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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霸国对西周盐业的贡献 
李 春 艳 

 
摘  要：霸国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村，是西周分封的诸侯国之一。通过对大河口墓地有铭青

铜器的爬梳，我们知道霸国在西周盐业生产和管理上贡献巨大，不仅参与周王室祈求卤盐丰产的祭祀活动，

而且保障周王室盐源供应，同时操兵守卫河东盐池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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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国墓地位于山西翼城大河口，自 2007 年 9

月山西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正式的考古挖掘，到

2016 年 12 月，共发掘墓葬 2200 余座，出土多件

有铭青铜器，为我们揭开了一个传世文献失载的

西周重要诸侯国——霸国的神秘面纱。本文试图

通过对出土的有铭青铜器的爬梳，重在从协助周

天子“■盐”活动、保障周王室盐源供应、操兵

守卫盐池安全三个方面，探讨霸国对西周盐业生

产和管理的贡献。 
 

一、协助周天子“■盐”活动 

霸国墓地中与西周盐业有关的有铭青铜器，

主要见于霸伯簋和霸伯山簋。其中霸伯簋共两件

（M1017∶8、M1017∶40），形制相同，体较

矮，盖面弧形隆起，有对穿方孔的圈状捉手于

上，腹壁呈弧形，有一对带方形垂珥的兽首耳，

圈足低矮外侈，盖面和器身均饰瓦沟纹，器盖同

铭①。霸伯山簋（M1017∶35），器盖有八个错落

的山峰形装饰，盖顶有四组垂冠大鸟纹。器身饰

波曲纹，两侧各有一个龙首形鋬，龙首作棒槌

角。口沿与盖缘有一周鸟纹带。圈足饰两道凸弦

纹，盖器对铭②。两器铭文相同，其内容均记载

了霸国统治阶级协助西周周天子举行“■盐”活

动。为讨论方便，现将两器铭文移录于下。 

 

霸伯簋器(M1017∶8)：隹（唯）十又一月，丼

叔来 盐， （蔑）霸白（伯） （历），事

（使）伐用 （帱）二百、丹二 （粮）、虎皮

一，霸白（伯）拜 （稽）首，对杨（扬）丼叔

休，用乍（作）宝 ，其万年子子孙其永宝用。③ 

霸伯山簋器（M1017∶35）：隹（唯）十又一

月，丼叔来■盐， （蔑）霸白（伯）

（历），事（使）伐用 （帱）二百、丹二

（粮）、虎皮二，霸白（伯）拜 （稽）首，对

杨（扬）丼叔休，用乍（作）宝 ，其万年子子

孙 （其）永宝用。④ 

——————————— 

作者简介：李春艳（1979-），女，宝鸡文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周金文中的天子礼仪研究”（项目编号：21FZSB022）的阶段性成果。 

①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11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52. 

② 李零.山纹考:说环带纹、波纹、波曲纹、波浪纹应正名为山纹[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1). 

③④ 黄益飞,谢尧亭.霸伯簋铭文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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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霸伯簋器铭文拓本①                图 2  霸伯山簋器铭文拓本② 

上述两簋的铭文字数、行款略有差异，但铭

文大意一致，均记载了周天子派遣周王室大臣丼

叔来晋南地区■盐，丼叔勉励霸伯之事。但对于

铭文中“■盐”的理解，学界观点不同，归纳起

来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盐”是一种祈求卤盐丰

产的祭祀活动。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黄益飞、谢

尧亭、王静等学者。黄益飞、谢尧亭先生指出：

“■盐，犹殷卜辞习见之‘■禾’‘■年’，乃

祈求盐卤丰产。”同时认为举行■盐活动的具体

地点应当在河东盐池，由丼叔亲自主持，霸伯因

参与■盐之事而受到丼叔的蔑历③。王静博士则

通过对“■”在甲骨文、金文中用法的分析，指

出“■”为祈求、祈祷之义，“■盐”即为祈

求、祈祷盐业丰收之意④。 

第二种观点认为“■盐”即“取盐”，是求

取卤盐的意思。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严志斌、彭

紫荆、刘晋、汤铸莹等学者。严志斌先生认为，

“■卤”之“■”可以直接释为动词，理解为

“求取”之意。而且，西周早期常见■祭仪式，

是为祓灾祈福的祭祀活动，但到西周中期以降，

“■”就逐渐演变成为一个表祈愿的动词。铭文

中丼叔来到霸国，正值盐卤收获庋藏的时候，这

个时节到霸国求取已经收获的盐卤，看起来是更

合乎情理的⑤。彭紫荆根据孟蓬生先生对“■”

字的论述，认为“■”释为“求”，取“求取”

之义更为合适⑥。刘晋认为霸伯簋记载了丼叔来

霸地求盐、考核霸伯的政绩并嘉奖霸伯，霸伯为

纪念这一荣耀事件而作器⑦。汤铸莹认为霸伯簋

记载了丼叔来霸国求盐之事，并进一步指出，求

——————————— 

①② 谢尧亭.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号墓发掘[J].考古学报,2018(1). 

③ 黄益飞,谢尧亭.霸伯簋铭文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④ 王静.霸伯簋所见西周霸国与晋南盐业的关系[J].盐业史研究,2020(2). 

⑤ 严志斌.霸伯簋铭文校议[J].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5). 

⑥ 彭紫荆.从霸国铜器铭文看霸氏与周王朝的关系[J].文博,2020(5). 

⑦ 刘晋.新出金文所见周与霸关系考[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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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之目的可能与周王在氐地的大祀有关，是周王

朝为祭祀用盐提前做的准备①。 

第三种观点认为“■盐”即“别盐”，是分

别盐卤的意思。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冯时先生。

冯时先生从不同角度对“■盐为祈求盐卤丰产”

和“■盐为求取盐卤”这两种说法均进行了否

定，认为金文“■”可读为“拜”，引为

“扒”，或作“捌”，为“别”之本字，“别

盐”可直训为分别盐卤。“霸国地近盬池，故霸

伯不仅有采天生之卤的职事，而且根据铭文的记

载，知其还有以盬湅盐之作为。……而盐业为王

朝官营，故丼叔亲赴霸国以辨定盐卤的种类和等

级”②。 

笔者在此赞同第一种说法，即“■”为“祈

求”之意，“■盐”是一种祈求卤盐丰产的祭祀

活动，其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从商周甲骨文、金文所见，■祀是商

周王室经常举行的一项祭祀活动。例如，在殷商

甲骨卜辞中有大量记载■祭的卜辞： 

 

（1）贞：■于祖辛？ 

贞：勿■于祖辛？③ 

（《合集》6949 正） 

（2）辛□贞：■河，燎五小 ，沉五牛，

卯五牛，俎 ？④ 

（《合集》14536 正） 

（3）辛亥卜， 贞：■年于岳， 三小

，卯三牛？二月。⑤ 

（《合集》10084） 

（4）丁未卜，其■禾于河，叀辛亥酒？⑥ 

（《合集》28262） 

 

卜辞（1）是■祀祖辛，即因某事而向祖辛祈求；卜

辞（2）和（4）是■祀河神，即为了丰年或雨水向河

神祈求；卜辞（3）是■祀山川，即向山川祈求丰

年。从上述卜辞看，■祀的主要对象有先祖神灵以及

河、山等自然神灵。■祀时，主祭者往往要先通过

燎、沉、卯等祭祀程序，向神灵敬献牛、羊等祭品。 

■祀也是周代社会一项十分重要的祭祀活

动，据周原甲骨卜辞记载，统治阶级早在商末已

行此祭： 

 

（1）贞，王其■又大 周方白□？甶

正，不 ，于受又。⑦（H11∶84） 

（2）彝文武丁□。贞，王翌日乙酉，其■，

爯中□武丁丰□□□□ 王。⑧（H11∶112）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大量■祭的内容，主要

见于以下诸器铭： 

 

（1）荆子鼎：丁子（巳），王大祓。戊

午， （荆）子蔑历，敞（赏）白牡一。⑨ 

（《铭图》2385） 

（2）圉卣：王■于成周，王易（赐）圉贝。⑩ 

          （《集成》5374） 

（3）献侯鼎：唯成王大■才（在）宗周，

商（赏）献 （侯） 贝。  

（《铭图》2182） 

——————————— 

① 汤铸莹.大河口墓地铜器铭文整理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1. 

② 冯时.霸伯治盐与西周井田[J].中原文物,2020(1). 

③④⑤⑥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第3册,第6册,第4册,第9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9:1064,2077,1470,3482. 

⑦⑧ 曹玮.周原甲骨文[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64,78. 

⑨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5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76.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10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0:296. 

○11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4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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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叔随器：隹（唯）王■于宗周，王

姜史（使）叔事（使）于大（太） （保）。① 

（《铭图》5113） 

（5）盂爵：隹（唯）王初■于成周，王令

盂宁 （邓）白（伯），宾（傧）贝。② 

（《铭图》8585） 

（6）叔夨鼎：隹（唯）十又亖（四）月，

王 （肜）大 ■才（在）成周。咸■，王乎

（呼）殷氒（厥）士。③ 

（《铭图》2419） 

（7）伯唐父鼎：乙卯，王 京，[王]■，

辟舟临舟龙，咸■，白（伯）唐父告 （备），

王各（格）■辟舟，临■白旂。④ 

（《铭图》2449） 

 

以上七件青铜器中除伯唐父鼎的年代为西周中期

外，其它六器的年代均为西周早期。荆子鼎记载了

丁巳这天，周天子举行了盛大的■祀，戊午这天，

荆子受到周天子的嘉奖，并赏赐给他一头白牲。圉

卣记载了周天子在成周举行■祭，并赏赐贝给圉。

献侯鼎记载了周天子在宗周举行盛大■祀的这一

年，赏赐贝给献侯。使叔随器记载了周天子在宗周

举行■祭这一年，王姜派遣作器者叔到太保那去。

盂爵记载了周天子在成周第一次举行■祀这一年，

天子命令盂去安抚邓伯，邓伯赏赐贝给盂。叔夨鼎

记载了某年的十四月，周天子在成周举行 祭和

盛大的■祭，并殷见了参加祭祀的臣属。伯唐父鼎

记载了乙卯这天，周天子在王 京举行了 祀，

然后又举行了■祀活动。从铭文内容看，西周早期

多以周天子举行■祭之事作为纪年的方式，可推知

■祀应是当时周天子举行的一项规模盛大的祭典活

动，并行于一些重要场合，如赏赐臣属时、行大射

之礼时、派遣使者行聘问之礼时、殷见群臣之礼

时、行其他祭典大礼时等。上列青铜器铭文中

（1）（2）（3）反映出周天子对大臣行赏赐之礼

时，举行了■祀活动；（4）（5）反映出西周统治

阶级派遣使者去聘问诸侯臣属时，会行■祀活动；

（6）反映出周天子在行殷见群臣典礼时，也会行

■祀活动；（7）反映出周天子行其他祭祀大典和

行大射之礼时，会先行■祀活动。 

其二，先秦时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

节，政之所成也”⑤，即祭祀是国家的重要法

度，而法度则是政治成功的基础。“礼有五经，

莫重于祭”⑥，即在国家的各种礼仪中，祭祀是

最重要的礼仪活动。正因为如此，“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⑦，祭祀也被列为先秦时期的国家大

事之一。西周统治阶级无一例外地常常因政治、

军事等需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食盐作为国之

大宝、稀缺资源，与西周贵族政治、经济生活紧

密相连，故备受统治阶级重视。因此，周王室通

过祭祀活动，祈求盐卤丰产也是常有之事。鉴于

此，霸伯簋铭文中丼叔亲自来霸国主持祈求盐卤

丰产的祭祀活动也当是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履行的

重要职责之一。丼叔来主持“■盐”的同时，顺

便视察霸国盐业生产情况，并发出抵御戎人争夺

盐池的军事命令，这无不体现了西周统治阶级对

盐池生产工作的重视。 
 

二、保障周王室盐源供应 

西周时期，盐不仅用于日常食用，还用于祭

——————————— 

①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11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4. 

②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17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35. 

③④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5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34,289. 

⑤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134. 

⑥ 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31. 

⑦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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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赏赐、宴请宾客、贸易往来等活动中①。为

确保盐源充足，周王室协助霸国在盐的生产、管

理上下足了功夫。 

首先，在盐业生产上，河东盐池在古代一直

是中原最大、最重要的产盐地。众所周知，海

盐、井盐、池盐是我国古代先民所开发利用的三

种盐业资源。其中，海盐主要分布于我国的东南

沿海一带，井盐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如重

庆、四川等地，这两类食盐资源的形成主要通过

煎煮卤水制盐，或者依靠海水晒盐。而池盐产于

内陆的咸水湖，主要分布于我国中原、西北和北

方等广大地区，其形成方式多属于自然结晶②。

上古时期，河东池盐全凭自然结晶生成，人工收

取即可。相传，每年夏天，解池沿岸盐水在来自

中条山的“南风”吹拂及太阳暴晒下，迅速蒸

发，最后凝结成盐，形成“朝收暮取，暮取朝

复”“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盛况。相传舜为

此作了《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

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③ 

正是反映出池盐的形成过程以及富民之情景。 

到商周时期，已有人工助力晒盐、煮盐。霸

伯簋铭文中的“盐”字，写作“ ”，从卤从

口。霸伯山簋铭文中的“盐”字，写作“ ”，

从卤从皿。“ ”隶作“ ”，像煮卤之形，反

映了早期人们煮盐的情景，即在煮盐之时，需要借

助盐盘一类的煮盐工具以便顺利完成煮盐事务④。

根据商周盐业考古发掘情况来看，这种煮盐工具

是盔形器⑤。霸国地近盐池，受周天子任命负责

管理河东盐池的生产，霸伯不仅有采集天然之卤

的责任，也有将所采的天然之卤进行蒸煮加工成

上等品的义务。 

其次，在盐业管理上，西周王朝专门设立

“盐人”一职，其主要职责是根据祭祀、宾客、

膳羞的需要，对盐卤的品种优劣进行分类。《周

礼·盐人》：“盐人掌盐之政令。”贾公彦疏：

“政令谓受入教所处置者，谓四方盐来，盐有数

种，处置不同，故云受入教所处置也。”⑥ 孙诒

让《周礼正义》：“注云‘政令谓受入教所处

置’者，凡海盬产盐之处，以盐来入，盐人并受

之，又区其种别，处置其所，则教令之。云‘求

者所当得’者，谓求盐共用，各依其所当得者与

之。若祭祀当得苦盐、散盐，宾客当得形盐、散

盐，膳羞当得饴盐是也。”⑦ 这种专门设立盐官

一职之事，早在商代已有之。商代专门设置的管

理食盐的盐官叫“卤小臣”，负责管理商王朝的

盐业事宜，与周代的“盐人”相类，当是盐业生

产与管理的最高官员。《合集》5596：“卤小臣

其有邑”⑧，是卜问卤小臣是否应该拥有封邑一

事。卤小臣能够拥有自己的封邑，说明其身份和

地位并不低。以此类推，周代“盐人”的身份和

地位也应当不会太低。 

除了设置“盐人”一职专司王朝盐务外，周

天子还亲自视察盐池。《穆天子传》卷六就记载

有周穆王亲自巡视盐池的情景。与此同时，周天

子也会派遣大臣定期视察盐池，并就盐池代管者

对盐池的管理情况进行奖励。霸伯簋和霸伯山簋

铭文中的“丼叔”，就是受天子之命，负责主持

祈求盐业丰收之大任，同时对盐池代管者霸伯进

——————————— 

① 李春艳.甲金文所见商周王室用盐考[J].盐业史研究,2015(2). 

② 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15.  

③ 戴向明.晋南盐业资源与中原早期文明的生长:问题与假说[J].中原文物,2021(4). 

④ 赵平安.战国文字中的盐字及相关问题研究[J].考古,2004(8). 

⑤ 黄益飞,谢尧亭.霸伯簋铭文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⑥ 阮元.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675.  

⑦ 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411. 

⑧ 郭沫渃.甲骨文合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9: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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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奖励，并下达搏戎任务。可想而知，丼叔对霸

伯的嘉奖，必是对霸伯管理盐池和抵御戎人武力

争夺盐池的肯定。 

从众多青铜器铭文看，丼叔在西周政坛上甚

是活跃，他位高权重，身兼多职。一方面，丼叔

常常以佑者的身份出入于王朝册命典礼中。例如

在免诸器（簋《铭图》5268、尊《铭图》11805、

卣《铭图》13330）以及趩觯（《铭图》10659）

和弭叔师察簋（《铭图》5291）等器的铭文中均

记载有丼叔以佑者的身份参与到周天子册命赏赐

活动中。此外，丼叔在西周王朝还具有法官身

份，担任法律审判的职务。例如，在曶鼎（《铭

图》2515）铭文中，周天子派遣丼叔嘉奖器主曶

的同时，评定了曶提出的诉讼案件，承担法律审

判之责，具有法官的性质。有学者研究，“丼

叔”就是西周王朝贵族“井叔氏”的宗子，“井

叔氏”是“井伯氏”的小宗，大约在恭王后期从

“井伯氏”分出①。据学者研究，霸伯簋铭文中

的“丼叔”，即是曶鼎铭文中的“丼叔”，也是

长安沣西张家坡丼叔家族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双墓

道中字形大墓 M157 的主人丼叔采，还是沣西张家

坡 M152 出土的达盨（《铭图》5661-5663）的作

器者“达”，即丼叔、丼叔采、达，实为一人②。

从霸伯簋铭文中可以看出，霸伯虽为诸侯国君，

也要受到丼叔的指派。丼叔不仅负责河东盐池的

祭祀，还对河东盐池管理者进行嘉奖并发布征伐

命令，其应是周天子特派的直接负责河东池盐生

产和运输的朝廷重臣。 

 

三、操兵守卫盐池安全 

盐是百味之王，不仅是烹饪食物所需要的最

基础的调味品，也是维持人体正常机能的必需

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它不像其他食物那

样随处可得，因此一直是古代社会备受重视的最

基本的战略资源。历史上，武力争夺盐池的事件

由来已久。上古时期，“解县盐池成为各部族共

同争夺的一个目标”③。据说黄帝和蚩尤之间发生

的涿鹿之战就是为了盐池控制权而发生的战争④。

商代时，商王曾亲自观兵于盐池。甲骨卜辞：“己

酉卜，□贞：王往雚卤？三月。”⑤（《合集》

9539）中的“雚”读为“观”，有巡视、观兵之

意，也就是说商王亲自在盐池进行军事演习。除此

之外，甲骨卜辞：“在十月，唯王 卤，雨。”⑥

（《合集》36756）中的“ ”字，有武装出行之

义⑦。也就是说商王亲自武装出行去视察盐池。可

见，商王为保护盐池，常常亲自武装巡视盐池，

并在盐池检阅军队，其目的是为了防范外敌对盐

池的窥伺和侵夺。如此看来，西周时期的周穆王

巡视盐池，也当带有极强的军事性。《穆天子

传》中所记载的周穆王曾“至于盬”⑧，当是周穆

王亲自带兵视察盐池的军事行为。 

山西翼城大河口 1017 号墓出土的霸伯簋和

霸伯山簋铭文中的“使伐”，即为行使征伐之

意。可见，霸伯不仅为周王室管理盐池盐业生

产，而且兼有守护盐源之责，故当有征伐事⑨。

除此之外，山西翼城大河口 1017 号墓出土的霸

——————————— 

① 韩巍.翼城大河口M1017、M2002两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J].青铜器与金文,2019(1). 

② 孙苗苗.翼城大河口出土霸伯簋铭文“丼叔”身份试考[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1). 

③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24. 

④ 柴继光.尧、舜、禹相继建都河东探因[J].寻根,2000(2). 

⑤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9:1385. 

⑥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第1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9:4575. 

⑦ 刘桓.释甲骨文 字:兼说“王 于（某地）”卜辞的性质[J].考古,2005(11). 

⑧ 张元济.四部丛刊初编:卷80[M].上海:上海书店,1989. 

⑨ 冯时.霸伯治盐与西周井田[J].中原文物,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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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盘（M1017∶41），2002 号墓所出土的霸仲鼎

（M2002 ∶ 9 ）及两件格仲簋（ M2002 ∶ 8 、

M2002∶33）（此三件青铜器铭文一致）均记载

了霸国统治者为守护盐池，与戎人发生正面军事

战争之事。为方便讨论，我们将霸伯盘和格仲簋

两器铭文释读于下。 

霸伯盘（M1017∶41）：隹（唯）正月既死

霸丙午，戎[大]（？）捷于霸白（伯），搏戎，

获讯一，霸白（伯）对杨（扬），用乍（作）宜

（？）姬宝盘，孙子子其万年永宝用。① 

格仲簋（M2002∶8）：唯正月甲午，戎捷于

丧 （原），格中（仲）率追，获 （讯）二

夫，馘二， （对） （扬）且（祖）孝（考）

（福），用乍（作）宝 。② 

          

图 3  霸伯盘铭文拓本③          图 4  格仲簋铭文拓本④ 

其中，霸伯盘记载了某年的正月既死霸丙午

这天，戎人侵袭霸地，霸伯率军抵御搏击戎人，

并俘获了一名俘虏。格仲簋记载了在某年的正月

甲午这天，戎人侵袭丧原之地，格仲率领军队追

击戎人，并活捉了两个敌人，而且获得了两个敌

人的首级。铭文中的“格”就是“霸”，即翼城

大河口一带的霸国⑤。那么，格仲簋的作器者

“格仲”即“霸仲”，实为霸伯之弟。 

从“搏戎”时间看，两器所记载的“搏戎”

时间都是“正月”，所以两器铭文所记“搏戎”

事件极有可能是同一次战役。只是霸伯之弟——

霸仲在正月的甲午这天抵御戎人，而霸伯在正月

的丙午这天搏击戎人，两者在时间上仅仅相差 12

天而已。这样，我们可以把两器铭文结合起来梳

理这次“搏戎”战事的整个概况：正月甲午这

天，霸仲在丧原这个地方和戎人进行了军事战

争，虽然霸仲活捉了两个戎人并获得了两个首

级，但戎人并没有因为霸仲的军事抵御行为而退

却，反而在 12 天之后的丙午这天，侵袭了霸地，

于是霸伯御驾亲征，亲自率领军队征伐戎人，活

捉了一人。通过对整个战事的了解，我们可以看

出此次“搏戎”战役无论从时间上，还是规模上

都是不小的。至于“丧原”地望，学者看法不

一。冯时先生认为“丧原”即《左传·僖公八

年》中提到的“采桑”，地在今山西乡宁县⑥。冯

聪认为是今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内的“桑泉”⑦。

——————————— 

①③ 谢尧亭.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号墓发掘[J].考古学报,2018(1). 

②④ 谢尧亭.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发掘[J].考古学报,2018(2). 

⑤ 黄锦前,张新俊.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兼论两周时期霸国的地望[J].考古与文物,2015(5). 

⑥ 冯时.丧、噩考:兼论丧礼的形成及其意义[J].中原文物,2019(1). 

⑦ 冯聪.格仲簋铭文补考[J].古籍研究,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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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前先生认为在霸国境内①。笔者赞同黄锦前先

生的观点，“丧原”在霸国境内。 

与霸伯、格仲诸器铭文记载内容相类的，还

见于香港某收藏家所收藏的晋侯铜人铭文。 

 

晋侯铜人：隹（唯）五月， （淮）尸

（夷）伐格，晋 （侯） （搏）戎，隻（获）

氒（厥）君 师。② 

（《铭图》19343） 

 

谢尧亭先生根据大河口墓地出土铜器铭文，指出晋

侯铜人铭文中的“格”就是“霸”，即翼城大河口

一带的霸国③。铭文记载了某年的五月，淮夷征伐

霸地，晋侯出动兵力抗击淮夷入侵。铭文中的“搏

戎”之“戎”，应当与霸伯盘和格（霸）仲簋所记

的“搏戎”之“戎”是同一征伐对象。晋侯这次

“搏戎”之举，是受周天子之命，因此，搏戎胜利

后为感谢周天子，以作器纪念。 

从上述三器铭文可知，西周时期，戎人的实

力不容小觑。那么戎人为何不断对霸国发起军事

战争呢？笔者认为可能与戎人入侵劫掠盐资源有

关。霸国的族属为媿姓狄人④，周天子也许正是

利用了霸国的这种身份，才将霸国分封于晋南之

地，并试图通过以戎治戎的方式，为周人的盐业

生产和周王室的盐源供应提供军事支持，为河东

盐池的安全和有效开发提供武力保障，以此捍卫

周王室对河东盐池的主控权。 

综上所述，西周霸国作为周天子分封的一个

晋南小国，国虽小，但责任大。尤其在西周盐业

生产和管理上，霸国不仅担任周王室举行祈祷盐

业丰收等祭祀活动的助祭人，而且负责采集天然

之卤并将其加工成不同品类，以保障周王室祭

祀、待宾、赏赐、日常使用等需求。同时，霸国

作为媿姓狄人，周天子通过以戎治戎的方式，使

其以武力守卫着河东盐池的安全。 

 

 

（责任编辑：王放兰） 

 

LI Chunyan 

 

Abstract: Baguo is located in Dahekou Village, Yicheng County, Linyi City, Shanxi Province. It is a 

vassal stat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unearthed from the Dahekou cemetery. We know 

that the hegemonic power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salt industry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y 

not only participated in the sacrificial activities to pray for a good harvest of brine salt, but also ensured the 

supply of salt source to the Zhou royal family, and guarded the safety of the salt pool in Hedong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Baguo;salt industry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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