料。
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解读工作近年进展很快。
其成果揭示了辽史中一些被历史长河湮没的诸如辽代实行「契丹，辽」或「辽，契丹」双国号以及「
横帐」的本义是「兄弟」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巴林左旗和巴林右旗是出土契丹文字数据的重要地区。
这裹出土的契丹文字的哀册和墓志是解读契丹文字的重要数据。
这些哀册、墓志虽然大部分已经发表，但散见于内地和香港的一些期刊。
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查找起来极为困难，使用起来极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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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辽上京地区是指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巴林左旗和巴林右旗。
这里不仅有辽代的首都辽上京古城址，还有辽祖陵、辽怀陵和辽庆陵三个陵区。
陵区内共埋葬了六个辽代的皇帝。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当地传教的比利时人凯尔温掘开了辽兴宗的陵墓，从中出土了契丹小字
辽兴宗皇帝哀册和契丹小字仁懿皇后哀册以及汉字仁懿皇后哀册。
这是契丹文字失传数百年之后重见天日，是契丹考古史上轰动中外学术界的重大事件。
其对辽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可以与甲骨文对殷商史的意义媲美。
从那之后，辽代碑刻在上京地区陆续出土。
 　　本书辑录了八十多年以来辽上京地区出上的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和汉字的全部碑刻，并且附有与
辽代皇族、后族和辽代开国功臣韩知古家族有关的其它地区出土的碑刻，还附录了数篇考释近年出土
的契丹文字墓志的文章以及《已经释读的契丹小字语词表》《与穴契丹原宇音值构拟》，既是对七十
多年来契丹小字研究工作的总结，也体现了契丹文字的最新研究成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

作者简介

刘凤翥，字潜龙，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生，河北省盐山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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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韩匡嗣墓志铭　统和三年韩匡嗣妻秦国太夫人萧氏墓志铭　统和十一年韩德昌墓志铭　统和三年韩德
威墓志铭　统和十五年耶律隆佑《韩德颐》墓志铭　统和二十九年耶律《韩》遂正墓志铭　太平七年
耶律《韩》遂忠墓志铭　重熙十一年耶律《韩》元佐墓志铭　大康九年耶律宗福《韩涤鲁》墓志铭　
咸雍八年契丹小字耶律《韩》迪烈墓志铭耶律《韩》迪烈妻萧乌卢本娘子墓志铭　大安七年契丹小字
耶律《韩》高十墓志铭契丹小字萧特每阔哥驸马第二夫人韩氏墓志铭韩瑞墓志铭　大安八年韩瑜墓志
铭　统和九年韩栉墓志铭　重熙六年韩相墓志铭　开泰六年徒都姑妻韩氏墓志铭　统和二十三年耿延
毅妻耶律《韩》氏墓志铭　统和三十年耿延毅墓志铭　开泰九年耿知新墓志铭　太平七年刘继文墓志
铭　乾亨三年萧仅墓志铭　太平九年陈国公主墓志铭　开泰七年汉字永清公主墓志铭　寿昌元年契丹
小字萧太山和永清公主墓志铭箫氏夫人墓志铭　统和二十七年萧兴言墓志铭　大安三年契丹大字永宁
郡公主墓志铭荒年过后造冢塔记《残石》　大安三年王士方墓志铭干统二年契丹小字耶律贵安迪里姑
墓志铭蔡志顺墓志铭　乾统八年汉字耶律习湼墓志铭　天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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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耿延毅墓志铭大契丹国故户部使、武平军节度，澧、朗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使持节朗州诸军事
、朗州刘史、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鉅鹿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赠耿公
墓志铭并序公讳延毅，姓耿氏。
其先姬姓，为周诸侯。
晋大夫趟夙灭之，子孙分散，以国命氏。
皇祖讳崇美，家于上谷。
其为人姿貌魁梧，面紫黑蚪髭，几赫怒之时，鬓毛如蚂。
善骑射，聦敏绝伦，晓北方语。
当李唐末，会我圣元皇帝肇国辽东，破上谷，乃归于我。
初授国通事。
应天皇太后器之，恩抚有加。
孝武天显中，石晋乞师讨朱耶氏，以临贼敢先，乃帅泽潞。
减石晋之后，移镇武定军，即上谷也。
累赠太师，假相印。
太师仲子，左武卫上将军、涿州刻史，累赠太尉、左羽林统军讳绍纪，乃考也。
燕京留守、尚父秦王季女，累赠陈国太夫人耶律氏，乃妣也。
大丞相、晋国王、赠太傅、谧文忠，乃伯舅也。
齐天章德皇后，乃姨兄妹也。
公姓沉默，有武暑。
出三代之将门，生禀父风，好事不倦。
年十七，废补西头供奉官，转充御院通进。
统和十五年，国家方问罪赵宋氏，乃改授西南面招安使。
旧以飞狐为理所，其副居灵丘。
公以并、代、中山之界定曰寇庭，莫不威信卒夫，谨严烽侯，夙夜不惰。
周历四霜，乃致贼虐之师无敢北颐。
十九年，今上奉我承天皇太后，再代（伐》趟宋氏。
冬十一月，军次冀，方大雨水，乃班师。
并、代、中山戍卒乘其衅，盗我边民。
公率麾下，伏草依岩，卷旗卧鼓，身先勇士，衔枚进击，斩贼首千余级，清境以闻。
今上壮之，超授右骁卫将军。
赐白金螭头饮器、杂衣物，赏其功也。
二十三年，受代来朝燕京，寻除控鹤都指挥使。
进位左领军卫大将军。
出守归化，古定襄也。
秩满，改帅长宁军，移镇昭德军，皆有政绩。
人授永兴宫、崇德宫都部署，兼帅武乎军。
转尸部使，加太尉。
寻以风痃不随行在。
乃求监于中京贵德坊。
开泰八年冬十二月十七日疾作薨于正寝，享寿五十二。
今上闻之，震悼有加。
制赠特赐白金二十斤、布帛三百段、钱二十万、衣三袭，充赙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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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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