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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弘敬墓志校注及有关资料荟集》 

 

自  序 

 
1973年出土于大名县万堤农场、现收藏在邯郸碑林（邯郸市丛台公园西北侧）

的晚唐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志，是为数不多的保存在邯郸的“国宝”级文物之一。 

为什么说它是“国宝”呢？其一，它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唐代墓

志，共刻汉字3364个，其中墓志正文3232字（不含标点）；其二，1993年，国家文

物鉴定小组鉴定其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三，何弘敬与其父何进滔、其子何全皡三代

俱为魏博节度使，“子孙相继，四十余年”。新旧唐书中虽有传，但传文过于简

约，以志可补史书记载之不足；其四，何弘敬墓志虽然以歌功颂德为主，但涉及面

较广，对于研究晚唐中央政府与割据藩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

料；其五，据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何弘敬可能是中亚栗特移民的后代，因此，其墓

志也为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民族融合史（“胡人汉化”或“汉人胡化”）提供了有

价值的参考资料。 

令人遗憾的是，一向以文化底蕴深厚自豪的邯郸人，对这么一件放在家中的宝

贝，却大有视而不见之势。2006年12月份的某日，笔者与邯郸碑林的导游有过一番

对话。据导游讲，关于何弘敬墓志的研究资料眼下很难找到，她们向游客介绍的内

容，仍然局限于陈光唐先生发表在《考古》杂志1984年第8期上的那篇文章。尤为难

堪的是，至今没有一份可靠的标点带注释的志文供她们参考。笔者虽非硕学通儒，

听到这番话后却难免心有所感，遂慨然承诺，数月后，当有一详细的介绍何弘敬墓

志的小册子面世。这便是编纂本书的起因。 

首先遇到的是志文的重新标点问题。由于笔者藏书有限，在网上搜索，只见到

了该墓志的“只言片语”，到当地图书馆查阅，亦无所获。后来得到邯郸市文保所

李忠义先生提供的一份资料，大喜之下却又有些微憾，因为不知系手民之误或其它

原因，该资料上的志文标点有多处明显错误，无法作为善本。无奈之下，只好从抄

录墓志原文入手重新予以标点。可是，不点不知道，一点吓一跳。单何弘敬的那一

溜儿官衔就让笔者忙活了半个月。因为笔者虽然自幼喜欢文史，但属于“好读书不

求甚解”一类，对中国古代官制的知识几乎为零，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抱起新旧

唐书恶补。好在越点越顺，慢慢地居然有些佩服起自己的悟性来。07年“五一”前

夕，标点工作已基本完成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五一”期间，笔者到邯郸市中

华路的新华书店闲逛，居然发现了一本《栗特人在中国》（中华书局，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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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版），从该书中得知，天津古籍出版社早在1991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
北卷》中，就已经刊载了标点过的《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志铭》（笔者至今仍未见

到该书，有心的读者可自行比对）。这几乎等于宣布，笔者几个月的努力已经白

费。好在笔者并非象牙塔中的学究，没有必须发表原创成果的任务，何况本书的主

要任务是荟集何弘敬墓志的研究资料，因此，“灾梨祸枣”的自然仍是笔者的“成

果”。 

其次是为志文作注。笔者将本书的读者定位为有一定文字基础的文史爱好者，

因此尽量避免繁琐。对吹捧何弘敬的出生如何应天顺人之类的明显肉麻的文字，因

为意义不大，一般不注。对涉及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常识性问题，则酌情增加篇

幅。至于专业文史研究者，如果愿意翻看本书，相信也不会一无所获。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标点何弘敬墓志，笔者购来装门面的中华书局版《廿四

史》，这次总算派上了用场。为了免去读者查阅大部头著作的麻烦，笔者顺便将与

何弘敬墓志有关的人物和事件的原始资料，尽可能荟集在了一起，并逐字逐句进行

了校对，这便是本书的第二部分。 

随着校注工作的完成，笔者难免对晚唐藩镇割据的历史形成一些看法，因此便

参考一些笔者能够见到的研究资料，对这段历史作了一下粗线条的勾勒，以方便有

兴趣的读者做进一步的探讨。这便是本书的第三部分。 

最后，需要声明的是，笔者水平毕竟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方家随时指

正，不胜感谢。 

任乃宏 

2007年5月5日 

草于邯郸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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