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9月　45　故宮文物月刊·第354期

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

專　輯

赫
赫
宗
周

　
　

   

西
周
文
化
特
展

蔡
慶
良

特
展
展
品
均
來
自
陝
西
，
多
數
出

自
周
原
遺
址
。
周
原
為
周
人
宗
廟
所
在
，

也
是
封
建
宗
法
的
本
源
。
︵
圖
一
︶
展
品

中
大
量
端
凝
穩
重
的
銅
器
，
原
本
皆
為
宗

廟
重
器
，
在
西
周
傾
滅
之
際
深
藏
地
下
，

殷
盼
子
孫
他
日
重
回
祖
廟
，
寶
器
得
見

王
朝
，
王
權
繼
承
的
原
則
來
自
於
血
緣

親
疏
，
嫡
長
子
自
然
成
為
王
位
繼
承
的
首

要
順
位
。
根
據
︽
史
記
．
周
本
紀
︾
的

記
載
，
西
周
王
系
共
十
一
代
，
十
二
位

周
王
，
為
武
王—

成
王—

康
王—

昭
王—

穆
王—

共
王—

懿
王—

孝
王—

夷
王—

厲

王—

宣
王—

幽
王
。
歷
代
學
者
對
此
世
系

多
有
疑
問
，
爭
論
焦
點
主
要
在
於
西
周
王

圖一　 「周字」卜甲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卜甲正中央為「周」字。

數
是
否
恰
為
此
數
。
然
而
缺
乏
明
確
證

據
，
後
人
也
難
真
正
論
斷
。
幸
運
的
是
，

一
九
七
六
年
在
陝
西
扶
風
縣
莊
白
村
發
現

了
一
個
西
周
中
期
的
銅
器
窖
藏
，
為
微
氏

家
族
歷
代
的
宗
廟
重
器
，
共
有
各
式
銅
器

一○

三
件
︵
圖
二
︶
，
其
中
一
件
為
著
名

的
﹁
牆
盤
﹂
︵
圖
三
︶
，
銘
文
記
載
了
自

文
王
︵
武
王
父
親
︶
至
共
王
七
代
周
王
序

天
日
。
不
期
一
別
將
近
三
千
年
，
直
到
近

年
，
微
氏
家
族
和
單
氏
家
族
等
銅
器
窖
藏

才
陸
續
發
現
，
成
為
今
日
的
國
寶
。

本
展
覽
共
分
為
五
個
單
元
，
分
別
為

西
周
諸
王
世
系
、
西
周
的
建
立
與
發
展
、

周
人
的
生
活
、
西
周
銅
器
藝
術
風
格
發
展

以
及
周
人
的
金
玉
文
化
五
個
單
元
。
若
以

材
質
區
分
，
則
有
銅
器
、
玉
石
器
、
金

器
、
卜
骨
、
陶
瓷
器
、
蚌
器
等
，
皆
為
考

古
出
土
文
物
，
其
中
大
部
分
均
為
近
十
年

最
新
的
發
現
，
希
冀
能
增
進
西
周
研
究
的

廣
度
與
深
度
。

西
周
諸
王
世
系

西
周
是
中
國
歷
史
上
第
一
個
封
建

圖二　 1976年扶風縣莊白村，微氏家族銅器窖藏發掘現場。　作者提供

圖三　 牆盤　高16.8公分，口徑47.2公分　寶雞市周原博物館藏

﹁
赫
赫
宗
周
﹂
語
出
︽
詩
經‧

小
雅‧

正
月
︾
，
為
﹁
顯
赫
盛
大
的
周
王

朝
﹂
之
意
，
用
來
頌
讚
以
鎬
京
為
首
都
︵
今
日
西
安
市
西
南
︶
，
影
響
後

世
深
遠
的
西
周
王
朝
︵
西
元
前
一○

四
六∼

七
七
一
︶
。
陝
西
是
西
周
王

朝
的
龍
興
之
地
，
出
土
了
豐
富
的
考
古
文
物
，
恰
足
以
說
明
西
周
的
歷
史

文
化
以
及
禮
樂
制
度
，
也
可
由
此
探
索
中
華
文
化
的
遠
古
基
礎
，
以
及
傳

統
政
治
觀
念
的
濫
觴
，
這
正
是
本
次
展
覽
試
圖
呈
現
的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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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
從
而
確
認
西
周
中
期
之
前
諸
王
的
記

載
。
可
惜
西
周
晚
期
諸
王
世
系
仍
然
懸
而

未
決
，
費
人
疑
猜
。

倏
忽
又
過
了
二
十
七
個
寒
暑
，
時

序
進
入
二○

○

三
年
，
郿
縣
楊
家
村
又
發

現
另
一
銅
器
窖
藏
，
內
藏
二
十
七
件
單
氏

家
族
的
祖
傳
重
器
，
其
中
一
件
為
︿
逨

盤
﹀
︵
圖
四
︶
，
在
長
達
三
七
二
字
的
銘

文
中
，
明
確
記
載
了
自
文
王
至
宣
王
諸
王

世
系
，
雖
然
宣
王
之
子
幽
王
至
今
仍
未
出

現
在
銅
器
銘
文
中
，
但
逨
盤
已
足
以
證
實

︽
史
記
︾
的
正
確
性
，
誠
為
無
價
的
國
寶

重
器
。以

上
兩
件
重
器
和
院
藏
︿
散
盤
﹀
、

北
京
國
家
博
物
館
︿
虢
季
子
白
盤
﹀
合
稱

四
大
名
盤
。
本
次
展
覽
雖
然
獨
缺
︿
虢
季

子
白
盤
﹀
，
但
其
餘
三
盤
能
同
時
在
院
內

展
出
，
已
屬
難
得
。

西
周
的
建
立
與
發
展

﹁
周
原
膴
膴
、
堇
荼
如
飴
﹂
，
周
人

篳
路
籃
縷
、
歷
經
幾
代
胼
手
胝
足
的
努
力

後
，
周
文
王
的
祖
父
﹁
古
公
亶
父 

﹂ 

率

領
周
族
在
﹁
周
原
﹂
定
居
︵
今
日
陜
西

岐
山
、
扶
風
一
帶
︶
，
作
為
安
身
立
命
之

游
最
強
大
的
國
家
；
並
進
一
步
東
征
，
征

服
黃
河
下
游
地
區
。

為
了
統
治
這
片
廣
袤
疆
域
，
周
人
提

出
了
以
﹁
德
﹂
為
本
的
﹁
天
命
觀
念
﹂
，

用
以
約
束
為
政
者
。
並
以
血
緣
宗
族
、
姻

親
關
係
，
建
立
一
套
戍
守
與
管
理
的
系

統
，
也
就
是
﹁
封
建
制
度
﹂
；
藉
由
祖
先

崇
拜
的
繁
縟
禮
儀
，
以
朝
貢
、
覲
見
、
餽

贈
、
通
婚
、
封
賞
等
活
動
，
維
繫
封
建
體

制
內
有
效
的
管
理
與
運
作
。

西
周
初
建
，
最
急
迫
的
工
作
是
在

東
方
建
立
另
一
個
強
大
的
政
治
中
心
，
以

便
就
近
管
理
控
制
新
征
服
的
東
方
疆
域
。

幾
經
思
考
，
最
終
選
擇
今
日
的
洛
陽
營

建
﹁
雒
邑
﹂
，
因
為
是
新
的
都
城
，
又
稱

﹁
新
邑
﹂
，
雒
邑
在
武
王
之
子
成
王
時

期
完
成
，
所
以
又
稱
﹁
成
周
﹂
。
此
一
重

大
事
件
記
載
於
︿
何
尊
﹀
銘
文
之
中
︵
圖

六
︶
，
其
中
﹁
宅
茲
中
國
﹂
四
字
，
意
即

周
王
朝
將
以
成
周
作
為
統
治
國
家
的
新
中

心
。

︿
何
尊
﹀
是
著
名
重
器
，
其
發
現
充

滿
了
傳
奇
色
彩
。
一
九
六
三
年
寶
雞
市
東

北
郊
的
賈
村
陳
姓
人
家
於
屋
後
斷
崖
取
土

時
發
現
此
件
銅
器
，
清
理
後
作
為
盛
裝
糧

圖四　 逨盤　高20.4公分，口徑53.6公分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

所
，
累
積
日
後
周
武
王
克
滅
商
紂
王
、
建

立
周
王
朝
的
深
厚
實
力
。

歷
史
記
載
，
古
公
亶
父
認
為
孫
兒

姬
昌
︵
即
日
後
的
文
王
︶
器
宇
不
凡
，
足

堪
大
位
，
因
此
刻
意
將
王
位
傳
給
文
王
的

父
親
﹁
季
歷
﹂
，
以
便
日
後
文
王
繼
承
大

統
。
本
次
展
品
中
除
了
有
二○

○

八
年
在

周
公
廟
發
現
的
﹁
文
王
﹂
卜
甲
外
，
同
時

圖五　 「王季」卜甲　長1.7公分，寬1.4公分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釋文：其燎其自王季。

 「文王」卜甲　長1.8公分，寬1.6公分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釋文：文王。

展
出
﹁
王
季
﹂
卜
甲
，
王
季
即
是
季
歷
。

這
是
第
一
次
在
卜
甲
中
發
現
王
季
和
文
王

︵
圖
五
︶
，
意
義
重
大
。

歷
經
古
公
亶
父
、
王
季
、
文
王
和

武
王
四
代
的
經
營
努
力
，
周
人
以
陝
西

涇
水
、
渭
河
流
域
為
基
礎
，
定
都
於
﹁
鎬

京
﹂
，
不
斷
向
東
發
展
，
在
西
元
前
一○

四
六
年
攻
滅
了
商
王
朝
，
成
為
黃
河
中
上

圖六　 何尊　高38.5公分，口徑28.9公分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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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的
容
器
，
不
久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由
當
地

廢
品
站
收
購
，
在
千
鈞
一
髮
之
際
，
幸
得

寶
雞
市
博
物
館
職
工
發
現
搶
救
得
存
；
十

年
後
，
一
九
七
五
年
於
北
京
展
出
時
，
因

學
者
發
現
器
內
重
要
銘
文
而
轟
動
一
時
，

︿
何
尊
﹀
和
︿
牆
盤
﹀
二
件
名
器
都
名
列

當
今
最
重
要
的
國
寶
級
文
物
。

雖
說
武
力
征
伐
是
取
得
政
權
的
有
效

手
段
，
然
而
禮
樂
文
化
更
能
在
潛
移
默
化

之
中
影
響
代
代
人
心
，
形
成
穩
固
的
認
同

感
並
維
持
政
治
的
穩
定
。
王
朝
周
邊
民
族

對
於
周
人
較
高
的
文
化
成
就
心
生
羨
慕
，

人
員
時
常
交
流
並
模
仿
製
作
周
人
器
物
。

例
如
在
陝
西
王
畿
附
近
除
了
發
現
周
人
自

身
形
貌
的
文
物
外
，
也
常
常
出
土
胡
人
形

像
的
文
物
，
或
可
印
證
其
時
民
族
之
間
的

交
流
；
而
在
王
畿
西
南
的

國
墓
地
也
發

現
模
仿
周
人
特
色
的
銅
器
以
及
玉
器
，

足
以
說
明
外
族
對
於
西
周
文
明
的
欽
慕
嚮

往
。

西
周
中
期
後
，
周
人
從
濃
厚
商
文
化

蛻
變
為
正
式
的
周
文
化
。
宗
廟
裡
成
套
擺

放
的
列
鼎
、
列
簋
以
及
列
鬲
，
不
但
是
祭

祀
禮
器
，
同
時
也
是
身
分
等
級
的
象
徵
。

編
鐘
同
樣
是
禮
樂
儀
典
的
重
要
環
節
，
以

不
同
的
音
響
節
奏
規
範
行
止
矩
度
。
本
次

展
覽
以
扶
風
莊
白
和
郿
縣
楊
家
村
銅
器

窖
藏
出
土
的
部
分
文
物
，
組
合
成
一
套
五

鼎
、
四
簋
、
四
鬲
和
三
編
鐘
的
禮
器
，

引
領
觀
眾
體
驗
周
人
宗
廟
祭
祀
的
現
場

氣
氛
。
其
中
最
大
的
四
十
二
年
︿
逨
鼎
﹀

︵
圖
七
︶
，
金
光
耀
眼
，
恰
可
推
想
銅
器

初
造
新
始
時
的
懾
人
光
彩
。

此
外
，
本
展
覽
另
有
一
重
器
︿
五

祀

鐘
﹀
︵
圖
八
︶
，
此
為
周
厲
王
五
年

時
自
作
用
器
，
銘
文
為
厲
王
為
祭
祀
天
地

祖
先
而
作
的
祭
文
，
祈
求
先
祖
保
祐
永
久

圖七　  逨鼎　高51公分　口徑43公分，重35.5公斤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

圖八　 五祀 鐘　高28公分，銑間長15公分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圖九　 宗周鐘　高65.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簋　高59公分，口徑43公分　扶風縣博物館藏

統
治
四
方
，
長
享
天
命
，
可
知
為
周
王
宗

廟
所
用
樂
器
。
傳
世
周
王
自
作
器
實
為
鳳

毛
麟
爪
，
目
前
所
知
周
厲
王
作
器
只
有
三

件
，
一
為
院
藏
︿
宗
周
鐘
﹀
︵
圖
九
︶
，

一
為
本
件
︿
五
祀

鐘
﹀
，
一
為
氣
勢
驚

人
的
︿

簋
﹀
。
︵
圖
十
︶
而
這
三
件
王

器
本
次
將
同
時
於
院
中
展
出
，
可
謂
空
前

盛
事
。
而
若
近
觀

簋
，
體
高
量
大
，
高

達
五
十
九
公
分
，
銘
文
端
凝
遒
勁
，
內
容

典
雅
跌
宕
，
散
發
出
浩
浩
王
氣
。

厲
王
時
國
勢
已
走
下
坡
，
經
國
人
暴

動
，
王
權
更
趨
衰
弱
。
其
子
宣
王
勵
精
圖

治
，
王
權
曾
經
短
暫
重
振
。
然
而
周
人
和

周
邊
民
族
關
係
錯
綜
複
雜
，
亦
敵
亦
友
，

戰
端
常
啟
，
而
王
畿
附
近
又
缺
乏
真
正
可

守
的
天
險
，
所
以
一
旦
宣
王
之
子
幽
王
即

位
之
後
政
事
不
彰
，
關
外
諸
侯
又
鞭
長
莫

及
，
犬
戎
即
伺
機
席
捲
關
中
平
原
，
造
成

西
周
覆
滅
。
︿
師
同
鼎
﹀
即
記
載
周
人
和

外
族
之
間
的
戰
爭
，
間
接
證
實
西
周
時
期

複
雜
的
外
交
關
係
。

周
人
的
價
值
觀
念

周
人
的
生
活
內
容
，
塑
造
了
中
華
文

明
的
基
礎
。
舉
凡
思
維
方
式
、
宗
法
倫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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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道
德
觀
念
，
皆
深
印
在
現
代
人
的
心

中
。

如
前
所
言
，
周
人
提
出
了
以
德
為
本

的
天
命
觀
念
，
以
取
得
政
權
的
合
法
性
。

對
前
朝
商
代
而
言
，
王
權
來
自
上
天
的
授

予
，
商
王
最
重
要
的
工
作
就
是
透
過
占
卜

和
祭
祀
以
取
得
鬼
神
的
旨
意
和
幫
助
，
用

以
統
治
大
眾
。
亦
即
商
王
是
上
天
在
人
世

間
的
代
言
人
，
負
責
執
行
上
天
的
意
旨
。

然
而
周
人
最
終
覆
滅
了
商
王
朝
，
以
當
時

的
觀
念
而
言
，
可
謂
忤
逆
了
天
意
，
難
服

大
眾
之
心
。
為
此
，
周
人
提
出
新
的
天
命

說
和
德
配
觀
念
，
亦
即
為
﹁
皇
天
無
親
，

惟
德
是
依
﹂
， 

以
符
合
新
的
政
治
情
勢
。

周
人
解
釋
，
上
天
並
不
是
無
條
件

將
權
力
賦
予
某
人
，
而
是
尋
找
﹁
德
﹂
能

相
配
之
人
，
並
將
權
力
授
予
此
人
。
商
紂

王
倒
行
逆
施
，
其
德
已
然
無
法
和
皇
天
相

配
，
因
此
上
天
決
定
將
權
力
收
回
，
賦
予

其
德
足
配
的
文
王
、
武
王
。
因
此
，
周
王

朝
的
興
起
與
建
立
，
其
實
本
即
上
天
的
真

意
，
眾
生
皆
應
心
悅
臣
服
接
受
此
一
嶄
新

的
世
局
。

﹁
德
﹂
的
觀
念
貫
穿
了
整
個
周
朝
，

影
響
巨
大
至
今
尚
存
，
因
此
銅
器
銘
文
常

圖十一　 師 鼎　高85公分，口徑64.5公分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圖十二　 五年琱生尊　高31公分，口徑32.5公分　扶風縣博物館藏

出
︿
南
宮
乎
鐘
﹀
、
︿
生
史
簋
﹀
、
︿
伯

公
父
瑚
﹀
，
銘
文
內
容
正
足
以
說
明
天
和

天
子
、
父
子
、
宗
族
之
間
的
倫
理
關
係
。

另
外
尚
有
其
他
著
名
銅
器
可
以
說

明
當
時
的
倫
理
關
係
。
例
如
︿
五
年
琱
生

尊
﹀
︵
圖
十
二
︶
，
銘
文
記
載
堂
兄
弟
分

家
的
過
程
。
事
件
主
人
公
﹁
琱
生
﹂
是
其

宗
族
族
長
﹁
召
伯
虎
﹂
的
堂
弟
，
琱
生
想

要
分
家
自
立
，
拜
見
召
伯
虎
的
母
親
﹁
召

姜
﹂
，
並
致
贈
下
對
上
相
應
匹
配
的
禮

物
，
召
姜
命
召
伯
虎
奉
行
其
父
的
遺
言
，

照
顧
親
族
，
將
本
次
分
家
一
事
妥
善
處

理
，
此
事
最
終
圓
滿
完
成
。

大
家
對
上
述
人
物
之
間
的
親
疏
關

係
和
互
動
模
式
是
否
覺
得
親
切
而
視
為
當

然
呢
？
若
是
如
此
，
這
是
因
為
我
們
仍
接

受
周
人
留
傳
至
今
以
血
緣
為
脈
絡
的
﹁
倫

理
觀
念
﹂
，
孩
子
本
應
順
從
母
親
的
意

見
，
為
兄
應
盡
照
顧
弟
弟
之
責
，
弟
弟
應

聽
命
於
兄
長
，
亦
即
﹁
父
慈
子
孝
、
兄
友

弟
恭
﹂
。
這
也
正
是
中
華
文
化
的
基
本
價

值
。

另
一
件
銅
器
︿

匜
﹀
則
說
明
踰
越

了
倫
理
分
際
應
受
的
處
罰
。
︵
圖
十
三
︶

圖十三　 匜　高20.5公分，長36.5公分　岐山縣博物館藏

﹁
牛
﹂
為
了
奴
隸
之
事
控
告
了
他
的
上

級
，
法
官
﹁
伯
揚
父
﹂
認
為
牛
違
背
了
以

前
所
承
諾
不
以
下
犯
上
的
誓
言
，
因
此
要

處
罰
牛
，
但
因
牛
有
悔
意
，
所
以
予
以
減

刑
，
免
去
在
臉
上
刺
字
的
墨
刑
，
只
罰
鞭

刑
五
百
，
罰
金
三
百
鋝
。
這
是
司
法
史
上

的
重
要
個
案
，
可
側
面
瞭
解
當
時
的
倫
理

觀
念
。

祭
祀
與
祭
器

在
宗
法
倫
理
下
，
飲
水
思
源
、
慎

終
追
遠
是
自
然
而
然
的
思
維
模
式
，
祭
祀

當
然
也
就
是
日
常
生
活
的
重
要
活
動
。
祭

祀
需
要
禮
器
，
本
次
展
覽
將
呈
現
各
式
禮

器
的
類
別
和
形
制
特
徵
。
主
要
可
分
為
水

器
、
酒
器
和
食
器
，
此
中
不
乏
著
名
重

器
。
例
如
水
器
︿
逨
盉
﹀
，
形
制
碩
大
、

紋
飾
精
美
，
是
目
前
所
見
最
精
緻
的
水
器

之
一
。
又
如
酒
器
中
一
組
﹁
折
器
﹂
，
分

別
為
︿
折
觥
﹀
、
︿
折
尊
﹀
和
︿
折
斝
﹀
。

其
中
折
觥
是
著
名
重
器
︵
圖
十
四
︶
，

是
西
周
大
貴
族
微
氏
家
族
其
中
一
代
名
為

﹁
折
﹂
的
子
孫
為
祭
祀
祖
先
所
作
的
禮

器
。
不
論
形
制
比
例
、
紋
樣
設
計
、
製
作

常
記
載
此
種
觀
念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例

子
為
︿
師

鼎
﹀
。
︵
圖
十
一
︶
銘
文
記

載
師

自
穆
王
時
期
就
任
職
王
朝
師
職
，

有
功
於
周
室
，
穆
王
子
共
王
獎
喻
師

，

賞
賜
各
式
禮
器
。
文
中
出
現
﹁
孔
德
遜

純
﹂
、
﹁
仍
辟
安
德
﹂
、
﹁
先
王
德
﹂
、

﹁
皇
辟
懿
德
﹂
等
，
是
研
究
西
周
德
治
觀

念
最
有
價
值
的
文
獻
。

與
﹁
德
﹂
相
關
最
重
要
的
是
﹁
配
﹂

的
觀
念
，
亦
即
﹁
以
下
配
上
﹂
的
原
則
。

周
王
之
德
方
足
以
匹
配
皇
天
，
故
周
天
子

為
上
天
之
臣
；
周
朝
大
臣
之
德
得
以
匹
配

周
天
子
，
故
臣
得
配
君
。
以
此
類
推
，
妻

配
夫
、
子
配
父
為
自
然
天
理
。

當
這
種
觀
念
不
斷
延
伸
下
去
，
形

成
了
至
今
長
存
的
﹁
倫
理
觀
念
﹂
，
也
就

是
君
臣
、
父
子
、
夫
婦
、
兄
弟
、
朋
友
的

﹁
五
倫
﹂
關
係
。
而
正
是
此
種
倫
理
核
心

價
值
，
西
周
﹁
封
建
制
度
﹂
才
得
以
有
效

運
行
；
王
朝
才
能
藉
由
祖
先
崇
拜
的
宗
族

觀
念
，
以
封
賞
、
朝
貢
、
覲
見
、
餽
贈
、

通
婚
等
活
動
，
維
繫
政
治
體
制
不
致
崩

解
。

本
次
展
品
除
了
之
前
介
紹
的
列
鼎
、

列
簋
等
象
徵
身
分
等
級
的
重
器
外
，
同
時
展

圖十四　 折觥　高29.2公分，長38公分　寶雞市周原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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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巧
皆
為
一
時
之
選
，
可
見
微
氏
家
族

的
政
經
實
力
以
及
對
待
祖
先
的
敬
意
。

銅
器
是
祭
祀
時
所
用
的
禮
器
，
雖
然

重
要
卻
不
是
真
正
的
核
心
。
祭
祀
核
心
在

於
和
上
天
先
祖
交
流
的
過
程
，
祈
求
上
天

的
眷
顧
並
明
瞭
下
達
的
指
示
。
在
這
過
程

中
，
玉
器
才
是
真
正
的
主
角
。

玉
器
是
具
有
精
氣
的
物
質
，
可
作
為

和
神
祇
先
祖
交
流
的
媒
介
。
西
周
初
年
武

王
病
危
之
際
，
周
公
祈
求
上
天
，
希
望
以

昂
貴
異
常
。
間
接
可
知
芮
公
夫
人
所
擁
有

的
玉
禮
器
價
值
不
菲
，
卻
正
足
以
和
其
身

分
等
級
相
匹
配
。

玉
器
昂
貴
其
來
有
自
，
玉
器
製
作
自

採
礦
開
始
，
經
過
運
輪
、
切
割
、
設
計
、

琢
磨
等
過
程
，
過
去
為
此
所
花
費
的
代
價

實
非
現
今
所
能
想
像
。
本
次
展
品
中
有
近

幾
年
出
土
的
西
周
石
質
工
具
，
如
鑽
頭
、

己
身
代
替
武
王
之
命
，
在
﹁
植
璧
秉
圭
﹂

的
儀
式
過
程
中
，
不
論
是
用
以
招
降
、
依

附
神
祖
之
靈
的
祭
玉—

璧
，
或
是
執
拿
在

手
用
以
代
表
身
分
的
瑞
玉—

圭
，
皆
是
以

玉
為
材
質
的
禮
瑞
用
玉
。

正
如
鄧
淑
蘋
研
究
員
所
言
，
禮
字
的

原
意
就
是
以
玉
事
神
，
參
與
者
執
拿
瑞
玉

對
著
祭
玉
上
所
依
附
的
神
祖
之
靈
，
訴
說

自
己
的
祈
盼
，
希
望
獲
得
神
諭
與
庇
佑
。

至
於
祭
者
究
竟
向
神
祇
祈
求
何
事
，

雖
然
受
限
於
材
料
不
足
，
難
窺
全
豹
，
但

仍
可
自
為
數
不
多
的
卜
辭
中
得
知
一
二
。

周
人
繼
承
了
商
人
祭
祀
的
觀
點
和

占
卜
的
方
法
，
同
時
又
發
展
出
屬
於
自
己

的
筮
法
。
例
如
周
公
廟
出
土
的
﹁
寧
風
﹂

卜
甲
︵
圖
十
五
︶
，
內
容
在
祈
求
風
調
雨

順
、
國
泰
民
安
。
這
類
卜
辭
在
商
晚
期
即

相
當
常
見
，
並
延
續
至
西
周
早
期
。

另
外
屬
於
周
人
自
身
的
筮
法
，
是
在

五
十
根
筮
草
之
中
，
先
取
走
一
根
，
其
餘

隨
機
分
成
兩
組
，
兩
組
分
別
以
四
根
為
一

數
，
最
終
會
剩
餘
一
或
二
或
三
根
；
捨
棄

這
些
餘
數
後
再
將
兩
組
合
而
為
一
，
並
再

重
覆
前
述
過
程
兩
次
後
，
最
終
留
下
的
總

數
必
然
是
四
的
倍
數
，
但
倍
數
可
能
是
奇

數
或
偶
數
，
如
此
會
得
一
陽
爻
或
陰
爻
；

︿
九
年
衛
鼎
﹀
，
銘
文
記
載
矩
伯
為
了
要

參
加
周
王
舉
行
的
儀
典
，
分
別
向
裘
衛
交

換
了
不
同
的
禮
器
。
︿
裘
衛
盉
﹀
中
記
載

矩
伯
以
一
千
三
百
畝
的
農
地
向
裘
衛
交
換

價
值
八
十
朋
的
玉
禮
器
和
二
十
朋
的
皮
裘

禮
服
。
︿
九
年
衛
鼎
﹀
則
記
載
矩
伯
以
一

塊
林
地
向
裘
衛
交
換
一
輛
馬
車
和
馬
具
，

以
及
絲
帛
等
物
。
由
上
記
載
可
知
玉
禮
器

圖十五　 「寧風」卜甲　長1.7公分，寬2.4公分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釋文：曰唯寧風于四方三犬三彘既吉茲卜用。

圖十六　 梯形牌串飾　長97公分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圖十七　 裘衛盉　高29公分，口徑20.2公分　岐山縣博物館藏

磨
石
等
，
尚
有
若
干
半
成
品
，
可
以
復
原

部
分
製
作
流
程
。

也
因
為
玉
器
非
同
尋
常
，
絕
非
為
一

般
人
或
尋
常
目
的
製
作
，
而
是
作
為
溝
通

人
神
的
祭
玉
、
表
彰
貴
族
身
分
的
瑞
玉
、

重
要
儀
典
佩
載
的
裝
飾
用
玉
，
或
是
貴
族

專
屬
的
喪
葬
用
器
。
為
了
有
效
展
示
各
種

類
別
的
玉
器
，
本
次
展
覽
特
別
商
借
韓
城

當
進
行
六
次
後
會
得
六
爻
，
此
六
爻
可
組

合
成
一
卦
，
再
比
對
︽
周
易
︾
的
記
載
可

以
得
知
吉
凶
。

周
人
遇
到
重
大
事
件
時
會
同
時
用

占
卜
和
筮
法
，
以
視
慎
重
。
展
品
中
的
卜

骨
，
其
上
還
刻
有
筮
草
所
得
的
爻
數
，
即

為
卜
筮
合
一
的
證
據
。
卜
辭
內
容
多
樣
，

本
次
展
品
中
多
為
卜
問
被
祭
者
是
否
滿
意

祭
祀
內
容
，
以
及
何
時
進
行
另
一
儀
式
，

或
是
祭
品
應
放
置
何
處
，
可
知
祭
祀
者
內

心
的
恭
謹
。

周
人
的
金
玉
文
化

禮
儀
不
僅
表
現
在
祭
祀
中
，
日
常

生
活
必
然
也
有
相
應
的
禮
節
，
以
規
範
人

和
人
之
間
的
倫
理
關
係
。
兩
周
貴
族
參
加

重
要
儀
典
時
，
會
佩
載
各
式
裝
飾
用
玉
，

以
符
合
場
合
的
需
求
。
本
次
展
覽
展
出
二

○
○

五
年
出
土
的
芮
公
夫
人
整
套
玉
器
，

包
括
頭
飾
、
耳
飾
、
項
飾
、
腕
飾
、
握
飾

等
，
包
含
瑪
瑙
珠
總
數
超
過
一
千
件
，
高

貴
華
麗
。
其
中
懸
掛
於
胸
腹
之
間
的
︿
梯

形
牌
串
飾
﹀
︵
圖
十
六
︶
，
是
目
前
所
見

同
類
玉
串
飾
最
精
彩
的
一
組
。

玉
器
在
西
周
時
期
相
當
珍
貴
。
例

如
展
件
中
的
︿
裘
衛
盉
﹀
︵
圖
十
七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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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帶
村
芮
桓
公
墓
二
十
七
號
墓
棺
內
大
部

分
的
玉
器
，
並
在
院
內
還
原
棺
內
現
場
，

讓
觀
眾
知
道
各
式
玉
器
的
擺
放
位
置
和
代

表
意
義
。
︵
圖
十
八
︶

例
如
鋪
列
在
胸
腹
之
間
的
四
戈
、

七
璧
、
四
琮
，
極
有
可
能
是
一
級
貴
族
芮

桓
公
的
等
級
象
徵
，
至
於
︿
七
璜
聯
珠
組

玉
佩
﹀
則
是
身
前
重
要
儀
典
所
佩
載
的
佩

飾
。
︵
圖
十
九
︶
而
各
式
頭
飾
、
項
飾
、

腕
飾
，
華
麗
非
凡
，
可
能
是
在
其
他
場
合

所
使
用
。
特
別
是
左
右
手
掌
上
的
︿
韘
形

串
飾
﹀
，
和
各
式
玉
器
組
合
成
一
組
使

用
，
這
是
目
前
考
古
所
僅
見
，
值
得
進
一

步
研
究
。

此
外
，
芮
公
口
內
和
足
底
皆
有
專

為
喪
葬
目
的
而
製
作
的
玉
器
，
一
般
稱
為

口
唅
和
腳
踏
。
此
類
玉
器
多
改
製
其
他
玉

器
，
可
能
是
要
借
用
古
老
玉
器
所
蘊
藏
的

精
氣
，
以
助
亡
者
往
赴
另
一
世
界
。

改
製
現
象
不
僅
出
現
在
喪
葬
玉
器

中
，
各
式
裝
飾
用
玉
也
大
量
改
製
先
祖
的

遺
留
。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修
改
局
部
以
符
合

新
流
行
的
款
式
；
也
可
能
是
玉
料
短
缺
，

只
好
尋
找
舊
玉
器
以
應
付
新
的
需
求
；
另

一
可
能
是
追
求
簡
樸
風
尚
，
所
以
刻
意

選
取
過
去
的
玉
器
珍
品
重
新
改
製
，
例
如

︿
七
璜
聯
珠
組
玉
佩
﹀
中
的
玉
璜
經
常
改

自
過
去
精
緻
的
藝
術
作
品
，
但
改
製
而

成
的
新
作
品
卻
相
當
樸
拙
，
明
顯
不
如
原

作
，
可
見
是
因
某
種
原
因
有
意
為
之
。

除
了
玉
器
是
貴
族
身
分
象
徵
外
，
金

器
更
是
高
等
級
貴
族
的
專
屬
用
品
。
由
目

前
考
古
發
現
可
知
，
成
組
金
器
只
出
現
在

最
高
等
級
男
性
貴
族
墓
中
，
可
知
相
較
於

男
女
貴
族
皆
可
使
用
的
玉
器
，
金
器
的
等

級
更
加
不
凡
。
例
如
本
次
借
展
的
成
組
金

器
︵
圖
二
十
︶
，
是
公
、
侯
、
伯
、
子
、

男
各
等
級
貴
族
中
，
最
高
級
別
的
芮
公
生

前
的
遺
物
，
原
為
縫
綴
在
禮
服
上
的
整
套

飾
件
，
包
括
肩
飾
、
胸
飾
、
腰
帶
等
，
是

目
前
所
見
最
完
整
的
金
飾
組
件
。
遙
想
芮

公
生
前
穿
著
此
一
金
光
燦
爛
的
禮
服
參
加

儀
典
時
，
其
高
貴
身
分
不
言
自
顯
。

這
組
金
飾
還
包
括
一
件
鏤
空
的
︿
金

劍
鞘
﹀
以
及
與
之
配
套
的
︿
玉
劍
﹀
︵
圖

參
考
書
目

1.  

北
京
大
學
古
代
文
明
研
究
中
心
，
︽
吉
金
鑄

國
史
︾
，
文
物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二
。

2.  

陝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院
、
寶
雞
市
考
古
研
究

所
、
郿
縣
文
化
館
，
︽
吉
金
鑄
華
章
︾
，
文

物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八
。

3.  

孫
秉
君
、
蔡
慶
良
，
︽
芮
國
金
玉
選
粹
︾
，

三
秦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七
。

4.  

鄧
淑
蘋
、
張
麗
端
、
蔡
慶
良
，
︽
敬
天
格

物—

中
國
歷
代
玉
器
導
讀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〇
一
一
。

5.  

鄧
淑
蘋
，
︽
解
析
西
周
玉
器
文
化
的
多
源

性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待
刊
。

二
十
一
︶
，
︿
玉
劍
﹀
並
未
開
鋒
，
邊
緣

鈍
滯
，
並
無
實
用
功
能
，
應
是
純
粹
作
為

身
分
象
徵
的
禮
儀
用
器
。
這
組
玉
劍
金
鞘

是
目
前
所
僅
見
，
可
謂
極
其
珍
貴
。

﹁
赫
赫
宗
周—

西
周
文
化
特
展
﹂

嘗
試
以
最
新
的
考
古
成
果
、
豐
富
多
樣
的

類
別
，
重
新
建
構
出
西
周
歷
史
的
各
個
面

向
。
其
內
容
部
分
證
實
了
過
去
的
研
究
成

果
，
部
分
則
修
正
了
固
有
的
學
說
，
更
有

眾
多
新
發
現
引
領
我
們
的
好
奇
心
，
發
掘

出
未
曾
知
曉
的
歷
史
片
段
。
期
待
未
來
有

更
多
的
考
古
新
發
現
和
深
入
的
研
究
成

果
，
讓
後
代
子
孫
真
正
理
解
西
周
赫
赫
偉

大
的
文
化
遺
產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圖十八　 芮國27號墓棺內墓主人周圍現場　作者提供

圖十九　 七璜聯珠組玉佩　長105公分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圖二十　 盾形金飾　高8.7公分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圖二十一　 玉劍及金劍鞘　玉劍長29公分，金劍鞘長18.9公分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