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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国是东周时期一个诸侯国 ， 国都位于今河北平山县境内 。 春秋时期的 中 山 国

乃箕子之后鲜虞氏所建子姓国
［ １

］

， 战国 中 山 国建于鲜虞中 山故地 ， 或为周天子所建的

姬姓侯国
［
２

］

。 战国 中 山 国最初建都于顾 ， 曾
一度被赵灭国 ， 中山桓公再次复国建都于

灵寿 ， 前后历经一百余年 。 灵寿故城位于河北平山县三汲乡 ， 中 山王陵则分作两处 ，

一处位于灵寿城西城北部 ，

一处位于灵寿城以西
［
３

］

。 陵区选址于西城及城西 ， 或与西

方属阴地 ， 适合埋葬亡者有关。

已经发掘的中 山王眷墓即位于灵寿城西的王陵区 ， 中 山王譽墓虽被盗扰 ， 仍出土

不少重器 ， 尤以 中 山王眷鼎 、 中 山王譽壶及好蜜壶三件长铭铜器史料价值最高
［
４

］

。 关

于中山三器 ， 学者研究很多 ， 成果丰硕。 值得注意的是 ， 中 山三器中有不少关乎礼制

的记述 ， 这些记载是研究战国礼制的第一手史料 ， 学术价值很髙 。 我们将在学者研究

的基础上 ， 对中 山三器所涉礼制问题进行补充讨论 。 本文先对中 山王壶所涉晚周祭礼

及相关问题略作考述。

中 山王壶与晚周祭礼相关内容不多 ， 但十分重要 ， 兹节录如下 ：

唯十 四年 ， 中 山 王眷命相邦貯择燕 吉金 ， ｎ （ 铸 ） 为弈壶 。 節 于醒 （ 禋 ）

＿ ， 可法可常 。
以饔上帝 ，

以祀先王 。

一

、

“

ｕ
”

字 辨 略

铸字 ， 中 山王壶铭作
“

ｉｆ ， 学者多隶定为从金从寸之
“

紂
”

［
５

］

。 该字的隶定还可

以再作讨论 。 愚按 ： 彳非寸字 。 《说文 ？ 寸部 》 ：

“

寸 ， 十分也 。 人手却一寸 ， 动 ）ｉｉ ， 谓

之寸 口 。 从又从一 。

”

学者 已经指 出 ， 寸乃指事字 ， 从又 ， 加指事符号
“
一

”

来标示

寸 口之处
［
６ ］

。 睡虎地秦简作
“

ｒ 若
“

ｒ ， 《汗简 》 作
“

年
’

， 《说文 》 作
“

年
’

， 石鼓文
“

寺
”

字 、

“

導
”

字所从寸作
“

Ｓ
｝

”

， 皆从又 ， 加指事符号
“
一

”

， 表示手后一寸之处 。 然



？

５ ３ ２
？ 三代考古 （ 九 ）

中 山王壶铭铸字所从则作 １
”

， 与上揭诸
“

寸
”

字字形不合 。

学者已经指出 ， １
”

乃
“

肘
”

之本字
［
７

］

。

“

肘
”

字有三种形体 ： 第一种为象形字 ， 甲

骨文作
“

ｒ ， 西周金文作 像臂节之形
［
８

］

。 甲骨文 、 金文中多假借为
“

九
”

字 。

第二种为指事字 ， 甲骨文作
“

ｒ ， 中山王壶 、 大梁鼎 、 上官鼎
“

铸
”

字所从之 １
”

， 其

他如番匍生壶
“

铸
”

字 （ 然 ） 字所从
“

卬
”

、 耳公剑
“

铸
”

字 （ Ｉ ） 所从
“

丨

”

， 皆是指事字的
“

肘
”

字 。 指事字的
“

肘
”

字 ， 从又 ， 添加竖向的指事符号来指示臂节。 在上揭诸从
“

肘
”

的
“

铸
”

字中 ， 肘皆作为声旁
［
９

］

。 第三种为会意 （ 形声字 ） ， 《说文 ？

肉部 》 ：

“

肘 ， 臂節

也。 从肉从寸 。 寸 ， 手寸 口也。 陟柳切。

”

这一形体也见于睡虎地秦简 《封诊 》 篇
［ １ ° ］

，

但是在战国文字中指事字
“

肘
”

字和
“

寸
”

字的写法逐渐混同 ， 如郭店竹简 《成之闻之 》

篇肘字作
“

稃
’

［ １ １  ］

， 指事符号上端出现了装饰性的横笔 ， 很可能在转写的过程中与
“

寸
”

字混同 。 《说文 》 以肘为会意字 ， 可能所据字形为讹变字形 。 颇疑 《说文 》 之
“

肘
”

字 ，

是在第二种指事字
“

肘
”

的基础上增益形旁
“

肉
”

而形成的形声字 。 《说文 》 从
“

肘省

声
”

诸字 ， 如
“

纣
” “

狩
”

酎等
［

１ ２
］

， 所从
“

寸
”

应即指事字
“

肘
”

字的 丨化体 ， 诸字皆为
“

肘声＇而非
“

肘省声
”

。

二
、 禋醅与 絜祀

酲醑 ， 读为禋醅
［

１ ３ ］

。 醏 ， 《周礼 》 作齐
［

１ ４
］

。 醣 ， 即 《周礼 ？ 天官 ？ 酒正 》 之
“

五

齐
”

， 学者已有共识
［

１ ５
］

。

“

节于禋酸
”

， 与 《周礼 ？ 天官 ？ 酒正 》 郑玄 《注 》

“

齐者 ， 每

有祭祀 ， 以度量节作之
”

， 适可对读
［

１ ６
 ］

。

《周礼 》 云
“

五齐
”

， 而中 山王壶称为
“

禋醅
”

者 ， 或与五齐之用途及酿制相关。

据 《周礼 ？ 天官 ？ 酒正 》 经文及郑 《注 》 ， 鬼神贵德不享味 ， 五齐之味薄于专供人饮之

三酒 ， 故五齐专作祭祀之用 。

五齐言禋者 ， 乃祭祀贵诚敬之义 。 《说文 ？ 示部 》 ：

“

禋 ， 潔祀也 。

一曰精意以享为

禋。 从示垔声 。

”

段玉裁 《注 》 ：

“

凡义有两岐者 ， 出
‘

一曰
’

之例 。

……但 《说文 》 多

有浅人疑其不备而竄入者 。 《周语 》 ：

‘

内史过曰 ： 精意以享 ， 禋也 。

’ ‘

絜祀
’

二字已苞

之 。 何必更端偁引乎 。

”

是禋者 ， 意在强调精诚致祭 。 酿制五齐 、 三酒皆需精诚谨敬 ，

五齐祭神尤须敬慎 。 《礼记 ？

月 令 》 ：

“

仲冬之月 ，

……乃命大酋 ， 秫稻必齐 ， 麹蘖必

时 ， 湛炽必絜 ， 水泉必香 ， 陶器必 良 ， 火齐必得。 兼用六物 ， 大酋监之 ， 毋有差忒 。

”

郑玄 《注 》 ：

“

秫稻必齐 ， 谓孰成也 。 湛 ， 溃也。 炽 ， 炊也。 火齐 ， 腥孰之调也。

”

孔颖

达 《正义 》 ：

“

先须治择秫稻 ，

……齐得成熟 。 又须以时料理麹蘖 ，

……炊渍米麹之时

必须清絜 。

……所用水泉必须香美 ， 所盛陶器必须 良善 。

… …炊米和酒之时 ， 用火齐 ，

生孰必得中也。

”

所记当是禋醅之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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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上帝 与 五方 帝

中 山王譽壶铸造于中 山王眷十四年 ， 或即公元前 ３ １ ５ 年
［

１ ７
］

， 当周慎靓王六年 。 彼

时根据人王及其王廷拟构的上帝帝廷结构 、 成员与殷商 、 西周时期拟构的帝廷结构和

成员相 比 ， 呈现出 了新的特点 ， 而且由于当时诸侯纷纷僭越称王 ， 郊祀制度也与殷商 、

西周时期有所不同 。

从殷商 、 西周时期至战国时期 ， 帝廷结构和成员发生过数次变化 。 殷商西周时期

拟构的帝廷组织 ， 最为核心的部分只有上下两层 ， 即上层为居中 的至上神上帝 ， 下层

为五方之神组成的上帝五臣 ， 五臣为上帝之佐 。 下层五方之神 以社神为帝工居 中央 ，

司掌分至 四气之神为帝使分居四方 。 这一原始的帝廷结构可能不晚于公元前五千纪。

后世随着五行思想的完善 ， 后土社神被纳人五行之神的体系 ， 随之形成了新的神祇系

统 ， 即上层为居中 的至上神上帝 ；
中层为东方帝太皞 、 南方帝炎帝 、 中央帝黄帝 、 西

方帝少皞 、 北方帝颛顼组成的五方帝 ，
五方帝为上帝之佐 ； 下层为木正句芒 、 火正祝

融 、 土正后土 、 金正蓐收 、 水正玄冥组成的五行之神 ，
五行之神为五方帝之佐 。 这个

系统至迟产生在战国时代
［

１ ８
］

。

从殷商直至春秋时期 ， 天子祭上帝 ， 诸侯为天子之佐而祭帝佐的祭祀制度基本被

严格遵行 。 遵行周礼的时代 ， 除了周天子 ， 唯鲁与二王之后的杞 、 宋可以郊天祭上帝 ，

《礼记 ？ 礼运 》 记孔子之语即云 ：

“

鲁之褅郊非礼也 ， 周公其衰矣 。 杞之郊也 ， 禹也。

宋之郊也 ， 契也。 是天子之事守也 。 故天子祭天地 ， 诸侯祭社稷 。

”

这一制度随着周王室衰微以及秦统一六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产生了重大的

改变 。 到 了汉代 ，
已将本为上帝帝佐的五方帝与上帝完全等同 ， 这在司马迁 《史记 》

中有很鲜明的反映 。

天子祭上帝 ， 诸侯祭帝佐在春秋时期仍被遵循 。 如秦襄公八年立西畤祀 白帝即其

证 。 由于司马迁将上帝与帝佐混靖 ， 因此 《史记 ？ 秦本纪 》 与 《史记 ？ 封禅书 》 出现

了不同的记述 。 《封禅书 》 云 ：

秦襄公既侯 ，
居西垂

， 自 以 为 主 少 皡之神 ， 作西詩 ，
祠 白 帝 。 其牲用 聊

驹 、 黄牛 、 羝羊各一云 。

《秦本纪 》 则云 ：

（ 秦 ） 襄公于是始 国
，
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

乃 用 聊驹 、 黄牛 、 羝羊各

三
，
祠上帝 西畤 。 （ 《 集解 》 ： 徐广 曰

：

“

《 年表 》 云 ：
立西岭 ，

祠 白 帝 。

”

《 索

隐 》 ：

“

襄公始列 为诸侯 ， 自 以居西 。 西 ，
县名 ，

故作西畤 ， 祠 白 帝 。 畤 ，
止



？

５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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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言神灵之所依止也。 亦音市 ， 谓为坛以祭天也 。

”

）

白帝为五方帝之一 ，
乃上帝之帝佐 ， 孔子称之为天佐 。 《礼记 ？ 祭法 》 孔颖达 《正

义 》 引 《孔子家语 》 孔子论五方帝之事云 ：

天有五行 ， 木 、 火 、 金 、 水及土 ， 分四 时化育 以成万物 ， 其神谓之五帝 ，

是五帝之佐也。 犹三公辅王 ，

三公可得称王辅 ，
不得称天王 。 五帝可得称天

佐
，
不得称上天。

白帝为上帝之佐 ， 犹秦封诸侯为周天子之佐 ， 故秦祀 白帝并非僭越 ， 不违礼制 。

然 白帝不得称上帝 ， 亦犹孔子所谓
“

五帝可称天佐 ， 不得称上天
”

。 司马迁据秦汉制度

将作为早期的帝佐五方帝与至上神上帝等同 ， 故 《秦本纪 》 称
“

祠上帝西畤
”

， 《封禅

书 》 则谓
“

作西畤 ， 祠 白帝
”

，
二者本为一事 。

司马迁混淆早期帝佐与上帝之别 ， 因诬指秦襄公立畤有僭越之心 。 《史记 ． 六国年

表 》 云 ：

太史公读 《秦记 》 ，
至犬戎败幽王 ， 周 东徙洛 邑

， 秦襄公始封为诸侯 ， 作

西畤 用 事上帝 ， 僭端见矣 。 《 礼 》 曰
：

“

天子祭天地 ， 诸侯祭其域 内 名 山 大

川 。

”

今秦杂戎翟之俗 ， 先暴戾 ，
后仁义

，
位在藩 臣 而 胪 于郊祀 ，

君子惧焉 。

司马迁误以秦襄公所祀 白帝为至上神上帝 ， 固有
“

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
”

之论 ，

并据以认为彼时秦已
“

僭端见矣 ＇ 实系 以今论古 。

随着周王室不断式微 ， 尤其是战国 中期诸侯纷纷僭越称王之后 ， 西周 以降所遵行

的祭祀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史记 ？ 周本纪 》 ：

“

（ 周显王 ） 四十 四年 ， 秦惠王称王 ， 其后诸侯皆称王 。

”

《正

义 》 ：

“

《秦本纪 》 云 ： 惠王十三年 ， 与韩 、 赵 、 魏并称王 。

”

周显王四十四年 （ 公元前

３２５ 年 ） ， 这一年可能是一个分水岭 。 周显王四十四年之前诸侯虽也存在诸多僭越之事 ，

但是年之后 ， 僭越之事已经公开合法化了 。 中 山王壶作于公元前 ３ １ ５ 年 ， 事在周显王

四十四年之后 ， 因此周天子封建的 中山侯 ，
也僭越称王了 。

诸侯僭越称王势必影响西周 以降遵行的等级分明 的祭祀制度 。 天子祭上帝 、 诸侯

祭五方帝的制度也发生 了变化。

一方面 ， 部分诸侯开始直接祭祀上帝 。 由 中 山王壶

铭
“

以饗上帝
”

的记述来看 ， 从诸侯与周天子并驾齐驱称王之后 ， 中 山王 已经毫不避

讳地僭越了周天子的郊天之礼 。 另一方面 ，

一些诸侯对国 内原有的祭祀五方帝的制度

赋予了新的 内涵 。 如秦虽然一直延续祭祀五方帝的制度 ， 随着不断的僭越 已经逐渐将

五方帝与昊天上帝等同 了 。 尤其是秦昭襄王灭周之后更坐实了这一制度 。 《史记 ？ 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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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纪 》 ：

“

（ 昭襄王 ） 五十四年 （ 公元前 ２５３ 年 ） ，
王郊见上帝于雍 。

”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

（ 公元前 ２５ ０ 年 ） 俘虏周赧王 ， 同年周赧王卒 ， 周亡。 故秦昭襄王五十四年之时 ， 周 已

亡
， 此时秦昭襄王

“

郊见上帝于雍
”

， 名义上是在雍畤祭五方帝 ， 实际上早已将五方帝

作为昊天上帝来祭祀了 。 换句话说 ， 战国晚期秦国在雍畤的祭帝活动 ， 从实际祭祀的

层面彻底混淆了上帝与帝佐五方帝的区别 。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 并未恢复三代天子郊天之礼 ， 而是继续沿用雍畤祭帝的旧

制 ， 直至秦灭亡 。 《史记 ？ 封禅书 》 ：

二年 ， 东 击项羽 而还入关 ，
问 ：

“

故秦时上帝祠何帝 ？
”

对 曰
：

“

四帝 ， 有

白 、 青 、 黄 、 赤帝之祠 。

”

高祖曰
：

“

吾闻天有五帝 ，
而有四 ， 何也？

”

莫知其

说 。 于是高祖曰
：

“

吾知之矣
，
乃待我而具五也 。

”

乃立黑帝祠 ， 命曰 北畤 。

从 《封禅书 》 所记汉高祖刘邦议祠五帝事 ，
可以看出秦朝的国家祭祀不仅沿袭了

东周时期的祠五方帝的祭祀制度 ， 而且将祭祀五方帝制度升格为国家郊祀礼 ，
也就是

将旧有天神体系 中 的五方帝与上帝等同 。 这可能是汉人将上帝与五方帝等量齐观最为

关键和直接的原因 。 秦的郊祀制度不仅对汉初的 国家祭祀产生了重要影响 ， 而且还影

响了汉儒对相关经典 、 制度等的阐释 ， 如郑玄
“

六天
”

说的根源可能即在于此。 《说文

解字 ？ 田部 》 ：

“

畤 ， 天 、 地 、 五帝所基止祭地也 。

”

许慎谓畤兼祀天 、 地与五帝 ， 亦是

如此 。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没有恢复三代郊天之礼 ， 可能与秦始皇迷信时下流行的五德终

始之说有关 ， 即 以秦代周乃以水德取代周之火德
［

１ ９
］

， 故 自领为得天命之水德北帝
［
２ ＜ ＞

］

，

也就不能再恢复三代郊天旧制 了 。

四 、 禋醅与 祭祀九献

中山王壶铭所记以禋醑饗上帝 、 祀先王之事 ， 对研究三代郊天 、 祭祖之礼甚有助益。

天子郊天之礼至汉初 已亡佚 ， 杜佑 《通典 ？ 吉礼 ？ 沿革 ？ 郊天上 》 综合诸种文献

记载对周天子郊天之仪节进行了勾稽 ， 颇备参酌 。 摘录其要者如下 ：

祭前期十 日
，
王亲戒百 官及族人 。

…… 乃 习 射于泽宫 ，
选可与祭者 。 其

曰
，

王乃致斋于路寝之室 。
……王将 出

，
大 司 乐令奏 《 王夏 》。

……祭前 ， 掌

次先于丘 东 门 外道北 ，
设大次 、 小 次 。 掌次张毡案 ，

设皇邸 。 王服大裘而 立

于丘之 东 南 ，
西 面 。 大 司 乐 奏 園钟 为 宫 以 下之 乐 ，

以 降神 。 次则 实柴于丘坛

上 。 王亲 牵牲而 杀之 。 次则 实牲体 、
玉

、 奉 而燔之 ， 谓之禋祀 。 次乃扫于丘



＿

５ ３６
？ 三代考古 （ 九 ）

坛上 而祭 ， 尸服裘而升丘也 。

……就坐时 ， 尸 前置苍壁 。
又荐笾豆及血腥等 ，

为 重古之荐 。 王乃 以匏片 为 爵 ，
酌 瓦瓿之泛齐以献尸 ，

为朝践之献。 五齐之

名 ：

一 曰 泛齐 ，

二曰 醴齐 ，

三 曰 盎齐 ，
四 曰 醍齐

，
五 曰 沈齐 （ 杜佑 自 注 ：

“

无

棵礼 。 郑玄注 《 小宰 》 云 ：

‘

唯人道宗庙有棵 ，
天地大神至尊不棵者 ，

以其莫

可称 焉者也
’ ”

）。 七献 （ 杜佑 自 注 ：

“

宗庙九献而天神七献者 ， 宗庙之祭通数

尸 未入前 ，
王及后于奥 中先行二棵以 降神 、 次七献 ，

故有九也。 今天是外神 ，

无棵 ，
故七献而 已

”

） 。

七献者 ， 荐血腥后 ，
王以瓠爵酌泛齐 以献尸 ， 所谓朝践是也。 此为

一献 。

次大 宗伯摄王后之事 ，
亦 以匏爵酌醴齐亚献 ，

亦 为朝践 。 是二献 。

…… 次荐

熟 于神前 ， 荐毕 ，
王 乃 以匏 爵 酌盎齐 以 献尸 ，

大 宗伯 以匏爵酌醍齐 以 亚献 ，

所谓馈献也。 通前凡四 。 尸 乃食 ， 食讫 ，
王更酌朝践之泛齐 以 醏 尸 ， 所谓朝

献 。 大 宗伯更酌馈献之醍齐以 亚醏 ， 所谓再献 。 通前凡六 。 又有诸 臣 为 宾之

一 ■献。 凡七 。

杜氏七献之说乃以崔灵恩九献说
［
２ １ ］

为本 ，
又参己意所拟 。 对读 《通典 》 和中山王

壶的相关记载 ， 可以部分复原周代祭天九献之礼 。

历来学者多尊奉郑玄之说 ，
以天地大神至尊不裸。 然此非殷周古制 ， 西周何尊 、

德方鼎皆载有武王裸天之事 ， 故饗上帝应有裸礼
［
２２

］

。 则祭天亦应有王及后行二裸以降

神之事 ， 合杜佑所谓七献 ， 亦应为九献 。

《通典 》 谓荐血腥之后 ， 乃朝践之献 ， 即王酌泛齐以献尸 。 荐血腥后为朝践之献 ，

礼无明文 ，
乃杜佑据宗庙九献之礼推定 。 杜佑 自 注 ：

“

按 ： 郊丘礼阙 ， 无文以书 。 唯

《大宗伯 ？ 司尊彝 》 所陈酒齐 ， 郑玄及郑众皆以为宗庙之礼 。 今约 《 司尊彝 》 酌献五齐

之次以为说 。

”

今由 中 山王壶铭观之 ， 杜佑以郊丘有朝践之献不为无据 。 郊天 、 祭祖既

有五齐 ， 则应备九献之礼无疑。

中 山王壶所谓 以禋齐饗上帝者 ， 乃 以五齐饗献上帝神尸之谓 。 《通典 》 据 《 礼

记 ？ 郊特牲 》

“

器用陶匏 ，
以饗天地之性

”

，
以尊为陶尊 ， 爵为匏片 ， 此或系殷周古礼 。

中山王壶谓
“

铸为彝壶 ，
以节禋齐 ，

…… 以饗上帝
”

， 则当时盛饗神尸之五齐者乃此铜

壶 ， 此或后世变礼。

以壶盛禋醅可与 《周礼 ？ 春官 ？ 司尊葬 》 相关记载对读 。 《 司尊彝 》 云 ：

“

春祠夏

褕 ， 裸用鸡彝 、 鸟彝 ， 皆有舟 ； 其朝践用两献尊 ， 其再献用两象尊 ， 皆有疊 ， 诸臣之

所昨也。 秋尝冬蒸 ， 裸用缂葬 、 黄彝 ， 皆有舟 ； 其献用两著尊 ， 其馈献用两壶尊 ， 皆

有蜃 ， 诸臣之所昨也 。

”

郑玄 《注 》 ：

“

壶者 ， 以壶为尊 。 《春秋传 》 日 ？

？

‘

尊以鲁壶 。

’ ”

此酌禋醅之壶 ， 或与 《 司尊葬 》 之壶尊有关。

中山王壶铭说明 ， 《周礼 》 所记制度是有相关制度背景作为依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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