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陟涉散盤—三千年的兩場校勘

每月一寶

陟
涉
散
盤

三
千
年
的
兩
場
校
勘

吳
曉
筠

西
周
晚
期
的
︿
散
盤
﹀
是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典
藏
之
一
。

︵
圖
一
︶
全
器
端
凝
厚
重
，
加
上
長
達

三
百
五
十
字
的
銘
文
，
向
來
被
認
為
是

西
周
：
一
場
精
密
的
地
理
履
勘

在
︿
散
盤
﹀
的
銘
文
裡
，
有
兩
個

字
格
外
引
人
注
意
。
在
第
一
、
二
行
中
，

﹁
涉
﹂
、
﹁
陟
﹂
︵
圖
三
︶
兩
字
相
映
成

趣
。
﹁
涉
﹂
寫
成
了
兩
個
腳
丫
越
過
一

條
彎
彎
的
河
水
；
不
一
會
兒
，
這
跨
越

的
足
跡
又
登
上
了
山
巒
頂
峰
，
形
成
了

﹁
陟
﹂
。
後
者
對
今
日
的
我
們
來
說
較

為
陌
生
，
但
對
周
人
來
說
，
卻
是
一
個
專

門
表
現
登
上
山
崗
崎
嶇
道
路
的
字
。
一
如

︽
詩
經‧

周
南‧

卷
耳
︾
裡
所
吟
頌
的
：

　

 

陟
彼
崔
嵬
，
我
馬
虺
隤
。
我
姑
酌
彼
金

曐
，
維
以
不
永
懷
。
陟
彼
高
岡
，
我
馬

玄
黃
。
我
姑
酌
彼
兕
觥
，
維
以
不
永

傷
。
陟
彼
砠
矣
，
我
馬
瘏
矣
，
我
仆
痡

矣
，
云
何
吁
矣
！

　
　

︿
散
盤
﹀
所
記
這
趟
跋
山
涉
水
的
旅

程
，
起
因
於
西
周
晚
期
︵
約
西
元
前
九
世

紀
︶
，
位
在
周
王
畿
西
邊
的
散
氏
宗
族
受

在
本
院
三
樓
三
〇
五
陳
列
室
﹁
吉
金
耀
采—

中
國
歷
代
銅
器
展
﹂
中
，
總
是
看
到
一
群
人
圍
著
西

周
晚
期
︿
散
盤
﹀
，
屏
氣
凝
神
地
聆
聽
導
覽
人
員
的
解
說
。
這
件
重
量
級
文
物
，
除
了
因
體
量
甚

巨
、
紋
飾
精
美
外
，
更
因
其
上
書
有
罕
見
的
割
地
訂
約
過
程
，
而
為
世
所
周
知
。
本
文
將
著
重
在

︿
散
盤
﹀
於
西
周
鑄
成
的
歷
史
原
由
，
及
其
於
清
代
重
新
出
土
後
的
流
傳
、
考
釋
。
在
漫
長
的
歷

史
時
間
中
，
周
人
對
其
所
在
世
界
的
觀
察
與
描
述
，
成
為
後
世
學
者
努
力
追
求
上
古
聖
賢
價
值
的

依
憑
。

西
周
晚
期
青
銅
及
書
法
藝
術
精
粹
。
︵
圖

二
︶
但
︿
散
盤
﹀
向
我
們
透
露
的
古
代
訊

息
，
卻
遠
比
其
藝
術
價
值
來
得
更
加
顯

著
。
本
文
將
藉
由
︿
散
盤
﹀
的
銘
文
及
流

傳
，
展
現
兩
種
嚴
謹
的
態
度
：
一
是
地
理

空
間
上
的
，
一
是
書
籍
紙
本
裡
的
。
其
中

無
法
切
割
的
對
漢
字
的
關
注
，
則
體
現
了

華
夏
文
明
的
核
心
價
值
。

到
其
北
面
鄰
國—

夨
國—

的
攻
擊
。
周
王

畿
位
於
今
日
陝
西
省
境
內
的
渭
河
流
域
，

分
佈
範
圍
約
在
西
安
市
至
岐
山
縣
一
帶
，

而
散
、
夨
則
處
於
渭
河
與
汧
河
的
交
會

處
，
即
今
日
陝
西
寶
雞
市
附
近
。
兩
者
均

與
周
王
室
同
為
姬
姓
。
但
在
︿
散
盤
﹀
及

一
些
其
他
青
銅
器
銘
文
中
，
夨
的
領
袖
屢

屢
被
稱
之
為
夨
王
，
或
許
表
示
了
夨
在
當

時
已
是
一
個
自
外
於
周
的
國
家
，
與
散
有

所
不
同
。
源
於
同
一
祖
先
的
夨
、
散
，
似

乎
時
而
友
好
，
時
而
反
目
。
上
海
博
物
館

藏
的
西
周
晚
期
︿
散
伯
匜
﹀
有
銘
：
﹁
散

伯
作
夨
姬
寶
匜
﹂
，
意
思
是
散
伯
做
了
這

件
青
銅
器
給
夨
姬
，
表
示
彼
此
間
還
有
著

姻
親
關
係
。

︿
散
盤
﹀
銘
文
顯
示
，
這
顯
然
沒

有
成
功
的
武
力
侵
犯
，
最
後
以
夨
國
割
地

給
散
告
終
。
於
是
，
為
劃
定
界
線
，
雙
方

展
開
了
一
場
精
細
的
地
理
校
勘
。
在
某

一
個
農
曆
九
月
，
夨
有
十
五
人
、
散
有
十

人
參
加
了
這
次
定
界
的
履
勘
活
動
。
其

中
包
括
了
雙
方
的
中
央
及
地
方
官
員
。
夨

國
的
中
央
官
員
有
鮮
、
且
、
微
、
武
父
、

西
工
襄
等
人
。
割
地
的
面
積
想
必
不
小
，

因
為
夨
國
至
少
有
三
個
邑
︵
相
當
於
今
日

圖一　 西周　散盤　通高20.6公分　腹深9.8公分　口徑54.6公分　底徑41.4公分　重21312公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散盤〉銘文中的
「涉」、「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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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里
︶—

豆
、
原
、

—

的
地
方
官
員
參

加
了
定
界
。
豆
邑
及
原
邑
割
讓
出
去
的
區

域
在
地
形
上
應
是
相
當
複
雜
，
因
為
這
兩

邑
都
出
動
了
管
理
該
邑
周
邊
林
地
、
水
澤

的
官
員
﹁
虞
﹂
。
豆
更
派
出
了
領
有
﹁
小

門
人
﹂
官
銜
的
官
員
，
可
能
是
管
理
豆
邑

大
門
的
人
員
。
散
以
其
管
理
土
地
的
﹁
司

土
﹂
和
管
理
軍
事
及
治
安
的
﹁
司
馬
﹂
等

中
央
官
員
，
以
及
屬
邑
的
地
方
官
若
干
，

一
起
進
行
會
勘
，
以
示
慎
重
。

在
雙
方
人
員
的
見
證
下
，
校
勘
的

旅
程
從

河
開
始
。
首
先
勘
查
的
是
要
轉

讓
的
隰
田
。
渡
過

河
向
南
走
，
到
了
大

湖
邊
上
立
下
第
一
個
疆
界
記
號
。
再
經

過
彎
彎
曲
曲
的
路
線
，
一
下
子
到
了
柳
樹

邊
，
一
下
子
又
再
渡
過
了

河
，
不
一
會

兒
又
站
上
了
丘
陵
；
中
間
又
經
過
了
原

邑
、
芻
邑
、
周
邑
、

邑
，
並
在
這
些
小

邑
的
路
邊
樹
立
界
標
；
最
後
來
到
了

邑

的
墓
地
。
這
塊
隰
田
地
形
複
雜
，
包
括

了
丘
陵
、
湖
泊
及
河
流
，
途
中
至
少
立
下

了
十
三
個
新
的
疆
界
標
記
。
接
著
履
勘
的

是
已
經
規
劃
整
齊
的
井
邑
田
，
又
稱
為
畛

田
。
從
桹
木
道
左
至
丼
邑
開
始
樹
封
為

界
。
由
路
線
看
，
豎
立
在
東
、
西
、
南
邊

的
大
型
道
路
及
山
崗
上
的
界
標
，
至
少
有

八
處
。在

一
大
段
記
述
履
勘
過
程
的
銘
文

中
，
樹
立
界
標
的
動
作
︵
圖
四
︶
，
被
隸

定
為
今
日
我
們
使
用
的
﹁
奉
﹂
或
﹁
弄
﹂

字
，
並
理
解
為
﹁
封
﹂
的
意
思
，
即
︽
周

禮‧

地
官‧

大
司
徒
︾
：
﹁
制
其
畿
方
千

里
而
封
樹
之
﹂
中
﹁
封
樹
﹂
的
概
念
。
現

代
漢
字
﹁
奉
﹂
、
﹁
弄
﹂
和
﹁
封
﹂
的
字

形
，
讓
我
們
很
難
與
豎
立
界
標
的
活
動
聯

想
在
一
起
。
但
分
見
於
︿
散
盤
﹀
銘
文
前

段
的
十
八
處
﹁

﹂
字
，
卻
以
非
常
生
動

的
形
式
，
向
我
們
展
現
了
定
界
的
動
作
。

這
個
字
的
字
形
像
是
在
告
訴
我
們
，
在
長

途
跋
涉
、
確
定
地
界
的
標
記
點
後
，
他
們

以
雙
手
捧
著
樹
苗
，
極
其
慎
重
地
將
之
植

入
泥
土
中
。

地
理
的
履
勘
結
束
後
，
在
夨
、
散

雙
方
見
證
下
，
由
夨
國
的
卑
、

、
旅
，

以
及
參
與
定
界
的
中
央
級
官
員
鮮
、
且
，

代
表
夨
國
宣
示
：
﹁
我
既
然
已
將
耕
田
的

農
具
轉
讓
給
散
，
若
有
違
約
，
那
就
是
我

對
散
有
不
正
當
之
心
。
若
如
此
則
將
接
受

賠
償
的
處
罰
。
﹂
接
著
，
參
與
定
界
的
武

父
、
西
工
襄
再
宣
讀
另
一
段
誓
言
：
﹁
我

既
然
已
將
隰
田
和
畛
田
轉
讓
給
散
，
若
有

誤
亂
，
就
會
接
受
賠
償
的
處
罰
。
﹂
誓

畢
，
便
將
夨
割
給
散
的
田
地
畫
成
地
圖
，

由
夨
王
存
放
在
豆
邑
新
宮
的
東
側
殿
堂
。

協
議
的
約
文
分
為
左
右
兩
卷
，
夨
、
散
各

擁
一
份
，
此
次
田
地
轉
讓
正
式
生
效
。

散
氏
宗
親
為
紀
念
此
事
，
可
能
是

先
請
史
官
中
農
將
這
次
校
勘
割
地
的
經
過

鉅
細
靡
遺
的
寫
成
一
篇
三
百
五
十
字
的
長

文
，
再
將
之
仔
細
銘
鑄
在
一
件
高
二○

‧

六
、
口
徑
五
四‧

六
公
分
、
重
達
二
一‧

三
公
斤
的
厚
重
高
圈
足
淺
盤
內
。
盤
外
飾

以
穩
重
明
晰
的
長
尾
夔
龍
紋
及
獸
面
紋
。

圖
五
︶
這
種
淺
盤
、
廣
面
朝
天
的
形
式
，

似
乎
較
其
他
器
形
更
能
突
顯
出
銘
文
的
顯

著
性
。
此
外
，
與
同
時
期
的
銅
器
銘
文
相

比
，
通
篇
未
提
祖
先
的
作
法
，
似
乎
顯
示

釋
文
：

用
夨

︵
撲
︶
散
邑
，
廼
即
散
用
田
。
履
：
自

涉

︵
以
︶
南
，
至
于
大

沽
，
一
奉
︵
封
︶
，

︵
以
︶
陟
；
二
奉
︵
封
︶
，
至
于
邊

柳
，
復
涉

，
陟

，

︵
徂
︶
畕
駡

︵
以
︶
西
，
奉
︵
封
︶
于
敝
戲
、
桂
木
，
奉
︵
封
︶
于
芻

逨
，
奉
︵
封
︶
于
芻

，
內
陟
芻
，

登
于
厂
源
︵
原
︶
，
奉
︵
封
︶

栟
、

陵
、
剛
栟
，
奉

︵
封
︶
于

道
，
奉
︵
封
︶
于
原
道
，

奉
︵
封
︶
于
周
道
，

︵
以
︶
東
，
奉
︵
封
︶
于

東
彊
︵
疆
︶

右
，
還
，
奉
︵
封
︶
于
履
道
，

︵
以
︶
南

奉
︵
封
︶
于

逨
道
，

︵
以
︶
西
，
至
于

莫
︵
墓
︶
，

履
丼
邑
田
，
自
桹
木
道

左
至
于
丼
邑
，
奉
︵
封
︶
，
道

︵
以
︶
東
一
奉
︵
封
︶
，

還
，

︵
以
︶
西
一
奉
︵
封
︶
，
陟
剛
三

奉
︵
封
︶
，
降

︵
以
︶
南
奉
︵
封
︶
于
同
道
，
陟
州
剛
，
登

栟
，
降
棫
，
二
奉
︵
封
︶
。
夨
人

有

履
田
：
鮮
、
且
、
𣁋
、
武
父
、
西
宮
襄
、
豆
人
虞

丂
、
彔
貞
、
師

氏
、
右
眚
、
小
門
人
緜
、
原
人
虞
艿
、
淮

工
︵
空
︶
虎
、

孝
龠
、
豐
父
、

人
有

刑
丂
，
凡
十
又
五
夫
，
正
履
夨
舍
散
田
，

土

︵
徒
︶
屰
臿
、

馬

、

人

工
︵
空
︶

君
、
宰
德

父
、
散
人
小
子
履

田
：
戎
，
𣁋
父
、

︵
教
︶

父
、
襄
︵

︶
之
有

橐
、
州

京
︵
就
︶
、
焂
巽

︵

︶
，
凡
散

有

十
夫
，
唯
王
九
月
，
辰
才
︵
在
︶
乙
卯
，
夨
卑
、
鮮
、

且
、

、
旅
誓
，

曰
：
我
既
付
散
氏
田
器
，
有
爽
，
實
余
有
散
氏
心
賊
，
則

爰千
罰
千
，
傳
棄
之
。
鮮
、
且
、

、
旅
則
誓
，
廼
卑
西
宮

襄
、
武
父

誓
曰
：
我
既
付
散
氏
溼
︵
隰
︶
田
、

︵
畛
︶
田
，
余
又
爽 

，
爰
千
罰
千
。

西
宮
襄
、
武
父
則
誓
。
氒
︵
厥
︶
為
圖
，
夨
王
于
豆
新
宮
東

廷
。
氒
︵
厥
︶
左
執
要
，
史
正
中
農
。

圖二　西周　散盤　銘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散盤銘文代表豎立界標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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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件
器
物
不
是
為
某
位
祖
先
製
作
的
祭

器
，
而
更
像
是
做
器
者
向
在
世
宗
親
彰
顯

宗
族
大
事
、
向
後
世
子
孫
留
下
訊
息
吧
！

康
熙
年
間
：
一
場
漫
長
的
文
字
校

勘

西
元
前
七
七
一
年
，
周
不
敵
來
自

西
邊
犬
戎
的
攻
擊
，
生
活
在
渭
河
流
域
的

周
王
室
以
及
許
多
貴
族
宗
族
紛
紛
向
西
逃

亡
，
周
的
國
都
也
就
此
遷
到
今
日
的
洛

陽
。
這
一
事
件
標
誌
了
西
周
的
滅
亡
及
東

周
時
期
的
開
始
。
在
準
備
逃
亡
之
際
，
顯

貴
家
族
紛
紛
將
家
廟
重
器
埋
入
地
下
，
期

望
再
回
故
地
時
，
可
以
繼
續
使
用
。
無
奈

這
個
願
望
就
此
沒
有
實
現
之
日
，
夨
、
散

豎
立
的
界
標
隨
著
時
間
逐
漸
模
糊
，
豆
邑

新
宮
的
建
築
也
頹
傾
無
蹤
。

二
千
餘
年
過
去
，
清
朝
康
熙
年
間

︵
一
六
六
二

∼

一
七
二
二
︶
的
某
一
天
，

據
說
是
在
今
日
的
陝
西
省
鳳
翔
縣
，
埋
藏

在
地
下
的
︿
散
盤
﹀
終
於
重
見
天
日
。
對

於
繼
承
宋
代
以
來
金
石
學
傳
統
的
清
朝
文

人
學
士
來
說
，
這
件
帶
有
長
篇
銘
文
的
青

銅
器
無
疑
是
一
件
無
價
珍
寶
。

宋
代
所
開
啟
的
金
石
學
傳
統
，
基

本
上
關
注
儒
家
所
認
知
的
聖
賢
時
代
，
即

周
文
王
、
武
王
、
周
公
、
孔
子
所
生
活
的

上
古
時
代
。
上
古
青
銅
禮
器
，
特
別
是
帶

有
銘
文
者
，
便
被
認
為
是
可
親
炙
古
聖
先

賢
的
媒
介
。
由
於
古
器
分
屬
宮
廷
及
私
人

收
藏
，
幾
乎
無
法
遍
覽
，
因
而
出
現
了
如

宋
代
呂
大
臨
︵
一○

四
四

∼

一○

九
一
︶

︽
考
古
圖
︾
及
宋
徽
宗
︵
一○

八
二

∼

一
一
三
五
︶
敕
撰
︽
宣
和
博
古
圖
錄
︾
一

類
的
木
刻
版
青
銅
器
圖
錄
。
另
一
方
面
，

因
青
銅
器
及
銘
文
具
有
認
識
上
古
時
代
第

一
手
史
料
的
價
值
，
可
通
過
﹁
觀
其
器
、

誦
其
言
﹂
瞭
解
古
代
聖
賢
，
故
收
藏
、
研

究
青
銅
器
及
銘
文
拓
本
，
便
成
為
另
一
種

廣
受
士
林
喜
愛
的
活
動
。
這
種
觀
念
一
直

持
續
到
了
清
代
，
銅
器
及
銘
文
拓
片
仍
是

宮
廷
及
文
人
雅
士
爭
相
收
藏
的
對
象
。

據
清
代
金
石
考
據
學
家
張
廷
濟

︵
一
七
六
八

∼

一
八
四
八
︶
在
︽
清
儀

閣
題
跋
︾
中
稱
，
︿
散
盤
﹀
出
土
後
經
多

次
轉
手
，
先
為
安
徽
歙
州
程
氏
所
有
，
後

被
江
蘇
揚
州
的
徐
約
齋
重
金
購
得
，
後
又

轉
予
洪
氏
。
直
至
嘉
慶
十
一
年
︵
一
八○

六
︶
由
差
使
額
勒
布
以
鉅
額
收
購
，
並
於

嘉
慶
十
四
年
︵
一
八○

九
︶
貢
入
宮
中
作

為
皇
帝
五
十
歲
的
生
日
獻
禮
。

︿
散
盤
﹀
原
器
雖
入
藏
宮
中
，
但
民

間
對
其
熱
情
不
減
。
其
銘
文
拓
本
成
了
珍

稀
之
物
。
張
廷
濟
指
出
當
時
﹁
墨
本
在
人

間
者
日
少
，
而
覆
鑄
彷
鐫
不
止
一
本
﹂
，

表
示
有
許
多
仿
本
，
甚
至
可
能
是
偽
器
，

在
市
面
上
流
通
。
在
照
相
還
未
普
及
的
時

代
，
以
透
視
手
法
製
作
的
全
形
拓
，
更
可

使
觀
者
在
沒
有
見
到
實
物
的
情
況
下
，
得

以
將
銘
文
與
器
形
相
互
參
照
觀
看
。
︵
圖

六
︶
賞
鑑
家
對
拓
片
的
喜
愛
不
下
於
書
畫

收
藏
，
除
鈐
上
鑒
藏
印
外
︵
圖
七
︶
，

更
於
其
上
題
跋
。
在
一
張
著
錄
於
劉
體
智

︵
一
八
七
九

∼

一
九
六
二
︶
︽
小
校
經
閣

金
石
文
字
︾
的
拓
片
上
，
便
有
一
段
趙
于

密
︵
一
八
四
五

∼

？
︶
的
題
記
：
﹁
吉
金

文
字
余
最
嗜
者
，
毛
公
鼎
、
齊
侯
兩
罍
、

散
氏
盤
，
以
其
可
作
周
秦
長
篇
文
史
誦

讀
，
且
原
拓
精
本
尤
難
得
。
舊
拓
惟
清

儀
閣
所
藏
密
于
阮
氏
為
可
信
，
其
它
則
日

夥
矣
。
頃
月
川
宗
老
以
沈
南
蘋
畫
巨
幅
易

得
，
可
寶
也
。
︙
﹂
。
︵
圖
八
︶

在
乾
隆
、
嘉
慶
年
間
時
興
的
考
據

學
帶
動
下
，
研
究
、
考
證
青
銅
器
上
的
古

文
字
成
為
清
代
學
術
界
的
時
潮
，
也
為
辨

別
銅
器
銘
文
及
內
涵
帶
來
了
空
前
的
學

術
成
果
。
許
多
學
者
戮
力
對
︿
散
盤
﹀
銘

文
進
行
考
證
，
其
中
尤
以
經
學
家
阮
元

︵
一
七
六
四

∼

一
八
四
九
︶
最
具
代
表

圖五　西周　散盤　器表紋飾

圖六　散盤　全形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七　 清　散盤　拓本鈐印　 
《小校經閣金石文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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陟涉散盤—三千年的兩場校勘

每月一寶

性
。
在
其
所
著
︽
積
古
齋
鐘
鼎
彝
器
款

識
︾
中
，
︿
散
盤
﹀
銘
文
被
仔
細
的
描
摹

出
來
。
︵
圖
九
︶
其
後
附
上
了
阮
元
對
盤

銘
每
一
個
字
所
做
的
隸
定
，
部
分
並
配
上

字
音
的
解
釋
。
︵
圖
十
︶
最
後
是
他
對
盤

銘
內
容
的
考
證
。
他
先
考
訂
器
物
名
稱
，

再
根
據
典
籍
、
禮
書
，
如
︽
左
傳
︾
、
︽
國

語
︾
、
︽
大
戴
禮
記
︾
等
，
考
散
氏
之
歷
史

沿
革
及
銘
文
中
之
地
理
、
田
制
。
此
外
，

更
以
其
他
當
時
所
見
銅
器
銘
文
、
石
鼓
文

與
︽
說
文
解
字
︾
相
對
照
，
對
個
別
人
物

及
字
辭
提
出
看
法
。

上
古
時
期
的
文
字
雖
是
我
們
今
日
使

用
的
漢
字
的
祖
先
，
許
多
字
體
結
構
也
與

今
日
相
去
不
遠
，
如
︿
散
盤
﹀
第
一
行
的

﹁
用
﹂
、
﹁
田
﹂
及
﹁
南
﹂
等
字
。
但
盤
銘

中
的
一
些
關
鍵
字
，
卻
相
當
難
解
。
以
代

表
樹
封
的
﹁

﹂
字
為
例
，
阮
元
將
之
隸

圖十　阮元對散盤銘文所做的隸定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圖八　清　〈散氏盤原拓本〉題跋　《小校經閣金石文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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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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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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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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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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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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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昭
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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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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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期
虞
芮
兩
國
位
於
汧
河
流

域
的
可
能
性
﹀
，
論
文
發
表
於
芝
加
哥
藝
術
博
物

館
與
芝
加
哥
大
學
顧
立
雅
中
國
古
文
字
學
中
心
主

辦
之
﹁
近
二
十
年
新
出
土
中
國
古
代
青
銅
器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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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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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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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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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三
代
於
鼎
彝
之
間─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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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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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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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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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二
三
卷
第
一
期
，
二
〇
〇
五
。

9.  

盤
銘
之
隸
定
及
斷
句
依
據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
殷
周
金
文
暨
青
銅
器
資
料
庫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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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定
為
﹁
表
﹂
，
並
據
古
文
獻
中
對
﹁
表
﹂

字
的
釋
義
，
認
為
此
字
代
表
著
井
田
中
的

分
界
。
﹁
涉
﹂
被
釋
為
﹁
洮
﹂
，
隨
位
於

其
前
的
﹁

﹂
字
一
起
被
解
釋
為
隴
西
臨

洮
一
帶
的
河
流
名
稱
。
但
更
為
關
鍵
的
是

﹁
夨
﹂
被
釋
為
﹁
大
﹂
，
如
此
則
全
文
之

主
題
無
法
被
解
讀
出
來
。

至
遲
於
晚
清
，
楊
沂
孫
︵
一
八
一 

三

∼

一
八
八
一
︶
已
將
﹁
夨
﹂
釋
出
，
並

知
其
為
國
名
或
地
名
。
此
外
，
他
更
釋
出

隰
田
，
對
認
識
銘
文
內
容
有
重
要
意
義
。

在
吳
大
澂
︵
一
八
三
五

∼

一
九○

二
︶

︽
愙
齋
集
古
錄
︾
中
，
﹁
涉
﹂
字
已
被
正

確
解
讀
。
劉
體
智
在
其
︽
小
校
經
閣
金
石

文
字
︾
中
，
綜
合
前
人
之
說
，
對
阮
元
之

解
釋
也
提
出
了
一
些
修
正
。
書
中
對
︿
散

盤
﹀
銘
文
的
隸
定
也
與
今
日
我
們
的
認
知

較
為
接
近
。

自
上
世
紀
二○

年
代
，
現
代
考
古
學

的
出
現
將
青
銅
器
及
文
字
研
究
又
帶
入
了

一
個
全
新
的
境
界
。
大
量
具
有
準
確
出
土

地
點
的
帶
銘
青
銅
器
加
速
了
青
銅
器
研
究

的
腳
步
。
也
因
此
，
對
︿
散
盤
﹀
銘
文
的

解
釋
也
有
所
翻
新
。
其
中
影
響
最
巨
的
新

認
識
是
﹁

﹂
字
。
阮
元
將
這
個
字
隸

定
為
﹁
竟
﹂
，
表
示
境
界
之
意
。
後
來
的

清
代
金
文
家
則
將
之
隸
定
為
﹁
眉
﹂
，
釋

義
為
田
地
的
界
墎
。
現
代
學
者
通
過
長
時

間
的
研
究
將
之
重
新
隸
定
為
﹁
履
﹂
，
即

考
察
、
校
勘
之
意
。
這
一
個
在
過
去
被
視

為
名
詞
的
字
，
便
成
了
動
詞
，
也
就
此
讓

我
們
對
︿
散
盤
﹀
銘
文
的
理
解
生
動
了
起

來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
殷

周
金
文
暨
青
銅
器
資
料
庫
﹂
所
提
供
之
隸

定
，
在
內
容
上
已
與
阮
元
所
釋
有
很
大
的

差
別
︵
圖
二
︶
，
體
現
了
兩
百
年
來
所
累

積
的
學
術
成
果
，
周
人
的
步
履
逐
漸
由
模

糊
而
清
晰
。
但
這
篇
隸
定
及
斷
句
並
不
是

唯
一
版
本
，
更
不
表
示
我
們
已
經
完
全
瞭

解
其
中
的
內
容
。
︿
散
盤
﹀
銘
文
的
體
例

與
一
般
西
周
銘
文
有
所
不
同
，
可
說
是

最
難
解
銘
文
中
的
一
篇
。
隨
著
越
來
越
多

的
考
古
資
料
出
土
，
許
多
學
者
更
進
一

步
地
思
考
與
︿
散
盤
﹀
銘
文
相
關
的
歷
史

問
題
。
例
如
，
文
末
的
史
官
史
正
中
農
是

誰
的
史
官
；
夨
、
散
不
同
的
地
方
分
級
方

式
如
何
反
映
了
西
周
時
期
的
地
方
行
政
管

理
制
度
；
越
來
越
多
的
學
者
認
為
銘
文
中

的
夨
國
應
是
古
文
獻
所
見
的
虞
國
，
因
此

應
該
將
﹁
夨
﹂
讀
為
﹁
虞
﹂
音
。
顯
然
，

夨
、
散
之
間
的
故
事
未
來
還
有
待
補
充
，

甚
至
是
重
寫
。
探
索
︿
散
盤
﹀
的
路
程
仍

未
完
待
續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圖九　清　阮元 〈散氏盤〉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