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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曾将主要是1997年以前所写的有关甲骨文、金文、楚器铭文及传抄古文等方面的38篇论文汇集
成册，名为《古文字论丛》，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印行；又将2000年以前所写的有关货币方面的论文38
篇汇集成册，名为《先秦货币研究》，由中华书局印行。
两书印行之后所写论文40余篇，原本计划单独成册，考虑到前者在台北仅印五百册，大陆学者不易得
到，而且距今已经十余年，学界同仁建议在大陆出一册简体字本，故本集收录包含了《古文字论丛》
的内容，取名《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
这样，我所撰写的学术论文基本就收录在这本文集与《先秦货币研究》之中了。
有关为他人大作所撰之序言及有关学术会议报告之类的小文，因篇幅所限，没有收入。
个别内容有重复的论文也未收入。
读者可以检阅后列“黄锡全著述一览表”。
为忠实于历史，汇集之文除个别地方作了必要的修正外，基本保持原貌，技术上也未作统一处理，但
字体在繁简变换中某些文字因内容需要使用了繁体；有的学术观点前后不一者，以后来发表意见为准
，如有说明则加“附记”于篇末。
这是事先需要向读者说明的。
　　文集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于甲骨文与商周金文的，一是关于楚器铭文与楚简的，一是
关于传抄古文的，一是关于先秦货币的。
为方便读者综合了解有关内容或作者的一些心得体会，文集内特意收入作者几本论著的前言。
有关先秦货币方面的心得体会，可以阅读《先秦货币研究·序》；有关楚器方面的体会，可以阅读《
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前言；有关传抄古文，可以阅读《（汗简）注释》序言；有关甲骨金文等方
面的收获，可以阅读曾宪通先生为《古文字论丛》撰写的序言（本集作为“代后记”）。
另将记述先师思泊先生的事迹和纪念曾侯乙墓发掘三十周年小文列人末尾。
　　将所撰论文汇集成册，主要是给学术界或爱好者提供一个方便。
作者自知寓于学识，调入行政事业单位后又担任一些领导职务，著述大多在晚上和休息天进行，受条
件与时间局限，难有较大作为。
尽管我努力争取每篇能够有所新意，但每每费力多而成功少。
回忆所走过的学术道路，自认为成果不多，成就不大，但还算刻苦努力，孜孜以求，没有虚度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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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于甲骨文与商周金文的，一是关于楚器铭文与楚简的，一是
关于传抄古文的，一是关于先秦货币的。
为方便读者综合了解有关内容或作者的一些心得体会，文集内特意收入作者几本论著的前言。
有关先秦货币方面的心得体会，可以阅读《先秦货币研究·序》；有关楚器方面的体会，可以阅读《
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前言；有关传抄古文，可以阅读《注释》序言；有关甲骨金文等方面的收获
，可以阅读曾宪通先生为《古文字论丛》撰写的序言（本集作为“代后记”）。
另将记述先师思泊先生的事迹和纪念曾侯乙墓发掘三十周年小文列入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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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锡全，1950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现为荆州市荆州区）。
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1975～1978年就职于湖北省博物馆，任文物考古队副队长。
1978年师从吉林大学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1984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985～1993年执教于武汉大学，任考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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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服众大卢，服履，服六孳，服韩（茽）侯、荔（都）、方；宾贝、金。
　　所谓“服”，朱文理解为“职事”。
所服的对象或内容“服众大卢，服履，服六孳，服茽侯、都、方宾贝金”，朱文推测是指大藉、勘定
地界和六粢（谷），及收敛、管理苻侯及都、方等侯国、属国所贡纳的贝与铜。
我们考虑，如将“征”理解为“惩罚”之惩，则“服”就可以理解为降服、臣服、服从或者来服等义
。
是说士山受王命对都、荆、方三国进行惩治，进而迫使大卢、履、六孳等邻近的小国或者部落也服从
或来服，最后茽侯、都、方三国也服从了（或诸国来服）。
“宾贝金”就可与“服茽侯、都、方”断开。
因为第四个“服”的对象是茽侯、都、方三个方国，前三“服”的对象按理也应是国名或者部族名。
这与下列文献“服某国某国”的句子也类似：　　《左传》僖公二年：“秋，盟于贯，服江、黄也。
”杜注：“江、黄，楚与国也，始来服齐，故为合诸侯。
”　　《公羊传》僖公四年：“何涛涂谓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还师滨海而东，服东夷且归
。
’桓公曰：‘诺’。
”　　《左传》哀公十七年，楚王问帅于大师子谷，子谷曰：“观丁父，都俘也，武王　　以为军率
，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
”　　值得注意的是，服从或来服的方国中没有荆，说明荆的势力非同一般，不会轻易服从周的摆布
或惩治。
这也符合历史事实。
昭王伐楚荆未能治服楚荆，同样，共王也难以治服。
　　如征义为征敛，士山就是和平出使，为周王征收贡赋。
同样，荆楚可能抗贡，士山未能“服”之。
周的南面，有“南国艮孳”，“东夷南夷具见廿又六邦”（宗周钟）。
还有“叨孳”（叨孳簋）等名目。
或认为“艮孳”即“卜子”，就是“巴、濮、楚、邓，吾南土也”之濮。
濮，也称“百濮”，说明有很多名濮的部族。
我们怀疑“六孳”，可能属于“叨孳”、“艮孳”之类的散居部族一个或六个，如依本文所述，很可
能就在今之竹山与房县北面至汉水南岸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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