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0∕2011 年 4 月 58 

漢魏南北朝墓誌釋註（八）：謝溫墓誌 
劉永中（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 

林宗閱（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篇  名：謝溫墓誌。 

紀  年：東晉安帝義熙二年（406）十一

月廿八日（葬）。 

墓誌形制：書體為楷書，但字體大小不一，

且偏凌亂。誌石為長方形青磚，

斷為兩塊，部分殘缺。長 46.4

公分、寬 23 公分、厚 6.5 公分。

正面豎刻 8 行。 

出土地點：1986 年 6 月出土於南京中華門

外雨花臺區鐵心橋鄉大定坊司

家山南側山坡五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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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南郊六朝謝溫墓〉，《文

物》1998 年第 5 期（北京）。（後

文引用簡稱「《文物》」） 

羅新、葉煒，《新出魏晉南北朝

墓誌疏證》（北京：中華書局，

2005），頁 31-32。（後文引用簡

稱「《疏證》」） 

毛遠明，《漢魏六朝碑刻校注》

（北京：線裝書局，2008），第

三冊，頁 43-44。（後文引用簡稱

「《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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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文引用簡稱「〈研究〉」） 

依據拓片：南京市博物館、雨花區文化局，

〈南京南郊六朝謝溫墓〉，《文

物》1998 年第 5 期，頁 18，圖

一二。 

 

一、錄文 

8 7 6 5 4 3 2 1  

□ □ 原 寧 氏 丹 縣 晉 1

凝 □ 溫 縣 諱 楊 都 故 2

之 □ 楷 開 女 郡 鄉 義 3

左 □ 之 國 淑 江 吉 熙 4

將 □ 外 伯 父 寧 遷 二 5

軍 □ 祖 叔 諱 縣 里 年 6

會 父 諱 諱 璵 牛 謝 丙 7

稽 諱 准 球 母 頭 温 午 8

內 簡 江 輔 河 山 字 歳 9

史 之 夏 國 東 祖 長 九 10

 散 郡 叅 衛 攸 仁 月 11

 騎 開 軍 氏 散 □ ■ 12

 郎 國 姉 諱 騎 □  13

  公 諱 □ 郎 □  14

  □ □ 伯 祖 十  15

  諱 適 諱 母 一  16

  □ 太 珫 潁 月  17

    豫 川 廿  18

     庾 八  19

      日  20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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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錄文說明 

1. 「■」（9-12 以下）：《疏證》此處亦

以「■」標示，認為「九月」二字下面上有

多少字無法判斷；《文物》亦持相同看法。《校

注》認為「九月」下尚有八字，但未對這八

字的可能內容作出推測。〈研究〉則推測「九

月」下為「□□豫州陳郡陽夏」等八字。由

於可供推測的線索有限，本篇採《疏證》的

意見，對「九月」二字下所餘字數及內容持

保留態度。 

2. 「□□□」（2-12～2-14）：《文物》、

《校注》均將此處釋為「□□」，《疏證》則

釋為「□□□」。依拓片所示字跡，似較近

於《疏證》所推測，該處應尚有三字。 

3. 「諱」（4-13）：《文物》、《疏證》均

將此處釋為「□」，《校注》則釋為「諱」。

據拓片可知《校注》所釋為確。 

4. 「江夏郡開國公」（6-9～6-14）：《文

物》此處釋為「開□公」，《校注》釋作「開

國公」，《疏證》釋成「關內侯」，〈研究〉則

釋作「江 夏 郡開國公」。審視拓片，6-12

～6-14 三字應作「開國公」為確；6-9～6-11

三字的字跡較不清楚，但其筆畫輪廓確如

〈研究〉所言，與「江夏郡」三字字形接近，

因此本篇採〈研究〉之說；惟「江夏郡」三

字標示為方框加上灰底，表示該字的釋識容

有其他可能。 

5. 「左」（8-14）：《文物》釋此字為

「右」，《疏證》、《校注》均釋為「左」。拓

片中此字字跡不清，不易確辨為「左」或

「右」；文獻所載王凝之的官歷僅見其曾任

左將軍，未見載王凝之為右將軍者，因此本

文釋此字為「左」。 

 

三、點校 

8 7 6 5 4 3 2 1 
□ □ 原 寧 氏 丹 縣 晉

凝 □ (註10) 縣 ， 楊 都 故

之 □ 溫 開 諱 郡 鄉 義

， □ 楷 國 女 (註2) (註1) 熙

左 □ 之 伯 淑 江 吉 二

將 □ 。 (註8) 。 寧 遷 年

軍 ， 外 。 父 縣 里 丙
(註12) 父 祖 叔 諱 (註3) 謝 午

、 諱 諱 諱 璵 牛 溫 歲

會 簡 准 球 ； 頭 ， 九

稽 之 ， ， 母 山 字 月
(註13) ， 江 輔 河 (註4) 長 ■

內 散 夏 國 東 。 仁  
史 騎 郡 參 (註7) 祖 ，  

(註14) 郎 開 軍 衛 攸 □  
。 。 國 (註9) 氏 ， □  

  公 。 ， 散 □  
  (註11) 姊 諱 騎 十  
  。 諱 □ 郎 一  
  □ □ 。 (註5) 月  
  諱 ， 伯 ； 廿  
  □ 適 諱 祖 八  
   太 珫 母 日  
    ， 潁 □  
    豫 川   
     (註6)   
     庾   

 

註 1：都鄉：秦漢以來，一縣常轄有數鄉，

縣治所在之鄉稱為「都鄉」。 

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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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109）更名丹陽郡，隸於揚

州，孫吳、晉沿置；東晉的都城建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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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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江寧縣：西晉武帝太康元年（280）

平吳，改建業縣為秣陵縣，且分秣陵縣另

置臨江縣，屬丹楊郡；次年更名為江寧

縣。治所在今江蘇江寧。 

註 4：牛頭山：山名，在今江蘇南京西南，

現稱為牛首山。謝溫墓出土的司家山，位

於牛首山北約一公里處。 

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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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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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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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豫寧縣開國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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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寧

縣源於東漢獻帝建安年間（196-220）所

置的西安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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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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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太原：郡國名，此處指溫楷之的郡

望。兩漢魏晉時均隸於并州。治所在今山

西太原。 

註 11：江夏郡開國公：此爵為開國郡公，

屬二品爵，為魏晉五等爵制中品級最高

者，僅次於王。江夏郡，漢高祖時分南郡

所置，後隸屬於荊州，魏晉沿置。治所在

今湖北安陸。 

註 12：左將軍：武官名。源於先秦，西漢

前期並不常置，遇征伐時始任命大臣為將

軍出戰，有前、後、左、右及其他多種將

軍號，後來各號將軍漸成為常設官銜。魏

晉沿置，為三品官。 

註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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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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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五

品官。 

四、考釋 

（一）關於〈謝溫墓誌〉 

1986 年 3 月至 1987 年 5 月間，謝球（謝

溫的叔父）及其妻王德光、謝溫、謝珫（謝

溫的伯父）等墓葬先後於南京司家山南側山

坡出土，據各墓所出墓誌，可知這三座墓的

下葬年代頗為接近，集中在晉宋之際。〈謝

溫墓誌〉記載了墓主謝溫的家族成員與出

身、官歷，然而由於此誌頗有殘損，且內容

較為簡略，連墓主的年齡都未記載，所能提

供的訊息遜於謝球、謝珫等人的墓誌；不

過，《疏證》指出〈謝溫墓誌〉亦有其它墓

誌未見的資訊，如謝溫的母親河東衛氏乃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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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女兒，謝溫之姊嫁太原溫楷之等。誌主

謝溫其人不見於史籍記載，此誌適可補充陳

郡謝氏譜系。 

（二）關於誌中所載的「謝攸」、「溫楷之」、

「簡之」、「凝之」及「衛准」 

謝溫的祖父謝攸，在本誌中僅記載其為

「散騎郎」；《疏證》所收錄的〈謝珫墓誌〉

則謂「攸字叔度，散騎侍郎，早亡」，其生

平事蹟不詳。《晉書》〈禮志中〉、〈蔡謨傳〉

分別記載有博士謝攸、司徒主簿謝攸（司徒

為蔡謨），但無法確定這兩位謝攸與謝溫的

祖父是否為同一人，但不無可能。 

《疏證》根據《元和姓纂》卷四「溫氏」

記載，推測謝溫的姊夫溫楷之，就是溫嶠的

從子溫楷，值得參考。溫楷在史書中屢見記

載，他附從桓玄集團，在桓氏敗滅後，溫楷

北奔後秦、北魏，後又因謀亂被北魏誅殺。 

此外，《疏證》推測本誌末兩行所載內

容應與謝溫的妻子家族有關，且其中的「凝

之」應就是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並以「簡之」

為王凝之的兒子，同時也認為「簡之」乃是

誌主謝溫的岳父。其說可參。值得注意的

是：若謝溫妻為王凝之的孫女，那麼謝溫妻

的祖母即為東晉才女謝道韞（謝溫祖父謝攸

的姊妹）；另一方面，謝溫的叔父謝球之妻

王德光，乃是王凝之的侄女（參看邱建智，

〈漢魏南北朝墓誌釋註（六）：謝球墓誌〉，

刊於《臺大歷史系學術通訊》第 8 期［2010

年 8 月，臺北］），凡此皆為琅邪王氏與陳郡

謝氏之間綿延數代的通婚關係下一註腳。 

〈研究〉引用《晉書．衛瓘傳附衛璪傳》

的記載，指出西晉末年東海王司馬越主導，

將衛瓘之孫衛璪所襲封的蘭陵郡公爵位，改

封為江夏郡公，此後東晉元帝再命衛瓘的後

代衛崇襲爵，是則謝溫外祖父衛准擁有「江

夏郡開國公」此一爵位，意味著衛准應是衛

瓘、衛崇的後裔。其說可從。 

（三）關於謝璵、謝溫父子 

〈謝珫墓誌〉記載：「弟璵，字景琡，

早亡；夫人河東衛氏」、「長子寧……次子道

休……次子奉，字剛真，出繼弟璵」，可知

謝溫的父親謝璵早逝，或許尚未出仕即已去

世，因而〈謝溫墓誌〉亦未記載謝璵的官歷。

而謝珫的兒子謝奉「出繼」為謝璵之子，但

在謝璵有子謝溫的情況下，何需謝奉出繼謝

璵家呢？看來是因為謝璵只有謝溫這個兒

子，而謝溫無子，因此謝奉才在謝溫死後出

繼為謝璵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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