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六十年新獲青銅器銘文彙輯述略*

一一一附: {索輯〉永定稿二則

張光裕

一、前 A
Z
口

近數十年來，新出土商周青銅器逾萬，其有銘文者，由一字至數百字，俱足補傳世

資料之不足，於古史、文字之研究價值至鉅。主于冬月，余始旅居南國，舊於撰寫論文

之餘，將新出土金文董理成篇，不數年間，已積稿盈几。惟新出土有銘銅器，時有增益，

故始終未能定稿，因與巴納博士先行合作出版〈中、日、歐、美、澳、組所見所拓所摹

金文彙編〉。及〈彙編〉付拌，遂續作〈彙輯〉之編墓。其實前此之學者專家鑑於研究

上之需要，早有顛似計劃。中外學者從事金文資料整理工作者，就知見所及計有:

(甲) :中國

1.羅福顧先生早年書摹錄〈近年出士銅器重銘文集錄} (油印本) ，惜所收僅34器，

是否繼有續錄，則未見報導。

2.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透露，該所已進行編輯〈殷周金文合集〉計劃

( {考古} 1978. 4 ，頁222) 0 1980年 9 月余得見〈合集〉編輯小組編列之〈三

十年來出士的殷周有銘銅器簡目} (1978. 12. 12油印本) ，共收1211器。其中

脫誤部分已作更正，並補收1981年底以前出土金文，於1983年以〈新出金丈分域

簡目〉一名正式出版。而由夏肅教授〈殷周金文集成〉前言(考古1984年第 4 期) , 

知〈合集〉亦已易名為〈集成}，全書約共十六分冊，將收錄宋代以來各家著錄，

國內外主要博物館收藏，及新出土金丈資料萬件以上，預計1989年底可全部竣工。

樂器部分第一冊 285 器，經已出版。

*本計劃原題〈近五十年新獲青銅器銘文彙輯} ，光裕於1983年 9 月白澳大利亞北返，

任教於看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彙輯〉編寫工作，時停時輯，而新出土器物

則不斷發表，本輯收錄資料下限，遂一再推延，今全書易名為〈近六十年新獲青銅器

銘文彙輯} ，蓋副其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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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快西省扶風縣丈化館當整理〈扶風縣曆代出土西周青銅器略目〉乙稿(油印本) , 

收器近千件，極具參考價值。

4. 映問有博物館繼過去編集之〈青銅器圖釋〉後，並於1979年開始編輯〈映問出土

崗一周青銅器} ，已出版第一、二、三、四輯，第五、六兩輯亦已編妥準備付梓。

5. 峽西有考古研究所吳鎮峰撰輯〈歐西金交i~編} ，全書收錄1949至1981年初歐西

境內出土及徵集之商周青銅器共586件，銘文拓本692份，亦將於1f.內出版。

6. 河南有博物館擬將該省及館藏銅器彙集成編。 1981 年春間， {河南山土商周青銅

器〉第一冊業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7. 上海博物館擬有〈商周青銅器銘丈注釋〉計劃，並成立〈商周青銅器銘文選集〉

編輯組。(選集〉中“西周﹒方國征伐(一)"己見載於〈上海博物館館刊創刊號

(1981. 7) 。

8. 四川大學歷史系列有〈兩周金文集釋〉計劃，擬將兩周金文擇其要者共八百器，

從事集釋工作。又該系青年學者黃波先生更期以十年之力將〈殷周銅器銘文灌集〉

手鈔行世。 {i匯集〉第一輯( 1972-1979 )油印本已於1980年脫稿。其治學精神，

至為可佩。 1984年徐中舒先生編〈殷周金交集錄〉問世，收器 973 件，銘文摹寫

工作即由黃氏主其事者也。

9. 閩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亦備從事金文注釋計劃。

10. 中山大學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擬仿島邦男〈殷虛卡辭綜類〉體例，編輯〈金文辭

綜類〉。容希白教授續輯〈金文編〉之遺志，亦經由張振林先生完成，行將出版;

又孫稚雛先生則有〈金文論著綜錄〉之收輯。

11.山東師院輯有〈魯國金文編注} (油印本)。

(乙) :台灣

1. 1980年周法高先生輯有〈三代吉金文存補} (台聯國風出版社) ，惜該書卷末所

收新出士器(筆 133 件，據稱將來擬繼續輯刊云。

2.1983年台北連續出版兩套巨型金丈著錄，一為邱德修先生涯輯之〈商周金丈集成〉

十冊，全書收錄銘丈8974件。嚴一萍先生亦編錄〈金文總集〉十冊，所收資料上

起宋代，下迄1983年 6 月，其有圖象者，附其間象，有舊跋者，亦加採錄，並將

銘文出處，於1手器之下驢列。

1984年邱氏復輯〈商周金文新收編} (一)、(二) ;叉為〈集成〉、 〈糖、集〉三書

編有〈商周金文梅、臼} ，對諸器檢索，堪稱便利。

3. 周法高先生繼〈金文詰林〉之後，於1982年將新出土材料編錄〈金文詰林補〉八

冊，李師陸琦亦有〈金文詰林讀俊記〉乙冊行世。

4. 台問有立台中第一高級中學T學勤先生於課餘之暇，著有〈三代吉金文存考釋〉

第一輯。其編摹緣起見1977年 3 月 28 日該輯自序。

(丙):香港

1.前香港中文大學李梭齋教授於60年代即擬蒐集新出士有價值之商周銘文及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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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原器物大小複製成書，↑昔該計劃因事未果。

2.1967-1974年周法高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主持〈金文詰林〉編摹計劃，該書出版

後，從事金丈研究者，翻臉資料，至為稱慣。

(T) :日本
1.六十年代貝塚茂樹先生嘗主持〈戰後新獲青銅器資料仿研究〉計劃(見〈東方學

報} ，京都37，頁 515 彙報， 1966) ，進行情形如何，未見作進一步報導。伊藤

道治先生早年亦曾有類似計劃，情聞經已中輾多時。

2. 自川靜先生多年來從事〈金文通釋} (自鶴美術館誌)之編寫。除正篇外，並將

新出土材料繼續選輯作為補篇。目前出版至第56輯。{通釋〉乙書誠為重要金文

資料集大成之作。

3. 京都大學林巳奈夫及東京大學松丸道雄兩位先生多年來亦不斷對新獲金文資料蒐

錄整理，成積極為可觀。松丸道雄及持井康孝三氏合編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

究所藏中國青銅器資料分額目錄〉第一冊〈殷、西周篇〉已於1982.2出版，月第

三分冊〈春秋、戰國篇〉、第三分冊〈秦、漢篇〉亦將陸續f-IJ行云。至於林已奈

夫先生所編〈殷周H年代之銅器仿研究一一殷周青銅器綜覽} (一)已於1984 4'初

巾吉川弘丈館出版。

(戌):美國

1. 1968一1971年間，張光直博士在耶魯大學曾以電腦統計方式，將新舊著錄有銘文

之商周青銅器4030件予以分析，此乃研究青銅器劃時代之創舉。初步研究報告巳

見〈商周青銅器與銘文的綜合研究}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可J}之六

十二， 1973) ，惟該書只屬是項計劃之上卷，僅看重於原始資料之記錄，期盼利

用該批資料作出綜合研究結果之下卷能早日完成。

2. 嚴一萍先生自旅居舊金山後，嘗將宋代以來金文著錄，去其重複作一總結，所編

〈金文總集》十冊已見前述。

(己) :澳大利直

除巴納博士與筆者合作〈彙輯〉之編賽外，黃然偉博士亦嘗將1976年以前新出土銅

器三百餘件整理，列有〈新出土殷周銅器銘文要目〉附於〈殷周銅器賞賜銘文研究〉

(香港龍門書店1976 )書後。

以上所述，皆在〈彙輯〉進行期間陸續獲悉，然、十五載以還， {彙輯〉亦已褻然成秩，雖:

明知在人力、物力上不足與〈殷周金文集成〉、 〈殷周青銅器綜覽〉等龐大計劃相提並

論。惟余旺盡心力，遂仍不避剪陋，聊妓野人獻曝，將1986年 6 月以前知見資料作一總

結，並依總目所列器目為序，分冊刊行。倘能有助吾人對金文研究於萬一.固馨脊以禱

者也。

-
-、
編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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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輯所錄新出土金文，至目前為丘，共收丘917器，合附錄 115 器，總3032器，編輯

內容及方式，容有數事需予說明如次:

(甲) :編輯內容

1.本書雖取材自 1925 一 1986年間國內出版物，然實以近六十年新出土者為主，以後

續有增益，則再依序編入補遺部分。

2. 除正式發掘出土銅器外，亦間收久(失而重見之器，如大鼎( 0290 )、小臣宅投

( 0621 )等;又徵集收購所得之器如伯據殷( 0594 )、叔缸方鼻( 1213 )、要

君蠱( 1564 )等;另博物館舊藏或鮮為人知之器，去口公朱左師官鼎( 0128 )、西

哲捨蓋( 1565 )等。故本編綴以“新獲"二字，以求概括之義。惟編者雖一本求

全之旨，以知見之目盡量收入，然限於客觀條件，明知有遺珠之憾，亦無可如何

也。
3. 新獲而有記錄之銅器銘文，其實不11::.2870之數，然、物換星移，其中多器或已流諸

域外，或不知所終，歸會難期。其有出土資料，然已浮梓海外者如:

a. 康(美毀， 24字，傳1931年與這器同出於潛縣。現藏倫敦大英博物館。 (Brittsh

Museum , London , England. ) 

b. 矢令殷三器，各 111 字;又矢令方舞， 185字，傳1929年洛陽馬坡出土。二故現

藏巴黎基美博物館( Mus 'ee Guimet , Paris , France ) ;方葬則藏美國華盛頓

費利藝術館( Freer Gallery of Art , Washington. D. C. , U. S. A.) 。

c. 費方鼎， 35字，傳1924年鳳翔(一云寶鶴)出士，現藏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

館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Ca l. , U. S. A. , )。

d. 田父甲鼎、自、飯、聲、角瓜、爵諸器，戊午( 1918 )山東長清出士，早歲已歸

日本齊藤氏(俱見董矗吉金圍著錄)。

此皆其著者也。泰半流於外國諸器，多已見於〈中、日、歐、美、澳.組所見所

拓所摹金文彙編} ，故本輯不再重出。他日擬男編〈海外所藏新獲鼻器銘文簡目〉

及〈清代以前出士器物簡目} ，以便讀者取作合璧之參考。

4. 新獲諾器，經正式科學發掘者固無論矣，其非正式發掘，或由廢銅堆中揀選，或

因徵集所得者，不見樓有少數疑偽之作，為使讀者對本輯所錄資料有更深一層認

識，今特根據諸器發現之背景，分為四額:

于、 (A /1 ) ，經正式考古查勘後，以科學方法發掘出土者。
丑、 (A /2) ，因基本建設工程偶爾發現，或有出土紀錄，經正式調查後，資料

翔實可靠者。

寅、 (A /3) ，傳聞某地出士，然資料不全，惟仍差可信據者。

卯、 (A/4) ，因收集所得而無出士紀錄者。

子、丑兩項，無疑必可取信，然寅、卯兩項亦不能予以輕視，蓋傳世銅器銘文過半

皆無出土紀錄，然、其價值實不下於新獲諸器也。要之，是項分額，將於英文所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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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數 A欄內加以注明，如0001牛方鼎下Tns. A/1: D斗， A/1即指甲項而言。讀

者將可根據上述分類標準，於某器之來源有-基本了解。惟此種分煩，僅作為資

料來源之提供，並無用作辨偽準則之意圖，幸祈讀者鑑而明之。

6. 本輯雖有求全之旨，然礙於種種客觀因素，訪求所得，或僅一器目，有關字數亦

偶有闕聞者，器形成拓本則更無論矣，遇此情形，惟求諸他日補足。凡目鋒稱“未

著錄"者多屬此類。

7. 巴蜀出土銅器銘文，據四川省博物館劉英編槍〈巴蜀銅器紋飾圖案} (1978. 4tfÍ1 

印本)所錄，約二百餘器，然其中有關文字之釐定， 目前迄無確解，故本輯對巴

蜀金丈，除一、二例外，暫不入錄。(劉瑛〈圖案〉乙文，絆，於〈文物資料叢于f])

第七輯發表，叉同期發表之〈巴蜀兵器及其紋飾符號〉羅列資料頗為詳盡，讀者

可取與參看。)

8. 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玉墓出土青銅器共九十件，張守中〈中山玉雪器文字編〉已

將出土之銅、玉、木器等 118 件，銘文2458字全數收錄，本輯所l投僅及其主要諸

器，如鼎、壺、誠等，其他鋪首、帳杆、母扣等雜器，概未錄入。讀者欲求其全

貌，請參看上書。

9. 新出土金文，年有增益，因特闢〈補遺〉乙欄，主要補錄1982年以後新獲諸器。

10. 附錄， {巖窟吉金圖錄〉、 〈續殷文字〉、 〈金文分域篇〉等書所錄銅器，多係

30年代出土者，凡各書中有出土時、地記載之器物，今特予擷出，歸入附錄，備

列參考。

(乙)編輯方式:

金文著錄之編集，大率皆以器形，文字作分類排列，或以器形類別為主體，或以宇

數多寡為經緝，亦有以 時代，國別.或地域作分類者們本書所輯新獲諸器，泰半

皆有翔實出土紀錄，如能菁加處理運用，於某器之歸屬或史事之考辨，可收事半

功(音之妓，因對編輯體例，斟酌再三，擬一脫前人實日，另立體系，務求結合新舊

之成果，使中外學者皆能適應使用。茲將其中要熙闡述如下:

1.器目索引。下分總目索引及查檢索引兩類。總日索引仍以器形為綱，其排列先

後主要以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編列者為準，間有〈通論〉未及歸

額者，則參酌其用途，器名，或器形特徵附於相關器形之後。如蠱、盆兩類，

名異實同，其性質文與孟器有關，故列於孟項之後;叉車口笙器與重同韻，故附

於重項之後者是也，每項器類之下，皆以字數多寡排列 (先少後多)。為方

便讀者從事研究，分別就器名，出土地及字數各項依相同性質者合併歸類，編

列查檢索引。

2. 著錄方式。每器之著錄，皆盡可能將該器圓形揭示，倘器形難求，則暫付闕如，

拓本著錄之編掛次序，一以索引輝、目所列為準，然遇同一人或同一族類所作器，

當著錄首器之初，即時利用前述查檢索引，將有關同系列諸器，依器形及字數

多寡，先行合併錄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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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會鼎( 0031 ) ，山東長清出土，同銘之會組三器( 1329 一 1331 ) ，則出

自安陽西北岡。

b. ft 父甲殷( 0428 ) ，遼寧喀左出土， 11 父乙獻( 0689 ) , ^ 自 (1071)
分別出自峽西抉風及岐山。

異地出土之同銘或同族諸器經此歸併揭示，對當日各族屬活動範圍之研究，當

有一定助品。與此同時，對同墓或同區所出有銘銅器，荷華可能至三數納入英文

著述部分，並利用附圖將諸器拓本展示。如:牛鼎( 0001 )同墓所出有銘銅器

十件，取與同區墓葬出土有銘銅器比較(見附圖0001. 2 ) ，彼此之關係遂可立

時得其便概。

3. 新獲之器，其拓本迄未正式公佈者，為數仍夥，如陳大喪史中高鍾九器( 1667一

1675 ) ，山東肝水出土，迄未著錄，筆者曾見於山東省博物館展覽櫃中，當時

手摹其銘文，今據以入銬。他如抉風莊白出土徵氏家族銅器 103 件，有銘者 74

器，發掘報告僅附拓本19器，其中微伯瘓聶共七器，所見拓本除簡報鋒其一件，

合做西出土青銅器第二輯所收亦只得五件，其餘二器，本輯惟僅列其目。

4. 解說分中、英文兩部分。中文部分主要對某器作簡單描述，然後就銘文中選其

要者及可商者，就前人成果或己意作扼要討論。除某器之出土時、地、收藏俱

分見於中、英文鼓述外，為避免過多重複，有關器制大小，同墓或同區出土有

銘銅器之羅列，參考資料等俱納入英文教述，於中文部分則不另重錄。至若對

銘文內容之詮釋，倘合作者之間意見有未盡相同者，則並兩存之，分見於中、英

文部分，以示負責。

5. 索引總目諸器出處乙欄，多使用簡稱或英文代號，全名請參閱〈引用資料簡助。

至於本輯內容所引參考資料，則則有〈主要金文研究資料要目 1923 一 1986}

(第三分冊) ，以備查考。

6. 全輯卷數共約三十餘冊。由於卷I拱浩繁，校理費時，因決定分冊刊行。本擬於

索引器目中標明頁碼之計劃、容待來日添補。

(丙)餘說:

本輯於編慕之餘，比見疏漏之處仍多，如:

1.器物分類中，戈、戰並列;略、蠱、倍、韻， 合錄;盤、盧、籃、畫畫

未作細分等，額此問題，擬於考釋時，在該器項下予以說明。

2. 銘文隸定容有未當者，如析于孫、奉冊、人持戈等仍沿舊說，其取捨準則，但求

通俗易曉耳。至於釋文有不能還定者，俱加( ? )號識之。

十五載以還，余興巴納博士既傾全力於金文資料之蒐集，整理，每次外出從事研究訪

問，無論各博物館藏器或公私家收藏金丈原拓，皆務求一睹而後安。數度訪華期間，文

屢蒙中國文物工作單位協助，福籐所至，於目驗原器之餘，更得親聆前輩學者教言，獲

益殊深，感激之情，聲竹難書。今〈彙輯〉首冊行將付梓，謹此敬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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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彙輯〉未定稿二則(圖版及英女部分從略)

0216 侯隻巢鼎

出土時間: 1964. 10 

出土地熙:映西長安縣禮西張家坡村東北

收 藏:歐西省博物館( ? ) 

同時出土銅器九件，計鼎三、壺四、壺二，除 3 、 4 號豆豆稍有破損外，其餘保存完

好。該批銅器皆有修補痕，當為曾經使用多時之用器。鼎三器( 5 , 6 、 7 號)中，惟

7 號大鼎有銘文。是鼎直耳、侈口、圓唇、柱足、腹徵外鼓，除口沿下飾堂紋一道外，

通體素面，腹內壁銘文兩行十二字:

“紅侯隻(獲)巢、李(俘)旱金、賣( ? )用乍董鼎

釋“幸祖;! "，史樹青逕釋f作乍“蔡"六，\，裘錫圭則以為即金丈告範§ 字所從偏旁，然然、考〈金丈編〉

頁 667 所收四 z懿&字，所從偏旁皆與本銘字形略異，今暫攘偏旁隸定，依從陳釋。金下

一字殘駒，史樹青以為“賞"字，同“賞神;裘錫圭則斷為“胃"字。

“巢"，即巢國，金文中又見於班殷: “......學王立，乍四方亟、秉繁、蜀、巢、

令易.. ....0 " ( (大系圖錄〉頁 9 )又周般敦: “口般肘幫子鼓莓鑄旅殷，唯巢來能、

王令東宮追以六，之年。" ( (西清古鑑) 27 , 30) 成湯之際，巢國嘗擾殷室，故“成

渴有南巢之伐" ( (史記﹒律書) )。尸子亦云: “湯以革車三百乘，伐於南巢，收之

夏宮。" ( (御覽八二﹒路史後紀十四〉注亨 1 )又〈推南傭務部1) :“困夏南巢"0 1977 

年快西岐山鳳雛村發現周初甲骨丈(見〈文物) 1979 , 10) ，其中殘丹 (H11: 1l 0) 有

“征巢"二字，由此益證上述史事可以信據。及“巢伯聞武王克商，慕義來歸。" ( {周

禮﹒象胥序官〉正義引鄭注)“巢伯來朝，丙伯作旅巢命" (書序〉。自此以後，巢

遂臣服於周室。春秋時仍有巢園，如〈丈公十二年﹒左傳) : “子孔執舒子耳及宗子，

進圍巢。"昭公二十四年巢為吳所穢，今江南盧州府巢縣東北五里有居巢域，蓋為當日

巢國所都。@

參考資料:

1. (峽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墓清理簡報)， (考古) 1965. 9 

2. 史樹青〈西周蔡侯鼎銘釋文)， (考古) 1966 , 2 

3.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 ，班殷條下，曾論及成、康之時期伐巢之役〈考古

學報〉第十燭。

4. 裘錫葷〈口侯獲巢鼎銘補釋)， (考古) 1966. 2 

5. 白川靜〈金文通釋) 29.174叔專父壺條下引率也侯鼎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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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0 大 鼎

出士時間: 1952-58年

出土地熙:上海市冶煉廠於廢銅堆中發現

收 藏:上海市文管會

是鼎直耳、深腹、獸足、口沿下環飾控紋兩道，腹內壁銘文八行八十二字:

“佳十又五年，三月說霸，丁玄，王在盟(辰宮，大以旱友守，王鄉醋，主乎善夫驅，

召大以早友入枝，王召走馬雁，令取維同自卅二匹，易大，大拜崗首，對揚天子丕顯

休，用乍朕刺烈考已伯孟鼎，大其子子孫孫邁年永寶用。"

金文著錄中所見大鼎有二器，其一直耳深腹，形制與本器同;另一則附耳，腹亦較淺。

二器銘文除行款略異外，內容皆相同。鼎(一)見懷米下 9 ;筠清4.8; 接古3- 1. 77; 

奇組16.15; 敬吾上31; 周存2.24; 憲齋5.11; 小校3.24; 三代4.32諸家著錄。鼎(三)

則見西清2.17; 貞松3.35; 三代4.33; 故宮下上42; 大系圖75; 現藏故宮博物院。此外

西清2. 盯著錄一器亦同銘，然多漫穗，通釋則為男-器，然也西清所言巳該器尺寸大小，

與懷米相較，則立日出一轍，疑即 4器，文物報告中無記本器大小，自銘文行款審視，與

鼎(一)全同， t炎齋先生則以為，第二行宮字{于(g1，與鼎(一)作(g]者異，疑同丈

而異宛，然其行款之疏密氣象，無一不同，則仍是一器而異拓耳。今按三拓本所見宮字，

細較之下，勢難密合，曇者嘗疑宮字異形或乃椎拓時紙張移動所致。 1980年筆者於上海

因緣獲睹〈文物〉所刊原拓，細審之下，宮字所從口形，因拓紙摺費而且“U" 形，製

版時亦未加展平，乃成異構。十年懸疑，遂得盡解。

為本銘作考釋者有多家，可參〈通釋) 29.176所錄。銘中第三行善夫之夫書作“大"

f械突齋先生謂猶吳玉夫差之作大差，甚是。惟以第六行“對揚"之下有一“王"字，而邊

讀“對揚十:天于丕顯休"則似有可商。蓋“揚"字從“玉"之例，金文屢見不鮮，“王"

可置於“揚"字中間，如追殷作疇，又可置於上首，如守殷作縛，亦有置於下首者，

如史獸鼎作學，叉上述大鼎(三)揚字亦然，且由大鼎4一)、(三)兩器比較，益見三銘

揚字無別也。金文中固有“對揚王休"、 “對揚天于丕顯休"之例，而“對揚王天子休"

者，則從未之見，故本銘仍以讀作“對揚天于丕顯休"為宜。

自形制、花紋及銘文辭例推斷，本器當屬西周中期物，與三代9.25 ， 26著錄之大設

為同一人所作器。

吾吾考資料:

1. {近年來上海市從廢銅中搶救的重要文物}， {文物) 1959. 10 

2. 李快〈廢銅堆中近年發現殷周轉銘集鋒)， {聯合書院學報〉第八期

3. 自川靜〈金文通釋) 29.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