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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约公元前21世纪初，中原出现的夏王朝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继之而起的是商王朝，夏商承替延
续千年之久。
中国古代文明由早期形成阶段至处长商时期趋于成熟并走向繁盛，创造出独具特征的绚丽灿烂的青铜
文化，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其后数千年间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近、现代考古学提供的丰富材料，极大地拓展了认识夏、商文明的视野。
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考古学研究，成为重建夏、商信史的主要途径。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系统介绍了20世纪夏商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及其为探索夏、商历史，重
现夏、商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本书重点介绍了1928年以来的撰墟发掘与研究，二里冈商文化与郑州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二里头遗
址的发现及夏文化的探索，偃师商城、安阳洹北商城以及商代其他城址、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现与研
究，夏商时期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书中以偃师商城之始建为夏、商王朝交替界标说为基点，论证了夏商文化关系和难解的夏、商文化界
定问题；进而追溯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早期夏文化和先夏文化；还讨论了夏、商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
的关系及其历史意义。
作为系统论述夏商时期考古学的著作，本书阐述了关于夏商考古研究的任务、特点与方法以及相关的
思考，展望了夏商考古学发展的前景。

    本书适合研究历史、考古、文博和美术史的专业人员及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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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考古学》总序绪论 一 夏商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二 关于夏文化与商文化 三 关于夏、商文化与周边
地区文化的关系 四 启示与思考第一章 夏文化探索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夏王朝 第二节 夏文化的探索
历程  一 诸说的纷争  二 田野调查与发掘  三 夏文化探索的总结评述 第三节 夏、商文化的界定  一 夏、
商文化界定的理论与方法  二 偃师商城之始建是夏、商王朝交替的界标  三 夏、商文化的界定 第四节 
夏代早期及先夏时期的夏文化  一 王湾三期文化的分布、分期和年代  二 二里头文化的渊源和王湾三期
文化的族属  三 豫西、晋南地区与先夏、夏代早期文化相关的其他考古学文化遗存第二章 二里头文化 
第一节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  一 二里头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二 二里头遗址的勘查与发掘  
三 二里头遗址各项文化遗存的发现概况  四 二里头遗址的布局与主要发现  五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与定
名  六 二里头文化的特征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一 分期  二 年代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
与类型  一 分布  二  类型 第四节 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和埋葬制度  一 聚落形态  二 埋葬制度 第五节 
二里头文化的经济与技术  一 农业  二 家畜饲养与渔猎  三 手工业  四 交通 第六节 二里头文化的精神生
活  一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刻划符号与文字问题  二 有关二里头文化宗教观念的遗存 第七节 二里头文化
与周边诸文化的关系  一 文化交流的例证  二 文化交流的特点第三章 先商文化探索及相关问题 第一节 
先商文化的探索历程  一 豫东、鲁西南地区  二 豫北、冀南地区 第二节 下七垣文化  一 特征与渊源  二 
分期与年代  三 分布与类型 第三节 关于“潞王坟—宋窑类遗存”  一 发掘、研究与命名  二 分期与年代
 三 文化特征与文化因素分析  四 分布与族属推测 第四节 关于郑州南关外中、下层及相关遗存的讨论  
一 关于南关外中层  二 关于南关外下层  三 电校H6、化工三厂H1等相关遗存第四章 商代早期的商文化
第五章 商代中期的商文化第六章 商代晚期的商文化第七章 商代的经济、技术、文字和艺术第八章 夏
、商王朝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附录 《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关夏商年代的测定数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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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葬式　　最流行的葬式是仰身直肢葬，身躯平躺，双手抚腹或者双手贴于体侧，少数双手
交叉于背后。
另一种较常见的葬式是俯身葬，即人体作俯卧状，面向下，双手压于腹下或者交叉于背后。
也有少数墓葬为用侧身葬式，即墓主侧身而卧，腿多弯曲。
无论采取何种葬式，死者的头部一般都在木棺中较宽的一端。
　　从目前对殷墟地区孝民屯南及新安庄人骨鉴定的情况看，俯身葬只用于成年男性中，而未见成年
女性用俯身葬者，但在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坑中，俯身也见于成年女性及男孩中。
对上述现象，目前尚无确切解释。
　　（四）随葬品组合　　随葬品的组合与墓葬的规格有直接联系，并且因地而异。
　　殷墟一带的墓葬，绝大多数都配置有随葬品。
普通墓葬一般用陶器，规模较大的墓葬则以铜器作为随葬的重点。
墓葬越大，等级越高，所用铜器越多。
墓葬中使用玉器的数量也与其规格或等级成正比。
墓葬采用何种随葬品组合方式，与墓地属性有关。
不同的家族墓地，其随葬品组合方式往往有差异。
常见的随葬陶器有觚、爵、鬲、豆、簋、罐和盘，等。
以觚、爵最常见，是组合的核心。
殷墟常见的随葬铜器有觚、爵、鼎、甗、簋、悞、卣、瓿、罍和方彝等，铜觚和铜爵一直是随葬品组
合的核心。
配套觚爵的多寡与使用其他铜器的多寡相联系。
使用单套觚爵的墓葬，或者只有一觚一爵，或者与鼎、簋等其他铜器相配。
而随葬二套或三套以上觚爵的墓葬，与之相配的其他铜器也多。
这种一套或多套的铜觚、铜爵墓，通常面积都在3平方米以上。
　　除陶器、青铜礼器外，还常以武器、工具、各种玉石器以及海贝随葬。
　　殷墟以外所见晚商墓葬，其随葬品组合与殷墟商墓相比较，既有共性又各具特色。
一般规模较大、等级较高者，普遍用铜器随葬，并且铜器的器类和器形与殷墟基本一致。
如河南罗山后李墓地以及山东滕州前掌大晚商贵族墓地的铜器墓，其随葬品组合方式以铜觚、爵为核
心，外加鼎、卣等。
但代表平民阶层的各地陶器墓，使用随葬品的情况与殷墟差异较大。
殷墟的核心随葬品陶觚和陶爵，在殷墟以外并不盛行。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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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锡璋等编著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精)》重点介绍了1928年以来的殷墟发掘与研究，二里冈商文化
与郑州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及夏文化的探索，偃师商城、安阳洹北商城以及商代其
他城址、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夏商时期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本书适合研究历史、考古、文博和美术史的专业人员及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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