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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疑尊、疑卣是非常重要的西周早期青銅器，2011 年曾在法國希

拉克總統博物館展出。尊、卣上的銘文相同，都是五行四十五字。

其內容係記仲 父受周王之命，前往占卜鄂侯在盩建設都邑，隨後

將王賞給的玉珥送交宋國的國君，因此宋國夫人公姒派遣尊、卣的

器主疑專程到侃地迎接仲 父。疑在完成這一任務之後，受到公姒

的獎賞，於是製作這組尊、卣來祭祀自己的父親。據《史記 · 宋世

家》等文獻所載宋國世系推斷，銘文中的宋君當即宋公稽，公姒則

為其母即微仲衍的夫人。至於仲 父，也有可能是宋公稽的兄弟，

仕於周王朝者。鄂侯建都，或許即其初封，盩的地理位置從近年考

古工作看，應在今湖北隨州一帶，而疑去迎接仲 父的侃，傳世文

獻作「衍」，在今河南鄭州北，正是前去宋國的要道。

關鍵詞：	金文 宋國 鄂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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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希拉克總統博物館在 2011 年 6 月出版一部展覽圖錄，題

為《青銅與黃金的中國：東波齋藏品》。1 書中著錄有疑尊、疑卣，

異常精美，且同有較長銘文，是非常重要的西周青銅器。特別是其

銘文有關鄂侯事蹟，與近幾年學術界熱議的鄂國等問題聯繫，值得

大家重視。圖錄流傳未廣，幸有北京大學董珊先生於去年撰文〈疑

尊、疑卣考釋〉，2 對兩器作了詳細的介紹和深入的論析。這裏我只據

個人所見，試提幾點想法，未必有當。

疑尊高 24.2 釐米，侈口，長頸，突腹，低圈足。通體花紋均線

條化，口沿下為由夔紋組成的蕉葉紋，下加橫 S 形顧首夔紋帶。腹

飾尾部上卷的饕餮紋，足飾橫 S 形顧首夔紋。銘文在內底。

疑卣高 29 釐米，蓋設捉手，蓋面為饕餮紋，無蓋角，立緣飾

橫 S 形顧首夔紋。器提梁上為夔紋，梁端有大披角的獸首。器頸

飾橫 S 形顧首夔紋帶，腹最大徑偏下，飾尾部上卷的饕餮紋。低

圈足，上有弦紋。所有花紋，和尊一樣，都以精細的雷紋襯地。對

銘，在蓋內及器內底。

尊、卣的銘文相同，行款也一樣，均係五行四十五個字，隸寫

如下：

隹（惟）中（仲） 父于卜噩（鄂）侯于

盩 （城）， 兄（貺）耳（珥）于宋伯。公

（姒）乎（呼） （疑）逆中（仲）氏于侃。丁

卯， （疑）至，告， （姒） （賞）貝， （揚）

皇君休，用乍（作）父乙

第一行「于卜」，「于」義為往，見《詩 · 桃夭》「之子於歸」毛

傳。「卜」字象兆枝的斜筆朝下，與宜侯夨簋銘同。

「鄂侯于盩城」應連讀，「城」乃動詞，按《淮南子 · 時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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