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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荆王庙、墓及其碑记考略

潘美云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江苏 镇江２１２０００）

摘　要：汉荆王刘贾系刘邦从兄，为汉初开国兴邦功臣，后战死于富陵，归葬于封地（今镇江），并建有荆

王祠庙及墓冢。唐代先天二年（７１３），重新修建荆王庙，并立有孙处玄等撰写的两方碑刻，详细记述其修

建过程、规模形制以及相关人员的事迹，具有 重 要 的 文 史 价 值。另 据 志 书 记 载，庙、墓 位 于 润 州 城（铁 瓮

城旧址）内，早先地处“州城西北墉上”，明清移 至 衙 城 东 南 一 隅，迄 今 墓 址 遗 迹 尚 存，并 公 布 为 文 物 保 护

单位。至于《碑记》中关于荆王庙、墓及封地 的 记 述，得 到 唐、宋、明 历 代 官 修 地 理 类 书 的 承 袭 和 确 认，这

从一个侧面提供了汉代封国王都与庙、墓同处一地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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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荆王刘贾墓，镇江市人民政府于１９８２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②　此处及以下《碑》《记》的引文，出处皆同参考文献［３］，不再另注。

　　刘 贾（？—前１９５），沛 郡 丰 邑（今 徐 州 丰 县）
人。《前汉书》有传：“荆王刘贾，高帝从父兄也，不
知其初起时。汉元年（前２０６），还定三秦，贾为将

军，定塞地，从东击项籍。”后，因 其 战 功 显 赫，“立

刘贾为荆王，王淮东。立六年，而 淮 南 王 黥 布 反，
东 击 荆。贾 与 战，弗 胜，走 富 陵，为 布 军 所

杀”［１］５４４。
刘贾与镇江有着密切的关 系。宋 代《嘉 定 镇

江志》记述：“汉 初 为 荆 国，荆 王 贾 都 于 此。”［２］８而

更早的史 料 则 见 有 唐 先 天 二 年（７１３）《荆 王 祠 神

记》，曰：“汉兴，为将军，有功封为荆王，王于此地。
与黥布战，薨，人为立庙。”［３］３３５—３３７至今，镇江市区

鼓楼岗东侧仍有刘贾墓遗迹，并被列为镇江市 文

物保护单位。①

荆王庙、墓是镇江重要的文化遗产，而刘贾王

都的地望亦是汉代文化史的学术课题之一，笔 者

拟就其相关内容试作探索与研究。

一、唐代荆王庙及其碑记

在古代史料中，所见最早记 载 荆 王 庙 者 为 两

方唐代碑刻。其碑目载录于宋人陈思《宝刻丛编》
中：“唐《荆王神庙碑》，唐孙处玄撰，正书，无姓名。
先天二年（７１３）三月立。”（简称《碑》）另，“唐《荆王

祠神记》，唐张文瑾撰，正书，无姓名。先天二年八

月立。”（简 称《记》）［４］４１６其 所 谓“无 姓 名”，是 指 两

碑正文之后未见另署撰者姓名。其实《碑》的撰者

在《记》文中已经点明：“吴郡孙处元撰碑，披文相

质，穷理尽性，稽诸典故，备通神道。”而《记》文 自

身则是以第一人称记述，文中自我介绍为“祝张文

瑾”（“祝”者，祠庙主 持 人），并 以“文 瑾 修 身 洁 己，
常主奠祭，岁月躬亲，不懈其事”句 结 束 正 文。可

见，张文瑾即是《记》文作者。②

孙处玄（一写孙处元），《旧唐书》有传：“孙 处

玄，长安中（７０１－７０４）征为左拾遗。颇善属文，尝
恨天下无书以广新文。神龙初（７０５），功臣桓彦范

等用事，处玄遗彦范书，论时事得失，彦 范 竟 不 用

其言，去 官 还 乡 里，以 病 卒。”［５］６１６他 回 到 江 南 以

后，利用几年时间撰成二十卷《润州图经》。原 书

久佚，只有少量断简残篇散见于宋、元 志 书 之 中。
其中，载有两件镇江文化史的大事：一是关于书法

瑰宝《瘗鹤铭》的作者，《润州图经》记曰：“为王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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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书，字亦奇 特。”①可 说 是《瘗 鹤 铭》石 刻 传 世 中

的最早史料。二是关于“州城西北墉上神祠”，《润

州图经》云：“本 汉 荆 王 之 庙 也。”②在 历 代 地 方 志

书中，这堪称记录荆王庙历史的最早先例。
《碑》《记》的主要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且 又

各有侧重：

（一）歌颂刘贾的丰功伟绩

以《碑》文尤甚，介绍了荆王一生的主要事迹：
“一麾而获马欣，三捷而强彭越。围寿 春，举 周 殷

之众；会垓下，收项籍之功。取 临 江 若 拾 遗，分 旧

楚犹摧朽。因谋出于不代，异绩崇于一时。”“富陵

之釁，蝉蜕道穷。”孙处玄在文后的铭辞 中 进 而 作

出评价：“帝王兴起，必有藩捍。匪独也周，亦闻于

汉。”“德盛伊何？辅主惠民。”“欲 达 吾 信，词 陈 史

视。”孙处玄 尤 为 推 崇 的 是 刘 贾“辅 主 惠 民”的 精

神，认为这是德盛所在。同时，他以“帝王兴起，必
有藩捍”，阐述了君主要善待贤良功臣，如此方 能

得到更多人的辅佐以成就事业。

（二）记载庙、墓的祭祀活动

《记》文述及庙、墓祭祀的 内 容 较 多。先 是 追

记唐以前的历史演变过程：“（荆王）王于此地。与

黥布战，薨，人为立庙。历吴、晋、宋、齐、梁、陈，俗
皆享祀。”继 而《记》文 作 者 例 举 了 入 隋 后 的 两 个

事迹：
其一，唐初茅山道士江旻作祭文

《记》文介绍：“隋平陈，废 州 为 镇，数 经 寇 贼，
镇官溷惧，屡 祷 求 福 助 焉。其 祭 文，道 士 江 旻 所

作，词甚华美。”六朝时南徐州治京口，隋开皇九年

（５８９）“废南 徐 州，改 为 延 陵 镇。十 五 年（５９５）罢

镇，置润州。”［６］４３０江旻其人，事迹不详，唯在《全唐

文》中见有江旻所撰《唐国师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

立观碑》，碑文为记载唐初“国师”“法主真人”茅山

道士王远知生平；而江旻亦是“贞观时希元观三洞

道士”［７］４２６３，希 元 观 为 茅 山 著 名 道 观 之 一。以 上

史料反映，江旻大约在去茅山希元观之前曾主 持

荆王祠庙，并表明其时该庙的管理属于道教系统。
其二，润州司马薛讷恭祀

《记》载：“前后二千石及上佐下车，辄 先 祭 而

始莅职。如慢黩不虔，应时致 祸。”汉 郡 守 俸 禄 为

两 千 石，所 谓 “二 千 石 者，（月 各）百 二 十 斛

（粟）”［１］７３，此 处 代 指 润 州 刺 史。“上 佐”，唐《通

典》曰：“大唐州府佐吏与隋制同，有别驾、长史、司
马一人，大 都 督 府 司 马 有 左 右 二 员。凡 别 驾、长

史、司马，通谓之上佐。”［８］９１０这说明历届润州刺史

以及上佐等履职赴州，必先来荆王庙、墓祭祀后上

任，方可保佑平安、顺利。

而《记》文又以润州司马薛讷为例：“左骁卫大

将军薛讷，尝为此州司马，被病危笃，令 祝 张 文 瑾

至诚乞请，当时获愈。自是 恭 祀 有 加。”薛 讷（６４９
－７２０），字慎言，唐朝右威卫大将军 薛 仁 贵 长 子，

新、旧《唐 书》皆 有 传③。传 载，其 早 年 初 任 蓝 田

令，但未述及薛任润州司马事迹，《记》文可补本传

之欠缺。另，后来薛讷被擢升，是“突厥入寇河北，
（武）则天以讷将门，使摄左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

略。”［５］５８３而突厥入侵，即嗣圣元年（６８４）“秋七月，

突厥骨咄禄、元珍寇朔州”［５］２２。可以推知，薛讷任

润州司马是在嗣圣元年之前，早于立碑有三 十 年

左右。

其三，刺史毕构、韦铣祭奠

孙处玄在《碑》文记述：“遗灵宅此，历代攸钦。

自昔二千石临郡，未尝不先致飨而 后 莅 职。前 刺

史东平 毕 构 亲 为 祭 文，今 刺 史 京 兆 韦 铣 手 荐 脯

醢。”其中，“前刺史”毕构（６５０—７１６），字隆择，“神

龙初（７０５），为中书舍人……（后）出隆择为润州刺

史，政有惠 爱”［２］１２９。“后 刺 史”韦 铣，“景 云 中，为

润州刺史兼按察使……至先天、开元中，铣犹为刺

史”［２］１２９。

（三）荆王庙修建纪实

从《记》文中得知，在先天年间及之前，先后有

两次修庙之举，前者重在建筑和环境，后者以重塑

神像为主。

第一次修 缮。《记》文：“刺 史 王 美 畅 修 饰 堂

宇、门屋、步廊，皆令文瑾监领。瑾亦勤恳，手种果

木一百余株。”此次修缮为刺史王美 畅 主 持，并 以

庙祝（管香火、祭祀）张文瑾监领负责，其装饰包括

山门、殿堂、回廊等建筑，同时又在庙 内 栽 种 百 余

棵果树，外观气象为之一新。而王美畅，“字通理，

太原祁人，官至润州刺史，其女为睿宗德妃”［４］５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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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著作，见《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上》：“《润州图经》二十卷，孙处玄撰。”

此处佚文，转引自宋欧阳修《集古录》卷十（瘗鹤铭）。

薛讷传，载《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三》及《新唐书· 列传第三十六》。



另据王美畅夫人长孙氏墓志载：“圣历元年（６９８），
王府君止坐延灾，奠楹俄及。”［９］１０２９“王府君”即王

美畅，于圣历元年去世，可见此次修缮荆王庙要比

先天年间早了１０余年。
第二次修缮。《碑》《记》都载为重 点，且 两 文

又互为补充。这次修缮的主事者为成敬荷。成敬

荷，上谷人，时任润州司馬。孙处元记曰：“慨祠堂

之褫落，悲厥之堙讹。乃命众 工，精 求 班 匠，旋 加

刻削，广事雕锼。”成敬荷感慨祠堂已年久失修，失
去了原来的模样，遂招聘技艺精湛的工匠精心 雕

制塑像。而《记》文所载更为具体：“乃于先天二年

三月，内命工人雕刻神仪，并造王之后妃嫔妾及左

右侍从威仪图于壁上，总三十余躯，盛矣哉！虽太

伯、子房祠中象设严丽，不之过也……时秋八月工

毕。”施工从３月到８月历时半年，制作主要分雕

像和画像两种：主尊是居中的汉荆王像，由工匠精

心雕刻而成；两侧的墙壁上则绘有后妃嫔妾及 左

右侍从簇拥、护卫荆王的威仪图，共３０余人，车马

伴行，浩浩荡荡。孙处元在《碑》文中形容道：“同

有子之追写仲尼，等左彻之共朝轩帝。精 诚 通 于

至理，仿佛见于仙祇。烟云气 色，似 获 严 凝 之 助；
日月昭临，如增降鉴之象。延群峰于户牖，遶浚壑

于阶墀。众圣尽臻，百灵咸暨……威仪悉整，箫管

皆彻。”孙处元评价修缮者之举，如同春秋有子（有

若）对老师孔子去世后的追崇，左彻在黄帝（轩辕）
离世后的感思帝德、岁时朝飨。如此，则祠堂仿佛

形成仙祇世界，敬颂的音乐缭绕不绝。

二、荆王庙、墓的历史变迁

关于荆王庙的位置，《碑》文记曰：“润 州 城 内

荆王神庙。”而有唐一代，润州共有四座城池：即润

州衙城（子 城）、东 夹 城、西 夹 城 及 润 州 罗 城。其

中，惟子城年代最早，“郡有子城，周六 百 三 十 步，
即三国吴所筑，内外皆甃以甓，号铁瓮 城。”“自 晋

以来，郡治 皆 据 其 上。”［１０］１１７７、１１７８故 子 城 亦 是 唐 代

润州衙城所在。余则皆属晚唐修筑，稍前是东、西
夹城：“长十二里有奇，唐太和中（８２７—８３５）（浙江

西道）观察使王璠筑。”［１０］１１７７夹城分东、西二城，位

于铁瓮城两翼及南侧，故称夹城。最晚 为 润 州 罗

城，“乾符中（８７４—８７９），周宝为镇海（军）节度，筑
罗城二 十 余 里”［２］１８。可 见，先 天 年 间 的 润 州 城，
即是建在铁瓮城旧址之上的润州衙城（子城）。

那荆王 庙 在 润 州 城 内 的 具 体 位 置 何 在？ 在

《记》文中有明确记载，即“州城西北墉上”；另据北

宋《新定九域志》称：“汉荆王庙，在州衙内。”［１１］６１８

两者对照，表 明 荆 王 庙 位 于 润 州 衙 城 之 西 北 隅。
但是，现今被公布为文保单位的荆王墓址却 是 在

鼓楼岗，亦即清代《京口山水志》所记的地址：“荆

王墓在（月华）山下府治东，荆王庙后。”［１２］卷 四 月华

山即子城南垣，其府治东实指子城 东 南 隅。问 题

是：唐人记述在子城西北墉，清代志载在子城东南

隅，两者差距较大。那么，它们究竟是因年代久远

记载失误，还是历史上确是发生过 变 迁 之 事？对

这一文化之谜，有必要厘清、还原其历史真相。
先看北宋诗人蔡肇《登城见古陵墓》诗：“诸豪

衰季此并吞，形势当时苦未论。不见江山开北户，
竟随玉驾走中原。雄心尚记苍崖石，战血今消折戟

痕。枯冢至今余拱木，夹城风雨有孤魂。”［１３］１３６６０蔡

肇是润州诗人，所作《登城见古陵墓》，其内容为凭

吊汉荆王墓。而诗中有“夹城风雨有孤魂”句，表

明此墓宋时是在“夹城”之上，此即铁瓮城西垣与

唐代西夹城东垣共用之垣，这与《记》文所载“州城

西北墉上”相合。
及至元代，《至顺镇江志》记述：“顺佑王庙，在

府治之后圃，即汉荆王贾庙也。”“汉 荆 王 墓，在 府

治后圃。”［３］３２５、４９７其“后圃”一名，较早已见于《新唐

书·裴宽传》：“景云中，（裴宽）为润州参军事。刺

史韦诜有女，择所宜归，会休日登楼，见 人 于 后 圃

有所瘗藏者，访诸吏，曰：‘参军裴宽居也。’”后来，
韦诜之女许 配 于 裴 宽［１４］４６５。而 州 衙（府 治）坐 北

朝南，所谓后圃，实与西北墉相近。
情况发生变化见之于明 代 志 书。《正 德 丹 徒

县志》记曰：“汉荆王庙，在县治西北。”［１５］卷 二 考之，
明时丹徒 县 治，“在 小 市 街 北”［１５］卷 二，公 署 其 地 紧

邻衙城东南外侧；而“县治西北”，则是指衙城东南

内侧，此处在衙城内与原庙址呈对角状态，两者相

距有数百米远。对此，《京口山水志》总结道：“荆

王庙，《至顺镇江志》：‘在府治后 圃。’案：庙，今 在

治东，盖明时移建。”［１２］卷 四 志书还透露出迁移后的

重建信息：“正统十二年（１４４７）郡守吴崇重 建；弘

治十四年（１５０１）郡守王存忠重建。祀典以七月五

日有 司 致 祭。”［１５］卷 二 “后 倾 圮。天 启 乙 丑（五 年，

１６２５），郡守 贺 仲 轼 重 修，复 构 前 厅 三 间，外 建 大

门，立 汉 荆 王 庙 额。”［１６］卷 五 明 代 荆 王 庙 已 迁 移 新

址，而荆王墓又是如何呢？明代志书 记 载：“汉 荆

王墓，在府治 后 堂。”［１５］卷 四 所 谓 府 治 后 堂，其 位 置

即府治后圃。史料说明，其时虽然荆王庙被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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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墓址仍然依旧。
进入清代，直 至 乾 隆 年 间 依 然 保 持 着 这 一 格

局，有《乾 隆 镇 江 府 志》为 证：“汉 荆 王 庙，在 府 治

前。”［１７］卷十七“汉荆王刘贾墓，在府治后圃。”［１７］卷二十一

可是，至嘉庆年间志书有 了 新 的 记 述：“荆 王 刘 贾

墓，《城 塚 记》：‘在 郡 城 内。’《府 志》：‘在 府 治 后。’
按：今贾庙后封土为墓，表以碑，未知孰是？”［１６］卷四

此处文字，是说之前《府志》（系指《乾隆镇江府志》）
所记墓‘在府治后’，而现今在府治前荆王庙后面看

到堆有封土，并 树 立 荆 王 墓 碑。故 推 测 此 墓 的 迁

移，应是在乾隆后期或嘉庆前期这一时段。
概括 起 来，荆 王 庙、墓 的 变 迁 经 历 了３个

阶段：
第１阶段为明初之前，庙、墓 皆 位 于 润 州（镇

江府）衙城西北墉，亦称后圃之地。
第２阶段为明正统年间，荆王庙迁至府治前，

亦即衙城旧址东南隅；而荆王墓仍在原址。
第３阶段为清代乾嘉年间，荆 王 墓 亦 迁 至 荆

王庙后，两者又合于一处。
晚清时期，“道光初，是庙并墓皆俱圮，郡守罗

琦重加缮葺；咸丰间，毁于寇，今（光绪年间）俱未

复”［１８］卷 五。近些年，墓址得到修葺，并被公布为文

物保护单位，成为镇江一处名胜景点。

三、荆王庙、墓与荆国王都考辩

关于汉荆王刘贾的王都地望，在《史记》与《汉

书》本传中皆未见述及。而后来见于志书所流 传

的荆国王都位置主要有三处，即今之镇江、苏州及

扬州。
苏州说载录较早。南朝裴驷在《史记》“集解”

中写道：“《年表》云：‘都吴’。”［１９］２３２而宋代王应麟

（厚伯）又将其具体化：“荆（国）都吴，在平江府（今

苏州）。”［２０］８５

扬州说比较晚出。清代《嘉庆重修扬州府志》
中记曰：“旧 志 云：‘荆 王 都 广 陵’。”［２０］８５但 在 明 代

《万历扬州府志》里只是“汉初广陵国，属淮南”的

文字［２１］３３，而所谓“旧志”当属清代前期的志书。
如果我们将唐代《元和郡县志》、北宋《太平寰

宇记》、明代《明一统志》以及清代《（康熙）大清一

统志》等历代官修大型地理志书中有关汉初荆国、
吴国内容加以摘录，并予以排比对照，大致能反映

其传承关系及变化端倪，见表１。

表１　历代史书关于汉荆王刘贾的王都地望一览表

书名 成书年代 润州（镇江） 苏州 扬州

元 和 郡 县
志　

唐 元 和 八
年（８１３）

汉初为荆国，刘贾所封［６］４２９ 秦 置 会 嵇 郡 …… 汉 亦 为 会
稽郡［６］４３６

（阙文）

太 平 寰 宇
记　

宋 景 德 四
年 （１００７）
之前

汉初为荆 国，故 荆 王 刘 贾 所
都之 地。今 郡 城 中 贾 墓 尚
存［２２］１　　　　

秦并 其 地，置 会 嵇 郡……汉 亦
为会稽郡［２２］２１

（汉）高 帝 封 其 兄 子 濞，景
帝四 年（－１５３）更 名 江 都
国［２２］２２０　　　

明一统志
明 天 顺 五
年（１４６１）

汉初 高 帝 封 其 从 兄 子 贾 为
荆 王，建 国 于 此，故 有
墓［２３］２６５　　　　　

秦置 会 嵇 郡，治 吴（今 苏 州）；
汉初因之。［２３］２１０

汉初为 淮 南 国，又 更 为 吴
国，景帝更为江都国［２３］２７９

（康 熙）大
清一统志

乾 隆 八 年
（１７４３）

秦属 会 嵇 郡，汉 初 属 江 都
国［２４］２４６　　　　　　　

始皇三十六 年（－２１１）置 会 稽
郡，治吴：汉 帝 六 年（－２０１）改
置荆国，十三年又改吴国［２４］８６

汉高 帝 六 年（－２０１）属 荆
国，十一年属吴国［２４］３３７　

　　从表１可以看出，唐、宋至明代三大官修地理

志书对于荆国王都地望的指向都是一致的，即 润

州（镇江）为唯一的属主，只是至清代《一统志》才

开始发生变化（转向苏州）。
笔者判定荆国王都地望在润州（镇江）主要有

三方面理由：

（一）历史的传承

王都润州说并不是从唐代先天二年（７１３）《碑

记》开始，它的源头应是很早。因为《碑记》的撰者

孙处玄又是《润州图经》的作者，他关于“（刘贾）王

于此地”的记述必有所本。此说不仅在地方 志 里

一脉相传，甚至在唐、宋至明国家级官修大型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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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中成为唯一的选项，可见影响之深远。

（二）地理的特点

汉初荆 国 封 有“淮 东 五 十 二 城”［１９］２３２，（此 时

的“淮东”与后来宋代仅是局限于长江以北的“淮

东”范围不同①），其封地后被刘濞继承，又称之为

“三郡 五 十 三 城”［１９］３１３。而 从 史 载 刘 贾 战 死 后，
“上（高祖）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１９］３１３一

语分析，淮东三郡中包括江南吴地会稽郡②，即今

江南大部地区。镇江汉时地处荆国封地的中心位

置，地控南北，显具作为荆国王都的地理优势。

（三）庙、墓遗迹

遗迹是物化的历 史。汉 代 以 来，有 关 荆 王 墓

址的记载及遗迹仅见于润州（镇江），因而此处遗

址具有无可争议的唯一性。既然王墓的位置已经

确定，王都也必然在其近旁，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

系。镇江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考 古 发 现 三 国 铁 瓮

城，同时也对汉代遗址进行探索，“在市区运河 东

段南侧的恒发、振华等房屋开发工地进行考古，普
遍发现汉—孙吴时期文化地层；另 在 一 处 早 期 灰

坑内，还出有战国时期豆、罐、釜等遗物”［２５］２８。期

待今后镇江城市考古能对汉代以及荆国时期的城

址有新的发现。
综上所述，汉荆王刘贾在汉 代 历 史 中 占 有 重

要位置，对其庙、墓及其碑记展开考证，可 以 认 定

荆国王都地望亦在润州（今镇江）。这一结论，对

于澄清历史、建设文化名城都是有历史意义和 现

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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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淮东”为“淮南东路”的简称。《元丰九域志》记载其行政区划包括扬、亳、宿、楚、海、泰、泗、滁、真、通十州（即今扬州、亳州、

宿州、淮安、连云港、泰州、滁州、南通、盐城、宿迁等地区），地处长江以北。

会稽郡，秦朝置，郡治在吴县（今苏州），汉初改属荆国封地，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南、安徽东南、上海西部以及浙江北

部。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ｅｍｐｌｅ，Ｔｏｍｂ　ａｎｄ　Ｔａｂｌｅｔｓ　ｏｆ　Ｋｉｎｇ　Ｈａｎｊｉｎｇ

ＰＡＮ　Ｍｅｉｙｕｎ
（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　Ｊｉａｏｓｈａｎ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Ｍｕｓｅｕｍ，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ｉｕ　Ｊｉａ，Ｋｉｎｇ　Ｈａｎｊｉｎｇ，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ｓ　Ｌｉｕ　Ｂａｎｇ
＇ｓ　ｃｏｕｓｉｎ．Ｈｅ　ｄｉｅｄ　ｉｎ　Ｆｕ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ｒ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ｆ（ｎｏｗ　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ｗｈｅｒｅ　Ｔｅｍｐｌｅ　Ｋｉｎｇ　Ｈａｎ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ｍｂ　ｗｅｒｅ　ｂｕｉｌｔ．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Ｘｉａｎｔｉａｎ　２ｙｅａｒｓ（ＡＤ　７１３），Ｔｅｍｐｌｅ　Ｋｉｎｇ　Ｈａｎｊｉｎｇ　ｗａｓ　ｒｅｂｕｉｌｔ
ｗｉｔｈ　Ｓｕｎ　Ｃｈｕｘｕａ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ｗｏ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ｄｅｔａｉ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ｓ　ｄｅｅｄｓ，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
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ｔｈｅ　ｔｅｍｐｌ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ｍｂ　ｗｅ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ｎｚｈｏｕ（Ｔｉｅｗｅｎｇｃｈｅｎｇ　ｓｉｔｅ），ｆｉｒｓｔ
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Ｓｏ　ｆａｒ，ｔｈｅ　ｔｏｍｂ
ｓｉｔ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ｓ　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Ｗｅ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ａｂｏｕｔ　Ｊ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Ｔｅｍｐｌｅ　ｔｏｍｂ　ａｎｄ　ｆｉｅｆ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ｂｏｏ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ｓｉｄ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ｓ　ｆｉｅｆ，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ｅ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ｏｍｂ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ｌａ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Ｋｉｎｇ　Ｈａｎｊｉｎｇ；Ｌｉｕ　Ｊｉａ；ｔｅｍｐｌｅ；ｔｏｍｂ；Ｔｈｅ　ｋｉｎｇ＇ｓ　ｆｉｅｆ；ｉｎｓｃｒｉ　ｐ

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

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ｒｄ

简 讯

王光森教授刊发于我刊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的《西方学者对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研究

的述评》，被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２０１６年第１期《毛泽东思想》全文

转载。
编辑部对人民出版社主办 的《新 华 文 摘》、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主 办 的《中 国 社 会 科 学 文

摘》、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以及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高等学校文科

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本刊文章的作者将给予适当奖励，希望论文被转载的作者主动与本刊

编辑部联系，联系电话０５１１－８４４０７６１０。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０３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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