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周礼乐文明 

周公制礼作乐 

八    礼 

冠礼 婚礼 丧礼 祭礼 射礼 乡礼 朝礼 聘礼 

五    礼 

吉礼    凶礼    宾礼    军礼    嘉礼 

《礼记·坊记》：“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
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 



西周礼乐文明 

礼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封建诸侯之册命礼 

 
诸侯对周王的臣属关系一般要通过特定的册命仪式予以
肯定。不仅诸侯国在最初分封时要经过王的册命，每一
任新即位的诸侯也要由周王重新册命，以示承认。这是
权力来源于周王的象征。 

在各种典礼、仪式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参与者都有各
自不同的、严格的具体行为规范。通过这些行为规范
区别尊卑、亲疏、贵贱、贤愚等社会范畴，是周代礼
制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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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 
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统治阶层的权力
已由使用武力作强制性的统治，逐
步演变到以合法的地位的象征。 
另一方面，规整的礼仪也代表统治
阶层内部秩序的固定，使成员间的
权利与义务有明白可知的规律可以
遵循，减少了内部竞争与冲突，增
加了统治阶层本身的稳定性。  



四、夏商周之关系 

对夏、商、周关系的新认识 

《论语·为政》：“殷因于夏
礼，……周因于殷礼”。  
 
顾颉刚：“商周两族自己不以为同
出于一系，则是一个极为清楚的事
实。”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殷周间
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家
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
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
而新文化兴”。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夷与商
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王国维先生（1877-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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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之关系 

从社会组织的特性和发达程度来看，夏商周似乎都
具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特点，即城邑式的宗族统治机
构。夏代是姒姓的王朝，商代子姓，周代姬姓，姓
各不同，而以姓族治天下则是一样的。 

 

 

从国家结构看，“内外服”制、即存在着一个对地
方势力有控制力的中央王朝，同时中央之下存在着
众多地方实行直接治理的诸侯国的国家结构，滥觞
于夏朝，形成于商朝，完善于周朝。 



夏商周之关系 

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大同而小异。大同者，都是
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共同的大特征；小异者，
代表地域、时代与族别之不同。 
 
               ——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 
                                                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 

对夏、商、周关系的新认识 



西周考古的新收获 

2003年，陕西扶风县李家村发掘一处西周铸铜作坊遗址，出
土了数以千计的陶范，其年代跨越了整个西周时期 。 

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
村，5位农民在村北坡取
土时发现了青铜器窖藏，
共出土青铜器27件且均
有铭文，铭文总字数达
4048字。 

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西周考古的新收
获—周公庙遗址 

2004年5月，发现周公庙西周大型墓
葬。已钻探出大型墓葬22座，其中
首次发现带4条墓道的墓葬10座和带
3条墓道的墓4座，学者推断为周公
家族墓。2011年又发现了周人灭商
以前的宫殿建筑遗址。 
2004年至今共出土10000余片甲骨，
可辨识的西周甲骨文近2600字，是
全国其他地区发现西周甲骨文字总
和的两倍多，其中还发现“王季”、
“文王”、“王”等周王称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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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邹衡教授：
“周公庙遗址西周大型墓地的发
现，从学术价值上说，堪与20世
纪初安阳殷墟的重大考古发现相
媲美，是新中国堪称第一的最重
大的考古发现！”  
 

西周考古的新收
获—周公庙遗址 



张光直：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
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
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 

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 

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  

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