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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成四年，岁次己丑十二月

丙申朔十九日甲寅叶谋佐命，保大

功臣，平卢军节度淄、青、登、莱等

州观察处置，押新罗、渤海两蕃等，

使持节青州诸军事、守青州刺史，

特进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上柱国、琅琊郡开国公，食邑一

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王建立，造

石生灰骨椁子一座，随任所。到命

终之处，仰眷属七日内置柏界出焚

烧，便入此椁子内，保骨肉后兴。

如违即不利于后。故记。

刻铭记载了王建立于后唐天

成四年（929年）雕造了这件石棺，

并把它带到了自己的任所。嘱咐

人们，自己死后七日之内火化。

火化之后放入石棺内，以保“骨肉

后兴”。不然的话，不利于后人。

20 世纪 50 年代末，榆社县河

峪乡鱼头村王墓沟出土了一合墓

志。志石有盖，现保存在榆社县

博物馆。

志盖青石质，覆斗正方形。

盖顶阴刻篆书“汉故秦国太夫人

墓志”9字。周围分刻楷书七言绝

句一首，曰：“三代幽魂葬此围，神

灵潜隐幸光辉；玉颜一掩黄泉下，

万古千秋不再归。”绝句四边再饰

一周卷草花纹和一周回折纹。回

折纹四角和每边中间分刻八卦图

案。志盖腰间刻忍冬莲花蔓草花

纹，均线刻。

志石青石质，正方形，竖界

格，阴刻楷书30行，满行47字，共

1094 字。志文为：

故秦国太夫人墓志铭并序，

进士王鹏撰兼书。

太夫人姓田氏，本出北平，敬

仲□陈，适齐绵历九代，辛有齐

国。蝉联冠盖，史谍备详。远祖

因宦迁于河东，代为沁州人矣。

即有唐故骑将田茂璋府君之长女

也。生而挺秀，长而闲和。诗人

宜咏于鹊巢，君子是求于燕尔。

爰适于明宗皇帝佐命功臣，故昭

义军节度使、赠尚书令、韩王王

公。王代天业茂，致国勋高。一

秉洪钧，六分巨镇。金钟镂德，玉

册疏恩。显彰内助之切，迭除赏

延之泽，累封魏国夫人。朱轮华

毂，霞帔宝冠。虽许史金张，莫之

比也。□天福庚子岁，韩王薨于

位。太夫人盛传箴，躬荐频繁，处

曹氏之绛纱，佩义成之紫绶。有

令子一人守恩，即今太师相国洛

川居守也。初公韫孙吴之秘略，

韬管乐之奇才。班师虽列于南

衙，定省不离于上党。俄属中朝

失御，黠虏乱华。拘天子于龙堆，

噬生灵于虎口。公乘时奋发，啸

聚英豪，礼晋皇六合之冕，扶汉祖

千年之运。乾纲乍正，兑泽宜

颂。是用授公特进检校太尉，昭

仪军节度使。母进封秦国太夫

人。斯则教以义方之所致也。高

祖以东封，未暇西顾。爰咨宝臣

用，圣虑是用，公带平章事，移镇

邠郇。来暮去思，溢于舆论。太

夫人频丞凤綍，正耀鱼轩。方期

袭庆于高堂，岂谓缠灾于痼疾。

公尝药侍膳，假寐忘飨。渐觉弥

留，泣听理命。诫之以奢侈，训之

以忠贞。又曰：沁水辽山，吾之故

土；寤寐增想，神魂必归。属纩才

终，輀车勿滞；附姑享庙，尔知礼

焉。天福十三年戊申岁正月二十

二日薨于新平公衙之正寝，享年

六十六。圣情轸悼，赙赗有加，存

殁恩荣，斯为至矣。相国备陈孝

礼，虔奉遗言，自邠及辽二千余

里，掩殡于先王坟阙之右，不敢违

命也。及高祖压代，嗣主承祧，固

奇孝情，坚下优诏。是用公为起

复镇军大将军，依前静难军节度

使。寻以再降新命，俾绥旧都，是

用公检校太师，永兴军节度使行

京兆尹。适遇逆党千纪王师，吊

民辍尹正于咸京，付居留于洛

邑。是用公为西京留守，行河南

尹。公虽承渥泽，弥切孝恩，占卜

良辰，迁归玄宅。即以汉乾祐二

年己酉岁七月壬寅朔十一日壬

子，于辽州榆社县将相乡崇勋里，

合葬于先王茔域。礼也。

墓志记载了太夫人田氏出身

于“唐故骑将田茂璋府君之长

女”，“适于明宗皇帝佐命功臣，故

昭义军节度使、赠尚书令、韩王王

公”建立，卒于天福十三年（948

年），后汉乾祐二年（949 年）与王

建立合葬于“辽州榆社县将相乡

崇勋里”，又大量地记载了王建立

的生平事迹，为重要史料。

王建立（871-940 年），字延

绩，辽州榆社人，仕后唐、后汉，

《新五代史》有传。自幼好武强

健，成年后投军，为李嗣源的随身

侍卫。

后唐同光四年（926年），李嗣

源奉命平叛，反被叛军拥戴为王，

自魏进犯京师。建立未随其行，

留在常山（今河北正定）保护李嗣

源的家属曹皇后、王淑妃。建立

闻听此讯后，先发制人。首先杀

死朝廷派来的监军，然后带领李

嗣源的亲兵汇合李从珂（原姓王，

嗣源养子）部星夜兼程追赶大

军。明宗家眷得以安然无恙。李

嗣源登上帝位后，改元天成，庙号

明宗。论功行赏，封王建立为成

德军节度副使。不久，又升为检

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

明宗宠信的辅佐之臣。

定州王通心有二志，欲以谋

反，多次写信给王建立，想结为同

盟。朝廷另一权臣安重诲得悉后

奏明明宗。但是，明宗并不想伤

害建立，立即召建立回京师。建

立向来与安重诲有矛盾，天成二

年（928年）二月进京朝拜时，多次

在明宗面前反映安重诲专横擅权

之过失。明宗很是生气，欲罢安

重诲枢密使职，夺其军政实权。

但经左右大臣劝解，又相信了安

重诲。后建立多次请求返回成德

军任所，未被批准。继而任命其

为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同平章

事，居宰相职并判三司事务，主管

财政。其间，明宗曾将建立故里

改名“将相乡崇勋里”以示荣宠。

建立因识字不多，无力理财，多次

请辞判三司之职，未被批准。时

间一久，建立装病不上朝，明宗笑

着说，人有可能装病而得病。十

一月罢京职，出任平卢军节度使，

后又移至上党。

长兴元年（930年），建立路经

魏州时发牢骚，传入安重诲耳，遂

奏告其乱言动摇人心，明宗下诏

免除其军职，以太子少保职闲居。

应顺元年（934年），亦即潞王

清泰元年，明宗子李从厚即位，与

潞王李从珂猜忌不合，终于兵戎

相见，李从珂获胜登上帝位。潞

王与建立早有交情，且同受安重

诲排挤，故召见建立并任命为天

平军节度使。

石敬瑭反叛，勾结契丹灭李

从珂，建立后晋，改元天福（936

年），命王建立领兵巡抚青州，改

任平卢军节度使。天福二年（937

年）封临淄王。天福三年（938年）

改封东平王。天福五年（940年），

王建立赴京朝见，以年老力求辞

官，高祖不许，下诏优遇老臣，派

其任昭义节度使，并将辽、沁二州

划归其辖区，示荣乡里，晋封韩

王。不久病死于任所，死后赠授

尚书令。

王 建 立 性 悍 刚 直 ，不 畏 权

豪，任节度使时，严刑峻法，吏民

苦之，晚年笃信佛教，立誓戒杀

生，为政宽弛，州人得安。也许

正是因为如此，建立雕凿石棺，

火化自身，遵循佛法，以示忏悔

与赎罪。

王建立石棺刻铭和秦国太夫

人墓志铭对于文献记载的王建

立、其子王守恩历任官职多有补

充，弥补了正史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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