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周金文集成〉出版說明

王仲殊

〈殷周金文集成〉和〈甲骨文合集〉一樣，都是郭沫若先生五十年代交辦的任務，

是考古學界和古文字學界阻釀已久的大型編真項目。一九五六年，國家製訂十二年哲學

社會科學發展遠景規劃，兩種集成曾列入考古學發展規劃( {甲骨文合集〉又見歷史科

學發展規劃)。 後來， {甲骨文合集〉的編摹任務於一九五九年由本院歷史研究所承擔，

〈殷周金文集成〉則推遲到一九六三年四月由我所著手進行，並同時列入一九六三至

一九七二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各研究所研究規劃。我所當時決定， {金文集成〉的編

靠工作由陳夢家先生主持，他曾提出詳細的工作計劃， 日常工作則由于1白洪、王世民三

位負責組織，準備一九六九年完成任務。隨後，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未能立即投入

較多的人力，乃責成我所資料室陳公柔、陳慧和二位，先從整理本所多年積累的金文拓

本入手，開始進行資料準備。他們花費三年的時間，將所藏上萬張金文拓本整理一過，

基本查明這些拓本的著錄情況。正當工作剛剛起步的時候，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動

亂，陳夢家先生和陳慧和先生不幸亡故，玉伯洪先生不久也因病去世，有關資料暫時封

存起來，工作停頓了整整十年。

一九七六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我們在郭沫若先生的殷切關懷下，迅速著手

恢復《金文集成〉的工作。開始，仍由資料室的兩三位先生進行基礎性的準備工作，主

要是調查解放後出士和過去著錄殷周有銘銅器的基本情況。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劃，由我

所第二研究室和1資料室人員共同組成的金文集成編輯組，於一九七九年初正式成立。編

輯組是在夏鼎先生的指導和督促下開展工作的，由主世民先生具體負責，經常參加工作

的有陳公柔、張亞初、劉雨、曹淑琴、劉新光、王兆瑩六位先生。此後，編輯組又將較

多的精力用於廣泛收集資料，並對已有的金文拓本和銅器照片，進行全面清理，進一步做

好編摹前的資料準備。從一九八二年起，則在繼續補充資料的同時，轉入具體編主義的工

作階段。一九八三年八月， {殷周金文集成〉列入經國務院批准的一九八二至一九九0

年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最近，又被列為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熙研

究項目。

按照預定計劃， {殷周金文集成〉的內容包括銘文、圖像、釋文和索引，而以銘文

為主體。關於銘文部分的編輯體例，我們曾經設想，殷商和西周以時代為綱，春秋、戰

國以國則為綱，儘量將史事、人物、族組等項相關的銅器，以及向坑出土者集中在一起。



114 中國語文研究/第 8 期

後經反復考慮，感到這種體系對於金文集成並不適宜，具體編吾吾起來將會遇到許多困難，

現有相當數量的資料難以妥善處理，又不易達到可以信手拈來的翻轍便利。於是，我們

放棄了不切實際的打算，仍然採取傳統的金文著錄方式，以器額為綱，按照字數從少到

多編排。至於器物的年代、國男IJ和同組、同坑關係等項，將分別在各個分冊的文字說明

和全書末尾的輔助索引中加以解決。

本書收錄的金文資料，包括殷商、西周、春秋和戰國時期的各類器物，年代下限斷

至秦統一以前。宋代以來各家著錄和國內外主要博物館藏品，力爭收集得比較齊全。各

地新出土的發掘品和採集品，以各朋編成時已公開發表者為限。預計所收器銘的總數當

在萬件以上。書中採用拓本的主要來源有五: (一)考古所多年積累的舊拓本， (二) {考

古學報〉和〈考古〉的檔案， (三)編輯組人員前往有關單位新打製的拓本， (四)若干丈

博單位提供的現成拓本或拓本原大照片， (五)若干單位或個人借給的拓本。其中，第(一)

(二)兩項共計約五干器，第(三)項將近三千器，第(四)項一于餘器，第(五)項為數不多。

再有一定數量的器銘，因于頭缺少善拓或僅有摹本流傳，採取剪貼〈三代吉金文存〉、

〈周商金文錄遺〉等書，或由我所技術室按比例複製其他著錄書，用兩種辦法將其補齊。

版面上的器銘由我們所編輯室劉勛先生一手繕寫。

我們希望，在編鑫工作中，把資料收集得齊全一熙、準確一熙，並且儘可能地剔除

偽器，但這都不容易做好。關於齊全和準確，通過認真的該校，應能使遺漏和失誤降低

到最小程度，但也難使之盡善盡美。至於去偽，一則由於許多器物未能目驗原器，三則

由於編輯組人員水平所限，更難掌握得恰到好處。

從一九六三年我們開始安排金文集成工作，到現在能將第一冊交付出版，已經整整

二十年了，把十年動亂的耽擱除外也有十年之久。全部編完這項大部頭的資料總集，估

計尚需花費七、八年的時間。幾年來，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主要依靠各方面的大力支

持。我們十分感激已故的唐蘭、容庚三先生和于省吾、徐中舒、陳邦懷、商承件、張政

娘等老一輩專家，感謝馬承源、李學勤和其他許多先生。他們或曾闕，心這項工作，對我

所的人員多有鼓勵2 提出過寶貴的參考意見，或曾將自己珍藏、經管的資料，無保留地

供給採用。在收集資料方面，得到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歐西省

博物館的幫助最多。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不同程度幫助的，還有北京、天津、湖北、遼寧、

歐西、河南、山東、河北、山西、江蘇、安徽、斯江、湖南、廣東等省市有關的文物博

物館單位。其中，有的單位允許我們派人對其藏品進行墨拓(或一併照相) .有的單位

提供我們現成的拓本和圖象。我們又曾得到外國某些博物館和考古學家的熱情幫助。凡

此，將在各個分冊開列「本冊蔥、予協助的單位名單」 並在文字說明中逐件進行具體交

代。這襄統一向各方面表示深切的謝意。我們還要特別感謝中華書局和上海出版印刷公

司的先生，他們為使這部龐大的金文集成達到較高的印製水平，付出了巨大的勞動。

最後需要指出，我所金丈集成編輯組的人數較少，除個別人員外，都是中年人，見

聞不是很廣，經驗不是很多。現在，經過大家的努力，在較起的時間內拿出了成果，但

疏漏錯訛之處是在所難免的。我們希望各方面的朋友給予批評指正。

一九八三年十月~(:::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