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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程远编著的《西周金文王年考辨》是接续《商周断代新考》而对西周列王年代的考证，《商周断代
新考》解决的是武王伐商的年代和时日，《金文王年考辨》通过对出土的青铜器中记载的铭文历日进
行辨识，推断各个王世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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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总之，“初吉”一词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众说纷纭，似乎都有道理，却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初吉”一词的本义，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去思考认识： 第一，所谓“初吉”，“初”字的
本义为初始的意思，用在时间上为开头的日子，如从1至10日均叫“初×”。
“吉”的本义为智者的话，是吉利的意思。
仔细观察，它在古文献中的使用，主要是记录某一大事开始行动时的用语，表示这件事的进行是吉利
的，事件进行的过程中未见有使用“吉”的。
 众所周知，古人十分迷信，不仅每遇重大的事要占卜，而且一段时间，特别是一年的开始时和一个月
之初，也都要进行占卜，以问本年、本月行事是否吉利。
《周易》的64卦，每一卦都有6爻，在行动前用蓍草进行推演占卜，以问吉凶，宜行与不宜行，从而决
定行止。
吉与凶是相对而言的，是吉，利于行动。
总之，“初吉”只是说月初（或年初）占卜是吉利的，可以行动。
古人认为这是天意，并能得到祖先神明的保佑，应当坚决努力去做。
成功了，表明这件事做得正确，符合天意，便记录了下来。
如占卜的结果是凶，便不会有行动，当然也就不会有记录。
 第二，“初吉”一词最早见于《周易·既济卦》中： 既济，亨小，利贞。
初吉终乱。
彖日： “既济亨，”小亨者也。
 “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
“初吉”，柔得中也。
“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
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
 十分明显，这里“初吉”一词，不仅是占卜结果的用语，而且具有深刻的含义：不过说开始是吉利的
，并不保证一定成功，还需要主观努力，以尽人事。
要遵从天意，但又不能完全依赖天命；如果主观不努力，或者初胜辄止，完成得不彻底，最终还是会
败乱的。
凡事都要想到它的反面，防患于未然。
由此可知，古人之所以用“初吉”一词的含意。
 若单纯从记事需要的角度去看，是无需把“初吉”用来计时的，因为每月的月初已有月象名，如“旁
死霸”（朔日）、“眦”（或“哉生明”，指初三日）。
所以，“初吉”不应是月象名，更非定于朔日，否则不需要占卜了；既然占卜，就不一定在朔日。
 第三，从众多文献和铜器铭文历日的情况看，“吉”指的时日均在每月上旬，可以称之为“初干吉日
”，准确地说，是在每月上旬的初一至初九日。
因为在《周易》的64卦中，每卦都由6爻组成，各有6个序号，依次称为：初爻、二爻、三爻、四爻、
五爻、上爻。
凡是刚爻一律称作“九”，凡是柔爻一律称作“六”，组合起来就成为：初九或初六，九二或六二，
九三或六三，九四或六四，九五或六五，上九或上六，用以指明是哪一爻和其阴阳性质。
这当然是迷信，十分神秘，今天我们很难作确切地解释；但表明其数最大的是“九”，即“初干吉日
”不超过9日，具体的日子与干支日序配合，便能推知。
 所以，一个完备的铭文历日（即王年、月份、初吉和日干支4个条件俱备），用《中国古代夏正历朔
年表》（简称《古历表》）与之校比，求出的公元年份，基本上还是准确的。
但是，“初吉”一词定于一至九日，比较宽泛，因而年代上出现重复的可能性较大。
这就增加了辨识的难度，特别是有的铭文内容十分简单，根本无法判断。
比如，古今历法对闰月安排年份的不同，必然产生月份前后错位的现象；大小月安排之不同，会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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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支错位，等等。
这些情况，对于有月象词的铜器，因为它是“确定”的，其错位原因能够辨识出来；而用“初吉”的
铭文历日就做不到，只能说是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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