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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周盟书实物主要有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这些盟书资料为古文字、历史

地理、职官和中国古代盟誓制度等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受到学者们的广泛重

视。学界对东周盟书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取得了较大进展：目前

侯马盟书材料已经全部刊布，温县盟书材料也得到了部分刊布，大部分东周盟

书的刊布形式采用的是摹本和图版的形式；基本可以确定东周盟书的书写年代

是战国早期；盟书主盟者的确定对盟书年代的确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还需

新材料发表后展开全面研究；采用东周盟书中的盟誓制度与传世典籍记载的盟

誓制度相对照的方法，解读了当时的盟誓程序和内容；考释出了盟书中的一些

关键字和用字特点，为盟书各项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编著了一些东周盟书字

表，集中表现了文字考释成果。今后，对东周盟书的研究还应重视对现有盟书

材料的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扩大东周盟书的研究范围；将盟书文字与典型的

晋系文字相比较，充分揭示盟书的用字特点，确定其时代，同时更应从微观角度

加强对盟书材料中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等的考释；及时公布温县盟书材

料，推动东周盟书在字词考释、用字考察、年代判定、历史文化信息探求等方面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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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秋瑞：东周盟书研究综述

　　盟书，亦称“载书”。《周礼·秋官·大司

寇》记载：“凡邦之大盟约，莅其盟书而登之于

天府。”古代盟书皆有数本，一本埋于盟所或沉

于河，他本为与盟者所持，各自归藏于祖庙或司

盟之府。迄今考古发现的东周盟书实物主要有

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这些盟书资料为古文字、

历史地理、职官和中国古代盟誓制度等研究提

供了重要史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黄德

宽［１］指出，古文字学的重大成就反映在出土古

文字资料的整理、文字的考释和利用这些资料

开展的综合研究等众多方面。东周盟书在古文

字学尤其是在东周文字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拟从东周盟书的刊布

与历史文化研究、盟书材料的文字学研究和研

究展望三个方面，系统梳理目前东周盟书研究

的新成果，以期对以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东周盟书的刊布与历史文化

研究

　　王国维［２］曾说：“古来之新学问，大都由于

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

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

古文字之学。”材料的刊布是古文字研究的基

础。东周盟书是早期毛笔书写的文字记录，其

中大部分文字是朱书，少数文字是墨书，体现了

毛笔书写的原始面貌。同时，盟书作为一份政

治文件，所包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可以真实

而且深刻地反映晋国末期的政治状况。

１．东周盟书材料刊布

１９４２年前后，河南省沁阳县发现了几十片

有墨书文字的玉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收藏有１１片，其中８片有文字。陈梦家［３］在

《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中刊布了这８片玉石

文字的照片与摹本，同时结合出土的侯马盟书

资料对沁阳载书做出了考释。何琳仪［４］对比了

沁阳载书与温县盟书的书写风格和内容，认为

这１１片沁阳载书实际上是在温县遗址中发现

而后流散出来的，目前学界普遍认可这种观点。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侯马东周遗

址一些祭祀坑内又发现了五千余件有字石简、

玉块和玉片，其中可识读的有六百余件。张

颔［５］对这些材料作了初步介绍，郭沫若［６］确认

它们是完整而有系统的盟辞，根据材料中出现

的“明”读为“盟”，将这批材料命名为“侯马盟

书”。侯马盟书是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考古届的十

大成果之一，张颔等［７］著的《侯马盟书》一书，

全面系统地公布了这批盟书材料。

温县盟书发掘于１９８０—１９８２年，当时考古

人员在河南省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上发现了土

坎，从其中１６个坎中出土了书有盟辞的石片达

一万余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８］只发布了

一号坎的材料，艾兰等［９］公布了１７版温县盟书

图版，王蕴智［１０］也公布了一部分温县盟书

图版。

目前，东周盟书材料的刊布，大部分采用的

是摹本和照片图版两种形式，摹本虽能清晰反

映文字形体，但不能准确反映材料的原貌；照片

图版虽有公布，但不太清晰。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新材料刊布的水准越来越高，高清照片、

清晰拓片和准确摹本三种展现形式在很多新材

料的公布中得到体现，学界也更注重这些影像

资料和实物。随着三维扫描和３Ｄ打印技术在

楚简材料刊布中的全面应用，温县盟书材料的

后续刊布必将全面运用这些技术，以促进古文

字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２．盟书的主盟者和年代考订

盟书主盟者的确定与盟书年代的考订密切

相关。关于盟书的年代，学界一致认为，已发现

盟书都属于东周时期，但盟书的具体书写年代，

目前仍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关于侯马盟书的主

盟者，目前有四种说法；其书写年代，目前主要

有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两种说法。长甘［１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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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盟者是“子赵孟”即“赵鞅”，盟书是以赵鞅

为首对付范氏、中行氏叛乱所举行的一系列盟

誓，时间为公元前 ４９９—前 ４８９年，属春秋晚

期。周凤五等［１２－１３］也主张盟书年代属于春秋

晚期；郭沫若［６］认为盟书中的“章”指的是赵敬

侯章，是盟书的主盟者，其他不同名字是与敬侯

歃盟的人，由此推定盟书年代为战国早期；陈梦

家［３］根据盟书中出现的“定宫”，结合史书中记

载的诸公年号与历史地理信息，倾向于认为主

盟者是晋国国君，盟书是公元前５世纪后半段

晋国的载书。唐兰等［１４－１６］认为，侯马盟书的主

盟者是“嘉”即赵嘉，是典籍中的赵桓子；盟书

中的“尼”是赵献子，盟书的书写年代是战国时

期。李学勤［１７］则提出，侯马盟书第１６坑的年

代是春秋晚期，而其他盟书的年代则在公元前

４７０年前后。

温县盟书的主盟者，目前则有“韩氏宗

主———韩简子不信”和“赵献侯”两种说法，其

年代有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两种意见，相关研

究还有待深入。郝本性等［８］根据盟书中出现的

纪年“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辛酉”，推算温县

盟书的年代大致在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即公元前４９６年１月１６日，盟主是赵简子。

冯时［１８］也根据历法，推定盟书年代为战国时

期。江村治树［１９］认为侯马盟誓的发动者和主

持者是晋国的君主。平势隆郎［２０］指出侯马盟

书与温县盟书起源于同一时期的同一事件，并

列出了“侯马盟书同一名参盟人表”，对参盟者

的身份问题进行了探究。曾志雄［２１］对侯马盟

书中主盟人与参与盟誓人的称谓形式、时代特

点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汤志彪［２２］提出，

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关系密切，两批盟书的历

史大背景相同，年代接近。侯马盟书中的“中

行寅”是春秋晚期人。据《史记》之《晋世家》

《赵世家》记载，与“中行寅”同时的韩氏主政者

乃韩简子。可见，温县盟书的盟主可能是韩简

子不信。

裘锡圭［２３］提出，盟书的字体跟战国文字很

接近。结合字体、用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

基本可以确定东周盟书的书写年代应是战国早

期。盟书主盟者的确定对盟书年代的确定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但还需新材料发表后展开全面

研究。

３．东周盟书中的盟誓制度研究

《周礼·司盟》载：“掌盟载之法。”“载，盟

誓也，盟者书其辞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

于上埋之，谓之载书。”［２４］东周盟书为研究东周

时期的政治面貌、法律和盟誓制度提供了实物

证据。陈梦家［３］结合侯马盟书对盟誓程序和仪

节进行了研究；郝本性［２５］探讨了盟礼的程序与

仪节；吴承学［２６］将传世文献与出土的侯马盟书

和温县盟书结合起来研究了先秦盟誓的文化体

制和文化意义；吕静［２７］全面梳理了各种出土的

春秋时期盟誓和传世文献材料，深入地研究了

盟誓中宗教性与政治性的各种复杂关系，并对

春秋盟誓的仪式、载书等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董芬芬［２８］结合侯马盟书、温县盟书考察了春秋

誓词与誓约文化。

东周盟书产生于春秋晚期，此时，诸侯国内

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非常尖锐，因而盟誓的

出现频率也很高。盟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稳定

了当时混乱的政治秩序，促进了各国政治、经济

和文化的发展。根据王国维提出的学术研究的

“二重证据法”，东周盟书中的盟誓制度可以与

传世典籍记载的盟誓制度相对照。对出土东周

盟书相关制度进行解读研究，了解当时盟誓的

程序和内容，同时与传世的盟誓制度相对照，有

助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状

况，也有助于推动先秦史的深入研究。

　　二、东周盟书的文字学研究

　　东周盟书材料的出土，扩展了文字考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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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秋瑞：东周盟书研究综述

法研究、史料研究等方面的范围。从文字学角

度研究东周盟书，可以分为文字考释和字书编

纂两个方面。

１．东周盟书文字考释

于省吾［２９］曾提出，甲骨文的研究是多方面

的，但文字考释是一项基础工作。对东周盟书

的研究来说，文字考释同样是其最基础性的工

作。由于东周盟书都是当时“诅祝”人的手写

体，书写较为草率，文字省减随意性和变化的繁

复性给文字考释带来了很大困难。在文字考释

方面，美国学者魏克彬［３０］取得了突出成绩，他

将温县盟书未发表材料中的“ ”释为“岳”，认

为当时晋国的“岳”即是今天的太岳山（霍山）。

侯马盟书中相同位置的字，以往释为“晋”“出”

“顷”“敬”的，魏克彬皆将其释为“岳”。魏克

彬［３１］还对“温县盟书”作了细致分类释读：认为

“付 中心”中的“付 ”应读为“剖敷”，并据

此考释侯马盟书中的“ 判其心”之“ ”为从

“肉”“付”声，亦读为“剖”；考释出盟主名为

“ ”，从“立”“ ”声，表示韩烈侯的名字

“取”；释“讨”，指出盟书中从“ ”声之字与从

“微”声之字表示同一个词。程燕等［３２－３３］结合

清华简，将旧释为“弧”的字改释为“尼”。对这

些盟书关键字的考释，为盟书研究提供了很好

的前期基础。

此外，李家浩［３４］结合天星观楚简中的

“ ”，考释了侯马盟书中的“弁”字。汤志

彪［３５］结合传抄古文的写法，将温县盟书中原来

释为“县”的字改释为“纲”；将盟书中的“纲书”

读为“抗书”，指揭发告密之书。董珊等［３６－３７］

对“明亟 之”的考释，陈梦家等［３，３８－４１］对“麻

夷非是”的解释等，也都推动了盟书文字释读

工作的顺利开展。

裘锡圭［４２］指出，我们所说的用字方法，指

人们记录语言时用哪一个字来表示哪一个字的

习惯，用字习惯从古到今有不少变化。在盟书

用字方面，张颔［４３］归纳出侯马盟书四个方面的

用字特点，张守中［４４］总结了东周盟书中同一个

字的不同写法，何琳仪［４］对出土东周盟书的用

字做了比较，秦晓华［４５］归纳了侯马盟书文字异

形现象产生的三个原因，陈英杰［４６］探讨了侯马

盟书异体字的研究方法。不同时代的文字使用

状况及其变化，是不同时代文字发展的真实记

录［４７］。对盟书用字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盟书的

用字特点，确定盟书的国别与年代。

２．东周盟书字书编纂

文字编即字表，它以简明扼要的形式，集中

体现了文字考释成果。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

于１９７６年编著的《侯马盟书》［７］后附字形表，

２００６年的增订本［１３］也附录了“侯马盟书”字

表，吸收了近几十年来盟书文字研究的最新成

果，为后人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近

年来，又有两本专门的侯马盟书文字编出版：张

道升的《侯马盟书文字编》［４８］虽收录字形较全，

但对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吸收不够；张守中的

《侯马盟书字表新编》［４９］在原字编的基础上，吸

收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但字表采用摹本形式，

个别字形不免失真走样。此外，汤余惠等［５０－５３］

研究了部分盟书字头，曾宪通等［５４］对盟书中出

现的字词做了集释，这些成果必将推进今后盟

书研究工作的深化。

字形研究对于提高盟书考释水平是至关重

要的。研究者们全面利用现有资料，既有对前

人成果的总结运用，也有个人创新的观点，代表

了东周盟书的研究水平。由于温县盟书材料没

有完全公布，一些字的考释仍存在争议，因而在

东周盟书字书编纂方面，虽然大部分能反映最

新的考释成果，但仍然未能充分反映东周盟书

研究的全貌。随着东周文字资料的日渐丰富，

文字编纂出版工作的加快，文字考释水平的提

高，东周盟书的研究将会取得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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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年６月　第２３卷第３期

　　三、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学界对东周盟书的研究虽然起

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目前在材料刊布、断代研

究、历史文献价值探讨、文字考释、字书编纂等

方面虽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还有以下一些方

面需要引起重视。一是应加大对现有盟书材料

的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力度。随着东周盟书材

料的不断刊布，盟书研究应及时跟进，如以往东

周盟书字书在资料搜集上尚需补充，辨识工作

时有不精，不能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二

是应扩展东周盟书的研究范围。应以目前考释

成果为基础，将盟书文字不仅放入晋系文字中

考察，还应将其放入整个春秋战国文字系统中

考察，增强考察结果的可信性。三是应注重将

盟书文字与典型的晋系文字相比较，充分揭示

盟书的用字特点，确定其时代，同时更应从微观

角度重视盟书材料中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

等。四是应及时公布温县盟书材料，推动东周

盟书在字词考释、用字考察、年代判定、历史文

化信息探求等方面的全面研究。

随着温县盟书的即将全面刊布和考释工作

的日益推进，对东周盟书资料进行综合整理和

汇总编纂，构建盟书资料库，以适应多学科的需

要，将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对盟书考订的

新成果进行深入研究，汇编整理，进而研究东周

盟书的构形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将是未来该项

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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