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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介紹 

《商代金文全編》是第一部專門收錄商代鑄刻在青銅器上的古漢字的字編。  

《商代金文全編》采納最新而可信的考釋成果，凡學者運用新資料考證疑難形體

結論可信的新成果一律予以采納，舊釋經學者運用新資料重新研究證明不正確者

一律以新成果予以糾正。 

《商代金文全編》按《說文》部次編排，始一終亥。計有正編 14 卷，合文

1 卷，重文 1 卷，附錄 11 卷。共收錄字頭 1686 個，字形共計 14778 個（其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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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字頭 730 個，收字形 11237 個；合文 316 個，收字形 1146 個；重文 3 個，收

字形 7 個；附錄 637 個，收字形 2388 個）。另有殘字 1 卷，收錄殘字 314 個；殘

字未裁切 1 卷，收錄未裁切的銘文拓片（或未出具銘文的器影）96 個。 

《商代金文全編》所收銘文取自公開刊布的 6271 件商代有銘青銅器（時間

下限止於 2011 年 12 月）。其中，《殷周金文集成》4917 件；《歷代鐘鼎彝器款識》

著錄而《集成》未收錄 1 件；《安陽殷墟青銅器》著錄而上述諸書未收錄 29 件；

《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著錄而上述諸書未收錄 1 件；《近出殷周金文集錄》

與《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匯編》著錄而上述諸書未收錄 708 件（其中同收

252 件）；《流散歐美有銘殷周青銅器集錄》著錄而上述諸書未收錄 13 件；《殷墟

新出土青銅器》著錄而上述諸書未收錄 68 件；《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二編》著錄而

上述諸書未收錄 126 件；《商周金文資料通鑑》檢索系統（版本 1.2）著錄而上

述諸書未收錄 365 件；散見於報刊 43 件。 

商代金文圖形文字眾多，本書將其歸於人體、自然物、動物、衣著、建築、

田域、車舟、器物、線條及邊框、其他等各類。 

書中《商代有銘銅器著錄表》囊括資料來源，也是對商代有銘銅器的全面搜

集整理，其精確滿足研究之用；《商代金文字形逐字統計表》和《商代金文合文

逐字統計表》提供字頭以及相關字形數據，強調其“在商代”的符號意義；《商

代有銘銅器索引》反映各器於本書所在位置，方便使用者檢索之需。 

書後有《部首檢字表》《拼音檢字表》兩種。表中標有▲者，祈見董蓮池《說

文解字考正》，其“按語”對認識商代金文不無裨益。 

《商代金文全編》收錄商代有銘銅器銘文之全部。資料之全，為商代金文研

究掃清了材料工作的障礙；字形之全，適於專門從事考古文字工作者、先秦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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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書法愛好者、美術史研究者的使用，堪稱填補空白之作。 

■■■■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毕秀洁，吉林大学历史学学士、文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2008

—2011 年师从董莲池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孜孜以求，学问扎实。有论文《宋代

以来的商代金文研究评述》，观点鲜明而公允稳健。对“宋至清末的商代金文研

究”、“二十世纪以来的商代金文研究”的分析，对研究者不无廓清和导引之用。  

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商代金文的整理与研究”。勤苦学

养并进，来日可待。 

■■■■ 著名古文字专家董莲池著名古文字专家董莲池著名古文字专家董莲池著名古文字专家董莲池评语评语评语评语 

披览其文稿，洋洋数千页，凡公诸于世的商代彝铭形体悉数囊括，颇可称资

料赅备；又能站在学术前沿，充分吸收学界优秀研究成果，融以自己的研究体会，

使这部书集资料性与研究性于一体，从此结束了商代金文无典的历史，给古文字

研究、商周史研究、商周考古等工作的开展带来极大便利，实在是件令人高兴的

事。 

■■■■ 内容介绍内容介绍内容介绍内容介绍 

《商代金文全编》是第一部专门收录商代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古汉字的字编。  

《商代金文全编》采纳最新而可信的考释成果，凡学者运用新资料考证疑难形体

结论可信的新成果一律予以采纳，旧释经学者运用新资料重新研究证明不正确者

一律以新成果予以纠正。 

《商代金文全编》按《说文》部次编排，始一终亥。计有正编 14 卷，合文

1 卷，重文 1 卷，附录 11 卷。共收录字头 1686 个，字形共计 14778 个（其中正

编字头 730 个，收字形 11237 个；合文 316 个，收字形 1146 个；重文 3 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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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 7 个；附录 637 个，收字形 2388 个）。另有残字 1 卷，收录残字 314 个；残

字未裁切 1 卷，收录未裁切的铭文拓片（或未出具铭文的器影）96 个。 

《商代金文全编》所收铭文取自公开刊布的 6271 件商代有铭青铜器（时间

下限止于 2011 年 12 月）。其中，《殷周金文集成》4917 件；《历代钟鼎彝器款识》

著录而《集成》未收录 1 件；《安阳殷墟青铜器》著录而上述诸书未收录 29 件；

《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著录而上述诸书未收录 1 件；《近出殷周金文集录》

与《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著录而上述诸书未收录 708 件（其中同收

252 件）；《流散欧美有铭殷周青铜器集录》著录而上述诸书未收录 13 件；《殷墟

新出土青铜器》著录而上述诸书未收录 68 件；《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著录而

上述诸书未收录 126 件；《商周金文资料通鉴》检索系统（版本 1.2）著录而上述

诸书未收录 365 件；散见于报刊 43 件。 

商代金文图形文字众多，本书将其归于人体、自然物、动物、衣着、建筑、

田域、车舟、器物、线条及边框、其他等各类。 

书中《商代有铭铜器著录表》囊括资料来源，也是对商代有铭铜器的全面搜

集整理，其精确满足研究之用；《商代金文字形逐字统计表》和《商代金文合文

逐字统计表》提供字头以及相关字形数据，强调其“在商代”的符号意义；《商

代有铭铜器索引》反映各器于本书所在位置，方便使用者检索之需。 

书后有《部首检字表》《拼音检字表》两种。表中标有▲者，祈见董莲池《说

文解字考正》，其“按语”对认识商代金文不无裨益。 

《商代金文全编》收录商代有铭铜器铭文之全部。资料之全，为商代金文研

究扫清了材料工作的障碍；字形之全，适于专门从事考古文字工作者、先秦史研

究者、书法爱好者、美术史研究者的使用，堪称填补空白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