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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地区历史悠久，石刻文物众多。
石雕文物姑且不论，仅石刻文字就可分为刻石、摩崖、石经、碑碣、墓志等多类[一]其中，墓志数量
极大，即使粗略估计，也有一千合以上[一]。
最早为一九五六年石景山区八宝山西出土的西晋永嘉元年（三○七）幽州刺史王浚妻华芳墓志[三]，
最晚直至民国时期。
其间各代都有。
大致而言，北齐、隋较少，唐及辽、金、元较多，明、清最多。
不少墓志极具价值，引起学术界浓厚兴趣。
如：唐史思明墓出土玉册四。
余枚、二百余字，是研究「安史之乱」后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辽、金时期张氏家族《俭、嗣甫、馆、琪》墓志，为研究辽、金时期今北京地区的豪家世族提供了资
料[四]。
元人华巴基斯坦人铁可墓志、趟孟俯书丹的重臣张弘纲墓志，对研究当时的外交与内政极有裨益[五]
。
还有明太监刘忠墓志[六]、清太监李莲英墓志碑[七]等，对研究明代宦官的宗教文化生活和清代宦官
的宫廷政治生活也很有帮助。
而这都与北京的城市发展以及北京一直作为地区和国家的政治中心有关。
    本书为《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市的第一分卷。
本书共收北京市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及朝阳、海淀、丰台、顺义、昌乎、门头
沟、通州、房山、大兴、怀柔、乎谷、密云等区县文物管理单位收藏墓志四一一方，均为一九四九年
后出土或征集。
其中，正文三九三方，[附一]三方（年代不详塔铭和墓志盖），[附二]一五方（明清时期买地券）。
最早为隋开皇九年（五八九）韩智墓志，最晚为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中兴宏慈广济律寺第九代住
持现明老和尚王光德塔铭。
绝大部分均未发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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