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商丘丘古国史古国史记记
之

■
主
讲
人

编辑张莹 电话：2626317 E-mail：zhangyinglwm@sina.com

2019年9月20日

■策划/张浩哲

◆“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一百四十九

15

■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青铜器上的宋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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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主持河南省教育
厅人文社科项目等3项，
参与完成教育部项目 1
项、河南省哲学社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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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国之外的其他地区，也曾出土过宋国青铜器。可
能有人会好奇，这些宋国青铜器为何会在国境之外出土？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青铜器基本上是由宋国女子出
嫁而带至他国的媵器。

1978年至1979年间，信阳固始县侯古堆一号墓出土了
宋景公嫁妹所陪嫁的一对铜簠。簠上铭文为：“有殷天乙
唐孙宋公栾作其妹句吴夫人季子媵簠。”

“天乙”指的是商汤的庙号，甲骨文中写作“大乙”。
“唐”即“汤”，也屡见于甲骨文。“有殷天乙唐孙”是宋国国
君的自称，这种称法还见于宋公鼎中，可见这是宋国国君
常用的自称。宋君这样称呼自己是因为宋国的始封君微
子启是殷王帝乙之首子，因此所有的宋君都可以称自己为
商汤的子孙。“句吴”乃吴国国号。按照伯仲叔季的排行来
看，“季子”应是宋景公的小妹。由此可见，宋景公将自己
的小妹嫁到了吴国当夫人。

这一对铜簠是宋景公嫁妹于吴国的媵器没有异议，但
学术界关于宋景公妹嫁给了谁争议很大。吴宋的此次联
姻，史书失载，这件婚事既然是兄长宋景公出面，时间则应
该发生在其父宋元公去世之后。宋景公在位44年，相当于
吴王僚、阖闾、夫差三位吴国国君在位期间，那么这位句吴
夫人应该嫁给了哪位吴王呢？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认为她的夫君应是赫赫
有名的吴王阖闾，其理由在于根据时间推算宋景公的妹妹
不可能嫁给夫差及王僚：宋景公的祖父宋平公在位有44年
之久，他的儿子宋元公即位时不会太年轻，他的小女儿也
不一定是在他的暮年所生，而夫差为王时宋元公已经去世
22年。古礼女子二十而嫁，如果宋景公嫁妹于夫差只有在
她是宋元公的遗腹女，又待字闺中逾期的情况下才能成
立，这种情况可能性较小。而且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
土的青铜器铭文证明吴王僚的夫人是蔡昭侯的长姊，铭文
作器时间是“元年正月”，蔡昭侯元年是吴王僚九年，距王
僚的去世不足4年，除非在这4年中蔡昭侯长姊去世，宋景
公之妹才有可能嫁给吴王僚。因此，吴王僚也不会是宋景
公之妹的夫君，只有吴王阖闾最有可能。

从时间及各位当事人年龄上来推断的话，李学勤先生
的这个结论是较为客观的，但唯一不能解释的是吴国国君

夫人的陪嫁媵器为何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固始。要
知道这一地区自春秋中叶便属于楚国，吴国夫人怎么会埋
葬到楚国呢？李学勤先生认为侯古堆墓葬所葬女子未必
是吴国国君夫人，他假设了两种可能性：吴灭亡后簠流落
到楚人手中；公元前505年阖闾伐楚兵败，其弟夫概偷偷回
国发动政变自立为吴王，阖闾急忙率兵回国，夫概失败投
奔楚国，宋景公簠很可能就是在这次政变中流落到河南南
部的。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赵青云先生认为宋景公之妹的
夫君应该是吴王阖闾的太子夫差，而非阖闾。他认为当时
只有吴太子夫差与宋景公的小妹年龄相当，这位句吴夫人
之所以被葬于楚国，应当与吴太子夫差伐楚有关。《史记·
吴太伯世家》载：“吴王光阖闾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
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左传》也记载：“四月已丑吴
太子终纍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
大惕，惧亡。”因侯古堆墓处于番国故城郊外，当时的情况
应是吴太子夫差取番之后，携夫人占领番地时，夫人发急
病而死，不得不葬在此地。

而山东省博物馆研究员王恩田先生却认为宋景公簠
出土于固始，是因为宋公栾之妹季子曾嫁于吴王为妻，由
于夫死或其他原因又改嫁于鄱国国君成周。

这些学者提出的各种说法虽均言之有理，却又都没
有办法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进行印证。宋景公之簠证明了
春秋末年吴、宋之间的政治联姻情况。当时的吴国野心
勃勃想要称霸中原，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就需要与中原
诸国加强政治联系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且宋国处于
吴国北上的必经之道；而宋国在整个春秋时代的政治活
动就极为活跃，面对日益强大的吴国自然希望能够结成
政治联盟。因此通过政治婚姻加强两国的政治联合是水
到渠成的事情。

宋国故地因多年的黄河水患而鲜有青铜器出土，陪嫁
媵器却因宋国女子的远嫁他国而得以幸存，几千年后出土
于女子所嫁之国或其他地区。这些青铜媵器不仅是宋国
与其他诸侯国联姻的实物证明，也是对文献记载宋国政治
史的重要补充，以上两件青铜媵器所反映的信息便是史书
失载的。

一对铜簠记录了宋景公嫁妹于吴国的历史，疑尊、疑卣印证了西周早期殷遗民及殷商诸侯之间的紧密关系。而这些，

都是在文献记录中被遗漏的历史。这些与宋国历史相关的青铜器的被发现极大地充实了后人对宋国的理解，丰富了后人

对宋国的想象。但可惜，这些青铜器还是太少了。马媛媛老师说：“宋国青铜器数量不多，这与宋国地位极不相符，希望随

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能够出现更多的宋国青铜器，从而为宋国史研究填补更多的空白。”

涉及宋国历史的青铜器

历史研究中涉及宋国的青铜器，还有一
类虽属他国但铭文内容却涉及宋国。这其
中的典型代表便是流落海外的疑尊、疑卣。

疑尊、疑卣是西周早期青铜器，曾于
2011年6月在法国科雷兹省萨朗镇的希拉克
博物馆展出，并收入展览图录《东波斋中国
青铜器和金器》。综合器形、纹饰及文字特
征来看，其可能属于周成王时代。这一对尊
卣造型华丽，器物等级极高，这说明器物主
人的身份极高。更难得的是器物身上还铸
有45个字的铭文，铭文内容居然涉及了6个
人物、4个诸侯国名或地名，特别是记录了

“纳鄂侯于盩城”“诞贶□于宋伯”两件重要
史实，传递了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

这45字的铭文为：“唯仲羲父于纳鄂侯
于盩城，诞贶□于宋伯。公姒呼疑逆仲氏于
侃。丁卯，疑至告，姒赏贝，扬皇君休，用作
父乙宝尊彝。”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铭文中
的“□”并不是字体缺失的意思，这个字很完
整，是“颐”的左边部分，读作“yí”，一些专
业字典中解释其“通颐”。此字为金文首见，
可能为给养的意思。因为这个字在普通字
典中查不到，字库没有收录，权且用“□”代
替。

经过学者董珊的释读，这段铭文可通读
为：仲羲父往纳鄂侯在盩城为君，遂贶赠

“□”给宋伯。公姒呼令器主疑在侃地迎接
仲羲父。丁卯，疑完成任务归来复命，公姒
赏赐贝给疑，疑颂扬皇君美好的赏赐，于是
作了祭祀父乙的这一尊一卣，以为纪念。

疑尊、疑卣的器主是疑，铭文主要记载
了疑受赏赐的缘由：仲羲父送鄂侯到盩城为
君，疑接受公姒的命令迎接仲羲父，公姒因
疑完成任务而赏赐了他。从内容上来看青
铜器与宋国联系不大，只是铭文记载了仲羲
父在送鄂侯时还赏赐给宋伯“□”，这就将宋
国在西周早期的历史牵涉进来。

宋国在西周初年的政治地位较高，爵位
为“公”，在先秦史籍中称之为“宋公”，但在
疑尊中却称之为“宋伯”，这一现象值得关
注。从年代及名号来看，受贶者宋伯应该是
西周早期的宋国国君微子启，称其为“伯”，
可能并非是爵称。据学者董珊推测，此“伯”
可能为排行，也可能诸侯之长“方伯”的意
思。

比“宋伯”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仲羲父
“诞贶‘□’于宋伯”。宋伯和器主疑没有直
接关系，只是因为仲羲父而将“纳鄂侯于盩
城”“诞贶‘□’于宋伯”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但如果深入分析仲羲父、疑、鄂侯、宋伯之间
的关系，便可推知殷遗民及殷商诸侯在西周
早期时的政治活动情况。疑称自己已去世
的父亲为“父乙”，“乙”为其父之日名，这是
典型的商族习惯，疑的身份应该是殷遗民。
疑称公姒为皇君，公姒对疑进行赏赐，那么
疑极有可能是公姒的家臣，这个公姒应是比
疑地位更高的女贵族，她很可能也是殷遗
民。仲羲父“纳鄂侯于盩城”应该是协助鄂
侯进行迁徙，结合西周初年政局变幻以及西
周统治者对于归附于商的诸侯的处置来看，
此时的鄂侯很可能是受到周统治者的处置
而被迫迁徙。

宋与鄂都曾是效忠于商王室的诸侯，宋
微子与鄂侯在商纣王时都反对纣王暴政，虽
然周克商改朝换代，从铭文来看宋、鄂在经
过新的册封及迁徙后仍然保持着密切联
系。仲羲父与鄂侯、宋伯的关系应该非同一
般，遗憾的是因缺乏确凿证据，他的身份尚
难以确认。虽然分析中猜测较多，但铭文的
诸多线索表明西周早期殷遗民及原属殷商
阵营的诸侯之间仍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疑尊与疑卣是研究西周初年政治史的重要
的出土文献资料。

其他地区出土的宋国青铜器

【阅读提示】

宋景公嫁妹陪嫁铜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