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关铜器中“史囗”或“内史囗”与“年”字的字体比对 

 

3，达盨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于 1983至 1986年间，从同一个邢叔家族的三座墓葬中出

土了分属于三代邢叔所铸的三件有铭铜器: 

《三年达盨盖》(M152)铭云： 

隹三年五月既生霸壬寅，王才(在)周，执驹于滆㡴。王乎(呼)巂趩召达。王易(锡)达驹。达拜稽

首，对扬王休，用乍(作)旅盨。 

刘启益指出，此器“形制是簋，自名曰盨”(3)。 

《邢叔方彝》(M170)铭云： 

井叔乍旅彝。 

《邢叔采钟》(M163)铭云： 

井叔采自乍朕文且(祖)穆公大钟，用喜乐文神人，用祈福录寿，每鲁。其子孙永日鼓乐兹钟，其

永宝用。 

原报告指出：“在 M157墓室东侧的 M163，墓主人是一位 25～30岁的女性，而墓内随葬有邢叔钟

等青铜礼器。这两墓有可能是夫妇异穴合葬墓。”认为 M157、M152、M170分属于三个世代的邢叔，并

把它们的时代定为懿王和孝王(4)。 

刘启益则将《邢叔方彝》(M170)定为共王时(此邢叔之名不知);将《三年达盨盖》(M152)定为懿



王时(此邢叔名达);将《邢叔采钟》(M163)定为孝王时(此邢叔名采)，并以为“其下限可及于夷王之

世”(5)。 

朱凤瀚指出：“井叔家族墓地中 4个有墓道的大墓之年代（亦即这 4个墓的墓主人卒年）序列由

早至晚应该是 M170-M168-M157-M152。这 4 座大墓的年代相衔接，前后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段内，大

致自西周中期中叶至西周晚期偏早，亦即穆王晚叶至厉王偏早这一段时间中”(6)。 

这三个世代的邢叔既然是同一家族之三代，时代自然相近。但是为什么如此之相近，墓葬本身不

能回答。所以，刘、朱氏可以不完全同意原报告之说，他人也可不完全同意刘、朱氏之说。此乃由墓

葬在断代上的不足所引起，不足为怪，这一点可暂时略而不论。 

值得注意的是，《三年达盨盖》铭所记“佳三年五月既生霸壬寅”，刘启益推算为懿王三年，在公

元前 942 年(7)。《成果报告(简本)》推算为孝王三年，在公元前 889 年(8)。杜勇等《探微》也推算

为孝王三年，但却认为在公元前 895年(9)。朱凤瀚根据对金文年历谱的研究，此盨盖所示“三年”，

应在孝王或夷王三年。从排历谱角度，当孝王元年取前 891年，而夷王元年取前 886年时，此盨之“三

年”既可入孝王，也可入夷王。但综合考虑其他西周中晚期之际铜器历日的排入，入夷王三年似是一

种较好的选择(10)。 

我们认为，在三座墓葬中，被 M165打破的 M152才应该是年代最早的。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只有年代久远，才有可能由于不为人们所熟知从而被打破。朱凤瀚认为：

墓葬被打破“说明 M152墓主人葬后在其家族内地位可能受到贬低”，这种推测是极其牵强的。 

其次，从出土的文物看，M152 中一件有流的圆鼎，其器形接近于《张家坡》第五期的 M103 铜鼎。

而与 M103同期的 M115中铜盂的器形与扶风庄白第一号青铜器窑藏所出的微 釜相同。我们曾经讨论

过， 器的年代在穆王世。所以，M152的年代也应该和 器相同，属于穆王。 

4、逨器 

2003年 1月 19日，陕西省宝鸡市马家镇杨家村五位农民在砖厂北崖取土时，发现了一个保存完

好的西周铜器窖藏，放置有 12 鼎、9鬲、2 壶、1 盘、1 匜、1 盂、1 盉，共 27 件铜器。这些铜器上

均有铭文，共计 4000多字，是历次发现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一次。“逨盘”上有铭文 370多字，两种

鼎（分别记“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每件各有 200 多字、300 多字，其他器物上有 11 至 36 字

不等。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器主为“逨”，部分器铭作“单叔”、“单五父”、“叔五父”，均为同一人。

从逨盘铭、四十二年鼎、四十三年鼎及器物形制、纹饰等分析，这批青铜器除一件盂以外，均为逨一

人作器。从逨器铭文的书写风格来看，四十二年逨鼎与逨盘风格更近一些，四十三年逨鼎与前两种稍

有差别。逨盘成器时间与四十二年逨鼎较近，或逨盘稍早于两种逨鼎。此次窖藏的 27 件铜器发现之

先，1985 年在杨家村砖厂还发现过一个窖藏，其中放置青铜甬钟、鎛等乐器十余件，后在《文博》

1987 年第 2 期报道了甬钟 10 件、镈 3件，共重 340 公斤。4 件甬钟有铭。其中 3 件大钟铭文一致，

计 129字（内重文 11）。铭文已经载有逨“司四方虞林”之事。逨钟铭文可与逨盘、逨鼎铭文相参照。 

现在，一般认为：逨器的年代在宣王世。其实，这种看法并完全不符合逨器铭文所反映的实际情

况。 

首先，从逨初受册命的时间来看，时王在位的大多数时间内在朝为官的应该是逨父。 

从逨盘铭文内容来看，王任命逨为虞，是首次颁令，命令其辅佐荣兑、司掌四方虞、麓。时间距

四十二年逨鼎不远。这就表明，时王在位的四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在朝为官的应该是逨父。从逨盘所述

“雩朕皇考恭叔，穆穆趩趩，龢訇于政，明济于德，享辟厉王”可知，逨父为官在历王时期。由此可

见，时王应当是历王。如果时王是宣王的话，则逨父与逨之间将会出现一代或两代人的空白，也就是

说，从共和时期至宣王四十年前后，其家族无人在朝为官。显然，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逨盘、

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当属于历王世。 

从王之册命言命逨辅佐荣兑执掌“四方虞、蓄”是为了“用宫御”，可见逨的职事是直接服务于

王室宫廷消费。值得注意的是，逨盘中所言的“司四方虞、麓”，已不限于王室所有的地段内的物产。

史载周厉王喜欢荣夷公，而荣夷公“好专利”，一说即专山林川泽之利。厉王被流放与此事有直接关



系。荣兑应该就是荣夷公。 

其次，从作器铭识来看，四十三年以前，逨父龚叔很可能尚在人世。 

逨盘：“用乍朕皇且考宝尊般，用追亯考于歬文人，歬人严才上，廙才下”。 

四十二年逨鼎：“用乍 彝，用亯孝于歬文人，其严才上，趩才下”。 

四十三年逨鼎：“用乍朕皇考龏吊 彝。皇考其严才上，廙才下”。 

逨钟：“用作朕皇考恭叔龢钟，鎗鎗悤悤，锗锗雝雝，用追孝卲各喜侃歬文人，歬文人严才上”。 

根据以上逨器的作器铭识可知，“逨盘”、“四十二年逨鼎”是逨为追孝其先人而作，“四十三

年逨鼎”、“逨钟”是逨为祭祀其亡父龚叔而作。这就表明四十三年以前，逨父龚叔很有可能尚在人

世。果真如此，因为，逨盘中明确记载“雩朕皇考恭叔，穆穆趩趩，龢訇于政，明济于德，享辟厉王”。

如果逨器的年代为宣王世，则逨父龚叔除了辅佐历王外，还要再多活 56年（共和 14年，宣王 42年），

显然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逨盘、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只能属于历王世。 

也许有人会说《史记》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周历王 37年奔彘，那来的 43 年？ 

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如果说博览群书的司马迁不知道共伯和干王政，恐怕没有人会相信。但是，司马迁在明知有共伯

和干王政史料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却要提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有关宣王即位的史料。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

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

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 

清华简《系年》曰:“至于厉王，厉王大虐于周，卿、李、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

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宋[宗]。” 

《经典释文》引司马彪注：“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贤人，诸侯皆以为贤。周厉王之难，天子旷

绝，诸侯皆请以为天子，共伯不听，即干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召公

乃立宣王。共伯复归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 

从这 3条史料中的宣王即位后，共伯和归宗(国)来看，即位时的宣王已经成年，可以亲政了。《礼

记·曲礼》云：“男子二十冠而字。” 《通典》曰：“笄、冠有成人之容。”因此，宣王即位时的年龄

至少应该有二十岁。 

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公元前 828 年宣王即位，前 827 年改元。如果前 827 年宣王 20

岁的话，那么历王奔彘之年(前 841)宣王即太子静应该是 7 岁。假设这一年是历王 43 年，可以推算

出宣王即太子静的出身时间当在历王 36年。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史记·周本纪》，就能够明白司马迁的用心了。 

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

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雠而怼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雠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

太子，太子竟得脱。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

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 

原来，司马迁不相信年龄和宣王即太子静一样大的已经懂事的 7岁的召公的儿子在面对死亡时会

无所畏惧而不说实情。所以，将历王奔彘的时间由 43年改成了 37年。7岁的儿童变成了周岁的婴儿。 

但是，这样一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历王奔彘之年宣王即太子静如果刚刚周岁的话，那么即位之

时只有 14 岁，正是需要人辅佐的年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共伯和归宗(国)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于

是，司马迁将“召公、周公二相行政”用在了这里，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解决 14 岁的宣王即太子静



即位之后，不能亲政，需要人辅佐的问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即使在宣王即位之后，二相仍然

可以继续辅之。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共伯和干王政的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是历王 43 年奔彘。司马

迁也知道这一点。只是由于他不相信，这才有了“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也正是因为

如此，《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才会以历王奔彘开头，而不是从历王元年开始。 

 

5，卅年吴盉 

吴盉铭文如下： 

隹卅年亖月既生霸壬午，王才 ，执驹于 南林，衣执驹，王乎 召乍册吴立 门。王曰：

易驹，吴拜稽首，受驹以出。吴敢对扬天子不显休。用乍叔姬般盉。 

在朱凤瀚主编的《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中对于卅年吴盉的年代给出了两种意见。 

朱凤瀚认为：根据合历情况，再综合考虑“形制、纹饰形式与铭文字体特征，吴盉似当以入宣王

三十年为妥”(11)。 

夏含夷则以为：该器“纹饰与穆王标准器长甶盉和共王标准器裘卫盉非常相似，可以定为西周中

期器大概无疑”(12)。 

但是，他们忽视了对铭文内容的研究。 

虽然，朱凤瀚也注意到有关周王“执驹”的器铭除了本铭外，还有三年达盨盖和盠驹尊，并指出：

“三铭皆记王在行毕执驹赐王朝卿士驹之事。” 

三年达盨盖：隹三年五月既生霸壬寅，王才周，执驹于滆㡴，王乎巂趩召达，王易达驹。达拜稽

首，对扬王休。 

盠驹尊：隹十又二月，辰才甲申，王初执驹于厈，王乎师豦召盠，王亲旨盠，驹易两，拜稽首，

曰：王弗朢氒旧宗小子，婪皇盠身。盠曰：王倗下，不其则，万年保我万宗，盠曰：余其敢对扬天子

之休。 

通过比对三铭铭文后可以看到，三年达盨盖和盠驹尊所叙述的经过大体一致。而卅年吴盉所记录

的过程中则多出了“立 门”和“受驹以出”。 

目前所知，西周金文中记载王赐王朝卿士驹之事的器铭还有三年 鼎和卅三年晋侯苏钟 

三年 鼎：隹三年亖月庚午，王才丰，王乎虢吊召 ，易驹两，拜稽。 

卅三年晋侯苏钟：六月初吉戊寅，旦，王各大室，即立，王乎譱夫曰：召晋侯苏，入门立中廷，

王寴易驹亖匹，苏拜稽首，受驹以出，反入，拜稽首，丁亥，旦，王御于邑伐宫，庚寅，旦，王各大

室，司工扬父入右晋侯苏，王寴侪亲赍晋侯苏鬯一卣/弓、矢百，马亖匹，苏敢扬天子不显休。 

将后两件器铭铭文连同前三件一起比对，能够发现三年达盨盖、盠驹尊和三年 鼎所记录的事件

大体一致。而卅年吴盉和卅三年晋侯苏钟所叙述的过程则基本相同。这就表明，卅年吴盉的年代应该

与卅三年晋侯苏钟接近，而和三年达盨盖、盠驹尊和三年 鼎相去较远。 

卅七年善夫山鼎：隹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才周，各图室。南宫乎入右譱夫山，入门立中廷，

北卿。王乎史 册令山……山拜稽首，受册，佩以出，反入堇章。山敢对扬天子休令。 

卌二年逨鼎：隹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才周康宫穆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工散右吴

逨入门立中廷，北乡，尹氏受王 书。王乎史淢册 逨……逨拜稽首，受册 以出。逨敢对天子不显

鲁休扬。 

卌三年逨鼎：隹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才周康宫穆宫，旦，王各周庙即立，司马寿右吴逨

入门立中廷，北乡，史淢受王令书。王乎尹氏册令逨……逨拜稽首，受册，佩以出，反入纳堇圭。逨

敢对天子不显鲁休扬。 



三年颂鼎、壶、簋：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才周康卲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宰引右颂入

门，立中廷。尹氏受王令书，王乎史虢生册令颂……颂拜稽首。受令册，佩以出，反入堇章。颂敢对

扬天子不显鲁休。 

以上器铭的年代均在西周晚期，可以说：“受×以出”就是西周晚期金文的标准语言。因此，卅

年吴盉的年代应该在宣王。 

 

6，颂器 

三年颂鼎、壶、簋铭文如下：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才周康卲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宰引右颂入门，立中廷。尹氏受

王令书，王乎史虢生册令颂。王曰：颂，令女官司成周贮，监司新造贮用宫御。易女么衣、黹屯、赤

巿、朱黄、銮旗、攸勒。用事。颂拜稽首。受令册，佩以出，反入堇章。颂敢对扬天子不显鲁休，用

乍朕皇考龏吊、皇母龏始宝尊簋（鼎、壶）。用追孝，祈匃康 、屯右，通彔、永令。颂其万年眉寿

无强，畯臣天子霝冬，子孙永宝用。 

《三年颂器》铭文中出现的“颂拜稽首。受令册，佩以出，反入堇章。颂敢对扬天子不显鲁休”

还见于： 

《卅七年善夫山鼎》：“隹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才周，各图室。南宫乎入右譱夫山，入门立

中廷，北卿。王乎史 册令山，王曰：“山，令女官司饮献人于 …；易女玄衣、黹屯、赤巿、朱黄、

銮旗。”山拜稽首，受册，佩以出，反入堇章。山敢对扬天子休令”。 

《卌三年逨鼎》：“隹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才周康宫穆宫，旦，王各周庙即立，司马寿右

吴逨入门立中廷，北乡，史淢受王令书。王乎尹氏册令逨，王若曰：“逨，…昔余既令女疋荣兑摄司

亖方吴林，用宫御。今余隹坙乃先且考，又勲于周邦，申就乃令，女官司历人…”王曰：“逨，易女

秬鬯一卣、玄衮衣、趩舄、驹车、贲较、朱虢靳、虎冟熏里、画 画 ，金甬、马亖匹、攸勒，敬夙

夕弗灋朕令。”逨拜稽首，受册，佩以出，反入纳堇圭。逨敢对天子不显鲁休扬”。 

《卅三年晋侯苏钟》：“六月初吉戊寅，旦，王各大室，即立，王乎譱夫曰：召晋侯苏，入门立中

廷，王寴易驹亖匹，苏拜稽首，受驹以出，反入，拜稽首”。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三年颂器》外，其余铭文中出现答谢礼仪的铜器都是高纪年的。这似乎表

明，周王室在统治稳定，社会繁荣的局面之下，才有可能在册命过程中行用答谢礼仪。由此看来，《三

年颂器》的年代应该不在宣王初，而是在幽王初。 

另外，《三年颂器》“五月既死霸甲戌”既无法和宣王时期《鲁武公金版册命》的“十月望己巳”

相接，也不能与厉王时期《元年逆钟》的“三月既生霸庚申”相合。所以，其年代应该定在幽王三年。 

 

7，“对扬君休”诸器 

师 簋：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龢父若曰：师 ，乃且考又勲于我家，女有隹小子，余令

女死我家， 司我西扁、东扁，仆驭百工、牧臣妾，董裁内外，毋敢否譱，易戈琱戟、厚必、彤沙、

毌五、钖钟一肆五金，敬乃夙夜，用事。 拜稽首，敢对扬皇君休，用乍朕文考乙中 簋， 其万

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亯。 

几父壶：隹五月初吉庚午，同中宄西宫，易几父幵 六、仆亖家、金十钧，几父拜稽首，对扬

朕皇君休，用乍朕烈考尊壶，几父用追孝，其迈年孙孙子子永宝用。 

公臣簋：虢中令公臣：“司朕百工，易女马乘、钟五、金，用事。”公臣拜稽首，敢扬天君不显

休。用乍尊簋,公臣其万年永宝兹休。 

以上三器有着共同的特点，首先，铭文中的人物曾出现在夷末历初的铜器中，《师 簋》中的“白

龢父”即《师兑簋》中的“师龢父”，《几父壶》中的“同仲”又见于《师兑簋》，《公臣簋》中的“虢



仲”还见于《何簋》。其次，他们接受册命后报答、称扬的对象都是“君”。而在金文中“君”一般指

得是女主。笔者以为在这三器中“君”指得是历王之后即宣王之母申姜。 

虽然，在文献典籍的相关记载中并没有一处提到过申姜，但是，从“宣王即位”的结果可以看出：

在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的博弈中，周王室是最终的胜出者。那么，在历王奔彘，宣王尚幼的情况下，周

王室是如何最终胜出的呢？从有关记载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蛛丝马迹，这一切完全有赖于申姜

之力。 

文献典籍中有关西周共和时期的记载如下： 

《古本竹书纪年》曰：“厉(原作“幽”，今正)亡(逃离)，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又云：“共

伯和干王位。” 

《庄子·让王》说：“许由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 

《释义》引《纪年》云：“共伯和即于王位。” 

《吕氏春秋·开春》曰：“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

而天下皆来谓矣。”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

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

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告诸侯之辞说：“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

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 

清华简《系年》曰:“至于厉王，厉王大虐于周，卿、李、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

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宋[宗]。” 

《经典释文》引司马彪注：“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贤人，诸侯皆以为贤。周厉王之难，天子旷

绝，诸侯皆请以为天子，共伯不听，即干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召公

乃立宣王。共伯复归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 

笔者以为：在上述的记载中，以《经典释文》引司马彪注较为符合历史实际。 

由“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阳，兆曰厉王为祟。召公乃立宣王”来看，历王死于彘的时间很

可能是在共和十四之前，而此时的共伯和却根本不想立宣王。只是召公借“大旱屋焚，卜于太阳，兆

曰厉王为祟”。才使得共伯和不得不立宣王，“复归于宗”。虽然出头露面的是召公，但在幕后出谋

划策的应该就是申姜。在此之前，“周厉王之难，天子旷绝，诸侯皆请以为天子，共伯不听，即干王

位。”其实，并不是共伯和不想为天子，而是遭到了周王室的坚决反对，于是只好“即干王位”。也

就是说，共和时期表面上行天子事的是共伯和，实际上的大权的仍然是掌握在周王室手中。而代表周

王室的不是别人，正是申姜。也正因为这样，在前述三器中才会出现接受册命后报答、称扬申姜的现

象。 

有人认为：师 簋称白龢父为“皇君”，几父壶称同仲为“皇君”，公臣簋称虢仲为“天君”，这

些“君”都不是女性。所以，应该把“君”解释为一种对长上的尊称，也就是“君长”的君。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 

首先，由于在师 簋、几父壶和公臣簋中并没有册命仪式的记载，因此白龢父、同仲和虢仲并

不是册命之人，而是宣命之人。 

卯簋盖：隹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荣季入佑卯，立中廷，荣白乎令卯曰……。 

元年逆钟：隹王元年三月既生霸庚申，叔氏才大庙，叔氏令史歃召逆，叔氏若曰……。 

以上铭文表明，在西周晚期即使是公室册命中也有了一定的册命仪式。没有记录册命仪式的册命

只能是遣使册命。所以，白龢父、同仲和虢仲并不是册命之人，而是宣命之人，其作用类似于邢侯簋、

豨簋中的荣。 



其次，在西周晚期并没有接受册命后称扬长上为“君”的习惯。 

卯簋盖：……卯拜手页首，敢对扬荣白休，用乍宝尊簋。卯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禹鼎：……敢对扬武公不显耿光。用乍大宝鼎。禹其万年子子孙宝用。 

三年柞钟：隹三年亖月初吉甲寅，中大师右柞，易 、朱黄、銮，司五邑甸人事。柞拜手，对

扬中大师休，(用乍大林钟，)其子子孙孙永宝。 

在上述铭文中，前两例是公室册命，后一例何树环以为是周王“锡命”(13)。柞在得到周王“锡

命”的情况之下，称扬中大师也没有视其为“君”。由此可见，西周晚期并没有接受册命后称扬长上

为“君”的习惯。 

综上所述，“对扬君休”诸器中的“君”指得是历王之后即宣王之母申姜，是毫无疑义的。 

 

注释： 

(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233页) 

(2)、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 1期，35页) 

(3)、刘启益：《西周纪年》336页 

(4)、《张家坡西周墓地》379、378页 

(5)、刘启益：《西周纪年》335一 336页 

(6)、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版)》649页 

(7)、刘启益：《西周纪年》428页 15号 

(8)、《成果报告(简本)》32 页 26号 

(9)、杜勇、沈长云：《金文断代方法探微》280页 25号 

(10)、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版)》644页 

(11)、朱凤瀚:《简论与西周年代学有关有关的几件铜器》(《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51 页) 

(12)、夏含夷:《从作册吴盉再看周穆王在位年数及年代问题》(《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53页) 

(13)、何树环:《西周锡命铭文新研》209 页 

 



表七、西周制度用语演变表 
 

王世 

 

词句类型 

                

武成 成王 成末康初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前 懿后 孝王 夷王 历前 历后 共和 宣王 幽王 

                

A 

AI AI                

AII  AII               

AIII 
 

 AIII            

B 

BI   BI              

BII    BII             

BIII     BIII            

C 

CIa1 CIa1               

CIb1   CIb1             

CIc2 
 

   CIc2            

CIIb2 
 

    CIIb2           

CIIIb1 
 

     CIIIb1          

CIIIb2 
 

     CIIIb2     CIIIb2    

CIIIa2         CIIIa2        

CIVb2          CIVb2  CIVb2   CIVb2  

CIIa1 
 

         CIIa1      

CIIa2 
 

         CIIa2      

CIVb1 
 

          CIVb1     

CIIIb3 
 

           CIIIb3    

“对扬君休”

的册命  
            

“对扬君休”

的册命 
  

无赐服册命 
 

             无赐服册命  

CIVa2 
 

             CIVa2  

CIVa3 
 

             CIVa3  

CIVb3 
 

              CIVb3 



 

表八、西周有关制度铜器断代表 
 

序号 王世 用语类型 标准器 次标准器 王册命 王蔑历 祭 不同格式同名器 

1 武王 

AI 

(BI) 

(CIa1) 

  
克盉、罍 

   
2 

成王 

    
士上尊、卣、盉 

 
3 献侯鼎 

     
4 

 
康侯簋 康侯簋 

   
5 

   
保尊、卣 

  
6 

     
召尊、卣 

7 
     

作册睘尊 

8 
     

保侃母簋盖 

9 
     

麦盉 

10 
     

麦方鼎 

11      麦方彝 

12 
     

盂爵 

13 

AII 

 
天亡簋 

 
天亡簋 

  
14 

     
中甗 

15 
     

中觯 

16 
     

召圜器 

17 

AIII 

(BI) 

(CIb1) 

   
任鼎 

  
18 

   
豨簋 

  
19 

     
中方鼎二、三 

20   中方鼎一   中方鼎一 

21      保侃母壶 

22 

康王 

  
  麦方尊 麦方尊 

23 
    

高卣盖  

24 
  

(十八年)靜方鼎 
 

  

25 
  

   作册睘卣 

26 
  

   盂卣 

27 

CIb1 

 
宜侯夨簋 宜侯夨簋    

28   
静簋 

   

  
静卣 

   
29 

  
燮簋 

   
30 

  
伯晨鼎 

   
31 

  
遣卣、尊 

   
32 

  
尸臣鼎 

   
33 

BII 

   
廿二年庚嬴鼎 

  
34 

   
友簋 

  
35 

   
四月敔簋 

  
36 

   
老簋 

  
37 

   
六月大簋 

  
38 

   
庚嬴卣 

  
39 

昭王 

AIII     
吕方鼎 

 
40 

    
伯唐父鼎 

 
41 

BIII 

(CIc2) 

   
十四祀段簋 

  
42 

   
寓鼎 

  
43 

  
免卣、尊 免卣、尊 

 
免卣、尊 

44 
  

十月敔簋 十月敔簋 
  

45 
  

十二年走簋 
   

46 

穆王 
 

长甶盉 
  

长甶盉 
  

47 
CIIb2   

二祀趩觯 二祀趩觯 
  

48 
  

四年 盨 
   



 

序号 王世 词句类型 标准器 次标准器 王册命 王蔑历 祭 不同格式同名器 

49 

穆王 CIIb2 

  十一年师嫠簋    

50 
  

十三年 壶 
   

51   卅年虎簋盖    

52 
  

曶壶盖 
   

53 
  

僰马盘 
   

54 
 

豆闭簋 豆闭簋 
   

55 
  

簋 
   

56 
  

师奎父鼎 
   

57 
 

师毛父簋 师毛父簋 
   

58 
  

扬簋 
   

59 
  

辅师嫠簋 
   

60 
  

免簋 
  

免簋 

61 

共王 

 
十五年趞曹鼎 

    
十五年趞曹鼎 

62 CIIIb1 
  

十六年士山盘 
   

63 

CIIIb2 

  
元年师颍簋 

   
64 

  
二祀吴方彝盖 

   
65 

  
六年宰兽簋 

   
66 

  
十三年望簋 十三年望簋 

  
67 

  
廿年休盘 

   
68 

  
廿七年裘卫簋 

   
69 

  
廿七年伊簋 

   
70 

  
廿八年䖐簋 

   
71 

  
殷簋 

   
72 

 
救簋盖 救簋盖 

   
73 

  
盠方尊、方彝 

   
74 

 
利鼎 利鼎 

   
75 

懿前  
元年师虎簋 元年师虎簋 

   
76 

  
二年王臣簋 

   
77 

懿王 CIIIa2 
 

七年趞曹鼎 七年趞曹鼎 
  

七年趞曹鼎 

78 
  

簋盖 
   

79 
  

同簋 
   

80 

孝王 CIVb2 

  
元年师 簋 

   
81 

  
元年蔡簋 

   
82 

  
三年师晨鼎 

   
83 

  
三年师俞簋盖 三年师俞簋盖 

  
84 

夷王 

CIIa1   
寏盘 

   
85 

  
善鼎 

   
86 

CIIa2 

  
元年郃盌簋 

   
87 

  
吕服余盘 

   
88 

  
应侯见工钟 

   
89 

  
何簋 

   
90 

  
康鼎 

   
91 

  
即簋 

   
92 

  
害簋 

   
93 

  
南季鼎 

   
94 

  
卫簋 

   
95 

  
𠧩鼎 

   
96 

历前 CIVb2 

  
元年师酉簋 

   
97 

  
元年师兑簋 

   
98 

  
二年 簋 

   
99 

  
三年师兑簋 

   



 

序号 王世 词句类型 标准器 次标准器 王册命 王蔑历 祭 不同格式同名器 

100 

历前 
CIVb2 

  五年谏簋    

101   七年师兑簋    

102 
  

七年牧簋 
   

103 CIVb1 
 

 十二年太师虘簋 
   

104 

历后 

CIIIb2 

  
十九年 鼎 

   
105 

  
廿四年 簋 

   
106 

  
廿又八年㝨鼎、盘 

   
107 

  
南宫柳鼎 

   
108 

  
大克鼎 

  
大克鼎 

109 

CIIIb3 
  

卅七年善夫山鼎 
   

110 
  

卌二年逨鼎 
  

卌二年逨鼎 

111 
  

卌三年逨鼎 
  

卌二年逨鼎 

112 

共和 “对扬君休”的册命 
  

元年师 簋 
   

113 
  

公臣簋 
   

114 
  

几父壶 
   

115 

宣王 

CIVa2 
 

鲁武公金版册命 鲁武公金版册命 
   

116 

无赐服册命 

  
廿三年微 鼎 

   
117 

  
二十三年小克鼎 

  
二十三年小克鼎 

118 
  

逨钟 
  

逨钟 

119 
  

梁其钟 梁其钟 
  

120 CIVa3  
 

卅三年晋侯苏钟 
   

121 

CIVb2 

  
十七年此鼎 

   
122 

 
 无叀鼎 

   
123 

孝王、 

历前、 

宣王 

  
申簋盖 

   
124 

  
簋 

   
125 

  
楚簋 

   
126 

  
师 簋盖 

   
127 

  
师道簋 

   
128 

  
弭叔师察簋 

   
129 

  
弭伯师耤簋 

   
130 幽王 CIVb3 

  
三年颂鼎、簋、壶 

   
 

表九、西周铜器断代诸说表 
 

序号 器名 著录号 郭沫若 陈梦家 唐兰 马承源 刘启益 王世民等 彭裕商 

1 克盉、罍 新 1367 
     

成王 成王 

2 士上尊、卣、盉 5999、5421、9454 成王 成王 昭王 昭王 成王 昭王前后 昭王 

3 献侯鼎 2626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康王 

4 康侯簋 4059 
 

成王 周公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5 保尊、卣 6003、5415 
 

武王 
 

成王 康王 成王 成王 

6 召卣、尊 5416、6004 
 

成王 昭王 昭王 康王 昭王前后 昭王 

7 作册睘尊 5989 
  

昭王 昭王 康王 昭王前后 昭王 

8 保侃母簋盖 3743 
 

康王 昭王 
 

成王 
 

昭王 

9 麦盉 9451 康王 康王 昭王 康王 康王  昭王 

10 麦方鼎 2706  康王  康王 康王  昭王 

11 麦方彝 9893 康王 康王 昭王 康王 康王  昭王 

12 盂爵 9104 昭王 成王 康王 康王 昭王  康王 

13 天亡簋 4261 武王 武王  武王 武王 武王 武王 

14 中甗 949 成王 成王 昭王 昭王 成王  昭王 



 

序号 器名 著录号 郭沫若 陈梦家 唐兰 马承源 刘启益 王世民等 彭裕商 

15 中觯 6514 成王 成王 昭王 昭王 成王  昭王 

16 召圜器 10360  成王 昭王 昭王 康王 昭王前后 昭王 

17 任鼎 新 1554 
       

18 豨簋 4192 
 

昭王 
 

昭王 昭王 中期 
 

19 中方鼎二、三 2751、2752 成王 成王 昭王 昭王 成王 
 

昭王 

20 中方鼎一 2785 成王 成王 昭王 
 

成王 
 

昭王 

21 保侃母壶 9646 
 

康王 
  

成王 
 

昭王 

22 麦方尊 6015 康王 康王 昭王 康王 康王 
 

昭王 

23 高卣盖 5431 
  

康王 
    

24 (十八年)靜方鼎 新 1795 
     

昭王 昭王 

25 作册睘卣 5407 成王 成王 昭王 昭王 康王 昭王前后 昭王 

26 盂卣 5399 昭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27 宜侯夨簋 4320 
 

成王 康王 康王 康王 康王 康王 

28 
静簋 4273 穆王 成康 穆王 穆王 穆王 穆王前后 穆王 

静卣 5408 穆王 成康 穆王 穆王 穆王 
 

穆王 

29 燮簋 4046 
 

懿王 康王 
    

30 伯晨鼎 2816 厉王 
  

孝王 
  

晚期 

31 遣卣、尊 5402、5992 成王 成王 昭王 昭王 康王 昭王前后 昭王 

32 尸臣鼎 汉书 
       

33 廿二年庚嬴鼎 2748 康王 康王 穆王 康王 穆王 康王前后 穆王 

37 友簋 4194 
 

昭王 穆王 
   

中期 

36 四月敔簋 4166 
 

康王 懿王 厉王 
   

38 老簋 新 1875 
       

35 六月大簋 4165 
       

34 庚嬴卣 5426 康王 康王 穆王 康王 穆王 早期后段 穆王 

39 吕方鼎 6015 穆王 
 

穆王 穆王 穆王 
 

穆王 

40 伯唐父鼎 新 698 
     

昭穆 
 

41 十四祀段簋 4208 昭王 
  

懿王 穆共 中期前段 
 

42 寓鼎 2756 
 

昭王 
 

中期 穆王 
 

穆王 

43 免卣、尊 5418、6006 懿王 懿王 穆王 懿王 懿王 
 

中期 

44 十月敔簋 4323 夷王 孝王 懿王 厉王 夷王 
 

厉王 

45 十二年走簋 4244 共王 共王 共王 共王 懿王 共王前后 厉王 

46 长甶盉 9455  穆王 穆王 穆王 穆王 穆王 共王 

47 二祀趩觯 6516 孝王 懿王  懿王 孝王 孝王前后 懿王 

48 四年 盨 4462   懿王 孝王 懿王 孝王前后 夷王 

49 十一年师嫠簋 4324 宣王 孝王  夷王 厉王 厉王前后 宣王 

50 十三年 壶 9724   懿王 孝王 孝王 孝王前后 厉王 

51 卅年虎簋盖 新 633       夷王 

52 曶壶盖 9728 孝王  穆王 孝王   晚期 

53 僰马盘 古代文明研究通讯 34        

54 豆闭簋 4276 共王 共王 共王 共懿 共王 共懿时期 中期 

55 簋 4266 穆王   穆王   夷王 

56 师奎父鼎 2813 共王 共王 共王 共王 共王 共王前后 夷王 

57 师毛父簋 4196 共王 共王 共王 共懿 共王  中期 

58 扬簋 4294 厉王 懿王  懿王 懿王  夷王 

59 辅师嫠簋 4286  懿王 穆王 夷王 夷王 中期 厉王 

60 免簋 4240 懿王 懿王 穆王 懿王 懿王  中期 



 

序号 器名 著录号 郭沫若 陈梦家 唐兰 马承源 刘启益 王世民等 彭裕商 

61 十五年趞曹鼎 2784 共王 共王  共王 共王 共王 懿王 

62 十六年士山盘 新 1555        

63 元年师颍簋 4312 厉王 
   

夷王 
  

64 二祀吴方彝盖 9898 共王 共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懿王前后 厉王 

65 六年宰兽簋 新 663 
     

孝王前后 厉王 

66 十三年望簋 4272 共王 共王 共王 共王 懿王 
 

夷王 

67 廿年休盘 10170 宣王 夷王 
 

共王 懿王 共王前后 厉王 

68 廿七年裘卫簋 4256 
  

穆王 穆王 穆王 穆王前后 夷王 

69 廿七年伊簋 4287 厉王 夷王 厉王 共王 
 

厉王前后 宣王 

70 廿八年䖐簋 考古与文物 2012.3 
       

71 殷簋 新 840 
       

72 救簋盖 4243 
    

懿王 
  

73 盠方尊、方彝 6013、9900 
 

共王 懿王 孝王 共王 懿孝时期 懿王 

74 利鼎 2804 
 

共王 共王 共王 穆王 
 

夷王 

75 元年师虎簋 4316 共王 共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懿王前后 厉王 

76 二年王臣簋 4268 
   

懿王 懿王 孝王前后 厉王 

77 七年趞曹鼎 2783 共王 
 

共王 共王 共王 共王 懿王 

78 簋盖 4255 宣王 共王 共王 孝王 共王 
 

孝夷 

79 同簋 4270 懿王 孝王 共王 共懿 共懿 
 

厉王 

80 元年师 簋 4279 
 

懿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夷王前后 厉王 

81 元年蔡簋 4340 夷王 懿王 懿王 夷王 懿王 
 

厉王 

82 三年师晨鼎 2817 厉王 懿王 懿王 孝王 懿王 
 

夷王 

83 三年师俞簋盖 4277 厉王 懿王 懿王 孝王 懿王 
 

夷王 

84 寏盘 首阳吉金 
       

85 善鼎 2820 穆王 
 

穆王 中期 
  

中期 

86 元年郃盌簋 4197 
  

孝王 昭王 
   

87 吕服余盘 10169 
      

晚前 

88 应侯见工钟 107 
   

共懿 共懿 共王前后 厉王 

89 何簋 4202 厉王 孝王 厉王 厉王 厉王 
 

厉王 

90 康鼎 2786 懿王 孝王 共王 厉王 
 

晚期前段 厉王 

91 即簋 4250 
   

懿王 懿王 
 

夷王 

92 害簋 4258 
 

孝王 
  

孝王 
  

93 南季鼎 2781 夷王 懿王  懿王 共懿  夷王 

94 卫簋 4209    共王 共王 共王前后 夷王 

95 𠧩鼎 小校 3.22        

96 元年师酉簋 4288 懿王 孝王 共王 共王 厉王 晚期 晚期 

97 元年师兑簋 4274 幽王 孝王  孝王 共和 厉王前后 宣王 

98 二年 簋 4296 幽王   厉王 宣王 厉王前后 宣王 

99 三年师兑簋 4318 幽王 孝王  孝王 共和 厉王前后 宣王 

100 五年谏簋 4285 厉王 懿王 懿王 孝王 懿王 孝王前后 夷王 

101 七年师兑簋 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        

102 七年牧簋 4343 共王 共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厉前后 厉王 

103 十二年太师虘簋 4251  懿王 懿王 夷王 懿王 孝王前后 夷王 

104 十九年 鼎 2815  夷王  厉王 宣王 宣王前后 宣王 

105 廿四年 簋 中国历史文物 2006.3        

106 廿又八年㝨鼎、盘 2819、10172 厉王  厉王 厉王 厉王 厉王前后 宣王 

107 南宫柳鼎 2805  孝王 厉王 厉王 夷王 晚期前段 厉王 



 

序号 器名 著录号 郭沫若 陈梦家 唐兰 马承源 刘启益 王世民等 彭裕商 

108 大克鼎 2836 厉王 夷王 厉王 孝王 宣王  宣王 

109 卅七年善夫山鼎 2825  夷王  宣王 宣王 宣王 宣王 

110 卌二年逨鼎 新 746        

111 卌二年逨鼎 新 746        

112 元年师 簋 4311 厉王 孝王 孝王 夷王 共和 夷厉前后 宣王 

113 公臣簋 4184   厉王 厉王 厉王  厉王 

114 几父壶 9721  孝王  孝王  中期后段 厉后 

115 鲁武公金版册命 光绪嘉祥县志        

116 廿三年微 鼎 2790 厉王 夷王  孝王 宣王  宣王 

117 二十三年小克鼎 2802 厉王 夷王 厉王 孝王 宣王 夷厉 宣王 

118 逨钟 新 772        

119 梁其钟 187、188  夷王 厉王 夷厉  晚期前段 厉王 

120 申簋盖 4267    共懿 共王  厉王 

121 簋 雪斋论文二集        

122 楚簋 4246    共懿   厉王 

123 师 簋盖 4283  共王 共王 共懿 懿王 共王前后 厉王 

124 师道簋 新 1394       厉初 

125 弭叔师察簋 4253  懿王 穆王 懿孝 孝王 懿孝时期 厉王 

126 弭伯师耤簋 4257  懿王  懿孝 孝王 共王前后 厉王 

127 无叀鼎 2814 宣王  宣王 宣王 宣王 宣王前后 宣王 

128 十七年此鼎 2821   宣王 厉王 宣王  宣王 

129 卅三年晋侯苏钟 新 870-885     宣王 厉王 宣王 

130 三年颂鼎、簋、壶 2827、4332、9732 共王 夷王 夷王 宣王 厉王 厉王前后 厉宣 

注：表中括号内纯数字为《殷周金文集成》器号。 

表中书刊杂志简称如下： 

新：《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形汇编》 

小校：《小校经阁金石拓本》 

下同。 

 

 
表十、册命铭文相同或相邻纪年历日不合表 

 

序号 王年 器名 历日 
日干支 

序号 
器名 历日 

日干支 

序号 

1 元年 元年师虎簋 隹元年六月既望甲戌 11 元年师 簋 隹元年九月既望丁亥 24 

2 二年 二祀吴方彝 盖隹二月初吉丁亥 24 二年王臣簋 隹二年三月初吉庚寅 27 

3 十三年 十三年望簋 唯王十有三年六月初吉戊戌 35 十三年无㠱簋 隹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 39 

4 十九～廿年 廿年休盘 隹廿年正月既望甲戌 11 十九年 鼎 隹十又九年亖月既望辛卯 28 

5 
廿四～八年 

廿七年伊簋 隹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 24 廿四年 簋 隹廿又四年九月既望庚寅 
27 

6 廿七年卫簋 隹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 35 廿八年㝨盘 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 

7 

二～四年 

三年师晨鼎 隹三年三月初吉甲戌 

11 

二年 簋 隹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24 三年师兑簋 隹三年二月初吉丁亥 

8 三年师俞簋盖 隹三年三月初吉甲戌 
四祀师酉鼎 隹王四祀九月初吉丁亥 

9 三年 三年颂鼎壶簋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11 鲁武公金版册命 惟王三年丙子十月望己巳 6 
 



 

表十一、推定西周王年的历日支点表 
 

序号 王世 器名 著录号 历日 

1 

康王 
(十八年)静方鼎 新 1795 

隹七月甲子 

2 八月初吉庚申 

3 月既朢丁丑 

4 廿二年庚嬴鼎 2748 隹廿又二年亖月既望己酉 

5 昭王 十二年走簋 4244 隹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朢庚寅 

6 

穆王 

二祀趩尊 6516 隹三月初吉乙卯 

7 三年达盨盖 新 692 隹三年五月既生霸壬寅 

8 四年 盨 4462 隹亖年二月既生霸戊戌 

9 十一年师嫠簋 4324 隹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 

10 十三年 壶 9724 隹十又三年九月初吉戊寅 

11 卅年虎簋盖 新 633 隹卅年亖月初吉甲戌 

12 

共王 

元年师颍簋 4312 隹元年九月既望丁亥 

13 二祀吴方彝盖 9898 隹二月初吉丁亥…隹王二祀。 

14 六年宰兽簋 新 663 唯六年二月初吉甲戌 

15 十三年望簋 4272 隹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 

16 十六年士山盘 新 1555 隹王十又六年九月即生霸甲申 

17 廿年休盘 10170 隹廿年正月既朢甲戌 

18 廿七年伊簋 4256 隹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朢丁亥 

19 廿七年卫簋 4287 隹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 

20 廿八年䖐簋 考古与文物 2012.3 隹廿八年正月既生霸丁卯 

21 
懿王 

元年师虎簋 4316 隹元年六月既朢甲戌 

22 二年王臣簋 4268 隹二年三月初吉庚寅 

23 

孝王 

元年师 簋 4279 隹王元年亖月既生霸…甲寅 

24 元年蔡簋 4340 隹元年既朢丁亥 

25 三年师晨鼎 2817 隹三年三月初吉甲戌 

26 三年师俞簋盖 4277 隹三年三月初吉甲戌 

27 夷王 元年合盌簋 4197 隹元年三月丙寅 

28 

历王 

元年师兑簋 4274 隹元年五月初吉甲寅 

29 二年 簋 4296 隹二年正月初吉…丁亥 

30 三年师兑簋 4318 隹三年二月初吉丁亥 

31 五年谏簋 4285 隹五年三月初吉庚寅 

32 七年师兑簋 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 隹七年五月初吉甲寅 

33 七年牧簋 4343 隹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 

34 十二年太师虘簋 4251 唯十又二年。正月既朢甲午 

35 十九年 鼎 2815 隹十又九年亖月既朢辛卯 

36 廿四年 簋 中国历史文物 2006.3 隹廿又亖年九月既望庚寅 

37 廿八年㝨鼎、盘 2819、10172 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 

38 卅七年善夫山鼎 2825 隹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 

39 卌二年逨鼎 新 746 隹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 

40 卌三年逨鼎 新 746 隹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 

41 共和 元年师 簋 4311 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 

42 

宣王 

二年鲁武公金版册命 光绪嘉祥县志 惟王三(二)年十月望…己巳。 

43 十七年此鼎、簋 2821 隹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 

44 卅年吴盉 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 隹卅年亖月既生霸壬午 

45 

卅三年晋侯苏钟 新 870-885 

隹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 

46 二月既死霸壬寅 

47 二月既望癸卯 

48 六月初吉戊寅 

49 庚寅 

50 幽王 三年颂鼎、壶、簋 2827、4332、9732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