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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南北朝墓誌釋註（四）：高崧及妻謝氏墓誌 

吳修安（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一、高崧妻謝氏墓誌 

篇  名：鎮西長史、騎都尉、建昌伯廣陵

高崧夫人會稽謝氏墓誌（簡稱

「高崧妻謝氏墓誌」）。 

紀  年：東晉穆帝永和十二年（356）三

月廿四日窆。 

撰  者︰不詳。 

墓誌形制：書體為隸書。誌石為長方形青灰

大磚，無誌蓋。長 50.5 公分、

寬 25.2 公分、厚 6 公分，誌文

共 4 行，每行 10 字，共 40 字。

字內塗有朱砂。 

出土地點：南京東郊仙鶴門外仙鶴山東南

麓二號墓。（今棲霞區大塘村） 

收藏地點：南京市博物館。 

著  錄：南京市博物館，〈江蘇南京仙鶴

觀東晉墓〉，《文物》2001 年第 3

期，頁 4-40。 

羅新、葉煒，《新出魏晉南北朝

墓誌疏證》（北京：中華書局，

2005），頁 15。 

毛遠明，《漢魏六朝碑刻校注》

第 二 冊 （ 北 京 ： 線 裝 書 局 ，

2008），頁 367-368。 

依據拓片：南京市博物館，〈江蘇南京仙鶴

觀東晉墓〉，《文物》2001 年第 3

期，頁 28，圖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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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鎮西長史：即鎮西將軍長史，為六品

官。兩漢將軍所屬有長史，總理幕府。魏

晉以後，刺史帶將軍開府者亦置長史，掌

理庶政，為軍府僚佐之首，常帶首郡太守

與代府主行軍府事。 

註 2：騎都尉：為三都尉之一，漢武帝元鼎

二年（B. C. 115）置，本監羽林騎，後漸

為閒散官職。晉武帝以皇室、外戚為奉

車、駙馬、騎三都尉，皆奉朝請（奉朝會

請召）。晉元帝為晉王時，以參軍為奉車

都尉，掾屬為駙馬都尉，行參軍舍人為騎

都尉，亦皆奉朝請。為六品官。 

註 3：建昌伯：此為開國縣伯，為二品爵。

建昌縣治所在今江西奉新之西，東漢和帝

永元十六年（104）析海昏縣置，屬豫章

郡，晉代沿置。 

註 4：廣陵：郡國名，此處指高崧的郡望。

兩漢時治所在今江蘇揚州，魏晉時移治今

江蘇淮陰西南。 

註 5：會稽：郡國名，此處指謝氏的郡望。

治所在今浙江紹興。 

（三）考釋 

1. 關於〈高崧妻謝氏墓誌〉 

本誌的內容相當簡略，僅記載了謝氏

的郡望、卒葬時間，以及謝氏入葬時高崧

的官爵。有關高崧的事蹟主要見於《晉書．

高崧傳》，但其中並無謝氏的記載，高崧的

歷任官爵中也不見有鎮西長史、騎都尉與

建昌伯。然高崧之父高悝的爵位就是「建

昌伯」，因此高崧「建昌伯」的爵位是襲爵

而來。 

本誌的出土彌補了史傳中對高崧婚姻

關係與歷官記載的缺漏，有助於瞭解廣陵

高氏的政治與社會地位。 

2. 高崧與陳郡謝氏的關係 

高崧擔任鎮西長史時，鎮西將軍一職

由 謝 尚 擔 任 ， 再 加 上 其 他 相 關 史 傳 的 記

載，可知高崧與陳郡謝氏的關係甚深。相

關考釋，請參看南京市博物館〈江蘇南京

仙鶴觀東晉墓〉及羅新、葉煒《新出魏晉

南北朝墓誌疏證》。 

3. 南方士族聯姻 

本誌的出土揭示了廣陵高氏與會稽謝

氏的婚姻關係，提供一個南方士族間聯姻

的例子。相關考釋請參看南京市博物館〈江

蘇南京仙鶴觀東晉墓〉。 

（四）參考書目 

1. 毛遠明，《漢魏六朝碑刻校注》第三冊。

北京：線裝書局，2008。 

2. 王志高、周裕興、華國榮，〈南京仙鶴觀

東晉墓出土文物的初步認識〉，《文物》

2001 年第 3 期，北京。 

3. 南京市博物館，〈江蘇南京仙鶴觀東晉

墓〉，《文物》2001 年第 3 期，北京。 

4. 羅新、葉煒，《新出魏晉南北朝墓誌疏

證》。北京：中華書局，2005。 

5. 嚴耕望，《中國地方行政制度史．乙部：

魏晉南北朝地方行政制度》。臺北：中央

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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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崧墓誌 

篇  名：晉故侍中、騎都尉、建昌伯廣陵

高崧墓誌（簡稱「高崧墓誌」）。 

紀  年：東晉廢帝泰和（太和）元年（366）

十一月十二日窆。 

撰  者︰不詳。 

墓誌形制：書體為隸楷相兼而以隸為主。誌

石為長方形青灰大磚，無誌蓋。

長 48.1 公分、寬 24.8 公分、厚

5.7 公分。誌文共 4 行，每行最

多 8 字，最少 7 字，共 31 字。

字內塗有朱砂。 

出土地點：南京東郊仙鶴門外仙鶴山東南麓

二號墓（今棲霞區大塘村）。 

收藏地點：南京市博物館。 

著  錄：南京市博物館，〈江蘇南京仙鶴

觀東晉墓〉，《文物》2001 年第 3

期，頁 4-40。 

羅新、葉煒，《新出魏晉南北朝

墓誌疏證》（北京：中華書局，

2005），頁 15。 

毛遠明，《漢魏六朝碑刻校注》

第 三 冊 （ 北 京 ： 線 裝 書 局 ，

2008），頁 9-10。 

依據拓片：南京市博物館，〈江蘇南京仙鶴

觀東晉墓〉，《文物》2001 年第 3

期，頁 27，圖 84。 

 

 

 

 

（一）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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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侍中：為門下省長官，掌儐贊威儀，

直侍左右，備切問近對，拾遺補闕，為三

品官。魏晉以來置四人，別加官者不在其

內。 

註 2： 泰 和 元 年 ： 即 東 晉 廢 帝 太 和 元 年

（366）；「泰和」在史書中均記為「太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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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釋 

1. 關於〈高崧墓誌〉 

本墓誌與〈高崧妻謝氏墓誌〉出於同

一墓葬，根據發掘簡報，墓室是謝氏入葬

時砌築，高崧過世後合葬。兩篇墓誌出自

不同人之手，書體風格不同，但內容同樣

簡略。 

本誌僅記載了高崧的最終官爵、郡望

與卒葬時間，有關高崧的家世與生平事蹟

仍需從《晉書．高崧傳》的記載得知。按

高崧本傳及其他相關記載，高崧生前最後

的政治活動是在興寧二年（364）三月哀帝

（362-365 在位）中毒之前，進諫哀帝勿食

長生之藥，「後以公事免」，離其去世僅短

短二、三年。 

2. 關於東晉時期的「騎都尉」： 

關於東晉時期的「騎都尉」，《宋書．

百官志》有如下的記載：「（晉）元帝為晉

王，以參軍為奉車都尉，掾、屬為駙馬都

尉，行參軍、舍人為騎都尉，皆奉朝請。

後省奉車、騎都尉，唯留駙馬都尉、奉朝

請。」《晉書．職官志》與《通典．職官典》

的記載大致相同。由此可知，東晉初「騎

都尉」必帶「奉朝請」，後來騎都尉之職罷

廢，但並未說明是何時罷廢；而據〈高崧

妻謝氏墓誌〉與本誌，「騎都尉」一直到晉

哀帝興寧年間仍未罷廢。 

值得注意的是，這二篇墓誌中，高崧

的官爵均未有「奉朝請」，與晉元帝時的慣

例不同，是墓誌失載，還是上述史傳記載

有缺漏，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四）參考書目 

1. 毛遠明，《漢魏六朝碑刻校注》第三冊。

北京：線裝書局，2008。 

2. 南京市博物館，〈江蘇南京仙鶴觀東晉

墓〉，《文物》2001 年第 3 期，北京。 

3. 鄒憶軍，〈高崧父子生平考──兼談南方

士族墓葬的特殊性問題〉，《東南文化》

2000 年第 7 期，南京。 

4. 羅新、葉煒，《新出魏晉南北朝墓誌疏

證》。北京：中華書局，2005。 

 

《史原》復刊，敬邀惠賜鴻文 

《史原》創刊於 1970 年，主要刊載臺灣大

學歷史學研究所研究生學術類相關文章。因應

國內外學術環境的轉變，《史原》於 2010 年復

刊並改版，由衷期盼海內外學界先進給予本刊

批評指教。 

《史原》復刊由《史原》論壇主辦、臺大

歷史系協辦，廣邀海內外歷史學研究生、青年

學者共同耕耘這塊園地。本刊刊載專題論文、

研究討論、學術書評，追求更嚴謹的史學訓練；

也鼓勵發表學術書介、研究回顧、研究札記、

史料或學術文章的考證、校釋或翻譯、敘事史

學、歷史小說、報導文學、紀錄片前言等各種

體裁的文章，嘗試創造更多元的史學風貌。為

了在多元與嚴謹之間取得平衡，本刊採雙匿名

審查制，每期均邀集專家學者從嚴審查稿件，

幫助研究生發表正式、受學界承認的文章。 

我們希望透過《史原》復刊，讓臺大歷史

學研究所內部能產生更多學術對話，舉辦更多

學術活動，成立更多學術群體。期待《史原》

再次獲得眾人支持，成為臺大歷史學研究所與

海內外學子共同交流的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