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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物馆 王冬梅

西周铸造
记录册命制度

簋为盛食器，出现于新石器时
代，最初为陶制，样子类似于现在
的深腹碗。其使用一直延续到战国
时期。本为“百姓日用”的普通器物，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具有了标志
等级身份的作用，青铜时代，铜簋与
铜鼎组合，成为最常用的礼器之一，
具有严格的等级规制，为社交、祭祀、
殡葬等重大活动所必不可缺。鼎为炊
器，主要是烹煮和盛放肉食，簋则是
盛放谷类素食的，二者组合，体现
了古人食谱的荤素搭配。

文献记载，簋的使用一般为偶
数。这也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实，鼎
用阳数，簋在鼎的数量上减一：天子
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
四簋，士三鼎两簋或一鼎；到了东周，
则是天子、诸侯九鼎八簋，卿七鼎六
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两簋或一
鼎，但由于“礼崩乐坏”，也出现了

“逾礼”的现象。
颂簋制作于西周晚期周宣王

时期。配有相应的器盖，器盖倒放
就是一个盘子，也可以用来盛食。
器身的主要纹饰是窃曲纹，窃曲纹
由两端回钩或“S”形的线条构成扁
长形图案，有的中间填以目形纹，
往往连接成带状。窃曲纹是龙纹和
饕餮纹的变体，颂簋的窃曲纹中间
是目纹，即眼睛的样子，整体呈“S”
形，两端分叉，这是典型的西周晚
期的样式。

颂簋铭文记载的是西周时期
的册命制度。文为：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
周康昭宫。旦，王各大室，即位。宰引
佑颂入门，立中廷。尹氏受王令书，王
乎史虢生册令颂。王曰：颂，令女官司
成周贾，监司新造贾用宫御。赐汝玄
衣黹纯、赤韍、朱衡、銮旂、攸勒。用
事。颂拜稽首。受令册，佩以出，反入
堇章。颂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乍
朕皇考龏叔、皇母龏姒宝尊簋。用追
孝，祈匃康□纯佑，通录永令。颂其万
年眉寿无疆，畯臣天子灵终，子子孙
孙永宝用。

大意为：周王三年五月甲戌这
一天，周王在周的京城康昭宫。清
晨，周王来到太室就位，宰弘陪同
颂进门站立在中庭，史官之长尹氏
授王的命书。周王呼史官虢生册命
颂。周王亲自任命颂在成周洛阳担
任职务，大概是宫廷负责杂务的执
事官，主管监造新宫，或认为是掌管
仓库。任命的同时，还赐给他带花边
的黑色丝质礼服、赤红色的围腰、拴
着红丝带的玉璜，以及旗帜和马具
等。颂向天子行跪拜大礼,并献上玉
璋表示感谢,事后铸造了颂簋、颂鼎
和颂壶，用来祭祀亡父龚叔和亡母龚
姒。铭文中“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
意思是感怀天子的美德,它和末尾

“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词句，常见于

周代的青铜器上。
颂簋铭文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西

周王室册命官员的制度：1 .周王就
位；2 .佑者带被册命者入庙门立于中
庭；3 .尹氏出示命书；4 .史官宣读命
书；5 .命书分两部分，一是任命职司，
二是赏赐物清单；6 .受命书，佩带而
出；7 .返回，献纳用于觐见的玉璋。这
里的７项仪注，与传世文献中的记载
基本吻合，对我们认识当时的礼制
十分重要。

在同类器物中，颂簋形体巨
大，制作精良。其书法工整秀丽、典
雅规范，为西周王室的标准书体，
受到诸多书家追捧，为临习金文的
理想范本之一。

清代出土
颠沛流离百年

据传，颂簋于清中叶出土于陕
西，具体地点已不可考，而它的流
传如同其他青铜重器一样，充满了
传奇色彩。清嘉庆十九年(1814)刘喜
海从北京一家古董商店重金购得颂
簋，送回山东老家珍藏，并编入《清爱
堂彝器款识》。刘喜海（1793—1853），
字燕庭（又作燕亭、砚庭）、吉甫，别号
三巴子，山东诸城人，刘墉从孙，是清
道、咸年间著名金石学家、古泉学家、
藏书家，善鉴赏金石，有《海东金石苑
补遗》《古泉汇考》《三巴金石苑》等金
石著作。

刘喜海去世后，家中藏品随即
星散，颂簋转归李宗岱。李宗岱(?—
1896)，字山农，南海（今广州）人，道
光二十九年（1849）副榜贡生。山东
候补道员署山东盐运使、布政使，
著名收藏家，亦为近代洋务派著名
人物。李宗岱收藏颇丰，故宅在济
南东流水，号称“汉石园”，曾收藏
著名的麃孝禹碑等。

大约在清晚期，颂簋归属黄县
丁氏“泰来”号的丁树贞(一说原为
黄县焦氏收藏)。丁树贞(1861—1915)，
字干圃，号仲立、煦农、陶斋，别号长
年，为山东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斋号

“海隅山馆”，其数世亦官亦商，家资
巨富。丁氏为人慷慨大方，并热心社
会公益，常有捐资之善举，被清廷加
封三品衔，赏戴花翎，并候选知府。
后丁氏家道破落，弟兄分家时分割
财产，使其器盖分藏。

20世纪40年代，颂簋器身为胶
东古物管理委员会黄县文管分会
收集，1954年山东博物馆建立，颂
簋的器身随胶东古物管理委员会
的其他藏品一起入藏山东省博物
馆。20世纪50年代，丁氏家族的后
人张秀琳女士得知器身已在山东
博物馆，遂将所藏簋盖捐献出来，
颂簋始成完璧。

颂簋不仅是西周时期册命仪
式的见证者，同时也见证了动荡曲
折的中国近代史，而如今它静静地
伫立在山东博物馆专门为它定制
的展柜中，见证着今天的盛世繁
荣，默默地向每一位观众讲述着自
己三生三世的故事。

□山东大学博物馆 尹传宾

“八马”之形成

如果以1901年10月开设的山东
大学堂计，山东大学已走过百余年
历程，但其历史系却迟至20世纪40
年代末才得以正式建立。然在短短
数年之间，到50年代初，该系在师
资力量方面已成为整个山大之执
牛耳者，特别是杨向奎、童书业、黄
云眉、王仲荦、郑鹤声、张维华、陈
同燮和赵俪生“八大教授”同时执
教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这就是著名
的“八马同槽”。

“八马”的领袖是杨向奎，就担
任教职而言，“八马”当中，杨与历
史系渊源最深。抗战胜利后的1946
年，杨向奎到山东大学任教，随后
在1952年担任文学院院长，同时继
续兼任历史系主任。继杨向奎之后
来山东大学任教的是王仲荦。青岛
解放后不久，杨向奎就延聘童书业担
任专任教授。接到杨的邀请，童遂于
1949年9月到达青岛，受到了“此前从
未受过的推重”。赵俪生在1950年冬
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南下进
入山东大学。1951年1月，经华东教育
部的介绍，黄云眉进入山东大学。同
年3月，因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
郑鹤声遂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9
月，陈同燮被聘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
授。同时，原齐鲁大学历史系的张维
华也因并校成为山东大学历史系的
一员。至此，“八马同槽”的局面遂告
形成。

“八马”之盛世

“八马同槽”的盛世主要集中
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文史
哲》杂志创办现世、“五朵金花”引
领潮流……“八马”带来的人文学
科盛景奠定了山东大学“文史见
长”的办学传统，在国内外学术界
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1年5月，《文史哲》以“同人”
刊物的身份于青岛山东大学正式创
刊,“八马”中的杨向奎、童书业、王仲
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
等构成了最初的编委会班底。创刊伊
始，《文史哲》杂志便是山东大学人文
学术最为明亮的一扇窗口。其成为以

“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而闻名中
外的学术沃土。

自诞生之日起，《文史哲》就引
领着思想与学术的潮流，引领着国
内人文学术的风向，它所发起的几
次大讨论，所关注的学术问题，都
对全国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54
年，刚刚创刊三年的《文史哲》因刊
登山东大学刚刚毕业的两个“小人
物”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
楼梦简论〉及其他》，受到了毛泽东
主席的关注。1955年，毛主席订阅
了《山东大学学报》，并致信山东大
学求购一至四期。山东大学赠送给
毛主席《山东大学学报》一至四期
合订本。

所谓“五朵金花”，指的是新中
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史学界围绕着

五大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的争鸣，包
括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
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
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
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其中前三个问题
皆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东大学
联系密切，以“八马”杨向奎、王仲荦、
童书业、赵俪生等为代表的众多学
者，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全国范国内
的学术争论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
引领作用，而《文史哲》则成为他们
各陈己见的重要阵地。

“八马”之趣闻

童书业先生是“八马”中极具
权威、趣闻轶事最多的著名学者。
杨向奎、赵俪生、童书业三位是京
剧迷。童书业自幼爱看京剧，尤好
武打戏。到青岛后，有时晚上也会
外出看戏。青岛的路依山势而修，
蜿蜒曲折而无定向。他到青岛数年
后仍辨不清路向。一次晚间从戏园
出来走迷了路，只得到附近派出所
去问路。派出所民警不相信眼前这
位不修边幅的瘦弱者是山东大学
的教授，打电话到山东大学值班
室，学校只得派车将他接回。又有
一天晚上，童书业闯进学生宿舍，
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叫童书
业，是历史系副主任，要回家认不
得路了，请谁送我回去。”于是历史
系的学生孙达人恭恭敬敬地送他
回府。

八位教授中间，只有陈同燮先
生的老伴不在身边。每到周日，他
便约请同学们到郊区去玩。有一
天，陈同燮先生同同学们去游五号
炮台。面对波澜不惊的蔚蓝大海，
遥望当年五百壮士英勇赴死的田
横岛，他要求同学们每人赋诗一
首，然后评出一、二、三等奖。奖品
仍然是他出钱，买花生给大家吃。
获一等、二等奖的同学只管吃，只
有获三等奖的同学要“受罚”———
跑腿去买花生。

就“八马”的讲课而言，1956年
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复旦大
学教授邹逸麟先生回忆说：“在我
个人印象中，讲课讲得最精彩的是
张维华先生。张先生讲课底气十
足，声音响亮，一口山东普通话，乡
音很重，上课时嘴上香烟不断，一
支接一支，一进课堂，就不必再用
火柴。烟灰落在胸前，也不掸去，思
想高度集中，课程内容丰富，听来
很有收获。”

“八马同槽”的历史盛况在20
世纪50年代达到了全盛，60年代，留
在山大的“八大教授”仅剩六位，依然
保持了旺盛的学术研究活力，推出了
一批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并制定
了新的科研计划。可惜因“文革”的破
坏性影响，这些科研计划大多未能完
成。“八马同槽”也逐渐没落，随时
间流逝成为一段过往佳话。

2011年，为庆祝
110年校庆，山东大学
在文史楼前敬塑八位
先师群像，以励莘莘
学子之志。时光荏苒，
十年一瞬，以山大百
廿校庆为契机，八马
光彩重现展厅。2021
年10月10日，“上庠大
木 八马同槽——— 山
东大学历史学八大教
授主题展”在山东大
学博物馆开展。那么，
这个展览所展示的

《八马同槽》究竟有着
怎样的故事呢？我们
不妨一起来回顾那段
令人难忘的岁月。

三生三世 见证历史
——— 山东博物馆镇馆之宝之颂簋

颂簋，通高30 . 1厘米、口径24 . 2厘米，重13 . 2千克。隆盖，顶有圈形把手，圆
腹，圈足，圈足下有三个兽面象鼻形足。腹部两侧有一对兽首耳，下有垂珥。口
沿上下各饰窃曲纹一周，盖与腹均饰横条脊纹，圈足饰垂鳞纹，形制庄重而大
方。盖、器均铸有铭文，为对铭，15行共150字，另有2重文，记录了“颂”受天子册
命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由邢小震创作的油画《八马同槽》在本次展览上亮相。画中人物左起：郑鹤声、童书业、赵俪生、杨向奎、王仲荦、

黄云眉、陈同燮、张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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