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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名问题

罗 卫东

２ 〇〇６ 年 ４ 月 ，宝鸡市凤翔县城关镇小沙凹村出 土３ 件青铜器 。 《三秦都市报 》 《宝鸡 曰

报 》等多家媒体都有报道？
 ：

这几件器物分别 为 瓿 （ 音 不 ） 、 儡 （ 去掉单人旁 下 加
“

缶
”

音 磊 ） 、 抚 （ 竹 字头 加
“

甫
”

再

加
“

皿
”

音抚 ） 。

儡通高 ３０ ． ５ 厘 米 ，
口 径 １ ７

． ３ 厘 米 ， 腹径 ３４ 厘米 ， 肩 部 和腹部各有 一周 夔龙 纹 ， 肩 部

还有 一 圈 共 １ ５ 字 的 铭 文和对称 的 圆雕兽环耳 ^

省多位学者关注过后一个器物的命名 问题 。 吴镇烽没有称之为
“

聶
”

， 他开始将其命名

为
“

鄧仲Ｓ缶
”

，后来又命名为
“

鄯仲盥Ｓ （鄯仲 藍缻 ）

” ？
。 景宏伟 、 曹建宁则将此器物命名为

“

鄧仲盥缻
”

？
。

吴镇烽将该器物铭文隶定为 ：

□□ 丁亥 ， 郯 中 （仲 ） 暨 乍 （作 ） 其 宗器 隋 （ 尊 ）錐 （ 缻 ） ， 鱟 （眉 ）耆 （ 寿 ） 万 年无 彊 （疆 ） ，

子＝ 孙＝ 永□□□ 。
＿

该器物 自 名为
“

纆
”

，那么这件器物名称是
“

＃ 、缶 、罐 、 缻
”

，还是
“

鎰
”

呢 ？

检索《商周金文资料通鉴 ）＞ （ ３ ． ０ 版 ）
，

“

櫺
”

类器物共有 ２ ０ 多件 ，它们的形制并非完全一

致 。 有长颈的 ， 例如郑义伯鐳 ；有短颈的 ，例如伯遊父鏽 。 有 盖的 ，例如 曾伯文Ｓ ；无盖的 ，例

如黄君孟鐳 。 有圈足的 ， 例如 仲义父鐳 ；Ｘ圈足 的 ， 例如伯夏父鐳 。 有耳的 ， 例如善夫吉父

罐 ；
无耳的 ，例如番伯官曾櫺 。 这些器物所属时代从西周晚期直到战国 中期 。

学者们在论述
“

繡
”

类青铜器物的特点时 ，各有侧重 。 马承源认为？
：

鱷 （ ｌ 〖ｎｇ 灵 ）容酒 器 。 敞 口 、 小 颈 、 广 肩 、 高体 ， 和＊ 的 形式 基本一 致 ， 所 不 同 的 是 没

有 耳 ， 仅在 肩 上两侧 置有 一 卷体小 龙 ， 平底假 圈 足 ， 是？ 的 演 变 式样 ， 自 铭 为
“

繙
”

。

“

鐳
”

是
“

疊
’ ’

的 声 转 ， 是方 言 的 变 化 。 器形较少 见 ，行 用 于 西周 晚期 。

陈佩芬认为
？
 ：

盛酒 器 ， 有 高 盖 ， 子 口 很长 ， 插入器 口
。 繙 与 ＊古音 为 一 声之转 ， 其器物 的 外形也 有

相似之处 ， 但 ＊ 腹的 下部还设一 耳 ， 便于 倾酒 ， 而 鐮的 肩 部设 两小 龙 为 耳 ， 是 耳之蛻 化 。



镦儀
‘；

寒＃藍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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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看崩 戾 ． 为 平 底假崩 足 ＾或 底部 略皇 凹廢 。 青 铜 酒器 中 １翁 消 类 之 时也 就 是： 爾 始

１｜±＿ 。出 雜 于 西 周 ＿＿ ， 至 春 樣＜亀Ａ 很 少 见 。

朱凤瀚认为
；

１

：

《谦文蘚字 Ｉ響 为 瓦 器 ， 是 Ａ 代省 此 种 名 祚 之 陶 器 。 徂 西 阒 春秋 有 自 ． 为 时資

督器謂ｆ均齋之 列 于 ，靠
＇

酒器 类 中 ？ 已 见 于 著 录 的ｆｔ 形 制＃征是 ； 鈥 〇？ 口平 而 外

折 ？ 發顯 ｓ宽 肩
：

》蔚 上 有 茨耳 ， 膜最 大 径 在 蔚 ｉｔ与 上 腹 交 接 处 或 上 腹 部 ， 下 腹 ｆｔ 数 。 辑 上

＃征 与 曇 根进 同 ？ 故从 器 形＃ 角 度＃ ， 亦 可
‘

以 归
＇

乎 ｔ 中 ？ 叵青 铜 糜 礙 ｇ省 通 常 ｆ 惯 于

啟＿ 自 專 翁
：之 。

从以上论述对知 ，学界对于镝的形 制特点还没有统
一 的认识。 钃是猶器 ？

是有盖涵裊无盖 ，瞰Ｑ还是敛ａ
？有耳还是无耳、 皆无定论

ｓ
因 此 ， 不宜格 ２０ ０ ６

年 出 土于陕西风翔小沙 Ｐ村 的这件有锗倉铜器物命名为鄯仲 愍堀 。 篇宏伟 、

曹逢宁将此器物命名 为 鄯仲 鹽 缻 ？ 也值得讨论 。
Ｉ说文解 字 》无

＂
瓶

”

字 ｆ
ｉ
玉

篇 》 ：

“

缻 ，盛五４ ，
小１也 。

”“

甑
”

造用 于释定：地域 。 Ｉ麵翁》 ：

“

？ ， Ｉ ＊言 》 ：

＊

罌
ｓ

周魏之间 请之》 。

’ ”“航 ”

是
“

小 甓＇
“

鑒＾是
“

稱
＾

的异 体字 ６ｆ说文解字 》 罌 ，

．圈
一

缶也 。 １广雅
． 释器 》

：

４
－‘

罌 ． 瓶也 ／
’

在友文献中有使 用
“

缻 ”

的记義 ＞ 《 礼记 ？ 礼器 》

“

五難之零 ， 门外缶 ， 门

内壶 ？ 曾尊瓦 ｍ

”
■ 郑玄注

”

崔大一
Ｗ ， 瓦輒 五 斗 。

”

孔颖达疏 ，此瓦狐 即

ｃ燕礼 》

？

公尊瓦大 ？也 。

”

古礼有 时以小为贵 ？ 击 比费大 ？ 击放在 门外 。 蠻比

ｍ大 ？ 国 君的堂前放量ｊ的是 瓦輒 《Ｉ札记 》中 的
“

ｉｒ是一种 陶器 ，现存宋太

常博士？崇义 所纂辑．《三礼 图夂 这样 、介绍 ：

“

瓦大受五 斗 ？ 口 径尺 ？ 颈高 二

寸 ？径 尺 。 太中 ， 身锐 ，
下平 。 瓦《与瓦大 同 Ｚ

’

形制如 囪 一 。

《彐礼 图 》

“

瓦 麵
”

的形制与出土瓦瓶相似 。
扛苏 仪征博物馆收藏有西

汉Ｍ书青釉陶 罐 ．器形如图二 ？ 盖内 ＿书
“

小Ｋ 四
” ，四

”

为序筹＇ 图二为

１ ９ ９ ０ 年仪征張集团山西汉募出 土的 瓦Ｍ ， 图 三为我们 所讨论的 ２
（ ）〇 ６年陕

西凤翔 小沙 Ｈ 村出 土 的青锕器 ｉ对比 两个器物 图片 ，ｒ可 以看到汉代瓦 瓿

的形制 与青铜器物有别 ，

＇＊ ＊

瓶
”

是ｉＥ录陶器的汉字 ？ 因此不宜将该器物命

名为
“

都仲 ．

盛》
”

。

学者们比较认 同 的关于青铜器物定名 的先后原则有
３

１

： 第一？
．肴 自名的 器物要依 ＆名定

名 ＾ 第二 ，宋代学者依据史籍著隶作 出 的命名 ６ 第三 ，既无 ＆ 名 ？ 义缺乏史籍著 录者 ？ 可根据

其？造型 、用途予 以定名 －

关于青铜器 倉名
、
定名关系 ，容庚主张依据

“

自 载其名
＂

定名气 唐兰指 出 ，铜器定名 的

惯例是 名从主人
’

，
＆
李＾＾勤认为 ：

“

按照考古學 的惯例 １每件器物要尽可能依铭文所 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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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名￥定名 。

” ｉ］

＇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宜将 ２ ０ ０ ６ 年陕西凤翔小沙 凹 村 出 土 的有铭青铜器定名 为
“

鄯仲 鹽

緦
”

。 是 否如 此 ， 尚 祈方家赐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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