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周姓氏制度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商周姓氏制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100053273

10位ISBN编号：7100053277

出版时间：2007

出版时间：商务印书馆

作者：陈絜

页数：49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周姓氏制度研究>>

内容概要

姓氏制度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理清这一制度的内涵，对于深切领悟商周社会结构及其发
展演变过程，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但由于年代久远，史载多所不详，而有关的古文字资料又颇为艰涩难懂，如何正确解读这些传世文献
之外的新材料，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深入研考的事情。
故而想要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之上，对商周姓氏制度这一学术专题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实属不易。
鉴于上述情况，倘若能对该专题作出深入系统的考察，必然会推动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进展，也将有裨
益于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深入。
所以，历来古史研究者对此学术专题均非常重视。
 　　陈絮博士《商周姓氏制度研究》一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之上增订而成的。
以李学勤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诸位专家所作的评语，从宏观上给了这篇论文一个综合性的评价，
认为该文“对先秦史研究中一个传统而重要的课题——姓氏制度，作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探
索，利用材料比较全面丰富，方法多，角度广，涉及古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各个
领域，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论证有深度，在不少问题上有独到见解，较以往的研究均有不
小的突破”。
这一看法，我认为是客观的、妥帖的。
近年来，陈絮博士在教学工作之余，认真考虑了诸位评审专家的意见，在资料方面以及具体论证上，
又作了认真的修订与补充，文稿的结构也有了较大的调整，使其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商周姓氏制度研究》一书，大而言之，有四个方面值得肯定。
一是将论证重点放在有较大难度的学术问题上，如商代有无“姓”的观念，周代男子以“孙”相称的
含义何在，周代“赐姓命氏”的来龙去脉，伯仲叔季排行及其所反映的周代宗族结构，东周时期传统
姓氏制度的瓦解与新姓氏制度的形成等等。
二是研究具有系统性，从晚商一直贯穿到战国、秦汉，既剖析了不同历史阶段姓氏制度的特点、形成
基础，又能说明不同历史阶段之间发展、演变的过程与原因。
这项工作，恰恰是以往研究中做得非常薄弱的。
三是论述深入透彻，言必有据，不作泛泛之论。
四则是努力运用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提倡，作者收集了多种尽可能收罗到的材料，包
括古文献、古文字及考古发掘资料等，一一抉择，细细辨析，成功地将这些材料加以综合，使自己的
结论建立在对这些资料作扎实考证的基础之上。
 　　由于作者态度谨严，所用方法又较得当，故在不少重要具体的学术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有所创获。
这似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肯定了史前时代“姓”初缘于血缘组织的标识符号，族居地之名可
能是姓之主要来源，当时的姓会分化而产生新的姓。
 　　2．细致、深入地论述了卜辞中“妇某”之“某”为父族族氏名号的看法；提出“多生”是“多
甥”，亦包括多舅，乃商王族姻亲；认为商代禁婚组织是同一族氏，并不禁止同姓内婚。
以上看法，以前学者未做过细致论证，本文所做之工作胜过前人。
 　　3．对周代文献中有关姓的重要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如“庶姓”、“正姓”之内涵，男子称名
中系之以“孙”的含义(认为表示宗子身份)等，特别是说明了伯仲叔季排行在维护宗族内部继承法则
与等级制的作用，有较强的说服力。
 　　4．详细考述了周代赐姓制与命氏制产生的原因与存在时间。
所论亦多为前人所未及。
 　　5．对周代后期随着封建社会解体而产生的姓、氏合一，姓氏平民化、全民化，庶民获得姓氏的
途径等疑难问题，都做了精细的研究，论述颇有说服力。
 　　总之，本书对商周姓氏制度这一重要而又有相当难度的学术专题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工作。
 　　《商周姓氏制度》一书，自撰写至今，算起来已有八九个年头。
在此书稿即将付梓之际，一方面，要向作者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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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于另一方面，我想作者也会有和我相似的感触，深知这些专题与先秦史其他许多重要问题一样，都
是相当复杂、艰深的。
但凡不是一脚在外一脚在里，而是两脚都跨人先秦史研究殿堂内的同行，都会在研究过程中变得更加
冷静、更加谦虚，明白我们现在所奉献的只是个人的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阶段性成果。
相信作者能在书稿出版后注意倾听同行专家学者的意见，随时改订自己的某些认识。
同时更加关注田野考古与各种古文字资料的新发现，使自己的学术思维能在不断吸纳新资料的过程中
保持鲜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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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陈絜现任职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古籍研究所，主要从事先秦史、历史文献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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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绪论　
一、研究商周姓氏制度的意义　二、商周姓氏制度研究述略与本书的目的及研究方法　三、几点说明
第一部分 殷商时期的姓氏制度  小引：关于传说时代的姓氏问题  第一章 关于殷商时期的“姓”的探讨
 　一、从“殷人子姓”谈起  　二、关于殷墟卜辞中的“帚”及商代妇名之探讨  　三、卜辞中的“多
生”问题    附表一：卜辞妇名表    附表二：卜辞所见妇名、男子名或地名、族名、国名重合事例表  第
二章 殷商时期的族氏名号与族氏命名制度  　一、认证族氏名号的方法   　二、族氏名号的形式与含义
    三、从“寝某”、“子某”等古文字名号材料看殷商族氏名号的主要获取途径    附表三：卜辞及商
金文所见子名、地名重合事例表  第三章 殷商时期族氏名号的使用范围  第四章 殷商时期姓氏制度的特
征及相关历史问题之检讨  　一、殷商时期姓族的社会功能   　二、殷商时期的婚禁范围     第一部分小
结第二部分 封建等级社会下的姓氏制度——从西周到春秋时期  第五章 关于周代的姓氏理论  　一、周
人的姓氏观   　二、姓、氏在周代社会中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三、关于“同姓”、“异姓”、“庶姓
”与“正姓”的辨析   第六章 周代封建与赐姓命氏——关于姓、氏两分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周代赐
姓制度的考察   　二、西周、春秋时期的命氏以及命氏的对象、时间与方法   　三、赐姓命氏制度的实
施与周代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   第七章 西周、春秋时期的称名习俗  　一、从两周金文资料看周代贵妇
的称名规律   　二、周代男性贵族以“孙”相称的含义   　三、周代庶民的姓、氏问题  第八章 伯仲排
行名与周代宗族分级制  　一、关于“伯”、“伯氏”与宗族长称谓  　二、排行名的使用原则   　三
、排行名与周代宗族分级制   　四、燕召诸器铭文与西周早期燕召宗族之形态——用排行名研究宗族
组织结构的一个范例     第二部分小结第三部分 封建等级社会的解体与新型姓氏制度的形成  第九章 姓
、氏合一的考察  　一、姓、氏合一的诸种表征  　二、姓、氏合一的社会成因分析  第十章 姓氏的普
及——春秋晚期以降庶民获取姓氏之探讨  　一、姓氏的普及  　二、姓氏普及的原因   　三、庶民获
取姓氏的途径   第十一章 姓氏的普及与平民宗族组织的崛起  第三部分小结结语附录一：征引与参考书
目 附录二：引用甲骨文、金文著录书籍简称附录三：殷商时期王年、王世、卜辞组别对照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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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一　　姓氏制度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理清这一制度的内涵，对于深切领悟商周社
会结构及其发展演变过程，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但由于年代久远，史载多所不详，而有关的古文字资料又颇为艰涩难懂，如何正确解读这些传世文献
之外的新材料，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深入研考的事情。
故而想要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之上，对商周姓氏制度这一学术专题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实属不易。
鉴于上述情况，倘若能对该专题做出深入系统的考察，必然会推动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进展，也将有裨
益于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深入。
所以，历来古史研究者对此学术专题均非常重视。
　　陈絮博士《商周姓氏制度研究》一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之上增订而成的。
以李学勤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诸位专家所作的评语，从宏观上给了这篇论文一个综合性的评价，
认为该文“对先秦史研究中一个传统而重要的课题——姓氏制度，作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探
索，利用材料比较全面丰富，方法多，角度广，涉及古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各个
领域，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论证有深度，在不少问题上有独到见解，较以往的研究均有不
小的突破”。
这一看法，我认为是客观的、妥帖的。
近年来，陈絮博士在教学工作之余，认真考虑了诸位评审专家的意见，在资料方面以及具体论证上，
又作了认真的修订与补充，文稿的结构也有了较大的调整，使其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商周姓氏制度研究》一书，大而言之，有四个方面值得肯定。
一是将论证重点放在有较大难度的学术问题上，如商代有无“姓”的观念，周代男子以“孙”相称的
含义何在，周代“赐姓命氏”的来龙去脉，伯仲叔季排行及其所反映的周代宗族结构，东周时期传统
姓氏制度的瓦解与新姓氏制度的形成等等。
二是研究具有系统性，从晚商一直贯穿到战国、秦汉，既剖析了不同历史阶段姓氏制度的特点、形成
基础，又能说明不同历史阶段之间发展、演变的过程与原因。
这项工作，恰恰是以往研究中做得非常薄弱的。
三是论述深入透彻，言必有据，不作泛泛之论。
四则是努力运用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提倡，作者收集了多种尽可能收罗到的材料，包
括古文献、古文字及考古发掘资料等，一一抉择，细细辨析，成功地将这些材料加以综合，使自己的
结论建立在对这些资料作扎实考证的基础之上。
　　由于作者态度谨严，所用方法又较得当，故在不少重要具体的学术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有所创获。
这似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肯定了史前时代“姓”初缘于血缘组织的标识符号，族居地之名可
能是姓之主要来源，当时的姓会分化而产生新的姓。
　　2．细致、深入地论述了卜辞中“妇某”之“某”为父族族氏名号的看法；提出“多生”是“多
甥”，亦包括多舅，乃商王族姻亲；认为商代禁婚组织是同一族氏，并不禁止同姓内婚。
以上看法，以前学者未做过细致论证，本文所做之工作胜过前人。
　　3．对周代文献中有关姓的重要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如“庶姓”、“正姓”之内涵，男子称名
中系之以“孙”的含义（认为表示宗子身份）等，特别是说明了伯仲叔季排行在维护宗族内部继承法
则与等级制的作用，有较强的说服力。
　　4．详细考述了周代赐姓制与命氏制产生的原因与存在时间。
所论亦多为前人所未及。
　　5．对周代后期随着封建社会解体而产生的姓、氏合一，姓氏平民化、全民化，庶民获得姓氏的
途径等疑难问题，都做了精细的研究，论述颇有说服力。
　　总之，本书对商周姓氏制度这一重要而又有相当难度的学术专题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工作。
　　《商周姓氏制度》一书，自撰写至今，算起来已有八九个年头。
在此书稿即将付梓之际，一方面，要向作者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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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于另一方面，我想作者也会有和我相似的感触，深知这些专题与先秦史其他许多重要问题一样，都
是相当复杂、艰深的。
但凡不是一脚在外一脚在里，而是两脚都跨人先秦史研究殿堂内的同行，都会在研究过程中变得更加
冷静、更加谦虚，明白我们现在所奉献的只是个人的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阶段性成果。
相信作者能在书稿出版后注意倾听同行专家学者的意见，随时改订自己的某些认识。
同时更加关注田野考古与各种古文字资料的新发现，使自己的学术思维能在不断吸纳新资料的过程中
保持鲜活性。
　　朱凤瀚　　2005年12月15日　　　　序二　　“姓氏”这个名词，现代中国人耳熟能详。
不过一般人只知这是家族的名号，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世代相传，天经地义。
至于姓氏的起源究竟如何，它的早期形态是什么样子的，上古时期的“姓”与今天的“姓”有什么区
别，早期的“姓”与“氏”有什么不同，对这些问题，那就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了。
但对于研究先秦史的人来说，这些问题都是不容回避的。
因为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发展，确有某种与众不同的特色，那就是国家的产生，不是在氏族制度彻底
崩溃之后，而是与氏族制度的延续相伴随，国家形成的时候，氏族的血缘外壳依然被保留，而且此后
保留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姓、氏的存在，就是那时居民中保持着氏族血缘联系的重要表征。
夏人姒姓，商人子姓，周人姬姓，典籍中所见的春秋诸侯邦国，皆有所谓“国姓”；那时的贵族，女
子称姓，男子称氏；那时的“百姓”，与今之所谓“百姓”迥不相侔；那时的婚姻，男女同姓是一大
禁忌；那时的邦国盟会，同姓先歃，异姓为后；那时的大夫，有所谓“命氏”问题，命氏的方法，或
以地，或以官，或以“王父字”，不一而足。
诸如此类的种种现象，都是先秦历史上独有的，而这些现象，在在与姓、氏问题相关，因此，研究先
秦史上的姓氏制度，对于解决中国上古时期的国家形态、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文化礼俗等诸方面的
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历来做先秦史的学者，对姓、氏问题都很关注，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现在，陈絮博士的新著《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又做出了新的贡献，他在前人以及当代学者研究的基础
上，通过艰苦的探索，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人们的疑难问题，提出了一些堪称精彩的创见，这是值得
称赞的。
探讨先秦的姓氏制度，难度很大。
因为我们今日所见有关姓、氏问题的文献，权限于周代，商代的情形究竟怎样，甚至商人有没有“姓
”与“氏”这样的概念，根据目前的文献材料都难以说清。
商之与周，在姓、氏方面是截然异制呢，还是有着继承、发展的关系?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书通过对甲骨材料与考古材料的分析，断定商、周在姓氏制度上有明显的不同，例如商代没有女子
称姓这样的习俗；但在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商人的“族氏名号”与周代的“氏”有颇多相似之处(
例如族氏名号的命名方式、使用范围等等)，这表明周人“姓”、“氏”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中发生的作
用，与商代是有着延续性的(尽管商代未必有“姓”、“氏”这样的字眼)。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才能够把先秦时代的姓、氏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的清理，进而探求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姓、氏问题的发展变化。
作者把上古姓氏制度的演变分为了四个阶段：从传说时代到有夏，为古代姓氏制度的发轫阶段，在此
时期内产生了所谓“古姓”；殷商时期为姓氏制度的发展阶段，“亚氏族名号”的使用代替了远古氏
族名号的使用；西周至春秋中期为姓氏制度的成熟阶段，成熟的表现即为“姓”、“氏”之二分；而
春秋晚期至于两汉，乃是先秦姓氏制度的没落与新型姓氏制度之形成阶段，此时的表现则为“姓”、
“氏”的合一与姓氏的全民化。
这样一来，中国上古时期“姓氏”的历史发展脉络，就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理清先秦史上的姓、氏问题，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对文献记载真伪的辨析。
例如谈到“姓”的性质，现代学者多认为来源于远古时代的氏族名号，有着同一氏族祖先的人，应该
是同姓的，但文献中又有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分别得十二姓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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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话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又如从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周人认为“姓”与“德”关系极为密切，黄帝
、炎帝之所以不同姓，乃是因为“德”不同，所谓“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
德则同心”。
作为血缘团体标记的“姓”，果然与“德”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吗?还有所谓“赐姓命氏”之制，“赐姓
”的主体，或为天，或为天子，什么“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什么“皇天嘉之
，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赐姓曰姜，氏曰有吕”云云，“赐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毫无
疑问，古人的这些说法，其中包含有若干的史影，值得深入挖掘；但也不可否认，文献中的某些记载
，其实反映的是周人的“姓氏观”，而不一定是历史的实际。
因为古人缺乏历史的观点，他们往往以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情形来悬想古代，用自己生活的那个时
代的事物来解释古代的事物，这就无形中给后代研究古史的人制造了混乱。
生当今日的我们，理应通过多方面的考察，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能盲目地跟着古人走。
陈絜博士在这一点上就表现得很出色，例如他在第五章中说：“像周以前关于赐姓命氏的记载、关于
姓氏等级性的描述等等，其实都是周代姓氏理论与姓氏制度的折射，是周人在当时⋯⋯制度的基础上
，以今论古的揣测之辞。
”这样的分析，切中肯綮，表明作者的史识确乎非同一般。
　　此书把上古姓氏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书中胜义颇多，读者自可阅读体会，这里不
再赘述。
我所特别欣赏而且也愿意向读者推荐的，是此书表现出来的学风。
这是一部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踏踏实实地搜集材料，文献的，古文字的，考古
的，点点滴滴都不放过，真可以称得上是竭泽而渔。
作者谨遵“言必有据”的古训，力戒浮言，力戒空论，故此书给人以厚重扎实之感。
作者遍阅前辈以及当代学者的有关著作，汲取其合理的成分，同时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师长之
说，也不盲从，坚持独立思考，唯真理之是求，表现出可贵的科学精神。
当今学术界，浮躁之风盛行，许多人不肯下笨工夫，不甘心埋首于故纸堆中，读书只是浮光掠影，议
论也是虚张声势，拈得一义，率尔操觚，或以所谓新潮的理论相标榜，或仅靠单文孤证巧为弥缝，这
样的所谓论文和专著，今日并不少见。
陈絮博士此书，完全没有这一类的毛病，虽然说不上是力矫时弊之作，毕竟能使人感受到一种朴实的
学风，对于某些青年学者，应该具有一种榜样的力量。
因此，此书的出版，对于学术界来说，实为可喜可贺之事。
　　陈絜博士是南开历史学科的青年才俊，我与他相识多年，知道他很用功，在古文字、古文献等方
面都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功底。
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只有承认自己的不足，广泛吸取别人的长处，才会有更快更大的进步。
天道亏盈而益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
我希望陈絮不要就此止步，继续在学术的园地里勤勉耕耘，刻苦钻研加上谦虚谨慎，陈君的学术前途
正不可限量。
　　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陈絮博士要我写上几句话，于是就有了上面的这些文字。
　　　　赵伯雄　　丙戌年新正初五日序于南开大学龙兴里寓所　　　　后记　　本书的初稿是作者
的博士学位论文。
最近的三五年间，作者在充分吸收有关专家的评审意见的基础上，从材料、文字到结构，先后作了几
次修订与补充。
但结果还是不能令自己满意。
可中国有句俗话，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
现在将拙稿交付出版，权当作对多年来关心我成长的师长和朋友的一个交代吧。
　　商周时期的姓氏制度，是治先秦史者无法轻易回避但又不时感到困惑的问题。
涉及面广，举凡商周国家、政治、社会、礼制、文化，无不与之相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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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杂乱而无章，文献的、古文字的以及考古的，皆需点点滴滴细加抉择。
想系统清理出一个头绪来，着实不易。
当年选这样一个题目，大概出于年轻气盛。
现在想起，依然心存余悸。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册小书，签署的是我个人的名字。
但字里行间，无不凝聚诸多学术前辈的心血与汗水，也蕴涵着学界师长对后进无私提携的那份真诚。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朱凤瀚先生。
1997年，我有幸正式成为朱先生的及门弟子，在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自那时起，先生对我的教诲，从没间断过。
无论治学，还是做人，事无巨细，朱师耳提面命，不胜其烦地予以一一指点。
轻狂得意之时，先生不忘敲敲边鼓；遇到挫折，情绪低落，先生又总能及时打气鼓劲，让我看到希望
。
这些年来，由于工作关系，先生很忙。
但每次回到南开，先生都要把我找去，问问我的学业进展，谈谈我的生活琐事，还不时给我提供一些
最新的学术信息，以拓宽我的研究视野。
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赵伯雄先生是我的硕土生指导导师，同时也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指导小组成员。
我之所以偏好先秦史，很大程度上是受赵师的影响。
博士论文中的部分章节，也是当年赵师抱病改定的。
毕业后，先生又将我留在他的身边，给了我一个比较宽松的工作环境，使我有了安心读书的机会。
先生育人，身教重过言传，没有太多的大道理，只是从寻常的一言一行；一字一句中，让你自己去体
会、去领悟。
在先生的身上，我学会了很多受用终身的东西。
　　“经师好遇，人师难遭”。
在入南开的十余年间，能得到这样两位既是严师又像慈父的老师的教诲，是我此生之大幸。
只是做弟子的我太过愚钝和懒散，唯恐有负两位恩师的期盼。
　　李学勤先生、吴荣曾先生及晁福林先生，在酷暑中出席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给了我很多鼓励，
同时也指出了论文中存在的缺点。
詹子庆、陈恩林、沈长云、彭裕商、吴振武等先生，以同行专家的身份，审阅了我的学位论文，提出
了很多甲肯的修改建议。
前辈学者所赐予的种种建设性意见，于我进一步修订文稿、完善观点，帮助甚巨。
为使拙稿能够顺利付梓，吴荣曾先生还以书面形式竭力予以推荐。
其奖掖后学之情，令人感怀。
还有刘泽华、王冠英、宋镇豪、宫长为、李瑞兰、张荣明等师长，这些年来，不时给我点拨，敦促我
奋发上进。
对于诸位先生的无私帮助，作者自然不敢忘怀，亦非淡淡的“感谢”二字所能了却。
　　藉此机会，我还要对张二国、刘源、任伟、贾洪波、赵悛珉、李刚诸朋辈道上一声感谢。
拙稿中的很多观点，大多为当年相互切磋中形成。
　　拙稿的出版得到了南开大学“十五211”专项经费的资助，在此，我要对评审委员会的诸位专家表
示由衷的谢意。
　　对于拙稿的体例结构，责任编辑常绍民先生给予了诸多有益的建议，拙稿得以顺利刊印，当与常
先生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分不开，故一并于此致谢。
　　由于作者学识有限，肯定有很多问题考虑得不够周全，纰漏讹误，亦在所难免。
拙稿出版后，真诚地希望能听到同行专家学者和读者的批评之言，多多益善。
　　陈絜　　2006年1月17日于南开范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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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书对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制度——姓氏制度进行了深入透彻的探讨，取得超越前人的研究成
果。
书中综合运用古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方法，对商周的姓氏制度进行研究。
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商周时期的姓氏制度”，第二部分为“封建等级社会下的姓氏制度——从
西周到春秋时期”，第三部分为“封建等级社会的解体与新型姓氏制度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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