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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周原到周公廟

專　輯

從
周
原
到
周
公
廟

王
占
奎

陝
西
關
中
谷
地
西
部
的
鳳
翔
、
岐

山
、
扶
風
等
縣
所
在
的
周
原
，
是
一
片
神

奇
的
地
方
。
從
廣
義
來
說
，
周
原
是
指
西

起
鳳
翔
縣
西
部
的
汧
河
東
岸
，
東
至
武
功

縣
中
部
的
漆
水
河
西
岸
，
北
到
橫
亙
四
縣

北
部
的
岐
山
南
麓
，
南
到
渭
河
北
岸
︵
圖

一
︶
。
東
西
約
二
百
里
，
南
北
最
寬
處
約

七
、
八
十
里
的
廣
闊
土
地
上
，
從
距
今
約

七
千
年
以
來
的
古
代
遺
址
星
羅
棋
布
。
到

了
商
代
，
這
裡
的
古
遺
址
急
劇
增
加
。

周
原
的
中
心
部
分
，
就
是
所
謂
狹
義
的
周

原
，
也
稱
周
原
遺
址
。
該
遺
址
座
落
在
岐

山
、
扶
風
北
部
交
界
地
帶
的
京
當
、
法
門

兩
鄉
，
並
涉
及
到
岐
山
的
青
化
，
遺
址
面

積
堪
稱
巨
大
。
經
過
第
三
次
文
物
普
查
，

現
在
確
定
的
保
護
範
圍
達
到
五
十
平
方
公

里
。
從
清
朝
晚
期
以
來
，
便
有
周
代
青
銅

器
出
土
，
到
現
在
已
經
有
幾
十
座
銅
器
窖

藏
被
發
現
。
另
外
，
經
過
考
古
學
家
大
半

個
世
紀
以
來
的
辛
勤
工
作
，
還
發
現
了
大

量
的
墓
葬
、
大
型
建
築
基
址
、
水
渠
、
蓄

水
塘
、
到
處
可
見
的
古
代
垃
圾
灰
坑
等

等
。
西
周
貴
族
生
前
所
享
用
的
青
銅
器
的

大
量
出
土
，
使
得
這
裡
以
﹁
青
銅
器
之

鄉
﹂
而
享
譽
天
下
。

關
中
西
部
地
形
地
貌

學
術
界
一
般
認
為
周
原
遺
址
就
是

周
文
王
之
祖
父
｜
太
王
率
領
族
人
從
北
方

某
地
南
遷
到
岐
山
之
陽
的
周
原
。
據
︽
詩

經
︾
記
載
，
太
王
所
遷
的
地
方
為 

﹁
周

原
膴
膴
﹂
。
又
據
︽
漢
書
．
地
理
志
︾

記
載
，
岐
山
之
南
有
太
王
所
遷
的
都
邑
。

把
這
裡
分
布
的
遺
跡
與
古
代
文
獻
聯
繫
起

來
，
周
原
遺
址
這
一
名
稱
便
應
運
而
生

了
。
在
中
國
考
古
遺
址
命
名
上
，
周
原

遺
址
一
名
跟
絕
大
多
數
遺
址
的
名
稱
相
比

較
，
是
很
獨
特
的
。
按
照
慣
例
，
遺
址
的

命
名
一
般
以
現
在
地
名
加
遺
址
二
字
為
常

例
，
也
有
以
古
代
都
城
如
漢
長
安
城
、
鄭

韓
故
城
、
漢
魏
故
稱
來
命
名
的
，
而
唯
獨

周
原
遺
址
既
未
用
現
代
村
莊
名
字
也
未
用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
北
京
大
學
考
古
專

業
等
單
位
組
成
的
聯
合
考
古
隊
的
發
掘
最

為
顯
著
，
鳳
雛
建
築
基
址
、
召
陳
建
築
基

址
、
雲
塘
製
骨
作
坊
等
發
現
一
時
轟
動
學

術
界
，
尤
其
是
發
現
於
鳳
雛
建
築
基
址
的

西
周
甲
骨
文
，
讓
人
們
第
一
次
見
到
周
代

甲
骨
文
的
神
秘
面
貌
。
而
其
中
的
﹁
周
方

伯
﹂
卜
甲
︵
圖
二
︶
，
把
文
獻
中
記
載
周

古
代
都
城
名
字
來
命
名
。
雖
然
顯
得
有
些

不
合
常
例
，
反
倒
由
此
使
得
這
一
遺
址
更

增
加
了
一
些
詩
意
、
一
些
神
秘
。

上
世
紀
四○

年
代
，
石
璋
如
先
生

曾
經
到
周
原
遺
址
內
的
岐
陽
堡
一
帶
做
過

考
古
調
查
。
六○

年
代
，
大
陸
學
者
開
始

在
這
裡
開
展
了
持
續
五
、
六○

年
的
考

古
工
作
。
其
中
以
上
世
紀
七○

年
代
由
陝

文
王
曾
經
被
稱
作
﹁
周
伯
﹂
的
事
情
給
予

坐
實
，
甲
文
中
的
周
方
伯
就
是
文
獻
的
西

伯
。
而
在
此
期
間
發
現
、
發
掘
的
莊
白
一

號
窖
藏
更
是
一
時
間
震
動
整
個
學
術
界
，

一
百
零
三
件
青
銅
禮
器
的
集
中
出
土
︵
圖

三
︶
，
前
所
未
見
的
微
史
家
族
的
歷
史
在

銘
文
中
第
一
次
出
現
，
其
中
被
稱
作
具
有

史
詩
性
質
銘
文
的
〈
牆
盤
〉
，
更
是
特
別

圖一　關中西部地區地圖　作者提供

圖二　「周方伯」卜甲　周公廟遺址出土
　　　 釋文：□□在文武丁□貞：王其詔帝□、天咸， 周方伯□□，囟正，亡左自□□□□□王受又有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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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
均
出
土
於
周
原
遺
址
。
這
些
犖
犖
大

器
，
無
疑
為
這
一
片
神
聖
而
又
神
奇
的
土

地
增
添
了
獨
特
的
光
彩
。

到
了
一
九
九
九
年
，
陝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所
︵
現
稱
院
︶
、
北
京
大
學
考
古
文

博
學
院
以
及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聯
合
組
成
的
周
原
考
古
隊
，
再
一
次
在

這
裡
展
開
了
規
模
宏
大
的
考
古
工
作
。
經

過
四
、
五
年
的
努
力
，
取
得
了
一
系
列
成

績
。
首
先
是
建
立
了
晚
商
到
西
周
末
期
約

五
百
餘
年
的
考
古
學
年
代
序
列
，
也
就
是

編
年
體
系
。
再
具
體
點
說
，
就
是
把
發
掘

到
的
器
物
︵
主
要
是
陶
器
︶
按
照
從
下
到

上
的
地
層
關
係
排
列
出
來
的
器
物
序
列
。

借
助
於
這
個
序
列
，
考
古
學
家
便
可
以
把

零
零
散
散
所
見
到
的
相
同
器
物
的
年
代
確

定
下
來
。
其
次
是
進
一
步
確
認
了
該
遺

址
的
分
布
範
圍
。
再
次
是
在
以
往
的
基
礎

上
，
發
掘
出
很
多
的
商
代
的
文
化
遺
存
。

這
包
括
兩
種
遺
存
，
一
種
是
類
商
文
化
遺

存
，
另
一
種
是
以
乳
狀
袋
足
鬲
為
代
表
的

所
謂
﹁
姜
炎
文
化
﹂
遺
存
。
地
層
關
係
證

明
，
這
兩
類
遺
存
的
時
間
要
早
於
西
周
時

代
，
從
而
為
進
一
步
探
討
這
裡
的
先
周
文

化
建
立
了
一
個
堅
實
基
礎
。

本
來
，
來
到
這
裡
進
行
考
古
的
學

者
，
對
前
文
所
介
紹
的
這
裡
就
是
太
王
所

遷
的
岐
邑
的
觀
點
並
沒
有
懷
疑
。
然
而
，

最
終
結
果
卻
非
如
此
，
雖
然
難
以
讓
人
接

受
，
但
確
實
發
生
了
。
北
京
大
學
的
徐
天

進
教
授
經
過
思
考
，
首
先
對
前
人
的
觀
點

提
出
了
懷
疑
。
這
裡
真
的
是
太
王
所
遷
之

地
嗎
？
首
先
，
雖
然
周
原
遺
址
的
規
模
巨

大
，
完
全
可
以
作
為
一
個
都
城
，
但
是
相

當
於
太
王
、
王
季
、
文
王
時
期
的
遺
存
分

布
範
圍
並
不
大
，
大
約
有
一
平
方
公
里
；

其
次
雖
然
有
銅
器
等
禮
器
，
但
是
還
缺
乏

這
一
時
期
的
大
型
建
築
基
址
以
及
高
等
級

器
物
發
現
。
第
三
，
雖
然
這
裡
作
為
太
王

都
城
與
︽
漢
書
．
地
理
志
︾
的
記
載
並
不

矛
盾
，
但
是
，
也
許
還
存
在
著
同
樣
可
以

滿
足
〈
地
理
志
〉
的
其
他
遺
址
。

帶
著
這
一
問
題
，
二○

○

三
年
深

冬
，
徐
教
授
帶
著
他
的
學
生
們
來
到
了
周

公
廟
遺
址
。
周
公
廟
遺
址
︵
現
在
稱
為
鳳

凰
山
遺
址
︶
的
命
名
來
自
於
周
公
廟
此
一

地
名
。
鑒
於
周
公
姬
旦
在
歷
史
上
的
崇
高

地
位
，
唐
代
初
年
在
這
裡
修
建
了
一
座
廟

宇
，
用
以
紀
念
周
公
。
也
許
是
周
公
顯
靈

吧
，
徐
教
授
很
幸
運
地
發
現
了
一
塊
少
見

的
刻
文
龜
甲
。
︵
圖
四
︶
同
時
還
發
現
了

陶
片
等
等
常
見
的
遺
物
，
其
中
包
括
若
干

片
空
心
磚
的
碎
塊
。
這
些
發
現
被
拿
回
到

位
於
周
原
遺
址
的
召
陳
村
的
考
古
隊
時
，

引
起
了
考
古
隊
的
濃
厚
興
趣
。
一
方
面
甲

骨
文
的
發
現
是
驚
人
的
，
因
為
在
此
之

前
只
有
在
周
原
遺
址
發
現
過
，
周
公
廟
遺

址
能
夠
發
現
甲
骨
文
，
說
明
這
裡
絕
不
是

一
般
的
遺
址
而
是
一
個
高
等
級
遺
址
。
而

空
心
磚
的
發
現
也
有
力
地
證
明
了
這
一
判

斷
。
因
為
在
此
之
前
只
有
孔
頭
溝
一
處
發

現
過
空
心
磚
，
這
麼
稀
罕
的
遺
物
同
時
出

土
於
周
公
廟
遺
址
，
足
以
讓
考
古
隊
人
員

在
高
興
之
後
做
出
下
一
步
工
作
重
點
，
由

東
邊
的
周
原
遺
址
向
西
邊
的
周
公
廟
遺
址

轉
移
。
第
二
年
元
宵
剛
過
，
陝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院
的
人
員
便
在
周
公
廟
遺
址
展
開
了

全
面
的
調
查
。
幸
運
再
次
降
臨
。
已
故
的

史
浩
善
老
技
工
發
現
了
另
一
處
包
含
有
刻

文
甲
骨
的
灰
坑
︵
圖
五
︶
，
後
來
這
一
座

灰
坑
裡
發
掘
出
更
多
的
西
周
甲
骨
文
︵
圖

六
︶
，
這
座
灰
坑
在
按
照
考
古
學
慣
例
編

號
後
還
被
另
稱
作
﹁
浩
善
坑
﹂
。

隨
後
的
工
作
猶
如
收
穫
麥
子
，
接

二
連
三
的
驚
人
發
現
接
踵
而
至
。
先
是
大

圖三　1976年莊白1號窖藏發掘現場　作者提供

圖四　周公廟遺址卜甲　周公廟遺址出土
　　　釋文左：視馬， （毖）于馬 （師），勿乎（呼）人于逆它，終囟亡咎。
　　　　　　　右：五月 死霸壬午，衍祭， （翦）繁，事占者⋯⋯來 （厥）至，王囟克逸于宵（廟）。

引
人
矚
目
。
大
約
同
時
，
在
董
家
村
出
土

的
裘
衛
諸
器
，
也
堪
稱
西
周
歷
史
的
一
大

發
現
。
晚
清
時
期
發
現
的
〈
大
盂
鼎
〉
、

〈
小
盂
鼎
〉
、
〈
毛
公
鼎
〉
等
著
名
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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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圍
繞
兩
個
學
術
問
題
而
展
開
。
一
個
是

弄
清
周
公
廟
遺
址
的
平
面
佈
局
，
另
一
個

是
整
理
出
該
遺
址
的
編
年
體
系
。
而
這
兩

個
問
題
是
回
答
周
公
廟
遺
址
到
底
是
一
個

都
城
還
是
一
個
公
卿
大
夫
采
邑
的
基
礎
。

在
技
術
上
，
則
採
用
大
範
圍
調
查
、
大
面

積
鑽
探
與
針
對
性
發
掘
的
辦
法
來
實
現
上

述
設
想
。
現
在
基
本
上
對
上
述
兩
個
問
題

有
了
一
個
初
步
但
卻
相
對
牢
靠
的
認
識
：

從
平
面
上
來
說
，
周
公
廟
遺
址
大
約
四
平

方
公
里
，
基
本
上
呈
方
形
分
布
，
北
到
岐

山
山
根
，
南
到
祝
家
莊
一
線
，
東
到
祝
家

莊
村
東
，
西
到
周
公
村
一
線
。
從
時
代
上

說
，
周
公
廟
遺
址
除
過
史
前
時
代
的
前
仰

墓
，
接
著
是
環
繞
大
墓
北
邊
的
夯
土
牆
被

發
現
。
媒
體
似
乎
比
考
古
學
家
還
要
興

奮
，
先
是
西
安
的
小
報
接
著
大
報
，
再
接

著
央
視
，
接
著
全
國
各
地
的
媒
體
紛
紛
給

予
報
導
，
一
時
間
周
公
廟
的
發
現
成
了
很

大
的
新
聞
熱
點
。

周
公
廟
遺
址
佈
局

此
後
連
續
將
近
十
年
的
工
作
，
基
本

韶
、
仰
韶
、
龍
山
時
代
的
遺
存
之
外
，
周

人
的
遺
存
從
商
代
末
期
到
西
周
晚
期
基
本

上
連
綿
不
斷
。

而
其
中
最
為
重
要
的
遺
存
，
當
數

分
布
在
半
山
坡
上
的
大
墓
墓
群
即
陵
坡
墓

地
。
︵
圖
七
︶
在
這
裡
，
發
現
了
前
所
未

見
的
西
周
大
墓
。
其
中
有
四
條
墓
道
的
、

三
條
墓
道
的
、
兩
條
墓
道
的
和
一
條
墓
道

的
大
墓
，
共
二
十
二
座
。
這
些
大
墓
，

基
本
上
呈
南
北
向
，
最
大
的
墓
室
面
積
達

一
百
三
十
余
平
方
公
尺
。
深
度
一
般
為
十

幾
公
尺
。
更
為
重
要
的
一
點
是
其
所
在
的

地
形
。
以
往
所
知
的
西
周
墓
葬
基
本
上
分

布
在
平
坦
之
地
，
而
這
一
墓
地
則
在
坡
度

較
大
的
山
坡
上
。
圍
繞
墓
地
的
北
、
東
、

西
三
面
還
發
現
一
條
長
約
一
千
七
百
余
公

尺
的
夯
土
圍
牆
，
儘
管
目
前
還
難
以
判
斷

該
牆
究
竟
是
陵
園
園
牆
還
是
該
遺
址
的
城

牆
，
但
其
在
客
觀
上
完
全
可
以
起
到
護
衛

大
墓
的
作
用
則
不
容
置
疑
。  

周
公
廟
各
類
型
墓
地

經
過
申
請
批
准
，
對
其
中
的
兩
座
進

行
了
發
掘
。
其
中
的
十
八
號
墓
地
，
南
北

連
墓
道
長
約
四
十
二
點
五
公
尺
。
墓
室
面

積
約
五
十
平
方
公
尺
。
墓
深
十
一
點
三
八

公
尺
。
︵
圖
八
︶
令
人
遺
憾
的
是
，
該
墓

在
歷
史
上
曾
經
多
次
被
盜
，
且
幾
乎
盜
掘

一
空
。
這
種
現
象
在
整
個
關
中
地
區
尤
其

是
周
原
遺
址
與
周
公
廟
遺
址
並
非
罕
見
。

因
為
不
光
我
們
當
代
人
知
道
這
裡
是
周
代

的
繁
華
之
地
，
歷
史
上
的
盜
墓
者
也
應
該

知
道
。
再
加
上
周
代
流
行
聚
族
而
葬
，
發

現
一
座
墓
葬
就
很
可
能
發
現
一
個
具
有
多

座
墓
葬
的
墓
地
。
所
以
，
在
周
原
與
周
公

廟
，
幾
乎
十
墓
九
盜
。
儘
管
如
此
，
十
八

號
墓
地
還
給
我
們
奉
獻
了
不
少
重
要
信

息
。
首
先
，
它
提
供
了
西
周
高
等
級
︵
也

許
是
最
高
等
級
︶
墓
葬
的
形
制
與
規
格
。

圖七　周公廟遺址陵坡墓地大墓分布圖　作者提供圖八　18號墓地鳥瞰　作者提供

圖五　浩善坑發掘現場　作者提供

圖六　「周公」卜甲　周公廟遺址出土　釋文：周公貞⋯叔卜。



2012年11月　2425　故宮文物月刊·第356期

從周原到周公廟

專　輯

資
料
。
這
為
整
個
墓
地
的
年
代
判
斷
同
時

也
提
供
了
佐
證
。

在
大
墓
墓
地
的
西
側
，
隔
一
道
小

溝
，
還
發
現
了
我
們
稱
之
為
中
型
墓
葬
的

墓
地
，
即
﹁
白
草
坡
墓
地
﹂
。
這
裡
發
現

了
二
百
餘
座
中
型
墓
葬
。
其
中
有
三
座
帶

墓
道
的
大
墓
。
大
多
數
墓
葬
墓
室
面
積
為

十
幾
平
方
公
尺
，
深
度
在
七
、
八
公
尺
到

十
幾
公
尺
之
間
。
其
規
模
小
於
第
一
等
級

的
大
墓
，
層
級
也
應
該
低
於
第
一
等
級
。

發
掘
的
數
座
墓
葬
表
明
，
其
年
代
大
約
在

西
周
中
期
。
雖
然
如
同
十
八
號
墓
地
一
樣

被
嚴
重
盜
掘
，
還
是
出
土
了
一
些
小
件
器

物
如
玉
片
等
。
難
能
可
貴
的
是
，
在
其
中

一
座
墓
裡
，
還
出
土
了
帶
有
銘
文
的
青
銅

器
。

接
下
來
是
第
三
等
級
的
平
民
百
姓

的
墓
葬
，
共
發
現
五
處
。
分
布
在
遺
址

的
東
、
南
、
西
緣
。
這
些
墓
葬
一
般
都
很

小
，
墓
室
面
積
為
數
平
方
公
尺
，
有
的
僅

可
容
身
而
已
。
由
於
被
盜
，
雖
然
發
掘
了

不
少
，
但
是
所
獲
不
大
。
大
多
數
墓
葬
裡

有
陶
器
隨
葬
，
有
的
還
有
武
器
如
戈
、
鍚

等
。
由
於
這
些
平
民
百
姓
財
力
有
限
，
棺

室
狹
小
，
而
且
多
數
沒
有
槨
室
，
一
經
埋

讓
考
古
學
家
們
看
到
了
西
周
墓
葬
形
制
對

商
代
大
墓
形
制
的
繼
承
與
損
益
。
其
次
，

其
中
出
土
的
石
磬
，
製
作
精
良
，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發
現
。
印
證
了
文
獻
上
記
載
並
為

後
人
津
津
樂
道
的
金
石
之
聲
的
石
質
樂

器
。
一
些
小
件
殘
片
則
對
判
斷
此
墓
年
代

提
供
了
直
接
的
證
據
，
據
其
中
出
土
的
玉

器
殘
片
判
斷
︵
圖
九
︶
，
十
八
號
墓
地
的

年
代
當
在
西
周
中
期
偏
晚
或
晚
期
偏
早
階

段
。
再
加
上
該
墓
還
打
破
了
一
座
年
代
大

約
為
西
周
中
期
偏
晚
或
晚
期
偏
早
的
小

墓
，
十
八
號
墓
地
的
年
代
早
限
不
超
過
西

周
中
期
偏
晚
階
段
的
判
斷
應
該
符
合
現
有

葬
，
墓
內
所
保
留
的
空
氣
很
少
，
幾
乎
被

填
土
嚴
嚴
實
實
地
封
裹
，
所
以
骨
骸
保
存

較
好
。
而
大
墓
墓
主
由
於
有
宏
大
的
槨
室

與
棺
室
，
埋
葬
後
墓
內
保
留
有
較
多
的
空

氣
，
導
致
墓
主
骨
骸
幾
乎
蕩
然
無
存
。
歷

史
的
辯
證
法
似
乎
在
開
玩
笑
：
一
心
想
把

骨
骸
保
存
完
好
而
堅
厚
其
棺
槨
的
人
得
到

了
完
全
相
反
的
結
果
，
而
無
力
如
此
的
人

反
倒
因
窮
困
而
保
留
其
骨
骸
達
數
千
年
之

久
。

此
外
，
在
一
條
灰
溝
裡
的
垃
圾
中
，

還
發
現
了
幾
乎
看
不
出
墓
葬
形
制
的
數
具

骨
骸
，
這
些
人
也
許
是
當
時
的
囚
犯
一

類
，
死
後
未
被
埋
入
族
墳
。
他
們
應
該
是

西
周
社
會
中
最
為
底
層
的
人
群
。

周
公
廟
遺
址
四
類
墓
葬
清
楚
地
顯
示

出
周
代
社
會
的
層
級
結
構
。
由
於
四
類
墓

葬
發
現
於
同
一
個
遺
址
，
使
得
這
一
批
資

料
顯
得
更
有
價
值
。
這
也
是
西
周
考
古
中

絕
無
僅
有
的
。
拿
這
一
典
型
材
料
來
類
比

全
國
其
他
地
方
的
周
代
墓
地
，
是
一
個
很

有
意
思
的
課
題
。
山
西
曲
村
晉
侯
墓
地
，

大
約
相
當
於
周
公
廟
遺
址
的
第
一
類
墓
葬

即
大
型
墓
葬
；
河
南
三
門
峽
虢
國
墓
地

大
體
相
當
於
周
公
廟
遺
址
的
第
二
層
級
墓

西
向
壕
溝
與
北
邊
的
夯
土
牆
一
起
構
成
了

該
遺
址
核
心
部
位
的
圍
護
體
系
。
溝
內
的

垃
圾
級
別
高
，
如
製
作
明
顯
好
於
它
處
的

陶
器
、
銅
器
殘
片
、
大
量
的
刻
文
甲
骨
、

空
心
磚
等
等
顯
示
這
些
垃
圾
﹁
生
前
﹂
當

使
用
在
高
等
級
的
建
築
︵
如
宮
殿
宗
廟
︶

之
上
或
產
生
在
其
中
。

此
外
還
發
現
了
手
工
業
作
坊
遺
址
如

製
銅
作
坊
、
製
陶
作
坊
等
等
。

周
公
廟
發
現
的
刻
文
甲
骨
，
儘
管

大
多
數
都
是
很
小
的
碎
片
，
就
像
指
甲
蓋

一
樣
，
其
中
的
文
字
也
多
數
不
成
句
子
，

但
還
是
提
供
了
豐
富
的
新
資
料
。
其
中
，

﹁
王
季
﹂
二
字
，
顯
得
尤
為
重
要
。
此
二

字
出
土
在
周
人
聚
落
的
周
公
廟
遺
址
，
又

跟
周
公
、
召
公
等
人
名
一
起
出
土
，
使
得

我
們
相
信
此
王
季
就
是
文
王
之
父
王
季
。

此
人
在
位
大
概
有
數
十
年
時
間
，
曾
率
領

軍
隊
在
晉
、
陝
黃
河
兩
岸
大
舉
作
戰
，
為

周
民
族
的
發
展
奠
定
了
雄
厚
的
基
礎
。
商

王
文
丁
殺
了
王
季
之
後
，
他
的
兒
子
姬
昌

才
登
上
周
族
首
領
的
大
位
。
當
時
，
周
人

首
領
大
概
還
不
能
夠
稱
王
，
只
是
到
了
後

來
，
才
稱
作
﹁
周
王
﹂
，
而
那
時
，
作
為

天
下
共
主
的
商
王
的
稱
謂
是
王
。
見
於
小

地
，
其
中
既
有
平
民
百
姓
的
墓
葬
也
有
國

君
墓
葬
；
而
很
多
遺
址
皆
有
發
現
的
小
型

墓
葬
大
體
相
當
於
周
公
廟
遺
址
的
第
三
類

墓
葬
，
其
中
全
是
小
型
墓
葬
，
應
該
就
是

庶
民
的
墓
葬
。

當
然
，
墓
葬
研
究
當
中
還
有
一
個

重
要
問
題
就
是
﹁
聚
族
而
葬
﹂
的
族
的

問
題
。
從
周
公
廟
遺
址
來
看
，
第
一
類
墓

葬
應
該
就
是
該
遺
址
最
高
等
級
貴
族
，

他
們
應
該
是
姬
姓
貴
族
；
而
第
二
等
級

的
墓
主
們
，
很
可
能
也
是
姬
姓
貴
族
，
但

是
級
別
要
低
於
第
一
等
級
；
第
三
等
級
是

庶
民
。
但
為
甚
麼
同
是
庶
民
而
分
屬
於
不

同
的
墓
地
呢
？
這
其
中
的
原
因
很
可
能
就

是
﹁
族
﹂
的
不
同
。
這
裡
所
謂
的
族
，
不

是
民
族
、
氏
族
，
而
很
可
能
是
家
族
或
宗

族
。

死
後
的
墓
葬
已
如
前
述
，
而
生
前
的

生
活
則
幾
乎
全
部
體
現
在
垃
圾
堆
裡
。
通

過
調
查
、
鑽
探
與
發
掘
，
我
們
發
現
數
處

大
型
夯
土
建
築
基
址
以
及
諸
如
空
心
磚
等

建
築
材
料
殘
件
。
在
一
組
建
築
基
址
的
南

面
，
發
現
有
一
條
東
西
向
的
壕
溝
，
它
的

東
端
連
接
一
條
南
北
向
的
自
然
溝
，
其
西

端
則
距
離
西
側
的
大
殿
溝
不
遠
。
這
條
東

盂
鼎
的
﹁
周
王
﹂
只
是
一
個
地
方
王
，
猶

如
前
蘇
聯
共
同
體
既
有
共
同
體
的
總
統
又

有
各
個
加
盟
共
和
國
的
總
統
︵
如
哈
薩
克

斯
坦
總
統
︶
一
樣
。

采
邑
說周原

遺
址
與
周
公
廟
遺
址
，
這
兩
個

位
於
周
原
大
地
上
的
高
規
格
、
大
規
模
遺

址
，
究
竟
是
周
代
歷
史
上
的
、
見
於
文
獻

記
載
的
甚
麼
所
在
呢
？

先
說
周
原
遺
址
，
前
邊
已
經
說
過
，

大
多
數
學
者
主
張
它
就
是
文
王
祖
父
太
王

所
遷
入
的
周
原
，
有
人
稱
作
岐
邑
。
這
一

見
解
的
可
能
性
很
大
，
但
也
不
很
完
美
。

主
要
的
問
題
是
沒
有
發
現
先
周
時
期
的
大

型
建
築
遺
址
，
而
︽
詩
．
大
雅
．
綿
︾
中

分
明
說
道
古
公
亶
父
在
岐
邑
大
興
土
木
。

再
則
是
現
在
發
現
的
最
早
的
、
與
文
王
、

武
王
時
期
的
豐
鎬
京
城
遺
址
陶
器
連
接
一

氣
的
陶
器
，
年
代
上
似
乎
難
以
早
到
人
們

估
計
的
太
王
時
期
而
更
為
接
近
文
王
晚

期
，
而
在
此
之
前
，
周
原
遺
址
的
陶
器
則

是
所
謂
姜
炎
文
化
的
乳
狀
袋
足
鬲
一
類
遺

存
，
也
就
是
說
，
前
面
所
說
的
周
人
陶
器

很
可
能
是
在
周
原
遺
址
能
夠
發
現
的
最
早

圖九　 18號墓地盜洞出土的玉器　作者提供　 
在山西曲村墓葬中，這類玉器作為玉覆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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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
黑
肩
︶
之
周
而
不
是
為
周
王
之
周
作

注
。
周
公
旦
是
第
一
代
周
公
，
也
就
是
周

地
之
公
。
其
後
在
周
王
室
內
有
很
多
代
周

公
，
一
直
延
續
到
了
東
周
時
代
。
杜
預
所

說
的
﹁
周
，
采
地
﹂
顯
然
更
加
在
意
的
是

這
個
周
的
采
邑
性
質
，
對
於
這
裡
是
否
曾

經
做
過
都
城
並
未
在
意
。
其
二
，
這
個
采

邑
之
周
的
地
望
。
杜
預
拿
雍
而
不
是
別
的

地
點
作
為
參
照
點
，
顯
示
出
周
公
采
邑
之

周
距
離
雍
更
近
。
雍
是
今
天
的
鳳
翔
縣
，

而
周
公
廟
遺
址
就
在
鳳
翔
縣
城
東
略
偏
南

處
︵
如
果
不
參
照
地
圖
，
在
當
地
，
人
們

很
容
易
把
北
邊
的
岐
山
當
作
東
西
方
向
，

以
此
為
參
照
，
會
誤
以
為
周
公
廟
在
鳳
翔

縣
城
東
北
。
例
如
沿
今
天
的
西
安
寶
雞
北

線
從
鳳
翔
縣
城
往
岐
山
縣
城
，
會
以
為
往

正
東
方
向
走
，
而
參
照
地
圖
，
事
實
上
是

往
東
南
方
向
。
如
果
把
岐
山
、
鳳
翔
連

線
看
作
東
西
向
，
則
周
公
廟
正
在
﹁
東

北
﹂
︶
。 

第
三
、
規
格
合
適
：
周
公
廟
遺
址
規

模
將
近
四
百
萬
平
方
公
尺
，
有
大
型
建
築

遺
址
、
高
等
級
墓
葬
︵
特
別
是
四
條
墓
道

但
又
不
同
於
商
王
的
四
條
墓
道
等
寬
而
是

主
墓
道
寬
其
他
三
條
窄
︶
、
夯
土
城
牆
、

的
了
。
周
原
遺
址
作
為
太
王
所
遷
入
的
岐

邑
之
所
在
，
在
現
有
考
古
材
料
面
前
，
尚

難
以
解
釋
。
它
究
竟
是
甚
麼
？
尚
待
以
後

的
考
古
工
作
。

再
說
周
公
廟
遺
址
，
有
人
說
這
裡
是

岐
邑
，
可
能
性
很
小
。
原
因
是
這
裡
發
現

的
最
早
的
周
人
遺
存
年
代
早
不
到
太
王
時

期
，
最
起
碼
的
條
件
也
難
以
滿
足
。
也
有

人
說
這
裡
是
周
公
的
采
邑
。
目
前
看
來
，

這
一
說
法
的
可
能
性
很
大
。

第
一
、
年
代
合
適
：
周
公
廟
遺
址
作

為
高
等
級
遺
存
的
甲
骨
文
可
以
早
到
西
周

初
年
或
先
周
末
年
。
也
就
是
說
，
從
一
開

始
，
該
遺
址
就
具
有
很
高
的
地
位
。
一
直

延
續
時
間
大
概
可
以
到
西
周
晚
期
。

第
二
、
從
地
理
位
置
上
而
言
也
合

適
：
唐
代
人
就
有
這
種
說
法
。
再
往
前

追
溯
，
晉
代
杜
預
在
注
︽
左
傳
︾
時
也
認

為
雍
︵
今
鳳
翔
縣
︶
東
北
有
周
公
的
采

邑
。
︽
春
秋
左
傳
注
︾
︵
桓
公
六
年
︶

﹁
周
桓
公
言
於
王
曰
：
我
周
之
東
遷
，
晉

鄭
焉
依
。
﹂
注
：
﹁
周
桓
公
，
周
公
黑
肩

也
。
周
，
采
地
。
扶
風
雍
縣
東
北
有
周

城
。
﹂
這
裡
，
杜
預
的
注
文
有
兩
點
特
別

重
要
。
其
一
，
他
是
在
為
東
周
時
代
的
周

刻
文
甲
骨
、
文
中
多
見
周
公
字
樣
等
與
周

公
采
邑
是
吻
合
的
。

總
而
言
之
，
基
於
目
前
的
材
料
，

初
步
可
以
認
為
周
公
廟
遺
址
就
是
周
公
采

邑
，
這
裡
的
大
墓
墓
主
則
應
該
是
諸
代
周

公
，
而
其
中
也
許
並
不
包
括
周
公
旦
。
四

條
墓
道
大
墓
墓
主
之
外
，
也
許
是
該
家
族

中
地
位
低
於
四
條
墓
道
墓
主
的
其
他
成

員
。
而
位
於
大
墓
墓
地
西
側
的
白
草
坡
墓

葬
墓
主
，
則
可
能
是
地
位
更
低
的
一
級
貴

族
及
其
宗
族
成
員
。

誠
如
有
的
專
家
所
言
，
周
公
廟
遺

址
的
考
古
，
開
闢
了
周
代
采
邑
考
古
的
先

河
，
從
而
使
得
西
周
考
古
較
以
前
更
加
豐

富
多
彩
，
更
加
深
入
到
了
周
代
社
會
的
深

層
結
構
。

以
周
原
和
周
公
廟
遺
址
為
兩
個
焦

點
，
可
以
畫
出
一
個
東
西
長
南
北
寬
的
橢

圓
，
橢
圓
以
內
就
是
膴
膴
周
原
的
核
心
地

帶
，
其
外
圍
則
是
眾
多
的
周
王
朝
公
卿

大
夫
的
采
邑
或
方
國
。
其
﹁
膴
膴
﹂
之
意

境
，
也
許
並
不
僅
僅
體
現
在
土
地
的
廣
平

與
肥
沃
，
對
於
考
古
學
家
而
言
，
更
在
於

其
中
豐
富
的
周
代
遺
存
。

作
者
任
職
於
陝
西
省
考
古
研
究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