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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民族研究

关于唐代吴兴姚氏入仕人数的初步统计

姚诗聪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　７２３０００）

摘　要：吴兴姚氏是汉唐之间江东地区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士族，为唐代江东四大士族之一。目前，学术界对其整体鲜有关注，

更未见有关唐代吴兴姚氏入仕人数的统计成果。爬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相关墓志铭，可知唐代吴兴姚氏的入仕人数

为１３７人，表明吴兴姚氏是唐代的中等士族。

关键词：唐代；吴兴姚氏；入仕人数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７７０Ｘ（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９２－０４

ＰＤＦ获取：ｈｔｔｐ：／／ｓｘｘｑｓｆｘｙ．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ｎ／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犱狅犻：１０．１１９９５／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７０Ｘ．２０１６．０３．０２４

犘狉犲犾犻犿犻狀犪狉狔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犖狌犿犫犲狉狅犳犈犪狉狀犲狉狊狅犳狋犺犲

犢犪狅犉犪犿犻犾狔狅犳犠狌犡犻狀犵犻狀犜犪狀犵犇狔狀犪狊狋狔
犢犃犗犛犺犻犮狅狀犵

（犆狅犾犾犲犵犲狅犳犔犻犫犲狉犪犾犃狉狋狊，犛犺犪犪狀狓犻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犎犪狀狕犺狅狀犵７２３０００，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ｂｉｇｇｅｓｔｇｅｎｔｒｙ，ｔｈｅＹａｏＦａｍｉｌｙｏｆＷｕＸｉｎｇｉｓ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ｇｅｎｔｒ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ａｎａｎｄ

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ｉｎｊ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ｉｒｃｌｅｓｈ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ｎｄｍｏｒｅｎｏｔｓｅｅ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ａｒｎｅｒｓ．Ｏｕｔｌ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ｗｔａｎｇｂｏｏｋ·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ｅｐｉｔａｐｈ，ｗｅｃｏｍｅｔｏ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ａｒｎ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ｏＦａｍｉｌｙｏｆＷｕＸｉｎｇｉｎ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ｓ１３７．Ｉｔ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ａｏＦａｍｉｌｙｏｆＷｕＸｉｎｇｉｓ

ｍｅｄｉｕｍｇｅｎｔｒｙｉｎ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ＹａｏＦａｍｉｌｙｏｆＷｕＸｉｎｇ；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ａｒｎｅｒｓ

　　吴兴姚氏是汉唐之间江东地区颇具代表性的文

化士族，其家族始自西汉末，初兴于东汉末、东吴，中

衰于两晋、南朝初，复兴于南朝末、隋，全盛于唐，靠

的不是政治事功，而是维持了数百年的家族文化传

统［１］２１２，是唐代江东士族中重要一员。学界至今对

其鲜有整体关注，这与吴兴姚氏的文献记载缺乏有

关。近年来出土了不少有关唐代吴兴姚氏的墓志，

为吴兴姚氏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一、姚崇家族唐代入仕人数的初步统计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载姚崇家族６２人，扣

除未在唐代入仕的隋怀州刺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

祥一人，及未见有入仕记载的其他家族成员共计８

人，还剩下５３人在唐代入仕。该表记载姚侑有二

子，即承宗与珙（霍山令）。又据《唐故朝散郎前试詹

事府司直兼蕲州黄梅县令姚（侑）公墓志铭并序》载：

“有四男二女：嗣子成宗，太庙斋郎；次子成允，前亳

州蒙城县尉；次成则、成功”［２］４７。显然，此墓志铭中

的成宗或许正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的承

宗，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的承宗并无官

职记载，故若承宗即为成宗，墓志铭则可补阙。而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的珙（霍山令），应为

成允、成则或成功中的一人，但此名明显有误，或为

别名。若珙（霍山令）为成允，则二者为一人可抵，因

为墓志铭中成允有官职记载。若珙（霍山令）为成则

或成功，则可补墓志铭之阙。墓志铭之史料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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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记载，故稳妥

起见，承宗和珙（霍山令）皆应扣除，再加上墓志铭中

有官职记载的成宗、成允二人，故唐代姚崇家族的入

仕人数应为５４人。

《大唐故朝请大夫齐州临济县令吴兴姚（辩义）

府君墓志铭并序》载：“祖善意（懿），……父德敏，朝

散大夫、徐州萧县令。”［２］７０志主姚辩义是姚崇的侄

子，是唐代姚崇家族成员。

《故朝议大夫守绥州刺史姚（爱同）府君墓志铭

并序》载：“祖善意（懿），……父德素，潭廓二州司

马。”［２］７３志主姚爱同亦为姚崇的侄子，是唐代姚崇

家族成员。又载：“子宣议郎慎知。”［２］７４

《极南洞造窟碑》，碑文中有“轈同任卫州司兵参

军”［２］１５句，其中的轈同当为姚爱同之兄。

《唐节士姚（栖云）君墓铭并序》载：“高祖讳元崇

（崇），中书令、梁国公。”该志主姚栖云为姚崇玄孙，

是唐代姚崇家族成员。此墓志铭为志主次兄姚栖简

所撰。其中载：“属次兄位从军职于徐方。”［２］７０可

知，姚栖简在徐方军中任职。

《唐故慑河东节度推官前试大理评事吴兴姚

（潜）公墓志铭并序》载：“秘书监、赠礼部尚书合之

子。”［２］６２可知，该志主姚潜为唐代杰出诗人姚合之

子，而姚合是姚崇的曾侄孙，故姚潜为姚崇的玄侄

孙，亦为唐代姚崇家族成员。根据墓志铭标题，可明

显看出其曾入仕。

《唐故通议大夫守夔王傅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

金鱼袋吴兴姚（勖）府君墓志》载：“由梁公至员外府

君讳字具在烈考玄堂记、平凉颍川二公之词。”平凉

颍川二公，当是姚勖父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载，河南丞，二子：翶，泾主簿；偕，监察御史。据此

墓志，除翶外，应该还有平凉、颍川二公［２］３９。

姚合有诗《送家兄赴任昭义》，据诗题及其中诗

句“之官濠上城”［３］４０，姚合家兄曾入仕，但其名讳仍

待考证。

综上，唐代姚崇家族的入仕人数又可再增加１０
人，暂确定为６４人。

二、姚思廉家族唐代入仕人数的初步统计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载有姚思廉家族３６
人，扣除未在唐代入仕的姚思廉父辈姚察、姚最兄弟

二人，以及未见有官职记载的其他家族成员共计１３
人，剩下２１人在唐代入仕。根据《旧五代史》列传七

姚靑载：“姚靑，字伯真，京兆万年人。曾祖希齐，湖

州司功参军。祖宏庆，苏州刺史。父荆，国子祭酒。”

《旧唐书》卷七三称：姚思廉“雍州万年人。”且查《新

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载姚思廉家族，姚思廉后裔中

有希齐与宏庆（弘庆）的名讳，且官职记载皆与墓志

铭中的记载一致，故可确认姚靑即为姚思廉之后。

但姚靑之父姚荆的名讳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

未见记载，可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的姚

宏庆（弘庆）之子为姚玉斧，且无官职记载，不知此姚

玉斧是否即为姚荆。又根据《唐代进士录》姚醕（误，

应为姚靑）条称：姚靑“昭宗天元年（９０４）六月，以

前进士为校书郎（《旧唐书·昭宗纪》）”［４］４４９。可知，

姚靑在唐昭宗时入仕为校书郎，故姚荆亦应算入唐

代姚思廉家族的入仕人员。

《大周故平州司仓姚（无陂）府君墓志并序》载：

“吴兴武秦（康）人也……祖思聪，唐银青光禄大夫、

使持节杭州诸军事、行杭州刺史。”姚思聪为姚最之

子，是姚思廉的堂兄弟，可知该志主姚无陂为唐代姚

思廉家族成员。又载：“父辵，唐绵州神泉县令”及嗣

子某乙“柱国常选大礼等”、“天官常选大礼等”［５］。

王永平教授在《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丛》中，

关于吴兴姚氏的篇章中称：“姚
,

在武则天当政后，

为改变因从父弟姚敬节参预徐敬业之乱给家族利益

带来的损害，
,

屡有阿谀奉承之举。”［１］２０２据此推测

姚敬节应当入仕唐朝，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

姚思廉家族未载其名。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亨００５《大唐故右监门

卫大将军上柱国赠凉州都督清河恭公斛斯（政则）府

君之墓志铭并序》载：“夫人吴兴郡君，吴兴姚氏，即

周上开府仪同三司，长寿公僧垣之曾孙，隋蜀王司马

最之孙，秘书俭之女也。”该志主夫人出自吴兴姚氏，

为姚僧垣之曾孙女，姚最之孙女。

《唐代墓志汇编》贞元０１８《唐故游击将军行蜀

州金堤府左果毅都尉张（晕）府君夫人吴兴姚氏墓志

铭并序》载：“其先吴兴人也……夫人自六代祖僧垣，

典郡关中，今为华阴人也……曾祖履谦，皇朝中散大

夫行武功县令；祖皀，皇朝丹州司马；父择友，皇朝凉

州神乌县令。”该志主夫人出自吴兴姚氏，亦为姚僧

垣之后，是唐代姚思廉家族成员。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４２２《大唐故朝议大夫上

柱国杭州长史姚（繩）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吴兴人

也……高祖僧垣，梁中书舍人、宣文殿学士；曾祖最，

隋蜀王府司马麟趾殿学士……祖思明，皇朝河内县

令；烈考益谦，皇朝阳曲、陈留、武义三县令……长子

延光，故平陆尉，早亡。”该志主姚繩为姚僧垣之玄

孙，姚最之曾孙，亦为唐代姚思廉家族成员。

《全唐文补遗》第一辑《大唐故吴兴姚氏（潭）墓

志铭并序》载：“高祖□，□纳言；曾祖昌沛，皇司农

丞；祖□，皇□州司马。”此墓志铭为志主姚潭的父亲

朝议郎、广州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姚躌一所撰。其中

志主姚潭曾祖的名讳昌沛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姚思廉家族中亦有记载，且无官职记载。而姚思廉

家族中的姚昌沛之父是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姚
,

，经

查资料，巧合的是他也正好担任过纳言一职。志主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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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潭的曾祖与祖父的官职之前均有“皇”字，依据唐

代墓志的行文习惯，志主姚潭高祖的官职纳言之前

也应有一皇字。于是，志主姚潭的高祖名讳应为单

字。查唐代官制可知，门下省，置侍中二人为省长，

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唐高宗龙朔二年（６６２
年）改门下省为东台，侍中称左相，武后光宅元年

（６８４年）称纳言，垂拱元年（６８５年）改门下省为鸾

台。开元元年（７１３年）门下省改成黄门省，侍中称

监。再查任职纳言的官员中，姚姓者唯有姚
,

一人，

故可推断志主姚潭的高祖即为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姚

,

。令人不解的是，若贵为宰相的姚
,

为志主高祖，

那么为何在志主的墓志铭中记述其高祖官职时只是

纳言而无宰相呢？且根据志主姚潭的逝世时间为

“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享年廿有五。”志主姚潭生于

８３３年，卒于８５７年。姚,

生年不详，卒于７０５年。

而姚
,

之弟姚?生于６４１年。也就是说，若姚,

为

志主高祖，则志主姚潭与其高祖生年相距大约２００
年之久，之间相差四代，平均５０年一代。相差一两

代且每代分别相距５０年倒还勉强可以理解，但若要

求相差四代且代际间隔均为５０年左右，这是不太可

能的。但毕竟通过志主高祖官职、单名与曾祖名讳

考证出志主的高祖只能为姚
,

，故只好搁置疑问，将

志主的家族支系归属划入唐代姚思廉家族。

综上，唐代姚思廉家庭中心的入士人数可再增

加１７人，暂确定为３８人。

三、吴兴姚氏其他支系唐代入仕人数的

初步统计

唐代吴兴姚氏除了姚崇家族和姚思廉家族两大

最主要房支之外，零散还存在着不少支系。这些支

系家族规模与入仕人数虽不及姚崇家族和姚思廉家

族，但作为吴兴姚氏支系，亦有必要统计。

《唐代墓志汇编》咸通１０９《唐故朝散郎贝州宗

城县令顾（谦）府君墓志铭》载：“女二人……次许嫁

吴兴姚安之，登童子学究二科，再命为东宫舍人。”

《唐代墓志汇编》圣历０２５《大周故弘化公主李

氏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墓铭并序》为成均进

士云骑尉吴兴姚略所撰。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０３０《故中散大夫并州盂

县令崔府君夫人源氏墓志铭并序》为宣德郎魏州馆

陶县尉吴兴姚文简所书。

《旧唐书·姚绍之传》载：“姚绍之，湖州武康人。

解褐典仪，累拜监察御史。”

《唐代墓志汇编》贞元１２５《唐故登仕郎常州司

士参军袭武城县开国伯崔府君墓志并序》载：“先考

讳千里，字广源，清河东武城人也……姊妹四人，长

适陕州安邑尉姚叔康。”志主崔千里出自五姓七家中

最显赫的高门———清河崔氏，长女嫁给了陕州安邑

尉姚叔康。在士族门阀意识依然盛行、对社会婚姻

观念影响巨大的唐代，能娶到唐代士族中数一数二

的高门女儿，此姚叔康所属的姚氏门第自不会低，且

此墓志铭中记载的崔千里家其他女儿的夫婿均出自

唐代士族中的名门，“次适饶州乐平尉河东薛存操

（河东薛氏），次适右武卫录事参军陇西李慎（陇西李

氏）。”放眼唐代姚姓，唯有吴兴姚氏最为合适。故可

推测此陕州安邑尉姚叔康应出自吴兴姚氏。

《全唐诗》卷二百九十四收有崔峒诗《春日忆姚

氏外甥》，崔峒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出自博陵崔氏。

由诗题可知，其有外甥姓姚氏，此情形与姚叔康例类

似，故可推断其外甥姚氏应出自吴兴姚氏，甚至可推

测其应出自姚崇家族。从诗作内容虽无法读出崔峒

姚氏外甥是否入仕为官，但从其父得以有幸娶博陵

崔氏女，知其所属该支吴兴姚氏必有家族成员入仕

为官。为严谨保守起见，以最少一人记之，但历史真

实必当多于此数（姚叔康家族除叔康外的入仕人数

其实亦应如此记之）。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０２５《唐故吴兴郡姚

（季仙）府君墓志并序》载：“虞舜之先，礼部侍郎、司

门郎中，继后承之。其先五代官讳，谱牒载，今更不

叙。”可知，志主姚季仙的祖上五代均曾入仕为官。

又载：“享年七十有七，以咸通四年三月廿二日卒于

辽西坊私第。”志主姚季仙生于７８７年，卒于８６３年。

由于习惯上一代是按２５—３０年计算，故又可推算出

志主姚季仙的五世祖大概生于６３７年，故知其祖上

五代应皆在唐代入仕为官。又载：“释褐署节度驱使

官……长子君贤，代家君而主持，职列内衙，累兼执

于戈戟。”可知，志主本人与其长子也均曾入仕为官。

据《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大唐故太

中大夫使持节冀州诸军事守冀州刺史上柱国姚（
-

）

君墓志文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开元３６８《大唐故

左羽林军长史姚（重鉭）府君墓志铭并序》和《唐代墓

志汇编》开元３５４《大唐故益州都督府户曹参军姚

（□，字迁）君墓志铭并序》。又据姚-

夫人墓志，即

《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唐故冀州刺史姚

府君夫人弘农郡君杨氏（万五千）墓志铭并序》为其

子前太常寺太祝姚黯所书。

《故司农寺主簿姚（承糷）府君墓志并序》载：“公

讳承糷，字承糷，吴兴人也……祖干冲，唐朝请大夫、

杭州刺史、上柱国……父行慈，唐兰州录事参军……

嗣子寰，前岐州山泉府折冲。”

《旧五代史·末帝纪上》载：“秋九月甲辰，以光

禄大夫、守御史大夫、吴兴郡开国侯姚洎为中书侍

郎、平章事。”五代后梁（９１３年）拜相的姚洎应是出

自吴兴姚氏，而姚洎在唐末便已入仕为官。根据《资

治通鉴》第二百六十三卷载：“庚午，工部侍郎、同平

章事韦贻范遭母丧，宦官荐翰林学士姚洎为相。”

《海门日报》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９日Ｂ４版所刊《东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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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３２卷 姚诗聪：关于唐代吴兴姚氏入仕人数的初步统计

小考》称：“唐末最后一年是天四年（９０７年），时姚

存制任东洲镇遏使，这是东洲置镇最早的记载。‘姚

氏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其军士亦多吴兴子弟，姚

氏家族统治长江口上岛屿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军队和家属人数有万人之多’（见《南通简史》）。”可

知，出自吴兴姚氏的姚存制在唐末入仕为官。

《唐故蕲春郡蕲水县尉王公夫人吴兴姚氏墓志

铭》载：“先考环□，皇睢阳郡楚丘县令。”该志主吴兴

姚氏的父亲曾入仕为官。且志主“以天宝十一载

（７５２年）四月四日寝疾，终于蕲水之官舍”。但查阅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姚崇家族的记载，亦发现

有一其唐代家族成员姚浼的官职记载为楚丘令。但

据表中的记载，此姚浼为姚崇的玄孙。而姚崇卒于

７２１年。故若此志主吴兴姚氏的父亲为姚浼，则志

主吴兴姚氏为姚崇的来孙女（即五世孙）。随举一

例，姚崇玄孙姚勖的卒年，据其《唐故通议大夫守夔

王傅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吴兴姚（勖）府君墓

志》载：“府君以大中七年（８５３年）三月改夔王傅分

司东都。其年八月廿三日辛巳启手足于道化里，享

年六十九。”［２］３８姚崇的玄孙辈明显应生活于晚唐，

姚崇的来孙辈也就不可能生活于与盛唐。故时间上

明显解释不通，此志主吴兴姚氏应不是唐代姚崇家

族成员。

《全唐文补遗》第七辑《唐故将仕郎试洪州建昌

县丞吴兴姚府君（仲然）墓志铭并序》，其中载：“曾门

讳岫，皇宣德郎、行辰州叙浦县尉；大门讳思节，皇天

威军副使、朝散大夫、检校左武卫中郎将、上柱国；考

讳凤，皇不仕……嗣子伯达、伯俣。”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宝历００８《唐故亳州司兵

参军赵郡李府君墓志铭》载：“夫人吴兴姚氏……实

从父弟前和王府参军友冲主焉。”志主李群的夫人吴

兴姚氏的从父弟友冲曾任和王府参军。

《全唐文》卷三百八十八收录独孤及文《宋州送

姚旷之江东刘冉之河北序》，由首句“春叶尉吴兴姚

旷至自洛阳”知姚旷应出自吴兴姚氏且官至春叶尉。

综上，唐代吴兴姚氏除去姚崇家族与姚思廉家

族之外的入仕人数暂确定为３５人。

四、结语

唐代姚崇家族的入仕人数为６４人，唐代姚思廉

家族的入仕人数为３８人，除姚崇、姚思廉家族之外

吴兴姚氏的其他支系的家族在唐代的入仕人数为

３５人。因此，可初步确定唐代吴兴姚氏的入仕人数

为１３７人。与五姓七家之范阳卢氏各房的唐代入仕

人数相比，唐代吴兴姚氏的入仕人数虽尚且不及大

房卢氏在唐代的入仕人数（１７０人），但唐代姚崇家

族的入仕人数超过了二房卢氏在唐代的入仕人数

（６２人），而唐代姚思廉家族的入仕人数却不及三房

卢氏、四房卢氏在唐代的入仕人数（５１人、４９人）
［７］。

美国汉学家伊沛霞先生统计出新表中最具说服力的

八大世系表特征和十五个中等规模的世系表特征，

唐代姚崇家族的入仕率高达７７．２％（现已确定的家

族男性成员数为８３人，超过太原王氏大房、二房的

男性成员数６４人），唐代姚思廉家族的入仕率略低，

为７３．１％（现已确定的家族男性成员数为５２人，超

过博陵安平崔氏的男性成员数４９人）。八大世系家

族的入仕率均低于唐代姚思廉家族的入仕率。在十

五个中等规模世系家族的入仕率中，仅有清河张氏

的入仕率 （８６％）高于唐代姚崇家族的入仕

率［８］１５９－－－１６０。在唐代江东士族中，唐代吴兴姚氏的

入仕人数少于琅琊王氏（１８５人）
［９］、吴郡陆氏（１４８

人）［１０］３４，远多于兰陵萧氏（６７人）
［９］，并与其他三大

士族合为唐代江东四大士族。与唐代其它地域的代

表性士族相比，吴兴姚氏的入仕人数超过了山东士

族中位列十姓十三家的渤海高氏（１０６人）
［１１］３３，关

陇士族之武功苏氏（９３人）
［１２］２８、天水赵氏（１３４

人）［１３］２５，胡姓士族之河南元氏（１２０人）
［１４］１６。从家

族入仕人数的角度来讲，吴兴姚氏在唐代虽还远不

及唐代士族中位列最高门的五姓七家，但在唐代士

族整体中，无疑是属于规模不小的中等士族，对唐代

政治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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