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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金文集成》１１３５０号郾王 戈铭文考释

陆东辉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要：《殷周金文集成》收录的１１３５０号郾王 戈是郾君戈兵器中铭文较为完整的一款戈兵器。在戈的正

面刻有郾君兵器的一般体例性铭文，即郾君名（ ）→授予意义的动词（受）→配属对象（形议）→戈名

（
)

），戈的背面还刻有兵器的主办者右工尹“青”和兵器的实际制造者“竖”。整个戈铭文可释为：燕王

监制，由右工尹青主办、工匠竖为仪仗队制造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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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周金文集成》１１３５０号郾王 戈（见图１）中

的这几个字考释为：郾王 受，行议
)

，右攻（工）

（尹）青，其攻竖。

这张铭文选自《殷周金文集成》（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１９８４—１９９４）的第１１３５０号戈，由
于出土较早，其具体出土时间不详。

战国时期燕国文字品类丰富，种类齐全，包括铜

器文字、兵器文字、货币文字、玺印文字和陶器文字

等。这其中，兵器铭文的数量堪称战国列国之首，其

主要有戈、矛、剑三个品类，戈数量最多，尤其是郾君

监制的戈更是难以数计。这些都是研究燕国文字、

历史等极为可贵的实物材料。根据以往的研究，燕

国兵器铭文的基本格式可以概括为“国君名—制造

或授予意义的动词—配属对象—兵器名”。例如：

１郾侯 乍右军
*

；２郾侯
+

乍 萃
)*

；３郾



王职乍 萃锯；４郾王戎人乍 锯。

郾君戈铭文一般都很短，且常铸刻在戈的正面。

根据战国郾君戈铭文释读通例，其释读皆从左起一行

读起，如果文字较多，那么戈的两面都会有铸字，但反

面都是右起读起，而且内容多为主办者和制造者。

燕国兵器铭文中，有少数刻有二级或三级督造

者名。三级为燕王某，工尹，工；二级仅有工尹与工。

燕国兵器铭文多是铸铭，不记一般监造者与工名，仅

标明燕国君之名，即以国君之名为器主。

下面对图１中的每一个字逐一释读（括号内的
字为铭文上的字的截图）：

１．“郾”（ ）字。郾指北燕，从出土的青铜器

铭文来看，“郾”字在西周早期作“ ”形，如： （

侯）、 （复尊）、 （侯旨鼎）、 （伯?）、

（侯盂）、 （堇鼎）等形；后期作“”，如：

（克鼎）、 （公?）等形；战国时加邑旁作

“郾”，如： （郾王职戈）、 （中山王方壶）等形。

《说文解字》：郾，颍川县（今河南许昌市）。从

邑、声。指的是地名。郾，《尔雅·释鸟》：“郾，凤

也，其雌黄。”“凤，一名郾。”古时，郾与燕是同音字。

古郾国把凤作为图腾，凤与燕后来混同，改名为燕国。

此外，还有几种关于“郾”与“燕”关系的说法，

一种是：“郾”字是由“堤堰”的“堰”和“城郭”的

“郭”合并简写而形成，音同“燕，掩”，即高筑的燕窝

防水淹。因为郾城地处平原，地势低洼，自古频发水

灾，特别是秦汉以前，十年有九年被淹，郾城这个地

方也被称为“淹”，含有“淹”之意。因人们忌讳水

灾，就把三点水去掉了，商朝时，郾城就被叫作

“奄”。秦汉以后更是加强了城建和治水力度，加固

了河堤，筑起了城郭，郾城西关河堤上的镇河铁牛就

是当时加固河堤的一个见证。后来，把郾城围起来，

就像一个燕窝，所以叫“燕”。［１］

还有一种说法是：“郾”形声字，从邑、声。燕

国之“燕”，刻铭均作“”或“郾”，无作“燕”者。从

字形上看：郾，左边是，右边是阝。汉字中，凡带阝

的汉字，多与都城有关，如郑、邓、郾等。郾表示一个

古代的都城。字，由一个匣状的匚包着
,

组成。

,

字上面的日，指太阳，是帝王、男性的象征，下面的

女是温柔恭顺的女子。一个太阳一样伟大、帝王一

样威武的男性，领着恭顺的女妃，过着悠游自在的生

活，酒香飘飘，阵阵笙歌。汉字中，直接由
,

构成的

汉字有两个———宴和，它们表示的意义由
,

决定，

都是美好的意思。郾字外围的匚，像匣状的掩体，它

将美好的
,

包在其中，表示一个帝王隐退，带着女宾

家眷，过着安定和乐的隐退生活。最后，与阝结

合，构成郾字，表示一个都城，一个帝王（或帝王级

的人）退休后悠游自在过日子的都城。［２］

从历史上看：秦为什么把“郾国”改名为“燕

国”？史书记载，皋陶长子伯翳为舜养马有功，于是赐

姓嬴，即秦始皇嬴政的始祖；皋陶次子仲甄被封到郾，

成为郾国始祖。“嬴”与“郾”同祖同宗，且对于这两

个字，秦人发音相同，加之郾国已经迁徙到了燕山之

地，秦既灭郾，为避其先世讳，故将“郾”易名为“燕”。

武王灭商，封召公于郾，成为郾国始祖；秦灭郾，统

一六国，改“郾国”为“燕国”，这是无可争议的史实。但

是对于燕国的始封地在哪里，郾国为什么改名为燕国，

学界认识还不一。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认为，郾国始

封地应在河南省郾城县，而其都城则在郾城县召陵镇。

傅斯年还考证：“燕即本作郾，则与今河南之郾城

有无关系，此可注意者。在汉世，郾县与召陵县虽分属

颍川汝南二郡，然土壤密迩，今郾城县实括故郾召陵二

县境。近年郾城出许冲墓，则所谓召陵万岁里之许冲，

固居今郾城治境中。曰郾曰召，不为孤证，其为召公初

封之燕无疑也。”［３］召公与召陵共用“召”字，召陵又曾

隶属郾城，燕国过去又与郾国同名，这绝非历史巧合。

甲骨文中就有“燕”字，当时已有“燕山”之名，为

什么要写“令克侯于‘’”而不是“令克侯于‘燕’”呢？

再看１９９７年７月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发掘出的
郾王职剑，以及众多的郾侯戈、郾侯载戈、郾王戎人戈

……再到燕国最后一个国君的郾王喜剑、郾王喜矛，燕

国金石铭文，皆用“”或“郾”。截至目前，没有发现任

何证据证明燕国之地在周之前有叫“”或“郾”的方

国，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郾国灭国之前“郾”字与

“燕”字通假。由此可知，“令克侯于”的克在北京

出土，只能证明国后来确实迁徙到了现在的北京，而

不能证明燕国的始封地国就在北京。

２．“王”（ ）是名义上的监造者，背面的“工

尹”是主办者，“工”是制造者。

３．“ ”（ ）字。郾王 （形声字，从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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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主流观点认为是燕王哙，言、口意符替换，会、
-

音近，燕王哙五年（前３１６年）“禅让”君位于相国子
之，遂引发太子平与将军市的叛乱，继而招致齐宣王

武装干涉，最后齐军打败了燕国。子之和王哙死于

此役，从此燕国实力大减。

旧不识，《说文解字》中没有收录这个字。李

学勤、郑绍宗在《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有铭青铜

器》一文中疑 为“谔”字之省，并指出陈梦家在

《六国纪年》中说“王 ”即“王哙”，即《燕世家》易

王之子“哙”，是没有根据的。［４］（陈梦家在《六国纪

年》指出 即哙。［５］）何琳仪认为， 乃鬎之异文，

语根均为“
-

”。“
-

”与“元”声近。《尔雅·释

草》：“萑，芄兰。”《说文解字》芄兰，莞也。是其佐

证，而“会”与“完”是月元阴阳对转。《诗经·卫

风·淇奥》“会弁如星”，《吕氏春秋·上农》注引作

“冠弁如星”，是其佐证。然则“哙”、 一声之

转。［６］此字疑从言、
-

声，或即古字鬎字，今作喧。

《说文解字》：“
-

，惊呼也……读若鬎。”另一种可

能，
-

为 之省，从言， 省声，即嚣字异文。《
.

文》：

“嚣，声也……嚣或省。”郾王 到底是哪一位燕王

呢？据１９７３年河北易县燕下都第二十三号遗址出土
１０８件铜戈，其中９３件有王名，所涉及的燕王共四人：

职、戎人、 、喜。从铭文上的用字情况来看，职和戎

人多用“作”（共６５例，６４例用“作”，１例用“授”），而

和喜则多用“授”（共２８例，２６例用“授”，２例用

“作”）。我们根据用语习惯上的雷同，似可表明 和

喜是世代相近的两王，喜是燕王喜，已成定论，那么

则很可能就是喜的父亲燕孝王。［７］６５
/

盛璋认为，

王 必在燕昭王之后，王喜之前。［８］据《燕世家》记

载，在此二王之间的有惠王（七年）、武成王（十四

年）、孝王（三年），他们在位期间均制造了许多兵器，

仅１９７５年在燕下都２３号遗址一次就出土了１９件郾

王 兵器铭文，而孝王及惠王在位年数均少，故以武

成王较为合适。然而以兵器的数量作为根据来推测

战国时代实际兵器的数量，其类推理由显然是不够充

分的，所以要想证明“郾王 ”就是“武成王”我们还

需要更多的证据。限于目前研究材料不足，各学者对

“郾王 ”到底为哪一位郾王还不能得到统一的认

识，“ ”字到底为何字尚难以解释。

４．“受”（ ）字。 即“ ”字，从心，受省声，

释为“授”。燕兵铭中表铸造义之常见动词，是义之

“授”鲜见于他系兵铭，应该是燕国方言。有的专家

认为该字通“造”，是缺乏根据的。汤余惠认为该字

应该隶定为“ ”，从心从受省，或即“ ”的古文，读

为“授”，表示颁发，授予。［９］胡长春也隶作“ ”，与

汤余惠观点一致。［１０］曾四美认为：这个字应该从胡

长春释为“ ”，认为“ ”在铭文中读为“造”。［１１］

《说文解字》：“造，就也。从辶告声。“造”字在

两周时期的异体字较多（以下字形均来源于季旭升

《说文新证》，１２１页）： （周早·
0

方彝）、 （周早

·?□父卣）、 （周中· 簋）、 （周晚·师同

鼎）、 （周晚·颂鼎）、 （周晚·颂鼎）、 （周

晚·颂簋）、 （周晚·颂簋）、 （春秋早·曹公子

戈）、 （春秋晚·申鼎）、 （齐·高密戈）。

从字形上看，这些“造”字字形与图１中的“ ”

字形差异甚大，所以“ ”字不应释为“造”。“ ”既

不为“造”字当为何字呢？我们还要再回到原始的

字形上去观察。此字下部为“心”字清晰可辨，上部

“舟”形与“爪”形交错在一起，整个字形当为从爪从

舟从心的“ ”字，也即“ ”字，《说文解字》谓：

“受，相付也。从 ，舟省声。”这与前文汤余惠、胡

长春、曾四美等观点也是统一的。此外，朱德熙在考

释重金铭文第七字时曾指出：“此字作‘ ’，前人

无释，今按是‘受’字。”［１２］吴振武接着朱先生的研

究指出，不管是重金铭文中的“ ”字还是盱眙南

窑铜壶和重金方壶中的“ ”字都是“受”的省形字，

比如平安君鼎铭文中的“受”字就是作“ ”形。［１３］

其实不管是“ ”还是“ ”形，都当为“ ”（ ）字

之变形，表示颁发或授予意。这在战国时期其他国

家的兵器铭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比如秦国“武库

受属邦”即是此意。

总的来说，铸造义的动词置于“燕王”名之后，

类似秦兵铭之“尊者主造”的格式。

５．“行议”读为“行仪”，为仪仗队的名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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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解字》：“行，人之步趋也。从彳，从亍。凡行之属

皆从行。”由此可见，“行”本义是人走路，亦可以引

申为一种步兵队伍，如《左传·昭公元年》：“将战，

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以什共车必克。困

诸?，又克。皆请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

为三伍。”［１４］议，《说文解字》：“语也。从言、义，义

亦声。”即威仪之形。所谓“行议”当是一种步兵仪

仗队伍的名称。

６．“
)

”（ ）：兵器名。《说文解字》中没有这个

字。“
)

”形声字，从金、癸声，同“蝞”，即文献之蝞。

《玉篇·金部》：“
)

，与蝞同。”《集韵·至韵》：“蝞，

《字林》‘兵也’。或从金。”《尚书·顾命》：“一人冕，

执蝞，立于东垂；一人冕，执瞿，立于西垂。”孔安国传：

“蝞、瞿，皆戟属。”石永士在《郾王铜兵器研究》一文

中称：
)

、
*

、锯是根据官职等级的高低和职掌权限的

不同而使用的。行政以上的官职使用的戈称“
)

”，

行政以下称戈为
*

，燕王的侍卫徒御称戈为锯。［１５］

７．右攻 青：“攻 ”即“工尹”，主作器之官。

《左传·文公十年》：“王为使工尹。”郑注：“掌百工

之官也。”燕兵铭之完整形式“郾王 ＋工尹 ＋工”三
级，与秦、三晋兵铭之“主造者（相邦、令）＋工师 ＋
冶／工”三级相比照，知工尹即相当于后者之“工
师”，乃负责作器事务的中层管理人员。工尹分置

左右，亦合古代职官之常态。青，右工尹名，《人名

编》见收工尹，相当于三晋的工师，主造器物者。

攻，郾国铭刻中的“工”多作“攻”，与三晋的“冶”秦

国文字的“工”相当，是器物的实际制造者。

关于“右”（ ）字，《说文解字注》：“右，助也。

从口又。又者手也。手不足。以口助之。故曰助也。

今人以左右为
1

又字。则又制佐佑为左右字。于救

切。古音在一部。”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字源》（２２０
页）指出：“由于许慎没有见过甲骨文，他这种解释是

不对的，‘口’在字形演变过程中，常常作为装饰符号

或者区别符号，与口舌之‘口’无关。‘右’字是在

‘又’字上加区别符号‘口’来分承‘又’的左右之义。”

关于“攻”（ ）字，《说文解字》：“击也。考工

记攻木、攻皮、攻金注曰。攻犹治也。此引伸之义。

从攴。工声。”这里的“攻”应该是“工”字。段玉裁

的《说文解字注》中说：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凡

工之属皆从工。我们这里的这个“攻”就是工之属，

工是声符。汤余惠先生在他的《战国铭文选》中也

指出：攻，燕国铭刻中的“工”多作“攻”，与三晋的

“冶”秦国文字的“工”相当 ，是器物的实际制

造者。［７］６６

“尹”（ ）字虽然写法比较特殊，可是大家对它

的认读却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其字形还是比较特殊

的。何琳仪的《战国古文字典》（１３３５页和１３３６页）

则把“尹”和“ ”字分开记录，并且指出“ ”是从肉、

月声，燕器名，读尹，官名。也可能是指姓，与尹无差，

字形有： ， 等。在汤余惠的《战国文字编》（１８０

页）中则把两种字形都作为“尹”的异体字，而在李学

勤先生主编的《字源》（２２２页）中则只收录了“尹”
字，而且说明了它的源流关系（见图２）：

并指出其为会意字，表示以手持笔，是“以手持笔会

治事之义”。《字源》认为：“《说文解字》：尹，治也，

从又从丿，握事者也。现在人们对尹的认识并没有

高出许慎多少，而且多属于猜测，尹字发展都春秋为

了追求字形的圆转对称，已经看不出以手持物的样

子了”。［１６］２２２这种观点和何琳仪对“尹”字的解释是

一致的。另外笔者同意汤余惠的观点，认为可以把

它们归为异体字。

“青”（ ）《说文解字》：东方色也。木生火。

从生、丹。丹青之信言象然。凡青之属皆从青。本

来是一种颜色，这里是人名。

８．“其”（ ）攻竖或者有的为“其攻众”，其代指

工尹，攻为“工”。众、竖为工名，《人名编》均见收。

根据《战国文字编》，“丌”（２９８页）字的写法有以

下种类： （楚·包山７）、 （三晋·货系１６０５）、

（三晋·中山圆壶）、 （齐·玺０２５３）、

（楚·郭店·老甲２３）、 （楚·郭店·老甲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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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雍王戈）、 （燕·子禾子釜）。

这些字形跟“其”的甲骨文 、小篆 均有较大

差异，而小篆出现得更晚，显然是两者的合并。战国

文字中的“其”有“丌”“亓”两种写法，这是由于笔画

数量的增减构成的异写字，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李

学勤先生主编的《字源》（４０７页、４０８页）分别收录了
这两种字形，并且指出“亓”是“其”的简化字，它们属

于“异体并行，音义相同”；睡虎地秦简《日书》１１０８
载：“丙丁死者，其西受?，亓女子也。”“其”“亓”二形

见于同一简，今本《墨子》亓字很多，与其通用无别。

据亓宏刚考证，“亓”字的产生、演变源远流长，最早当

由“丌”字衍生而来。他指出：“汉代许慎《说文解字

·丌部》：‘丌，下基也，荐物之丌，象形。凡丌之属皆

从亓。读若箕同。’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平

而有足，可以荐物。’‘荐’古指祭祀时，献牲祭品。丌

即指古代放置祭品的祭器。《说文解字注》又曰：‘字

亦作亓。’古多用为今渠之切之其。段玉裁《说文解

字注》谓丌、亓为‘其’之古字。宋代丁度《集韵》：

‘其，古作丌’。《康熙字典》其条下谓：‘古文丌、亓。

查古今书证丌与亓最早见于先秦古文献，方述鑫撰《甲

骨金文字典·丌条》：反臣丌宗主。’汪仁寿《金石大字

典》丌条下引亓字见于《古泉汇》。此外，先秦古证还有

《穆天子传》：‘赤鸟之人丌。’《墨子·公孟》：‘是犹命

人葆，而去亓冠。’至两汉时期，其字古文丌、亓则多出

现于金石碑文之中，如《泰山都尉孔庙碑》：‘於亓时雍，

抚兹岱方。’”［１７］事实上，在秦汉以后，“其”字就逐渐代

替了“丌”“亓”二字，成为我们今天通用的“其”字。

“亓”为什么会和甲骨文有这么大的差异，《字

源》对此是这么解释的：“其”在甲骨文中只有字形

“ ”（《甲骨文编》，２０５页），早在殷周后期它的下

面就有加一横作为饰笔的写法，如“ ”（《金文编》，

３０３页）到了西周时代，下面又加了两个断开的小横

“ ”，后来逐渐竖起来“ ”（《金文编》，３０３－３０７

页），到了战国时期，其字的变异写法更多，有的就

是只取其下半部分，就是两部分合在一起，并且一直

演化到现在的“其”字。［１６］４０７

９．“竖”（ ）是人名，在《人名编》里就有，写法

也比较传统，跟小篆相比少了一个“又”字，这只是

“竖”的一种异体写法。

最后，把这片铭文总的意思翻译为：郾王 监

制，由右工尹青主办、工匠竖为仪仗队制造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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