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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族銅器群初探
崎川隆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自從 1998 年以來，山西浮山橋北商周墓地多次遭盜，在 2001

年當地公安局繳回了 7 件帶「先」銘的商代銅器。後來在海內外收

藏界陸續出現至少 8 件以上帶「先」銘的商代銅器。本文通過對這

批「先」銘銅器的仔細觀察發現，這些器物的年代和造型風格相當

一致，其中存在一些配套的器物。因此，本文認為這两批「先」銘

銅器有可能是從同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一套隨葬禮器的組成部分，同

時根據橋北發現 5 座商代大墓的年代、規模、結構等各種因素推

斷，其出土地點應該是 M1 或 M18。最後，本文根據器物的製作年

代和下葬年代，結合殷墟甲骨文中所見有關「先」族的記載，對商

代先族的活動範圍、勢力興衰等問題進行了初步考察。

關鍵詞：	橋北墓地 先族 商代史 殷墟青銅器 甲骨文 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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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橋北村商代墓地繳獲 7 件「先」銘銅器

自 2003 年 3 月至 6 月，山西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橋北考古隊對

山西浮山橋北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共發現 31 座的商周時期墓葬，

其中 5 座為帶墓道的商代大墓。1 據報告，此遺址從 1998 年開始被

盜，2001 年在當地公安局繳回文物中發現帶「先」字銘文的 7 件商

代青銅器（見圖 1）。2

這 7 件繳回器物分別是 1 件方罍和 6 件觚。目前還沒有公佈較

好的器影照片，但通過對《中國文物報》和《2004 年中國重要考古

發現》（以下簡稱《重要發現》）中已發表過的照片觀察可知，這些

青銅器均具有較明顯的殷墟青銅器第二期晚段特徵（見附圖一），

其年代大致相當於武丁晚期。3 另外，《重要發現》報告者根據器物的

器形、紋飾、銘文等特徵推斷這批青銅器有可能是從同一個墓葬中

1 橋北考古隊：〈山西浮山橋北村商周墓地〉，《古代文明》第 5 卷（北京：文物出版

社，2006 年 12 月），頁 347‒394。

2 〈山西臨汾破獲文物案繳獲商晚期「先」族青銅器〉，《中國文物報》，2001 年 6 月

3 日。關於「先」字釋讀，羅琨曾經把它摹成「 」、釋為「失」，但後來受到了田

建文等學者的批評就修改了自己的看法，對報告者的釋讀意見表示同意。 參羅琨：

〈殷墟卜辭中的「先」與「失」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北京：中華書局，

2006 年），頁 52‒57；田建文、李俊峰：〈山西橋北墓地「先」字銘文〉，《古代文

明研究通訊》2008 年第 36 期，頁 12‒16；羅琨：〈讀《山西橋北墓地「先」字銘

文》〉，《古代文明研究通訊》2008 年第 37 期，頁 22‒32。

3 同上注；國家文物局主編：《2004 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5 年），頁 61‒64。關於殷墟青銅器的分期和編年，參岳洪彬：《殷墟青銅禮器

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23‒124、175。另參朱鳳瀚：

《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1008。本文在討論殷

墟青銅器年代時，基本採用岳先生的分期框架。

圖 1 1. 橋北繳獲 7件「先」銘銅器 2. 銘文照片和筆者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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