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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潶”，此非泾字，声旁近于黑。《说文·黑部》以为黑字上半象烟囱，下半从

炎，象火从烟囱冒出。今黑字上半是双格双点，但早期写法往往四格四点（请对

比铸子叔瑚的“黑”字）[28]。“潶”与黑河有关。泾河上游有三大支流：右岸第一

条是汭河，也叫宜禄川，汭河出华亭，经灵台，在泾川注渭；第二条是黑河，黑

河出陇县，是泾川和崇信的界河；第三条是达溪河，俗称百里溪，也叫南河，乃

灵台之主河。此河亦出陇县，经崇信，会同黑河，在长武注渭，是黑河的支流。潶

伯器出黑水流域，很合理。

“ ”，其声旁与奚字无关，乃亂字所从的左旁（亂的本字），象双手理丝，应

读阮。阮是疑母元部字，亂是来母元部字，属于通假字。此阮应即《大雅·皇矣》

“侵阮徂共”“侵自阮疆”的“阮”。

五  番

豳地，陕西有彬州、栒邑、长武三县。三县以西有泾川、灵台、崇信三县，属

甘肃省。

长武大体相当汉鹑觚县。鹑孤县，跨今长武、灵台，见《汉书·地理志》北地

郡，《续汉书·郡国志》安定郡亦有之，作“鹑觚县”。长武有碾子坡先周遗址。

泾川大体相当汉临泾县。临泾县，见《汉书·地理志》安定郡，王莽改名“监

泾”，《续汉书·郡国志》安定郡亦有之，临泾是首县。

灵台大体相当汉阴密县，并包括汉鹑觚县的一部分。阴密县，见《汉书·地理

志》安定郡，《续汉书·郡国志》省。灵台在黑河南，鹑觚偏东北，阴密偏西。阴

密是古密国所在。

崇信，两汉魏晋南北朝皆属阴槃县。阴槃县，见《汉书·地理志》安定郡，《续

汉书·郡国志》亦有之，作“阴盘”。

1972 年，甘肃灵台百里公社古城大队洞山生产队（今百里镇洞山村）清理了

一座西周早期墓，编号 72.L.B.D.M1。墓主男性，仰身直肢。出土铜器：尊 1、

鼎 1、戈 2。鼎是圜腹柱足的大鼎（图一六：1），商末周初很典型，铭文作“ ”

图一四 灵台出土的潶伯卣 图一五 灵台出土的阮伯卣

略少：戈 2、戟 2、剑 2、胄

4、盾钖 4、镞 95，以及青铜

车马器和工具。墓主尸骨，

鉴定为男性。

出土铭文，M1 共 10 种

12 件，其中潶伯器两件（图

一四）当是墓主之器；M2 共

4 种 10 件，其中 伯器 7 件

（图一五）当是墓主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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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六：2），上字象双手捧一物，作田字格加四点形，下面是“壬”[29]。学者或

释“共工”[30]，可商。

崇信，在平凉东南、华亭东、灵台西北，地近回中道 [31]，近年发掘的姚河塬遗

址就在这条环路上。崇信九功乡于家湾墓地是研究先周、西周的重要遗址 [32]。值

得注意的是，洞山鼎铭中田字格加四点的部分与邻县崇信出土市亭陶文的县名写

法几乎一模一样。

崇信陶文（图一七），据报道，1985-1987 年从九功、锦屏、赤城、铜城等乡

图一六 灵台出土的洞山大鼎
1.洞山大鼎 2.洞山大鼎铭文

1

2

图一七 崇信出土的“番市”陶文 图一八 古文字中的“卤”字和“盐”字

盐卤

合

免 盘

周 中

甘肃崇信

十钟印举

陶 战国

战  国

期一

4340

亡盐右戈

战 国

包山 147
战 国

集证 141
战 国

上博容成

战 国

云梦秦律

战 国

亡盐右戈

战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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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

图一九 传世古文的“番”字

播镇 征 集 到 42 件， 而 以

锦屏镇刘家沟遗址出土

最多，经调查，除 4 件

器物，其余均出自不同

地点的 9 座墓葬 [33]。铭

文 作“ 市 ”“ ” 和

“市”“亭”。

崇信陶文的县名，应

是秦县旧名，材料发表

者陶荣释“卤”，以为相

当《汉书·地理志》安

定郡的卤县 [34]，学者多

从其释（图一八）[35]，但

古文字材料中的卤字从

不这样写 [36]。《汉书·地

理志》的卤县，地点不

能考定 [37]。

这个字，田中加四

点，构形类似《说文·囗部》囿字的籀文 。陶文，田中四点或作斜笔，同于釆，

我怀疑，此字即古番字，象播种于田，加手相当播字，番字置声符釆于田上，成为

形声字，即此字的变体。请比较传世古文中的“番”字和“播”字（图一九）[38]。

《汉书·地理志》的阴槃县，依“阴密”简称“密”例，亦可简称“槃”。加

“阴”可能与地在黑水以南有关。《旧唐书·地理志》：“潘原，隋阴盘县。天宝元年，

改为潘原，县界有潘原废县。”阴槃县，唐代叫“潘原县”。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提到两个阴槃县：一个在泾州，一个在邠州。

泾州有潘原县：“潘原县（中。东至州一百里）。本汉阴盘县，属安定郡。在今

邠州宜禄县西二十三里阴盘故城是也。地有阴槃驿。”《图志》称潘原县是汉阴盘县

（即阴槃县），在泾州（今泾川）西一百里，这是一个阴槃县。另一个阴槃县是“今

邠州宜禄县西二十三里阴盘故城”，其实指的是宜禄县的东阴槃。

邠州有宜禄县：“宜禄县（中。东至州八十一里），本汉浅水县地，属上郡。后

魏为东阴槃县地，废帝以县南临宜禄川，因改名，隶泾州。暨周、隋又为白土县。

贞观二年，分新平县又置宜禄县，复魏旧名也。”注意：这个宜禄县并非汉阴槃县，

而是北魏阴槃县。

《通典》卷一七三“阴盘”条下注 ：“汉旧县。后魏兼置平凉郡。天宝初改为

潘原。”[39]

潘原古城在今平凉市崆峒区四十里铺镇曹湾村西南 1.1 公里，现在是省重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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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护单位，东距泾川县（唐泾州）约 50 公里，正合《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

东南与崇信为邻，

我怀疑，崇信陶文中田字格加四点的秦县，或可释番，汉阴槃县之槃、唐潘原

县之潘很可能皆来源于这个番，但秦城不一定在曹湾村，而在邻近的崇信。

六  总结

周人的早期迁徙是在泾渭之间，由南而北又由北而南。豳地是其北端。

古之所谓豳地大体在旬邑、彬州间，而以长武、宁县、正宁、永寿为其外缘，

大致相当北魏以来的豳州或邠州。豳地以西，古有密、阮、共等邻国。密在灵台，

有铭刻为证，没问题。阮、共，旧说在泾川 [40]。此虽无法证实，但从文献记载和

出土铭刻看，二国必定是密国的邻居。今崇信属汉阴槃县、唐潘原县，秦市亭陶文

作“番”，灵台出土洞山大鼎的族氏铭文或与之有关。这些古国都在泾水上游和它

的支流上。本文以出土铭刻结合地理卡位，对豳地及其邻国做大致梳理，或有助

考古学的调查研究。

敢竭鄙诚，求证方家。

2023 年 9 月 9 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诗·大雅·公刘》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 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

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

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覯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

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

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

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

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案：诗分六章，有些地方不好懂，只能粗知大意。这里试读一下，不一定对。

第一章讲启行，带上粮食和兵器，开始上路。注意：这不是讲逃难，而是讲出

征，讲领土扩张。

第二章讲择居，“于胥斯原”，是说选择黄土塬区定居，当地有山，但人是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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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既庶既繁”，说明当地早有人住，人口稠密，居之，不仅得地，而且得民。

“何以舟之”，旧注以“舟”为“ ”，为佩带之义。俞樾《群经评议·毛诗四》不

同，读为“何以酬之”。如果此说可靠，“维玉及瑶，鞞琫容刀”，就是说以美玉装

饰的刀鞘酬答土著。

第三章讲地形，当地有原，原下有泉，原上有山。登上南冈，可以看到“京

师”和“京师之野”。“京”是高丘，“京师”是利用高丘建造的都邑，“京师之野”

是都邑以外的原野。

第四章讲宴飨，群臣设几案，摆筵席，大吃二喝，拥戴公刘。宴飨地点是

“京”。“既登乃依”是说既登高丘，可以依托高丘，瞰制四下。“乃造其曹”，有各

种解释，我怀疑“曹”读漕，指开挖围沟或池隍。

第五章讲征粮，当地要山有山，要水有水，塬区既长且宽，利于种粮。“其军

三单，度其原隰，彻田为粮”，是说取食于民，养活军队。“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夕阳”指豳地西侧，是说豳地西扩，范围很广。

第六章讲盖房，“于豳斯馆”，定居于豳。“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是说横渡

渭水，从秦岭取石材，不是说豳地近渭。“厉”同磿、砺，“锻”同碫，这里不是指

磨石，而是泛指用来作柱础、房基的石材。“止基乃理，爰众爰有”，是说打好地

基盖房子，迁居于此的人越来越多。“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是说房子夹河谷而

建，顺河谷而建。“止旅乃密”，未必如旧注所说，指人口稠密，也可能指豳地近

密。密国在灵台，主要在黑河以南的达溪河上。“芮鞫之即”，则指汭河一带，“即”

是表示可以到达的地点。这里可能是说，豳地的房子一直盖到与密国接壤的地方，

并扩展到今泾川一带。

注释：

[1] 秦市亭陶文“犛亭”印，“斄”作“犛”。参

看袁仲一、刘钰《秦陶文新编》，文物出版社，

2009 年，上册，第 246、589 页；下册，第

589 页；3313、3315（眉县出土），3308（扶

风县出土）。

[2] 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西

头村，2018-2022 年由西北大学、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

掘，当选为 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3] 段玉裁认为“水”上当补“漆”字，但古书

有承上省略例，王先谦《汉书补注》指出，《汉

书》中有同样的例子，可不加。

[4] 傅嘉仪：《秦封泥汇考》，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年，第 197页。
[5] 横水偏东，雍水偏西，一般以横水为雍水支流。
[6]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宁县石家东周

墓地 2016年的发掘》，《考古学报》2016年第

3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宁县石

家墓地M4、M166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

2020年第 5期。
[7] 裘锡圭：《 公 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

2002年第 6期。
[8] 李学勤：《论 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

史文物》2002年第 6期。

[9] 李零：《读上博楚简〈周易〉》，《中国历史文 

物》2006 年第 4 期。
[10] 李零：《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性质小议》，

《考古》1983年第 6期。
[11] 参看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大学

出版社，2020年，第 91页。案：“馆”，简文

作“涫”，释文误“舘”。

[12] 《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安定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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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水县，在宁夏同心县，与此不同，《图志》

混淆。北魏以来，三水县在今旬邑、彬州，

前后数迁。今职田镇的三水旧城是唐三水县

旧址。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

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第

八册，第 6259页：11430；吴镇烽：《商周青

铜器铭文暨图录集成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第四册，第 246 页：1274。案：后

者是私人收藏。

[14]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录集成》，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四卷，第 282-

283页：02100；第 467页：02243。案：二器

是私人收藏。

[15] 《秦陶文新编》，上册，第 51页：1138；第 67

页：1215。
[16] 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

版社，1987年，第 6页：34。
[17]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

西汉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社，

2015年，第 49、102页。

[18] 谢明文：《释甲骨文中的“ ”及相关诸字》，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年，第十辑，第 42-67页。案：谢明文

讨论的偏旁，有关辞例，聚讼纷纭，迄无定

论。史墙盘的“～尹亿疆”，疑读“分尹亿疆”；

师望鼎的“不～不画”，疑读“不分不画”；

郭店简《唐虞之道》的“大明不出，～物皆暗”，

疑读“万物皆暗”。其他，似乎还可讨论。

[19] 《广雅·释诂一》有表示分义的一串字，其中

有判、别、、斑等字。王念孙《广雅疏证》云，

颁、班等字也有分义。

[20] 舟，原有邑旁。石，原从弓加邑旁。
[21] 曹玮编著《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2年，第 27页。
[22] 同 [21]，第 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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