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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族徽數量及出土地變化情形探討 

 
    筆者在第三章舉例若干單一、附屬、複合族徽的構形，就其承襲或變化的

部分作了一些分析和研究，本章接續上章，以族徽總數數量及出土地兩主題，觀

察在不同時期間的變化，作出一些整理來討論。 

 

第一節 族徽數量變化探討 

 
根據「附錄：殷商至西周時期族徽暨出土地一覽表」，依照時代分別前後次

序，分別是族徽僅出現在商代、族徽皆有出現在商和周代、族徽僅出現在西周者

三類，每大類依單一族徽、複合族徽、族徽與銘文混置再分三表，並統計各表出

現的族徽數目。從這些表的整理中，筆者提出了幾點結論： 

1.族徽自商代始出現，蓬勃發展於商代晚期，就單一族徽來看，僅出現在商代和

進入西周時期仍存在(在商周時期同出現)的族徽，分別有 130個和 147個，僅出

現在西周的只有 34個，商代出現的族徽佔全部族徽總數的 89%。而商代的複合

族徽高達 206個，佔全部複合族徽總數的 76.58%，可看出當時族與族之間，可

能因為聯姻、獻納、戰爭同盟或特殊技能需求1等諸多原因，而產生彼此密切結

合的關係；但進入西周時代後，複合族徽的數目大量減少，只剩下 31個，僅在

西周時期出現的複合族徽也只有 32個，可見受當時西周政治制度的影響，族與

族之間緊密的結合度大幅降低。且絕大多數橫跨商周兩時代的族徽，在西周早期

就開始消失，極少數有出現在西周中晚期，而時代可到西周中晚期者，也只有寥

寥數件，例如： 

                                                
1 朱歧祥師〈殷初戰爭史稿─殷武丁時期方國研究〉，《甲骨文研究─中國古文字與文化論稿》頁
370，2000年 11月初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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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複合族徽)：共有 231件器，殷商晚期到西周早期有 228件器，西周

中期只剩 3件，西周晚期未見。 

（2)戈（含複合族徽)：共有 257件器，殷商晚期到西周早期有 249件器，西周

中期有 6件，西周晚期僅 2件。 

（3)（含複合族徽)：共有 251件器，殷商晚期到西周早期有 236件器，西周

中期有 14件，西周晚期僅 1件。 

故雖然仍有 55個在西周始出現的單一族徽，和彼此之間結合的複合族徽 53

個，但兩類的數量都遠不及商代，可見雖然仍有「族氏」的存在，但是以周天子

為主，諸侯為輔，這樣的封建制度已成為西周的政治政策，商代的族相當於「部

落」，不如西周封建的制度化，族與族之間的聯繫和影響力也不如商代。 

2.從第二大類商周皆有的單一族徽部分來看，大部分的族徽產生在商代，例如： 

（1) 亞：殷商時期出現 79件，西周時期出現 12件。 

（2)：殷商時期出現 55件，西周時期出現 27件。 

（3)：殷商時期出現 103件，西周時期出現 33件。 

（4)亞：殷商時期出現 92件，西周時期出現 2件。 

（5)：殷商時期出現 127件，西周時期出現 57件。 

（6)息：殷商時期出現 33件，西周時期出現 2件。 

（7)子：殷商時期出現 67件，西周時期出現 25件。 

（8)史：殷商時期出現 84件，西周時期出現 19件。 

（9)戈：殷商時期出現 148件，西周時期出現 89件。 

（10)圍：殷商時期出現 69件，西周時期出現 4件。 

從以上舉例的族徽，其數量在商周兩代之間懸殊的比例，也可顯見晚商的族

氏盛況；相較之下，某些大族的族徽如、戈、等，在殷商時期便可高達上百

件，西周產生的族徽不僅數量少，即使是大族，該族的族徽數量也不如商代的多，

如 、等，數量各僅 17件和 12件，尚不及、戈、等族在西周的族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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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族徽構形與出土地變化探討 

 125 

量，顯現商周兩代族徽數量的差距非常明顯，突顯政治制度造成族氏的消失。 

3.筆者將「族徽與銘文混置」列為每一大類的第三類，是因為其讀法較為特殊，

而其中的族徽都在單一族徽和複合族徽中已出現過。第二大類商周時期的族徽與

銘文混置雖然只有 4例，但西周時期的有 14例，可見這是一種商周時期都會使

用的銘文鑄法；但西周時期的 14例，與殷商時期的 57例比較，已減少許多，也

可明顯得知西周時期族徽的減少。 

族徽自商代中期開始出現，如天、、 （《集成》786)、萬、（《集成》

792)、亡冬（《集成》10881)2、圍、鳥（《集成》10711)、眉（《新 1563》)、耳（《集

成》447和《新 1582》)3等，到商代晚期大量出現，進入西周後，由於政治制度

不同，遂漸漸沒落，儘管西周時期也有出現族徽，但數量已遠不及商代。商朝是

一個「部族」國家，由許多「部落」所組成，部族既像部落氏族那樣有著血緣關

係，又像民族具有相同的文化型態4，商朝的宗族制度為血緣關係的表現，氏族

與氏族間的聯繫就變得非常重要。我們由僅在商代出現、在商周時期出現的族徽

為一整體來看，單一族徽在商代有 130個，橫跨商周者有 147個，數量差距不大，

稍有變化；由複合族徽卻可發現，族數驟減，可見絕大多數的族氏都進入西周時

期，但在西周早期很快的變化、消失，可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最大的關鍵因素。

而僅在西周時期出現的族徽，數量雖然不多，但可見殷商文化的影響力仍存在，

也是殷商文化的保存與流傳的見證。 

 

 

 

 

                                                
2 以上族徽的考訂出自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銘銅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 3期。 
3 以上族徽的考訂出自石蝶〈商代中期有銘青銅器探討〉，《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 4期；《新
1563》在《新收》定為商代晚期；《集成》447在《集成釋》定為商二里崗時期，但疑偽銘；《新
1582》在《新收》定為商代晚期。 
4 葉文憲：〈論商王朝是我國早期的一個部族國家〉，《殷都學刊》2001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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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族徽出土地之變化探討 

 

筆者從「附錄：殷商至西周族氏徽號和出土地一覽表」，整理各出土地省份

及出土彝器的統計數量如下表： 

省份 彝器數目 合計 佔有比例 單一族氏

數目5 

合計 佔有比例 

河南 商 432 

周 131 

563 54.77% 商 30商周

83周 9 

122 39.74% 

陜西 商46周173 212 20.62% 商 13商周

55周 9 

77 25.08% 

河北 商 27周 22 49 4.77% 商3商周17

周 2 

22 7.17% 

山東 商 95周 13 108 10.51% 商7商周17 24 7.31% 

山西 商 29周 7 36 3.5% 商17商周7

周 1 

25 7.33% 

遼寧 商 4周 9 13 1.26% 商周 9 9 2.93% 

湖北 商 8周 8 16 1.56% 商 2商周 6 8 2.65% 

湖南 商 4周 5 9 0.87% 商周 3 3 0.97% 

甘肅 商 1周 8 9 0.87% 商周 9 9 2.93% 

四川 周 2 2 0.19% 商周 1 1 0.32% 

安徽 商 3周 1 4 0.39% 商周 2 2 0.64% 

江西 商 1 1 0.09% 商 1  1 0.32% 

                                                
5 為避免複合族徽有重複的部分，故僅列單一族徽。「商」表示僅在商朝出現，「商周」表示商周
同時出現的族徽，「周」表示僅在西周時期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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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 商 1 1 0.09% 商周 1 1 0.32% 

浙江 商 2 2 0.19% 0 0 0 

內蒙古 商 1周 1 2 0.19% 商 1商周 1 2 0.64% 

雲南 周 1 1 0.09% 商周 1 1 0.32% 

合計 商 647 

周 381 

1028 100% 商 74商周

212周 21 

307 100% 

 

  從這個統計表中，筆者可歸納出幾點結論： 

1. 就省份的分布來看，河南省出土共 563件，佔全部總數的 54.77%，出土彝器

的單一族徽有 122個，佔全部總數的 39.74%，故以出土的族徽和彝器數量來

統計，兩者所佔總數的比例都是最高，其中又以殷墟的單一族徽數目和出土

彝器最多，因此可以說殷墟是族氏最多的集中地，且就目前出土的資料看來，

儘管有些地區出土某一單一或複合族徽多達數十件，但仍沒有一個地區族氏

的存在密度高於殷墟。 

2. 出土彝器和單一族徽數目第二多的是陜西省，將河南省出土的殷商時期 432

件器和西周時期 131件器比較，減少約四倍；將陜西省出土的殷商時期 46件

器和西周時期的 173件器比較，增加約四倍。兩省增減比例非常顯著。故依

照時代和地域所見，河南省的出土彝器的時代多屬於殷商時期，陜西省的多

屬於西周時期，其涵義為殷商時期主要以河南省為勢力範圍，可發現大多數

彝器出土地集中在安陽；西周時期以陜西省為勢力範圍，多數彝器出土於岐

山、扶風、長安等縣市，張鵬一認為西周彝器本應多亡於驪下之役，重器悉

為戎有，但“犬戎西返，道經岐雍，或為秦襄公截擊歸師，盡取其物，而為

秦有。…孝獻遷都，而岐雍仍為舊都，重器守藏，依然不改，故得存之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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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今也。” 6二千年後，這些彝器出土，乃考古文物的發現與古史相印證。

兩省各是該朝代的發源和政治中心，與其依存、友好的族氏，會隨著政治中

心的轉變而遷移。 

3. 以上共有 16個省份，其中以河南、陜西、河北、山東、山西為重點分部區域，

其他遼寧以至雲南的 11個省份，不論彝器數量和族徽數目，比例都非常稀

少，有些甚至只有 1件，無法與前五省相抗衡，也顯示前五個省份，在殷商

和西周時期，是族氏的主要活動範圍。這 11個省份出土的族徽，雖然為數不

多，且在前五個主要省份都已出現過，並非新出的族徽，但代表了當時人的

活動範圍已擴大至此，或可能後代攜帶至此，而隨著更多出土文物的資料，

對於當時的生活活動，可幫助我們建立更完整的資訊。 

4. 有些族徽不是只出土在一個地方，例如： 

（1) 族：除了河南省羅山縣，還有山西天馬─曲村、甘肅省靈台縣。 

（2) 族：除了安陽，還有洛陽、陜西西安市、北京房山縣、甘肅省靈台縣等

10個不同的出土地。 

（3)  戈族：有安陽、洛陽、河南濬縣、陜西岐山、湖南寧鄉、山東長清縣等，

約 20個不同的出土地。 

（4)  族：有安陽、遼寧喀左縣、河北靈壽縣、湖北襄樊市、山東膠縣、陜西

寶雞市等，約 20個不同的出土地。 

以上只是部分例子，這樣的情況讓我們很難判斷該族的發源地在何處，某些地區

也出現複合族徽，而大多數的複合族徽都是並列的關係，無法分辨孰主孰從，更

加深了我們判斷的困難度。以下就此點，我們再延伸探討之。 

從安陽殷墟西區的墓葬群使我們了解有「聚族而葬」的習俗7，而以上所見

                                                
6 張鵬一：〈商周銅器多出於今陜西鳳翔岐山寶雞縣郿縣扶風各縣說〉，《西北史地》第 1卷第 1
期（1938年)。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
1979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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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土地，有些地區出土多個族徽，例如山西天馬─曲村，出土、子、五、戈、

等；陜西長安縣張家坡出土、亞、羊、山、、、馬等，這個地區就無

法當作是一個族氏的發源或主要生活地了。雖然如此，我們仍可根據某些出土資

料和研究報告，確定某些族徽與出土地的關聯性。以下就數個族氏與出土地的關

聯性作說明。筆者依各族徽發源地排列如下： 

 

河南： 

A. 息 

〈羅山縣蟒張後李商代墓地第一次發掘簡報〉8定為商代晚期墓地，簡報中

說明：“六號墓的Ⅲ式鼎、銅爵、銅尊、銅觚和五號墓銅鼎內的銘文，應為一種

新的族徽，可能是這個家族墓地的共同族徽。”9李學勤也提出：“按墓地在羅

山縣南，縣北密邇息縣，為周代息國。《三代》13.63.3息伯卣息字正與後李銘

文相同。這又證明商代當地已經叫做息，是在姬姓息國受封之前。”10在該地還

有出土、涉、、大（天)等族徽，但都只有 1件或 3件器，且這些族徽也有

在其他地方出現，因此可見這些他族出現在此地，只是族與族之間的往來，河南

羅山縣蟒張鄉是息族氏的專屬活動或族葬地區。 

 

B. 爰 

爰族氏目前出土 13件器，都屬於殷商時期，2件出於安陽，其餘 11件俱出

於安陽市戚家莊東M269，根據〈殷墟戚家莊東 269號墓〉11的說明，M269是殷

墟墓地中規模較大、保存完整的一座，屬於殷代中型貴族墓葬，隨葬一组完整、

豐富的青銅器群，包括一组完整的武器，還有象徵軍事權杖的銅鉞，故爰氏應是

                                                
8 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羅山縣蟒張後李商周墓地第一次發掘簡報〉，《考古》1981
年第 2期。 
9 同上註，頁 118。 
10 李學勤：〈考古發現與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第 3期。 
11 安陽市工作隊：〈殷墟戚家莊東 269號墓〉，《考古學報》1991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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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軍事貴族，安陽市戚家莊東可說是爰族氏的專屬墓地。該墓地還有出土族

徽、複合族徽疋未各 1件，顯示爰族與他們的往來關係。 

 

C.  

族氏的 6件器中，3件出於河北磁縣下七垣村，3件出於安陽，其中還有

一件出於婦好墓，可見與殷王室的密切關係。甲骨卜辭中，既作人名，也是族

氏名，還有地名。例如： 

《合集》122      貞：王夢，隹？ 

                     王夢，不隹？ 

《合集》22393     辰卜，貞：亡疾？ 

《合集》17665正  貞：勿乎以？ 

《合集》33098     辛卯卜：、用，若？ 

《合集》9818      辰卜，貞：王今日往、？ 

《合集》36518     乙巳，王貞：乎巴曰：盂方共[人]其出，伐↓高。其令

東[于]高，弗每。不？王曰：吉。 

上引《合集》122、22393是人名，《合集》17665正、33098是族氏名，《合集》

9818的是地名。故知氏在殷商武丁時期即已存在，到五期卜辭仍有，是一個

重要的殷商附庸國。 

曹定雲〈亞弜、亞考〉12就認為亞是武丁卜辭中的「子」，為武丁的嫡

子，被封於，故稱子；該文中由武丁時已有的「受」侯國，繫聯的封國，

當在殷王都的北方或東北方，而河北磁縣下七垣村距離正是這個方位。姚志豪以

金文族徽「」和系聯，氏在今山西省南段沁水流域，在河北磁縣稍微西南

方約 100公里處，故這兩地之間的區域就是族氏的封地13。根據「附錄：殷商

                                                
12 曹定雲：〈亞弜、亞考〉，《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3 姚志豪：《商金文族氏徽號研究》頁 238-242，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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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西周時期族徽暨出土地一覽表」中所列 6件氏有出土紀錄的器銘，各三件位

於殷墟和封地，且封地距離殷王都不遠，可見頗受殷王室的照顧，有緊密的結

合關係。 

 

D. 弜 

弜族氏共有 29件，雖然只有 3件對出土地有紀錄，但從這 3件我們發現都

出於殷墟婦好墓，曹定雲〈亞弜、亞考〉14從卜辭中發現「弜」在第一期是王

呼令的對象，證明「弜」既是國名、也是人名，人名可能即是該諸侯國的國君，

第四期卜辭「弜」當地名，殷代諸侯都有自己的封地，其國名一般都和所封的地

名一致。 

《合集》19957正  辛未：王令弜征先咸[戊]？ 

《合集》9341     弜入。 

由《合集》19957正的卜辭，可知道弜曾擔任武丁的將領，或是王命令弜國的國

軍，征戰方國；而《合集》9341至 9351有 11版甲尾或甲橋刻辭都是「弜入」，

表示「弜」也有向殷王朝納貢的情形。而今弜族氏有三件彝器出於殷墟婦好墓，

可見與殷王室和婦好的關係密切。 

 

E. 亞址 

「亞址」大量出土于安陽殷墟的郭家莊，郭家莊是一純粹的墓葬區，中國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撰寫《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15，依墓葬品特徵斷其墓葬

最早屬於殷墟文化二期，晚至殷墟文化四期的早期，約是武丁晚期至帝乙時期，

主要屬於殷墟文化第三期，約為廪辛至文武丁時期。其中M160其時代屬於殷墟

文化第三期偏晚，此批墓葬出土的銘文主要是「亞址」，佔M160有銘銅器的

                                                
14 同註 12。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8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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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為一氏族名，隨葬的青銅兵器是殷墟地區所發掘的中型墓葬中數量最多

的，墓中最大的青銅鉞，隨葬的觚、角 10套，在殷墟地區中都僅次於婦好墓，

可見這是一位地位顯赫的貴族，也是一位較高層級的武將16。其他銘文還有「」

與「亞址」同見於「亞址」鼎、「中」與「亞址」同見於「中作妣己」觶，還

有三件銅鐃，「亞址」和「」和「中」並存，故可推論亞址與、中族三族有

著密切的關係。但還有其他座商代墓，出土僅一件的族氏名的銘文，如單一族氏

、亞、複合族氏鄉等，雖然不是同一個墓，但有地緣關係，故可知此地是

這些氏族的活動範圍。 

 

F. 戈 

根據「附錄：殷商至西周時期族徽暨出土地一覽表」，無論單一或複合族徽，

都看不出來戈族的發源地，然其中以安陽和陜西涇陽縣高家堡的出土銅器數量較

多。戴應新《高家堡戈國墓》17一書討論陜西省涇陽縣內高家堡的戈族墓群，共

有六座，時代自商末至西周康王時代。在高家堡附近尚有其他地點出土戈器，大

多集中在陜西和河南省，可見戈族居住地和活動範圍以這兩地的可能性最大。《史

記‧夏本紀》：“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

扈氏、有男氏…斟氏、戈氏。”18《潛夫論‧五德志》：“姒姓分氏，夏后，有

扈、有南、…戈、冥、繒，皆禹後也。”19《左傳‧哀公元年》傳：“昔有過、

澆殺斟灌以伐斟尋，…（少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20故戈氏的來源可追至

夏禹之後，少康之後似乎已滅亡，但從現在掌握的甲金文資料看來，商周時期戈

氏仍存在，然而是否是殷商時期再分封，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戈方地望，戴

                                                
16 同上註，頁 125-126。 
17 戴應新：《高家堡戈國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 
18 （日)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頁 50，台北：萬卷樓， 2002年 1月初版三刷。 
19 漢‧王符撰、清‧汪繼培箋：《潛夫論箋》頁 396，台北：漢京文化， 1984年 5月。 
20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1605、1606，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5月二版七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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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先根據鍾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第二章〈武丁時期的方國地理〉21論及戈

方，可確定戈方在殷西。而涇陽地區的戈族墓群規模不大，遺址文化堆積也不甚

豐厚，故戴氏推測戈方原居地在豫西，後遷至涇陽。從甲骨卜辭所見戈方曾與

方、羌方、方三個敵族進行戰爭，陳夢家曾提及以及與長、友、角、化有軍事

上的同盟關係，姚志豪認為在河南嵩縣附近22。 

 

G. 光 

    曹淑琴和殷瑋璋有一文〈光國﹙族﹚銅器群初探〉23（以下簡稱〈光〉文)，

得到結論是光國﹙族﹚活躍於殷商晚期到西周早期，最早是殷墟二期，最晚當西

周穆恭之時，前後約三百餘年，自武丁時，便是商代的諸侯國，封邑約在今河南

孟縣附近。何光岳〈光國與光國甲金文─兼論光國的來源與遷徙〉24一文根據王

符《潛夫論‧志氏姓》說到「姞姓光國」，認為光國乃黃帝之後，光人與商王朝

友好，自山西遷至河南雎陽，周滅商後，重新分封諸侯國，光人遷至淮水附近的

光山縣。而光國的滅亡，何氏認為不能因為未見到銅器銘文和史籍記載，便認為

光國已消失，他提到當時光國附近都是小國，勢力難以吞併光國，應該到公元前

655年春秋初期，勢力夠強大的楚國才有可能吞併光國，但因光國勢力非常弱小，

故《春秋左傳》沒有記載。筆者認為這樣的推論或有可能，但未見史籍的記載，

實令人難以信服，不過此說可具參考價值。 

 

山東： 

H. 亞其（包括亞、亞侯、亞) 

王獻唐〈黃縣器〉25一文考證侯為西周「其侯」之祖，位於山東。由於

                                                
21 鍾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頁 207，台北：藝文印書館， 1989年 9月。 
22 姚志豪：《商金文族氏徽號研究》頁 231，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6月。 
23 曹淑琴、殷瑋璋：〈光國﹙族﹚銅器群初探〉，《考古》1990年第 5期 
24 何光岳：〈光國與光國甲金文─兼論光國的來源和遷徙〉，《中原文物》1991年第 4期。 
25 王獻唐：《山東古國考》頁 1-158，山東：齊魯書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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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商王朝服事，故本人及其家族便在安陽鑄其族氏彝器，由目前所見殷商時

期的「亞」、「亞侯」、「亞其」等族徽皆出土於安陽殷墟可見。故複合族徽

「亞侯」中，為國族名，為私名，侯乃爵位之稱；進入西周後，國勢

力遠達河北，由該族的出土器溢出安陽，到達河南洛陽和河北房山縣、順義縣可

知。 

 

I. 亞、亞、 

亞和亞的出土地俱在山東長清縣興復河北岸，並未在其他地方出

現，朱鳳瀚認為複合族徽是族氏分支的表現26，「亞」和「亞」分別以

為母族、亞和亞為分支族，是可能的，而「亞」形附屬徽號表示該族祭祀先

祖的任務。的出土地皆在山東費縣，由於只和構成複合族徽，也未在其

他地方見到，故亦有可能是的分支。有一值得特別注意之處，作為單一族

徽時的出土地有河南、河北、陜西、甘肅，前五大重點分部省份中沒有山西和山

東，但作為複合族徽時，因為亞、亞、而有了與山東的聯繫。亞、亞

可以獨立，不需依附而生存，也可看見族氏本身雖然在五大省份中有三省的

蹤跡，但因為其分支的活動與勢力範圍，加上了山西和山東，族和其分支族便

遍佈了我們所謂的主要區域。 

族目前出土的銅器，出土地有河南、河北、陜西、甘肅，但有些地點僅有

一件銅器，有些只屬於西周時代，故難以推論這些地點究竟何處為族之發源地

或生活圈。根據呂大臨《考古圖》的紀錄，對《集成釋文》4961「父己卣」27的

出土地紀錄如下： 

 

得於壽陽紫金山，其蓋得於維之硤石下。 

                                                
26 朱鳳瀚：《殷周家族型態研究》（增訂本)頁 99，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27 《考古圖‧第四》將此器名為「父巳人形彝」，筆者則以現今考定的名稱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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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單一族徽「」，而非複合族徽，也是目前所見唯一屬於商代，出土地

的關鍵字有壽陽紫金山、維，《讀史方輿紀要》載山東益都縣關隘有「紫金關」；

維應是今山東濰縣，因此，應在今山東半島中部，約在壽光、濰縣一帶，與在

費縣和長清縣，形成一個彼此相鄰的三角形。 

 

J.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於 1979年在山東濟陽縣整理了一座西周墓28，1982年

又再進行第二次發掘29，發現四座西周墓，清理了二座；〈山東濟陽劉台子西周六

號墓清理報告〉30（編號M6)是在 1985年清理了第二次發掘時未完成的一座西周

中型墓，以外形與同類型的彝器比較，定為西周早期偏晚的昭王時期。此墓是同

期中黃河中下游地區中型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報告中提到M6共有 6件帶有「」

族徽的彝器，共有二方鼎、二觶、一盉、一盤，「」可作「逢」，《左傳‧昭公

二十年》：“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

大公因之。”杜預注：“逢伯陵，殷諸侯，姜姓。”楊伯峻據《山東通志》，逢

陵城在今山東淄川區西南四十里，蒲姑亦作「薄姑」，故城在今淄川區西北五十

里31，兩地相距不會太遠，確有地緣關係。同坑出土尚有一件圓鼎，銘文作「王

姜乍龏姒寳彝」，王姜是作器者，龏姒可能為昭王之妻，從杜預注得知「」

族為姜姓，透過聯姻，與周王朝保持友好的關係。  

 

K.  

                                                
28 徳州地區文化局文物組、濟陽縣圖書館：〈山東濟陽劉台子西周早期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
年第 9期。 
29 德州地區文化局文物組、濟陽縣圖書館：〈山東濟陽劉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發掘〉，《文物》1985
年第 12期。 
30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濟陽劉台子西周六號墓清理報告〉，《文物》1996年第 12期。 
31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四)頁 1421，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5月二版七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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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兖州縣李宮村出土的銅器，銅卣上有「冊父癸」四字，銅爵上有「父

癸」三字，「」和「索」實乃一字兩體。根據〈索氏器的發現及其重要意義〉32

文中的討論，《說文》的「}」，中間象繩索形，兩旁曲筆為手形，象手以搓繩，

但此兩曲筆是手形的譌變；此批銅器所從的「」字，取茅草繩需用刀，「」

為从索从刀之會意字，故「索」和「」實為一字兩體。《左傳‧定公四年》有

周武王克商後，對殷遺民安置的說明33，〈索〉文根據銘文內容以干支命名先祖父

考，判斷「」為殷民索氏，而出土地近于西周初期魯國封地，是隨伯禽東來被

安置於此的殷民六族之一，故「」氏器的發現，不僅知道此族東移的下落，且

由銘文中的「冊」，以及此批出土的陪葬銅器，符合《左傳》所言，“使帥其

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可知西周對待殷

遺民，任用於官職，也有一定程度的尊重。 

 

山西： 

L.  

殷瑋璋、曹淑琴〈靈石商墓與丙國銅器〉34，將歷來傳世和陸續出土有「」

形族徽的銅器分為殷墟前期、殷墟後期、西周早期三類，殷墟前期最早約在武丁

時期，殷墟後期以山西靈石旌介村M1、M2、M3三座墓葬出土的最為集中、年

代最為明確，西周早期以陜西張家坡、北京房山縣琉璃河兩處出土的年代最為明

確。此地出土的還有戈、邑、、卩等單一族徽和複合族徽，與組合成複合

族徽的有木（《集成》5166)、牧（《集成》8016)、天（《集成》8144)、 （《新》943)雖然

都僅 1件器，但顯見丙國與他族的往來。而從彝器的銘文可發現，其名號以天干

                                                
32 郭克煜、孫華鐸、梁方建、楊朝明：〈索氏器的發現及其重要意義〉，《文物》1990年第 7期。
以下簡稱〈索〉文。 
33 《左傳‧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殷民六族，條氏、
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

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同註 15，頁 1536。 
34 殷瑋璋、曹淑琴：〈靈石商墓與丙國銅器〉，《考古》1990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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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述、使用商王的紀年，體例、字形也多有與殷墟所見的彝器銘文有相似之處，

故其文化明顯受到殷商文明的影響，但某些陪葬器、墓葬形式與商人有不同之

處，也保有該地的故有特色。 

 

L. 竝 

丁山曾在其書推得「竝」氏故地乃《水經注》的陳留并鄉35，但彭邦炯〈竝器、

竝氏與并州〉36一文提出新的看法，1970年山西石樓縣肖家塌出土一件有銘文

「竝」「幵」的銅戈，即《集成》10851號器。根據《漢書‧地理志》，石樓在春

秋時屬晉國，漢武帝時設「并州西河郡」，《侯馬盟書》亦有提出，晉趙鞅舉行的

宗盟活動，還有稱作竝氏的參與；以上這些線索，都說明商代竝氏故地在今山西

省中部太原、石樓一帶。筆者還要說明《集成》8182「木竝」和《集成》8898

「己竝」都有「竝」氏族徽，但都出土于河南安陽，這有兩種可能性，一是竝氏

故地在河南安陽，二是竝氏故地在山西石樓一帶，和其他族共作一器，成複合族

徽的方式向殷王朝進貢銅器。依彭氏之文，筆者認為第二種的可能性應該比較

高，故《集成》10851竝幵戈，其出土地提供我們很好一個古代的歷史地理重整

的資訊。 

 

陜西： 

M. 單 

陜西眉縣楊家村於 2003年 1月出土的西周青銅器，共有二十七件，其中的

逨盤，銘文三百七十餘字，其內容敘述的是單氏家族如何輔佐周王的功績，自第

一代皇高祖單公“夾召文王、武王，膺受天命”始，一代一代記述，至他的亡父

皇考龔叔輔佐厲王，作器者逨勉力效勞天子，天子即時王周宣王，自文王到宣王

                                                
35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頁 115。 
36 彭邦炯：〈竝器、竝氏與并州〉，《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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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揚了十二位周王的政績，也記敘了單氏家族共八代人的功勳；此批銅器的重要

性是繼史墻盤後記載西周君王世系最完整的一批銅器。全部二十七件銅器除了盂

較早，可能屬於西周中期外，其餘銅器從形制、紋飾和銘文可判斷為同一時期之

物，從銘文內容知時王為周宣王，可為宣王時期的標準器，也可作為西周晚期的

標準器。同批青銅器中除了逨鼎、逨盤、逨盉外，還有單五父方壺、叔五父匜、

單叔鬲等，〈陜西眉縣楊家村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37撰寫者和李學勤38都認

為「單五父」、「叔五父」、「單叔」為同一人，與逨可能是一名一字。1955年眉縣

李家村出土盠方尊、盠駒尊、盠方彝等銅器39，原以為盠為孝懿時人，但根據逨

盤中單氏家族世系對應的周王來看，盠是惠仲盠父，應為昭穆時期人。且駒尊銘

“王弗忘厥舊宗小子”，可知與周王室同姓，即是說單氏為姬姓。1985年距此地

幾十公尺外曾出土逨鐘40，當時僅有一件，現在加上這批出土銅器，為逨同一人

所作，串聯起眉縣楊家村一帶可能是單氏家族的封邑所在地。根據「附錄：殷商

至西周時期族徽暨出土地一覽表」所蒐集的「單」單一族氏和包括「單」的其他

複合族徽，約一半出土地不詳，最多出現在河南安陽一帶，僅「◇單」的三件器

出現在陜西扶風縣一帶，且是複合族徽，對於「單」族氏的來源和生活區域本是

難以論證，現有陜西眉縣楊家村這批銅器的出土，可為「單」族氏的生活圈得到

一個證明。 

 

以上僅就目前所知的族徽出土地作為材料，所整理出一些族氏墓葬的地理方

位。接下來再以不同方式，列出以出土地為主的發掘報告與族徽的關係，由此可

見族徽的分布情形。 

 

                                                
37 《文物》2003年第 6期，頁 37。 
38 《文物》2003年第 6期，頁 70。 
39 李長慶、田野：〈祖國文物的又一次重要發現─陜西眉縣發掘出四件周代銅器〉，《文物參考資
料》1957年第 4期 
40 劉懷君：〈眉縣出土一批西周窖藏青銅樂器〉，《文博》1987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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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河南安陽市殷墟西區 

    殷墟西區為目前發現墓葬最多的地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

隊將 1969年至 1977年在河南省安陽市殷墟西區的發掘，撰寫〈1969-1977年殷

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41一文，八年中共發掘九百多座殷代墓葬，五座車馬坑，

根據其分布情況，可分為八個墓區，這八個墓區內尚可再分區，依據墓葬的空間

集結狀況進一步劃分“墓組”，各墓區間有特定範圍，保持著特定的生活習俗和

埋葬習俗，故各區的死者生前應屬於不同的集團，不同集團的墓葬之間保持著一

定距離。文中所列，可知的族氏有丏、、複合族徽◇大中等為某一墓區，、

朿等為同一墓區，告宁為另一墓區，其他尚有 、覃、亞、 、史、、魚、

戈、爻、、、、中、卩等，數量極多。韓建業〈殷墟西區墓地分析〉亦

作過研究，殷墟西區是一塊「族葬型」墓地，韓氏認為“西區諸侯不但聚族而葬，

而且也是聚族而居的。如果不是每一族(或分族)的族人實際生活在一起，就不可

能保持每一分區(或墓組)各自獨立的葬俗達一、二百年之久。各族族人又是以家

庭的形式生活在殷墟的，家庭是這裡最基本的社會組織。”42他分析這些族有三個

特點：他地遷徙而來、聚族而居、隨葬兵器墓普遍，朱歧祥師也在〈殷初戰爭史

稿─殷武丁時期方國研究〉一文中指出：“附庸方國除了納貢外，還需要協助殷

人對外征伐，少數有特長技能的族眾會被委任為殷朝的官吏…，然而，大量的族

眾都淪為奴僕和祭祀時的犧牲品。”43，故商朝的友好附庸方國，會有一些族眾

來到商王朝服事，這些族眾會聚族而居，以家庭型態生活於王畿附近，有各自的

生活和墓葬習俗，而產生不同的墓葬區；韓氏和朱師的文章都分析了這些現象。

而如上述族徽中，有些是複合族徽，可以聯盟、婚姻關係作解釋。這些群聚的族

葬，顯示對商王朝的鞏固與繁榮具有重要的作用。 

                                                
4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
1979年第 1期。 
42韓建業〈殷墟西區墓地分析〉，《考古》1997年第 1期。  
43朱歧祥師《甲骨文研究─中國古文字與文化論稿》，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 11月初版二刷，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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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河南洛陽市 

    河南省境內除了安陽，另一出土大量金文資料的即是洛陽，目前所見出土的

家族有、單、戈、木、亞若、允冊、、、、、冊…等及複合族徽臣

辰、亞侯、何…等，數量甚夥，且依照時代作區分，96件器中，有 5

件屬於殷商時期，高達 91件屬於西周時期，表示西周時期在這裡有非常多的族

氏活動，應與殷貴族東遷有關。周公平定三監和武庚之叛亂後，便決定將殷貴族

集中遷移至某一處，加強監督管理，《逸周書‧作雒解》說周公在征熊盈族十七

國的同時，“俘殷獻民遷於九里。”孔晁注云：“獻民，士大夫也。九里，成周

之地，近王化也。”44成周之地便是洛陽。從目前所見的考古資料，有些出土陶

器器形與安陽大司空村的晚期殷墓、洛陽西郊及陝西長安縣普渡村的早期周墓相

同，由以上出土資料和所見的氏族，可見洛陽與殷王朝有延續的關係。而楊寬認

為，周公推行這種政策的目的，不僅為了防止殷貴族叛亂，削除殷貴族在原住址

的勢力，也為了利用殷貴族，作為加強周朝在東方及分封封君的統治力量45，筆

者贊成此說。 

丙. 甘肅靈台縣白草坡 

甘肅出土的彝器共 9件，除了兩件出於靈台北方的慶陽地區，其餘 7件出於

靈台縣白草坡，族氏分別有龜、、、、、耒冊、等，由其他同坑的彝

器和陪葬物推斷年代，最早約是康王時期，晚至西周中葉，9件器中有 7件屬於

西周時期，應與西周政治中心在陜西省有關，帶動某些族氏至甘肅的發展。其他

同出土的彝器，還有數件作器者名為潶伯、伯，據墓中陪葬品有玉貝、象徵軍

事信物的鉞等，可推測潶伯、伯兩人同宗，為統治該區的將領，而甘肅涇水有

                                                
44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頁 5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3月。 
45 楊寬《西周史》頁 16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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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支流名為黑水，〈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46的作者認為其中一條今名達溪河

者，應是潶伯的封地，但確切的封地不清楚，應在此地相距不遠處。 

 

丁. 遼寧喀左縣山灣子 

據筆者統計，遼寧目前出土 13件器，有 12件出於喀左縣，1件出於凌源縣，

兩縣比鄰；出於喀左縣的 12件中又有 9件出於山灣子村，其所出土的族徽有亞

麋、（以上兩者屬複合族徽)、魚、尹、史、、舟、、何，其中亞麋、

為殷商彝器，魚在商周各有 1件，其餘的尹、史、、舟、何、等都屬於

西周時期的彝器；由於這些族徽中，沒有較為多件或可顯示做為此地墓主的族

氏，且組合並無規律，〈遼寧省喀左縣山灣子出土殷周青銅器〉47該文作者認為這

些是周初戰爭中掠奪後分封給貴族之器，筆者認為除了這種可能外，或也類似殷

墟西區，為一墓葬群。從時代所見，周器居多，雖然殷商時期在此地有孤竹國，

表示殷商時期的遼寧已有發展，但畢竟只有《集成》9810的一件，山灣子窖藏的

發現，代表周的勢力持續向東北發展，依照出土材料，遼寧喀左縣是目前所知商

周時期東北發展最遠的地方。 

以上四個墓群的介紹，反映了西周時期彝器出土地的分布情形。目前有記載

甘肅為出土地的彝器有 9件，其中 7件屬於西周，俱在靈台縣白草坡；2件屬於

殷商，但值得注意的是這 2件的出土地，是在靈台北方的慶陽，可見商代便有族

氏的足跡到達甘肅。且墓主的身分顯示為軍事首領，可見該地區為周王朝頗重視

的地方，為一抵禦外敵的軍事重地，7件彝器顯示 7個族氏的友誼。甘肅和遼寧

分別是族徽目前分布的最西方和最東方，且屬於西周時期的彝器多於殷商時期，

可見族氏雖然在西周開始式微，但族徽仍在向外尋求發展的空間。 

                                                
46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1977年第 2期。 
47 喀左縣文化館、朝陽地區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遼寧省喀左縣山灣子出土殷周青銅器〉，《文
物》1977年第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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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秉權〈甲骨文所見人地同名考〉48文中所提到的「人地同名」現象，人和

地同名，多是采地或方國之名；張氏舉證共一百七十三例，其中不少在金文族徽

也可見到，這些族氏在甲骨文中得到進一步的證明。筆者用表列方式說明了族徽

出現在殷商時期和到西周時期的演變，特別由河南和陜西兩省的出土彝器和族徽

數目相比較，看出彼此的消長，代表政治中心的轉移。目前所見出土地，仍以河

南、陜西、河北、山東、山西為主要的分布區域，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出土文物，

我們發現彝器已可到達內蒙古、雲南，顯見活動範圍的擴大，也可見識到除了當

時的政治中心，其他地區也有一定的鑄冶的工藝技術和水準。筆者雖然列出各族

徽的出土地，但對於判斷族氏的分部還是有局限，儘管我們舉例部分已可知的族

氏分布情形，但根據表列出土地的統計，不詳發源地的族徽數量卻是更多，筆者

還提及了四個墓群，加深我們對族氏起源地和分布情形探討的困難，這將成為研

究商周歷史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48 張秉權：〈甲骨文所見人地同名考〉，《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下冊)，台北：清華學報

社，1967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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