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3年第4期･ 第168期

内容提要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周青铜簋大多系传世品，其中不乏重要的精品。

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加，青铜器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以此为据，结合院藏商

周青铜簋的具体情况，吸取考古类型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

世青铜簋依照器型、纹饰的特征和演变，再参考铭文内容，排出一个前后有序的

系列，以期做到科学断代并和出土器相互印证。本文选择其中对比条件较典型的

器物进行分期断代示例。

关键词  传世器  出土器  分型分式  簋  垂珥

国内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青铜器进行分期断代研究，已有王世民等三位先生所著《西周

青铜器断代分期研究》
‹1›
。专门讨论青铜簋的文章，以彭裕商先生的《西周铜簋年代研究》

‹2›
为代表，

此外刘启益、李丰、张懋镕先生以及日本的林巳奈夫先生等也对青铜簋做过不同的分期研究。

故宫博物院藏青铜簋大多系传世品，流传过程较为复杂，部分藏品缺乏有效的整理和研究。宋

代和清代的金史学家对其中个别铜器的年代偶有论及，大都依据铭文中的内容与文献记载比附或由

历朔推设，缺乏对铜器形制、纹饰和铭文的全面考察。尤其是大量无铭文的藏品，所定年代多不可

靠。至于花纹、器形残缺之器，则更缺少断代的依据。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参考国内外的研究

成果，从多学科的角度，对院藏青铜簋进行分期断代研究，不但具备可行性，而且可为院藏其它青

铜类传世品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一  故宫博物院藏青铜簋的基本状况和研究思路

故宫博物院藏青铜簋多为传世品，在世界博物馆同类藏品中独占鳌头。据文物总账统计显示，

青铜簋有304件，包括新字号、故字号、少量残器和器盖。因大多是传世品，缺乏相关的出土资料，

更有些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改制、增刻铭文，情况较为复杂，一直未能系统地加以整理。故宫博

‹1›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11月。

‹2›  彭裕商：《西周铜簋年代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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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院建院近九十年来，曾经展出、编录的青铜簋类藏品，约只占全部同类器的1/10。其中虽不乏重

要的精品，但长期以来不为外人所了解，原因就在于有部分藏品在鉴定中尚存争议或未能定性。尤

其是器形残缺、无铭文或无花纹的一些青铜簋，缺乏基本的数据和整理，因此不能充分彰显其学术

意义。

故宫博物院藏青铜簋有一些是传世器，更多的是早年出土的。由于长时间的几经辗转流传，曾

经的出土器物已经和传世器等同了，既失去了出土地点的辨认，更无法找到当年伴出的器物和原生

环境。因之这些传世器无法确定出土的年代序列，在断代上更多的是依靠传统经验。至于和出土地

点密切相关的青铜文化方面的地域性研究，也无从谈起。另外，其中是否混杂有后代仿古器也是需

要仔细甄别和鉴定的。

王国维曾说的“二重证据法”是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
‹1›
。那么我们面临的则是传世器

和出土器的问题，这就需要打破传统，推陈出新二重证据法。要解决传世器存在的断代、出土地点

等问题，需要借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即从考古出土的青铜器中，选择出土地点和时代均明确的标准

器，以此为标尺，与旧藏的传世器在形制、纹饰上作对比，寻找共同点和相似性，从而重新找出传

世器当初的时空与地点。这就是本文倡导的以传世器和出土器相互印证为内容的新的二重证据法。

这种断代鉴定方法已为研究者所熟知和采用，尤其是故宫博物院这样以传世器为主要藏品的博物

馆，多进行一些横向比较，尽量找出传世器与出土标准器的共性，对于青铜器藏品的断代、定级、辨

伪甚至探讨青铜文化地域性的不同表现及其内在联系，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具体来说，有铭

簋，或依据铭文与器型之关系，本身就可解决青铜器断代中的重要问题；或有些则有可能充实与其

同铭或同器主的器群（组），有益于完整地了解此类器（组）之组合情况，并进一步深化对断代的认

识；或有助于从铭文内容出发去解决重要历史问题。无铭文的器物，其器型与纹饰间也存在有机关

系。另有些不常见的器型或残器，也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丰富我们对青铜簋的认识。这种

研究方式，不仅仅适用于青铜簋，对故宫博物院所藏大量其他传世铜器的整理、研究工作也是非常

有意义的事。

故宫博物院藏青铜簋的整理、研究虽有上述重要意义，但如何整理与研究，研究水平之高低，

都会影响这批重要资料的科学利用。故宫青铜簋多传世器，单靠自身资料难以建立器型发展的构

架，虽然可以参考目前已有的青铜器类型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对院藏青铜簋进行型、式的划分，以

明确科学谱系，但还无法全面展开。因为，现在对青铜器所做的形式学研究成果中，依据研究者各

自采用的不同的分型（分式）标准，而有不同的结果与模式，所设标准科学性也有差异，且因考古出

土资料缺乏，在各自形式序列中也有缺环。再有就是，西周有铭器物依靠铭文（历日资料）确定时代

与形式学序列的联系，也还有更细致的工作要做。所以，对故宫藏青铜簋的整理，已有形式学的研

‹1›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页2－3，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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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未必能满足借鉴之要求，需要研究者结合院藏青铜簋的具体

情况，在吸取已有成果的同时，先选取断代对比条件较典型的器物

进行分期、断代示例，为以后更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二  分期断代示例
 

院藏簋形铜器的数量很多，经过初步排比分析，选取其中形制

变化明显的23件进行分型（分式）断代示例。其中商器8件，西周器

15件。按其器型可分为三型，即：圈足簋、方座簋、三足簋。这比

“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中关于西周簋的分型要少了两型，即没有

四足簋和高圈足簋，但在圈足簋中多了一式三耳簋。

I型 圈足簋  19件

圈足簋是簋的最初式样（I型），出现在商代早期，即二里冈文

化期。也是所有簋的基本形式，其它簋都是由此演变派生出来的。

考古出土物中，圈足簋其下分式较多，如口部或敛或侈，腹部或深

或浅，腹壁或直或斜，有耳或无耳，双耳或四耳等等。故宫博物院

藏器式样虽相对简单，但圈足簋的数量在簋类器中占有多数，这与

上述“报告集”中Ⅰ型圈足簋所占的比例是一致的。

1式 无耳圈足簋。侈口，深腹，圈足。

1.专簋〔图一〕 高12.8、口径20.6厘米。颈饰三周弦纹，足饰两周弦纹。器内底有一字铭文“专”

（《集成》2918）。章乃器旧藏。属商代后期。

2. 簋〔图二〕 高18.9、口径24.9厘米。方口沿，颈饰一周圆涡纹和鸟纹，有三个兽头凸饰间

隔,腹饰方格乳钉纹，圈足上饰一周鸟纹。器内底有一字铭文“ ”（《三代》6.1.2、《缀遗》6.3、《续殷》

上32.7、《善斋》8.1、《小校》7.3.1、《集成》2916）。刘体智旧藏。商后期器。陕西长安张家坡M106西周

墓出土有方格乳钉圆涡纹夔纹簋，无铭
‹1›
。与之比较，大小几乎相同，但张家坡出土器上的乳钉更

长，颈部纹饰上也有鸟纹与夔纹之别。陕西长安张家坡沣毛M1早周墓出土的另一件方格乳钉夔纹

簋，无铭，形制特征也很相似
‹2›
。从器型分类来看，这件故宫博物院藏器的时代似乎更接近于西周

早期，但是圈足上的长尾凤鸟纹和较为平坦的乳钉则具有明显的商后期特点。

3. 癸簋〔图三〕 高12.7、口径12.8厘米。通体以雷纹为地，口下饰蕉叶纹，对称间饰两个凸兽

首，腹、圈足饰兽面纹。器内底有二字铭文“ 癸”（《集成》3089）。1960年北京市文化局调拨，传河

‹1›  赵永福：《1961——62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9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队：《1987、199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的发掘》，《考古》1994年第10期。

〔图一〕 专簋

〔图二〕 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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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阳出土。形制近于英国伦敦戴迪野行收藏的旅簋（商后期器）
‹1›
、德国科伦东亚艺术博物馆收藏

的妇嫙簋（商后期器），当为同一时期物。

2式 双耳圈足簋，为圈足簋中最常见的形式。

1. 簋〔图四〕 高14.2、宽25.5厘米。颈饰夔纹一周，间饰两个凸兽首，足饰夔纹组成的兽面

纹。器内底有3行20字铭文：“辛巳，王饮多亚。……”（《三代》6.49.1、《贞松》4.47、《续殷》上48.4、《小

校》7.43.3、《集成》3975）铭文记述，在辛巳这一天，商王宴请众官员及赏赐等事，并以此纪念太子

丁。本器曾被称为邐簋、京簋，从铭文内容看显然是不合适的。章乃器旧藏。商后期器。

2.古亚簋〔图五〕 通高22.4、宽26厘米。形制同上器。有盖，盖中有圆握，握两侧各有一系，

盖边饰夔纹。器内底有3行16字铭文：“己亥，王赐贝，在阑。……”（《邺三》上26、《录遗》147.1-2、

《集成》3861）铭文记述，在己亥这一天，商王赏赐贝等事，并以此为父己作祭器。传河南洛阳出

土，章乃器旧藏。商后期器。

以上两簋形制与铭文内容在时代特征上可互为印证，显示了铭文与器型的内在联系，是一组不

用比较，通过自身特征即可解决断代问题的铜器。

3.兽面纹簋〔图六〕 高14.1、宽25.6厘米。口下饰一周三角雷纹，颈部饰一周夔纹，两面有凸兽

首，腹饰连体兽面纹，兽面中央有扉棱。圈足较高，不折边，饰一周夔纹。双耳上端有耸角兽头，

下有钩形垂珥。1946年入藏，原定时代为商后期。与上两器不同，无铭文，无法通过形制与铭文

互证判断时代。但是其形制特征，除钩形垂珥外，余皆与北京琉璃河M253西周墓出土的兽面纹簋

相同
‹2›
。而小钩形垂珥特点，又与陕西宝鸡竹园沟M7西周墓出土的乍宝彝簋之耳同

‹3›
。通过比较可

以发现，故宫博物院这件藏器的时代应为西周早期，而非商后期。

4.枚父辛簋〔图七〕 高18、宽25.1厘米。颈饰夔纹，中间前后有凸起的兽首，腹饰兽面纹，圈

‹1›  李学勤、艾兰：《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页315，文物出版社，1995年。

‹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

‹3›  宝鸡市博物馆、渭滨区文化馆：《宝鸡竹园沟等地西周墓》页290，《考古》1978年第5期。

〔图三〕 癸簋 〔图五〕 古亚簋〔图四〕 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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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饰夔纹。器外底饰凸起的蟠龙纹。器内底有一行三字铭文“枚父辛”（《三代》6.16.7、《西甲》6.18、《集

成》3202）。清宫旧藏，没有出土地点，但纹饰和铭文内容都是典型的商代后期风格。

5. 亚父丁簋〔图八〕 通高23.3、宽30厘米。小环耳，敛口，盖、肩及口下均饰阴刻的涡纹，

间饰四瓣花纹，足饰两道弦纹，器外底有一凸起的四瓣花纹。器内底有一行四字铭文：“ 亚父丁”

《小校》7.58、《集成》3310）。1961年国家文物局调拨。形制不典型，与上述诸器均不同。但其铸铭

“ 亚”则可归入与其同铭或同器主的器群横向比较。故宫博物院藏同铭器中，除此件簋外，还有

鼎、罍、卣、尊、斝等器形。70年代在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了几件带有 亚铭文的青铜器，从挖掘的

墓穴来看，规模都不小，其中一座还是有四个墓道的大墓。加上众多的带有 亚铭记的器物，说

明它们所代表的可能是一个大族。此外，早年间苏埠屯还曾出土过一些“ 亚器”，也有学者就此推

测苏埠屯是 亚族的墓葬区。商代后期器。

6.易旁簋〔图九〕 高14.3、宽29.2厘米。颈饰垂冠回首夔纹，中间前后饰凸起的兽首，圈足饰长

体夔纹。器内底有三行二十四字铭文：“易旁曰：遣叔休于小臣貝三朋、臣三家……”（《三代》6.51.1、

《捃古》2.3.27.2、《从古》12.5.1、《敬吾》下39.2、《周金》3.107.2、《小校》7.46.1、《集成》4042）铭文记述易

旁为答谢遣叔赐给他三串贝和三家奴仆的事，并纪念父丁。郭止亭、方莲卿、刘鹗旧藏。该器著录甚

广，流传也经多人之手，一直认为是西周早期器。经与上海博物馆藏的段簋比较，除圈足上的纹饰

不同外，余皆极为相似
‹1›
。段簋因铭文内容中有一定的时间指向，故可细定为西周中期前段器。似

可作为故宫博物院藏易旁簋的时代参照。

7.堇临簋〔图十〕 通高16.7、宽33.5厘米。颈、足饰相间的夔纹和涡纹，中有凸起的兽首，腹

满饰兽面纹。器内底有二行八字铭文：“堇臨作父乙寶尊彝”（《三代》6.40.5、《西甲》6.32、《续殷》上

22.11）。清宫旧藏。该铭记述了堇临为祭祀父乙做此簋。1966年陕西岐山贺家西周墓出土史 簋，

由铭文可知或为西周早期康王时器。二器比较，仅耳部有所不同
‹2›
。

‹1›  图见前揭《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页63。

‹2›  长水：《岐山贺家村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6期。

〔图六〕 兽面纹簋 〔图七〕 枚父辛簋 〔图八〕 亚父丁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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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团龙纹簋〔图十一〕 通高

15.8、宽27.3厘米。腹饰两相对的

蜗形夔纹，中有扉棱相隔。圈足较

高，上饰一周蛇纹，有四条短扉分

割。双耳上端有兽头凸起，双角高

出器口，下有长方形珥。无铭。清

宫旧藏。该器所有形制特点与陕西

宝鸡竹园沟M4西周墓出土的蜗夔

纹簋一致。

以上二器通体满饰花纹。由出土器物可知，这种满花装饰年代最晚者，大体在西周中期的穆王

时期，此后不再见圈足簋有满花装饰。故此二器时代当在穆王以前。

9.伯作簋〔图十二〕 通高14.9、宽29.2厘米。通身以云雷纹为地，满饰凤鸟纹。器内底有一行

三字铭文“伯作簋”（《集成》3293）。清宫旧藏，没有出土地点。1975年陕西扶风庄白西周墓出土

簋
‹1›
，为西周中期穆王前后器。美国纽约萨克勒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静簋，其铭文内容与陕西的

簋有时间上的关联，也为西周中期穆王前后器
‹2›
。故宫博物院藏伯作簋在形制风格上与二者无异，

其年代当与之相近。

10. 簋〔图十三〕 通高17.8、宽29.2厘米。敛口，有盖，器腹向外倾垂甚扁，圈足外撇。体侧

有半环耳一对。器、盖均饰横向瓦棱纹。盖器同铭：“唯八月初吉丁亥…… 用从。永扬公休”（《冠

斝》上24、《录遗》160.1-2、《集成》4099）。荣厚旧藏。与上海博物馆藏品贤簋
‹3›
（传河南出土，西周中

‹1›  陕西省文化局等：《陕西省宝鸡市出土文物展览》专刊，页2，1975年10月。

‹2›  图见前揭《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页62。

‹3›  图见前揭《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页65。

〔图九〕 易旁簋 〔图十〕 堇临簋 〔图十一〕 团龙纹簋

〔图十二〕 伯作簋 〔图十三〕 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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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偏早时器）比较，二者仅在耳部略有差异，当为同时期器。另外从二簋的形制可见双耳圈足簋与

下一式环耳圈足簋的关系。

3式 三耳圈足簋。

乳钉三耳簋〔图十四〕 高19.1、宽33厘米。深腹，高圈足外撇，腹外等距饰三兽耳。口下饰目

形纹，腹部在菱形格地上饰乳钉纹。清宫旧物，原藏颐和园。三耳圈足簋非常罕见，以致“夏商周

断代工程报告集”簋形器中未有列出。但所饰较为平坦的乳钉纹、兽面纹及目形纹都体现了商代无耳

簋的造型与纹饰特征，与上述I型1式第2器相近，不同的是多了三个兽形耳。法国巴黎色努施奇博

物馆也藏有一件三耳簋（史簋），较本器略小，唯垂珥有异
‹1›
。皆为商代后期器。

4式 四耳圈足簋。器前后左右对称各饰一耳。

荣簋〔图十五〕 通高14.8、宽28.8厘米。浅腹，四兽耳高出器口，有长方形垂珥。腹饰圆涡纹

和夔纹，高圈足饰兽面纹。器内底有5行30字铭文：“唯正月甲申，荣格……”（《三代》6.49.5、《西甲》

6.42、《集成》4121）清宫旧藏。除耳部外，器型、纹饰与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出土的矢簋
‹2›

（西周早期武王、成王时器）极为接近。耳部与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大保簋
‹3›
相似（传山东出土，

西周早期成王时器）故本器亦应为西周早期器。

5式 环耳圈足簋。此式均有盖，盖、器通饰横向瓦棱纹，兽头耳衔环。

豆闭簋〔图十六〕 高15.1、宽32.5厘米。弇口，腹侧有兽耳衔环。满饰平行的瓦棱纹。器内

底有9行92字铭文：“唯王二月既生霸辰在戊寅，王格于师戏于大室。井伯入佑豆闭……”（《三代》

9.18.2、《愙斋》10.10、《奇觚》4.15、《周金》3.26、《大系》60、《小校》8.65.2、《冠斝》上25、《集成》4276）传西

安出土，辗转传流于潘祖荫、盛昱、多智友、荣厚等多人。该器断代在铭文和器形上有迹可寻。铭文

‹1›  图见前揭李学勤、艾兰《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页316。

‹2› 《江苏省五年来出土文物展览会》专刊，页1-3，江苏省博物馆筹备处主办，1955年。

‹3›  图见前揭《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页59。

〔图十四〕 乳钉三耳簋 〔图十五〕 荣簋 〔图十六〕 豆闭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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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井伯作为右者的内容还在多器上出现过，如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师虎簋
‹1›
（懿王前后器）、《西清续鉴

甲编》中的走簋（恭王前后器）及师毛父簋、利鼎等。器型与1959年陕西蓝田寺坡村出土的询簋
‹2›
（恭

懿时器）、1974年陕西扶风强家村青铜器窖藏出土的即簋
‹3›
（恭懿时器）、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乖伯簋

（懿王前后器）等器相同，应是同时或年代相近之器。故该器断代可由原来笼统的西周中期，详考

至恭懿时期。

6式 附耳圈足簋。双附耳，器形似盂。

1. 簋〔图十七〕 通高19.2、宽24.5厘米。盖与器有子母口相合，器腹两侧有附耳一对。盖、器

通饰横向瓦棱纹。盖、器对铭，各5行44字：“唯十又二月既生霸丁亥，王使荣蔑历令封邦……”（《三

代》8.49.1-2、《两罍》6.24、《从古》6.23、《清仪》1.37、《捃古》3.1.22、《愙斋》11.14、《小校》8.45.2、《集成》

4192）吴云、张廷济旧藏。器型同于上述3式簋而作附耳，亦属西周中期器。

2.太师虘簋〔图十八〕 通高20.7、宽30.2厘米。盖、腹饰直列瓦棱纹，双耳作兽头状。盖器同

铭，各7行70字：“正月既望甲午，王在周师量宫……（《集成》4251）国家文物局调拨，传1941年陕西

西安出土，一对，另一件现藏上海博物馆。形制与以上诸器均不同，“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中将

此器列在附耳圈足簋一式，考证为西周中期约当孝王前后器
‹4›
。今从，不再赘述。

3. 不寿簋〔图十九〕 高15.8、宽33厘米。侈口，腹壁略直，双附耳。颈饰以云雷纹为地的窃

曲纹。器内底有铭文4行24字：“唯九月初吉戊辰，王在大宫。王姜赐不寿裘。对扬王休，用作宝”

（《集成》1794）。清宫旧藏。因铭文中有王姜出现，论者常把其定为西周早期昭王时器。但以所饰

窃曲纹论
‹5›
，宜为西周中期器。

‹1›  图见前揭《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页67。

‹2›  段绍嘉《陕西蓝田县出土弥叔等彝器简介》，《文物》1960年第2期。

‹3›  吴镇烽、雒忠如：《陕西省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西周铜器》，《文物》1975年第8期。

‹4›  图见前揭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页70。

‹5›  《吕氏春秋·适威》：“周鼎有窃曲（一作穷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盛行于西周中晚期。

〔图十七〕 簋 〔图十八〕 太师虘簋 〔图十九〕 不寿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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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型 方座簋  2件

方座簋是簋形铜器的第二种型别（II型）。所谓方座簋，就是将簋

体和方座连铸在一起，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其演变发展直至战国以

后。西周方座簋可按耳的多少和样式分为几式，但故宫博物院藏器仅

双耳方座簋一式。

1式 双耳方座簋。方座簋的主要形式，有盖或无盖。

1.作宝彝簋〔图二十〕  通高25.5、宽30.7厘米。侈口方唇，鼓腹，

圈足下有方座。兽耳高出器口，垂珥较低。腹和方座饰凸起的大兽面

纹。器内底有一行三字铭文“作宝彝”《集成》3266）。（清宫旧物，原藏

颐和园。1976年3月陕西临潼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发现一处西周铜器窖

藏，出土有利簋，据其铭文可定为武王时期器
‹1›
。作宝彝簋与其形制

无异，铭文字体相近，故也可定为西周早期武王时期器。

2.格伯簋〔图二十一〕 通高23.5、宽30.8厘米。颈饰夔纹和圆涡

纹，前后中间铸凸起兽头。兽耳下端似象鼻卷曲。腹饰直棱纹，方座

饰直棱纹并围以圆涡纹和窃曲纹。器内底有8行83字铭文：“唯正月初

吉癸巳……”（《三代》9.15.1、《十六》2.1.1、《怀米》下28、《捃古》3.1.82.2、

《愙斋》9.16.1、《敬吾》下8、《周金》3.30.1、《大系》66.2、《小校》8.64.2、

《集成》4263）1958年收购，钱坫、曹秋舫旧藏。铭文内容记录了以物

易田的交易，此类铭文内容，多见于西周中期恭王前后器。格伯簋现

存世三件，另两件在上海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可互为印证。

2式 附耳方座簋。“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中关于方座簋的分式有此一式，故宫博物院此类

藏器极少，形制变化不成体系，本文此处暂不涉及。

III型 三足簋  2件

簋的第三种型别是三足簋（III型）。特点是在圈足簋的下面再加三足。西周初期，与三足簋并行

的还有四足簋，但发展历史较短。“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中虽有四足簋的分型，但可作比对的资

料不多，故本文暂不涉及。

1式 三足簋中最常见的形式。圆形鼓腹，双兽头耳，圈足下有三兽形短足。盖、腹饰瓦纹，

盖边、口下及圈足上多饰窃曲纹或重环纹。

师酉簋〔图二十二〕 通高23.5、宽30.8厘米。盖、腹饰瓦纹，盖边、口下及圈足上饰重环纹。盖

器同铭，11行106字：“唯王元年正月，王在吴，格吴大庙……”（《三代》9.21.2、《积古》盖6.23.1、《捃

古》器3.2.28.2、《两罍》盖6.15.1/器6.17.1、《愙斋》9.12.1、《奇觚》盖4.22.1-2/器4.24.2、《古文审》7.11、《周

‹1›  《文物》特刊34，文物出版社，1977年7月20日。

〔图二十〕 作宝彜簋

〔图二十一〕 格伯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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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3.20.2、《大系》76.1-77.2、《小校》8.69.2-70.2、《集成》4288）阮元、吴

云、金香圃旧藏。此类形制、纹饰器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

湖北省博物馆等均有收藏。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青铜器窖藏也可

见类似出土
‹1›
。均为西周晚期器。

故宫博物院藏器中属于此式的还有著名的颂簋、仲柟父簋等，不

同的是它们的盖边、口下均饰窃曲纹，同属西周晚期器。

2式 环耳三足簋。基本是在I型5式环耳圈足簋下加三足而成。

扬簋〔图二十三〕  高18.7、宽21.6厘米。腹饰瓦纹，口下及圈足上

饰窃曲纹。足尖上卷似象鼻。器内底有10行107字铭文：“唯王九月

既生霸庚寅，王在周康宫……”（《三代》9.25.1、《愙斋》11.16、《周金》

3.24.1、《大系》102.1、《小校》8.72.2、《集成》4295）1957年收购于上海。

除上扬的卷足外，器型、纹饰与1977年陕西澄城出土的王臣簋
‹2›
（西周

中期孝王前后器）相近。196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青铜器窖藏出土的五

年师 簋
‹3›
（西周中期夷王前后器），其足与扬簋之足一致。故扬簋年

代应与二器相近，属西周中期器。

三  小结

商周青铜簋发现日多，大都可以根据出土的地坑、形制、组合确定其年代的早晚，有的甚至根据

铭文还可推断其所属的王世。因此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簋的年代可以据此排定。本文从故宫藏商周簋

中选取23件进行分型分式，共分为三型9式。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与出土器和其它博物馆藏器进

行横向比对，力求寻找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簋的出土地域风格，并表现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从中可以

看出，圈足簋（商早期至西周中期）、方座簋（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和三足簋（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

大体是一个顺序演变的过程，每一期都具有各自的特点，但在器型上又都继承了上一期的传统，纹

饰装饰也是如此。具体情况如下：

殷商前期簋形似碗，无耳或有二耳。

殷商后期，第一阶段一般仍无耳。第二阶段，带有圆细双耳的簋开始增多，有些还附有珥
‹4›
。

出现了个别的三耳簋。

‹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文物出版社，1980年。

‹2›  图见前揭《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页98。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安张家坡西周青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65年。

‹4› 大耳下的小附耳，以长方形或勾形为多。

〔图二十二〕 师酉簋

〔图二十三〕 扬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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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前期簋多垂腹，兽耳常高出器口。出现双耳或四耳的方座簋，前者如利簋，后者如宜侯矢

簋等。

西周后期垂腹双耳簋仍可见。但宽身矮体，多有盖，弇口，兽耳衔环，圈足下附三足的簋是这

一时期最流行的样式
‹1›
。

另有一些故宫藏器也是递嬗特点清晰，风格鲜明的，如 簋（西周中期前段器）、追簋（西周中期

器）、颂簋（西周晚期器）、谏簋（西周中期孝王前后器）、仲柟父簋（西周晚期器）等。它们或是形制与示例

器物类似，或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已有采用，本文不再赘述。

附录：文中引用金文著录简称对照表

简称 全名及相关信息

十六 （清）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4卷，嘉庆元年（1796）。

三代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

大系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8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

小校 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8卷，1935年。

从古 （清）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16卷，光绪十二年（1886）。本文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报馆石印本。

古文审（清）刘心源《古文审》8卷，光绪十七年（1891）。

贞松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1930年。

西清 （清）王杰《西清续鉴甲编》20卷，乾隆五十八年（1793），本文采用宣统二年（1910）涵芬楼石印宁寿宫写本。

怀米 （清）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2卷，道光十九年（1839）自刻本。

两罍 （清）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12卷，同治十一年（1872）自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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