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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宋代九日山摩崖石刻考释

    九日山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一处名山胜

地。其历史悠久，古迹众多，仅摩崖石刻已发现近80方，

被誉为“山中无石不刻字”。石刻内容或海交祈风，或

景迹题名，或游览留名，或修建纪事，或登临题诗。这

些弥足珍贵的九日山摩崖石刻于1961年被评为第一批福

建省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评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九日山摩崖石刻以宋刻居多，计有60方。本

文就其中两方宋代游览留名摩崖石刻——“赵道甫等留

名石刻”、“赵德渊留名石刻”的内容作初步探索，希

望能有助于这些珍贵文物的解读。

　　

一、南宋“赵道甫等留名石刻”初考

　　该摩崖石刻有两方，内容、字迹均相同，相距仅10

米，镌于泉州九日山东峰。2001年，在修砌游览石道时，

由九日山摩崖石刻文管所胡家其、黄衍智在荒草丛中意

外发现[1]。石刻幅高86、宽65、字径8厘米（图一）。

　　《九日山志》[2]《九日山石刻注释》[3]《清源山摩

崖选粹》[4]均有载此石刻。诸书注释都为赵道甫、张明

陟二人身世不详。题刻句读同为：“东武赵道甫子济，

长乐张明陟，绍兴十年仲秋丙申同游。”

　　经探究，笔者以为该石刻中“东武赵道甫”当指赵

思诚。推断依据如下：

　　1.“道甫”，又作“道夫”“导甫”，为赵思诚的

字。另，赵明诚，思诚之弟、著名词人李清照的夫君，

字“德甫”，又作“德父”。

　　2.赵思诚，密州诸城（今山东诸城市）人。汉时，

诸城为东武县，故思诚自署“东武”。

023文物研究

图一   泉州九日山南宋赵道甫纪游石刻

【提   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共有近80方，以宋刻居多，计有60方。本文就其中两
方宋代摩崖石刻内容作初步探究。结果说明，南宋“东武赵道甫等留名石刻”系绍兴十年（1140）八月，流寓泉
州的密州诸城（今山东诸城市）人、泉州知州赵思诚（字道甫）与子济、长乐张明陟同游九日山的留名题刻。“赵
德渊留名石刻”系南宋宝 戊午年（即宝 六年，1258）冬十月，南宋知名宗室赵与筹（字德渊）带领家眷来九
日山游玩后所题刻。“赵道甫”和“赵德渊”身世生平进行的梳理，有助了解此两方宋代摩崖石刻的文物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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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其弟赵明诚在题名石刻中同样有以“东武”署籍。

原文是：

　　东武赵明诚德甫，东鲁李擢德升、跃时升，以大观

三年九月十三日同来，凡留两日乃归。

　　该石刻保存于山东长清县灵岩寺[5]。

　　此外，赵思诚与泉州关系密切。绍兴八年（1138），

赵思诚以宝文阁待制知泉州[6]。同年，泉州万安桥（一

名洛阳桥）因飓风损坏，郡守赵思诚修复，并以余金分

诸刹权子母，为修桥费[7]。

　　关于赵思诚其人，史料比较丰富。《晋江县志》[8]

《福建通志》[9]《八闽通志》[10]均有本传，所记略同。

综述如下：

　　赵思诚，字道夫，高密人。其父是北宋崇宁宰相赵

挺之。思诚与兄存诚相继成进士，弟明诚亦有学问。三

人皆博雅有远识。建炎南渡，存诚帅广东，与思诚谋移

家所向，以泉南俗淳，乃自五羊抵泉，因家焉。后思诚

以宝文阁待制守泉。从弟濬、涣皆登进士。涣任御史，

以亲党皆在泉，亦徙居焉。

　　可知北宋灭亡后，建炎南渡，赵思诚与兄存诚从北

方迁徙至泉州寓居。

　　经考，赵思诚与兄存诚迁徙至泉州寓居的时间大约

在绍兴二年前。佐证材料有:

    1.《中兴小记》载：“绍兴元年六月甲戌，赵存诚

帅广东。”[11]

    2.《宋会要辑稿》载：“绍兴二年十一月，秘书少

监洪炎上书征求书籍，曰：‘福州故相余深家，泉州故

相赵挺之家，藏《国史实录》善本，望下逐州谕令来

上。' ”[12]所谓“泉州故相赵挺之家”，当指赵思诚、

赵存诚在泉州的居所，说明至此时间，即“绍兴二年十

一月”前，他们已经移居泉州。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有不少赵思诚的记载。显

示在绍兴二年（1132）至绍兴七年（1137）间，赵思诚

历官起居郎[13]、试中书舍人[14]，以徽猷阁待制提举江

州太平观[15]，以徽猷阁待制知温州[16]、知台州[17]，以

显谟阁待制提举毫州明道宫[18]，中书舍人充宝文阁待制

知南剑州[19]。

　　绍兴十六年（1146）五月，寓居泉州近二十年的济

州钜野（今山东菏泽市巨野县）人李邴卒，宝文阁待制

赵思诚为之撰墓志[20]。按，李邴长女嫁给了赵思诚的外

甥傅自得，故二人有姻亲关系。

　　绍兴十七年（1147）五月，宝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

平观赵思诚卒[21]。赵思诚生年不详，其弟赵明诚生于元

丰四年（1081），可推断思诚享寿应有70岁。李弥逊在

赵思诚祭文中曾写道：“公之生也，有德有年，有子而

贤，有经可遗，有业可传。” [22]

　　《九日山志》将“子济”作为赵道甫之字，未详何

据？[23]尚如此，“长乐张明陟”之后也当有张明陟之

“字”。笔者以为石刻中“子济”另有其人，可理解为

东武赵子济，或者赵思诚之子——赵济，惜未发现相关

史料佐证，此存疑。“长乐张明陟”身世亦待考。

　　现句读该摩崖石刻为：“东武赵道甫、子济，长乐

张明陟，绍兴十年仲秋丙申同游。”系南宋绍兴十年

（1140）八月，寓居泉州的密州诸城人、泉州知州赵思

诚，和子济、长乐人张明陟三人同游九日山的留名题刻。

二、“赵德渊留名石刻” 初考

　　该摩崖石刻镌于泉州九日山西峰，幅高57、宽34、

字径9厘米（图二）。

　　清陈棨仁《闽中金石略》有录，作宋刻[24]。《九日

山志》《九日山石刻注释》《清源山摩崖选粹》诸书亦

有载，认为这是一方年代难定、不详题刻者身份的纪游

留名石刻。

图二   泉州九日山赵德渊纪游石刻



　　经探索，笔者发现该石刻题刻者“赵德渊”可能指

南宋宗室赵与筹。赵与筹，字“德渊”，主要活动在南

宋理宗期间（1201～1260），是位举足轻重的宗室成员，

《宋史》等有本传。淳祐（1241～1252）年间，赵与筹

知临安府长达12年，是南宋在都城任职时间最长的地方

长官。从他生活的时期推断，“戊午年”当为南宋宝祐

六年（1258）。

　　《宋史》载：

　　赵与筹，字德渊，太祖十世孙。居湖州。嘉定十三

年（1220）进士。历官差主管官告院，迁将作监主簿，

差知嘉兴府，迁知大宗正兼权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寻

为都官郎官，加直宝章阁、两浙转运判官。进焕章阁、

知庆元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拜司农少卿，仍兼知

庆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迁浙西提点刑狱，授中书门下

省检正诸房公事，拜司农卿兼知临安府，主管浙西安抚

司公事，权刑部侍郎兼详定敕令官，权兵部侍郎，迁户

部侍郎，权户部尚书，时暂兼吏部尚书，寻为真，兼户

部尚书，时暂兼浙西提举常平，加端明殿学士、提领户

部财用，皆依旧兼知临安府。与执政恩泽，加资政殿大

学士。以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知平江府

兼淮、浙发运使，时暂兼权浙西提点刑狱；授沿江制置

使，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行宫留

守，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时暂兼权

杨州、两淮安抚制置使，改兼知扬州，寻兼知镇江府，

兼淮东总领，提举洞霄宫；复为淮、浙发运使，差知平

江府，特转两官致仕。景定元年（1260）八月，卒，特

赠少师。与筹所至急于财利，几于聚敛之臣矣。[25]

　　《钦定续通志》载：

　　赵与筹，字德渊，太祖十世孙，居湖州，嘉定十三

年（1220）进士。积官至吏部尚书，以观文殿学士知绍

兴府、浙东安抚使。复为淮浙发运使，差知平江府，特

转两官致仕。景定元年（1260）卒，特赠少师。与筹所

至急于财利，几于聚敛之臣矣。[26]

　　《吴兴备志》载：

　　赵与筹，字德渊，燕王八世孙（笔者按，当为九世

孙），希怿第三子，居湖州。嘉定十三年（1220）进

士。嘉熙三年，直敷文阁知平江兼淮浙发运使，特置司

领其事自与筹始。四年，郡中饥，分场设粥，以寓公方

万里，为人所推敬，委请董役，全活者数万人。宝 三

年，以观文殿学士再守郡，行乡饮射礼于学宫，复修饰

殿堂、斋庐，广弦诵，以严教养，学官、子弟为立生

祠。明年，兼提刑。六年，除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景

定初，复知平江，乞祠，封周国公。八月卒，赠少师，

谥忠惠，学者称为节斋先生。[27]

　　《宋史》详细记载了赵与筹的职务变迁，他在地方

所任之职主要有嘉兴知府、庆元知府、临安知府、绍兴

知府、平江知府、建康知府等。《钦定续通志》中仅提

及其知绍兴、平江，竟失载其知临安府这一重要职务，

令人费解！《宋史》《钦定续通志》赵与筹传没有载其

具体事迹，却评价“与筹所至急于财利，几于聚敛之臣

矣”。不详何据？永乐《处州府志》评价赵与筹“善理

财，以佐国用，其尹京，善发擿，有赵广汉之风”。再

从《吴兴备志》所载赵与筹二次知平江（今苏州）时的

具体事迹，以及赵与筹卒后谥号“忠惠”来看（按，北

宋蔡襄、南宋方大琮卒后都谥“忠惠”），不免让人生

疑，《宋史》《钦定续通志》对赵与筹的评价是否妥当？

此有待更深入研究。

　　赵与筹历官多显，史料比较丰富。现综合多种材料，

对其生平作一概述。

　　赵与筹，字德渊，号节斋。具体出生年月不详。父

赵希怿，《宋史》[28]《闽书》[29]有传。（笔者按，《宋

史》《闽书》传中，赵希怿字作“伯和”，据真德秀所

撰《墓志铭》，当为“叔和”。）希怿有四子——与悊、

与愿、与懃和与筹[30]。二子与愿，幼时为宁宗选入宫

中，后立为太子，改名询，嘉定十三年（1220）早卒，

谥景献，年仅29岁，逆推其生于绍熙三年(1192)[31]。据

此推断四子与筹大约出生于庆元二年至四年（1196～

1198）间。

　　嘉定四年（1211），长兄与悊中进士第。

　　嘉定五年（1212），父希怿卒，年五十八。赠少保，

封成国公，谥正惠。真德秀为撰墓志铭[32]。按，真德

秀，福建浦城人。于嘉定十年（1217），知泉州。绍定

五年（1232），再知泉州。

　　嘉定九年（1216）前后，与筹慕道陆子学说，从慈

湖先生杨简（字敬仲）学。娶邹应龙次女[33]。

　　嘉定十三年（1220）与筹中进士第。

　　宝庆二年（1226）其师杨简去世，谥文元。

　　嘉熙元年（1237），岳父邹应龙任参知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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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熙二年（1237），兄与懃（字话舜，号兰坡）中

进士第。

　　嘉熙三年至四年（1239～1240）知平江（今苏州）。

嘉熙三年，直敷文阁知平江兼淮浙发运使，特置司领其

事自与筹始。四年，郡中饥，分场设粥，以寓公方万里，

为人所推敬，委请董役，全活者数万人[34]。

　　淳祐元年至十二年（1241～1252）兼知临安府长达

12年。赵与筹是宋代在杭州任职时间最长的地方长官。

主持修成淳祐《临安志》共52卷，现仅保存第五至十卷，

计6卷。淳祐《临安志》中载有他的许多善政，如建置仓

敖，设育婴堂，浚西湖，开运河等。

　　淳祐三年（1243），知府赵与筹自苏堤东埔桥至洪

春桥曲院建一堤，后人称“赵堤”。

　　淳祐五年（1245），岳父邹应龙去世，赵与筹为撰

墓志。自署：

　　婿，正奉大夫、守户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官，时暂兼

吏部尚书、兼知临安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两浙西

路安抚□□□□都总管兼点检行伍赡激赏酒库所，青田

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赵与筹涕泣谨志。[35]

　　按，邹应龙，字景初，邵武泰宁人，庆元二年

（1196）中状元，嘉定四年（1211）知泉州。官至工部

尚书、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和参知政事。

　　淳祐六年（1246）春正月，置国用所，与筹为提领

官[36]。元旦日食，诏求直言，柴望上《丙丁龟鉴》，忤

时相意，诏下临安狱，临安尹赵与筹疏救得免，望作诗

《诏许出狱呈京尹节斋赵公》[37]。

　　淳祐七年（1247），郑清之再相，郑震（字叔起，

号菊江，连江人）登其门骂曰：“端平败相何堪再坏天

下？”与其子女被执入狱，京尹赵与筹纵之[38]。

　　淳祐八年（1248）秋七月辛亥，以资政殿学士依

旧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39]。重建增置杭州府儒学

学廪[40]。

　　淳祐九年（1249）九月，诏提领户部财用，置新仓

积贮，百二十万，名“淳祐仓”[41]。十一月丙子，以资

政殿学士提领国用、浙西安抚使[42]。

　　淳祐十一年（1251）八月甲午，为桥道顿递使[43]。

　　淳祐十二年至宝祐三年（1252～1255）辞官在家。

期间熟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44]。

　　宝祐三年（1255）以观文殿学士再知平江。行乡饮

射礼于学宫，广弦诵，以严教养，学官子弟，为立生

祠[45]。

　　宝祐四年（1256）知平江，兼提刑[46]。子孟奎（字

文耀，号春谷）中进士第[47]。

　　宝祐五年（1257）以《通鉴纪事本末》原刻（严陵）

本字小且讹，重刊易为大书，并作叙。末署：“宝祐丁

巳秋七月朔，古汴赵与筹谨书。”[48]

　　宝祐六年（1258），除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49]。

　　开庆元年（1259）二月庚辰，以观文殿学士、两淮

安抚制置使，兼知扬州[50]。

　　景定元年（1260）初，复知平江，乞祠，封周国

公[51]。八月壬子，理宗以与筹薨，辍视朝。赠少师，寻

谥忠惠[52]。

　　南宋诗人释善珍有诗《祭观文忠惠赵节斋》《辞观

文赵忠惠坟》二首，均为纪念赵与筹作。赵与筹，号节

斋，曾历观文殿大学士。释善珍（1194～1277），泉州

南安（今福建南安）人，字藏叟，俗姓吕。曾任临安径

山寺住持。有《藏叟摘稿》二卷[53]。《补续高僧传》

《续灯正统》均载藏叟善珍公事，所载其生卒年份不同。

《补续高僧传》记载：“生于绍兴甲寅（1134），逝于

嘉定丁丑（1217）。”[54]而《续灯正统》记：“生宋光

宗绍熙甲寅（1194）十月十二日，示寂于景炎丁丑

（1277）五月二十一。”[55]从释善珍为友赵与筹所作诗

文，分析时间当在景定元年（1260）与筹卒之后。可知，

《补续高僧传》所记释善珍生卒年应有误，其将释善珍

生卒年正好都提前了一个甲子。

　　赵与筹生活在南宋理宗朝期间（1201～1260），时

南宋国势已危。他为重刊《通鉴纪事本末》所作叙，认

为“奸谀欺君者，未有不亡；公廉宏济者，奕世流芳；

贪刻暴殄者，子孙贻殃”。在《太湖》诗中发出感慨:

“此地真堪老，中原恨未休。”[56]赵与筹的心声，反映

了其治世抱负和渴望国家统一的浩然之气！

　　从生平来看，赵与筹一生主要活动于江浙一带，尤

以浙江为主。故“赵德渊戊午冬十月，挈家来游”题名

石刻应是赵与筹（字德渊）于南宋宝祐戊午年（即宝祐

六年，1258）冬十月，带领家眷来九日山游玩后所题刻。

所谓“挈家来游”，蠡测其夫人福建泰宁人、邹应龙女

邹氏，子赵孟奎等有可能一同来泉州游玩。



三、结语

　　本文初步考证的九日山宋代“赵道甫等留名石刻”、

“赵德渊留名石刻”内容，以及对“赵道甫”、“赵德

渊”身世生平所进行的梳理，对了解两方珍贵摩崖石刻

文物的内涵具有一些参考价值。但本文考知有限，仅为

抛砖引玉，有不当之处，敬请诸方家指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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