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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周時期基於氏族社會的背景，官制以世代繼承的「世官制」為主要，

服事者可終生擔任官職，且將官職傳予後代。世卿世祿的繼承方式，穩定了

西周政體。白川靜舉《師虎簋》銘文記載，認為虎所受命的職位，是繼承其

祖考。然而與虎相關的銘文，還有《虎簋蓋》，虎被任命為師戲的助手（副

職），顯示虎在接替其祖、父職位之前還有經歷過其他職位。虎擔任副職的

經歷，是重要的歷練過程。可見此時西周的官員任命，不是單純的世襲，也

有考量個人的專業能力。而西周中期以後，政府基於管理需要，加強人事任

命的主動權，世官制度必定有相應的調整。本文即透過《師虎簋》、《虎簋

蓋》冊命銘文的考察，試論西周中期的官制發展。 

  

關鍵詞: 西周史,青銅器,師虎簋,虎簋蓋,金文 

 

I. 前言 

 

西周初期的社會形態屬於氏族社會，官制普遍是世卿世祿制，也稱世官

制，服事者可終生擔任官職，且經由父傳子的途徑，將官職傳予後代。而宗

法的架構與繼承制度，也穩定了西周政體。楊寬舉虢季氏及微氏兩大家族的

例子，說明西周的重要官爵世襲制。白川靜舉《師虎簋》銘文記載，認為虎

所受命的職位，是繼承自其祖考。然而與虎相關的銘文，還有《虎簋蓋》，

《虎簋蓋》中虎被任命為師戲的助手，顯示虎在接替其祖、父職位之前還有

經歷過其他職位。可見此時西周的官員任命，不是單純的世襲，可能也有考

量個人的專業能力。 

官員的任命與世襲脫離，是西周中期以後走向官僚化的徵兆，透過對

《師虎簋》相關銘文的研究，可看出虎的職官生涯。同時比對西周銘文中其

他與繼承職官有關的記載，能夠對西周官員任命的實質情形有更深入的認識。 

 

II. 殷周時期的世官制 

 

                                                
3 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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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始社會中，由於生產力低下，人類靠著集體勞動維持生活，一起勞

動，在生活上享有平等的權利，共同面對大自然。氏族社會的結構是依賴血

緣關係連結而成的，那時不需要複雜的管理，也沒有官吏。儘管氏族內有為

公社服務的首領，但首領可能沒有報酬，或制度上的權力。 

        夏朝開啟了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世襲制，以王為最高統治者，王位是

世襲的，貴族的特權也是世襲的，形成世卿世祿的官吏制度。世世代代家族

承襲為官，王與臣署都是以血緣親疏來分配權力，在立國之初任官、選官之

後，就世代不變。在這種制度下，除了王族，也不排除有少數的外族能被拔

擢，授以重要的官職，例如商代的伊尹及周的姜尚。4
 

        傳世文獻中伊尹又稱阿衡，以舅氏身分輔佐商湯推翻夏王朝，建立商，

與商湯王族存在聯姻關係。根據甲骨文的研究，伊尹的後代在推翻夏王朝的

三百年後，即武丁時期，仍是強大的宗族。甲骨文中「多尹」是跟「王族」

與「多子族」相對的政治團體，武丁時屬於伊尹後代的郭、彗、鳴也相當活

躍。5
 

        甲骨文中，可見卜問是否繼承父官的記載。《合集》5624「龔 ㄓ父

工」，龔是人名。 ，胡厚宣釋為屎，張政烺釋為肖，李家浩釋為徙，裘

錫圭釋為選。李家浩進而將禹鼎中的 ，讀為與「選」字古通的「纂」，

訓作「繼」。因此， 有繼承的意思，《合集》5624 意為卜問是否繼承父

官。《合集》21717「辛未侃卜：我入商 我御事」是子在卜問是否繼承父

輩或祖父輩的「御事」一職。6
 

        而西周時期的官制，傳世記載有限，多需依賴青銅器銘文的考證進行研

究。較早以金文考釋為主體研究西周史的首推白川靜，1971 年出版《金文

的世界》，認為西周官職多為世襲，乃社會基礎尚以氏族社會為主之結果。
7這種族權與政權相結合的血緣政治，至少持續了上千年，並且對秦漢以後

的政治制度，有深遠的影響。1980 年代，許倬雲先生在《西周史》一書中，

利用金文資料對西周的職官類型及內涵進行分析。許先生透過對冊命金文的

研究，表示西周中期以後多了很多新的官職。冊命金文中詳列出授命官員的

職位及其所管理的事務，即便是繼承祖先的工作，冊命中仍列舉工作內容。

許先生認為這可能是世官制向官僚制度化演變的徵兆，王朝的組織越來越確

定化。8
 

        1986 年張亞初、劉雨出版《西周金文官制研究》，詳列出西周金文中

的職官架構，並作了完整的材料彙整，便利了後人的研究。以銘文材料考證

西周的世官制，可惜本書未針對單一個人擔任不同職位或家族進行研究，未

                                                
4
 鄭海峰，《中國古代官制研究》(天津：天津人民，2007)，頁 63。 
5
 蔡哲茂，〈伊尹（黃尹）的後代—武丁卜辭中的黃多子是誰〉，「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講

座」，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4 年 10 月 14 日。 
6
 孫亞冰，〈從甲骨文看商代的世官制度〉收錄於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四輯》(上海：

上海古籍，2014)，頁 30-31。 
7
 蔡哲茂、溫天河譯，《金文的世界》(台北：聯經，1989)，頁 119。 
8
 許倬雲，《西周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頁 22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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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其中例外的情形。9此後持續數年西周官制發展的研究未有新說，直到

二十世紀末楊寬提出重要官爵世襲制，列舉出多個金文中的例證。最顯著的

例子就是虢季氏世代為「師」、微氏世代為「史」，認為師與史這樣重要的

官職，都是世襲的。10
 

        朱鳳瀚在《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利用出土青銅器研究，更進一步表示，

貴族因世襲官職而有資格繼續保有土田、民人，世官制是世族的基礎，除前

人舉出的虢季氏、微氏外，還指出世族出身的具體情況有，與王同姓宗親、

周王舊臣、前代望族之後等三種狀況。因此，西周世族的發源與職官拔擢，

主因已不是血緣關係，而有政治因素了。世官制是西周初期建設王朝的根本

制度，但隨著王朝的發展，官員拔擢會受政治因素影響，也就不再是絕對的

世襲官制。檢視金文資料可見，西周有如南宮氏、微史家族、散氏、虢季氏

這樣延續兩百年之久的強宗大族，也有一些氏族在經歷一、二個王世或兩三

代人以後就消失了。透過朱鳳瀚的研究，可看出世官制自西周初至西周中期

的發展脈絡，世官制的影響也隨著西周官僚制度的完善而衰弱。11
 

        在西周的賞賜銘文中，有一種稱為「襲命賞賜」，即是某貴族可繼續接

替其先祖官職，或他人職務的一種賞賜。景紅艷經過對此類型金文的整理後，

提出在周共王之後，因襲祖考的賞賜漸被因襲他人職務的賞賜所取代。12金

文中被認為具有世官制特徵的語句為「更乃祖考」、「嗣乃祖考」、「纂乃

祖考事」，何樹環在《錫命銘文新研》中，對銘文的世官制進行檢驗，申論

承繼祖考官職，並不一定是完全繼承所有職務。在世官制的形態下，西周官

職繼承持續在「𤕌 乃命」、「更乃祖考」，13也就是職務的增益、職官繼

承的過程中，長期交互遞進，進而發展成西周龐大、複雜的職官體系。 

        隨著金文研究的進展，西周官制的發展逐漸清晰，李峰表列明確提到作

器者被任命政府職位或職責的銘文共 63 例，其中屬世襲任命的佔 38.1%、

新任命佔 47.62%，顯示出雖然世襲任命官職仍存在，但是更多的任命是在

不考慮其家族服務史下進行的。經由文例的整理，說明了官制發展的趨勢。
14官制發展逐漸的脫離家族背景，更重視個人的能力與表現，對官員能力的

考核就有必要。何景成詳述西周貴族官員的官宦生涯，認為西周時期有周王

對朝廷官員考評的記錄，也有貴族對家臣的考評方式，顯示類似考績這樣的

制度已經是普遍存在的。15
 

                                                
9
 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145。 
10
 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2003)，頁 364-372。 

11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天津古籍，2004），頁 390-396。 

12
 景紅艷，〈西周賞賜制度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論文，2006，頁 71。 

13
𤕌 乃命，指的是對任命職務的增益。更乃祖考，指的是對先祖考職務的繼承。見何樹環，《西周

錫命銘文新研》（台北：文津，2007），頁 295-316。 
14
 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官僚制度和國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頁

204。 
15
 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組織與運行機制》（北京：光明日報，2013），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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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整個殷周時期的官制研究，對於世官制的看法，都認為殷周時期存

在這樣世代繼承官職、俸祿的制度。只是殷商時期的研究，由於資料的缺乏，

能夠描述的較少。而西周以後的研究，從白川靜開始的多位學者，皆肯定西

周時期的官制是以世官制為基礎的，隨著金文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逐漸發現

諸多材料顯示，西周時同一人擔任不同官職，或者同一人繼承他人官職的記

載，論述出西周官制由世官制為基礎發展出的其他可能性。銘文中像《師虎

簋》、《虎簋蓋》這樣同人，不同職位的材料並不多見，筆者希望以這兩件

銘文為基礎出發，再對世官制的發展進行討論，並試圖解釋世官制鬆動的背

景。 

 

III. 《師虎簋》、《虎簋蓋》銘文考釋 

 

《師虎簋》，16銘 10 行，124 字，重文 3。為潘祖蔭、丁麟年舊藏，現

藏上海博物館。17銘中有井白，即邢伯，邢伯多出現於穆王以後的銅器。文

中有記日，元年六月既望甲戌，學界大多同意做於懿王元年，推此器為西周

懿王時器。銘中記載關於冊命虎的事跡，周王令虎司職左右戲繁荊，繼承其

先祖的官職，牽涉冊命及西周官制研究，十分重要，為學界時常徵引之重器。

銘文： 

 

隹（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才（在）杜居， 18 于大室，19井

（邢）白（伯）內（入）右師虎，20即立中廷，北鄉（嚮）， 21王乎

（呼）內史吳曰：「冊令虎」，22王若曰：「虎，𩛥（載）先王既令乃祖

考事，23啻（適）官司左右戲繁荊，24今余隹（唯）帥井（型）先王令，25

令女（汝）更乃祖考啻（適）官，26司右戲（繁）（荊），敬夙夜，勿

                                                
16
 西周的師根據何景成的分析，可分兩類，一類是周王室軍隊長官師氏，另外一類是掌管由鄉邑編成

的軍隊。見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組織與運行機制》，頁 176。 
17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1988），頁 167。 

18
 周王在杜都，杜，在今陝西西安東南，春秋初年為秦寧公所滅，杜國器傳世有杜國盨。見馬承源主

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頁 168。 
19
 ，同各，至也。《‧鼎》有王各於大廟，意為王至大廟。 

20
 井伯即邢伯，邢國始封在今河南省溫東縣，即是漢之平皋縣，春秋早期遷移至夷儀，才是河北 的

邢台縣。《續漢書‧郡國志》，平皋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是正確的。見唐蘭，《西周青銅

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163。 
21
 鄉，為饗之初文，引申為嚮。此文北鄉，意為北向。見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香港：香港中文

大學，1975），頁 5623。 
22
 乎，讀為呼，召喚之意。內史，史官，大約出現於昭王以後，掌管作冊，奉王命冊命諸侯、臣僚，

還兼記周王活動事跡。文中內史吳，又稱作冊吳。見王輝，《商周金文》（北京：文物，2006），頁

120。 
23
 𩛥，同載字。見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頁 1590。 

24
 左右戲，即左右偏軍。繁荊，讀為繁纓，馬飾，高職位諸侯方能服之。適官司左右戲繁荊，此指前

往任職左右軍高級御馬官。見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頁 168。 
25
 帥型，遵循之意。 

26
 啻，讀為敵，一說讀為適，適官意即前往任某官職。見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頁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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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朕令，27易（賜）女（汝）赤舄，28用事。29虎敢拜首，對揚天子不

魯休，30用乍（作）（朕）剌（烈）考日庚尊簋，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銘文提供了世官繼承的有力證據，但若是結合其他與虎相關的銘文一起

考慮，則世官繼承的問題顯然沒有這麼單純。《虎簋蓋》於 1996 年在陝西

省丹鳳縣西河鄉山溝村出土，現藏於陝西省博物館，銘文： 

隹（唯）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才（在）周新宮，各于大室，密弔

（叔）內（入）右虎即立（位）。王乎（呼）入（內）史曰：「冊令

虎。」曰：𩛥（載）乃且（祖）考事先王，𤔲（司）虎臣，今令女（汝）

曰：「更（賡）乃且（祖）考，疋師戲𤔲（司）走馬駇（馭）人眔五邑走

馬駇（馭）人，31女（汝）毋敢不善于乃政。易（賜）女（汝） 巿、32

幽黃、玄衣屯（純）、33鑾旂五日、34用事。」虎敢拜（稽）首，對揚天

子不（丕）（丕）魯休。虎曰：不（丕）顯朕剌（烈）且（祖）考粦明，
35克事先王。𤔲天子弗望氒孫子，36付氒尚官，37天子其萬年 （申）茲

命，38用乍（作）文考日庚尊簋，子孫其永寶用，夙夕享于宗。 

 

  兩篇銘文作者相同，皆為已故父親日庚所作，且銘文用詞形式多相同，

學界一般認同它們的作者虎是同一人。《虎簋蓋》銘文記載，唯三十年，可

以肯定應作於穆王時期，因為西周中期沒有其他的王在位如此久。《虎簋蓋》

作於穆王三十年，而《師虎簋》作於懿王元年，《虎簋蓋》顯然較早。李峰

推論《虎簋蓋》可能較《師虎簋》早了 25 年，若將兩篇銘文的內容聯繫起

來，可以發現虎在繼承先祖職官前，還曾掌管虎臣。39且在虎接管左右戲繁

荊之前，顯然也有其他人擔任此職位。殷周時期的世官制，隨著西周官僚體

系的發展，早已不是單純的世代繼承了。 

                                                
27
 為法之篆文，讀為廢，意通「廢」，猶治亂謂之亂也。勿廢朕令，不要廢了我的命令。見周法

高主編《金文詁林》，頁 5912。 
28
 金文中赤舄即赤履也。見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頁 2422。 

29
 金文中常見，意為履行職務。 

30
 ，古顯字，從二不。對揚天子不 魯休，同對揚天子丕顯魯休，金文常見。意為稱頌天子的

休美。見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頁 6519。 
31
 疋，輔佐之意，疋師戲，即是輔佐師戲。 

32
 市，與朱市、赤市同例， 應為顏色。但究為何色，尚無定說。玄衣，一種赤黑色的絲衣。見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頁 3639。 
33
 玄衣紃純，指在衣緣之縫中飾有以彩色絲織辮成的線條的赤黑色衣服。見王輝，《商周金文》，頁

125。 
34
 日，繪畫在旗子上的太陽。 

35
 粦明，大意為英明或者賢明。 

36
 望，讀為忘。弗忘，意思是不忘記。孫子為子孫倒文。 

37
 尚，讀為常，尚官即是常官，付氒尚官，給予常守世襲之官。見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頁 454。 

38
 ，金文常見，讀為申，重也。天子其萬年申茲命，意思是說王永遠重申先王之命。命虎繼承先

祖職官。 
39
 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官僚制度和國家》，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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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師虎簋》、《虎簋蓋》銘文中所反映的官制問題 

 

        從虎的兩篇銘文中看來，虎繼承其父祖，但其所受命的職位並不相同，

可能是虎的祖、父兩個職位都擔任過。為了能夠更了解西周時期世官繼承的

狀態， 

筆者對繼承父、祖任命的相關銘文進行考察表列如下： 

器名 冊命 語譯 受命職官 

 

師奎父鼎 

 

用𤔲乃父官友 

 

任命你掌治你父親所

主司的官署中的僚友 

 

僚友40
 

 

  

豆閉簋 

用 乃且（祖）考

事，𤔲（司） 俞

邦君，𤔲（司）馬

弓矢。  

繼承你祖、父，司

馬，弓矢之職 

司馬，41

弓矢之職 

 

師虎簋 

虎，𩛥（載）先王既令

乃祖考事，42啻（適）

官司左右戲繁荊 

虎，繼承你先祖、

父，前往任職左右戲

繁荊43
 

任左右軍

御馬官 

 

虎簋蓋 

 

更（賡）乃且（祖）

考，疋師戲𤔲（司）走

馬駇（馭）人眔五邑走

馬駇（馭）人 

任命繼承擔任輔佐師

戲的職務。師戲掌管

的是駐紮京畿的軍事

單位走馬及駐紮在五

邑的走馬和邑人 

輔佐師戲

掌管走馬

及邑人 

 

師釐簋 

既令女（汝）更乃

且（祖）考𤔲

（司），今余唯

（申） 乃令

（令），令（令）

女（汝）𤔲（司）

乃且（祖）舊官小

鎛、鼓鐘  

 

繼承你祖、父擔任小

鎛、鼓鐘之職 

擔任樂師 

輔師釐簋 更乃祖考𤔲鎛 繼承你祖、考鎛師之 擔任樂師

                                                
40
 金文中的友、朋友、多友，也是指僚屬、僚友。僚，是指擔任副職負責輔佐正職的官員。友，是指

一般官吏。僚友這類官職，主要是同族兄弟擔任的。見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組織與運行機制》，

頁 190。 
41
 司馬，作為「三有司」之一，負責與軍事有關的事務。見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官僚制度

和國家》，頁 312。 
42
 𩛥，同載字。啻，讀為敵。一說讀為適，適官意即前往任某官職。見王輝，《商周金文》，頁 120；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頁 638、1590。 
43
 同前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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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44

 

申簋 更乃且（祖）考疋

（胥）大祝，官𤔲

（司）豐人眔九

祝  

繼承你祖、父擔任輔

佐大祝之職。管理周

都豐人和九戲的祝官 

輔佐大

祝，45管

理豐人和

九 的

祝人  

曶壺 更乃且（祖）考乍

（作）冢𤔲土于成

周八師  

繼承你祖、考司土之

職，管理成周八師 

任冢司土

於成周八

師46
 

 

曶鼎 

曶，令女（汝）更

（賡）乃且（祖）

考𤔲（司）卜事。  

繼承你的祖、父，從

事占卜之事 

繼承卜事 

 

詢簋 

則乃且（祖）奠周

邦，今余令女

（汝）啻（嫡）

官：𤔲（司）邑

人、先虎臣後庸、

西門尸（夷）、秦

尸（夷）、京尸

（夷）、 尸

（夷）  

命你任職管轄邑人，

管轄其他人的順序是

先虎臣至最低級的庸

（此庸即銘文中的諸

夷）47
 

奉命邑人
48及其他

人諸夷 

 

師酉簋 

𤔲（司）乃且

（祖）啻（嫡）官

邑人、虎臣，西門

尸（夷）、 尸

（夷）、秦尸

（夷）、京尸

（夷）、 身尸

（夷）  

 

繼承先祖職位，管理

邑人、虎臣等多地居

民 

管邑人虎

臣49
 

郃 簋 用嗣乃且（祖）考 繼承你祖、父，擔任 任司土50
 

                                                
44
 擊鎛的樂師，見許倬雲，《西周史》，頁 221。 

45
 大祝，即太祝，周朝中央政府的主要宗教類官員，掌管國家的各種儀式及祭祀周人先祖的儀式，可

能是周朝政府眾多祝官之長。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官僚制度和國家》，頁 316。 
46
 冢司土是成周各師的司土之長。見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組織與運行機制》，頁 146。 

47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頁 150。 

48
 邑人，鄉邑的長官。見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組織與運行機制》，頁 161。 

49
 虎臣，即王身邊的禁衛部隊。見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組織與運行機制》，頁 159。 

50
 西周早、中之時，司土主管土地及其附生物品，又管軍事，西周中期以後，職掌範圍擴大到土地上

的人員，顯示西周在政治體制上仍未完全脫離軍政合一的階段。見王治國，〈金文所見西周王朝官制

研究〉，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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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乍（作）𤔲（

司）土（徒）  

司土 

 

宰獸簋 

今余隹或（又）

（申） 乃命，更

乃且（祖）考事，

𤔲（司）康宮王

家臣妾  

繼承你祖、父，管理

康宮王家臣妾 

管理康宮

王家臣妾 

害簋 用養乃且（祖）考

事，官𤔲尸僕、小

射、厎魚。  

繼承你祖、父，管理

夷僕、小射、底魚 

司夷僕、

小射、底

魚 

伯晨鼎 （嗣）乃且（祖）

考侯于  

繼承你祖、父，在

任侯 

在

地任侯 

師克盨 今余隹 （申）

乃令，令女（汝）

更乃且（祖）考，

攝𤔲（司）左右虎

臣  

 

繼承你的祖、父，管

理虎臣 

司左右虎

臣 

 

四十三年逨

盤 

今余隹（唯）巠乃

先且（祖）考，有

爵于周邦， 乃

令（命），女

（汝）官𤔲（司）

歷人  

 

繼承你的先祖考，管

理歷人 

管理歷人
51

 

逨盤 今余隹（唯）巠乃

先聖且（祖）考，

乃令，令女

（汝）疋榮兌，𤔲

四方吳（虞）

（林），用宮御。  

繼承你的先祖考，輔

佐榮兌，管理四方虞  

輔佐榮兌
52

 

 

        第一器，《師奎父鼎》，受命者為師奎父，師奎父繼承僚友之職。金文

中的友，本義指同族兄弟。僚指的是擔任副職、負責輔佐正職的官員，這類

屬吏由同族兄弟充任。《豆閉簋》受命者豆閉，繼承的司馬，軍事相關職位。

《師虎簋》、《虎簋蓋》、《師克盨 》，四器中銘文所記，受命者所承也

屬軍事類職官。《師釐簋》、《輔師釐簋》中，受命者所任為樂師。《申

簋》、《曶鼎》，受命者所繼承為宗教類官職。綜觀繼承先祖、考的相關銘

                                                
51
 歷人，或以與監察、刑獄有關；或以使用囚犯、俘虜、奴隸於製造業和土木工程有關；或以為掌管

官奴隸；或以為是《周官‧秋官》之「司隸」。參見何樹環，《西周錫命銘文新研》，頁 261。 
52
 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官僚制度和國家》，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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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繼承的職官包含有軍事類、管理類、音樂類、宗教類等多種。由於冊

命銘文，多為西周中期以後出現，推測在西周前期，世官制的職位繼承方式

應是最主要的方式，大多無需再進行冊命。經過資料考察，確認世官制是普

遍存在於各種職官類型的，這點與楊寬所提「重要官職世襲制」有出入。  

        前文所述《虎簋蓋》、《師虎簋》記載，虎先受命輔佐師戲，後任職左

右戲繁荊。而兩篇銘文中，虎的父、祖，曾掌管虎臣，也曾任左右戲繁荊。

李峰認為從虎的例子來看，虎先擔任輔佐師戲的副職，後 25 年後再晉升到

繼承先祖左右戲繁荊的正職。這是西周官制中，官員被拔擢的一個例子，說

明官員不是被固定在某一個職位上的，而是可能因其個人表現，調整職位的。
53何景成也認為，由輔佐別人到主管一個部門，反應了官宦生涯的升遷軌跡，

是西周中期官僚化的一個指標因素。54
 

        許倬雲表示，冊命金文的出現，是西周中期世官制走向官僚化官制的徵

兆。從虎的例子中，也看見虎雖然繼承其祖、考的職位，但也不是一繼承，

就只固定在一個職位上，還是有可能透過考核制度，隨著個人表現晉升或調

整。根據《西周金文官制研究》，西周中期比西周早期增加了四十餘種新職

官，官僚體系相較西周初期擴大。55針對官僚體系的擴大與變化，何樹環解

釋，這時期的官制，是在世官制的基礎形態下，貴族的仕途一方面繼承職官、

一方面增加職務，兩者長期交互遞進的過程。56銘文中 47%以上包含各類型

職官新任命的例子，正是因應職官體系不斷擴大的背景下，需要任命更多的

人加入職官體系，為更多官員進入政府服務製造機會的結果。此時周王的任

命大部分情況已經不考慮受命者的家族背景，而是重視個人能力表現。57
 

        綜上所述，可知原先存在於西周各類型職官的世官制，到了西周中期，

隨著官僚體系發展，發展出職官晉升、拔擢的原則，也出現了很多的新官職

冊命。而傳承自商代的世官體制，到了西周中期，為什麼開始發生變化呢？

這又是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筆者認為，應該再回到殷周社會的本身探討起。商代的社會形態比較單

純，以子姓的王族為主，雖如胡厚宣所論述，也有點狀的小規模的地點性質

分封，在外服設立職官。外服的職官，與其說是世官制，不如說就是氏族社

會中父死子繼的基本社會特徵。而西周的狀況較商代複雜許多，不再是單純

一個或少數幾個宗族的社會，周初封建除姬姓五十五國外，尚有非周人之封

國，如宋、陳、杞之類，各宗族仍保有自己的組織。 

        歷史發展由商到西周，國家組織也漸趨複雜，職官數量增加，分工更細。

比如早期只設內史，中期出現作冊尹、內史尹，即是作冊與內史之長。下再

設有作冊內史、作命內史，專司作冊與作命。史官的分工也更細膩了，早期

                                                
53
 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官僚制度和國家》，頁 214。 

54
 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組織與運行機制》，頁 236。 

55
 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頁 106。 

56
 何樹環，《西周錫命銘文新研》，頁 311。 

57
 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官僚制度和國家》，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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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史之下只有史及右史，中期增設了省史、中史、書史等。還有新設邑人、

奠人、公族等職官。58面對官僚體系的發展，職官的選用制度也必須有所改

變，或從世族中選拔，或從新人任命。在這個發展脈絡下，從商到周延續數

百年的世官制度，必然漸漸地起了變化。 

 

V. 結語 

 

從《虎簋蓋》、《師虎簋》兩篇銘文的記載中，分析出西周中期的職官

繼承已經不是單純繼承先祖考後就不改變的世官制。而考察繼承先祖考職官

的相關銘文記載，可歸納出西周時期的世官繼承應是遍及各類型職務的。西

周中期的官制處在一個變動的狀態，不是楊寬所述的重要官職世襲，整個西

周王朝職位也不都是世官制繼承。延續數百年的世官制，到了西周中期為什

麼起了變化？隨著西周官僚體系的擴大，在世官制以外，發展出更多的官員

拔擢方式。冊命銘文中，繼承先祖考的記載僅剩下不到 40%，更多的是新職

位的冊命或甚至職務更改的冊命。西周政權穩定發展，到了西周中期政府組

織的分工細膩，職位職務應著發展增加，世官繼承制已無法滿足政府的人才

需求，世官制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衰微了。 

 

參考文獻 

1.專書 

王  輝，《商周金文》，北京：文物，2006。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天津古籍，2004。 

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組織與運行機制》，北京：光明日報，2013。 

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組織與運行機制》，北京：光明日報，2013。 

何樹環，《西周錫命銘文新研》，台北：文津，2007。 

宋鎮豪 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四輯》，上海：上海古籍，2014。 

李  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官僚制度和國家》，北京：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2010。 

周法高 主編《金文詁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5。 

唐  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 

馬承源 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1988。 

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6。 

許倬雲，《西周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 

蔡哲茂、溫天河 譯，《金文的世界》，台北：聯經，1989。 

鄭海峰，《中國古代官制研究》，天津：天津人民，2007。 

 

2.論文 

                                                
58
 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頁 107。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84 

 

王治國，〈金文所見西周王朝官制研究〉，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

文，2013。 

景紅艷，〈西周賞賜制度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論

文，2006。 

蔡哲茂，〈伊尹（黃尹）的後代—武丁卜辭中的黃多子是誰〉，「出土文獻

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講座」，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2014.10.14。 

 

 

About the Author 

 

Jiang Jian Sin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of Doctor degre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Taiwa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e was the prize winner of an Academy 

Award of the Prof. Feng-teh Liao Scholarship. He has 

short-term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Fudan University 

China. He is the member of the Society of Early and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 and 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He graduated from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nd received his Master degree. His research 

interests focus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Pre-Qin Dynasty History. His 

current concern is based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local authorit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 

formation of a political system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is his doctoral the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