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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之蕃屏—考古所見西周時期的晉、楊、霍諸封國

專　輯

周
之
蕃
屏

考
古
所
見
西
周
時
期
的
晉
、
楊
、
霍
諸
封
國

吉
琨
璋

︽
左
傳
．
定
公
四
年
︾
載
：
﹁
昔

武
王
克
商
，
成
王
定
之
，
選
建
明
德
，
以

蕃
屏
周
，
︙
︙
﹂
，
雖
只
寥
寥
數
百
言
，

這
是
我
們
見
到
的
有
關
周
初
大
分
封
的
比

較
詳
細
的
敘
述
，
也
是
當
時
中
國
治
國
理

念
、
政
治
綱
要
、
實
施
方
案
、
具
體
構
架

的
真
實
寫
照
。

︽
國
語
．
鄭
語
︾
載
，
周
幽
王
八
年

︵
西
元
前
七
七
四
︶
，
周
太
史
曰
：
﹁
當

成
周
者
，
南
有
荊
、
蠻
、
申
、
呂
、
應
、

鄧
、
陳
、
蔡
、
隨
、
唐
；
北
有
衛
、
燕
、

狄
、
鮮
虞
、
潞
、
洛
、
泉
、
徐
、
蒲
；
西

有
虞
、
虢
、
晉
、
隗
、
霍
、
楊
、
魏
、

芮
；
東
有
齊
、
魯
、
曹
、
宋
、
滕
、
薛
、

鄒
、
莒
，
是
非
也
，
則
皆
蠻
、
荊
、
戎
、

狄
之
人
也
。
﹂

其
實
，
上
述
一
席
話
，
已
經
為
我
們

勾
勒
出
了
西
周
晚
期
中
國
的
政
治
版
圖
，

其
中
，
﹁
王
之
支
子
母
弟
甥
舅
﹂
之
國
正

是
周
王
室
在
各
個
方
位
的
﹁
蕃
屏
﹂
，
在

山
西
南
部
，
晉
、
楊
、
霍
正
是
擔
負
著
這

樣
的
重
要
角
色
。

晉
國
簡
史

說
來
有
意
思
，
晉
國
這
樣
一
個
春

秋
全
盛
時
期
扼
黃
河
中
游
、
地
土
面
積
佔

有
今
天
的
山
西
全
部
，
河
北
、
山
東
、
河

南
、
陝
西
部
分
的
大
國
，
他
的
創
始
者
和

立
國
卻
緣
起
於
一
個
偉
人
的
夢
和
兩
個
孩

提
間
的
遊
戲
。

這
個
偉
人
就
是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有

著
史
詩
般
傳
奇
色
彩
的
人
物
周
武
王
，

︽
左
傳
．
昭
公
元
年
︾
：
﹁
當
武
王
邑
姜

方
震
大
叔
，
夢
帝
謂
己
：
﹃
余
命
而
子
曰

宋
的
時
候
，
在
晉
陽
還
專
門
修
了
一
座
祭

祀
唐
叔
虞
的
晉
祠
。

幸
好
現
代
田
野
考
古
學
的
發
展
，
大

量
的
考
古
材
料
湧
現
以
及
年
代
框
架
的
建

立
，
考
古
學
家
對
文
獻
的
梳
理
和
對
出
土

材
料
的
分
析
，
撥
雲
見
日
，
雖
然
不
能
還

給
出
明
確
的
唐
之
準
確
位
置
，
但
是
可
以

確
定
一
個
基
本
的
方
位
和
範
圍
，
﹁
叔
虞

所
封
的
唐
不
僅
與
﹃
夏
墟
﹄
有
關
，
也
與

﹃
堯
墟
﹄
有
關
，
︙
﹃
夏
墟
﹄
或
指
作
為

夏
文
化
的
二
里
頭
文
化
分
佈
範
圍
看
待
，

﹃
堯
墟
﹄
或
亦
可
作
可
能
是
堯
文
化
的
陶

寺
類
型
龍
山
文
化
的
分
佈
範
圍
看
待
﹂
︵
註

一
︶

分
封
是
授
土
授
民
，
叔
虞
被
封
之
時

不
僅
得
到
﹁
大
路
，
密
須
之
鼓
，
闕
鞏
、

沽
洗
，
懷
姓
懷
姓
九
宗
，
職
官
五
正
。
﹂

還
被
諄
諄
告
誡
﹁
命
以
︽
唐
誥
︾
，
啟
以

夏
正
，
疆
以
戎
索
。
﹂
這
說
明
了
叔
虞
就

封
時
當
地
的
土
著
民
的
情
況
，
近
些
年
，

山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在
晉
南
絳
縣
橫
水
和

翼
城
大
河
口
相
繼
發
掘
了
西
周
時
期
的
倗

國
、
霸
國
墓
地
，
其
葬
俗
表
現
出
很
強
的

特
殊
性
，
諸
如
墓
葬
均
以
東
西
向
為
主
、

倗
國
墓
地
男
性
多
俯
身
葬
、
均
大
量
使
用

禮
成
之
，
樂
歌
之
﹄
，
於
是
遂
封
叔
虞
於

唐
。
﹂
︵
圖
一
︶

這
就
是
流
傳
很
廣
婦
孺
皆
知
的
﹁
叔

虞
封
唐
﹂
與
﹁
桐
葉
封
弟
﹂
的
故
事
，
有

學
者
對
這
些
故
事
的
真
實
性
提
出
疑
惑
，

我
倒
覺
得
，
晉
國
確
實
存
在
，
而
且
半
個

世
紀
以
來
的
考
古
成
果
實
實
在
在
說
明
西

周
時
期
的
晉
國
就
在
今
天
的
山
西
南
部
一

帶
，
如
此
，
故
事
的
真
實
與
否
倒
顯
得
並

不
太
重
要
了
，
相
反
，
為
晉
國
的
產
生
披

上
一
層
﹁
晉
乃
天
授
﹂
朦
朧
的
面
紗
不
更

顯
出
歷
史
的
魅
力
嗎
？

唐
是
晉
國
的
始
封
地
，
在
哪
里

呢
？
司
馬
遷
曰
﹁
唐
在
河
、
汾
之
東
方
百

里
﹂
，
太
史
公
在
這
裡
和
大
家
開
了
個
玩

笑
，
語
焉
詳
又
不
詳
，
說
詳
，
倒
是
挺
具

體
，
在
﹁
河
汾
之
東
﹂
，
說
是
不
詳
，
又

﹁
方
百
里
﹂
，
到
哪
里
去
找
呢
？
我
們
也

不
能
太
苛
求
太
史
公
，
畢
竟
太
史
公
所
在

的
西
漢
距
周
初
也
近
千
年
，
東
漢
時
期
鄭

玄
之
︽
詩
譜
．
唐
譜
︾
稱
﹁
成
王
封
母
弟

叔
虞
於
堯
之
故
墟
曰
唐
侯
，
南
有
晉
水
，

至
子
燮
父
改
為
晉
侯
。
﹂
，
但
鄭
玄
以
為

叔
虞
之
封
在
晉
陽
亦
即
太
原
一
帶
，
這
樣

的
觀
點
一
直
影
響
到
後
來
，
以
致
於
在
唐

虞
，
將
與
之
唐
，
屬
諸
參
，
而
蕃
育
其
子

孫
。
﹄
及
生
，
有
文
在
其
手
曰
虞
，
遂
以

命
之
。
及
成
王
滅
唐
，
而
封
大
叔
焉
。
﹂

︽
史
記
．
晉
世
家
︾
：
﹁
武
王

崩
，
成
王
立
，
周
公
誅
滅
唐
。
成
王
與

叔
虞
戲
，
削
桐
葉
為
珪
以
予
叔
虞
，
曰
：

﹃
以
此
封
若
。
﹄
史
佚
因
請
擇
日
立
叔

虞
。
成
王
曰
：
﹃
吾
與
之
戲
耳
。
﹄
史

佚
曰
：
﹃
天
子
無
戲
言
，
言
則
史
書
之
，

圖一　叔虞鼎　高27公分，口徑長18.5公分，口徑寬16.5公分　山西晉侯114號墓地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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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
人
和
腰
坑
，
銅
器
人
名
多
有
日
名
現
象

等
，
表
現
出
的
考
古
學
文
化
明
顯
不
同
於

晉
人
的
周
文
化
，
正
是
當
地
土
著
民
的
寫

照
。
出
土
的
金
文
也
反
映
了
這
兩
個
部

族
或
小
國
與
周
王
室
及
諸
侯
國
的
關
係
。

我
們
認
為
這
兩
個
墓
地
所
在
位
置
應
該
就

在
晉
的
疆
域
之
內
，
它
們
是
受
晉
國
管
理

的
小
國
或
部
族
，
為
晉
之
附
庸
，
晉
國
的

統
治
者
對
他
們
採
取
相
對
寬
鬆
的
政
策
，

晉
為
區
域
內
盟
主
，
他
們
接
受
晉
監
管
，

但
有
相
對
的
獨
立
空
間
和
自
由
；
在
禮
制

方
面
，
使
用
和
晉
國
國
君
相
同
的
禮
制
；

可
以
保
持
自
己
傳
統
的
風
俗
；
可
以
有
一

定
的
外
交
權
利
諸
如
和
周
王
室
大
臣
、
諸

侯
國
聯
姻
，
領
地
有
相
對
的
獨
立
性
，
晉

國
不
予
干
涉
；
他
們
的
首
腦
甚
至
可
以
在

晉
國
擔
任
高
級
職
務
，
分
享
一
定
的
權

利
，
如
︽
左
傳
．
隱
公
元
年
︾
中
提
到
的

﹁
翼
九
宗
五
正
頃
父
之
子
嘉
父
逆
晉
侯
於

隨
﹂
，
其
中
的
九
宗
五
正
可
能
就
是
這
樣

的
角
色
︵
註
二
︶
。

叔
虞
子
燮
父
改
國
號
為
晉
，
晉
由
此

始
！
考
﹁
晉
﹂
之
由
來
，
或
以
為
晉
之
地

名
固
已
有
之
，
燮
父
遷
往
此
地
，
就
以
之

為
國
號
；
或
以
為
是
因
堯
墟
南
有
晉
水
而

得
名
；
或
以
為
是
叔
虞
到
了
封
地
後
，
勤

於
治
理
，
得
﹁
異
畝
同
穎
﹂
，
向
周
王
室

晉
獻
嘉
禾
，
因
以
為
晉
；
或
以
︽
說
文
︾

論
之
，
﹁
晉
，
進
也
，
日
出
萬
物
進
﹂
；

或
以
字
形
論
之
，
其
上
為
矢
，
下
為
箙
，

整
體
為
箭
入
︵
或
出
︶
囊
形
也
，
等
等

吧
，
不
一
而
論
，
無
論
何
由
何
據
何
論
，

最
終
的
結
果
是
確
立
﹁
晉
﹂
為
國
號
，
並

在
以
後
的
幾
百
年
享
譽
華
夏
，
值
得
關

注
的
倒
是
燮
父
究
竟
是
單
純
的
更
改
國
號

呢
，
還
是
既
改
國
號
又
遷
都
？

筆
者
認
為
燮
父
不
僅
改
了
國
號
，
並

且
把
都
城
遷
到
了
今
天
的
曲
沃
、
翼
城
交

界
的
曲
村
一
帶
，
這
就
是
曲
村—

天
馬
遺

址
。

早
在
上
個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曲
沃

與
翼
城
交
界
處
的
曲
村
、
天
馬
一
帶
的
古

文
化
遺
存
引
起
了
考
古
學
家
們
的
濃
厚
興

趣
︵
圖
二
︶
，
從
七
十
年
代
末
開
始
，
北

京
大
學
和
山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合
作
對
以

這
一
帶
為
中
心
的
區
域
進
行
了
廣
泛
的
調

查
，
確
定
了
以
曲
村—

天
馬
遺
址
為
重
心

的
工
作
方
向
，
經
八
十
年
代
、
九
十
年
代

至
今
的
多
次
大
規
模
發
掘
，
基
本
摸
清
了

遺
址
的
性
質
和
文
化
內
涵
。

遺
址
位
於
曲
沃
縣
東
北
與
翼
城
交
界

處
，
分
佈
在
曲
村
、
天
馬
、
北
趙
、
三
張

四
個
自
然
村
及
村
子
之
間
的
一
大
片
廣
闊

的
地
帶
，
東
西
三
八○
○

米
，
南
北
二
八

○
○

米
，
面
積
大
約
十
一
平
方
公
里
。
遺

址
規
模
宏
大
，
延
續
的
時
間
較
長
，
以
西

周
到
戰
國
文
化
遺
存
最
為
豐
富
。
在
遺
址

內
有
埋
葬
晉
國
西
周
時
期
九
位
國
君
的
墓

地
，
有
普
通
貴
族
和
平
民
的
墓
地
，
還
有

生
活
居
住
遺
址
、
戰
國
城
址
和
祭
祀
遺
址

等
。
遺
址
的
內
涵
表
明
，
這
裏
在
西
周
初

期
就
興
起
，
西
周
晚
期
至
春
秋
初
期
是
鼎

盛
時
期
，
春
秋
以
降
，
逐
漸
衰
落
。
學
術

界
認
為
這
裏
是
晉
國
西
周
時
期
的
都
城
所

在
地
，
始
於
西
周
早
期
的
燮
父
，
終
於
春

秋
早
期既

然
曲
村—

天
馬
遺
址
是
都
城
所

在
地
，
而
在
這
裏
又
發
現
了
燮
父
夫
婦
的

一
組
墓
葬
，
並
且
為
晉
侯
墓
地
中
年
代
最

早
的
一
組
︵
圖
三
、
圖
四
︶
，
那
麼
，
它

作
為
都
城
最
晚
當
始
於
燮
父
時
期
，
是
否

會
進
一
步
是
叔
虞
所
封
之
唐
呢
？
我
們
認

為
可
能
性
不
大
，
迄
今
為
止
，
我
們
並
沒

有
在
該
遺
址
發
現
商
代
晚
期
和
周
初
的
遺

存
，
這
就
很
難
說
該
遺
址
和
唐
能
拉
上
關

係
，
這
說
明
，
唐
恐
怕
還
要
到
天
馬—

曲

村
遺
址
以
外
的
地
方
尋
找
。

新
發
現
的
︿
堯
公
簋
﹀
也
從
另
一

個
角
度
解
決
了
這
個
問
題
。
︵
圖
五
︶
簋

銘
中
的
唐
伯
應
該
就
是
燮
父
，
燮
父
受
王

命
而
﹁
侯
于
晉
﹂
，
諸
學
者
就
此
已
經
做

了
充
分
討
論
，
燮
父
所
居
晉
國
都
邑
晉
並

不
是
叔
虞
初
封
之
唐
舊
地
，
而
是
新
遷
之

都
。
︵
註
三
︶

像
其
他
諸
侯
國
一
樣
，
晉
在
周
王

室
北
面
形
成
的
一
道
屏
障
，
擔
負
起
﹁
蕃

屏
﹂
的
責
任
，
不
僅
統
領
內
部
的
﹁
懷
姓

九
宗
﹂
，
鎮
撫
附
庸
，
抗
擊
戎
狄
，
還
要

勤
於
王
事
，
隨
周
王
出
征
，
必
要
時
還
要

﹁
勤
王
﹂
。 

初
期
的
唐
公
就
﹁
膺
受
大

命
，
左
右
武
王
﹂
；
燮
父
曾
與
其
他
諸
侯

俱
事
康
王
；
文
侯
曾
輔
佐
平
王
完
成
東
遷

壯
舉
。晉

侯
墓
地
晉
獻
侯
墓
出
土
的
︿
晉

侯
穌
鐘
﹀
就
具
體
記
述
了
晉
侯
穌
︵
晉
獻

侯
︶
隨
周
天
子
對
東
方
的
一
次
戰
役
經
過

︵
圖
六
︶
，
全
文
三
五
五
字
，
記
事
詳

細
，
彌
補
了
史
料
的
闕
遺
。
該
墓
祔
葬
的

車
馬
坑
是
迄
今
為
止
發
現
的
西
周
時
期
最

大
的
一
座
車
馬
坑
︵
圖
七
︶
，
陪
葬
車
輛

圖二　八十年代曲村現場圖　作者提供圖三　 鳥尊　高39公分，殘長30.5公分，寬17.5公分　 
山西晉侯114號晉侯燮父墓出土

圖四　 豬尊　高22.2公分，長39公分　山西晉侯113號侯燮父夫人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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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之蕃屏—考古所見西周時期的晉、楊、霍諸封國

專　輯

達
四
十
八
輛
之
多
，
默
默
的
敘
述
著
這
位

晉
侯
的
文
治
武
功
。
也
為
我
們
展
示
了
西

周
的
車
馬
戰
陣
的
風
采
。

楊
國
梗
概

楊
國
也
是
﹁
周
之
蕃
屏
﹂
之
一
。

近
些
年
，
隨
著
地
下
考
古
資
料
的
不
斷
出

現
，
撲
朔
迷
離
的
楊
國
逐
漸
浮
出
水
面
。

我
們
不
妨
先
對
有
關
楊
國
的
文
獻
資

料
稍
作
梳
理
。

其
一
，
︽
國
語
．
鄭
語
︾
︵
西
元

前
七
七
四
年
︶
﹁
當
成
周
者
︙
西
有
虞
、

虢
、
晉
、
隗
、
霍
、
楊
、
魏
、
芮
︙
。
﹂ 

其
二
，
︽
左
傳
．
襄
公
二
十
九
年
︾

︵
西
元
前
五
四
四
年
︶
﹁
虞
、
虢
、
焦
、

滑
、
霍
、
楊
、
韓
、
魏
，
皆
姬
姓
也
。
﹂ 

其
三
，
︽
新
唐
書
．
宰
相
世
系
表
．

一
下
︾
﹁
楊
氏
出
於
姬
姓
，
周
宣
王
子
尚

父
封
為
楊
侯
﹂
。

前
兩
條
先
秦
文
獻
表
明
，
至
少
在

西
周
晚
期
，
在
山
西
南
部
有
一
個
姬
姓
楊

國
。
漢
以
後
的
文
獻
所
據
不
詳
，
但
所
記

述
的
楊
國
竟
然
和
後
來
出
土
的
考
古
材
料

相
互
印
證
！

考
古
出
土
資
料
也
有
幾
條
。

其
一
，
曲
村—

天
馬
遺
址
晉
侯
墓
地

晉
穆
侯
邦
父
第
二
任
夫
人
墓
六
十
三
號
墓 

出
土
一
對
銅
壺
︵
圖
八
︶
，
在
壺
蓋
和
口

部
內
壁
均
有
相
同
的
銘
文
：
﹁
楊
姞
作
羞

醴
壺
永
寶
用
﹂
。

 

其
二
，
二○

○

三
年
一
月
十
九

日
，
陝
西
郿
縣
是
幾
位
農
民
在
挖
土
中
發

現
一
個
西
周
的
銅
器
窖
藏
，
出
土
二
十
七

件
銅
器
，
其
中
，
四
十
二
年
︿
逨
鼎
﹀
銘
文

中
，
有
﹁
餘
肇
建
長
父
侯
于
楊
﹂
一
句
。

其
三
，
一
九
九
六
年
春
天
，
洪
洞

博
物
館
曾
在
永
凝
堡
徵
集
到
一
件
︿
帶
蓋

雙
耳
圈
足
簋
﹀
，
該
器
整
體
球
形
，
蓋
上

有
喇
叭
狀
抓
手
，
附
耳
帶
珥
，
三
獸
首

足
，
蓋
、
腹
飾
瓦
棱
紋
和
竊
曲
紋
，
與
晉

侯
九
十
三
號
墓
、
六
十
四
號
墓
出
土
的

圖五　 堯公簋及銘文照片和摹本　作者提供 
釋文：堯公作妻姚簋，遘于王令唐伯侯于晉，唯王廿又八祀。

圖六　晉侯穌編鐘　上海博物館藏

圖七　晉獻侯墓所祔葬1號車馬坑全景　作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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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簋
﹀
及
︿
散
車
父
簋
﹀
、
︿
梁
其
簋
﹀

等
器
具
有
相
同
特
徵
，
蓋
和
內
底
均
有
銘

文
：
﹁
嚴
尚
父
作
寶
簋
其
萬
年
子
孫
永

用
﹂
。
時
代
當
在
西
周
晚
期
。

關
於
楊
姞
身
分
的
討
論
比
較
多
一

些
，
形
成
了
關
於
做
器
者
楊
姞
身
分
的
兩

派
意
見
，
部
分
學
者
認
為
楊
姞
是
姞
姓
楊

國
之
女
，
同
時
也
是
六
十
三
號
墓
的
墓
主

人
，
而
另
一
部
分
學
者
則
主
張
楊
姞
是
某

位
嫁
到
楊
國
的
姞
姓
女
子
，
其
所
做
器
因

某
種
原
因
而
隨
葬
於
晉
侯
六
十
三
號
墓
，

但
楊
姞
並
非
該
墓
的
墓
主
。
︵
註
四
︶

我

們
覺
得
後
一
種
意
見
更
合
理
一
些
。
此
外

晉
侯
六
十
三
號
墓
出
土
了
大
量
精
彩
的
玉

器
，
也
透
露
出
墓
主
人
特
殊
的
身
分
。

︵
圖
九
︶

四
十
二
年
︿
逨
鼎
﹀
形
制
明
顯
為

西
周
晚
期
特
徵
，
孫
慶
偉
在
討
論
楊
姞
和

楊
國
的
問
題
時
，
曾
經
推
測
楊
國
的
始
封

當
在
周
宣
王
三
十
九
年
王
師
敗
績
與
千
畝

之
戰
以
後
。
董
珊
博
士
考
證
銘
文
中
，
有

﹁
餘
肇
建
長
父
侯
于
楊
﹂
一
句
，
正
可
以

和
︽
新
唐
書
．
宰
相
世
系
表
．
一
下
︾
相

印
證
，
由
此
論
定
楊
國
的
始
封
在
宣
王

四
十
二
年
，
即
西
元
前
七
八
六
年
。

永
凝
堡
考
古
發
掘

上
個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
在
洪
洞
東

北
方
向
約
六
公
里
處
的
永
凝
堡
、
坊
堆
一

帶
，
發
現
一
處
西
周
時
期
墓
地
。
此
地
東

與
霍
山
相
望
，
西
臨
汾
河
平
川
。
墓
地
陸

續
出
土
了
一
些
陶
器
、
青
銅
禮
器
、
車
馬

器
和
卜
骨
，
有
的
卜
骨
上
還
有
字
。
時
代

為
西
周
，
有
早
有
晚
。

八
十
年
代
，
考
古
學
家
們
對
永
凝

堡
進
行
了
正
式
發
掘
，
鑽
探
面
積
一
萬

三
千
平
方
米
，
發
現
灰
坑
二
十
座
，
墓
葬

五
十
六
座
。
清
理
其
中
的
二
十
二
座
。
永

凝
堡
墓
地
和
遺
址
文
化
特
徵
表
現
出
以
下

幾
個
特
點
。

其
一
，
墓
地
時
代
從
西
周
早
期
延
續

到
晚
期
。

其
二
，
墓
地
主
要
表
現
出
周
文
化
特

色
。
二
十
二
座
西
周
墓
葬
中
九
座
出
土
有

銅
禮
器
，
大
部
分
出
土
有
陶
器
，
銅
器
與

陝
西
地
區
西
周
銅
器
區
別
不
大
，
陶
器
均

為
聯
襠
鬲
，
大
致
與
豐
鎬
地
區
墓
葬
陶
鬲

相
似
，
但
個
別
墓
表
現
出
不
同
於
宗
周
色

彩
的
文
化
因
素
。

其
三
，
僅
見
到
中
型
墓
和
小
型
墓

葬
，
沒
有
見
到
大
型
墓
葬
，
墓
葬
規
模
似

乎
愈
晚
愈
趨
於
大
。

其
四
，
用
鼎
制
度
。
最
高
級
別
墓
葬

見
於
三
鼎
。

永
凝
堡
墓
地
與
曲
村—

天
馬
遺
址
直

線
距
離
約
六
十
公
里
，
對
比
二
者
，
我
們

認
為
永
凝
堡
墓
地
顯
然
不
是
晉
國
範
圍
內

墓
地
，
但
與
晉
國
同
屬
周
文
化
，
在
禮
制

方
面
應
該
有
著
相
同
的
習
俗
。

永
凝
堡
墓
地
最
高
級
別
墓
葬
是
三

鼎
，
但
出
土
鐘
磬
類
的
樂
器
卻
值
得
關

注
。
所
以
，
我
們
認
為
，
以
前
的
發
掘
僅

僅
是
墓
地
的
一
部
分
，
也
許
真
正
的
大
型

墓
葬
還
沒
有
挖
到
，
聯
繫
到
這
裏
存
在
大

的
遺
址
，
曾
經
出
土
卜
骨
，
我
們
有
理
由

認
為
，
這
裏
應
該
在
歷
史
上
曾
經
有
過
一

個
政
體
，
亦
即
封
國
，
並
且
有
過
都
城
。

那
麼
，
在
時
空
上
應
該
與
史
載
的
哪

個
封
國
吻
合
呢
？

毫
無
疑
問
，
出
土
於
永
凝
堡
墓
地

的
尚
父
簋
，
可
以
明
確
的
傳
達
給
我
們
一

個
資
訊
，
即
在
西
元
前
七
八
六
年
後
，
這

裏
是
周
宣
王
所
封
的
姬
姓
楊
國
。
但
是
，

永
凝
堡
墓
地
顯
示
的
卻
是
最
晚
從
西
周
早

期
這
裏
就
存
在
一
支
以
周
文
化
系
統
為
主

的
考
古
學
文
化
，
其
中
還
存
在
一
定
的
土

著
因
素
，
而
尚
父
封
楊
是
西
周
晚
期
的
事

了
，
這
是
否
還
暗
含
著
其
他
封
國
呢
，
聯

繫
到
西
周
時
期
的
霍
國
至
今
還
沒
浮
出
水

面
，
劉
緒
先
生
指
出
﹁
︵
永
凝
堡
墓
地
︶

西
周
三
鼎
墓
的
存
在
和
有
字
卜
骨
的
發
現

說
明
本
遺
址
在
西
周
時
期
並
非
一
般
村

落
，
居
址
中
一
定
有
與
墓
主
及
有
字
卜
骨

使
用
者
身
份
相
符
的
遺
存
。
︙
︙
是
否
與

霍
、
楊
有
關
，
確
實
值
得
注
意
。
﹂
︵
註

註
釋

1. 

李
伯
謙
，
︿
堯
公
簋
與
晉
國
早
期
歷
史
若

干
問
題
的
再
認
識
﹀
，
︽
中
原
文
物
︾
二

○
○

九
年
第
一
期
。

2. 

吉
琨
璋
，
︿
西
周
時
期
的
晉
南
政
治
格

局—

從
晉
、
倗
、
霸
說
起
﹀
，
山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六
十
年
華
誕
論
文
集
，
待
刊
。

3. 

朱
鳳
瀚
，
︿
堯
公
簋
與
唐
伯
侯
于
晉
﹀
，

︽
考
古
︾
二○

○

七
年
第
三
期
；
李
學

勤
，
︿
論
堯
公
簋
年
代
及
相
關
問
題
﹀
，

︽
夏
商
周
斷
代
工
程
簡
報
︾
第
一
六
三

期
，
二○

○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
李
伯

謙
，
︿
堯
公
簋
與
晉
國
早
期
歷
史
若
干
問

題
的
再
認
識
﹀
，
︽
中
原
文
物
︾
二○

○

九
年
第
一
期
。

4. 

兩
派
意
見
：
李
學
勤
、
王
光
堯
、
李
伯
謙

和
馮
時
等
學
者
先
後
著
文
指
出
楊
姞
是
姞

姓
楊
國
之
女
，
同
時
也
是
六
十
三
號
墓
的

墓
主
人
，
而
王
人
聰
、
陳
絜
、
孫
慶
偉
等

先
生
則
主
張
楊
姞
是
某
位
嫁
到
楊
國
的
姞

姓
女
子
，
其
所
做
器
因
某
種
原
因
而
隨
葬

於
晉
侯
六
十
三
號
墓
地
，
但
楊
姞
並
非
該

墓
的
墓
主
。

5. 

劉
緒
，
︽
晉
文
化
︾
，
二○

世
紀
中
國
文

物
考
古
發
現
與
研
究
叢
書
，
文
物
出
版

社
，
二○

○

七
。

圖八　 楊姞壺　高35.8，口徑12.4公分　山西晉侯63號晉穆侯夫人墓出土 
釋文：楊姞作羞醴壺永寶用。

圖九　 龍紋玉璧及拓片　直徑15.6，孔徑6.8公分　山西晉侯63號晉穆侯夫人墓出土

蓋銘

五
︶
確
有
見
地
。

小
結

以
上
簡
單
介
紹
晉
、
楊
、
霍
等
西
周

封
國
，
對
待
對
西
周
歷
史
研
究
有
所
挹
注
，

也
期
待
讀
者
有
所
收
穫
。

作
者
為
山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研
究
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