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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的俞国史事考析


王　进　锋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根据彝器铭文，商周时期有个俞国。参考其他“小臣Ｘ”的用例，商代的俞国有军事首领小

臣俞。通过考证研究，我们知悉在由三个族氏名号构成的复合氏名“ 俞舌”中，俞国与 族是通婚关

系。商周时期的俞国拥有林、 类的附属国。上古时期有两个与“俞”有关的地名，分别在今山东夏津

县和四川南江及其下游的渠江，商周时期的俞国与夷方、 地相近，当位于山东夏津县。西周时期有个

西俞国，当即《史记·赵世家》的“西俞”地，它附属于周。从地理分布来看，西俞国和俞国是两个并立

国，但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春秋时期的俞国和鲁国之间有通婚关系，根据同姓不婚的原则，俞国应

不是姬姓。

　　关键词：俞国；小臣俞；小臣俞犀尊；复合氏名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２０１２ＥＬＳ００２）以及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１２ＣＧ２８）“臣、小臣与商周社
会”的阶段性成果。

①　该字作“ ”、“ ”（不 簋，《集成》４３２８）、“ ”（鲁伯厚父盘，《集成》１００８６）形，与《说文》中“从 ，从舟，从 ”的俞字形相同，

当即俞字。商周时期还有一字作“ ”（《殷虚书契菁华》１、《续》３·２８·３）、“ ”（俞伯尊，《集成》５８４９），右侧下部的空、实椭圆形当是
由 讹变来的，也是俞字（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９５２页）。

②　本文正文中有诸多的引书简称，为行文方便，笔者在此一并注出，分别为：（１）《集成》指《殷周金文集成》；（２）《近出》指《近出
殷周金文集录》；（３）《近出二编》指《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４）《铭文选》指《商周青铜器铭文选》；（５）《合集》指《甲骨文合集》；（６）
《英藏》指《英国所藏甲骨集》；（７）《前》指《殷虚书契前编》；（８）《后》指《殷虚书契后编》；（９）《乙》指《小屯·殷虚文字乙编》；（１０）《粹》
指《殷契粹编》；（１１）《续》指《殷虚书契续编》；（１２）《京都》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③　“ ”是“ ”（《合集》１３５１４甲正）、“ ”（《前》８·１０·１、《京都》３２４１）之省。是古文字形体省略的一种表现形式（刘钊：《古文
字构形学（修订本）》，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１—３６页），这就像“”（《京都》２０７４）字或作“ ”（《粹》

３９４）、“ ”（《前》７·２８·４）字或作“ ”（《合集》２００７４）；“”（《前》７·１７·４）字或作“ ”（《后》１·２４·４）；“ ”（《前》４·２９·４）字或
作“ ”（《乙》１０８８）；“ ”（《合集》１２２）字或作“ ”（《合集》２１８９３）一样。即“庸”字。《诗经·崧高》：“以作尔庸”，毛传：“庸，城也”。

　　商周时期有个俞国。商周时期的铜器中有“亚俞”①（亚俞父乙卣，殷，《集成》②５０５４；亚俞父辛觯，
西周早期，《集成》６４１１；吴盘，西周早期，《集成》１００６６）类的族氏铭文，说明商周时期有个国族名为
“俞”。西周早期还有铭文为“俞伯”（俞伯尊，《集成》５８４９；俞伯卣，《集成》５２２２；俞伯器，《集成》
１０５６６；俞伯飌，《近出》１５９）的铜器。西周时期有“ 伯”（《集成》２２７６； 伯鼎；西周中期）、“邢伯”

（《集成》９４５５；长 ；西周中期）、“杜伯”（《集成》６９８；杜伯鬲；西周晚期）、“虫（崇）伯”（《周原甲骨
文》Ｈ１１：２２），春秋时期有“曹伯”（《左传·成公十六年》）、“郑伯”（《春秋·桓公元年》），他们分别是
国、邢国、杜国、崇国、曹国、郑国的国君。与之比对，可知俞伯是俞国的国君。由俞伯器铭文可以更

明确地知道，俞是个国名。

商代的俞国设有军事首领，称为小臣俞。清朝道光年间，山东省寿章县梁山出土了小臣俞犀尊，是

一件商代后期的器物，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其铭文载：

丁子（巳），王省闬 （庸）③，王易（赐）小臣俞闬贝。唯王来正（征）人（夷）方。唯王十祀又

五，（肜）日。（《集成》５９９０）
小臣俞犀尊铭文的大意为：丁巳日，商王视察了闬地之城；王赏赐小臣俞闬地的贝；商王从征伐夷方归

来；在十五祀肜日。小臣俞在商王征伐夷方之后受到赏赐，他应当参加了这次战争。可以很合理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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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小臣俞具有军事性。

不仅如此，小臣俞还是军事首领式的人物。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商代玉戈，长

２２．９厘米，宽６厘米，根据其铭文可知玉戈的主人为俞，所以可称其为俞玉戈。其铭文为：
曰 王大乙。在 。俞 。

李学勤先生指出这里俞和小臣俞是一人①，祭名；王大乙，成汤； ，贡②； ，地名。商王在 地 祭王

大乙，小臣俞进贡物品。俞玉戈铭文所记之事可能与小臣俞犀尊铭中的征夷方有关系。应是在小臣俞

随王征伐夷方来到 地，并举行 祭。从以上两篇铭文可知，小臣俞要随商王征伐夷方，还要向商王进

贡，其应是军事首领式人物。

小臣俞应当来自俞国。从甲骨、金文材料看，商代的“小臣 Ｘ”往往来自国族 Ｘ③，小臣永（《合集》
２７８７８＋《合集》２７８７９）来自永方（《合集》３３１８９、３３１９０）、小臣系（《集成》５３７８）来自系方（《合集》
２７９９７）、小臣从（《合集》５５７９反）来自从地④。另外，商代玉戈铭文中的“作册吾”就来自吾国⑤。其称
名形式是“官职名＋国族名”。与“小臣Ｘ”和“作册吾”相比照，我们可以说商代的小臣俞来自俞国。

上文我们已经指出小臣俞是军事首领式的人物，结合小臣俞来自俞国的这层信息，我们知道小臣

俞应当就是俞国的军事首领⑥。要之，商代的俞国设有军事首领，称为小臣俞。

不独唯是，商代的俞国和 族之间有婚姻关系。商代的 俞舌盘铭文载：

俞舌。（《集成》１００３５）
《集成》２９５１著录的商代簋、《集成》６７９０著录的商代觚、《集成》９１４９著录的商代、《集成》７７４７著录
的商代爵均有铭文“ ”，说明其是族氏名号。《山海经·海外南经》记录有“岐舌国”，《吕氏春秋·功

名》则提到了“反舌国”；商代晚期的舌器（舌簋，《首阳吉金》１６；舌鼎，《近出二编》１３１）有铭文“舌”、商
代晚期的舌父觚有铭文“父。舌”（《近出二编》６６１），舌均为族氏铭文。可证上引铭文中的舌是族名。可
见， 、俞、舌皆为族氏名号。那么由三个族氏名号组成的“ 俞舌”就是学者们所界定的复合氏名⑦。

关于“ 俞舌”的铭文含义，我们可先看西周早期的 进方鼎铭文。其内容为：

唯八月，辰在乙亥，王在 京。王赏 进金。亚?。（《集成》２７２５、２７２６）
金文中还有“ 作父辛宝尊彝。亚?。”（《集成》９２０， 飌；《集成》９５９５， 壶；西周早期）。“

”应是“ 进”之省。铜器铭文中有“ ”（《集成》４２０８，段簋，西周中期）、“林 ”（《集成》６１３，
林 鬲，西周早期）、“ ”（《集成》５１９３， 卣，西周早期）， 、林、 皆为国族名。与之相比较，

“ ”应为国族名。秦始皇陵一号兵马俑坑西端门道出土砖上陶文就有铭“宫进”者⑧。“宫”是“宫司

马”的省称，“进”是姓。《广韵·震韵》：“进，又姓，出于何氏《姓苑》”。所以，“宫进”意即姓进的宫司

马。《汉印文字
$

》２·１１收录了“进睦子印章”，进也是姓。上古时期，姓和族往往合一。进也是族名。
妇进觚铭载：“妇进作彝。亚旨”（《集成》７２８７），妇进是指进族的妇⑨。可见，进是族名。“ ”为职官

名瑏瑠。铭文中的“ 进”是一个人名，“ 进”称名的大意为： 地的 官，其母亲来自进族。

进又归属于?族，则 族附属于?族。

有学者指出复合氏名实质是一种“略辞”瑏瑡，如铭文“ 。 ”（《集成》８２２９、８２３０、８２３１， 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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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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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论美澳所藏的几件商周文物》，《文物》１９７９年第１２期，第７４页。
王进锋：《 字、 国与 臣》，《社会科学战线》待刊。
商代甲骨文中的地名、国名、族名往往相同。在此，我们按照学术界的一般做法，用“国族”概念来笼统概括之。
甲骨文中有“田从”（《合集》２８５７６）、“王往田从”（《合集》３３３６２），说明从是地名。
齐文心：《庆阳玉戈铭“作册吾”浅释》，《出土文献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３２—３７页。
这与甲骨文中很多“小臣某”是来自“某”国或“某”族的军事首领的情况（王进锋：《卜辞排谱与相关小臣某的族氏与身份》，

《古代文明》２０１２年第２期）可相互映证。
所谓复合氏名就“是指在同一件器物的铭文中，作器者自署其所属族氏之名号，是有两个乃至两个以上的族氏名号组合而成

的”（朱凤瀚：《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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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锋：《亚旨铜器、苏埠屯一号墓与小臣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
李学勤：《殷商至周初的 与 臣》，《殷都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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