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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地理与方国》

内容概要

《商代地理与方国(商代史卷10)》内容简介：商代是中华古文明的早期阶段，中国历史画卷在商代史
的永久记忆上前赴后继地拉开。以古为镜，可知兴替。商代文明的发展时空，下启中华文化演进的先
河，十一卷本《商代史》用断代史著述体例，通过有商一代历史事象与制度名物的研究，寻绎中国社
会传统文化元素的由来、特征、品格与传承，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本卷论述商代自然生态和政治经济地理，重在缕析甲骨金文中农业地理、田猎地理、贡纳地理、交通
地理史料，对商代诸侯方国数据进行搜汇和考述，与地下出土青铜器“族徽”地望及商代考古遗址相
结合，阐述商代政治地理架构、人文地理结构演变和方国地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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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回到顶部↑绪论
第一章商代自然地理
第一节商代生态环境概要
第二节商代的气候
第二章商代政治地理
第一节商代“体国经野”的政治地理构架
第二节王畿区界定
一王畿区的东限——濮阳地区
二王畿区的东南限——商丘至杞县至禹县一线
三王畿区的西限——修武至沁阳一线
第三节政治疆域
一商代的政治疆域以及政治疆域中的点、面、块
(一)王都地区的粮食流通与“南廪”
(二)边地的仓廪、粮食来源与外服农业地的作用
(三)外服农业区的分布特点
(四)商人在外服“圣田”的作用
二商王朝控制外服的机制与经略方式
(一)“奠”
(二)“牧”
第四节商王朝的周边“四至”
.第三章王畿区和四土地名考订举例
第一节王畿中心区地名
第二节西方和西南地名
第三节东方与东南地名
第四节待考地名
第四章商代的经济地理
第一节农业地理
第二节田猎地理
第三节贡纳地理
第五章商代的交通地理
第一节道路交通网络
一商与周、蜀之间的交通道路
二商与西方方国的交通主干道
三商与北方方国的交通主干道
四商与东方方国的交通主干道
五商与南方方国之间的交通主干
第二节“铜路”问题
第六章商代方国
第一节判断方国的标准
第二节商王朝与方国的关系
第七章商代方国考订
第一节西方方国
第二节北方方国
第三节东方方国
第四节南方方国
第五节地望待考方国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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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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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邢台就发现并发掘了商代遗址。而经过“商王祖乙迁邢”专题组对邢台商代遗址进行的调查，
至2000年2月已发现二十多处商代遗址。这些遗址主要分布于邢台市区至市区西南的七里河两岸，是一
个规模比较大并且很密集的遗址群。专题负责人段宏振先生认为，邢台商遗址的规模和分布特点类似
于郑州和安阳殷墟等商代都邑；更重要的是，以东先贤村为代表的商代文化遗存，显示的是商文化的
繁盛时期，与“商王祖乙迁邢”的年代正好相合。另外，在距东先贤村十几里路的葛庄发现了西周邢
侯墓地，表明西周的“邢”在邢台。商汤建国之后“商邑”经历五次迁移，共立六都，宋镇豪先生《
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一文认为商邑的择立范围与商王畿区界说关系密切，邢台地区在河北省南部
，对王畿区北限的深入有待于“祖乙迁邢”的新研究成果。　　第三节 政治疆域　　一 商代的政治
疆域以及政治疆域中的点、面、块　　在政治地理研究中，“疆域”总是首先要提到的问题。前文讨
论了晚商时期王畿区的大致范围，而传统所谓“疆域”包括王畿与外服两部分，学界一般将《汉书·
贾捐之传》所说的武丁、成王时的疆域，“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
方”，作为晚商时期的疆域。　　现代科学考古发掘可以告诉我们，商文化的影响范围，各个时代有
所差别：　　早商时期。一期，商人主要经略“有夏之居”，统治中心在以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为核
心的伊洛一郑州一线，晚段可到晋南地区，与夏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重合；二期，商王朝政治巩固，
商族势力大规模扩展，北到冀南的磁县，南到湖北黄陂盘龙城，东到豫东的鹿邑栾台等地；三期，商
族势力进一步扩张，往西进到耀县、铜川一线，往东整个豫东地区，商文化开始代替原有的岳石文化
，甚至泰沂山脉以北的济南大辛庄都是商族的势力范围，往东南，在江淮地区，商族势力已达巢湖以
东的大城墩一带，南部逐渐形成以黄陂盘龙城为中心的庞大遗址群，往北，商文化重返太行山东部，
大体覆盖了原下七垣漳河型的主要分布区，甚至远至太行山以北的壶流河流域。　　中商时期。商文
化分布范围曾一度比早商时期有所扩展，东到泰沂山脉一线，西抵关中岐山、扶风，北面抵长城，南
逾长江。　　晚商时期。商文化分布范围与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商文化在西、南两面
大大收缩，今湖北、陕西、山西、江苏境内的许多原早商和中商文化分布区，至晚商时期不复为商文
化势力范围，而为性质不同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所取代。只有山东境内商文化保持微弱的进取势头，发
展到淄河和[氵弥]河附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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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地理与方国》

精彩短评

1、印刷质量较好，引用考古资料将翔实，值得收藏。
2、速度快 质量好 不错 值得收藏！
3、对这一阶段感兴趣的初学者可以好好看看
4、此书质量好，内容好，适合专业工作者阅读。
5、基本就是孙小姐的说论文扩充版。对于考古材料的取舍，往往不加解释。甲骨学真的可以脱离考
古材料而存在否？一套商代史居然被整出十几卷来，也真是吓人。看看打折的四种里，只有这本比较
吸引我。
6、缺失不少方國
7、作为相关研究的参考书目不错，能一定程度地反映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但商代地理的空白太多
，故其不少结论有待商榷
8、作为一本考古学书籍，可读性肯定是令人煎熬的。因为对古商周历史感兴趣，就囫囵了解下。考
古学者是伟大无求的。商代粮食：北方黍（大黄米）、粟（小黄米）为主。/ 黄河流域动植物：肿面
猪、四不像、水牛、殷羊、貘、犀牛、山羊、扭角羚＆菟丝子、狗尾草、马齿苋、莎草。/商代政治地
理：王畿、四土、四至。/ 王畿四方画限:王畿东南限：丘商，驻师、戍、奠，以南攸侯设有牧。王畿
西南限：宁、义行、师非、师木、辔师。// 甲骨文涉及祭祀，因地盘、矿产的征伐给考古带来了深刻
影响。
9、历史考古系列的一部，内容系统丰富

Page 6



《商代地理与方国》

精彩书评

1、商代地理研究，非常重要，但是也很难推进。最近看了冰与火之歌，突然对历史地理的重要性有
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不但是有关学术，还非常有趣。商代地理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寻找甲骨文地名之间
的联系（方国之间的相互方向和位置、地点之间隔几日远），虽然有点不靠谱，但也没有其他更好的
办法。辅助的材料是铜器出土地点。当然，也有学者直接用左传地名作为依据来考卜辞中地名，这样
一下子就可以用上汉书地理志等等古书，看似方便，但仍需检验。本书是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和
钟柏生《商代地理论丛》、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之后，系统研究商代地理的一部专著，我觉得有
如下好处：一是综合概括前人得失，便于读者了解相关研究的历史和观点。二是结合考古发现之处比
较多。三是作者对雨量（气候）、道路系统有专文在前，故有的章节论述较深入。当然地理研究真是
很难，一本书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何况全面地说就难免有泛论之处。俺自己对商王犬官感兴趣，结果
利用此书也没有搞清楚几个犬官所驻跸之地，反而李书讨论较多，因为李书对田猎卜辞的研究真的很
精细，昨天听林宏明先生谈甲骨缀合，他还说到李书对田猎卜辞中时间规律的总结很有用。总之，对
于前人成果的概括和评论，对于后来者研究方法的启示，这本书都做得不错，是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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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地理与方国》

章节试读

1、《商代地理与方国》的笔记-作者

        原来本书的作者林欢博士在刚毕业不久，猝然病逝，可以想见她家人的悲恸，我们老师写了魏碑
，张玄墓志给她：
不因举烛，
便自高明；
无假置水，
故以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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