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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晚 商 时 期 的 兽 面 纹 大 圆 鼎

，
不 仅 形 体 硕 大

，
花 纹特 征 明 显

，
在 墓 葬 中 的 出 土 位 置 特 殊

，

且 只 出 一 件
，

在 当 时社会 生 活 和 丧 葬礼仪 活 动 中 ，
应 扮 演 着 非 常 重要 的 角 色

。 西 周 早 期 兽 面 纹 大 圆 鼎 也较 多 见
，
使 用 规 制

延 用 殷礼 。
此 类 兽 面 纹 大 圆 鼎 多 自 名 为 鬻 。 据 此 判 断 ，

此 类 大 圆 鼎 应 为 蒸 煮 牲体之 器
，
与 东 周 时 期 高 级贵 族

墓 中 的 特 大 型 圆 鼎 有 着 渊 源 关 系
，
应 具 有相 同 的 功 能 和 称 名

。

关键词
：
商 代 晚 期

；
西 周 早 期

；
青铜 器

；
兽 面 纹 大 圆 鼎

；
礼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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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群＋极为董靈的一 令

自■商时 商人 已经遂渐專成了獨具灘蕾ｌｉＭ

制度 ． 贫攝等级责族蠡葬中 出 土 日 ！ Ｉ形体较大 、 蹄足 、

多敎崖娜翻致翁太歸富１ ５具有
一

些
“

独特
”

规律 ，

顧＃律１Ｔ习 俗修深腳■ 了 周 人的 用
：＿度３

过去 ． 学木 界在讨论兽商纹蹄 ａ大Ｈ激 ０才气 也渉及

到这
一

用賴麗度 ，但齊：没 ？賓 系栽後及。 因 此
、探華晚

龠和Ｍ早鑛蠤＿使麗Ｍ鼎 习俗 ， 手我们潔

ＡＭ斑周人对獻礼的謹＊ 与改造ｓ

一

、 殷人墓葬使用 大 圆鼎 的规律性特征

Ｉｔ文化墓譁阜樣二殖簡 ｆｅｆ■ 已经懷麗太鳳通
＾
如

馨嗔 靡址沉ＺＭ２气 ：ＰＹＷＭ ｌ ｉ續書大麗

可＆视为锻人墓＃使用大菌搏釣源头 ＾ 这

类早期蠤葬数董太少 ， 本足 付後其与聽商蠤

葬使 用大Ｈ鼐？关联 ，
所以本文暂 下计论二里镇 １时

麵曆Ｍｌ＿律爾怔 ^

晚商时期 《 殷人使甩大圆＿具有？艮强翁规律惶
，

这主要体现在大ｆｔ瑠数龜＾
也＆齡

“

独特铨
”

及太＿

顯■反映姆等缴隹上 。 下爾靈＿ ｜＆＾ ，

１麗蹙上时屬

職商时＿Ｍ？＿ Ｓ
太致可好＃霄

＇

感与繁ｉｌ？太

类屬麗中ｘ可以分出柱足 ｅｉｒ略带蹄足 ！
！麗顧ｊ裆

画？ 、 扁足 圆 鼎 ，東颈迦激等 」
、＊

． 茸 中 方鼎 ４ 分 档

藤＾葳１慕 、 束颈霄顯多寶錢Ｗ 出霉者 、＿霄纖儒

有成对出现的倒早 ， 有孥者称 为偶数成对现象气 但

大圆■尚没有发现成对出现者 。 下面举例说两 。

屢＿３賺露？激墟二 繼主Ａ为武丁之疆

ｔｅ好
，
ｆｔ墓 出 土＿ ３ ｉ 件ｆ參■带浇驢應趨 ） ， 猶驢

可分方 、 圆两大类气 方鼎 ５ 陣 ， 其中成对？方顯有
■

司

母辛大方鼐 ２ 件 、
泡好音 扁足鼎 ２ 件 ；

圆馨２ ５ 件 ， 其

—

８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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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殷墟妇好墓和花东 Ｍ ５４ 大圆鼎位置图

牢處时纖論＆動 ｎ 戎 式妇 ：？律 ．

、
Ｉ

Ｂ 式紅好中露＿黑 ６ 件 、 Ｓ好？觀爾趣 Ｊ件 ，好

２ 件 、妇好小醒柱麵顧 Ｍ牛 、 妇

ｉｉ ｓ ｆｒ ｗ 这些成对或成组铜 铭文
一

致 、形制 、
．紋

饰 ５？■鐵近《 除此之 蟇拓出土 一释亚？太

Ｍ５ 

： ？０８
）  ＊

，遍貪 

７２ ． ２
，童 ６ｆｉ － ５千袁 ，

？比 々＿＿

所扭眞他 ２４费靈赢戰

麗墟 ：靈歳ｉｆｅ  ：

Ｍ １ ６〇ｍ廳三 ：１１＿氣 ４繼＆人

通址＿璨 ，该義出 土爾 ｉｆ 

６评，處灣德铜齡亚棄企

分裆遍酈 ２ 件、躯址方鼎 ２ 件
， 成对者铭文

一致 、形

，
纹像

＾
禮董痕￥缓 。 －宗谨 Ｍ ｌ欧ｆｔ出土細靡 １

件ｉＭ ｌ ６０ ： ６２
＞  ， ■疆 ６ ５

厲＿ ，賞 

２６ ． １千寬 截灘顏 

ｆｃｂ

鹿篇新出其他铜麗＿＊ ＆

；

駿擁 ；
＊ ：司空 ：Ｍ３Ｕ３ 为殷壞四海早段蠤葬 ＾墓齒人

属于马危家族 ，读纛出 壬铜雛 ７ 怦 ， 成对韵铜鼎有马

危方＿２ 伴 、乌危分挡鼎 ２ 鏐 、马危扇足Ｍ２ 丨半
、

． 成

看歡， ？

＜＿ ５灘 賴壑論 ３

Ｍ ｆｆｅ
－ｆａｆｃｌｇＢ ；

１ ＃
（ 

Ｍ３ＫＳ ：

 １ １ ６
）

，＿ ：■ ３４ ． ４ 滅乘，鑪

６ ． ７ ５ 千窝 ｓ 
驚比舞隸奠 Ｍ １ ６０賴ｉｊ ；＾圆鄭＿

色不少 ，但栢较Ｈ慕斯出铜藤＃最为额大 、厚鬣》

殷爐爾纛＿臟Ｍ ｌ ｔＭＳ 逾殷爐＿雇麻藤意參，

齡人寓手■服家 谨囊扭土铜靡 Ｓ ＃
ｓ

ｆｉｆｅ对缠＜１

ＷＩＥ抓方讓 ２件 、 亚抓＿邏 ２
ｆｒ ，食一

致 ，形制 ， 纹饰 崖量接近气 刘絮圧北地 Ｍ １０相 述出

土大圆藝 １ 件
ｔ爾 ：痛 ３

＝

４ ． １
 ；属讓＾鶯 ５ ． ３５ 千＿  ｓ雜麵讓

比 同墓所出其 他铜■顼大 ｔ

从上攀＿德＿ ，
齡＿＿龜中醫？鑛＿

ｆｆ
ａ好墓 ）往往随葬成对或成担 的 青镯靈 ，

，值＿顯慕

中大菌■不现＾或对或成组出现的倒子 ， 这说明葛中

大＾拿鏐釐占具有独特＾ 这种独特性还 体 ■现在

翁他廳霞衡纖＿高等级藝葬中 ，
如殷墟之 内 的蒸議

Ｍ ５４
？

ｈ ｉＳｆｔＳＩｌ ：爾 
Ｍ ２Ｓ

？
、女瞧翕 Ｍ５气

難廳氣 歷■之外霸廳食

Ｍ １ ３９
？

、倉阳＿ 山 ？ Ｍ １气
３ 

奠 ：纖ｍｆｃ

２ ．
ｆｔ貴上的

Ｍ

独特性

从案置Ｊ：看 墓葬中翁歲露Ｉ鍛放Ｍｒ椁

ｆｔ棺外或楦 、撑羞之土
 ５
造蠢 由 于棺椁腐？５屬陷

；

出土 齒蠢朱必就是原袷＆鞏 ， 本文暂不讨论 仅就椁

内棺外的大凰鹿而 ！！＾ 晚商墨葬中 的大顏鼎摆放位

摩有
一

＿律 。

猶上举请羣中 Ｊ３＃Ｊ？研Ｗ藤■禾圆 ｉｔ位于響輋

西北角 ， 花东 Ｍ ５４ 所出
“

亚长
”

大 ＿＿《 Ｍ ５ ４ ： ２４ （＾ｆ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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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大司空 Ｍ３０３ ２ ．郭家庄 Ｍ １ ６０

图二 殷墟大司 空 Ｍ３０３ 和 郭家庄 Ｍ １ ６０ 大圆鼎位置图

￥爲｜＾室處此＿ ５，山 ｍ ｉ 着出鲁 靡

｛
Ｍ １

： １ 豫于备顯淳霉賀歌鑛 雞寥 顏爾 Ｍ２６

所出倚化鲁纖太鳳顯｜
Ｍ２ ６ ： ３４Ｊ位手顧端椁食谨＿

負 ，
罗山３５＿ 

Ｍ ５７麗＿＾？紋太晴識 （Ｍ Ｓ７ 

：
： １ ６ ）．于

头端椁室西北 角 ， 这？大爾厢位于搏室头端
一

角 ， 位

晝輕为＿ 目 。 这种誉逾放置于捺室
一

角 ？规律＇ 反

食 中 比

＿識中 的戴 弓號誦 （
ｍ ｓ 

：細
） 凰边 多 为太壤食器

（ 图
＿

： ｒ ）
 ？ 

４ｊｍ廉＾？達＿魏、
乃 （ ＞

为妇好三：＿鼷 ，

７的
，
ｓ〇９ 为司母辛大方親 ，这些食器皆围烧亚男大層

＜ｉ＾Ｓ ；Ｍ ５４ ｌａｊｆｆｃＳＭ ｊｒＭ５ ４ ： ２４〇
｝ ^

申 图
一

：
２

） ｓ周 围 分布着两件方渠 （ｎｗ ｉ
）属

律 １§
■

德■ ｜ ；

＇１ ６６
、

１ ６７ 

、
１ ７２

、
１ ８ １

〉 、 两件簋 （
ｍ 

、
１ ７

＊

７ ） 、 三

—衡爨 【 １ ６１
、

１ ６２４ ６４
〉 ， 亚长大屬獨 昀ｆｔｒ置极为 ｜｜

Ｂ ？

麟时＿５有
一

臟齡 職有鱗
椁窒—爾 ＊ 但Ｉ經寫椁？不舊 ， 且蟇各自食墨靜爾
“

中 置 ， 出＿最遍大司空 ： Ｍ３０３ 与＿＿１組 ６０ 。

撰发擬报告 ， 大司空 Ｍ３０ｉ － ＿釋翁； Ｊ
Ｍ３０３ ；

１ １ ６
）最ｆｉｔｔＫｆ

＿餘 意 角ｔ 
图 二

：
１
 ）

■

＆＃Ｍ
—

 ｉ
； 

１ １ ４
ｊ 

ｉ ｓ ］ ，ｉ 
１ ０４

＞ ？Ｊｉ

臟纖麵前中心， 雜雛Ｍ １ ６０

酿＆遽址賣靈纖 （
Ｍ ｌ柳 ６２

》

：修条■＿處 （ 图 二 ：
２ ） ，

其 礼器群以 乐潘和食器 为 主 ， 食覉Ｒ太眞顯＃

表
一 殷墟诸墓所 出 大圆鼎及墓葬形制统计表

单位
大圆鼎体型

随葬青铜礼容器情况 面积 ／平方米 分期
通高 ／厘米 重量 ／千克

／雄 

Ｍ ５＿＿ ）
７２ ． ２ ５ ０ ． ５ ２００ 多件铜容器 ，

墓主人为商王配偶
墓 口

 ：
２２ ． ４

墓底 ：
２ １ ． ６

￣

２２ ． ４

二期早

郭家庄 Ｍ １ ６０ ５ ５ ２６ ． １ ４ １ 件礼器 ，其中 １ ０ 觚 １ ０ 角
墓 口

 ： 
１ ３
－

１ ３ ． ７

墓底 ：
１ ２ ． ５

？

１ ３

三繼＿

花东 Ｍ ５４ ４８ ． ６ １ ６ ． ３ ５ ４０件铜容器 ，

９ 觚 ９ 爵
墨 口

 ： 
１ ６ ． ３

？

１ ６ ． ６

墓底 ：
２ ５
？

２６ ． ５

二

大司空 Ｍ３０３ ３４ ． ４ ６ ． ７ ５ ３９件礼容器 ，

６ 觚 １ ０ 爵
墓 口

 ：
８ ． ７

？

９ ． ６

墓底 ：
８ ． ８４

－

９ ． ６

四期早

刘家庄北地 Ｍ １ ０４６ ３４ ． ７ ５ ． ２ ５ ３３ 件礼容器 ，

３ 觚 ５ 爵 ２ 角
墓 口

 ：
９ ． ２

墓底 ：
８ ． １

？

８ ． ３

四期晚

刘家庄北地 Ｍ７９３ ３０ ． ８ ６ ． ３ ５ １ １ 件礼容器
，

２ 觚 ２ 爵 墨底 ：
８ ． ４

戚家庄 Ｍ２６９ ２８ ． ３ ４龙 ２０件礼容器 ，

３ 觚 ２ 爵
墓 口

 ：
４ ． ６

墨底 ：
６ ． ５

三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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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 ， 北侧 为方 形 ｌｉ （
ｗ

）和 趣 （
ｓ ｉ ） ． 南個 ｉ为方鼎

（ ２ １ ） ，有盖提梁観 （
３２ ）和簋 （

３３ ）
，
太靈鼐位于＿近东

北角的空膚地带 ，三足竖 １２ ， 放置较端正 ，极 为醒 目 。

可Ｅ ，从＆间上資
，
晚商时＿中高等级 墓葬 中抝

夫減＿ 

一姐被 ｌａｓ
＊

？＃室 ｛多为头端椁窒 》

一

氣，
萁

他 食器以它 为基总布局 ， 或绕其分布 ． 给予 大Ｍ鼎空

紙 ｆｉＭｌ  ｆｉ＆ 醫鼠職二

鼎在參灣＃中 ｗ空 间

３ ．濯圓麵，异能獅麵酵截

？中太圆翁齋
ｆ

主寥糧墓＿＿

与太＿体型
，＿应关系上 ， 即籙葬所毋價面紋大

Ｍ 的 尺寸之 他们级親之差靠 ：＃相＿ｓ＃表
一

诸蠤 中 ， 大Ｍ藤的体繼生要 ：体现在通高和蠻釐上 ，

■锻可以 用青铜牛游 ：器数＾ 讓心藝器

数量及墓葬面毅３今指标综合判断 ， 妇好墓等级远

高亍其他六墓 ，
故它■ 大Ｈ鼎休凰，

也要远大于萁 池

六蘑申雜大谓麗 鄴家庄 Ｍ １ ６Ｕ 为 ｉ ｎ 觚 １ １ １ 角慕葬 ，

比 ９ 觚 ９ 爵的花东 Ｍ ５ ４ ＃ 出 １＿＿鑾
，
歡ｆｔ象ｆｔ

Ｍ １Ｍ 所ｆｆｌ靠爾麝体靡大于職 ＭＭ 所 出大圆馨 ．

ｐ

太司叠 Ｍ３０３所出４＿馨 、觚■数鑛都要＃与刘＿庄

姻爐 Ｍ Ｕ３４６
，Ｍ３０：３ 齡ｉｆ

｝
灸＿ ＜離驗遍拿ｆｌ与刘

Ｍ １Ｍ６？大 司， 
Ｍ３〇 ：０

太暖 与二墓等级差部一致 戚象庄 Ｍ２Ｗ 出

土 ２０ 件礼春霽 、
比刘家庄 ：ｆｆｉ地 Ｍ７９３ 礼容舉数量多 ，

ｆ纖葬面 ＳＲ又远 于刻家圧北地 Ｍ７？屬太錄■滅

象＿  ＪＮ４２６ ９ 太 ＿膽無産讓，小 遞 Ｍ７９３： 太

誦雜爾＊

这里需悪对．殷墟文葱绿岛 Ｍ５爾Ｍ２ ６

釈扭義＾斧出说網 ＊
文＿绿岛 Ｍ ５ 出土青铜孔鐵｜

叉

育 １觚 １ 羅１ ，慕 口 ５ ， ５＜驗别纖

瞻一？ＳＭＩｆｔ，趨露驗 
４ ６ 

． Ｓ

鶯 Ｉ ６ ． ５ 千鸾 ，
已ｇ接近花东 ＭＭ 太顧的体型 ， 郭

家ｆｆｉｉ？南 Ｍ２６ 为殷墟二 期晚段墓葬 ， 出土青铜礼容

鐵 Ｉ ２ 件 （
包括 ２ 趣 ２ 餺 ） ， 墓 口面积 ８ ． ５ｍ

２

， 显疋其级

＿与謂摩直氣觀—７９ ；５屬拿相 当 ＾但艱讓？＃南 Ｍ２６

所出大 圆顧健 ４４ 厘米
，

重 １ ３ ． ２５ 千苈 ， 体＿大于

刻家庄北＿ 

Ｍ７ ９ ｉｌ 鼎 。 友：＿＿＿ Ｍ Ｓ ＿＿庄东

南 Ｍ２６ 所出大顧藤体慶与慕葬级钶不符節现象 ， ．或

与 二 喜所出大撼＿特殊性有关＾ 文源绿岛 Ｍ５ 太＿識

腹部所饰兽面纹 ｆｉｔ表面还印有绳纹 ， 这种纹饰獨顧

？＋顱文化懷＜ｘ此
一件 ， 却在脑麗麗 ：墙县．減镇

滹沱村找封
一

 ｆ牛形劁与纹饰接近的大圖鼎
》

， 暗示这

种坆饰大圓塌可能来源于殷墟之外 。 郭家 庄东 南

Ｍ２ ６簡化曾面絞＊圆識４臆＿＿後＊１ ６

个 圆■，作粗糙 ＜霄嘗者认为爾傷醫國

来鑛〖〒李罘崖文化？
（该墓坯出土北方式鐵形器 夂 若

这两＃大？■确爾于外来文 化物４ ，ＳＲ么文源绿岛

Ｍ ５ 与 廳Ｍ２＆
￥襄隱霄人麵大 圆臟

＿纖酬解了 。

蠤彝中ｉ＾Ｗ＃＿違异与蠤＿謇皴羞１１＾相

符 ？的规律． 不仅体现在殷墟遗址 ， 还体现在远禽王都

－翁重化Ｋ＊
■＊！阳夢 山遂灌邋址中 ，

Ｍ ｔ 慕 ＨＭ

？ 
２ ４ ． ７ｍ

３

，

，愈 悬 １ ６？１

２

，斑土１ ３傳參梅礼容鐵 ，

键赞 Ｓ 套觚爵 ；
Ｍ ５２

＿ 

口 面裏游 １ ０
￣

ｌ ｔｌ ７ｍ
ｓ

， 露廳面

７
￣

８ｍ％ 出ｉ １０ 傳會锎札容纗 ， 包薇 ２ 隹鉞舊 。

可１ 

＊＿ 

１爵瓣 

Ｍ５７
＇，

ｉ＊＊＿  ５ ＿
Ｍ ｌ ＳＤ ． ７Ｍｉ＾ ＊＾Ｓｌ 

Ｍ ５７ＩｆｌＨ

食逢 ３ ８ ． ４ 處衆 ， 二謙歡應＾鸟羃^

级霞异
一

致 ，

憑號上＿着、＿们可以趣虛 ， ＿詹＃｜？＿中

？大歸黯不仅在食器群中 裊有特珠地＆ ，
还是 象怔

謇纂主人身份与幾？｜實鐵 。 窗人麵％１讓？使 ｜｜ 梦

摆放梟有显而
＇

易麗釣规律性
，
这种规律牲也Ｍ？ ． 商

人埋露大懷ａｐｔ遵赠ｔ赛趴大 圆鼎 为尊 ＿基本 习

实际上
，

上逄认？Ｉ 不＆限于＿＃时翻
，
＿ｉｉ寸

＿爾麗纖５＊严搭蘭盾这
一

两格离规定 。 比如 Ｘ麝贛

太瘠宫长字 ａ慕 为 周初大蟇 ， 该墓出土大量带有
“

长

？

ｆ 口

”

售龙锔＿ ＊

？
１＾＆￥＾赞

‘

口
”

爾 ｆｔ？ 
口 大愈

具 １？＿態叢系文化风橙 Ｊ？长族长焉ｉＳ魔王朝

趙翕等级赍族 ｛ 如花东 Ｍ ５４ 蠤芏人
“

並长
”

） ， 所以长

子 口 太靈可视均殷遗ｇ壽 ｇ该＿
？

出土铜鼎 ２ ２

１％＿響翁 ５ 种 ， ：＾１１＿備
＇

３ ＿簡 １ ：幻＇纖

唯一
一 也是班土中象主人秦論北檯室 的 西

祖希 ，龙檩鬅其他食―都赛＾麗麗１４东 大圆騰歡覽

极 为罡 目 ＾ 再如
，

前拿大墓池在晚商时勘业Ｓ存在 ，其

严释？觚＃组 合 、腰坑殉夠 ，
殉人 ， 以及大量掏族徽 、

曰 名铭文 ， 说明该墓地属 亍
＂

輿灌商文化遗址 ， 前掌大

墓逾 Ｍ ｉ ｌ 出土铜鼎 ８ 伴 ，萁 中 成对鼎就有三类 ， 大圆

１ＷＰ戀
一

怦Ｉ 

Ｍｌ  １ ： ９ ４
１气修ｆＰ主 入纖 麵

麻角
产
纖 驚上与處歯観？人删

的礼
—

致 。 前掌大慕地 Ｍ ｉ ｌ 已绕进Ａ ：西 周早

墓吏人可视为广１ 驗殷遗■ Ｄ 遂进一伊说植＃西屬时

其３殷遗民在使用兽面纹大贏输时 ． 兒整的继承了商人

■孔俗 数鵞上 ｊｍｔ都强
．调了大 圆ＷＥ食赣Ｗ

中 泡独特 丨生 ． 以大屬德为尊 。

二
、 西周早期周 系贵族墓葬对大圆 鼎 的

使用 方式

翁文 已ｇ讨论了包掊殷遣》禮＿毅人摹＿

大Ｍ鼎？使甩方式
，

认 为殷人业 已形成了
一

套相对

稳固的 使用大興親釣习 俗 ， 殷人育意菅造大圆薄^

食器群中 ｉｒ唯我独尊 翁位 ｓ■么 ，这
一

习 Ｋ是否对

滅 纖＃＃餘广！概金 ）

产生？爾 １ 这就遇需要考察厨系贵诶墓葬对大腫顧

＿用 ｜１式 。 镲＾调酿瘍 ， 由 中瑜麓礼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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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匕有
一次大规模变动 ， 学木界称之为

“

礼？变革
”

或

制革命
”

气 所以本节注要Ｍ论这
一

变革之前 的情

私 总Ｗ来说 ，
西 周 早期周系贵族墓葬对大圆顯的 庚

１＾
一

方面继承了晚商时＿ 已形成的以其为尊的

況依 ，

另」方面■表誠灘ａｆｃ上有所食化 属于周蘿食

鑛，ｉｆ纖， 下面翻職ａ

薇北随ｆ ｌ 叶家 山墓地是曽 国蠤地
，
通过诸 多关联

＾＜姐时箏山ｆｆ出＃＿罄、文驊搭墓堪曾侯真锔

钟 中的
“

余 ｆｔ之玄孙
？ ？

等 ） ，学术界 目 前 已 经判定曾Ｅ

为姬姓封围 《 目前 ， 叶家山蠤德已经公布？中高等掘

，Ｈ賓 Ｍ ｌ １１气Ｍ ｌ
？

 ｊ
Ｍ ｌ ｄＴ＊三骜

＇

中

徽？鼎与奠他１鼎体凿差矩较太 ， 且枒料发表輕

貪 计家山麵＃摊歲讀 ，麵费

爾蘿 ｔ麵侯職獨 、 圆墦 、 分裆酵 ，这种现象也麗

于
：

Ｍ ｌ  １
ｉ与 Ｍ ｌ 中 。

Ｍ ｌ 也土４ 難＿倉麗 ＿屬

鼎 ，
Ｍ ｉ ｌ  １ 出土４ 件＿＿＾；６滿 ，停國涡 四叶 目錢＿

组锔鶴＿ １，鑛文基东—戆 ｓ＿之相对 》

Ｍ ｉ ｌ ｌ 、Ｍ １ 鯆■ 中會
一

氣＊孤論＿

？  ’■■ Ｍ ｉ ｌ ｌ 与 Ｍ ｌ 中 隱太ＰＭ應賴
？

＿＾＿
＊

篇

位蕙ｔ其他两震則比鞍幸隹Ｐ
Ｍ ｉ ｌ ｌ

ｆ代曾候蓋葬 ，

出 土器物 ＊多 ， 其中 食器 （包鞋鼎 ，簋 、 聚集

歲鵞于北二层 合中舊 ，
与 北二层 ＃东鄧露水禱和＿

：ｇ＃中 间留＃食邊她帶 ，
Ｋ，網麗 （ 图 三 ） ａ 食鑛按

照功能承］器＊也有聚集现象 ． 簋类棄秦于酉値 ，擗类

聚ＳＴＷ＿ ， 大嶋４
ｍ ｉ ｉ ｉ

： ８ ４
－

ａ就

南角 ， 其他食器以大 圖鼎为基点
，

从东 向 Ｂ ＪＡ南掏

北分布 ，
大騰鼎在＿上极 为显 目 。

＇

爾１ ，
．从空眞上

看 ， ＊圆鼎 虽 飱处千食器群中 ，但它与酒器群隔空 白

迦皆
‘

桕 ＩＩ ＇卖际上位于食鑲群ｉ
３酒鐵群牵心位置？

北二Ｓｔ上逾鸞
一

组倉器 ／權 ２ 廳 １ 鬲 １ 鼴 』 簋 ，

麵顧与麄艺间分市翁逢礼■  ＾

夫動 （
Ｍ １ ０７ ： ３

＞滅

粒于激些铜食鐵和漆器爵擎间 中 置 ，较为显 目 ，

＿繼ＡＭ １０７ 以通薦＿９

塞于等輕 ，

Ｍ １ １ １
毋土ＳＩ＃＆＿＿ ，

Ｍ １出 土 ａｓ

伴１Ｃ容爵 ，
Ｍｔｔｆｆ 出士 

１ １ 雜礼容器 ， 三磨魏级别具曹

＿ 

Ｍｆｔ ｌｆｉ＊Ｍ １ １ １ 班 ：

土 ：ｆｃ＿＿ （
Ｍ ｌ  １ １ ： ８ ４  １ 鑛高 ｇ６ ． ５

贏＿ ，潔 ３６ 千寬： ，
Ｍ １ｆｆｌｉｉ素靈顧Ｍ ｌ

：？
）

：鑛高 ，５４ ． ８
̄

５ ？滅Ｉｆｅ ｖ翁駕 
９ １ ． ５午食

 ２ 

Ｍ １０７ｆｃｆｔ土 ；

Ｓ
ｃＢ？ 《

Ｍ １ ＣＴ７ 
： ３ ）

爾＿ ３３ ． ＆麗舉 、 重 ７ ． ２８〒？ ，

Ｍ ｌ ｌ ｌ ＿ Ｍ Ｉ ｜ｆ毋太圆

讓■体霞鐵显霤宁 Ｍ １０７
， 薦 ＿Ｍ ｉ ｌ ｌ

、
Ｍ １ 爾■比

从搬尋＾道處翻＃＾ 但艎， １ １ １ 与

謂？ 二
益 蠢

两种可能的 匣 第一种可能是 Ｍ ｌ 暮生人的仕会地

ｆｔｌｆｅｔ午并￥＃于 Ｍ ｉ ｌ  １的ｌｂ％＃＃ 。 Ｍ ｌ

家山霉爾中年ｆｔ■举者 ， 其四 件相圈＆制 ；ｆ讓翁濉

葬规格＆过了商末周初多数的 虜舞慕葬 ， 所以有学

者 豫饿是
一

代曽隹
？

， 或至 ．也与普侯有相 同的地

＆
■

！ 《 ｗ ｓｍｓ■主 矣可龍暴
“

方 国 ＿Ｂ３ｉ王崖ＩＩ

誠ｓ

ｈ＿此 ＾
则組酵氣論＃麵虽少于 Ｍ ｉ ｌ ｌ

ｆ
ｆｔ

其 獨爾

麗齙体糖与 Ｍ ｉ ｌ ｌ 所出 太＿１％＊＃相＿＾第二种可能

是叶家 山 毚地痉 使 用大 圖鼎衰现葚 主人社会地位

时 ， 不再单純依寒体型 ， ％可能增加了数量的 因 素

Ｍ ｌ  １ １ 除 ：Ｔ出 土
一

件儀＿ 
Ｓ ６： Ｍ来的 大麵靈 〖

：

組 １ １
：

８ ４ 

－

１
， 讓寶

一４Ｓ ．
６属米１駕 ３ １ Ｊ予 ：麗露太 圆

鼎 （
Ｍ １ １ １

： ７ ５ ） ，
Ｍ １ １ １

： ７ ５＃獲感办千 Ｍ ｌ ｌ ｌ
： ８４ １

 ；

但

Ｍ ｉ ｌ ｌ蔚辑奠德＿播 ，
廉倉等 Ｍ ｉ ｌ ｌ 出土虐｜

大圆？。 １；排除 Ｍ ｉ ｌ ｌ 使屬聊？大圆稱蔘親其
一

ｆｔ替

＿■＆会她：＆ ？＿此 ，＿ Ｍ ｉ ｌ ｌ 所出 ；
３ＣＭ侧与

Ｍ ｌ

＿出＃：圆藤黨拿＿当 ， ＿ ｌｖｉ ｉ ｉ ｒ崔像 丨鍾两眷太

蘭麗Ｍ ■田对通翁鍵賴 ｓ

实际上
ｆ 

ｉｓＭＭ金換靈霜中 ，

一

墓擁＿
＇

参參太 圆

顧？＃象第系罕凰 。 比如 《擎鸦石鼓？山＿ｉ Ｍ４ 甚選

出土三伴食纖藝鼎 ：

？
（Ｍ４Ｋ３ ： ３ １ ５

、
Ｋ２ 

： ２１ ５ 、 Ｋ３ 

： ３０９ ）
 ｓ 
遂

三 阵＊圆涛趨体型都要远大亍同盡断出其懷＾４ 除


■ ■

？？〇 ＼

＾ ＼ ＷｉＭ

图 三 叶家 山 Ｍ １ １ １ 所 出 大圆鼎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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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 米
 ｜ ｜

１

 Ｉ ｜

图 四 琉璃河 Ｉ ＩＭ２５３ 大圆鼎位置图

了 

Ｍ４
，襄歡山 Ｍ３出土

一

件大 圆職： 鑛屬

４４綠狀、 纛Ｊ ５ ． ９ ； 平ｆｔｙ
与顧斗 蘇出縁歎驢墨 遣霞

４６ ． ６
、 重 １ ９ ． １＾１３撰逝 ９ 爱于两墓地等 木异

一

般认为 ， 两座藝葬形綱同 、规獅 当 屬爾魏大養ｆｔ

容器 ， 墓葬？寒级应该接近 ， 甚至可能是
一

对夫妻墓

速
一

认识 ，能够解释两葛大＿棣霉揆ｆｔ釣现象 ， 因

此 ，
Ｍ４■葬大鐵圆鼎前数最 ，来必就能决食Ｈ辱级 ，

它 的等级 ，依旧是由＊ｉ］痛体型决定的 Ｐ
果若此 ， 则叶

蒙山 Ｍ ｉｌ ｌ 与 Ｍ ｌ纖薦＿麵顔当論可儀暴二 ：霍羅

主人 彳土会他位相仿决定的

Ｓｔ 
于 Ｍ３

、
Ｍ４＿ 

；

！
； ：轉虜 ８每有

一

个

细节胬要说明 ，
由 于菌龜中 ＿楊物多豫鸞宁ｆｔ龛内 》

Ｒ能廿论大歸顧在其壁龛Ａ的相对麵冋Ｍ ｅＭ３ 太

＿扭土Ｔ 

３ 臂蟹龛 鏡蟹龛有三伴食器 ， 大凰■ 正

立 于聖龛外翻１
，

正食向朝籯耋
＾ 

一

体型稍大顧顧倒

太ｐ鼎 无疑＿于 １

ＢａＭ４ 最大鐘肩拙土于 ｉ纖食 ，数費龛？食截隹

主 ， Ｓ有沙量旅 ？

氣，矗太 圆纖 内 置
一顧曇 左于塗

桑鮮響一■： ？
，顧畜＿詹萬賓 显 目

（ 可见 对石＿

山 Ｍ３
、
Ｍ４ 窗慕 Ｈｉｉ大圆 自議齡 ５儀

旧 篇 丨＿■蠹内翁萁他金勸试其为尊 ４

耀了叶家山＿与石露 房山璣 ．璃柯義爾

Ｈ伕天马 ｆｔ衬墓地 Ｍ６２ １ ０
？等姬姓贵族

墓葬也都有依型相对较大圆？ ，可餐讨 ＿河 Ｉ

Ｍ２ ５３ 中 韵铜礼容禱＿放在＾ 层 合上 ，
二层ｆｔ？ 西

伽主要是酒器和水器
，

东健主要是食 中 间以大Ｍ

＿｛Ｍ２５ｔ  １ ２
）聲分界 《鋼屬处于二层滴詞 上 的中

心 （ 图 四 ）、 极 ；Ｓ■ 目 ｓ 翁衬 Ｍ ６２ １ ０

（Ｍ６３ １０ 

： １
）孤立地敏簟于參ｆｔ寒 ：焉＿ ＿ 二层 台上 ｓ

＇

爾

其他礼容器被放聾于植椁之间 ， 麗裏少显示了

太圆鼎空间上的独特

可见 ， 通过上述 多＿＿？分祈 ， 基本可以确

定 ， 團 系贵據在廣麗早顧大体 ５￡讀了晚商时期＃ ３

形成的便用太虜黯制度 ． 大体遵擴了 Ｓ样 ｆＬ猶麵律 ：

即霍中＋霪麗ｉｆ可Ｕ成对或成组出现 ， 但大？仅

Ｊ＆Ｍ牛戌顧不仅依ＩＨ＃＃鐵群乏尊撤？＆
 ｓ 

Ｍ

你于整 个礼容器群的中心 同
一

墓灌％大

体遭与Ｓ葬等级基本
一致 ９ 姐要注意 ， 周 系赏族对大

滅？ 的使駕＆式 之ｉｐ ，
主墨撖

除最太麵舞 ｓ 麟麟级貴凝難臟其他大 ＇聚

嵐顴 ４这在珣商时期极为罕见 总体而 ５ ， 周 系贵族

对大圓猶 的便 甩 ， 仍以延续为主 。

当 壤 ， 上遙縣雜５ｔ大麗顧 滅驅雜

维斩之处
，
并卞仅 ［Ｓ于 圈 人及其传统盟友群体 ， 也见

于
一

些被怔服的 非传统殷系贵族群体 ■ 之中 ， 典番奢

ｍ城大河 口
＃＊纂馳 《＃＃者 已ｆｅ

＇

擔扭 ，

一
？意称

？伯《
＿外臟齋＿

；
可綠出 ：

《 尚鲁‘＿诰｜， 屬 ， ，

卫 、雜 偏
”

ｖＢ为
‘

鄭伯
”

体系气 則震国焉ＥＫ于職

封讓ｓ 大钶 ａｍ ｉ
？麵伯蠤

；

■歎ｆｃ懸铜 ：祀容讓 ，

奮變威组 ，成灣雜方鏹 、 圆藤＊但最太 有
一

ｆｒ ，

旦遺子亂讓静＿ 中 间 上雇像驚 ，
较为？ 目 ｓｍ ｉ 除了

暴太 湛出 土 

一

雖铷運辏太 与 －Ａｌ勺

“

维新
”

之处颇为相 ｆ
［ｌ ？ 霸桕既＿典舉周 系贵族．禮系

能Ｂ人商遗民系列 ， 说明Ｍ系贵族对兽面紋太麗赢

陳繁造
５

，

爱霄ＴＴｒ泛认词 。

三
、兽面纹大 圆鼎 的相关 问题讨论

在上文８？？搶＿魯魏箠彝中
ｓ
大麵墨 ５他潘簡＊｛本

可说？筹＿＿、 蹄凰 ＿＿鳥与蹄恳鬉间三

翁 ＊主ＷＷＥＥｌｆｃ于Ｈ往Ｅ乘蹄足 、 三足？

或＿纖罐酿 ｓ 柱足麵靡共 同麵嫌＆

三機麗着胃 ＾
？ 蹄風 胃三馬

为蹄足或近似蹄足 ．三足上半部饰 ｆｃｆｅ浮離兽菌纹 － 介

类与鑛麗囊之 丨旬＃５ｆｅ＿则三足 虽翁ｔｔ ：麗 ，

但三尾上半都低ｆｓ潔擇
＇

雕兽面敫，在篆三藥大Ｍ

中
，
蹄足■太麗顏技鳜最 多

，
戒制特征鲜明

，

有深 人

＿章＃ｔｔ 。

蹄足 德新出？生要有殷糧妇 家



繼Ｍ １Ｍ
，变遞擧岛 Ｍ ５Ｓ ■葡秀雞 Ｍ １ ３：９

、 信＿ｙ山

宏麵Ｍ ｌ 、鹿誇长子 口 大慕 、 前掌大蠤地 Ｍ ｉ ｌ
、＿？！石

＿
＇

山Ｍ３ 、 Ｍ４
、藏 Ｍ ｌ

、
Ｍ ｌ ｉ ｌ

、
：＿ １１｜｜靡＿輕

ＩＩ

Ｍ２ ５３
ｓ＾马醜 Ｍ６２ １Ｏ

ｖ潇墟太１１ 口Ｍ ｌ
：娜 爾葡 早

■爽有
一

＿盗扰严童 ．
组台不全或■息不全德靈葬

售ｆｆｉ十膽晃＿裳＿简 ，

Ｗ６＆ 年 山聽＾村

麗靈鑫气ｗｓ 攀甘肃
’

寅＃涧 山 ａ周蠤 ６ 号顧夂 ｉｗ ｙ

史家｜§
一

看 的 宇ｉｆ＿＿ｆ
圭＿

Ｍ Ｉ气

湖北随＃ 丨
季子 山 Ｍ４

？ｐ ？ 鼻馨驗蹄慈纖＿薦翁＿
－Ｓ有

一

伴
，
家姐成对』！昼者 沒 纖蹄足类太Ｍ孤

獅大 ，

一

般灘 ４０ ； 顧 ：
擎自上 ，餘少＾外屬拿穆

出土 鑛＾＿ ＞

ｓ 而且 ， 戚翁Ｗ灌 ，坯

是
＇

西藤夢氣 ，蹄足类 ；ｆｃ＿痛具有 几碜相
＇

同 的爆制 ， 寫 ３

口 沿 卞饰一 ■鼠鲁面狭赞 ｓ
下廳■素胃 、蹄

足或近似蹄坦 、 ．三姐上半部饰浅浮雛兽面纹《 基^

些相似特征 ， 本文把这类大Ｂ ］？称为臀面敍蹄足大

ｌ？ｓ

畫遞臟
，
漏＿触１？＾＿賴藤零

＿较为常见的
一

类大鐵屬，暴舊 目 名 ， 能够 为我们揮

索其在礼仪活动中膽作用提供线索 ＾ 兽面纹蹄 Ｅ大

靡多 目 名为
“

鬻＇如巯璃河 Ｉ Ｍ２５３
＃离＿｜｜＃^

癸髮尊甏 （ 《集成｜
？
２７０３

） ？ 殷璩后Ｈ ：鑛 巳

霍臀出土
一

＃戍嗣乎鼐 ， ｔ， 作父癸宝 ｆ

Ｍ

Ｃｆ拿成 Ｉ

２７ ０ ８ ）铭文 ／
‘

ｒ織与黨鼎議，
＊

奪暴薷貪翁一ｉｆ
 ｆ

但＿到二者獅黌衝数舰 雜
“

，

寧４ １ ９Ｂ２争變＿＿歷村養截野出 ＃冉鼎 （ 《集或 》 ２２４７ ）

：＿ ，鑛鄉■根織娜分字形师 ＊也纖是
“

響
”

字 。 抟世兽酿Ｚ蹄足大？鼎中 ，也常ＥＲ
“

繫
”

为

自 名爾刺子 ， 如作册盤鼎
“

用作父 己 宝ｆＩ ｆ秦成 》

２７ １ １
＞ ，
木Ｘ册作妣 戊鼎

“

木１样妣戊《
”

＜ 《集成 》

２２４６ ） ， 发蒙
‘

发作文 父丁 （ 《集成＞ ２３ １Ｓ ） ， 以爰？＃

邏
＊

巧孙作但 ｇ宗堂黹 ｜

＞
’

（ 《集成 》 ２４３ １
丨等。

ＩＥ上豫氣灘ｆｅｌ 、 ｆ遲』識遣
，

从，，
“

皿＇ 从
＊ １

匕
”

，从 。 雄第，羅有从
＊＊

露：，顿＃ ＊迦｜

形
，

学木界 多释为
“

鬻
”

字
，

也就是甩挣顧实的
“

錬
”

字

繁 擊滅，管
￥

齡專＾字型＊ 既从
《

量
”

眷薄 生 ，从

，束，Ｈ卿驗喊关字―佩實齡

架＞

？
２６ ８ ６０

） ， 且年 Ｒ吏早 ， 所以
“

霄
”

菌可能读为
－

Ｍ ，

声
。 戀ＩＳ翼周 中＿賢鑛（ １濕＿ ：

？ 〇＋
－

４ １ ０６贿
＊

繩鵞

ｔｔｆｅｌ
％ ｆ甚＿

４

驚
ｗ

上加了羽形
，

在铭文中应渙释

读翁
《

糧＿ ， 有可能是行灌之糧 （ 《周孔 ？ 廪人 》郑玄注
４

？鬣 曰糧 ，谓備租
１ ’

；＾ 西 阌蓽期葬作又母辛鬲有铭
■？＿人 ｔ摘 ）ｆｆ女 （發 ， 用 作 又＆牟尊翁 逾》

６８ ８
） ，其 中

＂

ｒｆｔａ在
“

鬻
”

字基翦上｜〇米形 ，
无疑可

■銶實＇織乎麵＿麵３纖都可以
＇

職

＿響，应窗读为 声
， 应读都隶走穿

‘

響＇ 魯商

紋龙廳顧其実１：

一

种驚撒
《＊

张遽初免生曾考释
＊

鬻
”

为
“

ｍ 丨

《篇魏》

“

煶 ＊

火爆Ｉ＇ 《六书故ｒ煨 ． 火 中 热物
”

． 认 为 嫿壩是温热

食物＆費铜礼器＇ 从 目前 发现的 商文 化型善面

纹大圆馨＿  ＾？＿藝及足上 往 往ｔ縱良蒙＿ ， 西

篇？！＊鲁窗歡貪Ｍ＆ｆｔｔｏｉｆｅ ， 可以Ｉｅ＿響窗魏

ｉｃ滅雜衡宴 ．是
一韩用 于加热蒸 釁？煨搏Ｕ 《合集 》

２６８６０ 官
“

其鬻
”

， 应该是商玄用火蒸煮兽面纹大 圆

斷麵赢？纖

除了瞽衝社侧廟 ｓ
目前職现難其他＿大

鼎 自＿ｉｒ鬻
’ ＊

（ 媸 ） ： 要方鼎及禽顛 ｆｃ 密３＿置手餐＿

衝Ｗ
２ 号窖藏出 土

一

躪學＿方滿＾鍾高
５２裏米 ，

重 ３ １ 手寬 ，麵蟹挂有
一

层纖龜 ， 育铭
“

用

ｆｔ鋪Ｂ薄蕾％ Ｓ麻 鬻
’ ’

（ 煶 ）可能ｆｅ親热 食物的 大

藤通 ：称ｐ
彻 １ 年陕西长安沣东斗门鎮花国村 １ ５ 号慕

出 土爾件酿親冲期禽觀 ，

一

大
：

一 小
ｆ ■賊基本相 同 ，

盡雜 女誉＜ 

Ｍ １ ５ ：靖遽＿ ：

３ ５ 感繁
，
童 ：

１ ０ ．
Ｓ〒

藏＾電鐵
“

貧麵繼麵
＊ ，

；

／
】—（
姐 ５ ：〇４雜＿ 

ａ ｉ ， ｓ

厘米 ．童 ３ ． ５ 千宪
，
有铭

“

禽作文考 父辛宝麗％从禽＊

￥名文可却 ，

大者 ｓｒ鬻書
’

４、者为
“

鼎＇进
一

步儀ｆ！

“

鬻
”

（ 媞 ）第麵衰谈警面歡 ３ｔ薇鼎 ， 而愚轉？雇紋大 圆

獅麵纖細麵進？
〇

“

鬻
”

（ 嬗 ）最大型曝觀翻＿名、泰进醫溝纹大圆壩

是可ｆｔｆｃｆｔ蠢翁繼Ｗ食物 的
一

祌鐵 这就确定了

善面纹蹄足太黯熟的使用方式 － 考處到兽面攻蹄展

大 ：藏親经常齊有动物骨骼 ， 很容易 推测殷题兽衝紋

蹄黾大Ｓ １Ｍ Ｉ 为蒸音牲依之器 ｅ

周以 后 的去向 ａ 俞 （韦超 、高辆两位先生在讨论周代用

議时
，餘熟

，厨初有一种像盎 鼎 那样形体翁大 的 鼎 ，＃拄 自

铭 为 ｔ ？
＞ ？？！像鼎 在 大上炊

，
并有 匕 取物、 很像是＃

鼎 但此字 当释为 鬻 ，
是盛有 菜之羹

，

则 钕乎为 羞 鼎
，

或 为 煮羞之镬 ， 疑本 集 定 ，

故此处暂 不 收入

俞 、■二 氏所谠阶
‘

孟ＪＴ就是砻名的大盂購 ， 属

于拿交ＳＷ糖議兽面篸Ｊｆ ．ＳＡ＿ ｉ ？ｈ＾ｎｐｐｗ ，

『并雜是鬻字 ，而是臀字 ， 也就是文献 中 日嫌字
，
逢

製脑煨 ＾ 可见 ．兽面纹蹄足太國黯并不堊
一

种盛菜囊

雜？  （，么俞 、慕 生所讨｝＃＃内容 ，就爾儷

我細氛

俞 ＊高二位朱生所说
“

Ｓ鼎＇ 是学术界顯有争议

齒问题 ，林Ｓ先生就曾提出 ， 找不到
一种可翁的方法

＊＿走无铭锶繪中■些是
＊

镬
”

气林先座的 问题 ＾
吞告

天依旧 不易 回ｍ 但是ｊｉ ｉ开镬屬攀１６ ， 我们确实可ｍ

在索Ｂ高等级麵篡寒中 发现特大型■菌氣柱拄
一

＾１有
一

伴
，鄭山３ ：禽原＿＿出土 的附：？牛头螭坆

蹄足鼎气 河南辉县琉璃阁寧裏出土的蟠瓲纹三环有

蟲大鼎＆
、安徽寿县蔡揉塞出土？有盖大鼎？ 、 ｙ工陵望

山＿＿Ｍ １ 出 齡Ｍｌ騰气 ■

＿ｆ

＇

调垦驅

邊歲大廳气 ＳＲｒｔｔ山二号楚塵出土 的辱孺太廳＠＿ 。



２０２ １ ． ０ ５ 南 章 ： 挣

姐有少数蠤葬中扭±两件特大型铜難＾ 如湖北随州

曾侯Ｚ墓出 土 的萌伴无盖大顧？
、 枣阳九连墩 Ｍ２ 出

牛雄錢
，曝騰大凝 歲种■顏

鼎 的 器底和足部也多有烟炱痕迹 ， 表玥其 为莠考之

譆 ３ 这趣特征／很容舄让我们Ｋ想到晚商到面闺早＿

前暮面软蹄足大＿ 。 ，么 ，俞 、冩￡像愈 ，蔵

能鈐转化为旱繼兽面纹蹄坦大画顧 ， 有可能是东 圈时

集特大題詞麗＿头 。 目 前 ，
由 于雜芝西厨職＿Ｈ春奪 ；

辜期蓦葬中特大猶镉画稱材料 ， 鐵不足论定这一假

谠 ；ｆｆｔ塗
—

个會愈 向 。

四 、 结论

＿以上 拿戈认为 ：

第
一

，
豳商＿＿ ，

衡文化ｍ鑫葬中纖法滅ｉｔｔ扭

土数鼂＾ 
ｆｅ置上有看

＆

＿
－

？％昭示着冥在丧赛其化

中通赫龜地ｔ＃１能錄ｉｔｍｆｔａｉａ主ａ坐偷输敦会

地位 。 西 同早期 ， 周 系貴族在安蠢麗葬中 大騰鼎时 ｔ

依 旧 朶ｂ 
了晚商时爾

＇

业 已形成的大藏鼎 使 用 习 潜 》

萁ｆｆｆｒ出 通 ５
＂

鍾＿次襄會
４
惑倉殷俗是

：亂＊
因 此 ，

我ｆｔ可》霍＿中大圆驅■使ｆｆｌｊｒ式上 、

署到周人是如 何延用和改造殷人礼 （ｉｌ

第二
，
＿与 西麟＿ ，

＿中齡＿以舞

紋蹄足大 ：靈藤＿ Ｉ篇一＿大圆獨 參 自 名为鬻 。 賴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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