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山居吉金读字录》
第二三·南宫孚钟

（日照市雕龙里书院 铁农）

【器物】

南宫孚钟甬部饰环带纹，旋、钲部饰窃曲纹，干部作夔

龙状，鼓部饰夔鸟纹，右鼓部有一小夔鸟纹是第二基音的标

志。于 1979 年 6 月发现于扶风县南阳公社（乡）五岭大队

（村）豹子沟，现藏扶风县博物馆。

该器为一组编钟中的一件，器体通高 55、舞部 16×24、

铣部 20×28.5 厘米，甬部、钲部、左鼓部铸有三段铭文，

共 68 字。

【铭文拓片与摹本】



【校字】

“ ”旧释“乎”，“乎”字见班簋铭文“ ”，两者

存在差异，该字宜释“孚”。

“ ”三字释读混乱，与此前的“大”字组成语句表

意不清，按该语句释义宜为器物的制作工艺，宜释“错襄银”，

结合“大”字即为“大错镶银”。

“ ”的本字为“鲁”，但“鲁”与“嘉”通假，此处

宜释“嘉”字。

【释读】

司土南宫孚作大错镶银，兹钟名曰无旲。

先祖南公、亚祖公中必父之家，天子期万年眉寿，㽙

永保四方，配皇天。孚拜手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嘉庥，用



作皇祖南公、亚祖公中。

【考辨】

该器铭文中的“司土南宫孚”即制作该器的器主，“司

土”即“司徒”，是“南宫孚”家族世袭任职的职官名称。

伯邑考后人建立的曾国礼器铭文时常出现称颂南宫括的内

容，很容易被错释为曾国系南宫括获封之地，由该器来看曾

国所在的江汉区域虽然是南宫括在周室兴起之时以“南公”

身份为周拓土管理之地，但随着曾国的分封移交该区域侯伯

之子的权力之后，南宫括则返回周王室就任司徒官职并世代

传袭。

“司土南宫孚”的“先祖南公”即南宫括，参见曾侯舆

编钟铭文“伯括上嫡……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亚祖

公中”即南宫括之子。南宫括是夏后氏帝禹后裔，而周室兴

起的旗号之一就是尊奉夏后氏依从夷夏之交禅让古制伐商

举兵，所以伯邑考后人建立的曾国礼器铭文中称南宫括为

“上嫡”，而该器又载南宫括家族在周王室举行祭祀之时享

有“配皇天”的礼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