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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迄今第一部根据甲骨文资料全面研究商代天文历法问题的学术专著，就甲骨文所涉及的商
代天文观、天学体系、天象观测和历法编算等问题，分门别类加以阐释，系统建立了殷人的宇宙观、
天文观测与历法体系，对殷商史、商周考古学、天文年代学及殷商天文学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
要的学术价值。
同时，《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对百余年来有关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做了系统总结，通过对基
本史料的深入鉴别与综合分析，考察学术研究的背景，对百年来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充分研析相关
研究所利用的原始史料和研究方法，周加考辨比较，澄清利弊得失，最终实现去伪学而申真知的学术
目的，因此本书也是一部有关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的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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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时，1958年10月生于北京市。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
学院特殊学科“古文字学”学科带头人，《考古学报》副主编。
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常务理事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和天文考古学，旁涉商周考古学、商周史、先秦思想史、科技史及历史文献
学。
出版学术著作九部，发表论文百五十余篇，主编《金文文献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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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即使殷代直系先王死后可以称帝，但他们与天帝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
卜辞显示，帝是唯一降旱降雨的主宰，然而殷人求雨和祈年的对象却是先祖与河岳之神，并不是帝，
而先祖与河岳之神却又绝无兴风作雨的权能，这便是上帝与先祖间最重要的分野。
这种现象表明，帝的权能虽然很大，能够将风雨水旱等各种自然现象及人间祸福运于掌上，但遇有祷
告祈求，则殷人唯有向先祖行之，请先祖在帝的左右转向上帝祈祷，而绝不敢直接向上帝有所祈告。
上帝至尊至威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这意味着卜辞“下上”中的“上”如果是指上帝，那么“下”便不太可能是指人王，很明显，将地位
远不相等的人王与至上神并列相称是不可想象的。
 传统认为，商代的天神崇拜是以帝作为核心内涵，而天的观念则是属于周文化的系统，至后来殷周两
民族日渐同化，才合帝与天为一神而异名③。
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有些学者甚至怀疑殷人是否具有天的概念。
已有的研究表明，甲骨文“天”字的造字本义已经反映了殷人对于天的自然属性的认识，而天与帝事
实上体现着古人对于天的互依互异的两种观念，准确地说，帝是依附于天而存在的至上神祗，但天却
只有通过完成它从自然属性到人格化的转变之后才能具有至尊的神性，而人格化的帝却无须这种转变
。
 天帝的神明观念的崇拜产生于何时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胡厚宣指出，天上统一的至上神是先民对人间统一帝王在天上的复制，没有人间统一的王帝，便永远
不会有天上统一的至上神。
因此，商代这一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无疑是同它的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然而，卜辞中所反映的天帝崇拜很可能并不代表这一神明信仰的开创时期，比商代更早的天帝崇拜的
历史仍为学者们不懈探索。
事实上，“帝”的本义用为“嫡”，其宗旨即在于藉宗教观的建立以追溯王权的来源。
当然，另外一些观点也不是不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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