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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庚教授增訂《金文編》近況

林亞瑋

容庚(希自)教授從事中國青銅器和金文研究，六十多年來改故不倦，著述甚多，

是國內外知名的青銅器和古文字專家。他的成名之作《金文編>> ，一直是研究青銅器銘

文〈金文〉者必備的工具書。前金文編》於一九二五年問世，擴大的第二版在一九三八

年出版，一九五九年印行了經編者修訂補充的第三版。

從《金文蝙》第三版發行到現在，已經三十一年了。這期間，由於該書脫銷，香港、

臺灣曾經翻印過，大陸不少的文物工作者和古文字愛好者也渴求編者盡快增訂出版新的

《金文編》。這期間，中國大陸考古發掘出土的青銅器數以千計;零星出土，散入民閉，陸

續為國家有關部門徵集的青銅器，或過去為私人珍藏，都不示人，而今搞贈給國家的青

銅器，也為數不少。單是在國內報刊雜誌已經公布的有銘文的銅器， I1!P約有六百器，近

八百件。@在這些有銘銅器中間，內容價值大，新字多的長篇銘文也特別多，如:藍回出

土的《留殷》、《永孟扎實雞出土的《蚵尊》、《秦公縛鐘>> ，扶風出土的《師教

鼎》、《牆盤》和《曬》諸器，岐山出土的《裘衛》諸器和(( 1鱗區>> ，隨縣出土的

《曾使乙編鐘>>.平山出土的《中山王》諸器，北京收集的《班殷>> ，等等，無論在考

史還是語言文字方面的價值，都是空前的。面對有關方面的迫切需要，面對大量的新公

布的喜人材料，容廣教授以八十多歲的高齡，堅持不懈地蒐求原大的銘文拓本或照片，

一字一字地逐個審閱，在第三版的基礎上增補新字和新的異構童文，博采各家研究考釋

之長，對第三版進行了位改、調整或補充。中華書局一九七八年的《簡報》中宣佈把

《金文編》列入新書出版計劃，一九七八年前，容庚教授的學生馬國權先生會協助做過一

些摹錄新字的工作，一九七九年，則由男一位學生張振林先生協助容庚教授，收集-九八

零年臥前出土的新材料、增補新的選器目錄、繼續做選字、定位、摹錄、膳抄等工作。

這次增訂《金文編》仍按照原有體例，銘文拓片上筆劃結構不清者不放錄;一九八

零年前縮小公布的銘文，如未能得到原大的拓本或照片(包括鑫印件〉者，暫且割愛;

@其中有些銅器，如編鐘、編縛、列鼎、成套的殷、臣、盆、敦、壺、器等，往往一種器岡銘

數件或十數件，在習慣土其命名是相同的。有名的會侯乙蝙鐘，一共六十四件，銘文各異，

命名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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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公布過的原大拓本上有新形體可取者，酌予采錄。到目前為止，初步統計:

1.新增器目共522器。(同銘同類器，不論多少件，均作一器計〉

2.正編新增字頭473號，其中包括重出互見的字頭17個。

3.根接近二十年來的研究成果，在正編刪去字頭的個。

4.第三版原有字頭1894號，極增刪相抵後，計有 2348 號， gp新的權訂版將實增431

號。如果再加上新增捕的異構重文，新增捕的字數約3500字。

5.附錄上下兩部分共新增329字，其中絕大多數屬於補充，從正編轉入附錄只有 2

個，重文 4 字。

6.附錄刪去原有字頭的個，重文96字，其中多數是經過學者們的考釋和討論後，認

為形體可以隸定，詞匯意義和語法意義基本明確而轉入正編的，只有 2 個是屬於重護而

被刪去的。

總之，正編和附錄都是增補為多，無論是增還是刪，都是古文字研究新成果的反

映，同時也反映出編者對金文的新認識。

這次增訂《金文蝙>> ，容庚教授擬將五十多年前羅振玉昕寫的序言重新發表。

容老教授不僅是研究古文字的專家，數十年來也致力於漢字的簡化改革工作。過去

幾次出版的《金文編)) ，是按他自己手書的簡體字印製的。這次改值增訂，為了避免古

今字、繁簡字、異體字間的差異，使於國內外不同文化素養的讀者使用《金文偏>> ，擬

將全書改用繁體楷書抄寫，工作量是非常艱巨的。

今年容庚教授已經八十七歲高齡了。時間是非常重要的。張振林先生正在加緊地做

補錄、繕寫工作，工作若是順利，正、附錄的砂繕工作年內可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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