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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容庚編的《金文編》1，是研究古文字者普遍使用的金文字形字典。其書〈附

錄上〉和〈附錄下〉所列的圖形和部分字形，多見於殷周金文中的族氏徽號。而

對這些族氏徽號，早年由郭沫若提出「族徽」之名，他的看法是： 

 

余謂此等圖形文字乃古代國族之名號，蓋所謂「圖騰」之孑遺或轉變也。2 

 

郭沫若反對早期「文字畫」3的說法，郭氏認為「文字畫」是文字形成前的階段，

為原始民族在未有文字前用來表意的符徵，而殷文化已有完整的文字系統，不可

視同等級。而郭氏稱「圖形文字」，故將其視為具有文字的性質。郭氏在此篇文

章的結論說道： 

 

凡圖形文字之作鳥獸蟲魚之形者必係古代民族之圖騰或其孑遺，其非鳥獸

蟲魚之形者乃圖騰之轉變，蓋已有相當進展之文化，而脫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

也。4 

 

    郭氏認為圖形文字有作鳥獸蟲魚之形者，乃圖畫性的部分；但也有非鳥獸蟲

                                                
1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11月初版七刷。 
2 郭沫若：〈殷彝銘中圖形文字之一解〉，《郭沫若全集》第四卷，頁 16，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年 10月初版一刷。 
3 沈兼士提出，六書文字之前，應有一段為文字的起源，稱為「文字畫時期」，即今所謂殷商鐘
鼎中之「圖形」。沈兼士：〈從古器款識上推尋六書以前之文字畫〉，《輔仁學誌》一卷一號，1927
年。 
4 同上註，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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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之形，已呈線條化者，這類亦非少數。此番話點出了族徽的特性，究竟族徽是

圖畫？還是文字？這也是學界現在普遍爭論的部分。筆者將在第二章綜合各家說

法，並提出自己的意見；在其後的章節，筆者試著舉例一些族徽，就構形、辭例、

位於銘文的位置等方向討論族徽與文字的關係；最後再加上出土地的記載，綜合

討論族徽自殷商至西周的變化，並試圖觀察其中的政治和社會的變化和影響。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研究族徽，是研究金文後才開展出來的另一分支，故必須先介紹金文最起初

時期的研究。羅振玉在《貞松堂集古遺文‧序》曾有扼要的說明： 

 

    吉金文字之學肇于兩漢：李少君識伯寢之器、張敞釋美陽之鼎，載諸馬班二

書。厥後南單于得漠北古鼎，以遺竇憲，案其銘文，知為仲山甫作。許祭酒敘《說

文解字》謂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此均吉金文字之學肇于

兩漢之徵。下逮天下之世，始有專書著錄，顧、劉、呂、黃、李、王、薛諸家之

所訓釋，得失相半。我 朝乾嘉以降，作者朋興，斯學益盛，而考釋上沿宋賢之

舊，訂正無多，直至吳愙齋中丞、孫仲頌部郎所造，乃邃于往哲。今者古器大出，

聞見益廣，遂有積薪之勢，非必今人之識賢于古人也。5 

 

    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也談到宋代以前的狀況，《漢書‧武帝紀》、

《漢書‧郊祀志》、《說文解字‧敘》、《後漢書‧明帝紀》都記載有銘銅器的出土，

《漢書‧郊祀志下》提到東漢張敞可釋出二十餘字，在東漢所見金文不多的時代，

可說是具代表性的表現。但從漢至唐，所見有銘銅器出土的記載，總數不到二十

                                                
5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香港：崇基書店，1968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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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可謂非常少見6。從羅氏和趙氏的說法，我們今日所見到吉金文字的研究，

自漢已見，但有系統的著錄最早自宋代始。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敘述了宋代金

文學著書的情形： 

 

    彝器之有圖，始于《皇祐三館古器圖》。嘉祐八年，劉敞作《先秦古器記》

刻于石。二書所載皆十一器。李公麟著《考古圖》，每卷每器，各為圖敘。其釋

製作鑄文，窾字義訓及所用，復總為前序後贊。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學實始

于公麟。今其書並失傳，所得見者自呂大臨《考古圖》始。7 

 

因此，我們今日研究及考釋吉金文字的源流，必須以《考古圖》始，自宋代至清

代各家的著錄、考釋為底本，從這些著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和當時學界對於

文字的觀念，也可以觀察整體對於文字考釋的演變，其中，也包含了對族徽視作

文字而產生的釋讀。 

    接下來便介紹諸家學者考釋及評論。 

 

壹、宋和清二代學者研究概說 

趙誠曾歸納宋代對金文的考釋： 

(一)將金文與《說文》對照： 

當時已認識到金文寫法與小篆頗不一致，但僅認為「小異」，並未仔細考察

「小異」所反映的真實情況，而誤釋某些金文。 

(二)採用「偏旁分析」法： 

王厚之8、呂大臨9分別採用「偏旁分析」的方式釋出「」和「」（通)字，

                                                
6 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頁 1-2，太原：書海出版社，2003年 1月。 
7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頁 257-258，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1月。 
8 王厚之：《鐘鼎款釋‧卷一》頁 20。 
9 呂大臨：《考古圖‧卷一》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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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當時極為卓越的考釋方法。 

(三)以傳世文獻求證： 

呂大臨以傳世文獻《莊子‧齊物論》得出「蘄」10、薛尚功根據常見文獻「眉

壽」釋出「眉」11，可說是宋代對後世顯著的影響。12 

    北宋至清代的一些代表學者的釋讀，在有限材料下，有不少正確的釋字，且

採用偏旁分析法、以傳世文獻求證的方法，都開啟且成為後人參考、研究的重要

方法。 

而清代的金文研究狀況，趙誠也歸納出他的看法： 

晚清的學者重視地下出土的銅器銘文，從具體的研究中逐步認識到《說文》

並非“完書”，因而在金文研究中開始注意金文本身的構形系統、組合關係、歷

史演化，而不完全受《說文》的束縛。這是一大進步。在考釋金文中，晚清的學

者不僅應用對照法、推勘法、二重證據法、偏旁分析法、歷史考證法，而且有所

豐富、有所發展。如對立考證法、構形系統核定法的應用。這是又一大進步。由

這兩大進步，在學術發展史上產生了一大革命，即晚清的金文研究已經基本上越

出了傳統金石學的範圍，突破了彝器款識學的藩籬，為古文字學從金石學分離出

來創造了條件，也可以說是為古文字學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奠定了基礎。總

之，晚清金文研究是金石學發展為古文字學最關鍵的一個階段。13 

 

宋代以來，諸家學者過度依賴《說文》以釋金文，囿於《說文》而依小篆

字形釋金文字形，這種以後代字形逆推前代字形的方法，極易發生錯誤，是宋、

清兩代學者的通病。但可喜的是，晚清學者逐步認識到《說文》的缺失，也注意

到金文本身的構形系統、歷史演變等，使用多種方法，例如將金文和小篆對照的

                                                
10 呂大臨：《考古圖‧卷一》頁 6。 
11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六》頁 100。 
12 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頁 17-26，太原：書海出版社，2003年 1月。 
13趙誠：《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頁 73，太原：書海出版社，2003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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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法」在宋代已有所用，「二重證據法」為王國維所提倡，「偏旁分析法」孫

詒讓應用精密，加上趙氏提到的其他研究方法，清代學者是在宋代以來的金石學

基礎上，根據新出土的地下材料，進一步的利用各種方法，提出他們對金文的理

解，從各家的考釋著錄可見清代小學的蓬勃發展。且按趙氏的說法，一門獨立、

專業的文字學研究此時儼然成形，對於民國後的文字學研究，實功不可沒。 

姚志豪《商金文族氏徽號研究》14對宋和清兩代的金文研究，此部分有詳盡

的介紹和評論。據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所載，自北宋《考古圖》始，到清光

緒年間，共有廿七家關於金文著錄或考釋的書籍，姚氏從中挑選了十家的作品為

代表，討論宋和清兩代解釋金文的優缺點： 

一、 宋‧呂大臨《考古圖》 

二、 宋‧王俅《嘯堂集古錄》 

三、 宋‧王厚之《鐘鼎款識》 

四、 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五、 清‧梁詩正《欽定西清古鑑》 

六、 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七、 清‧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 

八、 清‧吳式芬《攗古錄金文》 

九、 清‧吳大澂《愙齋集古錄》 

十、 清‧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 

以上這十本書所收的彝器，大致相合，因此，就其中出現頻率較高的十八個

族徽─、、、、、、、、、尹舟、毌、亞、狽、、、

劦冊、西單、北單，配合以上十家的釋文，姚氏列表介紹並提出個人看法，其中

釋出且可確定的是：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卷四》「子爵」釋出「」、〈卷六〉「矢父丁

                                                
14 姚志豪：《商金文族氏徽號研究》頁 13-24，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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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釋出「矢」、〈卷十六〉「立戈單觚」釋出「北單」；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

述‧卷五》「冉尊」的「」釋出「冉」、「覃尊」釋出「覃」、「參尊」釋出「」、

〈卷十六〉「戊寅父丁鼎」釋出「亞受」等。 

接著，再歸納宋至清代學者解釋的缺失： 

(一)釋文前後牴牾、一形多釋 

例如：姚氏舉例《考古圖‧第四》「商兄癸彝」前後器蓋銘徽號皆同，一作

「」形，另一作「」形，有釋作「丙」，亦有釋作「鬲」；筆者所見亦是如此，

另外還可舉例《考古圖‧第四》「單從彝」，相同銘文共有五件器，有三件依形釋

作「」形，有一件釋作「冏」，一件未釋，而現今有共識的釋讀，應作「光」。 

(二)因摹拓不實或倒形而誤釋 

例如：姚氏舉《愙齋集古錄》第七冊「父辛簋」釋文「弛弓形」，實為「鳶」

字下半的鳥形，此因拓本殘缺的誤釋。 

(三)多形共釋 

例如：姚氏舉例《攗古錄金文》中不論「 」形或「 」形，都釋為「子」；

「 」之形釋為「子孫」，今作「天黽」或「」；除了「 」（天)、「 」（大)、

「 」皆釋作「子」， （例如《集成》8092子蝠爵)亦釋作「子孫」,前一字

「 」釋作子確定沒錯，而第二字其實為「蝠」，象蝙蝠之形，與前天黽之形的

黽完全不同，只因第一字為子，第二字竟然作「孫」；筆者發現這種情形在《考

古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亦如此，可說是宋至清代常見且不變的釋讀，

而今日的學者都已將這些釋讀更正，且得到學界多數的認可。 

(四)忽略偏旁 

例如：姚氏舉例《綴遺齋彝器考釋》和《攗古錄金文》都將「」釋為「庚」，

都不討論「丙」形部件的部分。 

(五)同一批材料的前後互校不夠 

例如：姚氏舉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二》「子執旂句兵」，「 」形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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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形的殘文，從許多的「亞若」族徽應可看出其近似之形，但阮元卻釋作

「兒」。 

儘管諸家釋文未盡相同或有某些缺失，但不能完全否定宋清學者的努力，仍

有一些值得後代稱許的說法，這些說法都是破除當時已成習慣的說法，提出了進

步的觀點。 

 

貳、 民國以來學者研究概說 

第一部分我們介紹了宋、清兩代學者對族氏徽號的考釋，儘管在宋代已開始

注意到銘文和族徽的內容，並加以研究，但畢竟成果有限或是有誤；時至清代，

大多謹守宋代以來學者的看法，也囿於以《說文》對照金文的構形，而產生理解

的錯誤。民國以來，由於持續有地下資料出土，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法」，

將科學考證的出土資料和經史相互參照，金文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突破，以下介

紹近年來對金文的整理和考釋。 

 

一、金文資料的蒐集與整理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負責編集的《殷周金文集成》15，收錄商周金文

圖版共 12113版，所收彝器 11983件，共出版十八冊。這套書是繼羅振玉《三代

吉金文存》後，古今中外殷周金文資料蒐集較為齊備的一部大型工具書，但因為

時代和出版因素，第一冊收器截止於 1983年，第十八冊收器截止於 1988年。《殷

周金文集成》出版之後，各地還陸續出土殷周金文，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東洋研究

所的浦野俊則根據近年來《考古》、《文物》二雜誌所刊載的金文出土資料，編集

《近出殷周金文集成》16，其資料自 1972年至 1995年；稍晚，尚有劉雨、盧岩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共十八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8月出

版第一冊，至 1994年 1月出齊。 
16 浦野俊則：《近出殷周金文集成》（共五集)，第一集至第三集收錄《文物》1972年至 1991年的

資料，第四、五集收錄《考古》1972年至 1995年的資料。第一集於 1989年 3月出版，第五集於

1996年 3月出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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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編著《近出殷周金文集錄》17，將新出土的資料作一番彙編，主要取材於國內

外報刊雜誌和相關考古報告、銅器圖錄等，正編和附錄共收 1354件器，其資料

蒐集至 1999年 5月底。最近尚有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等人合編的

《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18，全三冊，收錄《殷周金文集成》出版後

新出土的有銘銅器和《殷周金文集成》漏收的部份，共 2005件器，某些彝器已

見於《近出殷周金文集成》和《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依出土地分類、排列，是

迄今收錄銅器和銘文最新的著作。  

 

二、 研究成果概述 

（一) 專書談論「族徽」 

1.王獻唐《山東古國考》 

本書有四篇文章，分別為〈黃縣器〉、〈山東古代的姜姓統治集團〉、〈釋

上〉和〈邳伯罍考〉。〈黃縣器〉主要針對「山東」的古國，對杞國、國、紀

國等國討論彼此的關係，王氏認為這三個國家分別為不同國家，杞國氏族是夏代

後裔姒姓，商代在今河南杞縣，周代遷往山東；紀國乃商代舊國，周代重封，山

東省壽光縣乃「紀」國舊都所在，而族徽中的「己」，即「紀」的初文，也正出

於山東省壽光縣；國在殷商時期服務王朝，金文族徽「亞侯」中的「」

是國名，「」是貞人名，在國名後再加上「」的私名，表示的子孫輩作該

器。殷滅亡之後，目前出土的銅器屬於西周時期國約 20件，數量不多，可能

在西周該國勢力式微，春秋時期較多國媵器，可能該國直到平王東遷，藉著與

周王朝的聯姻，才又受到重視。〈釋「」上〉，王氏將篇名擬稱「上」，文末提

出一些尚未解答的問題，但從討論的部分，我們還是可以了解，藉含有「」的

銘文和甲骨卜辭參照，「」為姒姓族徽，地當今山東半島一帶，乃夏王室為鎮

                                                
17 劉雨、盧岩：《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共四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9月 
18 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影像彙編》（共三冊)，台北：藝

文印書館，2006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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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蠻夷所封的同姓諸侯。還有山東古代的姜姓統治集團，有齊國、萊國、紀國、

淳于國等四國。此書的優點在於考察某一地區的族氏文明和分布情況，可作為後

學研究地區性古文明的發端。 

2.朱鳳瀚《商周家族型態研究》 

朱鳳瀚於 1990年首先出版《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內容關於商到春秋時期的

家族型態研究，2004年又在此書基礎上，再加進戰國時期家族型態的研究，至此

算是對商和周朝完整的研究。商、周各因其朝代的產生方式和建國後的政治統治

方式不同，故造成家族型態的不同；商代重宗族，由複合族徽表示同宗族上下級

族氏之間的血親關係，各宗族有各自獨立的經濟和政治實體，也有各自的墓葬

地，宗族間的等級劃分，藉由墓葬制度和陪葬品的規格表現出來。西周的政治體

系與殷商王朝不同，除了殷商王朝本有的宗族，西周的諸侯分級更制度化，家族

內部的政治型態，族長與近親成員或一般族人構成等級，類似君臣關係，西周晚

期的各項朝廷冊命等儀式，便是此種關係的進一步強化；貴族家族居於采邑，家

族因血緣關係而聚居，但也有非血緣關係而聚居者，是後代家臣制度的濫觴。此

書開創了以時代橫向研究家族型態的方向，可為商周以後至民國各朝代家族的演

變，更可做單一家族，以其縱向為思考方向，在各朝代的發展研究。 

3.尹盛平主編《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 

前半部由陜西周原考古隊尹盛平和劉士莪為文介紹微氏家族青銅器群，其地

理位置、銅器形制、銘文、其中重要的墻盤銘文、微氏家族考略和銅器斷代等，

後半部附錄部分蒐集了關於微氏家族和墻盤銘文考釋的相關論文，如唐蘭、于省

吾、李學勤、黃盛璋等學者的單篇論文，合成此書。此書以單一家族的歷史和地

理為研究的範圍，加上對銅器形制、斷代、重要銅器銘文的詳考，做了深入的討

論。此類單一族氏的研究，有賴更多器物的出土和發掘，結合史料，有助於我們

對先秦文明的研究，並有更確定的證據。 

4.朱歧祥《圖形與文字─殷金文研究》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試用版本建立 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第一章 序論 
 

 10 

朱歧祥師的書分為上篇和下篇兩個部分，上篇是「考釋」，共六章，朱師稱

族氏徽號為「家族記號」，第一章〈論殷商族徽非文字說〉、第二章〈論殷商銅器

中的家族記號〉、第三章〈由殷商銅器的家族記號通讀甲骨文例〉，以上三章都是

以家族記號為主要內容，討論家族記號和文字的區別，以及由家族記號對甲骨文

例的通讀；第四章〈論殷商金文的字、詞與句〉、第五章〈殷商金文字形研究〉、

第六章〈論殷商金文的詞彙〉，四至六章論殷商金文的字形和詞句結構。下篇是

「殷商金文字形表」，再分為兩個部分，前面是殷商的金文字形，每字的下方列

有甲骨文字形，以玆對照；後半部分是「家族記號」（筆者稱「單一族氏徽號」）、

「複合家族記號」、「家族記號與銘文混置」等。此書優點在於字表部分，詳列各

單一和複合族徽，以及家族記號與銘文混置的部份，可見族徽在銘文中所處位置

不定，其性質不同於文字在語句中有固定位置，這是族徽的特色。證明了朱師在

上篇論文提出族徽和文字的區別，這也是供諸家學者一個很好的族徽參考資料。 

 

（二）單篇論文關於「族徽」 

早先在 1927年由沈兼士提出「文字畫」之說19，沈氏以此為六書文字的導源，

其後郭沫若在 1931年提出「族徽」之說20，為族徽的討論開啟近代的研究，族徽

異於一般金文的特徵，已引起學者們的注意。1981年，林澐〈對早期銅器銘文的

幾點看法〉21，認為族徽有異於文字排列形式的特點，但可以文字符號讀出氏名，

故族徽可當作文字來研究；又論族徽中如地名、職事、封號等組成的複合現象，

為複合族徽的形成提供研究的方向。1983年，天津南開大學的朱鳳瀚發表〈商周

青銅器中的複合氏名〉22一文，認為複合族徽為族氏自母族分支的表徵；西北大

                                                
19 沈兼士：〈從古器款識上推尋六書以前之文字畫〉，《輔仁學誌》一卷一號，1927年 
20 郭沫若：〈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四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年 10月 
21 《古文字研究》第五輯，1981年 1月 
22 此文發表在《南開學報》，1983年第 3期，後來收在朱鳳瀚所著《商周家族型態研究》書中，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7月二版一刷（增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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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張懋鎔在 1995年發表〈周人不用族徽說〉23，雖有不少含有族徽的銅器屬於西

周早期，但作器者不是周人之後，可見周人不用族徽，且族徽的消失與日名的消

失同步；張氏於 2000年又發表了〈試論商周青銅器族徽文字獨特的表現形式〉24，

將「冊」和「亞」這類附加式的非族徽文字稱作「準族徽文字」，他認為族徽文

字是「文字」，但是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其他還有張振林於 1996年所發表的〈對

族氏符號和短銘的理解〉25，劉雨〈殷周青銅器上的特殊銘刻〉26等文也對族徽的

性質提出了看法。楊曉能〈商周青銅器紋飾和圖形文字的含義及功能〉27，則認

為族徽這類圖形文字乃是不同祭禮的標誌。  

 

（三）族徽的考證 

據劉雨〈殷周青銅器上的特殊銘刻〉一文，節錄族徽成功的考證如下： 

1. 須句 

郭沫若釋出。郭氏對簋（今《集成》3034)的銘文作了考證： 

今按，此乃須句二字之合文也。 自句之異， 乃須之省。……須者鬚之初文，

象形，今作 ，則是省頁而存鬚，其為須字無疑。句者鉤帶之鉤之本字，像帶鉤

之形，口聲，今作 ，乃移口聲于象形文之間耳，自當是一字。須句，古國名……。

今得識此銘，則須句有古物可徵矣28。 

2. 孤竹  

晏琬（李學勤)〈北京遼寧出土銅器與周初的燕〉29考釋並提出。在此之前，唐蘭

                                                
23 張懋鎔：〈周人不用族徽說〉，《考古》1995年第 9期 
24 《文物》2000年第 2期 
25 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 3期 
26 《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 4期 
27 楊曉能：〈商周青銅器紋飾和圖形文字的含義及功能〉，《文物》2005年第 6期 
28 郭沫若：〈金文餘釋之餘〉，現收入《金文叢考》中。《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五卷，北京：科
學出版社，2002年 10月 
29 晏琬（李學勤)：〈北京、遼寧出土銅器與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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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73年曾有〈從河南鄭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銅器談起〉30一文，文中首先提及

從遼寧喀左縣出土的彝器銘文「父丁孤冉亞」，結合文獻證明此地在商代已是

孤竹國，但唐氏並未對銘文多加研究。其後，李學勤在其文中以《說文》和戰國

文字首先證得「孤」字，以卜辭和銅器再釋出「竹」字；之後又作〈試論孤竹〉

31一文，討論孤竹和侯、燕國的關聯，及三者對殷墟族氏的關係。 

3. 無終 

裘錫圭釋出。裘氏曾撰寫〈釋“無終”〉一文，他考證道： 

我們認為這一族名是由兩個字合成的。上方的 跟屢見於殷墟甲骨文的終字初

文顯然是一個字……上引族名合文中的下方一字是在刀形的鋒刃部分加一圓圈

而成的……可知此字的本意當為鋒刃一類意義……我們考察的由終、 二字合成

的族名無疑應讀為亡終，亡、無古通，例不勝舉。亡終就是見於《左傳》的戎狄

族名無終32。 

    以上是考釋成功之例，接下來再看看近年對其他單一族徽的考釋。 

 

4.首先來談談「」族，「」是殷商到西周時期的一個大族，討論的文章也算

不少，計有四篇： 

（1）.丁山〈說〉33：解為「冀」之古文。 

（2）.于省吾〈釋〉34：釋為「舉」，舉子之意。 

（3）.秦建明、張懋鎔〈說〉35：即籀文「」(子)字，「」和「」兩字都

是「子」字之異體。 

（4）.李伯謙〈族族系考〉36：該文判斷「」族地望在殷都西北方，「」族

                                                
30 唐蘭：〈從河南鄭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銅器談起〉，《文物》1973年第 7期。 
31 李學勤：〈試論孤竹〉，《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6月。 
32 轉引自劉雨：〈殷周青銅器上的特殊銘刻〉，《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 4期。 
3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一本（二分)，1967年 1月再版 
34 《考古》1979年第 4期 
35 《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 6期 
36 《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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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和、朿、、等族有關。 

另外，曹淑琴、殷瑋璋兩人曾對不同族氏作了一系列的考證，有： 

5.〈亞銅器及其相關問題〉37：不贊成「」釋作「燕」，認為理由不足。 

6.〈光國（族)銅器群初探〉38：推論光、、三者相同，「光」族約活躍於殷商

晚期至西周的穆恭時期，前後約三百餘年，今河南孟縣、洛陽、沁水一帶，為可

能的光國首都；「單光」中的「單」是西周初自「光」分封出的新諸侯國。 

7.〈靈石商墓與丙國銅器〉39：山西靈石縣出土的商代墓葬，以「」這類族徽

最多，考證丙國是商王室的諸侯國之一，與西周也保持良好關係，自商王武丁至

西周早期的康昭之世，前後約三百餘年。 

8.〈天黽銅器群初探〉40：作者當時所見的銅器，大部分的尊和觚上，銘文僅「黽」

無「天」，故「天」可能是褒辭；「天黽」為西周封商的與國，是國族名而非族徽。 

 

其他還有單篇討論其他族氏之論文： 

9.彭邦炯〈竝器、竝氏與并州〉41：商代竝氏故地在今山西省太原、石樓一帶。 

10.徐中舒〈四川彭縣濛陽鎮出土的殷代二觶〉42：第一觶銘文「父癸」，「」

族徽徐氏認為以官為氏，當為殷代主酒之官，其官於周則為酒正或大酋；另一器

銘文「牧正父己」，徐氏認為是牧官之長，如周之酒正、樂正，此批銅器最晚約

在西周早期，此二殷器非同一氏族、同一年輩之物，在該地出土的意義可能為戰

利品，或周王頒賜的擄獲物。 

11.殷之彝〈山東益都蘇埠屯墓地和亞醜銅器〉43：「亞醜」為薄姑氏族的族徽，

乃殷商在東方的一個盟國，《漢書‧地理志》記載滅于成王初年，其都城約在今

                                                
37 《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8月 
38 《考古》1990年第 5期 
39 《考古》1990年第 7期 
40 《中國考古學論叢》，北京：科學出版社，1993年 5月 
41 《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 2期 
42 《文物》1962年第 6期 
43 《考古學報》1977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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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瀰河附近。 

12.王樹明〈“亞醜”推論〉44：反對「亞醜」是薄姑氏的族徽，從「醜」的構形

分析是祖先摹寫「祼祭」的圖像文字，應為古史記載的「斟灌」氏，「亞醜」為

此族氏的族徽。 

13.晏琬（李學勤)〈北京遼寧出土銅器與周初的燕〉45：該文討論的銅器族氏有、

大亥、亞，李氏將「」作「燕」，周初燕都已在北京，其後勢力擴展至今遼

寧大凌河一帶；此文並釋出商朝分封的同姓侯國「孤竹」，其國都在今河北盧龍

縣南。 

14.曹定雲〈「亞弜」、「亞」考〉46：「亞弜」是諸侯氏族名，約在今陜西東南、

河南西北方一帶；「亞」的為武丁嫡子子，封地在殷王都東北方，約今河

北省磁縣一帶。 

15.何光岳〈光國與光國甲金文─兼論光國的來源和遷徙〉47：認為光國乃黃帝後

裔吉光之後，至西元前 655年，為楚國所滅。  

16.周永珍〈殷代“韋”字銘文銅器〉48：以金文和甲骨文互校，其構形變化為： 

 

也得出兩種文體上的變化相合，甲骨卜辭中有貞人「韋」，乃武丁時人，最晚至

祖甲時期；金文中，初期的「韋」字鑄銘是私名，後期封侯。甲骨文中祖甲時有

作為地名的甲骨卜辭，可能是韋的封地。 

17.周永珍〈“亯”字銘文銅器〉49：討論「 」徽號，據出土銅器的形制、花紋

將其分期，自殷墟二期至四期。其他「 」附加其他成份的銅器，如「冊享」屬

於二期至四期，「享羊」(筆者稱“”)和「弓享羊」屬於殷墟三期和四期，這些

                                                
44 《華夏考古》1989年第 1期 
45 《考古》1975年第 5期 
46 《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47 《中原文物》1991年第 4期 
48 《出土文獻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6月 
49 《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編輯部，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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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成分的銘文是複合族名，或「 」族的繁衍，「享羊」其族乃是牧養宗廟祭

祀所用牛、羊的氏族。 

    以上是一些單篇論文，討論某一族氏的族徽構形及該族的源流、發展，這方

面的論文目前筆者蒐集將近二十篇，但其實族徽數有數百個，表示族氏也應有相

對應之數，相關研究的論文和族氏數量相去甚遠，且這些已發表的單篇論文，有

些未得到證實或全面的認同，是非常值得學者繼續深究的。故族氏的究源、發展，

與經史、地理環境的結合研究，應是今後金文研究開發的主力，也希望藉著這樣

的討論，為殷商至西周時期族氏的發展究竟，提出筆者的研究意見。 

 

（四)近年研究論文 

以上介紹了一些研究的專書和單篇論文，再來介紹一些近年來的學位研究論

文。 

 

1.黃競新《從卜辭經史考殷商氏族源流》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七十一年六月通過。此本為國

內首本研究殷商族氏的論文，作者是以甲骨卜辭和經典史籍材料為切入點，而非

殷商金文，但其文仍為開啟國內研究殷商族氏的學位論文。 

    黃文分為七章，討論殷商民族的發祥、播遷、流衍，再考證經史中所見殷商

的氏族，該文優點為充分掌握了傳世經史中關於殷商族氏的記載，舉凡《竹書紀

年》、《史記》、《漢書》、《後漢書》、《世本》等，及各種史料皆收入文中討論，搜

羅資料豐富，作為參考、備查，極為便利。 

    相對的，該文亦有值得商榷之處，某些卜辭或經史對應殷商族氏的考證略顯

粗疏。姚志豪《商金文族氏徽號研究》舉例二例50，「 」釋作「條」，以求與《左

傳‧定公四年》所言殷民六族中的「條氏」相合；「 」釋作「同」，黃氏認為“「 」

                                                
50 姚志豪：《商金文族氏徽號研究》頁 36-39，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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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國稱者，則「凡」、「同」皆通，惟以地望、系出判之，當不取「凡」說。”姚

氏都已針對這兩例提出反駁和論證，此處不再贅述。筆者還可以再提出一個例

子，黃氏將「 」釋作「蕭」，黃氏云：“今見於甲骨卜辭「 」字不為人名則為

地名，無作動詞者，若釋「規」（郭沫若釋)，釋「」（葉玉森釋)，釋「畫」（王

國維、丁山、李孝定釋)，則不辭矣，故當從吳（吳大澂)釋「肅」，王襄、魯實

先並從吳說釋「肅」為「蕭」。”並認為是《左傳‧定公四年》的殷民六族之一。

但筆者認為：第一，釋字與詞性沒有必然的關係，故不應因為字的詞性，而否定

釋作何字；第二，「 」釋作「蕭」，似是為了與《左傳‧定公四年》子魚所言的

殷民六族的「蕭氏」相合，其論證稍嫌牽強，例如將甲骨第一期和第四期卜辭並

未分期，一同做為例證，有欠安妥。 

 

2.袁國華《商周族氏銘文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八年六月通過。此文是國

內首度以商周銅器為材料，研究族氏徽號的學位論文。袁文共有六章，第二章先

為「族氏銘文」定名，其後以甲骨文字和族氏銘文對照，故袁氏的觀念認為族氏

銘文的性質為文字，並對商周族氏銘文分類如動、植物類等自然現象、器物類、

人形與物件相結合、數字類等，再做說明。 

    袁文第三章以甲骨文字和族氏銘文對照，族氏銘文共五百七十一個，其中與

甲骨文字相同或相近的有二百三十四個，若再加上已收入《金文編》正編的七十

多個族氏銘文亦一併計算，其中與甲骨文字形體相同或相近者，約佔總數的百分

之五十二，已超過半數以上的族氏銘文可以確定為文字。故袁氏便類推其族氏銘

文的性質可視作文字，但筆者有不同的看法。袁氏的說法如下： 

 

或許還有人認為總不能因為其中一半是文字而把其他還沒法確定的形體都

一概當作文字的吧？讓我們來看看甲骨文字的情況之後，也許大家會認為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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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斷是相當合理的。于省吾云： 

甲骨文從一八九九年被人們發現到現在，已經八十多年了。研究甲骨文，以識字

為先，十多萬片甲骨重複出現的字不計，以單字而論，共約四千五六百個。經過

幾代學者的努力，至目前為止，真正算得上「認識」而且是公認了的甲骨文字，

還不過千多字。 

    由甲骨文字的考釋情況來看，真正算得上認識而且是公認了的甲骨文字，不

過佔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但是，今天我們都公認甲骨片上的符號，全是真正

的文字了。我們並不會因為其餘約百分之六十未被認識的甲骨文字而妨礙我們了

解甲骨文字的本來面目。如果我們能以同樣的態度來看待族氏銘文，則我們認為

族氏銘文都是文字的說法，便是可以接受的了。51 

 

筆者認為，儘管某些族徽可以有對應的甲骨文字和金文，但不代表全部的族

徽都有相對應的文字，有些尚未見到，例如： 、 、 、 、 、 、 等，

這些族徽至今仍未隸定成字，或是沒有確定的意見定為何字；即使類推全部的族

徽都可以隸定成字，但從文字的性質來檢測這些族徽，有些沒有固定的形、音、

義，難以表達概念，這些特性都是族徽與文字性質不同所在，故筆者對於袁氏視

族徽為文字的看法，持不同的意見。儘管筆者與袁氏對此看法不同，但袁氏將所

有金文族徽和甲骨文同列一表，以同時期、不同文體的文字材料互相參照，使金

文族徽在甲骨卜辭中也能得到相對應的族氏，使得殷商到西周的族氏生活史得到

進一步的確認，比高明《古文字類編》第三編〈徽號文字〉52有深入的討論，為

該論文的優點之一；第五章〈分類綜合說明〉，將族徽分為動植物及自然現象、

器物、強調或突出人體外部特徵、人形與物件相結合、有「亞」形、有「止」形、

數字等七類，首開分類討論說明的先例，亦是值得參考之處。 

                                                
51 袁國華：《商周族氏銘文研究》頁 126-128，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
6月 
52 高明：《古文字類編》頁 557-658，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10月初版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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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志豪《商金文族氏徽號研究》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一年六月通過。全文分為五

章，第二章〈族徽性質研究〉以行款位置、漢字單音節的特徵，分為兩節討論族

徽的性質，與文字的性質不符，故族徽不宜作為文字看待；第三章〈族徽的附屬

記號〉討論「亞」、「冊」、「史」三個附屬記號；第四章〈族徽表現形式之研究〉

得出族徽構形的五個條例和變異例，其特徵為對稱、合文、包覆等現象，說明族

徽相當於「標誌」的特質，是一個偏向圖畫性質、純粹表意的單位，故族徽無法

表達語言，也就排除其作為文字的方向。第五章〈殷商氏族考證舉隅〉，從甲骨、

金文為線索，參照出土資料和傳世經史，考證氏、戈氏、氏三個族氏的地望。

此論文在前兩本學位論文的基礎上，考證殷商時期的族氏徽號，因族徽性質與文

字不同，在金文中應與銘文分開釋讀；又參考甲骨、金文及經史資料，嘗試將金

文中的作器人名和彝器出土地紀錄，各與族徽系聯。此論文的優點為不僅限於金

文，尚參考同時代的甲骨卜辭和傳世的經史典籍，互相比較，以求得正確的解釋；

尤其討論作器人名和出土地的紀錄，希冀得出當時族氏的分布情形、彼此聯繫狀

況，在此之前只有單篇論文，姚氏作了全面的討論。但此論文仍有一些錯誤，如

第四章第一節〈族徽構形條例〉「乙、形體繁省互用例」的第二個例子為「戈」，

姚氏認為戈形末端的分叉形體、少繐形是「省簡例」53；此部分的錯誤肇因於此

論文沒有研究到西周時期，以致沒有作通盤的檢查，這也是此部分討論的盲點；

再者，姚氏並未作構形分類的數量統計，只就構形討論，沒有數量計算為客觀的

標準，似亦難作為繁省的比較。筆者將「戈」族徽依其特徵而分類，並統計各類

的數量，發現有「繐形」的戈形在殷商時期數量少，西周時期數量多，「繐形」

可說是分期的依據，故戈形族徽的構形是增繁發展，而非簡省。雖然姚氏有些許

疏失，但此本論文開啟了從出土地討論族氏分布，企圖勾勒出族氏的發源及生活

                                                
53 姚志豪：《商金文族氏徽號研究》頁 133，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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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以及族徽構形的探討，得出一些條例和變異例，都是前人未研究過的部分，

仍不失為一本值得參考的專題討論族氏徽號的論文。 

 

小結： 

    综上所述，我們看到金文研究的概況，由於時代的進步、新出資料的紀錄和

匯整，使得金文的研究，以致族徽的探討，都有了完善的背景和進步的研究成果。

但從各項的研究蒐集來看，尚存有大量還未開發的空間，將來的研究大有可為，

不只在族徽的構形上，似乎還可延伸出「族氏徽號對先秦歷史的發展與影響」等

專題，這些專題研究和論述，都是我們將來可持續關注的重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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