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代青铜文化 

一条完整的卜
辞，包含有叙
辞、命辞、占
辞、验辞四部
分。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商代青铜文化 

《甲骨文合集》137 
“癸丑卜，争，贞旬无祸？王占曰：有祟有梦。甲
寅允有来艰，左告曰：又亡刍自益，十人又二”。 
 

叙辞：癸丑卜，争 

命辞：贞旬无祸 

占辞：王占曰：有祟有梦 

验辞：甲寅允有来艰，左告曰：又亡刍自益，十人又二 

在占卜中，占辞是最重要的环节，决定一次占卜的吉凶。
吉则可行，凶则不可行，因此作占辞的人，实际上就掌握
着事情的决定权。 



商代青铜文化 

商代甲骨文 

从所发现的10多万片甲骨文的内容看，有两个特点： 

 
一、占卜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商王凡做任何事，都
要经过占卜，以取得上天神的应允和指示。 
二、占卜时神在龟甲或骨上的指示，是吉是凶，是否可
行，要由商王来做判断。  

 

因此，商代的王，是全国一位最高宗教领袖。 
占卜内容被选出来，刻在甲骨上的用意，目的是为了显
示占卜这种行为的正确性和神圣性，借以加强王权。 



商代青铜文化 

国家结构：内外服制 

“内服”是商朝国家的中心地区，即
“王畿”，由商王直接治理。 

在商朝的中后期，这个地区大致位于
安阳至淇县一线，西南至沁阳。其最
大范围可能包括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
一些地区。 

“外服” 是商朝国家的外围地区，即“四土”，属于各类
地方势力管辖。  

从考古学对商文化分布的研究看，商朝国家控制的整个地
区十分广阔，可能东至大海，西至陕西西部，南跨长江湖
南和江西，北抵山西中部，东北到辽宁，西南至四川。各
地方势力与中央之关系因时因地千差万别。 

内   服 



三、西周礼乐文明 

西周礼乐文明 

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占了周

朝历史的三分之一。这一时期全国大小诸侯都
向王朝负担一定义务，周朝维持着统一的局面。
由于周王居于西方的都城宗周，故称西周。 
 

 

周人兴起——武王伐纣——周公东征——成康
之治——昭王南征与穆王游行——国人起义与
共和行政——宣王中兴——西周覆灭 



西周礼乐文明 

利
簋 

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
内底有铭4行33字，记
周武王征商，日在甲子，
清晨岁星当头。这与
《尚书》、《淮南子》
等文献合。 

 

 

经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
确定BC1046年为武王
克商之年之“首选”。 



西周礼乐文明 西周地图 

羌 

严允 

鬼方 

淮夷 
宗周 



西周礼乐文明 

周人有效控制被征服人
口的方法之一，则是把
商人迁移到周人直接控
制的地区。  

史
墙
盘 

“微史刺且乃来见武
王，武王则令周公舍
□ ，于周卑处”。 



西周礼乐文明 

西周礼乐文明 

封建制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周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荀子·儒效》： 
“〔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
五十三人焉。” 



西周礼乐文明 

西周早期 
大盂鼎及其铭文“受民受疆土” 



西周礼乐文明 

周王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  

政治上，诸侯被认为是国王的臣属，有些诸侯国的国
君在中央机构任职。 

《礼记 · 王制》：“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
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  
 

经济上，诸侯要向周王贡纳各种方物，包括粮食、土
特产品。 

 

军事上，诸侯有义务率领本地的军队，参与周王的征
伐战争。 



西周礼乐文明 

西周的分封并不只是周人殖民
队伍分别占有一片东方的土地，
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每
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
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
新封的封国，因其与原居民的
揉合，而成为地缘性的政治单
位，遂逐渐演变为春秋的列国
制度。周人封建制度的本意，
是为了军事与政治的目的，颇
不必用经济发展的理论当作历
史演化过程中必经的一环。 
  
    ——许倬云《西周史》  



西周礼乐文明 

古今“封建”概念之差异 

性质 含义 相对的概念 

古代的
“封建” 

政治名词 
分封人民、土
地，建立国家 

郡县（制） 

现代的
“封建” 

经济及社会
形态名词 

前资本主义社
会的名称 

奴隶（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西周礼乐文明 

西周礼乐文明 

宗法制 
 

宗法是中国古代社会利用血缘关系对族人进行管理的
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商代已有嫡
长继承的雏形。西周时期，宗法发展成为系统制度。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禰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
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
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
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
义也。 
                        ——《礼记·大传》 



西周礼乐文明  
“古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
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
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
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左传·桓公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