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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中的一組征伐用培*

商幸色濤

竿南河范大字固眛文化字院

提要文章結合甲骨文及待世文獻材料，封金文中的“帳"、“成"、“御"、“克"、“靖"、
“大出"、“大同"等征伐用悟道行了吋拾，并封一些存有爭拔的混血作了辨析。

美鍵淘 金文、征伐用培、甲骨文、伶世文獻

金文中有很多勾征悅相夫的用唔，堵如“征"、“侃"、“捷"、“搏"、“敦"、“喂"、“追"、

“逐"、“世"、“成"、“御"、“克"、“靖"、“大出"、“大同"等，本文結合甲骨文及持世文幟，
重店封“做"、“戌"、“御"、“克"、“靖"、“太出"、“太同"等用悟道行i寸拾，井封一些有爭

攻的說法避行辨析，其余另有寺文探汁。

一、做

金文征伐用i吾“世"見于西周早期的陵世蠶緒及春秋晚期叔夷紳及轉銘:

唯巢來俊，王令1J;宮追以六怖之年。(陵腔革{集成) 7.4047) 
余賜汝耳卒戒兵，釐仆三百又五十家，以戚或傲。(叔夷耕、縛〈集成) 1.272-8 、1.285)

金文“世"字又見于西周肘期的姑氏筆( <<集成)) 7.3916)、仲蝶盡( ((集成)) 9.4399)、春

秋肘期的部主釗( ((集成)) 18.11611)等銘文， 1亥字早在殷商甲骨文中既已出現，字界一般特其

看成“作"之昇拘。 1 "帳"字1m擇“捶"，郭沫若《大系》主人均即牢迫之“窄"，故園吋期廳

主紳( ((集成)) 1.1 57-161) “率征秦在芥"即此“帳"宇文:2司承源主編的《銘文造》承郭城，
以7句“做"通“造"或“窄"，方迫、侵迫叉，引《后沒有﹒隊忠伶》“共相庄逢"李賢注“逞，

迫也"方i正:3 封、稚誰先生指出“帳"、“在"皆“作"字昇文，此赴亦;句“迫"又; 4划雨先

.本文厲于教育部人文社合科掌青年基金項目“商周軍事緒文綜合研究" (批准可: 07JC740013)、尸州市哲

掌社合科掌十一五規划課題“《金文通釋》研究" (批准哥: 07Z60)成果。

l 在商周古文字材料中，多以“乍";句“作弋甲骨文有M.又、以文、以丰者，金文有以木、本人又、M.支、
M.笠、M.是、以吉、以音者，至《視文》小書長才出現狀“人"之“作"字。甲骨文字形參徐仲舒主編《甲骨

文字典))，成都:四川辟有出版社， 1989 年 5 月，頁 887-888; 金文字形參容庚《金文編>>，北京:中學~周，

1985 年 7 月，頁 838-839; 僻、初生《金文常用字典)}(修訂再版)，西安:隊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l 月，東

775 。
2 郭沫若: <<兩周金文靜大系圍是考釋)) (下)，上海:上海有店出版社， 1999 年 7 月，頁 101 。
3 l!J承源: <<商周青銅器銘文造))(三)，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 年 4 月，頁 203.

4 祕稚錐: <<攝晃紳緒文?仁釋))， <<古文字研究》第 19 觸，北京:中學有局， 1992 年 8 月，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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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人方“帳" 5t..fr.日文獻之“作"，根掘《札記﹒內則》“盒曰作之"注“作，斯也"，主人均此赴
方朵、伐、新文。 5 勻上引叔夷併、縛絡“以戒戒帳"美似的i吾旬又見于 ((i寺詮﹒大雅﹒抑》

“修均可芋司，弓矢或兵，用戒或作，用過查方"，孔穎j主疏:“又戒特帥之臣，對修治汝征伐

之牟司及弓矢勻王克兵之器用，以此戒各戒兵劫作之赴，對征伐之。"

'^文文未看，陵世草之“做"勻叔夷神、縛緒之“帳"、龐完神之“迪"對厲同一用法，

廳美科“征秦逆卉"中“征"、“逢"封文同文，俱有征伐、入侵的含叉，掌界普遍主人均《竹

甘紀年》所i己“(普)烈公十二年，王命輯景子、越烈子、翟貝{戈卉，入長城"勾龐完紳絡“征
秦進卉"去l一事， 6益i正紳緒之“走卉"即指做卉。

ι二、成、御
“成"、“御"是金文中表示防守、抵御的兩小用語。“成"宇甲骨文作本刊粹)) 1147) 手

( ((粹)) 1153)( ((甲骨文編)) 489 頁)，金文作社(成南鼎)在(竟自)( ((金文編)) 824 頁)，象人持

戈形， ((視文》“成，守迫也"， ((i寺詮﹒王夙﹒劫之7jO “不勾我成申"朱熹集恃:“成，屯兵

以守也。" ((公羊特﹒庄公十七年》“成是成者也"何休注:“以兵守之日成。"“成"在甲骨文
中既已用作成守叉，其后直接眼所成之地，如:

戌妒，弗雄王來。

戌繭，弗維王成。

成童，弗雄王來。

成骨，弗雄王來。

戌何，弗維王來。

五族其雄王泉。

戌妒，其雄王傘。( (合集) 9.26879) 
戌童，其雄王泉。( (屯南) 4200) 

“雄余"亦是軍事用語，“蜂"懷;句“失"，“堆成"指晶爭中“失余"、“~余"。 7

金文中的“成"除去人名之外，均均成守丸，用例如下:

王令或曰:獻堆夷敢伐內固，汝其以成周押氏戌于古呵。(素或自〈集成) 10.5419 、 5420)

椅A人沖雍父戌于古舟。(補自〈集成) 10.5411) 
唯六月既死霸丙寅'押雍父戌在古舟。(通航〈集成) 3.948) 

唯十又三月既生霸T卯，取.M.J市雍父戌于古押之年。(臥尊〈集成) 11.6008) 
唯伯辱父以成河I!p:祟，命成南夷。(竟自〈集成) 10.5425) 

5 划雨: <<西周金文中的軍扎>>，載《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古文字研究寺可阱， i1'1'1: i*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4 月，頁 328 。
6 持此說者如庸主《屬先例考釋>> (載《膺主先生金文洽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頁 2)、

司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路文追>)(四)(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0 年 4 月，頁 590)、溺余惠《掛固絡文造>> (長

春:吉林大字出版社， 1993 年 9 月，頁 11)等。

7 首先提出“她余";句“失魚"氓的是楊樹述，后沈培先生又予以朴逝，紛說見《早只徵居甲文說﹒耐林庸甲

文i兌﹒←辭瑣記﹒←碎求51">> ， 上海z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頁 84; 沈況且《←碎“她公"朴秤>> , 
載《活吉學拾JA>> 第 26 輯，北京:商努印有悟， 2002 年 8 月，頁 236-256。另外，字者問封于甲骨卡辭中

的“姓王~"也有不同的理解，如葛英舍先生趴3句“維公"勻夷伯人公元尖，由i寞;句“致成"，指聚集人成而

保之以戌守征織之事，是原始民主政治在南代社舍的一科遺留，說見《“緣政"←辭之我見>>，載北京大學考

古系編《考古字研究>> (三)，北京 2 科掌出版社， 1997 年 6 月，頁 1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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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用例皆出自西周中期穆王肘期的銘文，“成"后多用介向“于"引出地慮。先秦典

籍中以“成"后直接跟地鼠的用法校方多見，如:

搞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勾我成申﹒( (博紐﹒玉鳳﹒拐之水) ) 
于是，背侯之大夫戌芥'弄人慨之吭，使....均其班，后舟。( (左恃﹒桓公六年) ) 
冬，成陳。孰戌之?渚侯戌之。( (公羊侍﹒襄公五年) ) 
成部虎牢。( (谷果伶﹒襄公十年) ) 
荊人起兵，特欲以兵攻芥﹒任妄曰:“......今胡人起兵持攻芥，臣恐其攻芥均 1言，而以

裝秦3句英也，不如告之 J' 成-*迫，制人報行。( (轉非子 .t見林土) ) 

先秦典籍中“成"后用“于"引出地鼠的用法則校方少見，十三經中只有一赴:

十二月，普籍秦致渚候之成于周，魯人梓以盟章。( (在侍﹒昭公二十七年) ) 

述祥看來，“成"在文獻中的用法勾其在甲骨文中的用法更方接近。

另外，西周早期肅聾緒“肅JA王A荊"中“王"后一字作捕，封于i亥字學者間有兩神看

法，容庚《金文編》、旅E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釋方“成";
于省吾《攻釗謬吉金文逸》、唐主《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郭抹若《大系》、耳承源《緒

文造)) (三)等均釋;句“伐九林浩明令人:tJJA字形言過是“成"字，按之文意則必;句“傲"字，

蓋因“成"、“伐"二字并JA人JA戈，形火相近，偶涉而淚。 E 林說是也，金文“成"、“傲"
形体很接近，區別仗在于所此之“人"位置的高下，戈穿迫人首3句“傲"，人在戈F即方“戚"，
二者有相亂的可能。 A人號季子自盡緒之“傲"作唬未看，此勻“成"己校方接近，只要“人"

位置再下一些，即3句“成"字。 b人文例來看，金文中多有臣下隨王出征的氾載，如上本建鼎
“王令趨捷家反夷，霆學b人趨征"、海鼎“情故JA王南征"、羽:取靈“你取JA王南征"，尤其是
勻聶籃同肘之迫伯聾絡“迂伯JA王伐反荊"勾之文例全悶。以此例之，聶籃緒之A對解作“悅"
字均是。而且， i哀赴若作成守解，則王眾自成守迫地于理未過，作“悅"解則文以字順。

“御"甲骨文作 tA ( <<菁)) 1.1) 414 (<<前)) 2.18.6)~ ( <<粹>> 20)( <<古文字獎編)) 117 頁)，
金文作 I~ (孟鼎>t~(牧師父蠶)吵(哥拉鼎)管(不其籃)( <<金文編)) 114 頁)， "御"在金文軍事用語

中用作抵御文，見于以下銘文:

王用筆使乃子或率克臣御堆戒。(讀方鼎《集成) 5.2824) 
唯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車又方按貌.j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函，俞來如故禽。

俞命汝御迫于1各'汝以我年宮伐捨枕于高陶。(不其重〈集成) 8.4328 、 4329)

此外， i咳哀字又見于春秋肘期的姑友腎反釗緒( <<集成)) 1悶8.釗.1口718吋)“莫敢御余"
莓截t聾、敢畫畫絡中文起有一l日釋;句“御"的字6"亦用于征伐:

或伐歉，裁率有司押氏奔追A戒于城林，搏戒胡﹒(費負重《集成) 8.4322) 
唯五十月，玉在成周，南准夷迂丈，內伐宿、昂、參泉、裕敏、問問洛，王令敢追A于

上洛:fß谷。(歌籃{集成) 8.4323) 

以上緒文中A分別作。啦，相同字形又見于御(? )高( <<金文編)) 114 頁)， 1992 年山西
曹侯墓出的普侯封靈緒亦有句此同形之字，由于改字形勻御字通常穹法有則，因而學界有不

同秤法，宋人釋“迎"，划心源釋“絕"，吳大激疑“星"，孤i台吐、郭沫若、唐主等釋“御"

s 參周法高主編《金文泊林》第 13 加，香港:香港中文大芋， 1975 年，頁 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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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裘惕圭先生初碎“關"， IO后又掘耳承源釋曹使財鍾咳字方“隱" 11 而改釋“裴九 12且然目

前學朮界文才此尚存昇圾， 13但以釋“裴"理揖最方充分，以此解i冀銘文皆可通。

三、克

“克"甲骨文作事( <<撮)) 2.468) , ( <<乙)) 8892)( <<甲骨文編)) 306-307 頁)，金文作才(利
籃)賢(令鼎)( ((金文編)) 497 頁)，夫于“克"字拘形之理，多以方下象人躬身以兩手咐膝之

形，上象所肩之物，本文;句“肩任"，引申;句“能"、“成"、“堪"、“腔"。近未有人又重申林
文光說，以方其字上部所以;句“由"字，“克"此肩負由，舍克任之意。 14 <<說文}}:“克，肩
也。"征伐用活中的“克"表示征伐的結果， <<力之雅﹒驛站)):“腔，克也。"“克"在甲骨文中

有“腔"叉，如“貞其克乎"(前 13.27勾、“因其弗克"(前 3.27.3)。“克"在文獻亦常用;句“腔"，
如《尚有﹒洪范》“二日剛克"陪德明釋文引耳云、<<ìi寺詮﹒大雅﹒桑柔》“如云不克"那玄

婆、《左恃﹒昭公十二年》“不能自克"杜預注皆引11 “克"方腔。又如《易﹒既濟)):“高宗伐

鬼方，三年克之。" <<呂氏春秋﹒愛士)):“(繆公)遂大克膏，反族惠公以阻。"最能体現“克"

方征品結果的過是《左恃﹒隱公元年》“那伯克段于那弋孔穎述疏:“伐而姓之然后輯:克。"

銘文中表示織駐叉的“克"勻文獻用法同，如:

斌征商。唯甲子朝，步，員:克?昏夙有商。(利堇《集成) 8.4131) 

王后反克商，在成押。(小區羊鮮〈集成) 12.6512) 

唯正式王既克大色商。(何尊《集成) 11.6014) 
俾克厥故。(識籃《集成) 8.4322) 
命日吾午，克邦踐戚，東卉之馳。(郵玉取壺〈上海博物館集刊〉第 8 期)

四、靖(靜、清)
征伐用語中的“靜"句“克"相矣，也表示征伐結果，“靜"的述科用法出現在西周中

期的班籃和晚期的多友鼎絡中:

三年靜(靖)京圈。(班籃《集成) 8.4341) 
汝既靜(堉)京押......汝靜(清)京押。(多友鼎《集成) 5.2835) 

《緒文造》秤班籃“三年靜*囡"之靜:tJ:“靜，安靜，又通作靖。<<，雅﹒驛站一)):

靖，‘安也'. ((左恃﹒信公九年)) ，君努靖吉L' 0 "的以銘文中的“靜"過“靖"是正嘯的，文
獻中多有用例，如《尚有﹒免典》“靜吉庸迪"， <<左恃﹒文公十八年》作“靖潛庸回": ((洽

衡﹒恢固》作“靖吉庸回"; <<輯待外恃》“靜恭品位"， <<說苑﹒貴得》“靜"作“靖九《圍堵﹒普

i吾七》“元忌慎靜"，宋庫本“靜"作“靖"， <<左伶﹒成公十八年》孔疏引作“靖"0 <<篇海美

9 以上堵說參周法高主編《金文t吉林》第 2 冊，香港z 香港中文大學， 1975 年，頁 1022-1039 。

10 裘惕圭: <<晶固堡印文字考釋三篇)， <<古文字研究》第 10 輯，北京z 中學有局， 1983 年 7 月，頁 92.
11 .!主承源: <<曹侯執盡>>，載《第二屆固括中固古文字孝合研吋金治文集>>，香港z 香港中文大掌中國海吉及

文字系， 1993 年 10 月，東 221-2290
12 裘楊主: <<美于普侯銅器緒文的几小問題))，叫老統文化勻現代化) 1994 年第 2 期，頁 35-4 10
13 金困泰同意i棄“倒"視，又重申“錯"字說，并弘;句瑋;句“截"或“捷"，有拉截、截古叉，況且《商周

軍事緒文中的“追“字))，載《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長春z 吉林大掌出版社， 1996 年 9 月，頁

109-113: 肺玉梅《釋。u 贊同愛說，}A音帶鐘樓分化角度，趴;句既可嚷“晦"又可i幸“朕"，文見<<&字研

究》第 1 輯，北京g 掌苑出版社， 2005 年 6 月，頁 437-4390
14 隊斯鵬: <<現“屆"及其相美靖宇)， <<中固文字》新 28 期，台~t: 在文印有惰， 2002 年 12 月，東 157-1690
15 司承源主編: <<商周青銅樣緒文造>> (三)，北京z 文物出版社， 1988 年 4 月，頁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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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戶色獎﹒青部)):“靜，通作靖。"“

“靖"，有平定、止息之文，除上所引《尸雅》“靖" "VII 方“安"之外， <<增齣﹒靜齣》“靖，

女之也"0 <<在恃﹒昭公十三年》“渚侯靖兵，好以方事"杜預注:“靖，息也。" <<抱朴子﹒外
篇﹒培飽)):“兵革所以靜雄。"班筆、多友鼎緒文中之“靜"對指以武力嗔庄、平定解， ((銘

文逃》釋;句“安靜"則不鳴。春秋早期秦公籃( <<集成)) (8.4315)、秦公縛( <<集成)) 1.270) “慎
靜不延"之“靜"亦座作此解。

此外，金文中表示平定有肘運用“清"字，如搗固早期中山王壺銘( <<集成)) 15.9735) “以
清燕疆"，“i青"亦座如《緒文進》所言，“龍:tJ靖，接靖之意，此指軍事慎臣"。 17

五、大出、大同
金文有“大出"一悟，見于以下銘文:

唯或大出[于]軌，并侯搏戒。(臣球革《集成) 8.4237) 
唯十月初吉王申，取或大出于楷'蕾搏戒，抗訊技首長。(曹宜{故宮博物院院刊) 2001 

年第 1 期)

“大出"在兩篇銘文中用法完全相同，)Á文意來看，座法是大本出劫一獎的意思，而且
都是指敢方“或"的行劫。“大出"的遠科用法亦見于甲骨←醉:

其大出，吉。丑其驛至于仗，若。王占曰:大吉。其迫于之，若。( (前編) 5.30.1) 
丁巳卡，今蜀方"其太出。四月。( (合集> 6689) 
丙戌卡，今高方其大出。五月。( (合集) 6692) 
戊午卡，方其大出。九月。( (今無) 6696) 
丙子卡，冀東，方其大出。七月。( (合無) 6702) 
虎，方不大出。十三月﹒( (合集) 6704 正)

大出于川。 19( (周原甲骨) H11 : 9) 

李學勤先生指出“大出"，“指故方大出，故主命E劫員， ←其或以弓恃往仗，或退留原

地"。 20 甲骨 M辛“大出"都是故方軍事行舟。
甲骨←薛中有肘也草用“出":

辛亥卡，北方其出。

弗冉來，不出。( (合集) 32030) 
方其出。( (粹) 1138) 
高方其出。( (缺) 121.4) 

16 參高亨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合典>>，濟南:芥魯特社， 1997 年 1 月，頁 670

17 司承源主編: <<商周青銅器銘文造>> (四)，北京2 文物出版社， 1990 年 4 月，頁 5770

18 甲骨文“昌方"原文作“舌方弋此挑起平安先生秤，見《甲骨文“舌方"即“蜀"字前一一兼淡羯族的

族源>>，載《揖芬集一一張政娘先生九十學旦紀念文集>>，北京 2 社金科字文獻出版社， 2002 年 5 月，頁 229-235.
19 掌界封于“大出于)11 "中“大出"的有不同的理解，有人主人均指周武王悅封肘周人的軍事行角，亦有人主人
均指周人敢寫一方的軍事行方，前說見徐燭台《周原出士的甲骨文所見人名、官名、方園、地名洩釋>>， <<古

文宇研究》第 1 輯，北京:中學有局， 1979 年 8 月，頁 194-195; 隊全方等《西周甲文注>>，上海:掌林出

版社， 2003 年 8 月，頁 57。后說見李屆良《周原甲骨京考三則>>， <<考古勻文物>> 2005 年增刊， 35-36 頁.
以甲骨、金文通側未看，室主以后世先是。

20 李孝動: <<走出疑古吋代>> (修叮本)，沈間 z 江宇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頁 331-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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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方"和“方"都是故園，“出"都指出兵來犯。 21

勻“大出"一祥同是用于成的造有“大同弋見于西周晚期的不其籃z

余命汝御迫于洛，法以我牟倉伐拉貌，于高陶﹒法多折首抗t乳﹒戒大同 ， A人追法，法很戒

大教搏。( (集成) 8.4328 、 4329)

王固錐指出此赴“同就合也"， 22 隊畫吾家引《說文》“同，合合也"，以“正是大同"指被古

散之或重又集合， 23后多此其說。"同"之“合"、“聚"文乃文獻常見用文，故此說可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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