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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玉龟游荷叶佩是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

标志性玉器艺术精品，长10厘米、宽7厘米、厚

1.3厘米，佩为青玉质，温润细腻。一块玉料对

剖制成，以浮雕、透雕技法琢出荷叶、茨菰及

水草纹，单阴刻线呈示叶脉，纹理清晰。荷叶

中心各凸琢一只伸头相向爬行小龟，以双阴刻

线琢出六角形甲纹。背面仅以粗犷的刀工琢刻

出枝梗。古代将这种纹饰称为“龟游”，寓祥瑞

之意。这对玉佩构思严谨，造型生动，镂刻精

细，抛光极好，是北京地区首次发掘的有明确

纪年的女真族贵族墓，它是研究金朝历史和

玉器发展史极难得的珍贵实物资料。

白玉绶带鸟衔花佩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玉佩镂空

雕琢出五瓣形花朵、花蕾、枝叶，叶脉清晰、叶齿整齐。

背面碾琢粗犷，光素。器物造型新颖，碾磨精细。玉佩表

现的是绶带鸟用嘴轻啄花朵那一瞬间的情景，寓动于静，

轻柔美妙。因“绶”与“寿”谐音，故绶带鸟是福寿的象征。

绶带鸟衔花卉纹，寓意春光长寿、勃勃生机。

乌古论窝论、乌古论元忠、鲁国大长公主的墓志碑

铭记载了乌古论家族为大金国作出的功绩，奢华辉煌

的墓葬体现了金代贵族墓葬形制突破、礼遇厚赏盛况

的乌古论家族高光时刻。山河依旧，万象更新，米粮屯金

代赐茔上，暖暖春风中摇曳的新草仿佛还在诉说着乌古

论家族的荣辱悲欢。

青玉龟游荷叶佩

白玉绶带鸟衔花佩

米粮屯金代乌古论窝论家族墓出土文物

一 度 繁 华

的 金 中 都 在 丰

台地区幸存的历

史 遗 迹中，既有

“无与伦比”的

卢 沟 桥、“ 宏 大

精巧”的水关遗

址、“古朴生动”

的 镇岗塔，也有

埋 藏 在 米 粮 屯

荒 原 上 的 金 代

贵族赐茔—乌

古论家族墓。悠

悠 八 百 余 载 倏

然而逝，金中都

早已湮没在历史

的 长河之中，但

我们得以从乌古

论家族的墓志铭

中窥见金代早期到金代后期高层政治、宫廷生活、

人事变迁、丧葬礼仪等重要信息，为我们探索金代

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金建国伊始通过世婚制与完颜氏
联姻尚主

早在女真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等利益相互

交织，相邻地区的不同部落及氏族成员之间相互

通婚，形成了部落外婚制。金代立国后，沿袭这个

传统，所娶后妃均出自徒单、唐括、蒲察、拿懒、仆

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等部族。乌古论氏在历

史遗风和政治利益的影响下，从建国伊始便通过

世婚制与完颜氏联姻尚主（古代，文官武将娶帝王

皇室家族公主为妻，称为“尚主”），连成血缘，强

化联盟，逐渐走向统治集团中心，先后有几十人出

将入相、封公晋爵，在金廷中享有优越的特权和尊

崇的地位。特别是金世宗完颜雍时期的乌古论元

忠，以驸马都尉的身份参与政事，建言献策，官至右

丞相，封任国公，将乌古论家族的荣耀带到顶峰。

金中期政治变故为乌古论家族入仕 
创造机会

大金建国之前，乌古论氏共有三位女性嫁与

完颜氏。一是世祖完颜劾里钵次室乌古论氏；二是

穆宗完颜盈歌正室贞惠皇后乌古论氏；三是金太

祖完颜阿骨打元妃乌古论氏。建国后，又有四位嫁

入皇室，除一人被金熙宗完颜亶封为德妃外，其余

人位分皆不高，而有幸进封高位的德妃却在皇室

的勾心斗角中死于非命。皇统元年（1141年），熙宗

接受崇天体道钦明文武圣德皇帝的尊号，正式册

封裴满氏为慈明恭孝顺德皇后。熙宗在位初期，在

宗翰、宗干、宗弼等大臣的辅佐下，官吏清廉，机构

精简，百姓安居乐业。宗弼逝世后，旧臣也大多亡

故，加之皇太子济安薨后，熙宗多年无子嗣相继，

皇后裴满氏干预政事，肆无忌惮，颇牵掣制约熙

宗 。熙 宗 心 感

抑郁，常酗酒纵

怒，手刃杀人。

左 丞 相 完 颜 亮

过生日，皇上派

遣 大 兴 国 拿 司

马光画像、玉吐

鹘 和 厩 马 赐 给

完颜亮，皇后裴

满 氏 也 附 上 礼

物赐给完颜亮。

熙宗听闻此事，

大怒，杖笞大兴

国 而 夺 回 所 赐

的礼物。完颜亮

本 来 就 心 怀 非

分 的 希 望 和 企

图，因为这件事

对 熙 宗 怀 疑 和

畏惧就更为严重，皇家萧墙之乱，从此便萌生了。

熙宗近侍高寿星按惯例应迁居屯守燕南，高寿星

入宫向皇后裴满氏诉说这件事，此举激怒熙宗，杀

掉左司郎中三合，杖笞平章政事秉德，而高寿星因

皇后干预竟得以不迁移燕南。时间久了，熙宗积怒

甚深，皇统九年（1149年）十一月五日，终于杀了皇

后裴满氏，而接纳胙王常胜妃撒卯入宫继承皇后

之位。十五日，熙宗到忽剌浑土温打猎，派遣使者

诛杀德妃乌古论氏以及妃夹谷氏、张氏泄愤，乌古

论氏终因皇室争斗祸及池鱼而殒命。十二月一日，

熙宗从打猎的地方回到宫廷。初八日，在寝殿杀了

妃子裴满氏。次日，熙宗被作乱的平章政事完颜亮

杀害。完颜亮弑杀熙宗夺取皇位后，为巩固政权，

铲除皇室贵族旧势力的同时组建忠于自己的权力

集团，任用女真异姓贵族和汉人地主加入到最高

权力机构中。金中期的宗室斗争、封建改革、对宋

战争为乌古论家族入仕为官创造了诸多机会。

乌古论家族逐渐走向政治权力中心

乌古论家族除通过嫁女紧密与皇室关系外，

族中男儿也多次尚主以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和更

高的政治地位。

乌古论元忠之父乌古论窝论曾跟随金太祖完

颜阿骨打灭辽，为阿骨打攻辽提供物资补给和后

勤保障，在灭辽中立有功绩。金建国后，太祖将女

儿毕国公主许配给他，窝论成为第一位尚金帝之

女的乌古论氏成员，为家族发展开辟了道路。此后

乌古论家族又有六人成为驸马。

乌古论元忠自幼出入葛王完颜雍的府邸，完

颜雍对其大加赏识，精心培养，以爱女嫁之。海陵

王执政后期强力伐宋、民心大失。元忠顺应大势，

趁完颜雍在东京政变称帝时，北上东京，表忠归

顺，同时送去随海陵王南下的文武百官支持新政

权的消息，使金世宗得以集中精力镇压契丹，被世

宗视为心腹，授予他定远大将军（从四品）之职，提

升为符宝郎，并告诉他：“朕刚刚即位，亲密的人没

有再像你这样的了，对侍从、宿卫应当戒备，不要发

生失误。”大定二年（1162年），对元忠加授驸马都尉

（正四品），任近侍局使，并且迁升殿前左卫将军。元

忠以外戚身份高位入仕，凭借卓越才能，辅佐世宗处

理朝政，使乌古论家族逐渐走向政治权力中心。

大定十五年（1175年），北部边疆各部族向朝

廷进献，皇上命令元忠去受礼，等到完成使命回

朝，皇上诏告他说：“朕每逢卿夜间值勤，那一夜睡

觉一定安稳。今年夏天朕到景明宫，卿离开时间长

了，朕很是想念你。”

号称金朝“第一府”的大兴府（今北京市），辖

京都之地的大兴、宛平、安次、宝坻、香河、昌平、良

乡等十县一镇，主官大兴府尹（正三品），掌宣风导

俗，肃清所部，总判府事，兼领本路兵马都总管府，

通常由宗亲重臣担任。大定十六年（1176年），世宗

打破惯例，下诏派遣元忠担任第十任大兴府尹。元

忠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依法严惩攀高结贵、欺凌

百姓之徒。有僧人打着佛教旗号出入京城宗室外

戚之家，依仗权势，敲诈勒索，成为地方一害。元忠

决定惩处恶僧，但因世宗姑姑梁国大长公主与此

僧交往甚密，施压元忠，令其释放此僧。元忠向皇

帝奏明，世宗拒绝大长公主请求，处决恶僧。元忠

在大兴府任职期间严惩恶霸，整顿风气，协助世

宗开创盛世。世宗招其见面曰：“卿不徇情，甚可嘉

也，治京如此，朕复何忧。”

元忠圆满完成大兴府尹任期，政绩突出，授吏

部尚书（正三品）。大定十八年（1178年），元忠被提

升为御史大夫（从二品），并被授撒巴山世袭谋克。

世宗问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谁可以做丞相，良弼回

答元忠，于是拜元忠为平章政事（从一品），封为任

国公，出任尚书右丞相。

元忠自任金廷要职以来，竭心尽力辅佐世宗，

时每遇重大事件，世宗召见群臣共议朝政，元忠敢

于谏言，不仅为群臣树立榜样，而且使金帝认清金

朝局势，尤其在世宗出巡上京之时，避免了诸多矛

盾的激化。世宗留驻上京生活长达一年之久，时任

宰相的元忠谏言：“鸾舆在这里常驻已有一年，仓

中储存的食物用品一天比一天少，到市上去买价

钱越来越贵，禁卫及各局署有不少人逃跑了，有司

追捕他们按法律制裁又恐怕有损陛下的仁爱之

德。”警醒世宗，南下返回中都。元忠以忧国忧民为

己任，多次犯颜直谏，知无不言，成为世宗集团核

心成员。元忠为官粗犷豪放，世宗谓左右：“卿等每

事依违苟避，不肯尽言，高爵厚禄何以胜任。如乌

古论元忠为相，刚直敢言，义不顾身，诚可尚也。”

御赐坟茔于今王佐镇米粮屯村

位高权重的元忠为家族带来超乎寻常的荣

耀。其父窝论死 后，原本 葬于莱州（今山东省北

部）。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世宗为示恩于乌古论

家族，“追荣祖考”，加赠乌古论窝论金紫光禄大夫

（正二品上），赠其父银青荣禄大夫（正二品下），

赠其祖光禄大夫（从二品上），御赐坟茔于大兴府

良乡县西北永安村（今丰台区王佐镇米粮屯村）原

野，元忠遂将父亲灵柩迁葬，窝论以正二品和驸马

都尉的身份，其墓碑尺寸略大于正一品级别。“天

子之赐，恩隆终始，人臣鲜俪”，以帝王的追封、赐

地、赙赠（赠送财物）彰显了家族的荣光，乌古论家

族迈上巅峰。

乌古论家族在政坛上由盛转衰

世宗重用元忠等人，君臣共同开创金朝盛世。

在元忠身居高位、权力不断膨胀的过程中，他开始

结党营私、强悍专权，权势蔓延威胁到皇权的运

转。在元忠出使宋朝归来之后，其家奴借着他的名

声和势力在地方欺压百姓、强征民税，“坐家奴结

揽民税”。正致力于改革的世宗对于元忠家奴的恶

行，十分恼怒，对其免官处置，用罢免来给予他重

要警告。元忠对此有所领教，后又被重新起用，战

战兢兢辅佐世宗，先后两次担任北京留守。

明昌二年（1191年），元忠在任广宁知府时，“以

河间修筑球场扰民”，世宗为维护皇权，再次整治

元忠，承安二年（1197年）将其发配至彰德做官，乌

古论家族在政坛上由盛转衰。泰和元年（1201年）

元忠病死于彰德尹任上，金章宗完颜璟遣使赴丧

敕祭，派遣宣徽使行“白琬烧饭”的隆重礼仪，赐

予丰厚财物办丧事，赐谥简定公。“周礼，凡事不逾

制。僭越者，或有不祥。”元忠之妻鲁国大长公主携

子乌古论谊督办葬礼，将元忠高规格葬于御赐在

米粮屯的坟茔，墓的尺寸、材质、结构等多个方面

远超从一品的身份，极尽哀荣，也为乌古论家族的

杀身之祸埋下伏笔。八年后的大安元年（1209年），

鲁国大长公主去世，“上闻之震悼”。七月，卫绍王完

颜永济幸海王庄，临奠鲁国公主。“亲临奠哭哀惋

久之”“皇后出郭诣海王以祭哀”，赐钱五百万，与

其夫元忠合葬。风光隆重的丧礼背后是家族失去

最大的靠山，走上盛极必衰的不归路。

 乌古论谊自宫卫（正九品）起仕，最高职位为

工部尚书（从二品）。“大定八年（1168年），尚海陵

女。宴宗室及六品以上官，命妇预焉，上曰：‘此女

亦太祖之曾孙，犹朕之女，乃父废亡，非其女之罪

也。’海陵女卒，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尚显宗女

广平郡主。”金章宗即位后，“广平郡主进封邺国长

公主，谊改顺天军节度副使，加驸马都尉”。中国历

史上两次当上驸马的屈指可数，乌古论谊一时风

光无限。孰料天威难测，至宁元年（1213年）二月，

不善用人、忠奸不分的卫绍王以谋逆罪诛杀大名

府事乌古论谊，不仅致其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位于

京师开阳里的家族宅第被另赐他人，万千恩宠灰

飞烟灭，令人唏嘘不已。

金代后期，国势衰败，在蒙古、南宋、西夏轮番

军事攻击下，风雨飘摇中的金哀宗完颜守绪被蒙

军追杀，担任蔡州、息州、陈州、颍州便宜总帅的重

臣乌古论镐将金帝迎到蔡州避难。在蒙军和南宋

合力围攻蔡州时，乌古论镐出城迎战被俘，后被蒙

军杀害。金国灭亡后，为逃避残酷的屠杀清算，乌

古论镐之子乌古论德宁改汉姓刘，即刘德宁，投靠

铁木哥·斡赤斤大王位下，管领王在益都的封地，

从而定居益都。除改姓刘外，乌古论家族中还有人

改姓商、乌、李等，宗亲贵族沦落成元代顺民，曾经

威风八面的金代名门望族湮没于芸芸众生。

■ 文/王真胜

米
粮
屯金

代
赐
茔

金
贞
元
元
年
（1153

年
）
，

海
陵
王
完
颜
亮
将
上
京
会
宁
府

迁
都
于
中
都
大
兴
府（
今
北
京
），

开
启
北
京
的
都
城
之
路
。
金
宣

宗
贞
祐
三
年
（1215

年
）
，
历

时
六
十
二
年
的
金
中
都
被
蒙
古

大
军
攻
陷
，
城
池
完
全
被
毁
。

金
中
都
在
丰
台
地
区
幸
存
的
历

史
遗
迹
中
有
埋
藏
在
米
粮
屯
荒

原
上
的
金
代
贵
族
赐
茔—

乌

古
论
家
族
墓
，
其
墓
志
铭
为
我

们
探
索
金
代
历
史
提
供
了
重
要

线
索
。

乌
古
论
家
族
的
最
后
辉
煌

乌古论元忠墓志盖拓本（大金故开府君丞相判彰德尹驸马都尉

任国简定公墓志铭）

1980年5月，在米粮屯发现

金代乌古论窝论家族墓葬，包

括窝论夫妇墓、元忠夫妇墓和

两座无名墓。墓葬早年被盗，遭

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石椁、墓

志相对完整，还剩有青玉龟游

荷叶佩、白玉绶带鸟衔花佩等

精美的随葬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