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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北师范大学马如森教授出自著名学者孙晓野（常叙）先生门下，上承罗王学脉，于甲骨金文造诣甚
深，多有著述。
日前承他寄示新作《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书稿，嘱我写几句话。
追忆1992 年，他所著《殷墟甲骨文引论》书成，有胡厚宣、孙晓野先生撰序，我也厕身其间。
荏苒近20 年，马如森先生将三篇序移录于他这部新作，而胡、孙两先生都已过世，念此不禁感怀系之
。
马如森先生这部《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冠以“甲骨文概说”、“金文概说”，发凡起例，作为
读者入门阶梯。
然后列举有代表性的甲骨九片、金文七篇，循字逐句，细加论析注解，附以语体译文，其深入细致，
不厌其详，可谓前所未有。
书末还为学习书法者着想，附以精美的临写作品，以作示范。
全书设想之周到，工作之详密，体现出马如森先生长达十年的功夫，很值得读者品味。
    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马如森先生这部书的内容，充分反映了他多年治学谨慎稳重的特点。
我认为，这对于初学的读者特别有益。
几年前，为纪念王国维先生，我曾有一篇小文登在《中华读书报》，说到王国维先生强调“阙疑”的
精神。
1924 年，王先生为容庚先生《金文编》作序，开篇便讲：“孔子曰‘多闻阙疑’，又曰‘君子于其所
不知，盖阙如也’。
    许叔重（慎）撰《说文解字》，窃取此义，于文字之形声义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阙’。
至晋荀勗等写定《穆天子传》，于古文之不可识者，但如其字以隶写之，犹此志也。
”至于后世学者，每每失之穿凿，强不知以为知，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正是我辈晚学所应力戒
的。
编著甲骨金文知识的普及性读物，更应该如此，向读者介绍的须是已为学术界公认的见解，而不宜一
味求新，因为在当前学术繁荣的条件下，新说层出不穷，却不是都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介绍公认的知识，并非保守陈旧，而正是稳当矜慎的表现。
实际上，细绎《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这部书，大家都会对作者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力有明确的
印象。
成语说“金针度人”，是我们都应感谢的。
相信这部书的问世，会吸引更多读者对甲骨金文产生兴趣，并由此登堂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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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如森，1932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员，中国甲骨文书法艺术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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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李学勤序《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鼓励、希望与指导胡厚宣序孙常叙序李学勤序自序凡例绪论  一
、甲骨文概说  二、金文概说  三、关于考史的几个问题释译文甲骨文  一、《甲骨文合集》第137片  二
、《甲骨文合集》第6057片  三、《甲骨文合集》第6834片  四、《甲骨文合集》第10405片  五、《甲骨
文合集》第12051片  六、《甲骨文合集》第37986片金文参考文献附录一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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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于奴隶制生产力的发展，促使西周经济，有较快的发展，被分封的诸侯势力，也在有所强盛
。
到了西周晚期，反映在诸侯之间的矛盾也在加剧，你争我夺的社会形势屡见不鲜。
由于诸侯之间的矛盾加大，也反应在土地占有权上“莫非王土”制度出现了裂痕，由王占有制的土地
关系，转化为诸侯私人占有。
西周晚期《矢人盘》证实了这个问题。
《矢人盘》记载了矢国的土地划给散国私有。
其起因是，从盘铭文所见，“矢栽散邑”。
也就是矢国先侵夺了散国，其结果矢国失败了，失败了的矢国必须赔偿土地给散国。
这是矢国铸盘为证的主要原因。
散国胜利了，也说明矢散两国在交锋时，散的势力要比矢国强大。
散国强大的原因何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从散的国君说起。
据李学勤先生考证：矢人盘中的“散即散宜生之散”。
（见《矢人盘》注③）散宜生是何人呢？
这要在商朝后期说起。
那时的西伯昌（即周文王）的势力越来越强，商纣王看到对商不利，于是找个借口就把西伯昌囚禁在
监狱里，今河南汤阴县羡里城。
这时的周文王有几个贤臣，其中有太颠、闳夭和散宜生三人。
为解救周文王出狱，他们三人选了美女、珍宝和壮马给商纣王献礼。
之后纣王才把周文王放了出来。
（见《尚书·君爽》和《史记·周本纪》）。
这时的散宜生三人自然就是文王的大功臣。
文王出狱后主持朝政，给散宜生以巨大的奖赏。
散宜生要建国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的陕西宝鸡西南的“大散关”为散国属地是可信的。
王国维考证“散国在大散关”的说法也是成立的。
（见《矢人盘》注③）矢散两国不见于文献记载，从考古资料可知他们存在的时间与西周相始终。
（见《矢人盘封地参考略图的说明》第一、第二）矢国转让给散国的土地，要旅行一套完备的手续。
从盘铭文写作顺序所见：首先是，矢国的两块土地——眉田和邢邑田，划给散国。
划分地时，要有明确界标——用植树即“封”和道路为界限。
这两块地相当大，从西起的宝鸡凤翔，到东边的武功，连接到}胃水南岸多，北岸少，是关中平原大量
的良田，全划给了散国。
（见前引《略图》）其次，盘铭详细的说明了矢、散两国参加划地分界的官员。
矢国有15人、散国有10人。
一共有25人，这25人是谁？
见铭文的第3段。
其中矢国有3人级别很高，就是眉邑田的鲜且、武父和西宫襄。
因此矢王才派遣他们3人去执行“誓词”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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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马如森先生这部《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冠以‘甲骨文概说’、‘金文概说’，发凡起例，作
为读者入门阶梯。
然后列举有代表性的甲骨九片、金文七篇，循字逐句，细加论析注解，附以语体译文，其深入细致，
不厌其详，可谓前所未有。
书末还为学习书法者着想，附以精美的临写作品，以作示范。
全书设想之周到，工作之详密，体现出马如森先生长达十年的功夫，很值得读者品味。
”　　——李学勤（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
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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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是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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