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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第一章　「遊戲」題材新論：語文遊戲詩賦與「言意之辯」的關係 i

自序

金文研究，在目前學界指稱的古文字或出土文獻領域之中，經常

與甲骨文、簡帛文獻並列。儘管金文研究的歷史較其他二者悠久，卻是

現今兩岸三地的學術陣容中人數較少的冷門學問。究其原因，大概也跟

金文的載體有關，其不像甲骨學研究，可專注於骨板上的文字，或是龜

甲、牛骨本身，也不像簡帛文獻可以提供大量關於文字、思想或文獻典

籍方面的訊息。金文本身鑄造於青銅器上，而青銅器又是在商周社會中

有著複雜的象徵與意義，因此，當前研究金文往往還必須涉獵歷史學、

考古學及藝術史學的研究成果。

正因金文研究已逐漸擺脫過去那種純粹文字考釋或骨董鑑賞的風

格，所以相關議題之開展，往往也更依賴新的考古發掘。1970年代以

後，中國大陸的考古成果無論在質或量方面都有飛躍性成長，而我們藉

由閱讀一個又一個新發掘的墓地或遺址，也開始對文獻記載相對較少的

兩周時期，有了更多嶄新的認識與想像。在這些如火如荼的發掘當中，

曾國的考古及相關研究必然令所有研究者感到印象深刻。

就讀碩士班期間，曾修習蔡哲茂教授開設的「商周青銅器銘文專

題」，初次接觸真正意義上的金文研究，猶記當時以「王子午鼎」為

題，從此開啟了新的視野。撰寫博士論文期間，因得到徐富昌教授的指

導及周鳳五教授的建議，決定以春秋金文為主要研究對象，當時已隱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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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到曾國青銅器及銘文的重要性。同時，又在陳芳妹教授的「商周青

銅器專題」課堂上，聽聞湖北隨州葉家山墓葬的發現，更是感到曾國的

相關材料，將對文字學及中國上古史研究產生重大意義。較為可惜的

是，由於當時博論題目的方向屬於歷時性研究，未有機會對曾國銘文進

行深入思考。

本書之所以選擇曾國銘文為主題，除了認為此一諸侯國的考古資料

豐富，意義重大之外，更因最新發掘的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年代關鍵，

不僅使我得以延續博士論文以來關心的春秋金文議題，也能補足當初覺

得資料最少、處理最為困難的春秋中期。可以說，棗樹林墓地的出現，

不但能使我們對春秋金文的認識更加完備，也填補了曾國歷史很關鍵

的一段空缺，讓學者可以在更堅實的基礎上，對曾國展開各種議題的研

究。

基於這些考量，本書以近出曾國銘文為研究核心，分別從族屬、祖

先敘述、婚姻網絡、寫作格式、小宗貴族及國際互動關係等面向展開討

論，最後勾勒曾國在周文化與楚文化的交互影響下，所產生的樣貌與改

變。具體的研究背景、方法、範圍與構思，可參照緒論。書中內容是近

年來持續思考的成果，然而學海無涯，當中必有許多不足之處，尚祈先

進同行不吝賜教。

研究過程中，承蒙許多人的愛護與指導，在此一併表達謝意。

首先感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修平教授，在文章撰寫之

際，協助細心審閱各章，提供非常有意義且重要的建議，尤其是考古學

及藝術史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及方法。同時也感謝東海大學謝博霖教授，

經常與我討論金文研究的相關問題，不吝分享獨到且精深的觀點，並且

惠賜這本小書的主標：北歌南風，使我深受啟發，獲益良多。

其次，感謝政大中文系諸位同事的照顧與指點。承林宏明、古育安

二位教授提供許多撰寫專書、國科會計畫及相關論文的實質建議，讓我

深深感受到同門情誼的美好。亦承鄭雯馨教授、林桂如教授平時對我的

照顧，也給予很多專書寫作上具體切實的建議。同時還有張堂錡、林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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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曾守正、廖棟樑、周志煌、陳成文、楊明璋、吾家珍等多位老師及

助教同仁的關懷及協助。這使我在這幾年的研究過程裡感到十分安心，

不僅能篤定地朝目標前進，也著實體會了研究學問的美好及快樂。

書中部分內容曾承行政院科技部（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並

公開發表於學術期刊或研討會。寫作過程中，蒙諸位先進同行、講評師

長、期刊匿名審查者的建議與鼓勵，增進文章論述的周延性及完整性，

特致謝忱。相關訊息如下：

第二章「族屬：從銘文表現形式論曾國族屬問題」，為國科會

專題計畫（NSTC112-2410-H-004-146-）之部分研究成果。

第三章「述祖：兩周金文所見的南公與伯括」，曾以〈論兩周

金文所見的「南公」與「伯括」〉為題，發表於《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42期（2022年 12月），修改期間得國科

會專題研究計畫（MOST111-2410-H-004-211-）經費補助。

第四章「網絡：曾國銘文所見婚姻關係研究」，為國科會專題

計畫（NSTC112-2410-H-004-146-）之部分研究成果。

第五章「書寫：曾公墓出土銘文考釋及格式研究」，曾以〈曾

公 編鐘銘文考釋及格式問題研究〉為題，發表於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國文學報》第 69期（2021年 6月），修改期間蒙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109-2410-H-004-168-）經費補助。

第六章「小宗：隨州棗樹林曾叔孫湛夫婦墓及銘文研究」，

曾以〈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 M81及 M110號出土青銅器銘

文相關問題探析〉，宣讀於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之「第

八屆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學術研討會」（2022年 6月

11日）。後以〈湖北隨州棗樹林曾叔孫湛夫婦墓出土銅器銘

文探析〉為題，刊登於《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八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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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月），修改期間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MOST111-

2410-H-004-211-）經費補助。

第七章「互動：嬭加編鐘銘文及曾楚互動關係研究」，曾以

〈嬭加編鐘銘文寫作格式及書寫特徵研究〉為題，宣讀於中國

文字學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及教育學系共同舉辦之「第

32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21年 5月 21-22日）。

本書之所以得以順利出版，尚需感謝二位匿名審查者的仔細審閱，

包容肯定，同時提供許多具體的建議，以及重要的指正，避免許多不必

要的錯誤，提升了本書的品質及可讀性。

此外，感謝多年來幾位兼任助理的協助：呂偉豪、謝忠晟、黃馨、

陳姸均等同學幫忙蒐集圖片檔案、整理文獻資料、校對文稿、核銷經

費。尤其感謝呂偉豪同學細心協助蒐集本書引用圖片檔案，增進本書內

容的完整周延。

感謝政大出版社的工作人員，特別是林淑禎學姐的協助與策劃。從

我撰寫文稿，到送審、排版、校對、聯絡等出版事宜，都不吝給予鼓勵

及關心，並且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仍然高效率協助解決各種突發難題，

使本書能順利出版。

最後還要感謝我的家人及朋友。作為一個在大專院校的文史研究

者，常在授課與研究兩端擺盪，生活不免被工作佔去絕大部分的時間，

沒有你們的包容體諒及溫暖鼓勵，我想這本書是無法完成的，在此也致

上最高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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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說明

本書寫作體例如下：

一、 本書引用金文著錄時以簡稱代替全稱。如：《殷周金文集成》簡稱

《集成》、《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簡稱《銘圖》、《商周青銅

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簡稱《銘續》、《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

成三編》簡稱《銘三》、《甲骨文合集》簡稱《合》等。

二、 本書引用金文著錄時，一律以著錄簡稱配合編號。如：引《殷周

金文集成》著錄第一篇銘文時，則標注為（《集成》001）。此外，

引用金文著錄的先後順序為，該銘文收錄於《集成》，則優先標注

《集成》號；該銘文未收錄於《集成》，但收入《銘圖》則標注《銘

圖》號，以此類推。若該銘文未見於目前已出版之金文著錄，則標

注出土號。

三、 本書釋文基本採用寬式隸定，唯需要討論者或釋字尚有疑慮者採嚴

式隸定或不予隸定。

四、 在引用釋文中，「□」表示缺一字，「【】」表示補字，「〔〕」表示同

銘異文。

五、為行文方便，本書所徵引學者不論師友，一律直稱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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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書簡稱表

全稱 簡稱

甲骨文合集 合集

殷周金文集成 集成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 銘圖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 銘續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 銘三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 金文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