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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親 園 地

趙郡堂李氏文化簡介

◎河北省邢臺市李氏宗親聯誼會會長 李新強

地區：中國

堯山與柏人城

在河北隆堯縣西部有一山名堯山。堯山因堯帝而得名，歷史上隆堯縣

稱堯山縣也是因堯山而得名。堯帝又有唐堯之說，故堯山縣又稱唐山縣。

堯山，又叫宣務山。它的形成大約在數億年以前。自漢代時，堯山就

有廟宇建築，以祭堯、舜二帝。山頂上有帝堯廟，由元代大學士郝經撰

文。堯山一側爲古黃河九澤之一的大陸澤。先秦時期，堯山與太行山脈水

陸相連，咫尺相望，所以古人把宣務山又稱為權務山。

堯山是北幹龍脈－－太行山的餘脈。人傑地靈，有堯帝、舜帝、鯀禹

在此建立偉業。大唐時期這裏是李氏祖居地，趙郡堂柏人李建立大唐帝

國。此後又有郭威、柴榮、柴宗訓三帝。

柏人城在隆堯縣西部的雙碑鄉亦城，相傳建於堯帝時期，現在柏人城

周圍有與時代相當的古文化遺址，是春秋時期的古城。據《唐山縣志》

記載：「春秋周襄王十七年，衛侯毀滅邢，並於衛，遂屬衛。二十八年，

晉文公伐衛取邢，又屬晉邑，乃為柏人。」由此，柏人城似爲晉文公時

所建；到戰國，趙王遷元年又予重修。古代人們認爲柏樹是「木之有德

者」，「柏人」是有貞德的賢者所居住的地方。

柏人城北臨汦水，地勢險要，三面環崗與堯山隔水河相望，歷來爲兵家

必爭之地。城牆是夯土建築，古城呈凹形；城牆圍8017米，厚度爲15米，高

度爲9.15米，城廓面積約4平方公里。有城門9座，靠水的北面1門，南2門，

東西各3門，城牆猶如山巒起伏。

這裏有新石器時期的古遺址多處，商周時期的文物十分豐富。自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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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柏人城成為李氏世居的地方。李曇當年為柏人侯，後葬於柏人城。

在城周圍有很多戰國、漢代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珍貴文物。近年來，遺址

還發現戰國時流通的「白（通柏）人」幣。

大唐祖陵

1982年，河

北省人民政府公

佈「大唐祖陵」

為省級文物保護

單位，2006年5

月國務院公佈為

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唐祖陵

位於河北省邢台

市隆堯縣正南6

公里魏家莊鎮王

尹村北200米處，為唐高祖李淵四代祖宣皇帝李熙的“建初陵”和三代祖光

皇帝李天賜的“啟運陵”，二陵共塋，合稱「唐祖陵」。

唐祖陵所處地北面高地，呈南北向。墓前有四翁仲兩邊分列，其南兩

側墩立欲吼石獅，再南有翼馬1對、鞍馬及控馬人各2對、文武侍臣3對、鎮

陵石獅1對，共20件；最南二石華表東西相對，遙望唐陵遺址，唐祖陵呈現

出氣勢雄偉、巍巍壯觀的氣勢。

唐祖陵在唐高祖李淵即皇帝位後始建。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20年（公

元647年），遣使臣左驍衛府長史長孫無忌與邢州刺史李寬、趙州刺史杜敖

等檢謁爲域，畫圖進上，著手建設祖陵。公元664年，祖陵修建完工，歷時

十八年。開元13年（公元725年），唐玄宗李隆基再派上柱國田再思、象城

令宋文素等，在唐祖陵東側500米處營建護陵寺院──「光業寺」。

唐祖陵石獅

唐祖陵石獅二尊，現保存於隆堯縣文物保管所內。高1.5米，有兩層

座；第一層座與獅爲整石雕成，石獅昂首挺胸，後蹲作雄踞之勢，其形態怒

目前視，張口欲吼；頜下透雕三絡鬍鬚，腦後毛發卷曲自如；四肢肌腱突

暴，前肢後側各有一排卷曲的細毛；石獅的爪深入石座２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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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祖陵石獅是大唐祖陵中的

珍貴石刻，石獅雕刻藝術精湛，

形像逼真，其結構準確，誇張適

度而不俗套。充分體現了初唐匠

師，在寫實基礎上追求內在神韻

和氣勢的藝術匠心。

光業寺與光業寺碑

光業寺，是大唐祖陵護陵寺

院；位於唐祖陵東側，禦賜光業

寺。寺內曾建有寶塔、珠台、前

湖、仙館、佛星宮宇、靈帝觀

樓、銀函藏經以及塑像和壁畫

等。開元12年（公元724年）趙

州刺史上柱國田再思，象城縣

令宋文素，率邢、趙二州之象

城縣、任縣、柏仁縣三縣士民，

將寺院整修擴建。修建後的光

業寺，金碧輝煌，一派皇家氣概（碑文有詳細記載）；以後光業寺屢經興

廢，從明、清兩代碑刻看，重修即達七、八次之多。

光業寺碑，刻於唐開元13年（公元725年），現收藏在隆堯碑刻館，

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光業寺碑，通身高4.45米，寬1.45米，厚0.44

米，碑身爲八楞形龜跌座，碑首呈半圓形，浮雕纏尾雙龍圖案。碑額為圭形

佛龕，龕內一佛二菩薩，龕傍刻有「皇帝供養」和「皇后供養」；碑陽中

上方刻陰文行書「大唐帝陵光業寺大佛堂之碑」12個字；碑文寸行書，由

象城（今隆堯縣）縣尉楊晉撰文。碑文記載了唐玄宗李隆基爲七、八代祖建

陵、建寺之經過。

光業寺碑雕刻工藝極精，造型逼真，栩栩如生，大有呼之欲動之感。

碑文相傳是出自唐代著名書法家李邕，但無落款。從碑文的字體風格來

看，筆畫遒勁，筆勢開張，橫筆明顯地向右上方傾斜，結構峭健，出險入

神，確有李邕筆體之感。光業寺碑是盛唐時期遺物，雕刻精湛，書法藝術

很高，對於考證李隆基七、八代祖陵址，有極其重要的歷史、科學、藝術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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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郡李氏祖──李曇

李曇，是老子八世孫。《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記載：李曇字貴遠，

趙柏人侯，入秦御史大夫。死後葬於柏人，現柏人城有李曇墓。

李曇生四子：李崇、李辨、李昭、李璣。李璣生李牧，李牧後來成爲

趙國名將，也是趙郡李氏始祖。在柏人城世居李姓史稱「趙郡李」。最早

設置趙郡爲南趙郡，北魏太和18年（公元494年）治在廣阿(今河北隆堯)，

唐天寶年遷移到平棘，即今趙縣。

李氏從李曇起就生活在古老的燕

趙大地，世居古柏人城周圍。自從李

牧開創了趙郡李氏之後，1700多年

來，河北李氏人口眾多，後世子孫支

庶繁多；到了北魏時，李氏家族在柏

人城建立了趙郡堂。

李曇長子李崇的後代流寓於隴

西，世稱「隴西房」。四子李璣的後

代居於趙郡，世稱「趙郡房」；後來

趙郡堂分出六大房系──南祖房，東

祖房，西祖房，遼東房，江夏房、漢

中房；子孫蕃衍於趙州、柏人、昭慶

一帶，世稱趙郡李氏、柏人李氏，同

為李曇後裔，為趙郡的望族。漢魏之

後至隋唐，李曇的後裔已遍佈天下，

李氏遂為中國的著姓。柏人李氏見於

史志的如：北魏的李靈、李元忠、李

渾、李繪、李公緒，隋代的李德饒、

李嗣真、李懷遠、釋彥琮，唐代的李

景柏等，均在史籍中有傳。唐高祖李

淵的四代祖李熙、三代祖李天錫祖居

昭慶，其陵墓建在昭慶南部。據《新

唐書》“宗室世系表”記載，李唐也

是李曇的後裔。

大唐光業寺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