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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系统梳理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中国青铜时代考古中族属判断的研究方法。
主要利用近十年来的新资料与新成果，建立了关中地区商时期相关居址与墓葬遗存新的分期体系与新
的分类体系。
在判断关中地区商时期区域聚落形态与重点聚落性质的基础上，辨析相关遗存的族属，判断了不同区
域碾子坡文化遗存与先周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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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兴山，1990年7月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获学士学位。
1993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获硕士学位。
2002年12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获博士学位。
自1993年7月至今，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任教，现为副教授。
 
    主要科研成果：已发表论文、发掘报告50余篇，参与编写了《驻马店杨庄》和《豫东杞县发掘报告
》，近十年来一直从事周原遗址和周公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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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自探索先周文化之始，石璋如等先生所用方法即如此，且这种思路对以后的研究影响深远。
如胡谦盈先生在长武、彬县和旬邑一带，即所谓“豳”地的先周文化探索，基本就是采用这一方法。
再如，自1999年始，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
组成的周原考古队，在周原遗址探索先周文化之始，也有类似的想法。
考诸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学史，就会发现都邑对确定考古学文化族属的决定性作用：正是确定了小屯遗
址为殷都，从而确定了晚商文化；正是确定了丰镐遗址乃丰、镐都邑之所在，从而确定了西周文化。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凡此皆说明“都邑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其二，以西周早期文化为基准，向前追溯先周文化，笔者暂称之为“追溯法”。
即把年代与西周早期相衔接、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因素与典型西周文化中存在内在承继关系的商时期考
古学文化，作为先周文化③。
这种方法是夏商周考古研究中最常用的“经典”方法，如从明确的晚商文化出发，使用这种方法判定
了早商文化，又从早商文化出发，寻找到了先商文化。
李伯谦先生在论证探索先商文化的方法时如是说：“探索先商文化必须首先从考古学上划分夏、商文
化年代界限，确定何种考古学遗存是汤灭夏后的早商文化，继而通过文化因素的分析，从早于早商文
化的夏时期诸遗存中分辨出何者与早商文化有着内在的发展演化和继承关系”。
④探索先周文化的“追溯法”其实和李伯谦先生所论的先商文化探索方法基本一样。
商文化的研究实践表明，“追溯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尹盛平、任周方、刘军社、张天恩、牛世山等研究者，在判断先周文化时皆主要使用了这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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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付梓之际，不禁感慨万千，近二十年来研习先周文化的一幕幕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这不仅是我过于敝帚自珍之故，更是因为本书的完成曾得到了很多人的指导与帮助。
故于此仅想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本书是在导师李伯谦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
1991年，李老师就确定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与先周文化研究相关；1998年，李老师又指导我以《先周文
化探索》为博士毕业论文；2002年博士毕业后，李老师又不断指导我继续修改博士论文而成本书。
大到篇章结构，小至遣词造句，本书无不凝聚着李老师的心血。
从师二十年来，师生之情早已如不言谢字的父子关系，我的感激之情也实非言语所能表达。
我深知，唯有今后更加努力，使自己的品德和学问不断进步，才能真正答谢师恩！
在本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很多老师都给予了不少的指导和帮助。
刘绪老师可谓是我的第二导师，长期以来，刘老师手把手地教我田野技术，逐字逐句地修改我的论文
，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让我写进论文。
葛英会老师、高崇文老师、赵化成老师、赵辉老师、徐天进老师、孙华老师等许多老师（请原谅我不
能把全部名字都写在这里），都经常给我指导和帮助，帮我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终使本书得以完成
，其中很多场景和话语，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特别提及的是，宋豫秦老师是第一个教我“先周文化”的老师，并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
邹衡先生生前曾多次指点我有关先周文化的问题，他老人家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张天恩、王占奎和刘军社三位师长，惠允我使用了大量未发表的新资料，多次帮助我进行与先周文化
相关的发掘与研究，为本书提出了许多好建议。
长期以来，我和三位师长见面时，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先周文化，从一次次畅谈中，获益良多。
在我从事先周文化相关的发掘和研究中，还得到了很多先生的帮助：宝鸡市文物局的任周方局长，宝
鸡市考古队的田仁孝先生，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尹盛平先生，麟游县博物馆的王麟昌和刘麟先生，陕西
兵马俑博物馆的曹玮先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孙秉君、种建荣、孙周勇等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的徐良高、宋江宁、付仲杨等先生，周原博物馆的张恩贤、魏兴兴、李亚龙等先生，岐山县
的领导与同仁等。
在长期交往中，我们或共同奋斗，或联系频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张长寿、胡谦盈和梁星彭等先生也曾指点和帮助过我，于此一并
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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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周文化探索》：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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