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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1-6 册）（套装共 6 册）》是在海内外对青铜器铭文的大

型整理已经完成的基础上，对已公布的金文资料作了穷尽性的搜索，是自古至今

搜集山东金文最丰富、最实用的一个集子。该书为海岱地区千年青铜文化积淀之

结晶，同时也是自宋代以来齐鲁先贤千年传承、文化积累的成果。该书充分吸收

学术界关于山东古国史研究和古文字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入编者对山东古族

古国的认识，吸收各家之长，以铭文图录和释文为主，配以年代、出土地点、尺

度重量、形制纹饰、流传收藏、著录图书等，以便于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

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的使用，特别是为历史文化研究者的使用和引证提供了更多

便利。全书涉及一些文献没有记载或记载较少的海岱古族古国，拓宽了山东地方

史研究的领域，丰富了山东上古史的内容，对探知及恢复山东上古历史原貌和古

代文明发展状况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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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莱（龙口、黄县归城） 

二、限（莱州一带） 

三、能（熊盈十七国之一，族聚地不详） 

四、过（莱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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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沘、寒（潍县东北） 

二十一、角（临朐至胶县一带） 

二十二、×（昌乐一带） 

二十三、异（诸城西南） 

二十四、纪（寿光） 

二十五、木（地近临朐并） 

二十六、天（纪的分支或附庸） 

二十七、斟灌（寿光） 

二十八、矢（临朐一带） 

二十九、牧（青州西南近攸） 

三十、（益都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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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了卧（益都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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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丰（寿光西） 

三十五、鱼（弥河至桓台一带） 

三十六、商齐（淄博某地） 

三十七、周齐（临淄） 

三十八、麦（临淄西溘水一带） 

三十九、毁（临淄西葵丘） 

四十、宣（桓台或邻近地区） 

四十一、旁（地近画） 

四十二、凤（青丘海隅） 

四十三、弓（鲁北一带） 

四十四、战、赢、非、刀（鲁北一带） 

四十五、街（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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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卤（滨州） 

四十七、亦（鲁北一带） 

四十八、奉（高青西北） 

四十九、火、罂（鲁北） 

五十、吊龟（桓台一带） 

五十一、戎（惠民） 

五十二、夫（邹平平镇南） 

五十三、堡（章丘与高青之间） 

五十四、舟（长山） 

五十五、覃（章丘） 

五十六、宁 A、罂（章丘） 

五十七、危、耳、帆（征夷方所经地，章丘一带） 

五十八、陆、朱、截（征夷方所经地，近危） 

五十九、乐（征夷方所经地，济南） 

六十、（济南大辛庄） 

六十一、酽（济南刘家庄） 

六十二、颇（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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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华（初在临朐，后徙济阳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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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鬲、万（德州平原） 



六十八、龟（近鬲） 

六十九、田（长清） 

七十、郭（长清、平阴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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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戈（长清） 

七十三、各（长清、平阴一带） 

七十四、龙（泰安西南） 

七十五、勺（莱芜一带） 

七十六、赢（莱芜西北） 

七十七、臣（沂源一带） 

七十八、叉床（征夷方所经地） 

七十九、之（征夷方所经地，近叉） 

八十、熏（地近攸） 

八十一、攸（初在鲁西，后徙莱芜东南） 

八十二、杞（新泰） 

八十三、叔（新泰一带） 

八十四、甾（柴汶河或淄河流域） 

八十五、纲（宁阳县宁阳镇东） 

八十六、丫（地近商、毁） 

八十七、商、雷（征夷方所经地，泰山附近） 

八十八、讯、乘（族地待考） 

八十九、靱、狷（肥城一带） 

九十、铸（鲁北或肥城一带） 

九十一、遂（宁阳西北） 

九十二、强（茌平或无棣一带） 

九十三、兮（征夷方所经地，聊城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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