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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 冯熙墓志都已经是成熟

的精品之作。 此前所见最早的

北魏墓志， 是制作于太和二十

年 （496）十一月的南安王元桢

墓志。现在，冯熙墓志将这一时

间点提前了近一年的时间。

因此， 本文第一节所提出

的问题， 即北魏洛阳时代墓志

文化的创生这一 “历史事件 ”

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可以化约

为一个更为简练的问题： 冯熙

墓志作为一个 “历史事件 ” ，

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一 “历史事件” 最为重

要的参与者或者制造者， 前文

实际上已经给出了提示 。 据

《北史·外戚传 》， 正是孝文帝

本人 “亲作志铭”。 但这一记述

与冯熙墓志一样， 是带有特定

意识形态目的的历史书写， 需

要进行深入的史料批判。 剥开

正史文本和墓志文本的重重包

裹， 我们可以看到， 在太和十

九年 （495） 的北魏， 围绕冯熙

和冯诞父子的安葬问题， 有三

场葬礼依次展开， 最终造就了

今天所见的冯熙墓志， 以及之

后北魏洛阳时代的墓志文化。

太和十九年五月 ：

冯诞的洛阳葬礼

第一场葬礼之前

读者看到 “三场葬礼” 可

能会感到疑惑。 以中古丧葬文

化的常态而言， 一方墓志对应

一场葬礼。 冯熙墓志与冯诞墓

志这父子二人的两方墓志， 为

何会有三场葬礼之说？

的确， 冯诞墓志和冯熙墓

志 分 别 对 应 着 太 和 十 九 年

（495） 五月和十二月在洛阳为

他们举行的两场葬礼 。 这在

《北史·外戚传》 和两方墓志之

中都有着明确的叙述。 如前所

述， 冯熙父子葬于洛阳也是孝

文帝迁都大业的有机组成部

分 。 根据 《北史·外戚传 》 的

叙述， 孝文帝在南征前线得知

冯熙凶讯后即决定要将其葬于

洛阳 。 冯熙妻博陵长公主先

卒， 早已入葬冯氏在平城的墓

所 。 所以还要下诏 “开魏京

之墓 ”， 将公主之柩与冯熙之

柩一起运往洛阳。 冯熙夫妇灵

柩到达洛阳东郊七里涧时， 孝

文帝 “服缞往迎 ， 叩灵悲恸

而拜焉”。

这里有些时间上的细节值

得追究 。 太和十七年 （493）〇

十八年 （494） 孝文帝迁都两

度从平城南下， 分别走山西与

河北路线， 到达洛阳都不过费

时月余。 孝文帝得知冯熙凶讯

是在三月十九日 ， 就算包括

“开魏京之墓 ” 在内的丧事筹

备需要更多时间， 在六月前后

冯熙夫妇灵柩总该已经能够运

抵洛阳 。 而据 《冯熙墓志 》 ，

冯熙在洛阳的实际入葬时间是

十二月廿六日 。 这一间隔有

些长得不合常理 ， 不由让人

怀疑将冯熙葬于洛阳的决定 ，

可能发生的相当晚 。 换言之 ，

将冯熙葬于洛阳的决定， 可能

发生的相当晚 ， 孝文帝并不

是在得知凶讯后就立刻做出

这一决策的。

在关注十九年五月初的冯

诞洛阳葬礼之前， 我们应当了

解一个重要背景： 实际上有史

料显示， 在十九年三月冯熙死

后， 远在淮南前线的孝文帝与

留守平城的保守势力间发生过

尖锐的对立。 但君臣争执的主

题并非冯熙是否应该南葬洛

阳， 而是孝文帝本人是否应该

北返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 当

时恒州刺史 〇 行尚书令陆叡

“表请车驾还代 ， 亲临太师冯

熙之葬 ”。 发出同样请求的还

有宗室元老元丕。 陆叡与元丕

都是平城保守势力的代表， 对

迁都之事本来就持反对态度 。

他们要求孝文帝回平城参与冯

熙葬礼， 自然也含有阻挠新都

建设甚至更为危险的用意。 故

孝文帝坚持不回平城， 并专门

下诏曰：

今洛邑肇构， 跂望成

劳。开辟暨今，岂有以天子

之重远赴舅国之丧？ 朕纵

欲为孝，其如大孝何！纵欲

为义，其如大义何！天下至

重，君臣道悬，岂宜苟相诱

引，陷君不德。令、仆已下，

可付法官贬之。

当时陆叡为行尚书令。 从

“令〇 仆已下， 可付法官贬之”

的措辞来看， 当时上表要求孝

文帝北返亲临冯熙葬礼的官员

为数不少， 对孝文帝构成了一

定的舆论压力。 而孝文帝对他

们进行处罚只是表明迁都决心

的一种姿态， 实际上仍以安抚

为主。 陆叡和元丕随后都官复

原职并有所升迁。

如此可以设想， 若当时就

宣布要将冯熙迁葬洛阳的话 ，

必定会引起元丕〇 陆叡诸人更

为强烈的反对。 因为此事对平

城保守势力的冲击， 是远远大

于孝文帝是否亲临平城参与冯

熙葬礼的。 现在既然孝文帝不

回平城参加葬礼就已经引起了

如此大的争议， 说明当时应无

将冯熙夫妇灵柩南迁洛阳入葬

的公开计划。 元丕等人坚持要

求孝文帝回平城参加葬礼， 正

是以冯熙葬于平城为前提的 。

冯熙的平城葬礼， 与冯诞的洛

阳葬礼及后来冯熙的洛阳葬礼

一起， 构成了本文所述的 “三

场葬礼”。

入葬洛阳的第一人

在冯熙父子之后， 太和十

九年 （495） 五月一日 ， 广川

王元谐亦卒于洛阳。 其后孝文

帝与群臣讨论相关葬仪。 其中

有一项议题即是 “广川王妃薨

于代京 ， 未审以新尊从于卑

旧 ， 为 宜 卑 旧 来 就 新 尊 ？ ”

“新尊 ” 指广川王元谐 ， “卑

旧” 指广川王妃。 这里涉及到

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其一， 死于新都洛阳的元

谐， 是葬于新都洛阳， 还是归

葬旧都平城？

其二 ， 若元谐葬于洛阳 ，

之前已葬于平城的广川王妃 ，

是否亦须迁葬洛阳？

显然这不仅仅是广川王一

家的问题， 而是迁洛百官及其

背后的家族都需要面对的重大

课题。 这一问题需要进行专门

讨论， 充分说明孝文帝纵使一

意维新， 也不能不对代都旧人

有所顾虑。

在此背景之下， 五月初在

洛阳举行的冯诞葬礼就有了极

为特殊的意义 。 据 《冯诞墓

志 》， 冯诞于五月四日在洛阳

“乾脯山之阴 ” 入葬 。 乾脯山

推测地当汉魏洛阳城东北， 与

西晋帝陵相邻。 这一带并不是

之后洛阳时代北魏权贵在洛阳

北邙的主流葬地， 说明孝文帝

此时对于葬地的规划尚无明确

方案。 但无论如何， 冯诞是目

前所知第一位葬在洛阳的北魏

权贵。 而且如前所述， 冯氏和

孝文帝之间不仅是一般的君臣

关系 ， 还有着特殊的家族纽

带 。 对去世的冯氏父子而言 ，

孝文帝一定程度上也具有 “丧

家” 的身份。 在因孝文帝是否

北返平城参加冯熙葬礼和广川

王元谐葬地问题而发生激烈争

论的关键时刻， 孝文帝一方面

坚持不回平城， 一方面迅速在

洛阳主持了冯诞的葬礼， 向整

个北魏统治集团发出了极其强

烈的信号。

太和十九年六月 ：

冯熙的平城葬礼

不过 ， 在以冯诞葬礼的

方式向天下宣示定都伊洛决心

的同时， 孝文帝实际上对平城

保守势力仍然有所妥协。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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