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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傳世文獻言「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外事者，郊外之事，如田獵、戰

爭；內事者，郊內之事，如冠、昏、喪、祭諸事；剛日為甲、丙、戊、庚、壬，

柔日為乙、丁、己、辛、癸。殷周金文的內容，或見祭祀、冊命、賞賜、媵辭、

軍事戰爭、田獵與自作器物等，其間載有紀日干支者甚多，據目前已發表的資料

觀察，殷商時期祭祀先王先公或先妣大多在其日干名之日舉辦，於賞賜、祭祀、

田獵銘文等內容，亦無剛日、柔日的使用。兩周時期有關軍事、戰爭的內容，其

干支多為剛日，然亦見柔日，至於其他內容則是剛日、柔日並用；此外，若涉及

鑄作鐘鎛，「丁亥」日則較常出現。

關鍵詞：殷周 銘文 干支 剛日 柔日

*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悉心指正，惠賜諸多寶貴意見，使本論文能更臻完備，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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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金文所見紀日干支探微探

陳 立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據傳世文獻所載，古人舉行重要活動時有「剛日」與「柔日」的選擇。近幾

十年來，出土不少戰國以來的「日書」，如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沙市周家台秦

簡等，其間載錄一年之中哪天適合進行婚嫁、生子、喪葬、農作、出行等各項活

動，如《睡虎地．日書甲種．生子》：「甲戌生子，飲食急。乙亥生子，穀而富。

丙子生子，不吉。……丁亥生子，工巧，孝。」1《睡虎地．日書甲種．取妻出

女》：「以己丑、酉、巳，不可嫁女、取妻。」2 此種擇日而舉行各種活動的習

俗，仍見存於現今的華人世界，如農民曆之「十二月，乙未，宜祭祀……。丙申，

宜嫁娶……。戊戌，宜祭祀、畋獵。」可知此習俗由來已久。

殷周銘文的內容，計有徽記、祭辭、冊命、訓誥、記事、追孝、約劑、律令、

詔令、媵辭、樂律、物勒工名等 3，其紀年方式，或為數字紀年，或為以事紀年，

以數字紀年為例，習見於數字紀年後，再加上月份，如「唯王廿又三年九月」，

甚者繫以干支日，如「唯王九月丁亥」，或於月份後增添月相，如「唯三月初吉

丁亥」、「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唯九月既朢甲戌」、「唯五年三月既死

1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

（壹）》（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419。

2 同前註，頁 432。

3 馬承源主編，陳佩芬、吳鎮烽、熊傳新編纂：《中國青銅器》（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991 年），頁 35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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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庚寅」等。然觀察載錄的干支日期，出現的頻率大不相同，故本文嘗試據目前

已發表的殷周金文材料，將時代不同而銘文內容載有紀日干支者，逐一找出，藉

以知曉殷周時期銘文中使用紀日干支的情形，及其是否有偏好某日期的狀況，並

據傳世文獻記載的內容，與銘文相較，進而釐析是否符合文獻載錄有剛日與柔日

的擇日制度。

二、傳世文獻載錄的擇日

現代人的生活，一方面講究效率，追求科技帶來的便利，另一方面卻又依循

傳統習俗行事，以婚喪喜慶之事為例，往往須擇日選時辰。文化風俗一旦產生，

大多不易廢止，而是經年累月的持續著。追究其源始，或見於傳世文獻，或僅見

於某地的習慣，甚者透過考古的發掘才得以知曉某種文化興於何時何地。

關於「擇日」的文化，傳世文獻或有所見，《禮記．曲禮上》云：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其下〈注〉云：

順其出為陽也。出郊為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順其居內為

陰。

孔穎達〈疏〉云：

外事，郊外之事也。剛，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

五奇為剛也。外事剛義故用剛日也。……內事，郊內之事也。乙、丁、己、

辛、癸五偶為柔也。4

4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頁

59-60。



4

淡江中文學報 第四十期

古代以干支紀日，凡天干甲、丙、戊、庚、壬五日居奇位，屬陽剛，故稱為「剛

日」，亦名為「奇日」；屬乙、丁、己、辛、癸的日子稱為「柔日」，因均屬偶

數，亦稱為「偶日」。

「外事以剛日」，何謂「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黃聖松指

出「即動用武力以發動戰爭」5，如《左傳．隱公六年》云：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

《左傳．隱公十年》云：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秋，七月庚寅，鄭師入

郊，猶在郊。……八月壬戌，鄭伯圍戴。……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左傳．僖公五年》云：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

《左傳．僖公十五年》云：

壬戌，戰于韓原。

《左傳．僖公三十年》云：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6

5 黃聖松：〈「外事以剛日—《春秋》經傳戰爭日期統計考論」〉，《興大中文學報》第 41

期（2017 年 6 月），頁 4。

6 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頁 49、頁 67-69、頁 310、

頁 356、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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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所見的干支依序為庚申、壬戌、庚午、庚寅、戊寅、甲午，庚、壬、戊、甲

皆屬「剛日」。「內事以柔日」，何謂「內事」？顧炎武於〈葬用柔日〉言「春

秋葬皆用柔日」7，又孫希旦《禮記集解》云：

愚謂外事謂祭外神，內事謂祭內神。……田獵出兵，亦為外事。……冠、

昏、喪、祭，亦為內事。8

據此可知，祭外神、田獵、出兵等皆屬「外事」，祭內神與冠、昏、喪、祭等皆

屬「內事」。以祭祀之事為例，如《左傳．閔公二年》云：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楊伯峻〈注〉云：

禘，大祭也。

《左傳．昭公十五年》云：

二月癸酉，禘。

《左傳．定公八年》云：

（十月）辛卯，禘于僖公。9

7 （清）顧炎武著，（民國）黃汝成集釋，（民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全校

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223。

8 （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92。

9 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頁 261-262、頁 1369、頁 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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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左傳．文公二年》云：

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

楊伯峻〈注〉云：

大事，吉禘也。10

可知「禘」即「大祭」，「大事」即「吉禘」，其間所見的干支依序為乙酉、癸

酉、辛卯、丁卯，乙、癸、辛、丁皆屬「柔日」。此外，《禮記．月令》載：

（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11

又西周金文中亦見相關學習的記錄，如：

唯六月初吉，王在 京，丁卯，王令靜司射學宮，小子眔服、眔小臣、眔
夷僕學射。〈靜簋〉12

〈靜簋〉明言周天子於「丁卯」日任命「靜司射學宮」，可知「柔日」之「丁」

為學習時擇日的重要之日，古人在擇日的要求，以「丁」日為重。

10 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頁 523。

1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頁 301。

12 本文所引辭例，參引自《殷周金文集成釋文》、《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商周青銅

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為避免篇幅過大，正文中一律僅列出該器名稱，而未加上書名

與編號；又所引斷代資料，原則上根據《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商周青銅器銘文暨

圖像集成（續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2001 年）；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2 年）；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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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據傳世文獻載錄的資料言，古人從事重要活動，如戰爭、喪葬、祭祀，

甚或是學習等，會選擇適當的日期舉行，誠如禮書所言，「剛日」、「柔日」二

者嚴格區分。

三、殷商與西周銘文的紀日干支

據《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

13 收錄的資料，將玉石器與雜器扣除，其間載錄的銘文，計有 21036 筆。從其內

容觀察，有徽記、祭辭、冊命、訓誥、記事、追孝、約劑、律令、詔令、媵辭、

樂律、物勒工名等，字少者一字， 僅標記器主的族氏或人名 14，字多者則有數百

字，且並非每件長篇銘文中皆有紀日干支，為知曉殷周金文中的紀日干支現象，

以下據《圖像集成》與《圖像集成（續編）》以及相關期刊所載，將之逐一統計，

列出下表。

（表一）

干 支 殷 商 西 周 春 秋 戰 國 總 計

01.甲子 1 3 4

02.乙丑 4 6 10

03.丙寅 2 3 2 7

04.丁卯 1 22 23

05.戊辰 1 5 2 8

06.己巳 3 3

07.庚午 1 33 40 1 75

08.辛未 3 10 1 14

09.壬申 1 11 7 19

（續）

13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簡稱為《圖像集成》，《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

編）》簡稱為《圖像集成（續編）》。

14 族徽銘文是否為文字，歷來多有爭論，目前學界大多主張族徽銘文屬於文字的範疇，少部分學

者則持相反的意見。此問題涉及的層面甚大，待日後另外撰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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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支 殷 商 西 周 春 秋 戰 國 總 計

10.癸酉 1 1

11.甲戌 31 1 32

12.乙亥 5 19 16 6 46

13.丙子 0

14.丁丑 17 1 18

15.戊寅 12 2 1 15

16.己卯 3 3

17.庚辰 2 2

18.辛巳 3 4 2 9

19.壬午 1 11 10 22

20.癸未 1 4 5 1 11

21.甲申 21 21

22.乙酉 4 2 1 7

23.丙戌 3 3

24.丁亥 116 258 17 391

25.戊子 3 3

26.己丑 9 5 14

27.庚寅 2 52 2 2 58

28.辛卯 3 7 10

29.壬辰 3 3

30.癸巳 2 5 7

31.甲午 14 2 16

32.乙未 5 5 10

33.丙申 2 2 2 6

34.丁酉 3 3 6

35.戊戌 6 6

36.己亥 1 4 1 1 7

37.庚子 0

38.辛丑 1 3 1 5

39.壬寅 13 13

40.癸卯 4 4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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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支 殷 商 西 周 春 秋 戰 國 總 計

41.甲辰 1 1

42.乙巳 3 2 1 2 8

43.丙午 1 5 1 1 8

44.丁未 1 2 2 5

45.戊申 5 9 14

46.己酉 1 1 2 4

47.庚戌 6 6

48.辛亥 1 7 7 15

49.壬子 0

50.癸丑 1 1

51.甲寅 2 25 27

52.乙卯 27 27

53.丙辰 1 1 2

54.丁巳 2 20 1 1 24

55.戊午 3 3

56.己未 2 1 3

57.庚申 1 12 25 5 43

58.辛酉 7 7

59.壬戌 4 4

60.癸亥 1 1 2 4

合計 50 606 412 50 1118

從（表一）所示，殷商時期的銘文，有 50 筆資料載有干支，西周時期有 606

筆，春秋時期有 412 筆，戰國時期有 50 筆 15，又「丙子」、「庚子」、「壬子」

三者皆為「剛日」，目前尚未見於銘文中。再者，六十個干支日，以「丁亥」出

現的頻率 高，計有 391 次。何以「丁亥」日 常出現？《儀禮．少年饋食禮》

云：

15 以百分比處理時，殷商時期銘文所佔比率為 0.04472271914，西周為 0.54203935599，春秋為

0.36851520572，戰國為 0.04472271914，若取自小數點後四位數，無論如何四捨五入，其總合

為 0.9999，會產生 0.0001 的誤差，倘若取自小數點後三位數，其總合為 1.001，亦有 0.001 的

誤差，為求精確呈現目前所見的干支狀況，僅能以其出現的筆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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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

饗。

鄭玄〈注〉：

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

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茍有亥焉可也。16

古人在擇日的要求，以「丁」日為重，而《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丁亥萬用

入學。丁亥者，吉日也。」17直指「丁亥」為吉日，可知古人確實會選擇較好的日

子來舉行活動。

為了進一步明瞭不同時期紀日干支的狀況，以下分為殷商、西周二個時期，

並舉例說明殷周銅器銘文載錄有關的紀日干支現象。

（一）殷商金文所見紀日干支現象

從（表一）所示，目前所見的殷商銅器銘文中尚未見乙丑、己巳、癸酉、甲

戌、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

壬辰、甲午、丁酉、戊戌、庚子、壬寅、癸卯、甲辰、戊申、庚戌、壬子、癸丑、

乙卯、戊午、己未、辛酉、壬戌等日，已出現的干支日多為個位數。

殷商時期的銘文字數，一般多為一、二字，或為人名，或為族徽。其間的文

物雖多，但是長篇內容者，相較之下，確為少見，載錄干支者，數量亦不多。有

關祭祀的銘文，如：

甲子，王賜寢孳商，用作父辛尊彝，在十月又二，遘祖甲劦日，唯王廿祀。

〈商鼎〉18

16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頁 557。

17  （淸）王聘珍撰：《大戴禮記解詁．夏小正》（臺北：世界書局，1966 年），卷 2，頁 8。

18 銘文內容載有賞賜與祭祀時，而於祭祀部分明言受祭者之名，悉入「祭祀」的銘文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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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王賓文武帝乙肜日，自管偁，王返入管，王賞坂貝，用作父丁寶尊

彝，在五月，唯王廿祀又二。〈坂鼎〉

戊辰，弜師賜 戶 貝，用作父乙寶彝，在十月一，唯王廿祀， 日，

遘于妣戊，武乙爽，豕一。〈 簋〉

乙巳，王曰：尊文武帝乙，宜在召大廳，遘乙，翌日。……在四月，唯王

四祀。〈 其壺〉

丙辰，……。在正月，遘于妣丙，肜日，大乙爽。唯王二祀，既 于上下

帝。〈二祀 其卣〉

〈二祀 其卣〉記載帝辛二年正月丙辰日祭祀大乙的配偶妣丙；〈 其壺〉載帝

辛四年四月乙巳日祭祀帝乙，此日恰逢先王大乙的翌祭；〈 簋〉載帝辛二十年

十一月戊辰日 祭武乙的配偶妣戊；〈商鼎〉記錄在帝辛二十年十二月甲子日

祭祖甲；〈 鼎〉言在帝辛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日祭祀帝乙。有關祭祀日的選擇，

係由被祭祀者的日干名決定，或是由廟號與祭祀之用日關係決定，此現象與甲骨

文所載相同，如「乙亥卜，行貞：王賓小乙 ，亡尤？」「丁丑卜，行貞：王賓父

丁 ，亡尤？」「己卯卜，行貞：王賓兄己 ，亡尤？」（《合集》（23120））19，

可知其間所見甲、丙、戊、乙等日的性質，非後代禮書所言的剛日或柔日。

有關賞賜的銘文，如：

壬申，王賜亞魚貝，用作兄癸尊，在六月，唯王七祀翌日。〈亞魚鼎〉

乙亥，王餗，在 次，王饗酒，尹光邐，唯格，賞貝，用作父丁彝，唯王

征井方。〈邐鼎〉

丙午，王賞戍嗣子貝廿朋，在管宗，用作父癸寶餗，唯王 管太室，在九

月。〈戍嗣子鼎〉

庚寅，僆 囗在寢，王光賞僆貝，用作父乙彝。〈 鬲〉

19 《甲骨文合集》簡稱為《合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上海：中華

書局，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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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子賜天黽坒貝，用作父癸尊彝。〈天黽 角〉

丙申，王賜箙亞 奚貝，在 ，用作父癸彝。〈 亞 角〉

癸巳，王賜小臣邑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唯王六祀，肜日，在四月。〈小

臣邑斝〉

甲寅，子賞小子省貝五朋，省揚君賞，用作父己寶彝。〈小子省壺〉

丙寅，王賜 貝朋，用作母乙彝。〈 卣〉

辛未，子賜貝二朋，用作宗尊彝。〈 卣〉

乙亥， 賜孝貝，用作祖丁彝。〈孝卣〉

丁巳，王賜巂 貝，在 ，用作兄癸彝，在九月，唯王九祀， 日。〈巂

卣〉

己酉，戍鈴尊宜于召，康 九律， 賞貝十朋、丏豚，用鑄丁宗彝，在

九月，唯王十祀， 日五。〈康方彝〉

其間所見的干支有壬申、乙亥、丙午、庚寅、甲寅、丙申、癸巳、丙寅、辛未、

丁巳、己酉等，據傳世文獻所言，甲、丙、庚、壬為剛日，乙、丁、己、辛、癸

為柔日，而殷商時期在日期的選用，非如後代文獻所載。

有關田獵的銘文，如：

丙申，王 于洹，獲。王一射， 射三，率無廢矢。〈作冊般黿〉

庚午，王令寢 省北田四品，在二月。〈寢 鼎〉

〈作冊般黿〉所載為田獵之事，〈寢 鼎〉所載應指觀獵。因目前所見銘文載錄

的田獵資料為數不多，故難以明確知曉日期選用的狀況。然從祭祀、賞賜銘文所

示，亦應與之相同，即無特定的日期如剛、柔日的選用。

由上列例舉的資料所示，殷商時期在賞賜、祭祀、田獵上，未如其後之文獻

所載有剛日、柔日的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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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周金文所見紀日干支現象

從（表一）所示，目前所見的銅器銘文中尚未見丙子、庚子、壬子、丙辰四

個日期，其中以丁亥出現的次數 多，共計 116 次，庚寅出現 52 次，庚午出現 33

次、甲戌出現 31 次，餘者多集中在個位數。

有關冊命、賞賜的銘文，如：

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卲宮。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引佑頌，

入門，立中廷。尹氏授王命書，王呼史虢生冊命頌。王曰：頌，命汝官司

成周賈廿家，監司新造，賈用宮御。賜汝玄衣、黹純、赤韍、朱衡、鑾旂、

鋚勒，用事。〈頌鼎〉

唯王正月，辰在甲午，王曰： ，命汝司成周里人眔諸侯、大亞、訊訟罰。

取 五鋝。賜汝夷臣十家，用事。〈 簋〉

唯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格于太室。師毛父即位，邢伯佑，內史冊命，

賜赤韍。〈師毛父簋〉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格于康宮，仲倗父入佑楚，立中廷，內史尹氏冊命楚，

赤 韍、鑾旂，取 五鋝，司 鄙館、內師舟。〈楚簋甲〉

唯正月乙巳，王格于太室。穆公入佑 ，立中廷，北嚮。王曰： ，命汝

作司徒，官司耤田，賜汝織衣、赤 韍、鑾旂、楚走馬，取 五鋝，用事。

〈 簋蓋〉

唯王三月初吉庚申，王在康宮，格太室，定伯入佑即。王呼：命汝赤韍、

朱衡、玄衣、黹純、鑾旂。曰：司琱宮人、 ，用事。〈即簋〉

唯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宮夷宮，旦，王格太室，即位。

司徒毛叔佑此，入門，立中廷，王呼史翏冊命此，曰：旅邑人膳夫，賜汝

玄衣、黹純、赤韍、朱衡、鑾旂。〈此簋辛〉

冊命銘文的內容包含時間、地點、王位、儐相與受命者、冊命辭、稱揚辭、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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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祝願辭等，在冊命辭中則有賞賜之物。20 從上列例舉的數例觀察，屬西周中期

者，如〈師毛父簋〉之戊戌、〈 簋蓋〉之乙巳、〈楚簋甲〉之丁亥、〈即簋〉

之庚申等，戊與庚皆屬傳世文獻所言之剛日，乙與丁為柔日；又屬西周晚期者，

如〈頌鼎〉之甲戌、〈 簋〉之甲午、〈此簋辛〉之乙卯等，甲為剛日，乙為柔

日。

此外，若以西周早期的賞賜銘文為例，如：

唯二月辛酉，王姜賜小臣 貝二朋。〈小臣 鼎〉

唯二月初吉庚寅，在宗周，楷仲賞厥 奚逐毛兩，馬匹。〈 鼎〉

唯二月乙亥，相侯休于厥臣殳，賜帛、金。〈殳簋〉

唯十月初吉辛巳，公姒賜奢貝，在 京。〈奢簋〉

唯四月既朢丁亥，公太保賞御正良貝。〈御正良爵〉

唯四月乙卯，公賜臣衛宋 貝四朋。〈臣衛父辛尊〉

唯九月，在炎師，甲午，伯懋父賜召白馬、妦黃、髮微。〈召尊〉

〈小臣 鼎〉之辛酉、〈 鼎〉之庚寅、〈殳簋〉之乙亥、〈奢簋〉之辛巳、

〈御正良爵〉之丁亥、〈臣衛父辛尊〉之乙卯、〈召尊〉之甲午，庚與甲為剛日，

乙與辛、丁為柔日，並無明確的必須選用柔日或剛日的現象，亦即銘文中習見的

冊命、賞賜等，係剛日與柔日並見。

有關祭祀的銘文，如：

唯八月既朢戊辰，王在上侯 ， 祼，不栺賜貝十朋。〈不栺鼎〉

唯十又一月丁亥，我作禦恤祖乙、妣乙、祖己、妣癸，延 二母，咸。

〈我鼎〉

丁巳，王大 。〈荊子鼎〉

唯五月，王在殷，辰在丁卯，王禘，用牡于太室，禘昭王。〈剌鼎〉

20 馬承源主編，陳佩芬、吳鎮烽、熊傳新編纂：《中國青銅器》，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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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王有大醴，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宥王，卒祀于王丕顯

考文王，事糦上帝，文王監在上，丕顯王作省，丕肆王作庸，丕克迄卒王

祀。丁丑，王饗，大宜，王降亡 爵、褪囊，唯朕有蔑，敏啟王休于尊簋。

〈天亡簋〉

唯王卅又四祀，唯五月既朢戊午，王在 京，禘于昭王。〈鮮簋〉

唯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王真畢烝，戊辰贈。〈段簋〉

唯王大禴于宗周，誕 京年，在五月既朢辛酉，王令士上眔史寅殷于成

周， 百姓豚，眔賞卣、鬯、貝。〈士上尊〉

唯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唯十

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

用牲于康宮……。〈夨令方彝〉

唯九月初吉癸丑，公肜祀。越旬又一日，辛亥，公禘肜辛公祀，卒事亡尤。

〈繁卣〉

屬西周早期者，如〈天亡簋〉載乙亥日，武王舉行大醴，在辟雍大池中乘舟泛於

三方，又天亡擔任王的助祭，隆重地祭祀文王，並祭享上帝，並於丁丑日舉行宴

饗，祭社以祈求戰勝；〈不栺鼎〉記錄八月既朢戊辰日，周王在上侯的住所，舉

行 祼；〈我鼎〉言十一月丁亥日，我禦祭祖乙、妣乙、祖己、妣癸，又繼續祭

祀妣乙、妣癸二人；〈荊子鼎〉於丁巳日，周王大 ；〈士上尊〉載錄周王在宗

周舉行大禴的祭祀，其時為入駐 京那年的五月既朢辛酉日；〈 令方彝〉言甲

申日，明公用牲于京宮，又乙酉日，用牲于康宮。甲、戊為剛日，乙、丁與辛為

柔日。又屬西周中期者，如〈剌鼎〉言五月丁卯日，王以公畜為牲為昭王舉行禘

祭；〈繁卣〉載錄九月初吉癸丑日，公舉行祭祀先公的肜祭，過了十一天，於辛

亥日，公對辛公舉行禘與肜祭；〈鮮簋〉載在王三十四年五月既朢戊午日，王在

京，為昭王舉行禘祭；〈段簋〉記載在王十四年十一月丁卯日，王在畢地舉行

冬祭，戊辰日舉行逐疫的贈祭。戊為剛日，丁、辛、癸為柔日。由上可知，祭祀

時大多採用柔日，然亦見剛日的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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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銘文中載錄饗宴者，如：

丙午，天君饗 酒，在斤。〈征人鼎〉

唯十又一月既生霸戊申，王在周康宮饗醴。〈 簋〉

唯三年九月丁巳，王在鄭饗醴，呼虢叔召 ，賜羔俎。己丑，王在句陵饗

逆酒，呼師壽召 ，賜彘俎。〈三年 壺甲〉

唯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淢 ，穆王饗醴。〈長甶盉〉

屬西周早期者，如〈征人鼎〉之丙午；屬西周中期者，如〈 簋〉之戊申、〈三

年 壺甲〉之丁巳與己丑、〈長 盉〉之丁亥，丙、戊為剛日，丁、己為柔日。

當時舉行饗宴之事，係剛日與柔日並見。

有關軍事、戰爭的銘文，如：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伯邊及仲催父伐南淮夷。〈仲 父鼎〉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貞，克昏，夙有商。〈利簋〉

唯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極，

秉緐、蜀、巢，令賜鈴、勒，咸，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徒馭、 入伐東國

戎。〈班簋〉

唯王九月初吉庚午，王出自成周，南征伐 子，囗桐遹。〈伯 父簋〉

唯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夷。〈無 簋〉

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 。〈兮甲盤〉

屬西周早期者，如〈利簋〉載錄武王征商的日期為甲子。屬西周中期者，如〈班

簋〉言八月初吉甲戌日，周王命令毛伯繼承虢城公的官位，之後又命令毛公率領

諸侯的步卒、戰車甲士和 族人征伐東國的 戎。屬西周晚期者，如〈仲 父

鼎〉記載五月初吉丁亥日，周伯邊及仲催父討伐南淮夷；〈伯 父簋〉言九月初

吉庚午日，王出自成周，南征伐 子；〈無 簋〉載十三年正月初吉壬寅日，周

王征伐南夷；〈兮甲盤〉言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日，王征伐玁狁。甲、庚、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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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日，丁為柔日。可知軍事、戰爭時大多採用剛日，偶見選用柔日。

有關田獵的銘文，如：

唯月既朢癸酉，王狩于視廩，王令員執犬，休善。〈員方鼎〉

唯正月，辰在壬申，公命狩囗囗， 獲瓏豕，公賞 貝二朋。〈 鼎〉

唯七月，王在 京，辛卯，王漁于 池，呼井從漁，攸賜魚。〈井鼎〉

乙卯，王 京， ，辟舟臨舟龍，咸 ，伯唐父告備，王格 辟舟，臨

白旂。射兕、 虎、貉、白鹿、白狐于辟池。〈伯唐父鼎〉

唯十又五年五既生霸壬午，恭王在周新宮，王射于射廬，史趞曹賜弓矢、

虎盧、厹、冑、毌、殳。〈十五年趞曹鼎〉

唯正月丁丑，王格于呂 ，王牢于阹，咸宜。〈貉子卣〉

屬西周早期者，如〈員方鼎〉載錄正月既朢癸酉日，王在視廩狩獵；〈 鼎〉言

正月壬申日，公命狩於某地， 捕獲瓏豕；〈伯唐父鼎〉載乙卯日王前往狩獵；

〈貉子卣〉記錄正月丁丑日，王至呂地狩獵，將獵獲的動物圈養在阹地。壬為剛

日，乙、丁與癸為柔日。又屬西周中期者，如〈井鼎〉載七月時，王在 京，辛

卯日，王在 池捕魚；〈十五年 曹鼎〉言王十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日，恭王在

周新宮，在射廬練習射箭。壬為剛日，辛為柔日。可知當時舉行田獵、漁獵之事，

剛日與柔日並用。

由上列例舉的資料所示，西周時期在冊命、賞賜、饗宴、田漁獵時，所見之

干支為剛日與柔日並見，於祭祀銘文中大多為柔日，偶見剛日，在軍事戰爭上大

多採用剛日，偶見柔日。證之以傳世文獻，所謂「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與祭祀、軍事戰爭載記內容所見干支日的狀況大致相符。

四、姬姓國與非姬姓國銘文的紀日干支

進入東周時期，周王室的勢力日漸衰微，諸侯國的勢力逐漸興起，春秋時期

的銘文不再像西周之冊命、戰爭、田獵等長篇的內容，走向較為簡短的媵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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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誇耀先祖的內容，而從出土或傳世所見的材料，諸侯自鑄銅器的現象則愈來愈

多。戰國時期，仍舊沿襲此種現象，長篇的銘文更少，日漸走向「物勒工名，以

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21 的方向。

從（表一）所示，春秋與戰國時期載有紀日干支的次數，依序為 412、50次，

較之西周時期的 606 次，數量大幅的下降。目前所見的春秋時期銅器銘文中僅見

乙丑、丙寅、庚午、壬申、甲戌、乙亥、戊寅、辛巳、壬午、癸未、乙酉、丁亥、

庚寅、甲午、丙申、丁酉、己亥、辛丑、乙巳、丙午、丁未、戊申、辛亥、丙辰、

丁巳、己未、庚申、癸亥等日，其中以丁亥出現的次數 多，共計 258 次，庚午

出現 40 次，庚申出現 25 次，乙亥出現 16 次，壬午出現 10 次，餘者多為個位數；

戰國時期銅器銘文中僅見戊辰、庚午、辛未、乙亥、丁丑、戊寅、癸未、乙酉、

丁亥、己丑、庚寅、己亥、乙巳、丙午、己酉、丁巳、庚申等日，其中以丁亥出

現的次數 多，共計 17 次，餘者多為個位數。丁亥出現的次數，仍高居於各干支

日。戰國時期銘文中出現紀日干支的現象大幅減少， 因其內容簡短或「物勒工

名，以考其誠」所致。

時代的變遷，局勢的改易，造成兩周時期銘文內容的差異，在紀日干支的載

錄也有不同。為了明瞭各國銘文所見干支日的狀況，以下從姬姓國與非姬姓國的

層面，列舉數個諸侯國的銘文資料觀察其使用干支日的差異。

（一）姬姓國金文所見紀日干支現象

1. 吳

吳國據《史記》所載為吳太伯所建，太伯係周太王之子，為姬姓之國。22載有

紀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2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頁 343。

22 《史記會注考證．吳太伯世家》云：「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

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

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漢）司馬

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龜太郎注：

《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宏業書局，1992 年），頁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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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正月初吉丁亥，攻吳王皮然之子者減，擇其吉金，自作謠鐘。〈者減鐘

一〉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攻敔仲終歲之外孫、坪之子臧孫，擇厥吉金，自作龢

鐘。〈臧孫鐘甲〉

唯王正月初吉庚午， 巢曰：余攻王之玄孫，余詨子擇厥吉金，自作龢鐘。

〈 巢鎛〉

囗囗囗初吉庚午，吳王囗囗余囗犬子配兒曰：余孰壯于戎功且武，余畢龏
威忌，余不敢 舍，擇厥吉金，玄鏐 鋁，自作鉤鑃。〈配兒鉤鑃甲〉

屬春秋中期者，如〈者減鐘一〉之丁亥；屬春秋晚期者，如〈臧孫鐘甲〉之丁亥、

〈 巢鎛〉之庚午、〈配兒鉤 甲〉之庚午。銘文內容言鑄作鐘鎛、鉤 之事，

庚為剛日，丁為柔日，剛、柔日並見。

2. 應

應國為姬姓之國，係武王克商後所建立，其始封之君為周武王之子。23載有紀

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唯囗月丁亥，應侯作尊鼎。〈應侯鼎〉

囗囗囗初吉丁亥，應侯囗囗囗囗烈祖釐公。〈應侯鼎〉

唯正十月壬午，應侯之孫丁兒擇其吉金，玄鏐鑪鋁，自作飤 。〈丁兒鼎

蓋〉

唯八月初吉丁丑，公作敔尊鼎。〈公鼎〉

唯八月初吉丁丑，公作敔尊簋。〈公簋〉

唯正月初吉丁亥，應侯作生杙姜尊簋。〈應侯簋〉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在 饗 。應侯見工侑，賜玉五玨、馬四匹、矢三千。

23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楊伯峻〈注〉云：「邘，據

《唐書．宰相世系表》二下為周武王第二子邘叔所封國。……應，……《通志．氏族略》二謂

為武王第四子所封國。」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頁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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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侯見工簋甲〉

應侯作姬原母尊簋，其萬年永寶用。唯正月初吉丁亥，王若曰：應侯見工

伐淮南夷 ，敢搏厥眾， 敢嘉興作，戎廣伐南國。王命應侯征伐淮南夷

。休克。僕伐南夷囗，俘戈，余弗敢沮，余用作朕王姑單姬尊簋。〈應

侯簋〉

唯正二月初吉，王歸自成周，應侯見工餽王于周，辛未，王格于康宮，榮

伯入佑應侯見工，賜彤弓一、彤矢百、馬四匹，見工敢對揚天子休，用作

朕皇祖應侯大林鐘。〈應侯見工鐘〉

唯四月既生霸戊申，匍即于氐，青公使司使 ，贈匍于柬麀賁、韋兩、赤

金一鈞。〈匍盉〉

屬西周中期者，如〈應侯簋〉之丁亥、〈應侯見工簋甲〉之丁亥、〈應侯見工鐘〉

之辛未、〈匍盉〉之戊申；屬西周晚期者，如〈應侯鼎〉之丁亥、〈應侯簋〉之

丁亥；屬西周中晚期者，如〈公鼎〉之丁丑、〈公簋〉之丁丑；屬春秋晚期者，

如〈丁兒鼎蓋〉之壬午。銘文內容或言作器，如〈應侯鼎〉、〈丁兒鼎蓋〉、〈公

鼎〉、〈公簋〉；或有關賞賜，如〈應侯見工簋甲〉、〈應侯見工鐘〉、〈匍

盉〉；或涉及軍事、戰爭，如西周晚期之〈應侯簋〉載正月初吉丁亥日，王命應

侯征伐淮南夷 。有關作器之銘文所見干支，多為柔日之丁，僅一例為剛日之壬；

賞賜之銘文或為柔日之丁、辛，或為剛日之戊，剛、柔日並見；軍事、戰爭之銘

文則為柔日之丁。

3. 晉

晉國為姬姓之國，原名唐，始封之君為唐叔虞，係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其

後唐叔子燮為晉侯。24 載有紀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24 《史記會注考證．晉世家》云：「晉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於是遂封叔虞於

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漢）

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龜太郎

注：《史記會注考證》，頁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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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七月初吉丙申，晉侯命 追于倗，休有擒，侯賚 皋冑、毌、戈、弓、矢

束、貝十朋，受茲休，用作寶簋。〈 鼎〉

唯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唯嗣朕先姑君晉邦，……取厥吉金，用作寶尊

鼎。〈晉姜鼎〉

唯二月既生霸庚寅，晉侯對作鑄尊復鼎。〈晉侯對鼎〉

唯九月初吉庚寅，晉侯對作鑄尊鼎。〈晉侯對鼎〉

唯正月初吉丁亥，晉侯對作寶尊盨。〈晉侯對盨〉

唯正月初吉庚寅，晉侯對作寶尊及盨。〈晉侯對盨甲〉

唯九月初吉庚午，晉侯 作 簋。〈晉侯 簋〉

唯五月初吉庚寅，晉侯喜父作朕文考剌侯寶盉。〈晉侯喜父盉〉

唯九月初吉庚午，晉侯 作尊壺。〈晉侯 壺〉

唯九月初吉庚寅，晉侯對作鑄尊鋪。〈晉侯對鋪〉

唯九月既朢戊寅，晉侯對作寶囗囗。〈晉侯對匜〉

唯八月丙寅，晉姞作鑄旅盤匜。〈晉姞匜〉

唯八月丙寅，晉姞作鑄旅盤匜。〈晉姞盤〉

唯五月初吉庚寅，晉侯喜父作朕文考剌侯寶盤。〈晉侯喜父盤〉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晉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佐佑武王……。作元

女孟姬宗彝盤……。唯今小子，敕辥爾家，宗婦楚邦，於昭萬年，晉邦唯

翰。〈晉公盤〉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晉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佐佑武王……。丕作

元女，囗囗囗囗媵 四酉……。 今小子，整辥爾容，宗婦楚邦，無咎萬

年，晉邦唯翰。〈晉公盆〉

唯王卅年又三年，王親遹省東國、南國，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

二月既朢癸卯，王入格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 往東。三月方死霸，

……王親令晉侯蘇：率乃師左覆 ，北覆囗，伐夙夷。……六月初吉戊寅，

旦，王格大室，即位，王呼膳夫曰：召晉侯蘇，入門，立中廷。王親賜駒

四匹。……。丁亥，旦，王御于邑伐宮。庚寅，旦，王格太室，司工揚父

入佑晉侯蘇，王親齎晉侯蘇秬鬯一卣、弓矢百、馬四匹，蘇敢揚天子丕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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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休，用作元龢鍚鐘，用昭格前文人。〈晉侯蘇鐘 A 甲〉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呂縓曰：余畢公之孫，呂伯之子，余頡岡事君，余狩

武，作為余鐘。〈郘 鐘一〉

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晉公左右，來復其邦。諸楚荊不聽命于王所，

子犯及晉公率西之六師，搏伐楚荊，……王賜子犯輅車、四牡、衣裳、黼

韍、佩。諸侯羞原金于子犯之所，用為和鐘九堵。〈子犯鐘 A 甲〉

唯四年六月初吉丁亥，晉公作歲之禜車戈三百。〈晉公戈〉

屬西周中期者，如〈 鼎〉之丙申、〈晉侯喜父盤〉之庚寅、〈晉侯喜父盉〉之

庚寅；屬西周晚期者，如〈晉侯對鼎〉之庚寅、〈晉侯對鼎〉之庚寅、〈晉侯對

〉之丁亥、〈晉侯對 甲〉之庚寅、〈晉侯對鋪〉之庚寅、〈晉侯對匜〉之戊

寅、〈晉侯 簋〉之庚午、〈晉侯 壺〉之庚午、〈晉侯蘇鐘 A 甲〉之戊午與壬

寅等；屬春秋早期者，如〈晉姞盤〉之丙寅、〈晉姞匜〉之丙寅、〈晉姜鼎〉之

乙亥、〈晉公戈〉之丁亥；屬春秋中期者，如〈子犯鐘 A 甲〉之丁未；屬春秋晚

期者，如〈晉公盆〉之丁亥、〈晉公盤〉之丁亥、〈郘 鐘一〉之丁亥。銘文內

容或言作器，如〈晉侯喜父盉〉、〈晉侯 簋〉、〈晉侯對鼎〉、〈晉姞匜〉；

或有關賞賜，如〈 鼎〉、〈晉侯蘇鐘 A 甲〉、〈子犯鐘 A 甲〉；或為媵辭，如

〈晉公盤〉、〈晉公盆〉；或言鑄作鐘鎛之事，如〈郘 鐘一〉；或涉及軍事、

戰爭，如〈晉侯蘇鐘 A 甲〉載錄周王三十三年正月戊午日，晉侯蘇隨周王從宗周

出發，二月癸卯日到達成周，壬寅日向東方進軍，於三月某日周王向晉侯蘇下令

征伐夙夷，又如〈子犯鐘 A 甲〉言於五月初吉丁未日，子犯輔佐晉文公領軍征伐

楚荊。有關作器之銘文所見干支，或為剛日之丙、戊、庚，或為柔日之乙、丁，

剛、柔日並見；賞賜之銘文多為剛日之丙、戊、庚；媵辭之銘文則為柔日之丁；

軍事、戰爭之銘文或為剛日之戊與壬，或為柔日之丁，剛、柔日並見。

4. 蔡

蔡國為姬姓之國，始封之君為蔡叔度，係文王之子、武王之弟。25載有紀日干

25 《史記會注考證．管蔡世家》云：「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已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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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的銘文如下：

唯正月初吉丁亥，蔡太師 媵許叔姬可母飤 。〈蔡大師 鼎〉

唯正月初吉丁亥，蔡侯媵孟姬寶匡簠。〈蔡侯簠〉

唯正月初吉壬申，蔡大膳夫 作其 簠。〈蔡大善夫 簠〉

元年正月初吉辛亥，蔡侯申虔恭大命，……用作大孟姬媵彝缶。〈蔡侯

尊〉

元年正月初吉辛亥，蔡侯申虔恭大命，……用作大孟姬媵彝盤。〈蔡侯

盤〉

唯正月初吉丁亥，蔡大司馬燮作媵孟姬鑄盥盤。〈蔡大司馬燮盤〉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蔡侯作媵媯仲姬丹盥盤。〈蔡侯盤〉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蔡侯作媵媯仲姬丹會匜。〈蔡侯匜〉

唯正月初吉乙亥，蔡大司馬燮作媵孟姬鑄盥匜。〈蔡大司馬燮匜〉

唯正月初吉庚午，華母自作薦壺。〈華母壺〉

唯正月初吉庚午，蔡公子囗作尊壺。〈蔡公子壺〉

唯正月初吉丁亥，蔡公子叔湯作其醴壺。〈叔湯壺〉

唯王正月初吉壬午，蔡太史秦作其 。〈蔡太史卮〉

屬春秋早期者，如〈蔡大善夫 簠〉之壬申、〈華母壺〉之庚午、〈蔡公子壺〉

之庚午、〈叔湯壺〉之丁亥；屬春秋晚期者，如〈蔡大師 鼎〉之丁亥、〈蔡侯

尊〉之辛亥、〈蔡侯 盤〉之辛亥、〈蔡大司馬燮盤〉之丁亥、〈蔡侯盤〉之

丁亥、〈蔡侯匜〉之丁亥、〈蔡大司馬燮匜〉之乙亥、〈蔡太史卮〉之壬午；僅

能歸屬於春秋時期者，如〈蔡侯簠〉之丁亥。銘文內容或言作器，如〈蔡大善夫

簠〉、〈華母壺〉、〈蔡公子壺〉、〈叔湯壺〉、〈蔡太史卮〉；或為媵辭，

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

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龜太郎注：《史記會注考證》，

頁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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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蔡大師 鼎〉、〈蔡侯簠〉、〈蔡侯 尊〉、〈蔡侯 盤〉、〈蔡大司馬燮

盤〉、〈蔡侯盤〉等。有關作器之銘文所見干支，多為剛日之壬、庚，僅一例為

柔日之丁；媵辭之銘文則為柔日之乙、丁、辛，尤以丁日出現次數 多。

5. 鄭

鄭國為姬姓之國，始封之君為王子友，其為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於宣王

二十二年，封于鄭。26 載有紀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正月庚午，嘉曰：余鄭邦之產，少去母父，作鑄飤器黃鑊。〈哀成叔鼎〉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鄭武公之孫、聖伯之子良夫擇厥吉金，自作盥盤。〈良

夫盤〉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鄭武公之孫、聖伯之子良夫擇厥吉金，自作盥匜。〈良

夫匜〉

唯十又二月初吉乙巳，鄭大內史叔上作叔妘媵匜。〈叔上匜〉

唯正月初吉丁亥，鄭伯小臣南父作寶甗。〈南父甗〉

唯五月初吉丁酉，鄭師 父作薦鬲。〈鄭師 父鬲〉

屬西周晚期者，如〈南父甗〉之丁亥；屬春秋早期者，如〈鄭師 父鬲〉之丁酉、

〈良夫盤〉之丁亥、〈良夫匜〉之丁亥、〈叔上匜〉之乙巳；屬戰國中期者，如

〈哀成叔鼎〉之庚午。銘文內容或為作器之事，或言媵辭。所載干支日期，除涉

及作器之〈哀成叔鼎〉的庚午為剛日外，餘者皆為柔日之丁或乙日，可知目前所

見鄭國銅器銘文在媵辭或作器上以柔日為主。

6. 曾

據〈曾姬無卹壺〉之「聖 之夫人曾姬無卹」、〈曾侯簠〉之「叔姬霝適黃

邦，曾侯作叔姬江羋媵器 彝」所見的「曾姬」與「叔姬」，又據傳世文獻所見

26 《史記會注考證．鄭世家》云：「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

年，友初封于鄭。」（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

正義，（日本）瀧川龜太郎注：《史記會注考證》，頁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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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名號的稱謂 27，當時女子或以母家國配母家姓，可知曾國應為姬姓之國。載有

紀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唯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 擇其吉金，自作尊鼎。〈曾侯 鼎〉

唯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 擇其吉金，自作升鼎。〈曾侯 鼎〉

唯王正月吉日庚申，曾仲 擇其吉金，自作飤繁。〈曾仲 鼎〉

唯五月既生霸庚申，曾仲大父 廼用吉鋚，搥乃醻金，用自作寶簋。〈曾

仲大父 簋〉

唯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 擇其吉金，自作飤簋。〈曾侯 簋〉

唯王正月吉日庚申，曾仲 擇其吉金，自作薦簋。〈曾仲 簋甲〉

唯王正月吉日庚申，曾仲 擇其吉金，自作飤簠。〈曾仲 簠甲〉

唯正月初吉丁亥，曾子囗自作飤簠。〈曾子囗簠〉

唯正月初吉乙亥，曾囗囗擇其吉金，自作 簠。〈曾簠〉

唯正月初吉丁亥，曾公子叔 擇其吉金，自作飤簠。〈曾公子叔 簠甲〉

唯九月初吉庚申，曾子原彝為孟姬鑄媵簠。〈曾子原彝簠〉

唯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漆哲聖元武，……余擇其吉金黃鋁，余用自作旅

簠。〈曾伯 簠蓋〉

唯正月初吉丁亥，曾季 臣鑄其盥盤。〈曾季 臣盤〉

唯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 擇其吉金，自作盥盤。〈曾子 盤〉

唯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 擇其吉金，自作尊壺。〈曾侯 壺〉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曾侯子擇其吉金，自作行鎛。〈曾侯子鎛甲〉

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擇 吉金，自作宗彝，龢鐘鳴皇。

〈曾侯與鐘 A1〉

唯王十月，吉日庚午，曾侯與曰：余稷之玄孫，……。〈曾侯與鐘 B1〉

27 方炫琛：《左傳人物名號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3 年 7 月），

頁 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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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西周晚期者，如〈曾仲大父 簋〉之庚申；屬春秋早期者，如〈曾伯 簠蓋〉

之庚午、〈曾侯 鼎〉之庚申、〈曾侯 簋〉之庚申、〈曾子 盤〉之庚申、〈曾

侯 壺〉之庚申、〈曾侯子鎛甲〉之丁亥；屬春秋晚期者，如〈曾仲 鼎〉之庚

申、〈曾仲 簋甲〉之庚申、〈曾仲 簠甲〉之庚申、〈曾子囗簠〉之丁亥、〈曾

簠〉之乙亥、〈曾公子叔 簠甲〉之丁亥、〈曾子原彝簠〉之庚申、〈曾侯與鐘

A1〉之甲午、〈曾侯與鐘 B1〉之庚午；屬戰國早期者，如〈曾季 臣盤〉之丁

亥。銘文內容或言作器，如〈曾伯 簠蓋〉、〈曾侯 鼎〉、〈曾侯 簋〉、〈曾

子 盤〉、〈曾侯 壺〉、〈曾仲 鼎〉、〈曾仲 簋甲〉、〈曾仲 簠甲〉、

〈曾子囗簠〉、〈曾簠〉等；或為媵辭，如〈曾子原彝簠〉；或言鑄作鐘鎛之事，

如〈曾侯子鎛甲〉、〈曾侯與鐘 A1〉、〈曾侯與鐘 B1〉。有關作器之銘文所見

干支，或為剛日之庚，或為柔日之乙、丁，剛、柔日並見；鑄作鐘鎛之銘文多為

剛日之甲、庚，僅一例為柔日之丁；媵辭之銘文則為剛日之庚。

（二）非姬姓國金文所見紀日干支現象

1. 姜齊

春秋五霸之「齊」為姜姓之國 28，載有紀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唯王正月既死霸丁亥，齊侯子仲姜朕鑘。〈齊侯子仲姜鬲甲〉

唯王八月丁亥，齊太宰歸父 為忌沫盤。〈歸父盤〉

唯王八月丁亥，齊太宰歸父 。〈歸父盤〉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殷王之孫、右師之子武叔曰庚，擇其吉金，以鑄其盥

壺。〈庚壺〉

唯正月初吉丁亥，齊鮑氏孫 ，擇其吉金，自作龢鐘。〈鮑氏鐘〉

28 《史記會注考證．齊太公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

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

尚父於齊營丘。」（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

義，（日本）瀧川龜太郎注：《史記會注考證》，頁 53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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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 。公曰：汝夷，余經乃先祖，……余賜汝

馬車、戎兵、 僕三百又五十家，汝以戒戎 ，……夷用作鑄其寶鐘。〈叔

夷鐘一〉

唯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 。公曰：汝夷，余經乃先祖，……余賜汝

馬車、戎兵、 僕三百又五十家，汝以戒戎 ，……夷用作鑄其寶鐘。〈叔

尸鎛〉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齊辟鮑叔之孫，躋仲之子，紷作子仲姜寶鎛。〈 鎛〉

屬春秋中期者，如〈 鎛〉之丁亥；屬春秋晚期者，如〈齊侯子仲姜鬲甲〉之丁

亥、〈歸父盤〉之丁亥、〈歸父盤〉之丁亥、〈庚壺〉之丁亥、〈鮑氏鐘〉之丁

亥、〈叔夷鐘一〉之戊寅、〈叔尸鎛〉之戊寅。銘文內容或言作器，如〈歸父

盤〉、〈庚壺〉；或言鑄作鐘鎛之事，如〈 鎛〉、〈鮑氏鐘〉；或涉及訓誥、

賞賜，如〈叔夷鐘一〉、〈叔尸鎛〉。有關作器之銘文所見干支，皆為柔日之丁，

可知目前所見以柔日為主；鑄作鐘鎛之銘文為柔日之丁；訓誥、賞賜之銘文，為

剛日之戊。

2. 許

許國為姜姓之國 29，載有紀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唯正月初吉丁亥，許子妝擇其吉金，用鑄其簠，用媵孟姜、秦贏。〈許子

妝簠蓋〉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許公作叔姜媵簠。〈許公簠甲〉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許公買擇厥吉金，自作飤簠。〈許公買簠〉

唯正月初吉乙亥，楚伯氏孫皮，擇其吉金，自作筐簠。〈楚伯氏孫皮簠甲〉

唯正月初吉丁亥，許子醬 擇其吉金，自作鈴鐘。〈許子 鎛甲〉

29 《春秋．隱公十一年》云：「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楊伯峻〈注〉云：「許，

姜姓國，周武王封文叔於許。」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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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春秋中期者，如〈許公簠甲〉之丁亥；屬春秋晚期者，如〈許公買簠〉之丁亥、

〈楚伯氏孫皮簠甲〉之乙亥；僅能歸屬於春秋時期者，如〈許子妝簠蓋〉之丁亥、

〈許子 鎛甲〉之丁亥。銘文內容或為媵辭，或言作器、鑄作鐘鎛之事。乙、

丁為柔日，可知目前所見許國銅器銘文在媵辭或作器或鑄作鐘鎛時以柔日為主。

3. 陳

陳國為媯姓，武王克殷後復求舜之後代，將之封於陳。30載有紀日干支的銘文

如下：

唯正月初吉丁亥，陳侯作鑄媯四母媵鼎。〈陳侯鼎〉

唯正十月初吉丁亥，陳桓公之孫有兒自作為其 簋。〈有兒簋〉

唯正月初吉丁亥，陳侯作王仲媯 媵簠。〈陳侯簠〉

唯正月初吉丁亥，原氏仲作淪仲媯家母媵簠。〈原氏仲簠甲〉

唯正月初吉丁亥，陳侯作王仲媯 母媵盤。〈陳侯盤〉

唯正月初吉丁亥，陳子子作 孟為 母媵匜。〈陳子匜〉

唯正月初吉日丁亥，陳子 擇其吉金，自作飤盞。〈陳子 盞〉

唯九月初吉丁亥，陳公子子叔原父作旅甗。〈叔原父甗〉

屬春秋早期者，如〈陳侯鼎〉、〈有兒簋〉、〈原氏仲簠甲〉、〈陳侯盤〉、〈陳

子匜〉、〈叔原父甗〉；屬春秋晚期者，如〈陳子 盞〉；僅能歸屬於春秋時期

者，如〈陳侯簠〉。內容或為媵辭，或言作器之事，所載干支日皆為丁亥，可知

目前所見陳國銅器銘文在媵辭或作器上以柔日為主。

4. 陳齊

戰國七雄之「齊」為媯姓之國。陳厲公之子陳完因避難入齊，後事齊桓公，

30 《史記會注考證．陳杞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

女，居于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

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

（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龜太郎注：《史記會注考證》，頁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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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齊國大夫，其後世子孫陳和流放齊康公，自立為君，遂建立陳齊。31載有紀日干

支的銘文如下：

冰月丁亥，陳純裔孫逆作為皇祖大宗簋。〈陳逆簋〉

唯正月己亥，禾肈作皇母懿恭孟姬 彝。〈禾簋〉

唯王五月元日丁亥， 曰：…… 擇吉金，作茲寶簋。〈陳 簋蓋〉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少子陳逆曰：……擇厥吉金，以作厥元配季姜之祥器，

鑄茲寶簠。〈陳逆簠〉

唯正六月癸未，陳侯因 曰……用作孝武桓公祭器敦。〈陳侯因 敦〉

陳喜再涖事歲， 月己酉，為佐大族，以持民選，宗詞客敢為陻壺。〈陳

喜壺〉

唯王五年，鄭昜、陳得再涖事歲，孟冬戊辰，大將鍋孔，陳璋入伐燕亳邦

之獲。〈陳璋壺〉

陳猷涖事歲， 月戊寅，於茲安陵亭，命左關師發敕成左關之釜，節于廩

釜。〈陳純釜〉

囗囗涖事歲，稷月丙午，子禾子囗囗內者御莒市，囗命 陳得：左關釜節

于廩釜，……。〈子禾子釜〉

陳 立事歲，十月己丑，莒公孫潮子造器也。〈公孫潮子鐘五〉

陳 涖事歲，十月己丑，莒公孫潮子造器也。〈公孫潮子鎛丁〉

屬戰國早期者，如〈陳逆簋〉之丁亥、〈禾簋〉之己亥、〈陳逆簠〉之丁亥；屬

戰國中期者，如〈陳侯因 敦〉之癸未、〈公孫潮子鐘五〉之己丑、〈公孫潮子

鎛丁〉之己丑；屬戰國晚期者，如〈陳璋壺〉之戊辰、〈陳純釜〉之戊寅、〈子

31 《史記會注考證．田敬仲完世家》云：「陳完者，陳厲公他之子也。……宣公十一年，殺其太

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故奔齊。……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諡

為敬仲。……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漢）司馬遷撰，（劉

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龜太郎注：《史記會注

考證》，頁 713-716。



30

淡江中文學報 第四十期

禾子釜〉之丙午；僅能歸屬於戰國時期者，如〈陳 簋蓋〉之丁亥、〈陳喜壺〉

之己酉。銘文內容或言作器，如〈陳逆簋〉、〈禾簋〉、〈陳 簋蓋〉、〈陳侯

因 敦〉、〈陳喜壺〉；或為鑄作鐘鎛之事，如〈公孫潮子鐘五〉、〈公孫潮子

鎛丁〉；或涉及軍事、戰爭，如〈陳璋壺〉載錄於孟冬戊辰日，陳璋入伐燕；有

關量值之法令，如〈陳純釜〉、〈子禾子釜〉。有關作器之銘文所見干支，為柔

日之丁、己、癸；鑄作鐘鎛之銘文為柔日之己；軍事、戰爭之銘文為剛日之戊；

量值之法令的銘文，為剛日之丙與戊。

5. 楚

楚國為羋姓之國 32，載有紀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唯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囗羋盂鼎。〈楚王鼎〉

唯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隨仲羋加飤緐。〈楚王鼎〉

唯正月初吉丁亥，楚叔之孫以鄧，擇其吉金，鑄其繁鼎。〈以鄧鼎〉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午擇其吉金，自作 彝 鼎。〈王子午鼎甲〉

唯正月初吉丁亥，發孫 擇余吉金，自作飤鼎。〈發孫 鼎〉

唯正月初吉丁亥，發孫虜擇其吉金，自作飤簠。〈發孫虜簠〉

唯正月初吉丁亥，楚屈子赤目媵仲羋璜飤簠。〈楚屈子赤目簠蓋〉

唯八月初吉庚申，楚子 鑄其飤簠。〈楚子 簠〉

唯王正月初吉庚午，楚嬴鑄其寶盤。〈楚嬴盤〉

唯王正月初吉庚午，楚嬴鑄其匜。〈楚嬴匜〉

唯正月初吉丁亥，楚叔之孫以鄧擇其吉金，鑄其會浣。〈以鄧匜〉

唯王正月初吉乙亥，宣王之孫、雍子之子東姬自作會浣。〈東姬匜〉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頷自作鈴鐘，其律其歆。〈楚王 鐘〉

32 《史記會注考證．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

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漢）司馬遷撰，（劉

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龜太郎注：《史記會注

考證》，頁 63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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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江仲羋南龢鐘。〈楚王鐘〉

唯正月初吉庚午，楚太師登辥慎，慎獨、圅龏，武于戎功，用其吉金，自

作鈴鐘。〈楚大師登鐘甲〉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孫誥擇其吉金，自作龢鐘。〈王孫誥鐘一〉

唯王正月初吉庚午，楚太師鄧子辥慎，慎淑溫恭，武于戎功，用其吉金，

自作鈴鐘。〈楚太師鄧子辥慎鎛〉

唯十又四年參月，月唯戊申，亡 昧爽。〈鄬子受鐘甲〉

唯十又四年參月，月唯戊申，亡 昧爽，鄬子受作 彝歌鐘。〈鄬子受鎛

甲〉

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高祖考……楚公逆用自作龢齊鍚鐘百肆。〈楚

公逆鐘〉

唯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作大雷鎛。〈楚公逆鎛〉

滕公昭者果跖秦之歲，夏 之月，辛未之日，工佐競之，上以為大市鑄征

雁首。〈大市量〉

燕客臧嘉問王於 郢之歲，享月己酉之日，羅莫敖臧師、連敖屈 ，以命

工尹穆丙、工佐景之、集尹陳夏、少集尹龔賜、少攻佐李癸，鑄廿金半，

以賹。〈郾客問量〉

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夏 之月，乙亥之日，王居於 郢之遊宮。

〈鄂君啟車節〉

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夏 之月，乙亥之日，王居於 郢之遊宮。

〈鄂君啟舟節〉

屬西周晚期者，如〈楚公逆鐘〉之甲午、〈楚公逆鎛〉之甲申；屬春秋早期者，

如〈楚嬴盤〉之庚午、〈楚嬴匜〉之庚午、〈楚大師登鐘甲〉之庚午、〈楚太師

鄧子 慎鎛〉之庚午；屬春秋中期者，如〈楚王鼎〉之丁亥、〈以鄧鼎〉之丁亥、

〈以鄧匜〉之丁亥、〈東姬匜〉之乙亥、〈鄬子受鐘甲〉之戊申、〈鄬子受鎛甲〉

之戊申；屬春秋晚期者，如〈王子午鼎甲〉之丁亥、〈發孫 鼎〉之丁亥、〈發

孫虜簠〉之丁亥、〈楚屈子赤目簠蓋〉之丁亥、〈楚王 鐘〉之丁亥、〈王孫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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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一〉之丁亥；僅能歸屬於春秋時期者，如〈楚王鐘〉之丁亥；屬戰國早期者，

如〈楚子 簠〉之庚申；屬戰國中期者，如〈大市量〉之辛未、〈郾客問量〉之

己酉、〈鄂君啟車節〉之乙亥、〈鄂君啟舟節〉之乙亥。銘文內容或言作器，如

〈以鄧鼎〉、〈王子午鼎甲〉、〈發孫 鼎〉、〈發孫虜簠〉、〈楚子 簠〉、

〈楚嬴盤〉、〈楚嬴匜〉、〈以鄧匜〉、〈東姬匜〉；或為媵辭，如〈楚王鼎〉、

〈楚屈子赤目簠蓋〉、〈楚王鐘〉；或言鑄作鐘鎛之事，如〈楚公逆鐘〉、〈楚

公逆鎛〉、〈楚大師登鐘甲〉、〈楚太師鄧子 慎鎛〉、〈鄬子受鐘甲〉、〈鄬

子受鎛甲〉、〈楚王 鐘〉、〈王孫誥鐘一〉；或為鑄作量器之事，如〈大市

量〉、〈郾客問量〉；或載錄貨物運輸之事，如〈鄂君啟車節〉、〈鄂君啟舟

節〉。有關作器之銘文所見干支，或為剛日之庚，或為柔日之乙、丁，剛、柔日

並見；媵辭之銘文則為柔日之丁；鑄作鐘鎛之事，或為剛日之甲、戊、庚，或為

柔日之丁，剛、柔日並見；鑄作量器之銘文為柔日之己、辛；貨物運輸之銘文為

柔日之乙。可知目前所見楚國銅器銘文在媵辭或鑄作量器或貨物運輸上以柔日為

主。

6. 莒

莒國其姓或為己，或為嬴，或為曹，說法不一，陳槃以《左傳．文公七年》

之「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為證，以為莒國應為

「己」姓之國 33，其言為是，今從其言。載有紀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唯正月初吉辛亥， 之孫筥太史申，作其竈鼎十。〈 太史申鼎〉

唯五年正月丙午，筥侯小子析、乃孝孫不巨，拾取吉金，你作皇妣 君中

妃祭器八簋。〈 侯少子簋〉

唯正月初吉庚午，莒叔之仲子平，自作鑄遊鐘。〈仲子平鐘甲〉

上列諸器屬春秋晚期文物，所見干支日，如〈 太史申鼎〉之辛亥、〈 侯少子

33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236-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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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之丙午、〈仲子平鐘甲〉之庚午。其內容或言作器、鑄作鐘鎛之事。丙、庚

為剛日，辛為柔日，剛、柔日並見。

7. 越

越國其姓或為姒，或為羋，說法不一 34，於此置於非姬姓國。載有紀日干支的

銘文如下：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姑馮 同之子擇厥吉金，自作商句鑃。〈姑馮 同之

子句鑃〉

唯正月季春，吉日丁亥，越王諸稽於 擇厥吉金，自作龢鐘。〈越王者旨

於 鐘一〉

唯王正月初吉乙己，囗朱句之孫，囗 囗喪，王欲復師，擇吉金，自作龢

鐘。〈越王朱句鐘〉

屬春秋晚期者，如〈姑馮 同之子句 〉之丁亥；屬戰國早期者，如〈越王者旨

於 鐘一〉之丁亥、〈越王朱句鐘〉之乙己。銘文內容言鑄作鉤 、鐘鎛之事，

乙、丁為柔日。

8. 邾

邾國為曹姓之國 35，載有紀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唯八月既生霸辛丑，邾慶父作衛囗媵壺。〈慶父壺〉

唯王正月初吉，辰在乙亥，邾公牼擇厥吉金，玄鏐 鋁，自作龢鐘。〈邾

公牼鐘甲〉

34 《史記會注考證．越王句踐世家》云：「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其下〈考證〉云：「《世本》越為羋

姓，與楚同祖。故〈鄭語〉稱羋姓夔、越。韋昭〈吳語注〉，句踐，祝融之後。然則越非禹後

明矣。」（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

本）瀧川龜太郎注：《史記會注考證．越王句踐世家》，頁 651。

35 《左傳．隱公元年》云：「三月，公及朱儀父盟于蔑。」楊伯峻〈注〉云：「邾，國名，曹

姓。」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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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王正月初吉丁亥，邾公華擇厥吉金，玄鏐赤 ，用鑄厥龢鐘。〈邾公華

鐘〉

唯王正月，辰在丁亥，邾公孫班擇其吉金，為其龢鎛。〈邾公孫班鎛〉

唯王六初吉壬午，邾叔之伯囗友擇厥吉金，用鑄其龢鐘。〈邾叔之伯鐘〉

屬春秋早期者，如〈慶父壺〉之辛丑；屬春秋晚期者，如〈邾公牼鐘甲〉之乙亥、

〈邾公華鐘〉之丁亥、〈邾公孫班鎛〉之丁亥；僅能歸屬於春秋時期者，如〈邾

叔之伯鐘〉之壬午。銘文內容或為媵辭，或言鑄作鐘鎛之事。壬為剛日，乙、丁、

辛為柔日，可知目前所見邾國銅器銘文以柔日為主，亦雜以剛日。

9. 唐

此唐國非周初所封之唐 36，據陳槃考證，為祁姓之國。37載有紀日干支的銘文

如下：

唯正月咸辛亥，唐子仲瀕兒擇其吉金，鑄其御盤。〈仲瀕兒盤〉

唯正月咸己未，唐子仲瀕兒擇其吉金，鑄其御 匜。〈唐子仲瀕兒匜〉

唯正十月初吉丁亥，唐子仲瀕兒擇其吉金，鑄其御瓶。〈仲瀕兒瓶〉

上列諸器屬春秋晚期文物，銘文內容言作器之事，所載干支日皆為柔日，如丁、

己、辛等，可知目前所見唐國銅器銘文以柔日為主。

10. 徐

徐國為嬴姓之國 38，載有紀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唯正月初吉丁亥，徐勾 尹仲康，擇其吉金，自作緐鼎。〈 尹仲康鼎〉

36 《左傳．昭公元年》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楊伯峻〈注〉云：

「此唐叔虞，乃唐國末期之君，服事殷商者也。」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頁 1218。

37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頁 769-770。

38 《左傳．莊公二十六年》云：「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楊伯峻〈注〉云：「徐，國名，

嬴姓。」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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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五月初吉丁亥， 太子伯辰囗作為其好妻囗，囗于 次。〈伯辰鼎〉

唯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子庚兒，自作飤 。〈庚兒鼎〉

唯正月初吉日乙酉，徐王季糧之孫宜桐作鑄飤盂以媵妹。〈宜桐盂〉

唯正月吉日丁酉，徐王義楚擇余吉金，自作祭觶。〈徐王義楚鍴〉

唯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孫囗凡作，擇其吉金，鑄其龢鐘。〈徐王之孫鐘〉

唯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孫僕兒、余 斯于之孫、余茲 之元子，曰：烏乎

敬哉，余義楚之良臣，而乘之慈父，余 兒，得吉金 鋁，以鑄龢鐘。

〈僕兒鐘甲〉

唯正十月吉日丁巳，之乘辰曰：余徐王旨後之孫，足 次留之元子，而乍

夫叴之貴甥。擇厥吉金，自作其鐲。〈徐王之孫鐘〉

唯正月初吉元日癸亥，徐王子 擇其吉金，自作龢鐘。〈徐王子 鐘〉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孫、尋楚 之子甚六，擇厥吉金，作鑄龢鐘。

〈 鐘三〉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徐王之孫、尋楚 之子甚六，擇厥吉金，作鑄龢鐘。

〈 鎛甲〉

唯正月初吉丁亥，徐王庚之淑子沇兒，擇其吉金，自作龢鐘。〈沇兒鎛〉

屬春秋早期者，如〈伯辰鼎〉之丁亥；屬春秋中期者，如〈庚兒鼎〉之丁亥、〈宜

桐盂〉之乙酉；屬春秋晚期者，如〈 尹仲康鼎〉之丁亥、〈徐王義楚 〉之

丁酉、〈徐王之孫鐘〉之丁亥、〈 鐘三〉之丁亥、〈徐王子 鐘〉之癸亥、

〈 鎛甲〉之丁亥、〈沇兒鎛〉之丁亥、〈僕兒鐘甲〉之丁亥；屬戰國早期者，

如〈徐王之孫鐘〉之丁巳。銘文內容或為媵辭，或言作器與鑄作鐘鎛之事。所載

干支日皆為柔日，如乙、丁、癸等，可知目前所見徐國銅器銘文以柔日為主。

11. 黃

黃國為嬴姓之國 39，載有紀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39 《左傳．桓公八年》云：「夏，楚子合諸侯于沉鹿。黃、隨不會。」楊伯峻〈注〉云：「黃，

國名，嬴姓。」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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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正月初吉丁亥，黃子婁擇其吉金，自作飤鼎。〈黃子婁鼎〉

唯正月初吉丁亥，黃子婁擇其吉金，以作其妻叔羋母賓飤簠。〈黃子婁簠〉

唯正月初吉丁亥，黃子婁擇其吉金，以作其妻叔羋母賓缶。〈黃子婁缶甲〉

正二日，元日癸亥，黃子戌自作湯盉。〈黃子戌盉〉

唯正月初吉丁亥，黃太子伯克作其 盆。〈黃大子伯克盆〉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黃太子伯克作仲嬴 媵盤。〈黃大子伯克盤〉

唯正月初吉庚申，黃韋俞父自作飤器。〈黃韋俞父盤〉

屬春秋晚期者，如〈黃子婁鼎〉、〈黃子婁簠〉、〈黃子婁缶甲〉之丁亥，〈黃

子戌盉〉之癸亥，〈黃韋俞父盤〉之庚申；僅能歸屬於春秋時期者，如〈黃大子

伯克盆〉與〈黃大子伯克盤〉之丁亥。銘文內容或為作器之事，庚為剛日，丁、

癸為柔日，剛、柔日並見；或為媵辭，為柔日之「丁」。

12. 江

江國為嬴姓 40，載有紀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唯正月初吉丁亥，江仲之孫伯戔自作沫盤。〈伯戔盤〉

唯八月初吉庚午，江仲之孫伯戔自作 盫。〈邛仲之孫伯戔盆〉

唯王正月初吉甲戌，江立宰孫叔師父作行具。〈叔師父壺〉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江伯 之孫 君季 ，自作濫盂。〈 君季 盂〉

屬春秋早期者，如〈伯戔盤〉之丁亥、〈邛仲之孫伯戔盆〉之庚午；屬春秋中期

者，如〈叔師父壺〉之甲戌、〈 君季 盂〉之丁亥。銘文內容言作器之事，甲、

庚為剛日，丁為柔日，剛、柔日並見。

40 《史記會注考證．秦本紀》云：「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莒

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

龜太郎注：《史記會注考證》，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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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鄀

鄀國據銅器銘文所載有上鄀與下鄀之別，然傳世文獻僅記為「鄀」，如《左

傳．僖公二十五年》云：「秋，秦、晉伐鄀。」楊伯峻〈注〉云：「鄀音若，秦、

楚界上小國，此時猶都商密。」41 未見其姓，據陳槃考證，以為「闕」42，於此從

陳氏之言，置於非姬姓國。載有紀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唯鄀八月初吉癸未，鄀公平侯自作尊盂。〈鄀公平侯鼎〉

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上鄀公敄人作尊簋。〈上鄀公敄人簋蓋〉

唯正月初吉丁亥，上鄀公擇其吉金，鑄叔羋番 媵簠。〈上鄀公簠〉

唯正六月初吉丁亥，上鄀府擇其吉金，鑄其 簠。〈上鄀府簠〉

唯正月初吉丁亥，上鄀公之孫叔囗囗擇其吉金，自鑄其飤盆。〈上鄀公之

孫盆〉

唯正八月，辰在乙丑，鄀君雍子 ，擇厥吉金，自作尊缶。〈 缶甲〉

唯十又四月既死霸壬午，下鄀雍公緘作尊鼎。〈鄀公 鼎〉

銘文中明言「上鄀」而屬春秋早期者，如〈上鄀公 人簋蓋〉之乙丑、〈上鄀公

之孫盆〉之丁亥；屬春秋中期者，如〈上鄀公簠〉之丁亥；屬春秋晚期者，如〈上

鄀府簠〉之丁亥。銘文謹載「鄀」而屬春秋早期者，如〈鄀公平侯鼎〉之癸未；

屬春秋晚期者，如〈 缶甲〉之乙丑。銘文中言「下鄀」而屬春秋早期者，如

〈鄀公 鼎〉之壬午。有關媵辭之銘文，所見干支為柔日之「丁」；言作器之事，

載「上鄀」或「鄀」時皆為乙、丁、癸等柔日，載「下鄀」者為剛日之壬。

14. 鍾離

鍾離國其姓或為嬴，或為姬，說法不一，陳槃以為「闕」43，於此從陳氏之

言，置於非姬姓國，載有紀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41 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頁 434。

42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頁 663。

43 同前註，頁 839-841。



38

淡江中文學報 第四十期

唯正月初吉丁亥，鐘離君柏擇其吉金，作其飤簠。〈鐘離君柏簠甲〉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童麗君柏擇其吉金，作其飤簠。〈童麗君柏簠〉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鍾離君柏作其行鐘，鍾離之金。〈鍾離君柏鐘一〉

唯正月初吉丁亥，余 厥于之孫、鍾離公柏之季子康，擇其吉金，自作龢

鐘之囗。〈季子康鎛甲〉

上列諸器屬春秋時期文物，銘文內容言作器與鑄作鐘鎛之事，所載干支日皆為丁

亥，可知目前所見鍾離國銅器銘文以柔日為主。

15. 鄧

鄧國係曼姓之國 44，載有紀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唯九月初吉丁亥，鄧公孫無忌 吉金，鑄其囗鼎。〈鄧公孫無 鼎〉

唯囗月初吉丁亥，鄧叔孫姬擇其吉金，自作飤繁。〈鄧孫叔姬鼎〉

唯正月初吉丁亥，鄧子與媵叔嫚盥盤，眉壽無期，子子孫永寶。〈鄧子盤〉

屬春秋早期者，如〈鄧公孫無 鼎〉、〈鄧孫叔姬鼎〉；屬春秋中期者，如〈鄧

子盤〉。內容或為作器之事，或言媵辭，所載干支日皆為丁亥，可知目前所見鄧

國銅器銘文在媵辭或作器上以柔日為主。

16. 戴

戴國或以為殷商時之國，或以為周時封以同姓之國，故有子姓、姬姓之說，

其言不一，於此置於非姬姓國。45 載有紀日干支的銘文如下：

唯八月初吉庚申，戴叔朕自作 鼎。〈戴叔朕鼎〉

44 《說文》「鄧」字云：「曼姓之國。」段玉裁〈注〉云：「《左傳》：『楚武王夫人曰鄧曼，

則知鄧國曼姓也。』」（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

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4 月，經韵樓臧版），頁 294。

45 《春秋．隱公十年》云：「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楊伯峻〈注〉云：

「戴，音再。……戴舊為殷商時國，或周封以同姓。」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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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十月初吉庚午，叔朕擇其吉金，自作薦簠。〈叔朕簠〉

屬春秋早期者，如〈戴叔朕鼎〉之庚申、〈叔朕簠〉之庚午。銘文內容言作器之

事，皆為剛日之庚。

17. 番

「番」據馬承源考證，以為國名46，因其姓未明，故置於非姬姓國。載有紀日

干支的銘文如下：

唯正月初吉丁亥，番叔之孫伯 用媵季妃夢。〈伯 盤〉

唯正月初吉丁亥，鄱子成周擇其吉金，自作龢鐘。〈鄱子成周鐘甲〉

屬春秋早期者，如〈伯 盤〉；屬春秋晚期者，如〈鄱子成周鐘甲〉。內容或為

媵辭，或言鑄作鐘鎛之事，所載干支日皆為丁亥，可知目前所見番國銅器銘文以

柔日為主。

從兩周時期姬姓國與非姬姓國的層面言，以應、晉、蔡、曾、姜齊、陳、陳

齊、楚、徐、鄀、黃等國家的資料所示，將賞賜、軍事戰爭、作器等內容載錄的

干支日，與傳世文獻的「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相較，未見明確落實的情形。

而據上列例舉的材料觀察，在鑄作鐘鎛與媵辭時，多以柔日為主，尤以丁日出現

次數 多。

46 馬承源主編，陳佩芬、潘建明、陳建敏、濮茅左編撰：《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四）》（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0 年），頁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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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據殷周銅器銘文載錄有關的紀日干支觀察：

（表二）

01./4

甲子

02./10

乙丑

03./7

丙寅

04./23

丁卯

05./8

戊辰

06./3

己巳

07./75

庚午

08./14

辛未

09./19

壬申

10./1

癸酉

11./32

甲戌

12./46

乙亥

13./0

丙子

14./18

丁丑

15./15

戊寅

16./3

己卯

17./2

庚辰

18./9

辛巳

19./22

壬午

20./11

癸未

21./21

甲申

22./7

乙酉

23./3

丙戌

24/391

丁亥

25./3

戊子

26./14

己丑

27./58

庚寅

28./10

辛卯

29./3

壬辰

30./7

癸巳

31./16

甲午

32./10

乙未

33./6

丙申

34./6

丁酉

35./6

戊戌

36./7

己亥

37./0

庚子

38./5

辛丑

39./13

壬寅

40./4

癸卯

41./1

甲辰

42./8

乙巳

43./8

丙午

44./5

丁未

45./14

戊申

46./4

己酉

47./6

庚戌

48./15

辛亥

49./0

壬子

50./1

癸丑

51./27

甲寅

52./27

乙卯

53./2

丙辰

54./24

丁巳

55./3

戊午

56./3

己未

57./43

庚申

58./7

辛酉

59./4

壬戌

60./4

癸亥

合計

101
108 26 467 49 34 184 60 61 28

「丁亥」日出現的次數達 391 次，居各干支日之冠。且從上表得知，「柔日」出

現的總合數為 697 次，遠多於「剛日」的 421 次。再者，殷商銘文所見干支日與

後代所謂的「剛日」與「柔日」無關，若扣除其間的干支日，「柔日」出現的總

合數為 663次，亦多於「剛日」的 405次。此外，「丙子」、「庚子」、「壬子」

三日，目前尚未見於銘文中。

透過目前已公佈的殷周銅器銘文，逐一找出其間載有干支日的資料，發現傳

世文獻中雖有「剛日」、「柔日」之擇日的制度，但是銘文所載卻非如傳世文獻

之言。又銘文所見紀日干支雖非十分嚴格的區別「剛日」與「柔日」，卻多能掌

握以「丁亥」日為重的要求。

從不同時期的銘文內容與載錄的紀日干支言，殷商時期祭祀先王先公或先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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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其日干名之日舉辦，或由廟號與祭祀之用日關係決定，其間所見干支日的性

質，與後代文獻中的剛日、柔日無關；在賞賜、田獵上所見日期，亦與祭祀銘文

相同，未如後世文獻所載有剛日或柔日的選用。其次，西周時期銘文中有關冊命、

賞賜者，為剛、柔日並見；祭祀時大多採用柔日，然亦見剛日；舉行饗宴之事，

剛日與柔日並見；軍事、戰爭時大多採用剛日，偶見選用柔日；舉行田獵、漁獵

之事，剛日與柔日並用。

傳世文獻雖載古人行事有一定禮制，然從銅器銘文的資料言，此制度在西周、

春秋、戰國中並未落實，甚者在姬姓與非姬姓國的銘文中，亦難看出有明確遵守

的狀況。惟一可確定的是在選擇日期上，多以「丁亥」或是柔日為首選。再者，

西周時期銘文所載關於祭祀、軍事戰爭的內容，其間所見干支日的狀況大致與「外

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之言相符。其次，葉國良言「祭禮諏丁日，尤愛丁亥日，

其來源可能早至殷商。」47據本文的討論可知，就目前所見的殷商銘文內容所示，

殷商在祭禮上應無特別偏愛「丁」日或某干支日，日後若能將甲骨卜辭的材料一

併列入考慮，應可得到更明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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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Day-record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Seen in Bronze

Inscriptions during the Yin and Zhou Periods

Che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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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ome handed-down documents once proposed that “Foreign affairs should be

handled on vigorous days and internal affairs on soft days.” Foreign affairs refer to such

suburban affairs as field hunting and warfare, while internal affairs are urban affairs like

crowning ceremonies, marriages, funerals, sacrifices, etc. The vigorous days are Chia,

Bing, Wu, Geng, and Ren, and the soft days are Yi, Ding, Ji, Xin, and Gui. Bronze

inscriptions in the Yin and Zhou Periods are seen in sacrifices, decrees, rewards, dowry

speeches, military warfare, field hunting, self-made utensils, etc., which feature many

inscriptions about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According to the published

data, sacrifices for deceased elder male and female figures were often held on Heavenly

Stem days, and vigorous days and soft days regarding the contents of bronze inscriptions

of rewards, sacrifices, and field hunting were not used. As for military affairs and warfare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Period, the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often

represented vigorous days and occasionally soft days. Vigorous days and soft days were

used simultaneously for other contents. Furthermore, the days of Ding and He of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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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red when cast bells and bo were involved.

Keywords: Yin and Zhou Periods, bronze inscription,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vigorous days, soft day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