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郳公■父鎛銘文補釋

李家浩

　　郳公■父鎛是近年流散的重要有銘銅器之一，周亞、董珊已有專文研究，提出了

許多好的見解。 〔１〕我擬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補充一點不成熟的意見，不妥之處，敬

請周、董兩位先生和讀者指教。

據周亞、董珊所説的有關情况，郳公■父鎛大概共有六件： 北京三件，山東一件，

香港一件，上海博物館一件，銘文相同。 周亞對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那一件郳公■父鎛

的大小、形制作了詳細介紹，並且公佈了器形照片、銘文拓片和摹本，所以我以上博郳

公■父鎛銘文爲準，並參考董珊摹本，重新把銘文釋寫於下：

王正九月元日庚午，舍（余）有融之■（曾）孫郳公■父，愓（恪）戁（勤）

大命，保朕邦家，正和朕身。乍（籍）正（征）朕寶，台（以）共（供）朝于王所。

受（授）貤（施）吉金，刑（型）鑄和（龢）鐘，敬監祼祀；乍（作）朕皇祖龏（恭）

公、皇考惠公彝，爯（稱）祼瓚，用旂（祈）壽考。子之子，孫之孫，永■ （遐）

是保。

銘文是有韻的，押韻的字：“午”“父”“家”“所”，魚部；“祀”，之部，“考”“保”，幽部，

之、幽合韻。 之、幽合韻的例子，見於《詩經》、《楚辭》等。

“融”字原文左半作《説文》“墉”字古文“■”，右半作“■”，與邾公釛鐘銘文“陸融”之

“融”和楚國簡帛文字“祝融”之“融”寫法相同或相似。 〔２〕郳是從邾國分出的一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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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亞： 《郳公鎛銘文及若干問題》，《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第３８６—３９７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２年。 董珊：
《郳公■父二器簡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出土文獻》第三輯，第

１５８—１６２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２年。

容庚： 《金文編》第８７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 滕壬生： 《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第２５０頁，湖北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國，因其都於郳而得名；爲了區别原來的邾國，又被稱爲小邾。 邾，曹姓，是祝融八姓

或陸終六子之姓之一。 邾公釛鐘銘文的“陸融”即“陸終”。 〔１〕據郭沫若等人所説，祝

融與陸終是同一個人之分化。 〔２〕 “有融”即“祝融”或“陸融”，“有”是詞頭，與“有夏”

“有熊”“有王”等之“有”同例； 〔３〕“融”是“祝融”或“陸融”的省稱。 《國語·周語上》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章：“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韋昭注：“融，祝融也。”《墨子·

非攻下》：“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這裏所説的“融”也是指“祝融”。 〔４〕

“■”字見於邾討鼎“子＝■＝永寶用”，用爲“子子孫孫”之“孫”。 按《説文》“子”字

古文作“■”，説解説“■”所從“巛”“象髮”。 如果把“■”所從“巛”寫直一點，如甲骨文

英１９１５正、合２１８８９等“■”字之形， 〔５〕再把左右兩筆下部相連，即成“■”。 那麽，

“■”爲什麽會用爲“孫”呢？ 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説文》篆文“首”作從“巛”從“■”，

“■”即古文“首”，説解説：“巛象髮，謂之鬊，鬊即巛也。”似許慎認爲“■”“首”二字所

從“巛”即“鬊”之象形。 據此，頗疑“■”與“■”是同形字，用爲“子”的“■”是象形字，

像嬰兒頭上有髮之形；用爲“孫”的“■”是形聲字，從“鬊”之象形初文“巛”得聲。 上古

音“鬊”屬書母文部，“孫”屬心母文部，二字韻部相同，聲母相近。 例如古代多借“信”

爲“伸”等， 〔６〕“信”屬心母，“伸”屬書母。

周亞據上引邾討鼎銘文“■”用爲“孫”，認爲鎛銘“■孫”應該讀爲“遜孫”，“意即

恭順的子孫”。 按周氏的説法很有道理，不過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即讀爲“曾孫”。 上

古音“孫”屬心母文部，“曾”屬精母蒸部，精、心二母都是齒頭音，蒸、文二部字音有關。

沈培有文論及蒸、文二部字音有關的問題， 〔７〕大家可以參看。 於此可見，“孫”“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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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王國維： 《邾公鐘跋》，《觀堂集林（附别集）》第三册，第８９４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１年。

郭沫若： 《金文叢考·金文所無考》，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 《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五卷，第

１１０—１１２頁，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丁山： 《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第３２１—３２２頁，上海文藝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古代神話與民族》第１６０—１６１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３年。 李家浩： 《包山竹簡所記楚先祖名及
其相關問題》，《文史》第四十二輯，第１２—１３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７年。 郭永秉： 《帝系研究———楚地出土
戰國文獻中的傳説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第１７１頁，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李瑤、孫剛： 《東周齊系
金文所見古史傳説輯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３１頁轉７３頁。

參看王引之： 《經傳釋詞》卷三，第６４—６５頁，岳麓書社１９８４年；王力： 《漢語史稿》中册，第２１９—２２０
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

參看孫詒讓： 《墨子閒詁》（孫以楷點校）上册，第１３７頁引畢沅云，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

李宗焜： 《甲骨文字編》上册，第１６９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２年。

參看高亨： 《古字通假會典》第８２—８３頁“信與伸”條，齊魯書社１９８９年；白於藍： 《戰國秦漢簡帛古書
通假字彙纂》第８５７—８５８頁“信與伸”條，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沈培： 《上博簡〈緇衣〉篇“■”字解》，饒宗頤主編： 《華學》第六輯，第６８—７４頁，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謝維揚、朱淵清主編： 《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第１３２—１３６頁，上海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字古音相近，可以通用。 秦駰玉版銘文有“有秦曾孫小子駰”之語， 〔１〕與鎛銘“有融曾

孫郳公■父”文例相似，可以參考。 此處的“曾孫”是指孫之子以下的統稱。

“愓戁大命”，周亞説義同毛公鼎“勳勤大命”、蔡侯尊“虔恭大命”；董珊將“戁”讀

爲“勤”，並引《禮記·祭統》孔悝之鼎銘“勤大命”爲證。 按周氏所説毛公鼎的“勳勤大

命”亦見於四十三年逨鼎，“勳”字原文作從“爵”從“廾”。 此字舊有不同釋讀，除周氏

釋讀爲“勳”外，還有高鴻縉據《書·盤庚上》“恪謹（勤）天命”釋讀爲“恪”。 〔２〕高氏的

釋讀雖然不一定對，但是值得注意。 按上古音“昜”屬余母（喻母四等）陽部，“各”屬見

母鐸部，古代見、余（喻母四等）二母字音有關， 〔３〕陽、鐸二部陽入對轉，頗疑“愓戁”應

該讀爲“恪勤”。 “戁”從“難”聲，據古文字字形，“難”從“堇”聲，“勤”也從“堇”聲，故二

字可以通用。

《太玄·釋》：“次六，震于廷，喪其和貞。 測曰，震于廷，和正俱亡也。”“廷”，司馬

光《集注》本作“庭”。 范望注：“貞，正也。”司馬光注：“夫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 以

德懷近則近和，以威懾遠則遠正。 今用震於庭，失其所宜，故‘和正俱亡也’。”頗疑“正

和朕身”之“正和”即“和正”的倒文，指自身而言，是端正和順的意思。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容成氏》３６號有“湯乃尃（溥）爲正乍， 〔４〕以正（征）關

市”之語，李零説“正乍”即“征籍”，是抽税的意思。 〔５〕陳斯鵬贊同此説，並引《管子》

中“正（征）籍”爲證。 〔６〕例如： 《管子·輕重甲》：“請以令獻賀、出正（征）籍者必以

金，金坐長而百倍。”又《輕重乙》：“故租籍者君之所宜得也，正（征）籍者君之所强求

也。”此外，同書《國蓄》有“租籍者所以彊求也，租税籍者所慮而請也”之語，豬飼彦博、

洪頤煊、丁士涵據《輕重乙》文字，説《國蓄》的“税籍”當作“正籍”，“正”同“征”。 郭沫

若贊同此説，説：“‘征籍’乃格外税，臨時附加，爲上所强求於民者。 税籍乃正規税（古

所謂“十一之税”），早有準備，爲民所請納於上者。” 〔７〕我認爲鎛銘“乍正”即《容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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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浩： 《秦駰玉版銘文研究》，黄德寬主編： 《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第２７８、２８４—

２８６頁，安徽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李孝定、周法高、張日昇： 《金文詁林附録》第１４６４—１４６５頁引，香港中文大學１９７７年。

參看鍾明立： 《出土文獻中部分喻四字讀如見組聲母反映了上古音的實際語音》，《古文字研究》第二十
六輯，第４４４—４４９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６年。
“尃”讀爲“溥”，從陳劍《上博楚簡〈容成氏〉與古史傳説》意見，見陳氏： 《戰國竹書論集》第７３頁，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１２８、２７８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按《容成氏》
“正乍”之“乍”，原文從“又”。

陳斯鵬： 《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第４９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郭沫若： 《管子集校》，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 《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八卷，第３３—３４頁，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正乍”的倒文，應該讀爲“籍征”。

“以供朝于王所”是承“籍征朕寶”而言的，介詞“以”後省略了賓語代詞“之”，指代

其前的“籍征朕寶”。 在銅器銘裏，類似這種省略的情况很多。 就拿周亞在談“共”讀

爲“供”時所舉的例子楚王酓肯鼎銘文“作鑄鐈鼎，以共（供）歲嘗”來説，“以供歲嘗”即

“以之供歲嘗”的省略説法。 據文獻記載，諸侯國君朝周天子，要向周天子貢獻方物。

“籍征朕寶”，説的當是郳公■父朝聘周王所貢獻的方物。 《周禮·秋官·大行人》説

九州之外之番國朝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可以參考。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經》記有“公朝于王所”，杜預注用《公羊傳》、《穀梁傳》義，

謂當時周王在踐土，不在京師，故曰“王所”。 其實“王所”的意思是説周王的處所，跟

周王在外無關。 鎛銘的“王所”當指周王處所所在地京師，位於今天河南省的洛陽。

“受貤吉金”之“貤”，周亞説讀爲“施”，是予、賜義，甚是。 按古代授、受不分，授受

之“授”也作“受”。 疑“貤”前之“受”應該讀爲“授”。 “授施”都是賜予的意思，當是同

義連詞，猶敔簋“王蔑敔曆，使尹氏受（授）釐敔圭瓚、□貝五十朋”之“授釐”。 〔１〕此句

承前省略了主語“王”。

“作朕皇祖恭公、皇考惠公彝”之“彝”，當指彝器。 兩周銅器銘文所説的彝器分爲

“■彝”“宗彝”。 據學者研究，“宗彝”指酒器，“■彝”指烹煮及盛食之器。 〔２〕從鎛銘

來看，是爲皇祖、皇考作的祭器，此“彝”當是“宗彝”，指酒器。 在流散的郳公■父銅器

中，還有一件鴨形容器。 〔３〕此器是盛酒用的，大概屬於鎛銘所説的彝器中的一種。

周亞在討論銘文“型鑄龢鐘，敬監祼祀”時，曾引到邾公華鐘銘文“鑄其龢鐘，以卹

其祭祀”和邾公釛鐘銘文“作厥龢鐘，用敬卹盟祀”。 這種用法的“卹”是敬的意思。 〔４〕

將“敬監祼祀”與“卹其祭祀”“敬卹盟祀”比較，不難看出“監”與“卹”相當，其義應該相

同或相近。 上古音“監”屬見母談部，“虔”屬群母元部。 見、群二母都是喉音，可以相

通。 即以諧聲字爲例，如從見母“九”“居”得聲的“仇”“腒”等字屬群母，從群母“巨”

“具”得聲的“柜”“俱”等字屬見母。 談、元二部字音有關。 黄侃《談添盇帖分四部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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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大雅·江漢》“釐爾圭瓚”，毛傳：“釐，賜也。”參看廖序東： 《金文中的同義並列複合詞》，《廖序東
語言學論文集》第７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４年。

陳夢家： 《西周銅器斷代（三）》，《考古學報》１９５６年第１期，第６７—７３頁；《西周銅器斷代》第７９—８１
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 張政烺： 《周厲王胡簋釋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第１１０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０
年；《張政烺文集》第５３５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 李家浩： 《夫■申鼎、自余鐘與■子受鐘銘文研究》，黄
德寬主編： 《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第３１—３２頁，安徽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董珊： 《郳公■父二器簡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出土文獻》第三輯，

第１６２頁。

參看楊懷源： 《西周金文辭彙研究》第１５２頁，巴蜀書社２００７年。



一文曾舉了一些談、元二部相通的例子，大家可以參看， 〔１〕我在這裏只舉跟“監”“虔”

二字有關的例子。 《説文》 “監”字的古文作 “■”，宋保 《諧聲補逸》説 “■”從 “言”

聲， 〔２〕可從。 “言”屬元部。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席……後右端之銘曰： 所監不

遠，視邇所代。”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武王踐阼》７號“監”作“諫”， 〔３〕“諫”屬元部。

衛悼公的名字，《史記》的《六國年表》、《衛康叔世家》作“黔”，《吕氏春秋·慎小》作

“黚”，高誘注和《左傳》哀公二十六年孔穎達疏引《衛康叔世家》亦作“黚”，《世本》作

“虔”， 〔４〕“黔”屬侵部，“黚”屬談部。 據此，頗疑“敬監”應該讀爲 “敬虔”。 《詩·商

頌·殷武》毛傳：“虔，敬也。”■鐘：“今■夙夕虔敬卹厥尸事。”吴王光鑑：“往已（矣）叔

姬，虔敬乃后，子孫勿忘。”“敬虔”即“虔敬”的倒文。

“永■是保”之“■”，當從“古”得聲。 “古”“叚”二字古音相近，可以通用。 例如

《詩·大雅·旱麓》“遐不作人”，《潛夫論·德化》引“遐”作“胡”。 頗疑此字應該讀爲

“遐”，是久遠的意思。 《詩·小雅·鴛鴦》“宜其遐福”，鄭玄箋：“遐，遠也。”朱熹注：

“遐，遠也，久也。”

根據以上所説，銘文的脈絡十分清楚，它是以 “以供朝于王所”爲中心展開的。

“王正九月元日庚午”，説的是作器的時間；“余有融之曾孫郳公■父”，説的是作器者

是祝融之後；“恪勤大命，保朕邦家，正和朕身”，説的是作器者朝王的原因；“籍征朕

寶”，説的是朝王的納貢；“授施吉金”至“用祈壽考”，説的是朝王時所得的賞賜和用所

得的賞賜吉金鑄作龢鐘和彝器，龢鐘用來“敬懍祼祀”，彝器用來“祈壽考”；“子之子，

孫之孫，永遐是保”是套語，説的是後人要永遠保護此重器。

周亞、董珊都曾指出，■父之父“惠公”見於《左傳》莊公五年孔穎達疏引杜預《世

族譜》，他是穆公之孫，穆公、恭公、惠公、■父爲祖孫四代。 《左傳》襄公七年、昭公三

年和十七年分别記有“小邾穆公來朝”。 鎛銘不僅記有惠公之父恭公、之子■父，而且

還記有■父“朝于王所”，彌補了文獻記載之不足，對於研究小邾的歷史，十分珍貴。

２０１３年９月中旬

（李家浩　安徽大學中文系；出土文獻與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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郳公■父鎛銘文補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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