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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明》

内容概要

商，在周代文献中首先是取得王朝地位的王室的名字。它是被商王室统治的国家的称号，也用以称呼
商国人民及其他同时代人民所创造的文明。商还用来称呼中国历史上被商王朝统治的那一时代。
本书从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理论模式这五个角度切入，依据已知的考古发
现和文献材料，力图全面呈现商文明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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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张光直 译者：张良仁 岳红彬 丁晓雷  张光直（1931—2001）当代考古人类学家。生前
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年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及美国文理科学院院
士、台湾中研院院士。所著《中国青铜时代》等多种作品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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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6



《商文明》

编辑推荐

Page 7



《商文明》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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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张光直先生的这部书是1980年写成的，其综合了已发掘出来的有关商代考古学资料的基础上，结合
古典文献，较为全面地重构了商文明的图像，并对商的统治和经济政治等问题有精彩的介绍，最后落
脚于商在文明演进中的地位的讨论。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具，经典之作，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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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商文明》的笔记-第227页

        
商王朝的統治網絡

228內服    商--甲骨文中重要城邑   張光直以為不是安陽     大邑商  天邑商         證據：董作賓--帝辛東征
人方           商--今天商丘 亳縣附近
230商湯立國后  商多次遷都  遷都範圍大體在河南東部        231中商  東土 西土 南土 北土

231  商--每座都城都有各自的名稱       亳  囂  相  邢  奄  殷（殷卜辭沒有，其他都有）      指安陽的   張光
直以為沒有特定名稱   茲邑

2、《商文明》的笔记-第400页

        到底什么是文明呢？张在这里说，现在有了很多的定义，不过他认为最清楚的说法无非是说文明
就是一种风格和特质，体现在考古资料例如宏伟建筑或者宗教艺术上的物质文化特质。这些物质文化
脱离了生存需要，从实用角度来说是无用的东西。当看到一个社会愿意并有能力用相当多的人力物力
去做些似乎无用的事情，我们于是就景仰他们进入了文明。这些物质文化越是浪费，我们就觉得他们
的文明越伟大。

很有趣的一段说明。

3、《商文明》的笔记-第182页

        族和邑
安陽的王室血統   
商王族的內部分立和承繼制度    
統治階級的其他成員  
軍事力量                       
法律
祭祀
王權的象征

166  作邑   169周代封建大臣或親屬所賜內容---見於左傳            172青銅器徽號（？族徽）---不同徽號的
青銅器（相類似的族徽？）在裝飾風格上有所差別--張光直：可能是由於不同族群的生存方式和生活
習慣等方面的不同所造成的亞文化群的差異所致。--《商周青銅器器形裝飾花紋與銘文綜合研究初步
報告》         張光直：這些族群中的一部分是同一氏族的不同分支，而其他的則代表不同的氏族。-----
組成城邑中人群的社會單位的氏族群至少有兩方面差異：一是他們屬於不同的氏族；二是他們代表不
同的政治地位。

178  張光直《商王廟號新考》     
182商王用天干命名緣由
商王名字前一部分----具有區別意義的關鍵詞    上  報   示    大    小  中    祖

183張秉權--《甲骨文中所見人地同名考》---商王名字中  羌（甲）  南（庚）  虎（甲） （湯、咸） 大
乙  -----------為未即位以前采地之名                       陳夢家 《殷墟卜辭綜述》439頁  ---認為 一部分可能是
私名，其他則為美名或親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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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乙--丁   
 188張光直《談王亥與伊尹的祭日并論殷商王制》

189  乙--丁 制度與西周昭穆制度       文化人類學    Jack Goody  "succession to high  office "  ---四種王朝制度
類型1貴族制 2王族制 3男系家庭制 4雙系家庭制          
190輪流繼承制    191族內婚制

192-194 商王世系圖表
196-201     乙--丁制度對董作賓 新派、舊派的支持/解釋   200所謂舊派、新派實際上是丁組、乙組兩個
亞文化群。   201 二分現象   王陵區分東西兩區  西周昭-東  穆-西   乙--穆  丁--昭     王陵區西區七座大墓  
東區四座大墓（未勘探完）   安陽乙組七王  丁組四王

202  大宗 小宗     大示  小示

203 婦   子

206陳夢家  甲骨文中商王朝職官爵位  三類--臣正  武官  史官                張光直：卜人   貞的問詢者      卜人  
貞人                   207巫師    《書·君奭》

207  邑   主          208雀族？--------胡厚宣  丁山  白川靜--------武丁  商王多次為雀占卜  參加商王祭祀、
狩獵活動  商王或王都的其他人經常進入雀族領域  雀族也提供商王朝一定數量的甲骨   雀族與鄰邑發
生戰爭 --------------疆域在山西南部或河南中部

209 商王  人祭  人牲-------------湯誓  盤庚       
210族--軍事單位？  張光直認為不一定   城邑--防禦功能+居住生活    配偶--地位高     族-王朝軍事組織+
社會政治組織             旅--常備軍      211職業軍人 jll:？      陳夢家列舉：馬  亞  箙  射  衛  犬  戍

jll:西周 三族      金祥恒《從甲骨卜辭研究殷商軍旅中之王族三行三師》

216  眾---臣民

218David keightley  --------商代的宗教與商代國家的起源和合法化不可避免地糾結在一起。  帝          對先
祖的崇拜和祭祀成為商王神權統治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支撐   占卜、祈禱、奉獻犧牲          商王的權力來
源於神權政治 “一人”

220   jll：西周冊命       牧誓--武王  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鉞 旗 ---權力象征  

221權威的轉換  權力標誌物佔有者地位的逐步合法化             統治地位的象征物
225商代動物藝術  最為重要-----虎  牛 鳥          虎--王室狩獵的野生動物   牛--與王亥相關的家養動物   
鳥--與王亥相關           有關商人的神話？中 所有動物都是作為商王與祖先交通的媒介出現的----牛肩胛
骨、龜甲則在二者之間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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