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s)己丑卜，行贞：王宾兄己岁，教，
亡 尤 。     《 前 》 l· 40· 5

    (56)庚戌卜，行贞：王宾父庚岁三牢，

毅，亡尤。    《通》Ⅶ6
    (57)乙卯卜，行贞：王宾后且乙岁牢，
亡尤。

    口口口，口口：口口毅，亡尤。

    《合集》23144

    (58)辛卯卜，行贞：王宾小辛岁牢，亡
尤。

    乙未卜，行贞：王宾小乙岁牢，亡尤。
    《合集》22729

    (59)丁亥卜，洋贞：王宾且丁岁，亡尤。
    口口口，口口：口口教，亡尤。

    《合集》23033

    以上也是以岁与教相对或岁教连言的卜

辞。辞中更明确记有王宾的对象，除祭名以

外，其卜祭用日及王宾之仪都与周祭卜辞的
规则一致，说明这些岁祭应属于周祭的一种
用牲法。

    卜辞所见“王宾X×岁”，“王宾××

岁，教”，绝大多数卜祭用日与所祭先王日

名一致，与周祭正祭规则相同，是周祭正祭

追享先王的报塞之祭。另外，卜辞肜祭乃是

一种在连续三日中进行的祭祀，正祭前一日

与后一日的祭礼中，亦可能有享献先王的祭
祀。如前日祭有“夕岁”(《后》上l9．9：丙

戌卜，行贞：王宾父丁夕岁教，亡尤。)后
日祭有“肜龠教”(《戬》2．9：戊戌卜，旅

贞：王宾大丁肜龠教，亡尤。)这种报塞之

祭的卜祭用日规则比正祭早一日或晚一日。
在此，必须指出，这种“王宾××岁”、“王

宾××岁教”的卜辞，仍然有一些的卜祭用

日与上述规则不和，其占卜用日往往比先王

日名早若干日，我们认为这应属于祭前所进
行的～种预卜，其既定的规则已很难考知
了。

    2、王宾哉

    (印)戊寅卜，旅贞：王宾哉，亡祸。

    戊寅卜，旅贞：王宾教，亡尤。

    《邺》1·”·!
    (61)戊寅卜，旅贞：王宾大戊哉，亡尤。
    《粹》211
    (62)壬申口，口贞：王宾外壬戬，亡尤。
    《京》3254
    (63)乙卯卜，行贞：王宾祖乙哉一牛，
亡 口 。     《 存 》 l． 1477
    (64)辛巳卜，口贞：王宾祖辛戬一牛．
亡尤。    《佚》l．173
    (65)口辰卜，王贞：翌辛巳又戬于祖辛
牝。    《佚》390

    上面所录都是庚甲卜辞。这种卜辞大多

不具王名，以“干支卜某贞王宾哉”的形式
出现，但由上录(60)上下两辞以哉与燕相

x,1／2，可知“王宾哉”也是一种报塞之祭。

从(61)一(64)可知“王宾哉”这种卜辞
用日与王宾之仪都与周祭的规则相同，说明

这也是周祭正祭用牲的仪法之一。卜辞

(65)虽然缺记王宾之仪，无疑是于前一IEI
(庆辰日)预卜次日(辛巳日)正祭祖辛时
采用哉牲的仪法是否合宜的。

    哉，在这类卜辞中借为舻，其义为祭
以干肉，《集韵》：“臌，脯艇也”。《说文》

‘田甫，肉干也。”《汉书东方朔传》：“干肉为
脯’。《周礼·天官》有腊人，掌干肉，其职

云：“凡祭祀，共豆脯，荐脯。”郑注：‘t大

物解肆干之谓之干肉，薄析日脯。”又云：

‘‘腊，小物全干。”卜辞哉祭都用牛，说明这
类祭祀乃是以薄析燥干的牛肉祭祀先祖的。
    (66)⋯祖辛祭哉牛，亡尤。

    《合集》23000

    上录卜辞(66)中“祭”为周祭祭法之
一，辞中祭与哉牛相连属，也证明“哉牛”

这个用牲仪法应为周祭仪法之_。
    3、王宾蟊    ．

    (67)甲申卜贞：王宾蒸祖甲，亡尤。

    《续》1·26·3
    (68)口口口贞：王口祖辛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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