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倗國和霸國—晉南發現的兩個西周新封國

專　輯

倗
國
和
霸
國

晉
南
發
現
的
兩
個
西
周
新
封
國

謝
堯
亭

西
周
時
期
，
在
山
西
南
部
地
區
分

封
了
許
多
諸
侯
國
，
通
過
文
獻
記
載
和
考

古
發
現
已
知
的
有
晉
︵
唐
︶
、
霍
、
楊
、

韓
、
魏
、
荀
、
虞
、
黎
、
倗
、
霸
︵
格
︶
等

二
十
餘
國
，
但
西
周
王
朝
的
勢
力
範
圍
始

終
沒
有
到
達
今
霍
州
以
北
的
晉
中
和
晉
北

地
區
，
山
西
地
區
西
周
時
期
的
考
古
發
現

也
主
要
集
中
在
晉
南
地
區
。
︵
註
一
︶
早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就
發
現
了
洪
洞
縣
的
永
凝
堡

西
周
墓
地
，
此
後
在
長
子
縣
西
旺
村
、
翼

城
縣
鳳
家
坡
、
長
子
縣
景
義
村
、
芮
城
縣

柴
村
、
侯
馬
市
上
馬
村
、
曲
沃
縣
曲
村
、

平
陸
縣
棗
園
村
和
盤
南
村
、
曲
沃
縣
北
趙

村
、
臨
汾
市
龐
杜
村
、
浮
山
縣
橋
北
村
、

聞
喜
縣
官
莊
村
、
黎
城
縣
塔
坡
村
、
河
津

市
山
王
村
、
芮
城
縣
坑
頭
村
、
稷
山
縣
三

交
村
、
侯
馬
市
香
邑
村
、
新
絳
縣
馮
古
莊

村
、
絳
縣
橫
水
鎮
和
蓋
家
溝
村
、
翼
城
縣

大
河
口
村
等
地
陸
續
發
現
西
周
青
銅
器
墓

葬
或
墓
地
。
︵
圖
一
︶
其
中
近
年
發
現
的
絳

縣
橫
水
墓
地
和
翼
城
縣
大
河
口
墓
地
尤
為

引
人
矚
目
，
這
兩
處
墓
地
的
發
現
，
是
繼

上
世
紀
九○

年
代
晉
侯
墓
地
發
現
以
來
在

晉
南
地
區
西
周
考
古
上
最
重
要
的
發
現
。

橫
水
墓
地

橫
水
墓
地
位
於
絳
縣
橫
水
鎮
以
北

約
一
千
米
處
，
墓
地
北
依
紫
金
山
︵
又

名
絳
山
︶
，
南
面
涑
水
河
，
北
高
南
低
呈

緩
坡
狀
。
二○

○

四
年
因
被
盜
而
被
發

現
，
發
掘
區
域
內
除
了
西
周
墓
地
外
還
發

現
少
量
廟
底
溝
時
期
的
灰
坑
及
漢
、
宋
、

金
代
墓
葬
。
發
掘
面
積
三
萬
餘
平
方
米
，

共
發
掘
西
周
墓
葬
一
二
九
九
座
。
墓
地

南
北
長
，
東
西
窄
，
墓
葬
排
列
有
序
，

極
少
見
有
打
破
現
象
。
大
中
型
墓
葬
位

於
墓
地
的
中
部
，
小
型
墓
葬
在
其
東
西

圖一　晉南地區西周墓地分布情況（三角形範圍為曲村、橫水以及大河口相對位置）　蔡慶良提供

圖二　橫水墓地發掘平面圖（左上角為北方）。　作者提供

兩
側
︵
圖
二
︶
，
時
代
從
西
周
早
期
延

續
到
兩
周
之
際
。
除
了
一
號
、
二
號
︵
註

二
︶

、
一○

一
一
號
墓
三
座
為
斜
坡
墓
道

的
甲
字
形
墓
葬
外
，
其
餘
均
為
豎
穴
土
壙

墓
，
多
口
小
底
大
，
頭
向
西
的
墓
葬
占
絕

大
部
分
，
葬
具
有
二
棺
一
槨
、
一
棺
一

槨
、
一
棺
，
部
分
墓
葬
無
葬
具
。
大
中
型

墓
葬
多
陪
葬
有
車
馬
坑
，
共
發
現
車
馬
坑

三
十
三
座
，
車
馬
坑
大
多
為
南
北
向
，
在

部
分
大
中
型
墓
口
的
東
側
發
現
有
柱
洞
，

有
的
大
中
型
墓
口
四
角
有
四
個
斜
洞
。

︵
圖
三
︶
大
部
分
青
銅
容
器
墓
葬
和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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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器
墓
葬
設
有
腰
坑
，
腰
坑
內
一
般
殉
一

狗
，
個
別
殉
一
人
，
部
分
墓
葬
在
墓
底
或

二
層
臺
上
殉
狗
，
三
十
多
座
大
中
型
墓

葬
中
殉
人
︵
一
至
七
人
不
等
︶
，
共
殉

一
百
餘
人
，
有
仰
身
，
也
有
俯
身
，
多

置
於
二
層
臺
上
。
所
有
墓
葬
都
為
單
人

葬
，
墓
主
葬
式
男
性
俯
身
直
肢
多
於
仰
身

直
肢
，
個
別
為
屈
肢
葬
，
女
性
絕
大
部

分
為
仰
身
直
肢
，
無
俯
身
葬
，
年
齡
多

集
中
在
廿
至
五
十
歲
間
。
隨
葬
器
物
有

青
銅
器
、
陶
器
、
玉
石
器
、
海
貝
、
蛤

蜊
、
蚌
器
、
骨
器
、
漆
木
器
、
原
始
瓷
器

等
。
青
銅
器
種
類
有
鼎
、
簋
、
鬲
、
甗
、

盤
、
盉
、
壺
、
觚
、
爵
、
尊
、
卣
、
觶
、

方
彝
、
觥
、
戈
、
矛
、
劍
、
鏃
、
斧
、

刀
、
鑿
、
車
馬
器
、
甬
鐘
等
等
，
青
銅
容

器
墓
葬
中
隨
葬
鼎
數
最
多
為
八
鼎
，
其

次
為
七
、
五
、
三
、
二
、
一
鼎
。
陶
器
種

類
有
鬲
、
豆
、
罐
、
壺
、
盆
、
簋
、
尊
、

瓿
、
甕
、
尊
等
，
組
合
為
鬲
、
鬲
罐
等
十

幾
種
。
部
分
青
銅
容
器
墓
葬
內
隨
葬
車
。

如
一○

一
一
號
墓
︵
圖
四
︶
，
是
一
座
帶

斜
坡
墓
道
的
甲
字
形
豎
穴
土
壙
墓
葬
，
墓

圖三　橫水墓地中，墓口四角有斜洞的例子（由西向東拍攝）。　作者提供

圖七　橫水墓地2158號墓室現場　作者提供

圖八　橫水墓地2158號墓出土銅貘尊　作者提供

圖四　橫水墓地1011號墓室現場　作者提供

圖六　橫水1011號墓出土銅簋　作者提供 圖五　橫水1011號墓出土銅鼎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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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位
於
墓
室
的
西
部
，
墓
口
東
面
有
柱
洞

二
，
槨
蓋
上
隨
葬
車
一
輛
，
一
棺
一
槨
，

墓
主
仰
身
直
肢
，
男
性
，
槨
底
有
一
腰

坑
，
腰
坑
內
有
腐
朽
的
獸
骨
，
殉
五
人
。

隨
葬
品
除
了
棺
內
墓
主
隨
身
飾
品
外
主
要

放
置
在
棺
槨
之
間
，
隨
葬
青
銅
鼎
三
︵
圖

五
︶
、
簋
二
︵
圖
六
︶
、
甗
一
、
盤
一
、

盉
一
、
壺
一
、
尊
一
、
卣
一
、
觚
一
、
爵

二
、
斗
一
、
鐘
七
，
兵
器
有
銅
戈
九
件
、

銅
矛
一
件
，
另
外
還
有
工
具
和
車
馬
器
，

陶
器
組
合
為
鬲
、
罐
，
其
他
隨
葬
品
有
玉

石
器
、
骨
器
、
蚌
器
、
海
貝
、
漆
器
和
串

飾
等
。
二
一
五
八
號
墓
︵
圖
七
︶
，
土
壙

豎
穴
墓
，
墓
口
東
面
有
柱
洞
三
，
墓
口
四

角
各
發
現
斜
洞
一
，
二
棺
一
槨
，
墓
主
為

男
性
，
仰
身
直
肢
，
年
齡
三
十
五
至
四
十

歲
，
墓
底
腰
坑
內
殉
一
人
、
一
狗
，
二
層

臺
上
殉
五
人
、
一
狗
，
隨
葬
品
主
要
放
置

在
棺
槨
之
間
，
隨
葬
青
銅
鼎
八
、
簋
二
、

甗
一
、
盤
一
、
壺
二
、
卣
一
、
尊
四
︵
圖

八
︶
、
盉
二
、
斗
二
、
觚
一
、
觶
一
，
兵

器
有
銅
戈
十
五
、
矛
二
，
另
外
還
有
工
具

和
車
馬
器
，
隨
葬
陶
鬲
一
件
，
原
始
瓷
豆

四
、
瓷
壺
一
，
其
他
隨
葬
品
有
玉
石
器
、

蚌
器
、
海
貝
和
漆
器
等
。
橫
水
一
號
墓
發

現
的
荒
幃
和
多
座
墓
葬
發
現
的
柱
洞
、
斜

洞
都
屬
於
重
要
的
新
發
現
。
橫
水
墓
地
出

土
的
多
件
青
銅
器
銘
文
中
有
倗
伯
、
倗

公
、
倗
孟
、
倗
叔
、
倗
姬
等
，
其
中
以
倗

伯
最
多
，
如
二
號
墓
鼎
、
盤
、
甗
上
有
銘

文
﹁
倗
伯□

作
寶
鼎
︵
盤
、
甗
︶
︙
其
萬

年
永
用
﹂
，
一
號
墓
鼎 

、
盤
、
簋
、
甗

上
有
銘
文
﹁
倗
伯
乍
畢
姬
寶
旅
鼎
︵
盤
、

簋
、
甗
︶
﹂
。
一○

○

六
號
墓
：
編
號

一
四
五
壺
上
有
﹁
倗
公
﹂
銘
文
，
一○

一
一
號
墓
：
編
號
五
十
九
盤
上
有
﹁
倗

叔
﹂
銘
文
，
二
一
一
三
號
墓
：
編
號
十
一

簋
上
有
﹁
倗
孟
﹂
銘
文
，
三
二
五○

號

墓
：
編
號
二
十
簋
上
有
﹁
倗
姬
﹂
等
等
，

明
確
指
示
這
裏
是
倗
氏
墓
地
，
是
倗
地
。

傳
世
的
青
銅
器
銘
文
顯
示
倗
屬
於
媿
姓
，

如
西
周
中
期
銅
鼎
上
有
﹁
倗
仲
作
畢
媿

媵
鼎
﹂
，
倗
生
鼎
銘
﹁
倗
生
作
成
媿
媵

鼎
﹂
。
橫
水
二
千
五
百
零
八
號
墓
出
土
的

銅
簋
上
也
有
銘
文
﹁
倗
番
生
作□

媿
媵

簋
﹂
，
也
明
確
顯
示
倗
為
媿
姓
。
青
銅
器

銘
文
還
提
到
﹁
王
姊
﹂
、
﹁
魯
侯
﹂
、

﹁
芮
伯
﹂
、
﹁
蔡
中
﹂
、
﹁
南
宮
﹂
、

﹁
尹
氏
﹂
、
﹁
太
保
﹂
等
等
。

圖十二　大河口墓地１號墓出土漆木人俑頭　作者提供 圖十一　大河口墓地１號墓出土漆木罍　作者提供

圖九　大河口墓地發掘現場（由北向南拍攝）。　作者攝影

圖十　大河口墓地發掘平面圖（右上角為北方）。　作者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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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河
口
墓
地

大
河
口
墓
地
位
於
翼
城
縣
城
以
東

約
六
千
米
處
，
北
面
為
二
峰
山
，
西
面
和

南
面
為
澮
河
支
流
，
墓
地
處
於
高
平
臺
地

上
，
面
積
約
四
萬
平
方
米
。
二○

○

七
年

因
被
盜
而
被
發
現
，
發
掘
面
積
一
萬
六
千

平
方
米
︵
圖
九
︶
，
在
發
掘
區
域
內
共
發

現
西
周
墓
葬
五
八
五
座
，
車
馬
坑
二
十
四

座
，
還
有
少
量
東
周
遺
址
和
明
清
墓
葬
。

︵
圖
十
︶
西
周
墓
葬
間
很
少
有
打
破
現

象
，
大
多
為
東
西
向
，
墓
主
以
頭
向
西
為

主
，
所
有
墓
葬
均
為
長
方
形
豎
穴
土
壙
單

人
葬
，
大
多
口
小
底
大
，
葬
具
為
二
棺
一

槨
、
一
棺
一
槨
或
一
棺
，
個
別
無
葬
具
，

大
中
型
墓
葬
未
見
有
明
顯
的
夫
妻
並
穴
合

葬
現
象
，
除
了
一
號
墓
有
斜
洞
外
，
其
餘

墓
葬
均
未
發
現
，
有
腰
坑
和
殉
狗
的
墓
葬

較
多
，
無
殉
人
，
墓
主
葬
式
以
仰
身
直
肢

葬
為
主
，
個
別
為
屈
肢
葬
，
未
發
現
俯
身

葬
，
墓
葬
時
代
橫
貫
西
周
，
晚
期
進
入
春

秋
初
年
。
車
馬
坑
位
於
主
墓
的
東
側
，
絕

大
多
數
為
東
西
向
。
大
中
型
墓
葬
以
隨
葬

青
銅
器
為
主
，
部
分
墓
葬
隨
葬
錫
器
較

多
，
小
型
墓
葬
以
隨
葬
陶
器
為
主
，
青
銅

器
種
類
有
食
器
、
酒
器
、
水
器
、
兵
器
、

工
具
、
車
馬
器
、
樂
器
等
，
其
中
一
鼎
墓

葬
三
十
二
座
，
二
鼎
墓
葬
二
座
，
三
鼎
墓

葬
二
座
，
多
鼎
︵
十
三
鼎
、
二
十
四
鼎
︶

墓
葬
二
座
。
陶
器
組
合
以
鬲
、
鬲
罐
、

罐
、
鬲
盆
罐
組
合
為
主
。
在
大
河
口
墓
地

出
土
了
大
量
的
漆
木
器
，
器
形
有
觚
、

豆
、
壺
、
罍
、
杯
、
犧
尊
︵
圖
十
一
︶
等

等
，
一
號
墓
出
土
的
漆
木
俑
︵
圖
十
二
︶

是
目
前
我
國
發
現
最
早
的
漆
木
俑
，
一
號

墓
、
一○

一
七
號
墓
︵
註
三
︶

等
大
墓
內
集

中
出
土
數
十
件
青
銅
容
器
的
現
象
在
西
周

時
期
也
較
為
罕
見
︵
圖
十
三
、
十
四
︶
，

在
大
型
墓
葬
內
還
發
現
了
大
量
的
原
始
瓷

器
、
玉
器
等
重
要
文
物
。
大
河
口
墓
地
出

土
的
多
件
青
銅
器
銘
文
中
有
﹁
霸
伯
﹂
、

﹁
霸
仲
﹂
銘
文
，
如
一
號
墓
銅
簋
︵
圖

十
五
︶
、
甗
、
一○

一
七
號
墓
：
編
號

三
十
三
銅
簋
上
有
﹁
霸
仲
﹂
銘
文
，
二
號

墓
銅
甗
、
一○

一
七
號
墓
：
編
號
六
銅

盂
、
編
號
八
銅
簋
、
編
號
六
十
六
銅
罍
、

編
號
十
四
銅
豆
上
均
有
﹁
霸
伯
﹂
作
器
銘

文
，
明
確
指
示
這
裏
是
霸
氏
墓
地
，
是
霸

地
。
傳
世
的
青
銅
器
中
有
︿
霸
姞
鼎
、

簋
﹀
，
銘
文
為
﹁
霸
姞
作
寶
尊
彝
﹂
。
曲

村
六
一
九
七
號
墓
曾
出
土
過
一
件
︿
霸
伯

圖十三　大河口墓地１號墓室　作者提供圖十四  大河口墓地1017號墓室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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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簋
﹀
︵
註
四
︶

，
銘
文
為
﹁
霸
伯
作
寶
尊

彝
﹂
。
但
霸
氏
的
族
姓
並
不
明
確
，
通
過

與
橫
水
墓
地
比
較
，
我
們
認
為
霸
氏
族
群

可
能
也
為
媿
姓
。
青
銅
器
銘
文
還
提
到

﹁
伯
考
﹂
、
﹁
芮
公
﹂
、
﹁
井
叔
﹂
、

﹁
燕
侯
﹂
、
﹁
倗
伯
﹂
、
﹁
格
伯
﹂
等

等
。

三
大
墓
地
比
較

在
晉
南
地
區
發
現
的
西
周
墓
地
中
，

以
曲
村
墓
地
、
橫
水
墓
地
和
大
河
口
墓
地

資
料
最
為
豐
富
，
橫
水
墓
地
和
大
河
口
墓

地
間
的
直
線
距
離
約
四
十
二
公
里
，
橫
水

墓
地
與
曲
村
墓
地
的
直
線
距
離
約
三
十
一

公
里
，
大
河
口
墓
地
與
曲
村
墓
地
的
直
線

距
離
約
二
十
一
公
里
。
橫
水
墓
地
和
大
河

口
墓
地
的
相
同
特
徵
可
以
概
括
為
：
是
一

處
族
墓
地
，
貴
族
和
平
民
埋
葬
在
一
個
墓

地
；
墓
地
實
行
統
一
管
理
，
小
族
群
分
區

埋
葬
；
人
群
相
對
單
純
，
頭
向
西
墓
主
是

人
群
的
主
體
，
部
分
頭
向
東
，
個
別
頭
向

北
；
以
豎
穴
墓
葬
為
主
；
車
馬
坑
位
於
主

墓
東
側
；
部
分
貴
族
墓
內
隨
葬
車
；
有
斜

洞
、
較
多
腰
坑
和
殉
牲
現
象
；
以
仰
身
直

肢
為
主
；
墓
葬
等
級
分
明
；
陶
器
組
合
以

鬲
、
鬲
罐
為
主
，
青
銅
禮
器
組
合
以
鼎
、

鼎
簋
、
鼎
簋
甗
盤
盉
為
主
。
二
墓
地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
橫
水
有
三
座
單
墓
道
墓
葬
、

有
明
確
的
夫
妻
並
穴
合
葬
墓
、
有
柱
洞
、

大
量
殉
人
、
大
量
的
男
性
俯
身
葬
，
這
些

大
河
口
均
未
發
現
，
橫
水
的
車
馬
坑
為
南

北
向
，
大
河
口
為
東
西
向
。
通
過
兩
個
墓

地
的
比
較
，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
橫
水
墓
地

與
大
河
口
墓
地
共
性
較
多
，
差
異
較
小
，

他
們
應
屬
於
同
一
人
群
的
不
同
分
支
。
而

以
天
馬—

曲
村
遺
址
為
代
表
的
晉
國
墓
地

其
文
化
特
徵
、
人
群
結
構
︵
註
五
︶ 

與
這

兩
個
墓
地
明
顯
不
同
。
發
掘
資
料
表
明
，

天
馬—

曲
村
遺
址
晉
侯
墓
地
墓
主
頭
向
以

北
向
為
主
，
曲
村
墓
地
以
北
向
和
東
向
為

主
，
有
一
小
部
分
頭
向
西
的
墓
葬
，
而
橫

水
和
大
河
口
墓
地
均
以
頭
向
西
墓
葬
為

主
，
除
了
頭
向
之
外
，
在
埋
葬
習
俗
的
其

他
方
面
也
存
在
著
很
多
差
別
。
從
考
古
學

文
化
上
來
看
，
天
馬—

曲
村
與
橫
水
、
大

河
口
屬
於
不
同
性
質
的
文
化
。
橫
水
、
大

河
口
墓
地
在
墓
地
規
模
、
墓
葬
形
制
的
大

小
、
隨
葬
品
的
體
量
和
品
質
︵
主
要
指
青

銅
器
和
玉
器
︶
等
方
面
與
晉
國
的
北
趙
晉

侯
墓
地
、
曲
村
墓
地
存
在
一
定
的
差
別
，

特
別
是
貴
族
墓
葬
比
較
明
顯
，
這
反
映
了

墓
主
地
位
或
國
力
的
差
別
。
倗
、
霸
屬
於

媿
姓
狄
人
的
一
支
，
從
埋
葬
形
態
上
可
以

看
到
這
兩
批
墓
葬
具
有
殷
文
化
的
習
俗
，

同
時
兼
具
周
文
化
的
特
色
，
至
少
在
晚
商

時
期
這
兩
個
狄
人
人
群
已
經
與
華
夏
文
化

交
融
在
一
起
了
，
但
直
到
西
周
時
期
還
保

留
有
明
顯
的
自
身
文
化
特
徵
，
這
反
映
了

一
個
國
族
在
族
群
同
化
和
文
化
融
合
過
程

中
的
特
點
。

上
世
紀
九○

年
代
上
海
博
物
館
收

購
了
一
件
西
周
中
期
的
鼎
︵
註
六
︶ 

，
其

銘
文
為
﹁
隹
︵
唯
︶
七
月
初
吉
丙
申
晉
侯

令
追
於
倗
休
又
︵
有
︶
禽
︵
擒
︶
侯
釐
皋

胄
毌
戈
弓
矢
束
貝
十
朋
受
茲
休
用
作
寶
簋

其
孫
子
子
永
用
﹂
，
銘
文
中
的
倗
是
地
名

或
國
名
，
應
該
就
在
今
絳
縣
橫
水
一
帶
。

在
橫
水
墓
地
發
現
有
﹁
伯
晉
生
﹂
銘
文
青

銅
器
，
在
北
趙
晉
侯
九
十
一
號
墓
發
現
有

﹁
倗
母
﹂
銘
文
青
銅
器
，
這
表
明
晉
、
倗

之
間
存
在
婚
姻
關
係
，
晉
、
倗
是
兩
個
獨

立
的
稱
號
，
它
們
不
僅
是
地
名
，
而
且
是

國
族
名
之
稱
。
從
青
銅
器
銘
文
可
知
倗
國

與
十
多
個
諸
侯
國
︵
或
族
氏
︶
存
在
婚
姻

關
係
，
如
晉
、
芮
、
豐
、
畢
、
南
宮
等
，

特
別
是
在
橫
水
二
一
五
八
號
墓
發
現
了
與

﹁
王
姊
﹂
有
關
的
數
件
青
銅
器
，
此
號
墓

的
墓
主
倗
伯
與
﹁
王
姊
﹂
結
婚
，
其
他
諸

同
姓
諸
侯
國
陪
嫁
並
致
禮
器
。
大
河
口
墓

地
為
霸
氏
家
族
墓
地
，
以
國
為
氏
，
霸
伯

為
族
長
，
也
即
是
國
君
，
在
大
河
口
墓
地

發
現
了
至
少
六
件
燕
侯
旨
作
的
青
銅
器
，

很
可
能
燕
侯
旨
的
小
姑
姑—

即
召
公
奭
的

小
女
兒
嫁
給
了
霸
伯
。
大
河
口
一
號
墓
、

一○

一
七
號
墓
、
橫
水
二
一
五
八
號
墓
、

三
二
五○

號
墓
及
帶
單
墓
道
的
一
號
、
二

號
和
一○

一
一
號
墓
都
隨
葬
了
大
量
的
器

物
，
這
三
座
帶
墓
道
的
大
墓
是
墓
主
作
為

諸
侯
國
君
的
重
要
證
據
，
並
且
在
兩
個
墓

地
都
有
單
獨
的
車
馬
坑
陪
葬
的
習
俗
，
這

與
晉
侯
墓
地
是
一
致
的
，
橫
水
和
大
河
口

墓
地
部
分
墓
主
的
隨
葬
器
物
顯
然
較
晉
侯

墓
葬
還
要
豐
富
得
多
，
這
些
特
徵
都
說
明

在
禮
制
上
他
們
與
晉
侯
︵
或
夫
人
︶
可
以

享
有
同
樣
的
待
遇
，
而
不
是
像
曲
村
墓
地

的
貴
族
墓
葬
那
樣
明
顯
表
現
出
墓
葬
形
制

小
、
隨
葬
器
物
少
、
無
單
獨
車
馬
坑
︵
個

別
有
之
︶
陪
葬
等
特
徵
，
顯
然
曲
村
墓
地

的
貴
族
屬
於
比
晉
侯
地
位
低
下
的
晉
國
的

官
僚
。
同
時
在
橫
水
和
大
河
口
墓
地
的
大

圖十五　大河口墓地1017號墓出土銅罍　作者提供圖十五a　 大河口墓地1017號墓出土銅罍銘文　作者提供 
釋文：霸伯作寶□。

圖十六　大河口墓地１號墓出土銅簋　作者提供圖十六a　 大河口墓地１號墓出土銅簋銘文　作者提供 
釋文：芮公舍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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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本
文
所
說
的
晉
南
地
區
是
指
山
西
南
部
地

區
，
大
體
包
括
現
今
行
政
區
劃
上
的
運
城

市
、
臨
汾
市
、
長
治
市
和
晉
城
市
等
。

2. 

山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等
，
︿
山
西
絳
縣
橫

水
西
周
墓
發
掘
簡
報
﹀
，
︽
文
物
︾
二

○
○

六
年
第
八
期
；
山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等
，
︿
山
西
絳
縣
橫
水
西
周
墓
地
﹀
，

︽
考
古
︾
二○

○

六
年
第
七
期
。 

3. 

山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大
河
口
墓
地
聯
合
考

古
隊
，
︿
山
西
翼
城
縣
大
河
口
西
周
墓

地
﹀
，
︽
考
古
︾
二○

一
一
年
第
七
期
。

4. 

北
京
大
學
考
古
學
系
商
周
組
、
山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編
著
，
︽
天
馬—

曲
村
一
九
八

○

∼

一
九
八
九
︾
，
科
學
出
版
社
，
二

○
○
○

，
頁
四○

七
。 

5. 

謝
堯
亭
，
︿
晉
國
早
期
上
層
社
會
等
級
的

考
察
﹀
，
︽
文
物
世
界
︾
二○

○

八
年
第
一

期
；
謝
堯
亭
，
︿
晉
國
早
期
人
群
來
源
和
結

構
的
考
察
﹀
，
吉
林
大
學
邊
疆
考
古
研
究
中

心
編
，
︽
新
果
集—

慶
祝
林
澐
先
生
七
十

華
誕
論
文
集
︾
，
二○

○

九
年
一
月
。

6. 

馬
承
源
，
︿
新
獲
西
周
青
銅
器
研
究
二

則
﹀
，
︽
上
海
博
物
館
集
刊
︾
第
六
期
，

一
九
九
二
年
十
月
。

7. 

蘇
芳
淑
、
李
零
，
︿
介
紹
一
件
有
銘
的
晉

侯
銅
人
﹀
，
︽
晉
侯
墓
地
出
土
青
銅
器
國

際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
上
海
書
畫
出
版

社
，
二○

○

二
年
。
李
伯
謙
，
︿
關
於
有

銘
晉
侯
銅
人
的
討
論
﹀
，
︽
中
國
文
物

報
︾
二○

○

二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第
七
版
。

李
學
勤
，
︿
晉
侯
銅
人
考
證
﹀
，
︽
商
承

祚
教
授
百
年
誕
辰
紀
念
文
集
︾
，
文
物
出

版
社
，
二○

○

三
。

8. 

王
健
：
︽
西
周
政
治
地
理
結
構
研
究
︾
，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
二○
○

四
年
五
月
。

墓
中
發
現
有
較
多
的
原
始
瓷
器
。
這
些
都

說
明
倗
、
霸
分
別
是
獨
立
的
國
家
，
而
不

是
晉
國
的
一
部
分
。

青
銅
器
銘
文
中
有
倗
、
霸
與
周
王

朝
大
臣
來
往
的
記
錄
，
如
大
河
口
墓
地

發
現
的
︿
井
叔
簋
﹀
︵
一○

一
七
號
墓
：

編
號
八
︶
有
銘
文
﹁
井
叔
來
拜
乃
蔑
霸

伯
曆
﹂
，
︿
芮
公
簋
﹀
︵
一
號
墓
：
編

號
九
十
三
︶
有
銘
文
﹁
芮
公
舍
霸
﹂
︵
圖

十
六
︶
，
︿
尚
盂
﹀
︵
一○

一
七
號
墓
：

編
號
六
︶
銘
文
有
﹁
王
使
伯
考
蔑
尚
曆
︙

霸
伯
拜
稽
首
對
楊
王
休
﹂
。
橫
水
一
號
墓

發
現
的
︿
益
公
簋
﹀
︵
一
號
墓
：
編
號
二

○

五
︶
有
銘
文
﹁
益
公
蔑
倗
伯
爯
曆
︙

爯
︙
對
楊
公
休
﹂
，
二○

二
二
號
墓
：

編
號
十
九
︿
青
銅
卣
﹀
有
銘
文
﹁
對
楊

王
休
﹂
，
二
一
五
八
號
墓
發
現
的
﹁
芮

伯
作
王
姊
﹂
盤
、
盉
，
及
︿
魯
侯
鼎
﹀

︵
二
一
五
八
號
墓
：
編
號
一
三
八
︶
、

︿
芮
伯
作
倗
姬
簋
﹀
︵
二
一
五
八
號

墓
：
編
號
一
四
八
︶
、
︿
太
保
鬲
﹀

︵
二
一
五
八
號
墓
：
編
號
一
三
八
︶
等
青

銅
器
，
多
篇
青
銅
器
銘
文
證
實
，
周
王
朝

對
倗
、
霸
這
樣
的
小
諸
侯
國
是
進
行
直
接

管
理
的
。

前
些
年
發
現
的
一
件
器
物
︿
晉
侯

銅
人
﹀
︵
註
七
︶

，
鑄
銘
具
有
重
要
的
價

值
，
銘
文
為
﹁
惟
五
月
淮
夷
伐
格
晉
侯
搏

戎
獲
厥
君
師
侯
揚
王
於
茲
﹂
，
﹁
格
﹂

字
與
﹁
霸
﹂
字
相
通
，
所
謂
的
格
伯
就
是

霸
伯
。
大
河
口
墓
地
的
發
現
為
不
見
於
文

獻
記
載
的
霸
︵
格
︶
國
族
的
傳
世
器
物
找

到
了
歸
屬
地
。
倗
、
霸
雖
為
諸
侯
封
國
，

但
畢
竟
是
小
國
，
據
文
獻
記
載
，
周
時
期

有
一
千
七
百
餘
國
。
像
倗
、
霸
這
樣
的
小

國
，
他
們
不
是
周
王
室
的
同
姓
諸
侯
國
，

沒
有
晉
侯
的
級
別
和
地
位
高
，
其
國
土
範

圍
也
沒
有
晉
國
初
封
時
的
﹁
方
百
里
﹂

之
大
，
他
們
既
不
是
所
謂
的
﹁
懷
姓
九

宗
﹂
， 

也
不
是
晉
國
的
采
邑
，
更
沒
有
證

據
表
明
他
們
是
晉
國
的
附
庸
，
他
們
應
是

周
王
朝
分
封
的
異
姓
諸
侯
國
，
具
有
相
對

獨
立
的
政
治
、
經
濟
和
文
化
權
利
，
可
由

周
王
朝
直
接
統
轄
，
但
在
地
理
區
域
中
，

在
有
關
周
王
朝
或
國
際
大
事
上
，
又
受
到

當
時
晉
國
這
個
方
伯
之
國
的
一
些
管
理
。

︵
註
八
︶

發
掘
資
料
表
明
到
春
秋
初
年
這
兩

處
墓
地
大
致
同
時
衰
落
，
很
可
能
與
春
秋

初
年
晉
國
武
公
和
獻
公
的
擴
張
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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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展

陳列室：306、308
全年開放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夜間免費參觀時段　每週六下午六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

11143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參觀網頁　http://www.npm.gov.tw/exh99/chinese_jades/

Art in Quest of Heaven and Truth 
Chinese Jades through the Ages

－中國歷代玉器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