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原十篇重要卡辭考釋

徐錫台

從一九七七年春至一九七九年秋止，周原出土甲骨三次，共一萬七千五百多斤，其

中有字碎片甲骨近三百片，前已考釋了許多并帶字甲骨，本文從中選出十篇重要卡辭進

行考釋。

(一)、九十八號( 1977年、 Q 、 F 、 FI 、 H 11: 98) 卡辭，其刻文是:

“女公用

棍(聘) 0 (圖一)

“女"與汝同聲誨，假“女"為汝字，如〈水經注﹒穎水) : “問關女陽之縣，世

名之死汝縣，取水名，故日女陽也"。汝通魯字。 “公"為爵位，周有公、侯、伯、于、

男等爵位制。 “汝公"即魯公。魯公當為周公姬旦也。商末周初，太公尚首封于呂，即

河南南陽一帶;邵公大保首封于郎，即今河南屬坡一帶;周公首封于汝(魯) ，魯公安

封之地，當在今河南汝水，魯山一帶，如〈水經注} : “汝水西出魯陽之大孟山蒙柏

公"，許慎云: “水出南陽魯陽......水出魯陽北山"， “汝水又新專魯公水口，水上承

陽入坡東魯去坡"， “汝水文東南，昆水注之，水出魯縣唐山"。“汝水又東為周公渡"。

至於山東曲車的魯國名，可能是周公後人遷徙去的，為周公元子伯禽受封之地。古時地

名經常隨著部族遷徙，如商都巴毫，有西毫、東毫、南毫和北毫，周都有國京自(師) , 

周岐都芭日京等可資佐證。

“鳴"為扼字，或作靚字，如〈散盤〉銘文中有嘲人輛公聽君葬父"。其
與陣、聘、等皆同聲字，可假為聘字。可假為聘字。{禮記﹒王制篇} : “諸侯之於天

于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故“汝公用聘"，即周公姬旦用朝聘也。

(二)、四號( 1977年、 Q 、 F 、 FI 、 H 11: 4) 卡辭，其刻文是:

“其數 (徵) ，楚，

乃旱糞 ，師
喜削堂" 0 (圖二)

“其"為助詞，當為該字義。

“敵"即徵字，屬於古方國名。關於徽的記載，見殷墟卡辭云: “癸已扒在徵貞，

王弋於射，往來亡災" ( (前〉二、八三) ; “口卯卡，在做貞，玉弋于口，亡災。"

( (珠〉四一七) ; “辛口扒在徵(貞，王令)夕亡(囚在)三月" 0 ( {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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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 ““微受年?傲不其受年?" ( (乙〉四、六、五、八) : “丁卯卡，戌人

口出弗伐微? "( (粹〉一一五五) ; “主于扒貞，徵伯餃亡疾?" (拓本) : “貞乎

(呼)取徵伯?貞:勿取徵伯" ( (乙〉三一三七) ，“貞，王其口微方伯 于之，若"

( (甲〉一九七八) : “徵方伯其飲於曰古" ((萃〉一三一六)。關於微方國的地望，

有四說:其一，在山西湖坡，如〈太平寰字記) : “徵子坡在讀書東北三十里"; (書〉

葉玉麟選注: “徵，雖內國名，今山西路坡縣東北十五里為徵子域，子爵也"; (路域

縣志) : “傲、本直接內圈，在今域東南，去朝歌不遠，蓋徵于始封之地，今有徵子店"。

其二，微子封於宋，如〈史記﹒殷本紀) : “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

誅之，而立微于於宋，以積殷耙焉"; (周本耙) : “以徵子開代殷後，國於宋。"其

三，微在今陳西廊縣，如〈路史﹒國名記) : “徽，于爵，本扶風邵陽，今岐之眉縣"。

其固，徵在巴、蜀間，如〈史記﹒周本紀〉記載，有“庸、蜀、美、學、傲、盧、彭、

樸"等國參加周武王伐稍減商的聯盟。(尚書〉孔安國傳: “徵在巴蜀聞"。黃盛璋先

生以為:黨與徵同聲藹，假釀為徵字，即古徵間也。其地望於今湖北省自河縣漢水南岸，

我以為此說不確，若依黃說， “傲"地不但與周都岐陽相距較遠，而且與殷都安陽相距

也很遠，不可能與殷商發生關係。這與歷史記載難以契合，我的看法是，今歐西省洛南

縣眉底，可能就是周原卡辭中古徵國的地方，由於眉與傲是同一聲音勻，假眉為徵字。此

地與周岐陽相近，又與殷都安陽略近些，殷商武裝勢力可能會到達這裹，它是殷商向楚、

蜀進軍的屏障。楚荊叉處在山區最地里，正由於這樣，殷爐卡辭中才未出現建荊方國

之名。

“楚"屬於古方國名，其原名曰荊，如〈詩小雅﹒采芭篇〉所云的“蠢爾荊蠻"，

其屬於苗蠻集團。他們的祖先追溯到高陽，祝融，但在殷墟卡辭中沒有反映出他們的世

系和所住的地方。直到“萬熊"事丈王，史書曰“萬熊居丹陽"。周成王將熊釋“封以

于男之田"，建立楚國。(周易〉中有“高宗伐荊娃"0 (史攝盤〉銘文中有“軍(宏)

魯邵(昭)玉，廣轍(苔)楚刑荊) " ，古本〈竹書紀年) : “昭王十六年，伐是刑、涉

漠，遇大兒"，關於楚的地望，歷代文獻記載有四:其一，主張楚都丹陽東縣下，班固

自注說: “楚之先王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呈~"。按漢丹陽即今安徽當塗縣。安徽丹

陽距湖北部很遠，建王丈不能從安徽丹揚長途跋涉遷徙湖北部地，而此地與徽不相鄰，

故該地非楚都丹陽;其三，主張楚都丹陽梯歸說，如鸝道元〈水經注﹒江水〉謂梯歸是

“楚子熊繹始封也"; (興地志、) : “梯歸縣東有丹陽坡，周圍八里，熊繹始封也";

〈元和郡縣志) : “丹陽在‘梯歸東七里楚之舊都也。， "按梯歸在今長江三峽地區，

距周都岐陽較遠，與周人不可能發生象周原令辭中所記述的那種親密關系，故楚都丹陽

在梯歸說，不妥;其三，楚都丹陽在校江說，如〈史記﹒楚世家〉集解引徐廣曰:丹陽

在“南郡校江縣"; (左傳﹒桓公三年〉正義引宋仲子說: “丹陽在南郡校江縣"， (正

義〉引〈左傳例〉之: “是居丹陽，今枝江故棋是也"0 (後漢書﹒郡國志) :枝江有

“丹陽聚"。按枝江縣今屬湖北省，距周都岐陽也很遠，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楚君不

可能長途跋涉，翻山越嶺來周都岐陽朝拜周君，因此，楚都丹陽于技江說也難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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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楚都丹、析說，如〈史記﹒秦本耙) :“惠丈王後十二年，遮長輩擊楚於丹陽";

〈楚世家) : “與棄戰丹陽，棄大敗我軍......進取漠中之郡"; (屈原傳) : “大破

楚師於丹、輛三水各邊、謂於丹水北、漸水南，皆為縣名，在弘農。"控漢志，弘農郡，

丹水，水出上誰家嶺山，東至析入鈞。漸即析縣，並在今河南南陽內鄉縣境內。<水經

注) : “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軍攝山東南，過其縣南，又過商縣南，又東南至於丹水

縣，入於鈞"。郵注: “丹水通南陽郡......又經丹水縣故坡西南。" <呂氏春秋〉曰:

“堯有丹水之戰以服甫蠻，'，即此水，又南合均水，謂之松口，是戰國丹陽在商州之東，

東陽之西，當丹水、析水入漠之處，故亦名丹析。萬熊所封正在於于此"。宋翔鳳幸:

“萬熊為周師，以功德安封，當與周亦稍近"。按此說丹、析接近周都岐陽，但丹析不

屬於踅都丹陽，要解決楚都丹陽於何地，首先要究楚國之名的來源。

古時終南山，一名叫華山，又稱楚山，如〈史記﹒夏本紀) : “荊、岐已旅，終南、

敦物至於鳥鼠"， (集解〉引〈孔傳〉曰: “三山名，言相里也'，;又引l鄭主曰:“〈地

理志) :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 (索隱) : “左傳中南山，杜豫以為終南

山，地理志云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山， (華)垂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扶風武功縣東。

〈正義) : “括地走、: ‘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稿山，

一名聲山，一名(泰)秦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肺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0 (史

記﹒魯世家) :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攔其蚤說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

奸神命乃且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撞車。及成王用事，人或潛周公，周公奔楚"。

〈蒙恬傳) : “成王初立，未離轍楞，周公且負王以朝，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捕其

爪以沈於間。(中略)及王能治園，有賊臣言，周公旦欲商L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

王大恕，周公且走而奔於楚"0 (論衡) : “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

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按周公姬旦即不可能奔楚丘，亦不可

能奔南方楚園，而從徐文靖云: “攘戰國策魏惠施曰:昔王季歷葬於踅山之尾"， (魏

策上)， <括地志) : “終南山一名楚山"，周公當是流言出居，依於王季、武王之墓

地，周王季歷不可能埋葬在山東楚丘，亦不能葬在南方楚國，他可能與文玉、武王墓皆

在長安縣杜原郁肢之地，杜原晶~~皮近於終南山腳下。終南山南麓還稱楚山、楚水，於上

洛縣西南，如〈水經注﹒丹水) : “曹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楚水注之，

水原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於楚山，即此山也，其水兩源合舍於四皓廟東，又東

逕高車績南，翼帶眾流，北轉入丹水"，即是楚國名稱的來源。楚又稱荊，亦稱楚荊，

至於荊的地名，接史書記載，興建有關三，其一，如〈水經注﹒河〉“黃帝揉首山之銅，

鑄鼎於荊山之下"， “知j山在馮翊";其三，湖北有荊門、荊山;其三，歐西商縣有荊

川、紫荊山、大荊、西荊和紫荊等地。

綜上所述，我以為楚、荊因楚山、楚水、荊山、JflJ水而得名。疑聾熊居丹陽，即商縣紫

荊也。紫荊遺址面積約10萬平方米，經發掘，其地下不但有豐富的“仰韶"、 “龍山"

等文化遺存，而且，還出土西周早期的陶商、盆、缺等遺物。其址正位於丹水上游南岸，

它應當就是楚的古丹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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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當為“於是"解， “學"即厥字，當其字用，意為他們。 “師昏(民) " , 

即軍旅名稱。 “曲。"， (說丈〉曰: “船1行不安也。" “蜜"，即焚柴祭河神也。

四號←辭大意是:該傲、楚三國，舉行他們的續兩E、師氏的船行駛中動蕩不安，亦

焚柴祭爾巴河神。

(三)、八十三號( 1977年Q 、 F 、 F l' H 11: 83) 卡辭，其刻辭是:

“日，今秋

楚子來，告(部)

父後哉" (圖三)

“建于"是竿姓的部落領袖，即楚國君主。楚子名熊，史書上稱其為“萬于"或

“萬熊"。從鷺字分析，此字從粥從高，疑楚人先祖，可曾製造過陶聶，用陶聶煮稀飯。

以功鵰號，如同周後環一樣。至於“熊"字，可能因熊耳山，商得名， (禹貢〉曰:“熊

耳山，洛水所出"。此外，終南山與熊耳山皆有狗熊，攘史書記載，運人不食熊蟬，對

熊是很崇拜的。熊當是建人的圖騰，以其為名，後改稱為氏，如萬熊、于熊鹽、孫熊狂、

從孫熊繹等。有關楚子來周都岐陽，攘史書記載，有過兩次，第一次，如〈史記、周本

紀〉所記: “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盎往歸之。太顛、閩夭、散宜生、幫

熊、辛甲太夫之徒、重往歸之"，注“幫子名熊，封於題" 0 (左傳、信公二十六年) : 

“要于不祖祝融，幫無渡之"0 (史記﹒楚世家) : “周文玉之時，季連之苗裔曰囂熊，

囂熊于事文王蚤卒"。 “(楚武王)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鷺熊，丈王之師也，

早終"0 (太平御覽) 400 卷引〈史記) : “丈王為西伯。幫捕者，為文王之師，有功

於文王"0 (漢書﹒藝文志〉有關駕于注說: “名熊，為周師，自丈主以下問焉。周封

為楚祖。" (通鑑外記): “萬于名熊，即其(季連)苗裔也。年九十，見周昌，昌曰:

‘老矣， !聾子曰: “捕虎逐壤，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尚少也， "。囂熊于

屬於殷商末年賢人之一，應是當時的著名學者， (幫子〉這本書、正如〈丈心雕龍〉所

云: “至幫熊知道，而丈玉咨詢;遺丈王餘事，錄為〈囂子〉弘。子自肇始，莫先於茲。"

關於〈幫子〉學說，如〈歹列u子.黃帝篇〉仁: “幫子曰:欲剛，必必、以柔守之;欲強， 必必、以

弱保之。" (力命篇〉妒:

等。第二吹楚于來岐陽，於成王時期，因此，就有人以周原卡甲中的“楚子"不是幫熊，

而是熊繹，其受成玉“封以于男之田"，如〈史記、楚世家) : “當周成王之時，學文、

武，勤勞之後桐，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聿氏，居丹陽"。如〈左傳﹒昭

四年) : “成有岐陽之蒐"0 (國語﹒胃語) : “叔向謂趙文子曰: ‘昔成王盟諸侯於

岐陽，楚為荊蠻，置茅絕，設掌衰，與鮮卑守僚，故不與盟"。按楚子熊釋，儘管來岐

陽朝拜周王，但連盟員資格都沒有，故未能參加盟會，而只能與鮮卑同列，幹守憶之事，

所以， “諸侯來盟"的占卡和甲骨刻辭，就不可能突出“楚于"熊釋。因此，周原卡甲

中“日今秋，楚子來"的楚子，不可能是熊繹，而應是囂熊于歸周的原始記錄。〈左傳﹒

桓公二年〉、 〈正義〉亨 I (世本〉說: “楚熊居丹陽，武王徙部"，按〈楚世家〉云:

“萬熊為熊釋的曾祖。"若按〈世本〉說: “初居丹陽"的不始於熊釋，所記載熊繹所

受封居丹陽，是指他原住的地方擴充與劃定聶界，加以封號而已。至於他居住丹陽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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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大。

囂熊究竟從何處來到岐陽的呢?根據〈左傳﹒桓公三年〉、 〈正義〉引〈世本) : 

“楚萬熊居丹陽，武王徒彈"。宋翔鳳說。“萬熊為周師，以功德、受封，當與周京稍近。"

至於楚都丹陽在何處，我們認為，丹陽可能在今峽西商縣紫荊一帶，已有地下文物可資

佐證，換言之，丹陽應在楚山、楚水與大荊川、紫荊山等地附近，即丹水上游南岸。理

由上文巳述。

“告"，即部字，為方國名，如殷墟卡辭云: “己固卡，告方於父丁" ( <甲〉八

五一) ; “甲甲......於河告方來" ( <後上〉六、五。 “夕"即父字。 “告父"，即部

父，為部國之君。告園地望可能在今河南汝水一帶，今汝南有告地名。

“搏"即後字。 “後"可當遲字用。如〈說文解字) : “後，遲也，從 f 玄，久

者後也。"

“?"即哉字。“哉"與載是同聲字，可通假。哦"作載字用，如〈詩、大田):

“做載南敵" 0 (書﹒罣陶護) : “載采采"。載，行也。八十三號卡辭中“告父後哉"，

近倒〈書﹒丈侯之命〉中“父往哉"，此斤卡辭大意:今秋楚幫熊子來，告(部)父

(君)遲行也。

(四)、十四號( 1977年、 Q 、 F 、 F l' F 11 14 )←辭，其刻辭是:

“替自(伯)迄今嘍(秋) , 

來， (昨御)於

王，其則" 0 (圖四)

“乘車"，見殷墟←辭云:“辛丑卡，臭貞:臂之曰:王......" ( <京〉三四五六) ; 

“癸未扒王智允來即自" ( <後下〉四一、三)其與〈曹公董〉銘文中的“ "字

近蝕，即ff字。 “智"與琳字同， <廣鈞) : “酒巡區日咻出酒律。" (集由) : “飲

畢日咻" (廣爵) : “亦書作宮"。告昔婪，如〈廣商〉、 〈集藺) : “並盧含切昔

贅"。假“替"為林字。

“脅"自(伯) ，即林伯。見殷墟卡辭云:“......王其省權於林白(伯)主(往)

天，亡哉" ( <郭〉三、四六、一三)。林為方國，如殷墟卡辭云: “庚寅卡，才口歸，貞，

王申林方，亡災" ( <前〉二、一六)。 “替"從林從口，楚從林足，有時口足不分，

因此，周人有時可能將“臂"訛寫成楚字，如西周〈令鼓〉銘文中有“佳(惟)王於伐

楚自(伯) ，才炎(如) "疑此殷銘文中“楚伯"，可能就是替伯。第一，由於〈令殷〉

屬於成王時之器，楚君熊釋只是于的爵位，並非伯的爵位;第二，周原H 11害穴中與“ff

白"卡辭同出有“楚子";第三， <路史﹒國名記〉中有“建子"與“楚伯"分聞記載，

必有它的緣故;第四， (六書通〉上聲，姥詢中有“腳古文"，“撇奇字"，皆例定為

楚子。據此，金文典文獻中才出現“楚伯"與“楚子"之區分， “f?" 訛為楚的，男一

依據，即〈左傳﹒楚靈王〉說: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按楚不是昆吾的直

系後人，所以稱“伯父"。幾千年來，一直將韋姓的楚和昆吾的背混淆起來，有的說楚
東來的，亦有的說楚從西邊來的，實際上，就是周原←辭中“fT伯"與“楚子"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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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昔伯的地望，攘〈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珊圖所示， “音"地於今河南廓駿境內。

由於“庸"是祝融之墟的鄭，亦是昆吾之墟的許，商周為廓，戰國為“林"。

‘雪"即迄字。(詩﹒生民篇) : “以迄於今"0 (爾雅﹒釋詰) :“迄，至也"。

‘。"，即午。字，也就後來的御字，並非"曲"字。 “御"當進、侍、草等字義。
“御於"，殷墟←辭云: “貞:御於有匕" ( (合〉一一二)。

“王"，即周文王。

“其"，當他字解。

“翁"即刷字，與則字同。關於“則"字的解釋，如〈周禮﹒春官﹒大宗伯) : 

“五命賜則"，鄭民注: “鄭司農云: “則者法也， ......主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

下大夫四命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

以二十五里成為則，方五十里，合令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本片

卡辭中“則"，可能當為采地。

十四號卡辭大意:會伯至今年秋季來、分享周王賜賞的采地。

(五)、二三二號( 1977年、 Q 、 F 、 F l' H 1 ì: 232) ←辭，其刻辭是:

“其於伐書長食" 0 (圖五)

歌"，即數字。喉麓，'，見西周個廠〉銘文記述: “佐(惟)六月以觀死
霸丙寅，師姐父成才古自， i矗從師雅父肩史遇吏於數農蔑遇曆易金，用作旅獻。"又〈寓

鼎〉銘丈記曰: “師雖艾倩得至於獸"0 (錄殷〉銘文記曰“伯雍父來自數"。又七七

每輛田縣會出土“歡叔鼎"。

“數"與胡是同聲字，假借 為胡字。按古有胡國。如〈春秋會要) :“胡，歸姓，

子爵，襄二十八年見傳。定十五年春踅所戚。"古胡國的地望在令河南汝水中游深河市

附近。如〈與地廣記) : “汝陰縣，西北有坡，故胡國二漢為汝陰縣，屬汝南，胡國為

商末周初南國的屏障，文王乘商討王東伐人方與推夷的機會，學兵棋商，又經營商土，

對不臣服的胡人進行討伐，金文中周王找書長(胡)侯經過古地。周原卡辭中“其於伐書長

長"，可能屬於周文王或武王討伐數(胡)霞的原始記錄，其大意是:該去討伐胡裳。

(六)、二號( 1977年、 Q 、 F 、 F 1 、 H 31: 2 )卡辭，其刻辭是:

“唯(唯)衣(殷)晏

子來降;

其執(繁)眾(暨)

早(厥)吏。

在持( J菌)爾卡，

日南宮辭(台~ ) , 

其乍(酵) ?" (闡六)

“嗓"即唯字，當為唯字。

“ 1至"即衣字、見周原H 11: 3 號卡辭中有“衣王田"; (大豐殷〉銘文中有“衣

爾E. fß王不(丕)顯考文王"， “丕克三衣王爾巴"; (說子重〉銘文中有“念自先王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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迺敕(叔)克衣。" “衣"與殷為同聲字，假借“衣"為殷字。

‘袋"，與殷墟卡辭“會" (甲七八三) .“是" (京津四五三五) .“情
(曹長四九、三)等字相似;亦與商〈丙甲角〉銘文中“荐"、 〈晏殷〉銘文中“ t " 
等字近蝕。因此，此字配不是龐懷靖所釋的“為(徵)字，亦不是徐中舒先生所說:“

(糞) "字，應釋為晏字。

“異子"的遠祖轟仲於夏時為車正，如〈呂氏春秋﹒君守篇〉云: “真仲作車，倉

韻作書，後理作喂，車陶作刑，夏縣作域，此六人者所作，當矣。"晏仲又是薛之祖，

如〈春秋左傳定公元年〉云:薛之皇祖，晏仲居薛，以為夏車正，英仲遷於郊，仲憩居

薛，以為揚左相。" <書﹒仲禮之浩〉孔傳云: “自三腰而還，仲用為揚左相，英仲之

後。" <國語﹒周語〉云: “昔摯，睛之國也，周大任也"; (注〉云: “摯、疇二國

任姓、英仲、仲祖之後，大任之字也，王季之妃，丈王之母也，詩云“摯仲氏任。"

“藥子"於商屬於子的爵位，其地位相當於楚子。鼻子的方國如殷墟卡辭云: “甲

辰卡，散貞，真來自馬?王占日，吉!其來。" “甲辰卡，報貞:美其不來自馬五? " 

(丙編一五七)。“王若從異乎區因占"，“車從英囝"。至於晏國的地望，如〈廣自) : 

“薛，國名，河東新蔡......自黃帝任姓之後裔孫，晏仲居薛，歷夏、殷、周六十四代為

諸侯，周末為楚所戚。

攘史書記載，商制王荒淫無道，商王朝中許多諸侯大臣陸續歸降於周，周原←辭中

“殷吳子來降"，就是其中一個。殷溪子歸周後，他及他的子孫可能被周王封於國原西

陣，承擔防禦外族入侵之責。如甘肅台白草坡出現墓二主人是“限自(伯) 0 "其墓中

隨葬的青銅鼎銘文有“障自(伯)作寶陣舞"。

“訪"即執字。執與繁同聲音誨，假借執為繫字。絮字見〈詩、周頌、有客〉日: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F 辭中第一個其字，屬於代詞，當為鼻子。

“ 91" 即眾。眾作及字解。 “學"即厥字，厥字在這襄意為“他的"。 “其執聚

串吏"這句話，可以譯為執留晏子及他的隨從官吏。

‘學"與〈金鼎〉銘文中“車"， (魚鼎〉銘文中“學"等字近仙，疑其

為揖字。持與膚為同聲字，假借持為庸字。膚為中庸堂中央，如〈建辭憨愈) : “制讀

賦於中庸兮"; (說丈〉云: “膺，中庭也，從「留聾"。

“高"即繭字。爾當為乃字。 “爾←"一詞，見〈詩﹒衛﹒眠〉云:“爾卡爾盤，

體亡咎言"。

“南宮帥"之“南宮"當為種姓，稱氏。見西周〈弔會鼎〉銘文記述: “叔會

肇作南宮寶陣"0 (國語﹒曹語〉云: “胥臣論文王:詢於八虞而諾於二號，度於閑夫

而謀於甫宮"。葦昭注: “南宮括"。 “留"即受字，與部同聲音句，假借揖為部字，部與

突字同音藹，假借為突字。<尚書君實〉篇云: “惟丈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貌

叔，有若閑夭，有若散宜生，有若南宮括。" <漢書人衰考〉寮玉繩云: “南宮括，馬

融本作南君。" <逸周書〉記載武王伐商， “厲翼於尹氏入士，唯固允滾，德降為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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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於四方。"又曰: “尹氏八士，大師三公，戚作有績，神無不響。"八士可能為同兄

弟或親族人， (論語〉注引包曰: “同時四乳生八士，皆為顯仕。"崔述〈拌個考信錄〉

曰: “或以為入士，為甫宮氏，伯適為南宮括( (考信錄〉卷五，凹，見崔東壁遺書)。

尹氏八士可能就是〈論語1. 徵子篇〉所云: “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仲忽、仲突、叔

任、叔夏、季隨、季騙"等，除南宮適外，伯達即南宮達，仲忽即甫宮忽，受命“振鹿

台之錢，散巨橋之栗，" “仲突"之突與“餅"是同聲詢，假借部為突字，周原卡辭中

“南宮帥，'，可能就是〈論語、徵子篇〉中的“南宮突"。在周文王、武王時代，著名

的尹氏八士，南宮族至少佔四位，相當於西間成王時期的〈宮禽〉銘文記曰: “王今

南宮族伐虎方。"可才寒釀，王令大兄寰士"0 (牽制銘文中的“南宮兄"，有

人說他就是南宮毛， (尚書顧命〉曰: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愛齊侯呂恨，以干戈虎

貴巨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然而，不論南宮兄和南宮毛是否同一人，但南宮氏族在成康

時代還保持著顯赫的地位，則是無蜓的。

“其"為助詞，作為“將"、 “當"、 “該"等字解。

“~ "即昨字，當為酬昨之義， (廣自) : “酬蚱，蒼頡篇云主答客日酬，客報

主曰酥"。

此丹卡辭大意是:唯(唯)衣(殷)晏子來降，絮留鼻子及其部屬，在中庭占卡，

命南宮郤(突)準備酒宴接待鼻子一行。

(七)、一號( 1977年、訣、齊、 H3@1 )卡辭，其刻文是:

中縫飽左邊刻辭:

“但(惟)判(御)於永冬(終) , 

用古遍妾;

此古亦此亡。"

中鰱鶴右邊刻辭:

“包午H於休命，

保貞:宮，

古" 0 (圖七)

‘中"即哺，為御字字。“午P於"一詞，見殷墟←辭云:“叩於將亡中(八一

八四二)。周原14號卡辭中有句自(伯)三(迄)今嘍(秋)來，刊(御)於王，
其則"。 “御"字，如〈周禮﹒春宮﹒序〉云:中有“御史"，鄭民注: “御，猶待也，

進也"0 (廣藺〉去聲: “御，理也，待也，便也"。故此丹卜辭中“徊"字當為享字

解。如〈孟于﹒架惠玉) : “以御於家刊"。

“永冬(終)" ，見西周〈井人鐘〉銘文記述:“永冬(終)於吉"; (論語〉云:

“王融永終"。 “永"者，長遠也， “終"者，盡也。 “永終"即永久之意。

“用"者，以也。

“~ " ，即古字。見殷墟卡辭云“貞:勿令古" (鐵-0八，四) :“......擒古"

(京二一六0) ; “貞:命古自(伯)於章" (庫一五五一)。又見西周〈丁自〉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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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述:“苟從師雍父戌於古自"; (戌尊〉銘文記曰: “佳十叉三月既生霸眼從雍艾戌

於古父三年， ......中競父易全"; “准夷敢伐內目，女其以成周師旦成於古自"; {古

自(伯)尊〉銘文中有“口古自(伯)曰:古伯于日大叉口平父葬丙田唯母入於公"。

“古"與午同聲藹，許字從言午聲，假“古"為許字。 “古國"即許國也?是國族名，

其地望當與最(胡)地接近，於今河南許昌市附近。

“路"即遍字。(說丈〉 “遍，亡也，從是甫聾，持孤切、遇、攝文，適從捕"。
“過妾"，如〈尚書﹒牧誓〉云: “八月臣妾"， (說文〉云: “妾，有辜女于給

事之得接於君者，從于從女"。故“妾"為女蚊也。

“宴"即亦字。(集詢〉云: “說丈人之臂亦也，從大象兩亦之形，一且又也"。
“咚"即此字。←辭中第一個“此"字，屬於定語，當為這字解，第二個“此"

當是字義。

“亡"，即亡字，當無或逃字義。如〈說文〉云: “亡，逃也"。故此丹卡辭中

“亡"當逃亡者。

“休命"，西周今丈屢見，其意為美命，即崇高的使命。

“姆"即保字，當為官名。周沿費殷商師保制度，如〈尚書﹒大甲〉篇中有“背

師保之訓"; (泰誓〉篇中有“放點師保"， (爾巴記﹒丈王世于〉曰: “保也者，慎其

身，從輔翼而歸諸道者也，記日虞夏、商、周有師保"。周原鳳雛村出土15和50號卡甲

都刻有“大保"。 “保"與“大保"有剔，如〈尚書﹒周官〉篇中有“少師、少付、少

保， 日三孤"。關於“保"記述，如西周〈保自〉銘文記曰: “乙卵，王令保及殷東

國五侯，缸兄六品，蔑曆於保，易實用乍丈公父祭宗寶舞，得於四方追王大耙被於周，才

二月觀望"。故大龜版中的“保"與《保自〉銘文中的“保"同。提“保"為少保，是

大保的副職。

“宮"，即宮室。(說文〉云: “宮，室也，從穴招省聲"0 (易繫辭傳下〉云:

“上古穴居也，野處，後世聖人易之宮室"。西周金文中有“京宮"、 “康宮"等。

“古"， (說丈〉云: “吉、善也，從士口 "0 (逸周書武順〉篇云: “禮儀順祥

日吉"; (易繫辭傳下〉云: “吉事有祥"。故此丹←辭中的“古"可當為“吉祥"或

“吉利"來理解。

整個大龜版上刻大意是:王從長計議，求得永久的安全，讓古國人捕捉逃亡的女

故，不料古人也逃走了。出於崇高的使命，少保占←結果:營造宮室，吉祥美好。

(八)、四號( 1979年、 Q 、 F 、 F 1 、 H 31 4 )卡辭，其刻辭是:

“都曰:母(女)

臨弗克衣(殷) ，安

口口口口通

惟誠，由(惟)亡咎;

迺刪(則) ;早日" 0 (圖八)

“召}"， (說丈〉 “召L 卡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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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即母字。可當女宇用。
“缸"訓為已或盡也。如〈集前) : “居氣切，說丈小食也，引論語不使勝食缸，

一日已也，盡也"。

“弗"，即不也。 “克"訓為能勝也。

‘命"，此字有損，展為“衣"字。 “衣"即殷字。〈竹書紀年〉曰“盤庚即位，

自奄運於北蒙曰殷"。自盤庚至帝辛等商玉居殷，故商又稱為殷，今為殷墟也，於今河

南省安陽市洹水南岸小屯村。故“不能勝殷"這件事，可能指女主伐殷，如古本〈竹書

紀年〉云: “帝乙二年周人伐商" ( (太平御覽〉卷八三哥 I )。

“ JÎI " ，即安字。安字在此處可當疑問代詞，即:到什麼地方，或到哪襄去呢?
如〈莊子﹒山木篇) :“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受哉? " (漢書﹒尹賞傳) : “安

所求死?華表東邊少年增"。

“姆"，即通字。

“時"，即睦字。見殷墟卡辭云:“乙卯扎實貞:睦受年" ( (乙〉四六三一)。
“階"當為高丘字義，如〈說文〉云。:“惟魄高也": (廣爵〉云: “惟魄不平狀也"。

“哲"即1武字，見殷墟卡辭云: “辛丑卡，貞:王街往來亡災" ( (獸〉三九、
二) ; “乙玄卡，貞:王賦於召往來亡災" ( (抉〉六)。余從島邦男先生釋“慌"為

“過"字義(殷墟卡辭綜類)。

“@"，即迺字，當為於是解。

“ J淼已
〈尚書、說命篇) : “惟本從繩則正，後從言諜東則聖"。按則字在此井←辭當為“就這樣"

或“就.……..…..….叮.繼續"之意。

“囊"，即鼻字，亦就是學字。“神"當為登高之意。(玉篇〉、〈廣爵) : “並

昔千"0 (說丈) : “暉，升高也"。

此片←辭有損，其大意是研日(言) ，女(汝)即不能勝衣(殷) ，安......，通過

丘健道路，沒有危險，於是，就繼續攀登前進吧!

(九)、 3 號( 1979年、 Q 、 F 、 F l' H 31: 3 )卡辭，其刻辭是:

“船其五十人

主(往) ，由(惟)亡咎;

八月辛卯卡，

日其痺啟" 0 (圖九)

“ l色"，此字從結構看，左旁從舟，右邊從笠，即“般"字。 “般"當為班師或

還師之意。(廣蘭) : “布還切"; (集商〉、 〈自會〉、 〈正爵) : “遍不切並與班

同"; (爾雅、釋言) : “般，還也"; (疏) : “般違反也"; (前漢趙充國傳) : 

“明主般師罷兵"; (注) : “鄧展曰:般音班，班，還也"。 “般"亦可當作率領之

意。 “主"即往字，其意為回行。 “亡咎"，即無凶險之意。

“略"即每字。 “海"通桶字。如〈集詢〉云: “海、漏、南、痞病或作桶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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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字，見〈尚書﹒泰誓〉篇云: “毒捕四海"0 (詩、周南、卷耳〉云:“健彼阻矣，

我馬瘖矣，我仆痛矣"0 (說丈〉、 〈廣商〉云: “痛，病也"0 (集商〉云: “普故

切，音楠痞病"0 (玉篇〉、 〈廣筒〉云: “痞，腹內結痛"0 (增爵〉云: “癌，氣隔

不通"。

“軒"即所(啟)字。見殷墟←辭云: “貞:羽(翼)辛子(已)有啟" (快

二) ; “丁卯扒大貞:今日啟" (抉九三一) 0 {詩、小雅〉云: “東有啟明，西有

長庚"0 (玉篇〉云: “啟，開也，發也"。故此片←辭中“啟"當為發字解。

此丹←辭大意是:般(班)其(他的)五十人往回行，一路無凶險;八月辛卯占卡，

言他的神病發作了。

(十)、一0二號( 1977年、 Q 、 F 、 F l' H 11: 102) ←辭，其刻文是:

“見工於洛" 0 (闡十)

“見工"一詞，見西周〈雁侯鍾〉銘文中有“雁侯見工"。其不是人名，應為官名。

其例證如下，首先來分析“見"字， {說丈〉云: “見，親也"。視與“監"字義同，

如〈爾雅﹒釋詰〉云: “監，視也"0 (詩﹒小雅〉云: “何用不監"，鄭重藍: “女何

為職不監察之"; (禮﹒王制〉篇云: “天子使大夫為三監於方之伯國"，注云: “使

佐方伯領諸侯監臨而督察之也"; (周禮﹒天官﹒大宰〉之職云: “邦國立其監";西

周〈雁監獻〉銘文中有“雁監"。 “監"當屬於官名。監察與視察之義都是一樣的，故

“見工"應為監工、或親工。由於視、司二字音近，假視為司，說工可當為司工。

“于"在此丹刻卡辭中當為介詞。

“洛"，指的成周洛皂，如〈詩﹒瞻彼洛矣〉云: 膽目洛矣"; (韓天于傳四〉

云: “日自宋周潭水以西，洛陽周公所營洛芭也"; (水經注﹒洛水〉云:“八方之康，

周洛為中，謂之洛臣"。

102號卡辭中“見工於洛"，即:司工在成周營造洛臣的原始記載。

一九八三年六月三日於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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