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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征君霍原祠墓记 

李北岳 

 

 

祠墓 
 

西晋征君霍原祠墓，在县城西南天开村西北，六聘山南麓。山势左右开张，回环宛转，好像一座大屏风，

所以又名 “绿屏山”。湖水前绕，山水环抱，形势雄胜。当地人称其地为“霍墙子”。魏时，燕郡太守卢道

将，曾为其重修坟墓，建祠堂，树墓表。土坟高大。坟前有青石碑，上刻“大晋征君霍原之墓，”碑阴刻着

晋史霍原本传。都是隶书，苍劲挺拔，深得汉礼器碑笔法之韵。青石供桌一个，上列石雕五供。前有祠堂三

间，已经塌坏．仅有房基。花冈石阶石和青石柱子皆很粗大。墓道之左方，树青石墓表，形制高大，雕琢精

工。下为方形柱础，上雕圆形双龙旋绕之鼓盘，如同给表柱拧上了一个镙丝，起加固作用。中立四边稍加圆

的方形表柱，柱身下面大半部分，每面刻着四道凹槽，分布均匀。使人望去，能减轻孤单呆板之感觉，增添

柔和优美之气氛。造型之妙，匠心之巧，令人叫绝。表柱上段，刻着连钱花纹，两段中间，飞龙环绕。再上

是方形平板，云龙绕边，中间刻着“於戏!有晋征君霍子之墓”。笔法与墓碑相同，最上刻着垂莲形的圆盖柱

顶，顶上面矗立一只小石辟邪(兽名)。在墓前不远的东南方，有九间大殿的遗址，阶石和柱础，都很巨大，

传为霍原当年教学时讲堂之遗址。(关于墓表的形状，见于清人李咸一所著的“大椿庵随笔”中“霍原墓记。”) 

 
身世 

 
霍原字休明，又字休父，西晋燕国广阳人。(广阳旧城在今良乡镇东十里许。晋时地属范阳)，幼有志力，

十八岁，入京师太学行礼，留校学习，成绩优良，同学多贵族子弟，对他很尊重。叔父被人诬陷，入狱当死，

他以身相代，备受酷刑，后终得雪冤免罪。元康(惠帝司马衷)时，与王褒等人，以贤良被征召，不肯出。安

贫乐道，不慕荣利。隐居于六聘山里，建立讲堂宿舍，教授学生，有数百人。燕王按月赠羊酒，时人称其为

“冀北夫子”。后，幽州都督王浚，骄纵不法，妄想称制僭位。遣人聘请，希出山相助，前后六次，全被拒

绝。王浚大怒，当时有一首童谣，歌词是“天子在何许？近在豆田中”。王浚以豆作霍，收杀了他。很多学

生知道后，悲愤痛哭，窃回尸体，葬于六聘山西南方。邑人公上谥曰“孝”。晋史及房山县志皆有传，从祀

乡贤名宦祠。后人为了纪念他，将“绿屏山”改名为“六聘山”。 

原墓因年代久远，逐渐毁坏，墓碑与墓表，于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略军进陷北京时，勾结汉

奸，强行窃拆运走。六朝珍贵文物，一旦失去，至为可惜。到”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和伪县保安队，

又把石桌和其他石料拆去，修了岗楼，致使遗迹荡然无存。 

 

题咏 
 

《霍原宅》宋·刘因 

 

西山霍子宅，遗迹犹可稽。重吟豆田谣，愁云落崩岩。 

知几在明哲，何事绁尘羁。君看括囊戒，无盈庶几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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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聘山拜吊霍子祠墓》玄岳外史 

 

运当闇后昏愚际，时宜夷戎割据天。 

缧绁代亲昭孝行，岩阿讲学继前贤。 

却征有见追巢父，罹难无端唱豆田。 

 恨煞乱邦难早去，智输子斡后人怜！① 

 

注： 

①指西汉卢植，诡道以免董卓贼害事 

（《房山文史资料》第 5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