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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考古资料，分析了商代前期商文化在东方地区的发展过程、聚落分布、区域中心聚落以及文化
特点。本文指出，商文化阶段(即二里岗下层时期)末期到达豫东地区的西部，第二阶段(即二里岗上层至
殷墟一期前段)向东扩张达到顶峰，东北部至渤海南岸，东部至潍河、白浪河、沭河东岸，向南至连云港
海岸、盐城一带；聚落分布密集、聚落和人口数量较多以及包含多个高等级聚落的豫东、鲁西南、鲁中
南、鲁南及济南地区属于商王朝在东方地区重点经略的区域；除高等级聚落济南大辛庄商文化与当地文
化共存外，其他地区为较典型的商文化系统。清华简《系年》"陈淏"与《吕氏春秋�顺民》"鸮子"的关系
，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陈淏"、"鸮子"两者名号中的"淏"、"鸮"古音相同；文献中有人物名字之后称"子"
，以表示尊称的用例，如"田和"又可以称为"子禾子"、"和子"，"陈淏"也有可能称为"鸮(淏)子"；"鸮子"的
活动年代在公元前411年左右，"陈淏"的活动时间在公元前44年至前397年之间，两者活动时间接近；《吕
氏春秋�顺民》中"鸮子"、"和子"都是齐庄子的重要属员；《系年》中"陈淏"与田和一起，与三晋大夫盟
会，并受理别国军事求援，地位同"鸮子"一样较为尊崇。由上述关联来看，《系年》"陈淏"即《吕氏春秋
�顺民》"鸮子"。西王母的传说起源甚早，《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中就有相关记载
。西王母究竟是人抑或是神?学术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趣的是，殷墟甲骨文中也有"西母"，与"西母
"并提的还有"东母"。甲骨文中的"西母"与载籍中的"西王母"有无关系，值得认真研究。本文将载籍中的"
西王母"与甲骨文中的"西母"作了仔细比对，发现二者虽有差别，却也不无相似性和关联性。二者或有一
定的渊源关系，周及其以后的西王母崇拜习俗或可追溯自殷商时代。晋东南地区的长治小神遗址可以作
为安阳殷墟商代晚期文化在山西的代表，与河南相邻的垣曲古城东关也处在商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晋
中地区的灵石旌介商墓三座大墓的墓主人存在殷墟不见的三棺或两棺一椁、男女合葬的现象，决定了其
与商王朝或商文化的距离，他们当是没有被商文化同化，或在葬俗方面有自己特色的当地贵族；殉人所
代表的群体可能出自汾阳"杏花Ⅶ期2段居民"。柳林"高辿H1遗存"的研究表明，夏代晚期至商、西周，吕
梁山一线已经从晋中地区脱离，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面貌，还影响着晋中和临汾盆地，这就是河套及
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传播和入侵，*终出现了杏花类型和浮山桥北遗存。在商王朝往西部地区推进排他性
的占领了关中、张家口，甚至包括河套地区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占领晋中地区。商王朝对山西另一种模
式的统治实践，一直影响到周代政体的形成。 曾姬方壶之铭颇多修辞，故引起广泛讨论和诸多异解。本
文在充分参考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铭文进行了通盘解读。楚宣王26年，圣桓夫人曾姬撒手而去。丧主



为她选择的阴宅，是漾陵一带墓地中的，于是铸造了宗庙用的青铜祭器加以纪念。由建设阴宅而铸器，
在青铜铭文中****；而墓葬称陵、墓地称蒿间，在出土文献中都是*早的。壶铭对研究古代的墓葬、墓地
和死后世界颇有助益。先农和灵星是秦汉时期重要的地方农神祭祀。传世文献中对郡县先农祭祀的记载
较为简略，本文考察了里耶"祠先农"校券和周家台"祠先农"简。从里耶秦简来看，秦代郡县已出现有规律
的先农祭祀活动，其传统应可上溯至先秦。周家台秦简反映的是一种巫术性质浓厚的民间祭祀，与里耶
祠先农校券性质不同。灵星祭祀始发于西汉，所祀对象为心宿(龙星)中的一组小星，以祈雨为主要诉求
。农神祭祀与农业生产及基层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盛于郡县。后代地方农神祭祀多承自秦汉，虽易代而
不易。西周时期采邑的城邑分为主邑与小邑两种。周公庙聚落遗址与孔头沟聚落遗址揭示了采邑内部功
能区的完善。采邑的统辖模式有两种：一是"主邑—小邑"，一是"主邑—次级邑—小邑"。在宋代刻帖当中
，《汝帖》与众不同，粗漫传神是其艺术风格上的特点。该帖的后记意蕴含蓄，或与作者经历有关。本
文将《汝帖》和王寀的后记对照研究，认为《汝帖》不仅呈现前代名人的法书墨迹，而且有意收入先秦
至北朝的较多石刻碑文和铜器铭文，呈现出文字演变的历史。这反映了当时金石学兴盛对编刻丛帖的渗
透。另外，经过考证还认识到，后记内"字书"一词具有字帖的含义，是比较特殊的用法，为历来辞书所
未予注意的。西周虢季墓出土的青铜礼器，纹饰的表现方式和模范制作技术都处于转型时期。研究虢季
青铜礼器纹饰结构特点和范缝痕迹所传递的信息，结合不同时期青铜礼器模范制作技术以及模拟青铜礼
器陶范制作实验，可了解西周虢季墓青铜礼器范型制作技术的概况。 河北永年娄山"群臣上寿刻石"自清
道光年间发现后，成为晚清金石学重要议题之一。沈涛、刘位坦、张德容、俞樾、赵之谦等先后就其年
代论辩数十年，*后同治末年陆增祥折衷诸说考订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厘清金石学者在刻石年
代问题上的贡献，故宫博物院藏沈树镛旧藏拓本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拓本记录收藏家、金石学者之
间的交游和学术思想异同，为了解晚清学术传播提供了实例。8年，位于山西吉县清水河下游的柿子滩遗
址首次被发现并发掘。—21年，展开大范围调查与试掘。遗址由单个地点扩展为多个地点构成的遗址群
，收获包括细石核在内的细石器组合、石片石器、石磨盘和棒、穿孔鸵鸟蛋壳、大量破碎骨片和烧骨等
文化遗物，清理多个用火遗迹。这是我国北方一处地层清楚、文化遗存埋藏丰富、分布范围广的细石器
原地埋藏遗址，对探讨我国细石器文化发生、早期现代动和农业起源等学术课题至关重要。本文综合迄
今公布的全部细石核资料，按照操作链的思想，重点对楔型细石核进行类型学分析，认为几乎全部是按
照先确定台面后修整楔状缘进行石核预制，处于预制、剥片、中止和废弃阶段的细石核类型均有，以剥
片和中止两阶段的细石核较多，应该与当地石料易于获得有较大关系。此遗址较早阶段以船型细石核为
主，逐渐被楔型细石核取代。德钦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横断山脉地段，是北方青铜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
地区。为研究滇西北地区青铜时代的金属技术，采用金相观察和化学成分分析方法，对德钦永芝战国末
至西汉早期的古墓葬出土铜铁器进行了研究。分析的11件铜器中，发现其材质有红铜、Cu-Sn合金、Cu-
：s-Pb合金，以及含：s的其它铜金属，合金类型有多样化的特点，但红铜占较大比例。Cu-：s-Pb合金是
云南第2次发现砷白铜，其冶炼技术的来源值得关注。铁器中出现了块炼渗碳钢，为一种低碳钢，这是滇
西北地区首次科学分析的铁制品。铜器加工方式主要为热锻和热锻后冷加工，个别为铸后冷加工。该墓
葬出土的铜剑、铜马杖头和弧背刀等都有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影响，说明这些技术可能与北方草原文化
有关。本文首次用科学手段分析了滇西北迪庆地区的青铜器和铁器技术，对研究云南早期青铜文化金属
器的制作工艺及其来源有一定意义。早在16世纪8年代，我国律学家朱载堉就已经发明了十二平均律，这
比欧洲音乐家麦森的同样成果早半个世纪。但西方的十二平均律却是本土孕育的，西方的十二平均律与
朱氏十二平均律并无直接关联。江西省高安县西清泉市出土的沈尹钲，铸有铭文42字。本文对铭文中个
别字词试作新释，认为该器是楚国令尹兼司马叶公沈诸梁所铸，铭文中"沈尹"的含义是"沈"姓。圆圈纹是
甘青地区彩陶纹饰中一个*具代表性的纹饰，不仅绘制精美，而且蕴含着浓郁的原始崇拜信息。通过对甘
青彩陶文化的内涵、圆圈纹自身的特点以及圆圈纹与相关纹饰之关系的剖析，推定圆圈纹是对太阳形状
的模拟，是太阳崇拜的物化形式。 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共发现了公元前5千纪至公元前2千纪早期的黄
铜制品约4余件，分布在爱琴海、两河流域、波斯湾、伊朗、中亚和等地。将这些黄铜制品的检测结果及
其冶炼工艺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后，得出以下推论：黄铜与砷铜一样，是人类*早使用的一种重要合金；
这些黄铜制品中，除少量制品仅含铜、锌元素外，大多数制品还不同程度地含有铅、锡、镍、铁、砷和
银等元素中的一种或几种，且元素含量分布范围较广，这一现象与冶炼所用矿石和冶炼条件有紧密的联
系；史前黄铜应由铜锌共生矿或混合矿(铜氧化矿和锌氧化矿)冶炼获得，且*初采用的是固体还原工艺，
经简单加工成型。共生矿或混合矿冶炼是人类早期认识与利用金属时获得合金的一种主要方式。北朝到
隋唐艺术造型中屡屡出现的牛车辕旁胡人侍立俑，实质是"辨名品、表贵贱、彰尊卑"的写实现象。本文
认为，这段历史时期塑造和描绘的引牛驾车胡人形象，既为研究当时胡风胡俗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历史佐
证，又为入华胡人多为社会下层役使对象提供了翔实的证据。二里头文化的设防聚落存在宽度为5米左右



和1米左右或以上的两种环濠。宽度在5米左右的窄环濠是二里头时代特色的防御设施，一般存在于聚落
内部，是社会上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居住界限。宽度在1米左右或以上的宽环濠则是龙山时代遗留的
旧传统，一般存在于聚落外部。环濠是二里头时代特色的聚落防御设施，遍布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
是二里头文化设防聚落的主要防御设施；城墙与环濠的组合是龙山时代的传统防御设施，往往出现于广
域王权国家的军事前沿地区。古顿国是西周时期的古老封国之一。顿国从立国到都城数有变迁。顿国始
封之地应在今商水县平店乡李岗村一带，后受陈国的逼迫迁徙至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集(镇)。半拉山墓
地经过精心规划和营建，在地表积土为冢，墓葬和祭祀遗迹均建于人工土冢上。共清理土坑墓、石棺墓
和积石墓78座，祭坛1座，祭祀坑29座。墓地在晚期阶段出现功能分区，墓葬区位于南部，祭祀区位于北
半部。此次发掘首次完整揭示出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的营建全过程，为研究积石冢的修建提供了新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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