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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南北朝墓誌釋註（六）：謝球墓誌 
邱建智（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篇  名：晉故輔國參軍豫州陳郡陽夏縣都

鄉吉遷里謝球墓誌（簡稱「謝球

墓誌」）。 

紀  年：東晉安帝義熙三年（407）七月廿

四日安厝，41 歲。 

墓誌形制：書體隸楷兼有。誌石為磚質，長

45cm，寬 23cm，厚 6cm。誌陽

及側面兩面刻字，字體大小不

一，側面文字較大。誌陽刻文共

9 行，每行至多 28 字，共 203

字。側面單行刻字，共 18 字。 

出土地點：1986 年 3 月出土於南京雨花臺

鐵心橋大定坊司家山四號墓。 

收藏地點：南京市博物館。 

重要著錄：南京市博物館、雨花區文化局，

〈南京司家山東晉、南朝謝氏家

族墓〉，《文物》2000 年第 7 期

（北京）。 

毛遠明，《漢魏六朝碑刻校注》

（北京：線裝書局，2008），第

三冊，頁 45-46。 

羅宗真，〈從考古資料看六朝謝

氏家族的興衰〉，《東南文化》

1997 年第 4 期（南京）。 

張學鋒，〈南京司家山出土謝氏

墓誌研究〉，《南京曉庄學院學

報》2004 年第 3 期（南京）。 

 

依據拓片：南京市博物館、雨花區文化局，

〈南京司家山東晉、南朝謝氏家

族墓〉，《文物》2000 年第 7 期，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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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錄文 

誌陽 

9 8 7 6 5 4 3 2 1  

稽 刺 人 將 太 刺 郡 球 晉 1

內 史 同 軍 守 史 秣 字 故 2

史 夫 郡 會 夫 夫 陵 景 輔 3

父 人 袁 稽 人 人 縣 璋 國 4

煥 劉 氏 內 琅 陳 賴 年 參 5

之 氏 兄 史 瑘 留 鄉 卌 軍 6

海 球 璵 康 王 阮 石 一 豫 7

塩 妻 夫 樂 氏 氏 泉 義 州 8

令 琅 人 公 叔 父 里 熙 陳 9

球 瑘 河 夫 靖 攸 牛 三 郡 10

息 王 東 人 太 散 頭 年 陽 11

女 德 衛 譙 常 騎 山 三 夏 12

令 光 氏 國 卿 郎 祖 月 縣 13

淑 祖 外 桓 夫 夫 弈 廿 都 14

息 羲 祖 氏 人 人 侍 六 鄉 15

男 之 翼 兄 潁 潁 中 日 吉 16

元 右 車 珫 川 川 使 亡 遷 17

 軍 騎 豫 庾 庾 持 其 里 18

 將 將 寧 氏 諱 節 年 謝 19

 軍 軍 伯 叔 女 鎮 七  20

 會 揚 夫 玄 淑 西 月  21

  州  車 伯 將 廿  22

    騎 淵 軍 四  23

     義 豫 日  24

     興 州 安  25

       厝  26

       丹  27

       楊  28

 

 

誌側 

1  

晉 1 

故 2 

輔 3 

國 4 

參 5 

軍 6 

豫 7 

州 8 

謝 9 

球 10 

安  11 

厝 12 

丹 13 

楊 14 

郡 15 

牛 16 

頭 17 

山 18 

 

二、錄文說明 

1. 「淑」（誌陽 9-14）：拓片上此字所

存字跡不清，據其殘存字形，似為「淑」字；

惟因此字的釋識容有其他可能，是故將「淑」

字標示為方框加上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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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校 

誌陽 

9 8 7 6 5 4 3 2 1
稽 刺 人 將 太 刺 郡 球 晉

內 史 同 軍 守 史 (註4) ， 故

史 ； 郡 (註18) ； (註9) 秣 字 輔

； 夫 袁 、 夫 ； 陵 景 國

父 人 氏 會 人 夫 縣 璋 參

煥 劉 。 稽 琅 人 (註5) ， 軍

之 氏 兄 (註19) 邪 陳 賴 年 (註1)

， 。 璵 內 (註16) 留 鄉 卌 、

海 球 ； 史 王 (註10) 石 一 豫

鹽 妻 夫 (註20) 氏 阮 泉 。 州
(註28) 琅 人 、 。 氏 里 義 陳

令 邪 河 康 叔 。 牛 熙 郡
(註29) 王 東 樂 靖 父 頭 三 陽

。 德 (註25) 公 ， 攸 山 年 夏

球 光 衛 (註21) 太 ， 。 三 縣

息 ； 氏 ； 常 散 祖 月 (註2)

女 祖 。 夫 卿 騎 奕 廿 都

令 羲 外 人 (註17) 郎 ， 六 鄉

淑 之 祖 譙 ； (註11) 侍 日 (註3)

， ， 翼 國 夫 ； 中 亡 吉

息 右 ， (註22) 人 夫 (註6) ， 遷

男 軍 車 桓 潁 人 、 其 里

元 將 騎 氏 川 潁 使 年 謝

。 軍 將 。 庾 川 持 七  
 (註27) 軍 兄 氏 (註12) 節 月  
 、 、 珫 。 庾 (註7) 廿  
 會 揚 (註23) 叔 (註13) 、 四  
  州 ， 玄 諱 鎮 日  
  (註26) 豫 ， 女 西 安  
   寧 車 淑 將 厝  
   伯 騎 。 軍 丹  
   (註24)  伯 (註8) 楊  
   ；  淵 、   
   夫  (註14) 豫   
     ， 州   
     義    
     興    
     (註15)    

 

誌側 

1 

晉 

故 

輔 

國 

參 

軍 

豫 

州 

謝 

球 

， 

安 

厝 

丹 

楊 

郡 

牛 

頭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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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輔國參軍：指輔國將軍的參軍。輔國

將軍，東漢獻帝始置，以伏完為之；魏晉

沿置，為三品官。參軍，東漢始置參軍事，

簡稱參軍，掌參謀軍務；晉以後親王、公

府及將軍幕府多設此官。 

註 2：豫州陳郡陽夏縣：此處指謝球郡望。

漢武帝元封五年（106 B.C.）初置十三州刺

史，豫州為其中之一，魏晉沿置。陳郡為

豫州轄下的郡國，在文獻上亦常被記載為

「陳國」；東漢章帝章和二年（88）改淮陽

郡為陳郡，晉武帝則將陳郡併入梁國，至

晉惠帝時又分梁國置陳郡。晉時陽夏縣為

豫州陳國的屬縣，治所在今河南太康。 

註 3：都鄉：秦漢以來，一縣常轄有數鄉，

縣治所在之鄉稱為「都鄉」。 

註 4：丹楊郡：郡國名，在文獻上亦常被記

載為「丹陽」。秦置鄣郡，西漢武帝於元

封二年（109 B.C.）更名丹陽郡，隸於揚

州，孫吳、晉沿置；東晉都城建康，位於

丹楊郡境內，丹楊郡遂成為京畿要郡，最

高行政長官亦由太守改稱為尹。治所在今

江蘇南京。 

註 5：秣陵縣：縣名。本名金陵，秦始皇時

改稱秣陵，漢代為丹楊郡屬縣，東漢獻帝

建安十七年（212）時孫權將其改稱為建

業，晉武帝滅吳後又改稱秣陵，並於太康

三年（282）分秣陵縣北另置建業縣。治

所在今江蘇南京。 

註 6：侍中：始置於秦。漢代為加官，加此

官者得出入宮禁。魏晉時侍中為三品官，

侍於帝側，以備顧問，並掌門下省眾事，

且有處理尚書上奏諸事之權；晉代以來，

侍中為門下省長官。魏晉侍中員額四人，

另外尚有以侍中為加官者，不在四員之限。 

註 7：使持節：節為皇帝所賜之信物，持節

官員為皇帝之使者，秉帝命而執事，有專

殺之權。晉代將持節者分為「使持節」、「持

節」、「假節」三個等級，「使持節」等級

最高，臨事得誅殺秩二千石以下之官員。 

註 8：鎮西將軍：四鎮將軍之一，東漢末始

設，魏晉沿置，為三品官。 

註 9：刺史：州長官，西漢武帝始置，原為

監察官性質，後漸成為行政長官；東漢末

曾一度改名為州牧，後復為刺史。魏晉時

沿置，為四品官，兼治軍、民，並擁有監

察權、任用權和選舉權。 

註 10：陳留：郡國名，此處指阮氏的郡望。

西漢武帝元狩元年（122 B.C.）始置，隸於

兗州，魏晉沿置，治所在今河南開封。 

註 11：散騎郎：即散騎侍郎，曹魏文帝黃

初初年置，晉時屬門下省，以侍從、規諫

為主要職掌，或有參與評議尚書奏事之權，

是皇帝身邊近臣，常為顯職，為五品官。 

註 12：潁川：郡國名；此處指庾氏的郡望。

始置於秦，兩漢魏晉時均隸於豫州。治所

在今河南禹縣。 

註 13：張學鋒〈南京司家山出土謝氏墓誌

研究〉認為「庾」字下漏刻「氏」字。 

註 14：淵：即謝淵，唐代修《晉書》時，

為避唐高祖李淵名諱，往往將謝「淵」改

稱作謝「泉」或謝「川」。 

註 15：義興：西晉懷帝永嘉四年（310），

司馬睿為表彰陽羨縣人周玘三定江南（惠

帝永興元年討石冰、懷帝永嘉元年討陳

敏，永嘉四年討錢璯）之功，乃將陽羨縣與

義鄉、國山、臨津、平陵、永世等五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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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義興郡，隸於揚州。治所在今浙江宜興。 

註 16：琅邪：郡國名；此處指王氏的郡望。

秦置琅邪郡，兩漢魏晉亦置，隸於徐州，

治所在今山東膠南市西南夏河城。晉室南

遷後，東晉元帝太興三年（320）僑置琅邪

郡，初無實土，寄治於丹陽郡（今江蘇句

容），晉成帝咸康元年（335）始割丹陽郡

之江乘縣地為實土。 

註 17：太常卿：官名。秦置奉常，漢初沿

置，為九卿之一，景帝中六年（122 B.C.）

更名太常，王莽時改太常為秩宗，東漢復

稱太常；魏晉沿置，為三品官。職司禮儀

祭祀、宗廟陵寢及教育等事項。魏晉以

來，亦常作為贈官。 

註 18：車騎將軍：漢文帝始置，魏晉沿置，

為二品官，後漸成為用以優禮尊顯重臣的

軍號。 

註 19：會稽：郡國名。始置於秦，東晉時

隸於揚州。治所在今浙江紹興。 

註 20：內史：官名，晉武帝太康十年（289）

改諸王國相為內史，職掌如郡太守。 

註 21：康樂公：謝玄於東晉孝武帝太元十

年（385）十月因淝水之戰以來所積累的

功勳，被封為康樂縣公，位屬一品爵。三

國孫吳黃武年間（222-229），孫權置陽樂

縣，隸於揚州豫章郡；晉武帝平吳後，於

太康元年（280）改名為康樂縣。治所在

今江西萬載。 

註 22：譙國：郡國名，此處指桓氏的郡望。

漢末曹操分沛國置譙郡，隸於豫州，晉代

沿置之。治所在今安徽亳州。 

註 23：珫：即謝珫，在《晉書．謝玄傳》被

記載作謝「玩」，乃謝玄的兄長謝攸之子。 

註 24：豫寧伯：謝珫因其叔父謝玄從淝水

之戰以來所積累的功勳，被賜封東興縣

侯，旋改封豫寧縣伯，為二品爵。東漢獻

帝建安年間（196-220）置西安縣，隸於

揚州豫章郡；晉武帝太康元年（280）改

名為豫寧縣；晉惠帝元康元年（291），豫

章郡改隸於新設置的江州，豫寧縣遂成為

江州屬縣。治所在今江西武寧。 

註 25：河東：郡國名，此處指衛氏的郡望。

始置於秦，兩漢時屬司隸，魏晉時隸於司

州。治所在今山西夏縣。 

註 26：揚州：漢武帝元封五年（106 B.C.）

初置十三州刺史，揚州為其中之一。三國

時期，曹魏、孫吳均置揚州，曹魏的揚州

治所在壽春（今安徽壽縣），孫吳的揚州

治所在建業（今江蘇南京）。西晉滅吳後，

整併揚州轄境，移治建業（後改稱建康），

東晉時仍為揚州治所。 

註 27：右軍將軍：武官名。兩晉南朝時期，

以左軍、右軍、前軍、後軍合稱「四軍」，

各置將軍，統率宿衛禁兵，為四品官。 

註 28：海鹽：縣名。始置於秦，西漢時隸

於揚州會稽郡，東漢順帝永建四年（129）

分會稽郡另置吳郡，海鹽縣遂成為吳郡屬

縣，魏晉沿置。治所在今浙江海鹽。 

註 29：令：即縣令，為縣的行政長官。晉

代縣令的官品依縣的等級高低而異，為六

品官或七品官。 

四、考釋 

（一）關於〈謝球墓誌〉 

〈謝球墓誌〉記載了謝球個人的郡望、

官歷、卒葬時間與葬地等資訊，同時也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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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謝球的父祖、叔伯、兄長等人的官爵與婚

配情形，對於謝球之妻王德光的郡望出身及

父祖官爵，也有所記載，為陳郡謝氏、琅邪

王氏及潁川庾氏這幾支東晉重要士族，提供

了不少史籍未見的寶貴資料。 

本墓誌出土於謝球與其妻王德光的合

葬墓，與之同時出土的，尚有王德光的墓

誌；惟〈王德光墓誌〉僅有誌主卒葬時間的

簡略記載，重要的歷史資訊仍多集中於〈謝

球墓誌〉。 

（二）謝球的生年與官歷 

本篇墓誌謂謝球死於晉安帝義熙三年

（407）三月，時年 41 歲，則謝球應出生於

晉廢帝海西公太和二年（367）。 

謝球其人史籍未載，據〈謝球墓誌〉可

知他仕至輔國參軍；惟查諸史籍，謝球在世

期間，曾任東晉輔國將軍者為數甚多，而〈謝

球墓誌〉提供的訊息有限，無法據以判斷謝

球任輔國參軍時，身為其府主的輔國將軍究

竟是何人。 

（三）關於謝球家族 

根據〈謝球墓誌〉及《晉書．謝安傳》

的記載，可知謝球是東晉名相謝安之兄謝奕

的孫子，同時也是當時名將謝玄的侄兒；謝

球的外祖父是庾翼，其妻王德光的祖父則是

王羲之。《晉書．謝安傳附謝奕傳》提到謝

奕有三子：謝淵（《晉書》避唐高祖名諱改

記作謝「泉」）、謝靖、謝玄，唯獨未提到本

篇墓誌誌主謝球的父親謝攸，此可據〈謝球

墓誌〉補史籍之闕。 

 

〈謝球墓誌〉所載人物關係圖 

   ┌─謝淵 
   │  ║ 
謝奕 │ 王氏 
╟──┤ 
阮氏 ├─謝攸 
   │  ╟──┬─謝珫 
庾翼 │╔庾女淑 │   ║ 
╠══╪╝    │  袁氏 
劉氏 ├─謝靖  │ 
   │  ║  ├─謝璵 
   │ 庾氏  │   ║ 
   │     │  衛氏 
   └─謝玄  │ 
      ║  │ 
     桓氏  └─謝球  ┌─謝令淑 
           ╟──┤ 
王羲之──王煥之──王德光 └─謝元 

說明：1. 以楷體字標示者為女性。 

2. ║表示婚配，╠═表示女性人物及其父母。 

 

此外，《晉書．王羲之傳》謂王羲之「有

七子，知名者五人」：王玄之、王凝之、王

徽之、王操之、王獻之，而據〈謝球墓誌〉，

可知道王羲之另一位較不「知名」的兒子王

煥之之名與官歷。 

〈謝球墓誌〉所載謝奕、謝淵、謝靖、

謝玄等人的官爵，均與《晉書．謝安傳》相

符。謝球之父謝攸仕至帝側近臣散騎侍郎，

謝球本人則僅仕至輔國參軍，與其父祖叔伯

相比，謝球在宦途上的經歷似乎較不突出。 

在謝球墓的附近，尚有其兄謝珫的墓葬

（司家山六號墓）也被發掘，關於謝珫、謝

球兄弟的祖父謝奕以下之謝氏家族成員及

其婚配對象，在謝珫的墓誌中有更詳盡的記

載，可參看〈南京南郊六朝謝珫墓〉一文對

謝珫墓誌內容的探討。關於謝球家族的分析

討論，另可參看羅宗真〈從考古資料看六朝

謝氏家族的興衰〉及張學鋒〈南京司家山出

土謝氏墓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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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人文社會學科 

二、會議日期及地點：2010 年 8 月 27-29 日，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 

開幕致詞：甘懷真主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主持人 發表人及宣讀論文 評 論 人 

李昭毅∕從漢代「分等課役」原則說「傅」與「為正」 阿部幸信 
陳侃理∕從陰陽書到明堂禮──讀銀雀山漢簡〈迎四時〉 游逸飛 葉 煒 

陳識仁∕寐寤之道：中國中古時代的睡眠觀 余 欣 

谷口建速∕從長沙走馬樓吳簡看三國吳的給役與賦税 孟彥弘 
佐川英治 

張文杰∕走馬樓吳簡所見戶籍簡籍注內容試探 永田拓治 
魏 斌∕漢晉南方人名考──單名、二名的展開及其意義 吳修安、許凱翔 

 
8月27日
（週五） 

陳識仁 張榮強∕唐代吐魯番籍的「丁女」與敦煌籍的「中女」 
──兼論兩晉南朝與北朝女子「丁中」標準的差異 

孟彥弘 

徐 沖∕「處士功曹」小論：東漢後期的處士、故吏與君臣關係 安部聡一郎 
趙立新∕南朝士人起家前的名聲與交遊 小尾孝夫 

阿部幸信 
黃玫茵∕唐代後期江南貶官研究──以江南六使區官僚的貶入

遷出為中心 
游自勇、陳文龍 

岡部毅史∕關於北魏前期的位階秩序──以對爵與品的分析為
中心 

胡 鴻 
魏 斌 

吉田愛∕東魏北齊的鄴和晉陽 朱振宏 

林靜薇∕東魏北齊遣使制度初探 佐川英治、松下憲一

 
8月28日
（週六） 

鄭雅如 
梶山智史∕北魏的東淸河崔氏──崔鴻《十六國春秋》編纂的背景 林宗閱 
內田昌功∕南朝後期建康的朝堂布局 孫正軍 

藤井康隆∕關於南北朝陵墓喪葬空間的構思和設計 林聖智 
趙立新 

陳 昊∕若隱若現的城市中被遺忘的屍體？──隋代中期至 
唐代初期的疾疫、疾病理論的轉化與長安城 

胡雲薇 

顧江龍∕漢晉南北朝外命婦制度初探 鄭雅如 
松下憲一 

葉 煒∕唐代異姓爵的承襲問題 戶川貴行 
蔡宗憲∕鄧艾祠廟的跨域分布及其祭祀爭議──中古神祠的 

個案研究之一 
雷 聞 

 
8月29日
（週日） 

余 欣 
田中靖彥∕澶淵之盟和曹操祭祀──關於真宗朝的「正統」的萌芽 仇鹿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