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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文 字 女又 隶 名 称 补 遗

夏 尿

郭沫若同志写过《古代奴隶制》等专书和不少论文
,

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贡献极大
。

他首

先论定了殷代 卜辞中的
“

众
”

和
“

众人
” ,

以及金文中的
“

帚
” 、 “

人扁
”

和
“

自驭至于庶人
”

都是古

代奴隶的名称
。

他也讨论了中国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与战国之交
,

都为学术界所宝重
,

特别

是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
,

运用科学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历史文献资料
,

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

开辟了崭新的途径
。

本文想从大家熟知的 卜辞和金文史料中
,

对古代

奴隶的名称作一点补充
,

敬以此文纪念郭老诞辰九十周年
。

一
、

卜辞中用为奴隶名称的
“

呆
”

奴隶
、

皂隶以及《左传》中提到的
“

人臣隶困免
” ①

、 “

舆巨隶
” ② 作为奴隶的

“

隶
” ,

简化以

前作
“

翰
” ,

《说文》释
“

附著也
,

从隶奈声
。 ”

其意符的
“

隶
” , 《说文》释 “ 及也

,

从又从尾省
,

又

持尾者
,

从后及之也
。 ”

是用
“
又

”

代表手从后面追赶抓住动物的尾巴
,

表示追及逮住的含意
,

实际是
“

逮捕
”

的
“

逮
”

的初文
。

用
“

隶
”

(附著 )作为
“

奴隶
”

的含意
,

见于经书中
,

甲骨文和金文

中都未发现
,

可能是较晚出现的通假字
。

金文中以
“

帛
” “

人鼠
”

为奴隶的名称
, “

扁
”

读如《尚书
·

梓材》的
“

历人
”

的
“

历
” 。 “

扇
”

即
“

度
” ,

本来是三足的烹饪器
,

作为奴隶
,

也是假借的用法
。

甲骨文
“

离
”

也有作
“

人高
”

的可能
,

如以下 卜辞文例
:

……贞 :

卜有祟……令扁…… (前 5
·

4
·

3)

…… 卜贞
:

· ·

” 二致
· ·

“ 二罕扁? (前 5
·

3
·

5)

己卯贞
:

繁赢于上示 ? (掇 2
0

1 8 7)

甲寅贞
:

来丁已尊尾于父丁
,

宜册牛 ?

乙卯贞
:

其尊帚又羌? (后 1
·

27
·

10 )

……寅 卜
:

令幕从百…… ? (外 4 2 4)

卜辞中作奴隶的
“

隶
”

用的
,

是
“

苹
”

字
,

甲骨文象 目流泪
,

本义是眼泪的
“

泪
” ,

假借为奴

隶的
“

隶
” ,

在音意上并非毫无内在联系
,

在奴隶社会奴隶的命运是极为悲惨的
,

奴隶主使用

代表眼泪的象形文字来代表奴隶
,

决非偶然
。
《说文》尸翠

,

目相及也
,

从目
,

从隶省
。 ”
已经

完全弄不清
“

翠
·

字的本义和形意来源了
,

我们从 甲骨文
、

金文叹
,

才弄清楚了它作
·

泪
”

的

本义
。

卜辞中以
“

呆
”

为奴隶名称的文例
: “

有致翠 (隶 ) 扁 ? (前 5
·

3
·

5)
、 “

致…… 呆 (隶 ) 夫……

施 ?
”

(乙 6 3 13 )
、 “

丙午 卜
:

其用龟 ? 丁酉 卜贞
:

惠乙酉用呆 (隶?)
”

(佚 9 59 )
、 “

丁酉 卜贞
:

惠

用军 (隶 ) ?
”

(存 1
·

1 2 17 )
、 “

那
、

邻
、

羌东 (隶 )百人归于河用 ?
”

(师友 2
·

1 56 )
、 “

……五牢
、

卯翠 (隶 ) ?
”

(宁沪 i
·

2 5 7 )
、 “

大乙卯不 (隶 ) ? 于上甲卯 〔隶〕? ”
(京津 3 9 6 0 )

、 “

癸亥贞
:

兄庚

岁呆 (隶?) 兄己惠牛 ? ,’( 后 1
·

7
·

7)
、 “

丁卯 卜行贞
:

王宾祖丁岁杀 (隶 )
,

父丁岁一牢
,

亡

尤 ? 在一月
。 ”

(河 2 7 5)
、 “

登其呆 (隶 )小 乙 ?
”

(金 2 0)
、 “

庚寅 卜
:

其登父乙岁呆 (隶 ) 施 ?
”

(存



2
·

7 6 4)
、 “

登菜 (隶) 般庚勺〔亡〕尤 ? 在十月
。 ”

(佚56 ) 8
、 “

乙酉 卜尹贞
:

王其宾祖 乙登采 (隶)?

登
。 ”

(库 1 1 5 6)
“

甲申 卜何贞
:

翌乙酉小 乙具其苹 (隶 ) ?
”
(邺1

.

4 0
.

1 2)

以上 卜辞文例中
“

第
”

和动词致
、

用
、

卯
、

岁联用
,

和
“

卯牢
” “

岁羌
” “

用龟
”

的体例一致
,

作名词用
,

代表牺牲和贡献祭品的名称是很清楚的
。

特别是
“

那
、

郭
、

羌 荣 (隶 )百人
”

的文例
,

“

杀
”

为奴隶名称尤为明显
。 “

杀
”

字的确认
,

事关奴隶社会史料的丰富
,

请容许我们再补充一

些奴隶主收括奴隶
、

迫害奴隶的文例
:

“

贞
:

致呆?’’ (东大 7 )
、 “

贞
; 不其来采?

”

(裁 38
·

l)
、 “

癸丑 卜贞
:

令见取启笨十人于

撼? 乙卯 卜古贞
:

令兢取启荣十人于撼? (甲 21 1 4)
、 “

王取呆仆
”

(京都 303 0)
、 “

庚戌 卜寺贞
:

令戈归杀右示十牙 (夏 ) ? (京津 2 1 7 7)
、 “

录五十牙 (夏 )
”

(京津 3 0 8)
、 “

北社… … 多翠?
”

(佚

74 2)
、 “

惠戍马
,

呼呆往 ? ” (宁沪 1
·

5 0)
、 “

于王亥丐邓
· ·

“ 二呼呆
·

一 ,?
”

(前 7
·

21
.

2)
、 “

壬

子 卜寺贞
:

惠国呼翠? ”
(甲 2 2 5 8)

“

多工令翠灾方 ? ” (金 4 13 )
、 “

癸丑 卜
: 王进不斗翠 ?

”
(南南

2
·

1 4 4)
、 “… … 卜寺

:

令木翠致覃卫有擒? 庚寅 卜贞
:

令翠盘卫擒? ”
(甲 1 1 6 7)

古代奴隶社会奴隶大众是毫无人身自由的
,

成年累月在监工的皮鞭下从事强制性的血汗

劳动
,

奴隶主把他们当作牲 口看待
,

对他们具有生杀予夺的一切权利
,

奴隶除了起义和逃亡

之外
,

只有被榨取
、

磨折至死
。

奴隶的命运在奴隶社会是极为不幸的
,

甲骨文用个代表落泪

的象形文字
“

采
”

来代表它
,

正是这种残酷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

在封建社会
、

资本主义社会都

还残存着不同程度的奴隶制压迫
,

只有共产主义胜利才能最终地消灭奴隶制残余
,

是千真万

确的
。

二
、

卜辞中代表夏族奴隶的
“

牙
”

甲骨文辛
、

平
,

于省吾等著名学者多释
“

屯
” ⑧ ,

甲骨文
“

屯
”

作中淑 卜
3 8 5) 为另一

字
。 “

屯
”

是植物初生的形象
, “

牙
”

是
“

芽
”

的初文
,

象植物芽
、

叶之形
,

容易互混
。

只要联系

卜辞文例的语言资料
,

是
“

牙
”

通
“

夏
” ,

还是
“

屯
”

通
“

春
” ,

是可以分辨清楚的
。

卜辞
: “

卜各〔贞
:

今 〕牙 (夏 ) 亡祸? 六月
。 ”

(粹 13 8 8)
、 “

丁酉 卜寺贞
:

今林 (夏 ) 王勿黍?

今游王黍于南? ”
(续 1

·

53
·

3)
、 “

贞
:

来林 (夏 )不受黍 〔年〕?
”

(粹 8 81 )
、

联系种黍的 卜辞
:

“
癸 巳 卜宾贞

:

令众人黍
,

入羌方垦田? 贞
:

勿令众人? 六月
。 ”

(甲 3 5 10) 中国人夏天种黍
,

不是春天种黍
, “

牙
” “

林
”

不得释
“

屯
” “

蔑
”

是很明显的
。

《说文 )
: “

黍
,

禾属而粘者也
,

以大暑

而种
,

故谓之黍
。 ” 《齐 民要术二》引《泥胜之书》 日 : “

黍者
,

暑也
,

种者必待暑
。 ”

又日
: “

夏至二

十 日
,

此时有雨
,

强土可种黍
。 ”

《 四时月令》 : “

夏至后二 日可种黍
。 ”

另一条 卜辞
, “

牙
”

被误认作
“

月
”

了
,

也是证明甲骨文
“

牙
”

代表夏季的铁证
,

过去被忽略

了
,

今列举如下
: “

庚申 卜
:

有擎今牙 ? 庚申 卜
:

今牙亡肇之 ? 庚 申 卜
:

有攀今韭 (秋?) 庚申

卜
:

今韭 (秋) 亡擎? 七月
。

庚 申 卜
:

今施 (秋 ) 亡挚之 ? 七月
。

庚申 卜
:

有祭之 ? 七月
。 ”

(乙

8 8 1 8) 为七月所 卜
,

称
“

今牙 (夏 )
” “

今秋
” ,

完全是符合实际的
。

今人或疑殷人只知春秋二季
,

尚无春夏秋冬四时的概念和文字
,

是既不符合具有相当高度精神文明的殷人实际的
,

也不符

合甲骨文和 卜辞内容的实际
。

另外就是 卜辞中大量存在的
“

牙人
” ,

非
“

夏人
”

莫属
,

读
“

屯人
”

就不知所指为何
。

夏王朝

为殷商所亡
,

夏人的大部分沦为奴隶
,

是历史的实际
。

《逸周书
·

世俘解》 : “

武王遂征四方
,

凡憨 (敦 ) 国九十有九国
,

诚魔 (毫 )亿有七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
,

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
。 ”

具

体的数字是否正确
,

有讨论余地
,

但改朝换代杀死和俘虏的人数不少
,

当是无疑的
。

殷代必

有亡国的夏人存在
,

卜辞中用什么文字代表它呢 ? 过去学者尚无探讨
,

我们依据古 汉 语 中



“

走
” 、 “

牙
”

和
“

雅
” 、 “

夏
”

相通的例子
,

认为 卜辞中的
“

牙人
”

即
“

夏人
” ,

试举文例如下
:

“

画来牙四
,

在享
。 ”

(乙 75 61 )
、 “

禽来牙伐十二人
”
(佚 1 51 )

、 “

于来乙亥用牙
,

不易日?
”

(库 2 1 2 9 )
、 “

贞
“

翌甲午用多牙 ?
”
(乙 7 1 2 5 )

、 “

贞
:

伐多牙 ? 贞
:

用
,

庚子其雨 ? ”
(存 1

.

4 7 8 )
、

“

贞
:

王伐多牙 ? ”
(乙 3 4 4 2 反 )

、 “

丙寅亘贞
:

王伐多牙
,

若? 贞
: 王伐多牙若于下 乙 ?

` ,

( 乙

遵1 1 9 )
、 “

牙率辜
,

王若? "

(乙 6 9 5 6 )
、 “ 〔伐 〕多牙

,

王心若?
”

(乙 2 0 4 2 )
、 “

贞
:

呼从
、

卯取牙于

双 ?
. ’

(丙 1 56 )
、 “

贞
:

幸牙 ? 王观曰
:

幸
。 ”

(乙 2 3 3 3 ; 丙 1 8 8) 这是一片灼面刻辞
,

其兆面为
“

俏于批甲及
:

五及 (俘?) 六 及 (俘 ) ?
”

(丙 1 87 ) 正反两面对照
,

就知道殷王 卜问的内 容 是 能

否抓到牙人俘虏
,

用五个
,

还是六个来祭祀她甲
。

以上的
“

来牙
” “

伐牙
” “

用牙
” “

幸 牙
”

对照
“

来羌
” “

伐羌
” “

用羌
” “

幸羌
”

的文例
, “

牙
”

的含意是什么
,

是不难理解的
,

我们认为就是商代社

会中客观存在的相当数量的夏族奴隶
。

卜辞中存在夏代遗民的史料
,

是应当被珍视的
。

商人灭夏以后
,

夏王朝的贵族
,

有投降

当官
,

变成商王朝的属国封君的
, 《史记

.

殷本纪》
: “

架败于有戎之虚
,

奔于鸣条
,

夏 师 败

绩
。

汤遂伐三赞
,

俘其宝玉
,

义伯
、

仲伯作典宝
。

汤既胜夏
,

欲迁其社
,

不可
,

作夏社
。 ”

历

史文献反映了商人没有把夏人斩尽杀绝
,

为了奴隶主本身的利益
,

他们乐于把夏人转变为供

他们剥削的奴隶
,

也乐于使用投降的夏贵族统治夏人
,

为他们保留夏社
,

让他们变成
“

牙方
”

即
“

夏方国
”

的封君
,

卜辞中的
“

侯牙
”

和
“

羌方伯
” “

夷方伯
”

的命运一样
,

有时也被用来当作牺

牲
,

献祭祖先神灵
,

我们也举部分文例如下
:

“

壬戌 卜
:
乙丑用侯牙 (夏 ) ?

”

(库 1 1 2 8)
、 “

壬戌 卜
:

用侯牙自上甲十〔示〕…… 乙丑易日?

(库 1 1 32 )
、 “

癸亥 卜
:

乙亥用侯牙 ? 于来
· ·

… 尹 (库 1 0 0 9)
、 “

乙丑用侯牙 ? ”
(库 1 7 81 )

、 “

王示用

侯牙 ?
”

(库 1 0 5 3 )

卜辞中确有
“

牙方
”

即
“

夏方
”

的称谓
,

它们是否周人所谓的
“

祀 曾犹存
”

的夏人方国
,

在商

代的名称
,

是值得考虑的
,

我们也试举若干文例如下
:

“

辛丑贞
:

王令兴以牙方奠于并 ? ”
(后 2

·

3 6
·

3) 他辞有
“

王令兴以子方奠于并 ?
”
(后 2

·

3 6
·

3)
、

方奠并
,

受佑 ? 弗受佑 ? (粹 1 28 5)
, “

子方
”

是和
“

牙方
”

对举的
。 “

丁酉 卜
:

弗其呼多方牙 (夏 )

小臣
,

其效戍 ? ”
(粹 1 1 6 2)

、 “

今灵牙 (夏 ) 盂方
、

西戊典西田
”

(陈9 2)
、 “

今琦子奠牙 (夏 ) 宁

…… ”
(策人 53 )

、 “

不唯奠牙
”
(乙 56 25 )

、 “

令多晨少歼牙 (夏 )
,

截 ?
”
(前 4

·

1。
·

3) 以上 卜辞
“

牙
”

读
“

夏
” , “

牙方
”

读
“

夏方
” ,

记载了殷代尚存的诸夏属地
、

方国有关的防务
、

镇压和战乱的事

例
,

足补夏
、

商史籍之佚
。

三
、

古代奴隶名称的
“

台
”

《左传昭公七年》 : “
(楚子 ) 及即位

,

为章台之宫
,

纳亡人以实之
。

无宇之阁入焉
。

无宇执之
,

有司弗与
, … …执而渴诸王

。

王将饮酒
,

无宇辞日
: `

…… 天有十 日
,

人有十等
,

下所以事上
,

上所以共神也
。

故王臣公
,

公臣大夫
,

大夫臣士
,

士臣皂
,

皂臣舆
,

舆臣隶
,

隶臣僚
,

僚臣仆
,

仆臣台 (本作童或僵 )
,

马有困
,

牛有牧
,

以待百事
。

……
”

台和困
、

牧
,

是楚国奴隶的 最 低

等级
。

《扬子方言》
: “

台
,

农夫之丑称也
。

南楚凡骂庸贱谓之田台
。 ”

《正字通》
: “

俊
,

本作毫
。 ” 《说

文》缺佚
,

只有
“

怡
”

训痴嫉
,

从人台声
,

实是古代奴隶主阶级以奴隶为愚昧的阶级意识 的 反

映
。

《后汉书
.

济南王康传》 : “

舆马台隶
”

注
: “

台隶
,

贱职
。 ” 《法苑珠林》

: “

贱中之贱谓台奴
,

与竖子等
,

即服役于仆者也
。 ”

这个最低等级的奴隶名称
“

台
” ,

在甲骨文
、

金文中 都 是 存 在

的
,

前辈大师未及论述
,

今试补遗如下
,

我们就从著名的楚国文物《鄂君启节》的金文
“

德
”

谈

起
。



车节铭文有
: “

如马
、

如牛
、

如德
,

屯 (聚 ) 十以当一车
,

如担徒屯二十担以当一 车
,

以

毁 (归 ) 于五十乘之中
。 ”

郭沫若同志释德
: “

与马牛为类
,

当假为特 (字亦作植 )
,

此处 殆 言 牡

马
。 ”

于省吾教授和郭老意见一致④
。

这句话依
“

德
”

读
“

特
” ,

用语体翻译可以写作
“

如果是马
,

如朱是牛
,

如果是公马
,

就合十匹当一车货物
。 ” “

马
”

变成了只指母马
,

不包括公马
,

排列顺

序又是母马
、

牛
、

公马
,

牛夹在母马
,

公马之间
,

马分公母
,

牛又不分
,

德既读特
,

特的本

义是特牛
,

公牛
,

为什么又是公马而不是公牛呢 ? 实在费解和令人生疑
。

从汉字的结构原理看
, “

德
”

是从人
,

态声的字
,

人是意符
,

惠是声符
,

分明是人类
,

不

得为牛马
,

从语言排列看
, “

如马
,

如牛
,

如德
” , “

德
”

与牛马为类
,

只能说明这种人类
,

是

被当作牛马牲口一类的
,

甚至比牛马还不如的
“

会说话的工具
” ,

是奴隶主意识 中的奴隶
。

按

照
“

德
”

字的声类求之
,

当是古代最低等级奴隶名称的
“

侵
”

或
“

皇
”

(本文中省作台 )
。

郭老复释马
、

牛
、

特 (牡马 ) 为驮载货物的畜力
,

但铭文本身并无明显证据
,

我们读作
“

如

马
、

如牛
、

如台
”

是指牛
、

马
、

奴隶作为贩运的商品
,

奴隶
、

牛
、

马成群结队赶了跟担徒和车

乘一起陆路贩运
,

十匹牛马或十个台隶
,

就当一车货物的定额
,

担徒二十挑当一车货物
,

牟

子一乘算一乘
,

一共总数 (限额 ) 是五十乘
。

“

德
”

(台 )是商品
,

楚国王亲国戚的大贵族鄂君启是个贩卖奴隶牟利的大人物
,

是《鄂君启

节》铭文本身能加以说明的
。

舟节铭文有
: “

如载马
、

牛
、

羊以出入关
,

则征于太府
,

毋征于

关
。 ”

鄂君启的商队
,

水路既可以牛马为商品
,

陆路当然也可以贩运牛马
,

只要有利可图
。

不

同 的是水路用船装载
,

陆路驱赶步行
,

十匹牲 口的价值
,

约当一车货物的价值
,

以上铭文推

知
,

商队只要出示金节
,

沿途关卡不得征税
,

统一向中央的大府缴纳
。

铭文中
“

牛马
”

既可确

定是商品
,

和
“

马牛
”

排列一起的
“

德
”

(台 )
,

当然也可以作贩运的商品
。

我们根据《鄂君启节》的铭文
,

古汉字的结构原理
,

和字书
、

文献中
“

俊
”

为奴隶名称作依

据
,

释
“

德
”

为
“

橙
” ,

意为奴隶
,

必然会牵连到楚国历史
,

战国时代的楚怀王六年 (公元前 32 3

年 ) 颁发金节
,

经商的通行证时
,

楚国的社会性质
,

是封建社会
,

还是奴隶社会
,

是封建社

会
,

为什么还有贩运奴隶的现象呢 ?

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问题
,

无疑是中国历史的重大科研问题
,

过去有过热烈的讨论
,

我

自己的水平和研究资料都不足以参加讨论
,

我还是觉得郭老说得好
。 “

奴隶制和封建制 的 分

期
,

我变动过几次
,

最后定春秋战国之交
。

… …中国这么大
,

地方这么广
,

社会发展当然不平

衡
。

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来说
, 二

,

…秦国和鲁国相比
,

前后相差近二百年 (公元前 5 37 一前 3 50

年 )
。

⑥
”

鲁国比秦国早了近二百年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
,

楚国为什么不能以地理条件更为

特殊
,

晚上若干年呢 ? 另外
,

郭老也说得对
,

不能仅仅因为存在奴隶买卖的现象
,

就判断为

奴隶制社会
。

他引证过《居延汗简》中有
“

小奴二人
,

值三万
,

大脾一人
,

二万
”

的例子
,

说明

虽有奴脾买卖
,

但奴姊一般并不从事生产
,

只从事家内的役使
,

所以汉代也不能因为奴脾存

在
,

定为奴隶社会
。

江陵纪南城凤凰山八号汉墓的竹简遣册
,

奴脾除作家务的以外
,

也确有从事
“

操祖 (锄 )
”

“

操镭
” “

操镬
” “

操累
”

和划船
、

造作的大奴
、

大脾名单
,

为数不少⑥
,

汉代文景之世
,

地处南

方的楚国
,

即使进入了封建制社会
,

奴隶从事生产的现象依然存在
,

战国时的楚国社会性质
,

自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

金文奴隶名称的
“

德
” , 《叔德篮 》 : “

王锡叔德臣媛十人
” ,

又《煌奚鼎》 : “

撼仲赏厥幢 奚逐

毛两
。 ”

陈梦家先生释接
,

即《左昭七年》的
“

是无陪台也
。 ”
⑦



奴隶名称的
·

台
· ,

在甲骨文中有没有呢 ? 甲骨文有 荟
、

纂
、

签
、

签
、

丫等字
,

从

卜辞文例的内容知道它们原是一字繁简异体
,

字形本从止
,

代表人脚
,

下面带脚镣
、

栓桔的

形状
,

荟省作签
、

丫
,

卜辞
“

宦鳖耸钦自艾围
”

的同一句话
, “

钦
·

字用作代表奴隶的
·

台
· ,

《后》 2
·

4卜 1作丫
,

《燕》 1 2 4 作荟⑧
, 《说文” : “

钦
,

铁钳也
,

从金大声
。 ”

又
“

钳
,

以铁有所劫

束也
,

从金甘声
。 ”
《广韵》 “

钦
,

以锁加足
。 ”
《增韵》 : “

在颈日钳
,

在足日钦
。 ”
《史记

·

平华书》
:

“

敢私铸铁器
、

煮盐者
,

钦左趾
。 ”

注
“

钦
,

踏足钳也
。 ”

“

钦
”

的甲骨文形体
,

从止
,

下有侄桔形
,

我们列举有关文例时
,

分别以其通假的字代表

它
,

以减少刻字的数 目
。

(一 ) 钦
,

通作隶
,

训及
:

“

辛亥 卜古贞
:

追
,

不隶 (及?)
”

(外 15 )
、 “

般其隶羌 ? 贞
:

般亡不若
,

不隶羌? 龙其隶 ?

龙亡不若
,

不隶羌 ? 贞
:

隶羌不其
·

一
? ”

(合 13 5)
、 “

贞
:

旬亡祸 ? 旬遂壬申……隶 (及 ) 火

(祸 )
,

娃子凶
。

甲
, · ·

…
”

(续 4
·

28
·

3)
、 “

乙酉 卜
:

其宜父甲攘
,

在兹隶 (及 )成 ?
”

(佚 8 9 ] )
、 “

……

王观日
:

不宿若
,

兹 卜其隶于甲灌咸许
,

万唯甲追
。 ”

(乙 3` 72 )
、 “

贞
:

隶 (及 ) 子香于街 : ”

(金 4 1 7)

(二 ) 钦
,

通作逮
,

训捕
、

训追
:

a

贞
:

逮羌不其得 ? ”
(前 4

·

5 0
·

8 )
、 “

多臣逮羌? ”
(粹 1 1 6 9 )

、 “

逮不其得 ? ”
( 乙 5 4 4 5 )

、 “

贞
:

呼妇

逮 (追 ) 其有得 ? 贞
:

呼妇逮亡得 ? ”
(合 51 5)

、 “

乙丑 卜宾贞
:

州臣有逮自官得 ? ”
(粹 26 2)

、 “

贞
:

逮 自念得? ”
(金 40 2)

、 “

癸卯 卜寺贞
:

旬亡祸? 甲辰大骤风
,

之月朔乙已
,

逮羌五人
,

五月在

〔享〕
。 ”

(著 5 )
、 “ ·

一王观曰
:

有祟
。

八日庚子
,

戈逮羌……人
,

施右狱二人
,

…… (吸 26 )
、

“

逮羌十人
”

(林 2
·

1 3
·

2)

(三 ) 钦
,

通殆
,

训危
:

“

癸未 卜献贞
:

旬亡祸? 王观曰
:

殆
。

乃兹有祟
,

六日戊子
,

子弹凶
。

一月
。 ”

(蓄 3 )
、

“ · , ·

…王观日
:

唯丐活
,

惠殆
,

不殆
。 ”

(零 72)
、 “

贞
:

于羌甲禁
,

克殆? ”
(合 10 9)

、 “

壬子 卜古

贞
:

女比己克殆? ”
(零 2 2 )

、 “

不殆
”
(珠 2 0 7)

、 “

告殆
”

(乙 5 4 0 )
、 “

允殆
”
(乙 5 5 2 3 )

(四 ) 钦
,

通台
,

创I!残隶
:

“

呼师般取台自享? ”
(存 1

·

1 8 6)
、 “

贞
:

兴其致台? ” (前 4
·

1 7
·

3)
、 “

呼兴取台……见… … ? ”

(掇 2
·

4 9)
、 “

辛卯 卜宾贞
:

致子速台
,

不凶 ? 六月
。 ”

(甲 3 5 1 0 )
、 “

其幸台自… … ? ”
(乙 6 7 2 0 )

、

“

甲午 卜寺贞
:

做致台于冉?
”

(乙 6 9 6 6)
、 “

贞
:

其矢 (训陈 ) 台
·

一
? 贞

:

不矢台 ? (合 1 5 8)
、

“

贞
:

牛矢俯台 ? (乙 63 99 )
、 “

月吐台
”
(前 6

·

2 0
·

1)
、 “

· ·

一旬亡祸? …… 〔宦 〕鳖色台 自艾狱六人
,

八月
。 ”

(燕 12 4)
、 “ …… 〔月〕朔已未

,

宦鳖当台自艾狱六人
,

八月
。 ”

(后 2
·

4 1
·

1)
、 “

癸丑 卜寺贞
:

旬亡祸? 王观曰
:

有祟
,

有梦
。

甲寅
,

允有来警
,

左告曰
:

有台当 自温十人又二
。 ”

(著 5)

古代奴隶名称的
“

台
” , 《说文》本作

“

奎
”

训
“

观
,

四方而高者
”

是高台
、

台地的
“

台
” ,

古籍

中用为贱隶
,

是假借
,

或加人旁
,

构成新的形声字
,

金文或加女旁
,

金文《鄂君启节》作
“

德
” ,

从读音和含意上溯甲骨文
,

知道用为奴隶的
“

钦
”

字
,

本来是从止带侄桔的象形表意字
,

从带

脚镣
、

从带脚镣的人
,

引申为贱隶的名称
,

它们的音义来源就比较清楚了
。

本文为了缅怀郭沫若同志对古代奴隶社会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

感激他对自己的谆谆教诲
,

冒眯补充了 卜辞中
“

高
” “

翠
”

作奴隶名称的用法
, “

牙
”

代表夏族奴隶名称
,

金文
、

甲骨文作为

奴隶名称的
“

台
”

字
,

都是未及请教郭老的
,

希海内外师友有以教我
。

(下转第 6 3页 )



种
“

次等偶然现象
”

也可能对事变起重大作用
。

普列汉诺夫对辩证法范畴的研究
,

最充分最详细最精到的自然是
“

自由和必然
”

这对范畴
。

这里其所以单单挑出
“

形式和内容
” 、 “

必然和偶然
”

这两对范畴进行述评
,

原因是
:

他在
“

必然

和偶然
”

问题上的新见解曾一度受到严厉的
、

然而错误的指责
,

而他对
“

形式和内容
”

的分析同

列宁关于辩证法要素的观点之间的继承性联系则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

要全面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
,

无疑是要充分考察他的种种局限和失误的
,

但同时

也必须充分探讨他对马克思学说的一切独特贡献
,

分析这些贡献在列宁主义形成和发展中所

起的积极作用
。

不仅在唯物史观
、

认识论
、

哲学史
、

宗教学等等领域应当这样做
,

在辩证法

理论方面也应当这样做
。

否则
,

既不可能彻底弄清楚列宁主义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
,

也不可

一一 能科学地规定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真正地位
。

注释
:

① 《普列汉诺夫与
“
实例的总和

” 》
,

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 9 8 3 年第 1 期

②③ 《普列 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中译本
,

第 3 卷
,

第 91
、

7 2 9页
。

④ 《普列汉诺夫遗著》 1 9 3 7年俄文版
,

第 4 卷
,

第 2 0 6一 20 7页
。

⑤ 敦尼克
,

约夫楚克等人主编《哲学史》第 4 卷
,

1 9 6 4年三联书店中译本
,

第 18 2页
。

恰金在七 十年代

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提法
,

参看罗森塔尔主编《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 … 》人民出版社 1 9 8 2年
,

第 4 47 页
。

⑥LLL@ 《普列 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第 2 卷
,

第 l峨7
,

1 4 2一 1连3
、
6 1 3一 6 1 5

、
3 6 1

、
3 6 8

、
3 5 9一 3 6 0页

。

⑦⑧LLLLL 同上书第 i 卷
,

第 6 4 1
、
6 3 6一 6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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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魂3

、

64 1
、
6 3 5

、
6 4 0页

。

(其中有的译文有改动 )

⑨ 参看凯德洛夫主编《列宁论辩证要素》 1 9 6 5年俄文版
,

第 6一 10
、

16 页 , 以及同一作者的《列宁思想的

实验室》 1 9 7 2年俄文版
,

第2 6 7一 288 页 (中译文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 1 9 8 2年第 2 期 )
。

@ 罗森塔尔主编
: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 … 》

,

第 4 69 页
。

L 《列宁全集 》第 32 卷
,

第 83 一 84 页
。

@ 恰金 《普列汉诺夫及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 》 1 9 6 3年俄文版
,

第 80 页
。

LLL@ L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4 卷
,

第4 5 2
、

5 3 0
、

5 4 9
、

5 5 2
、

4 9 2页
。

@ 而且这些讨论也只 限于翻来复去地重述黑格尔的几个基本思想
。

L 凯德洛夫说
,

对立面互相转化的规律
, “
现在

,

即在列宁之后
,

我们称这个规律为对立面 的统一和 斗

争的规律 ,,( 《论恩格斯的 <自然辩证法 >》三联书店 1 9 8 0年版
,

第59 页 )
。

⑧ 《普列汉诺夫遗著》第 1卷第 12 6页
,

转引自罗森塔尔主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 》 ,

第45 9页
。

@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第 4 卷
,

第5 5 9
、

49 2页
。

悉尼
·

胡克写道
: “
正如库尔诺 (C ou rn ot )老早

指点出来的
:
这乃是两个系列或甚至多于两个系列的事件错综变化的文叉点

,

而这些事件则又各 自决定于本

身的原因
。 ” ((( 历史中的英雄 》

,

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14 辑上海人 民出版社 1 9“ 年版第65 页 )
。

L 这个原理也是唯物地改造黑格尔同一思想的结果
。

(上接第 80 页 )

注 释
:

① 《左传哀公二年o))

② 《左传昭公七年 》
。

③ 于省吾
: 《 甲骨文字集释

·

释屯》
,

P
.

1一2
。

④ 郭沫若
: 《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

,

刊 1 9 5 8 年《文物参考资料》第 4 期
,

P
.

3一 17
。

于省吾
: “
鄂君启

节考释 》
,

1 9 6 3年《考古 》第 8 期
。

⑤ 郭沫若
: 《文史论集

·

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
,

P
.

1 23 一 1 2 4
。

⑥ 金立
: 《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竹简试释 》

,
1 9 7 6年《文物》第 6 期

。

⑦ 《左传昭公七年》
。

⑧ 《 甲骨文编 》及《殷虚 卜辞综类》等书
,

都将它们误析为二字
,

或有将其简体误释为
“
徒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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