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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峰教授的英文大著现在有了中文本，对于研究周代历史的学者，这是一个好消息。
李教授兼通古代文献、考古资料和铜器铭文，如此“一赶三”的功夫在今天是难得的人才。
他这本大著应用了大量的铜器铭文数据，从原始材料下手，比较用传世的文献，更有所依据。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在讨论西周的官僚体制，也就是在追溯周代从一个小的部落逐渐形成帝国，如
何一步一步地发展管理广土众民的制度。
他回答了许多问题，也提出了许多问题，作为将来进一步思考的项目。
我在二十年前也曾做过类似的努力，今天看见李教授的书，知道数据和知识的累积，已经比我当年可
以对古史有更多的理解。
拜读李教授的大著，岂止是愉快而已！
高兴之下，我也向李教授致贺与致敬。
　　研究中国古代史还可以更从文化的比较研究看出一些中国发展方式的特点。
和西周历史颇为类似的例子是古代两河流域亚述帝国的兴起。
周人以西方边陲的小邦联合了姜姓等友族，挑战已经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商王国，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政
治体，而且维持了七八百年之久。
亚述也是从两河流域的西边以一个偏远边陲的小邦，取代了巴比伦，成为两河以及附近地区的大帝国
，以他们自己的话来形容：“四海之内，都是臣属。
”可是亚述的霸权并没有维持很久，又被新的巴比伦取回了这一广大地区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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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扬弃以往学者“官制”研究的老路，完全基于西周金文，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最早的官
僚政府——西周政府——的组织原则和运作逻辑。
作者认为，以灭商为契机，周人开启了致力于实际政务的新政治传统。
到了西周中期，西周政府在册命程序、官员选拔和升迁，以及政令的阶梯化等诸多方面均表现出官僚
政府的特征。
    本书进而论述地方诸侯国的权利、义务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西周国家的性质是通过亲族组织对成千
上万的“邑”进行分层的编排和控制，是一个“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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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峰
　　陕西宝鸡人。
l983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8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硕士，之后从事西周都城
丰镐遗址的发掘。
1990年进入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博士；赴美国后于200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长期从事西周时期考古和历史，特别是西周金文的
研究，为西方早期中国研究的重要学者，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早期中国讲座。
2006年起主持山东龙口归城周代古城遗址的调查及发掘至今。
中文著作另有《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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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研究表明，西周的政府组织是一个持续变化的机体，并且各种职官被不断附加到现存结构之上。
此外，本章表明西周早期政府可能标志着从以宗教为中心的商代政府模型中的脱离，这一点从带有一
般性名称的政府部门，如“卿士寮”的设置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三有司”作为“卿士寮”的首要职能执行者与众多负责文书的史官一起，构成了西周政府的主体。
研究还表明，西周中期的政府机构被快速区隔化，并且权威的阶梯化得到很大发展。
这种变化的结果是，一个拥有清楚的官僚结构特征的政府的存在。
廓清政府结构特征为西周政府其他方面的探讨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研究的是西周政府的行政程序，旨在复原它的运行规律。
本章开始部分界定了西周政府运作的一些基本特征，如行政的空间范围、册命仪式、文书记录的使用
以及各官署的位置所在。
研究表明，西周政府的官员任命是一个非常经常性的和官僚性的程序。
研究也表明，在王室及王室之外的地方区域行政过程中都普遍使用了文书记录。
本章进一步说明，因处理不同事务的需要而发展出了一些行政分区，而这种行政分区也与西周中央政
府中王室、日常民事政府以及军队组织的结构分隔大抵一致。
同时本章也论述在日常民事和军事事务的实际处理过程中都已经形成了政令的阶梯化执行。
本章的最后部分研究的是周王的行政作用，认为王到达不同建筑物在时间上不仅体现季节性特点，而
且其专赴某处“官署”的行为看来也是按照了一定的惯例。
总之，本章所论述的是，西周政府的行政程序中俨然已经发展出一些基本的规律与程序。
　　第四章研究的是西周王畿地区的社会与政治结构，明确指出渭河流域对土地的持有存在几种不同
的方式，代表着三个极为不同的行政管理体系。
王家的土地由负责王家内务事务的官员管理；而西周政府的地方政府管理在王畿地区主要城市中最为
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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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峰《西周的政体》一书对西周政治制度作了非常精彩的分析和说明。
可能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此书采用了包括中国和西方目前最完善而先进的研究方法。
我相信，这会促进中国年青的历史学者走出传统的研究，创造出一种国际的史学方法。
　　——夏含夷　　西周史的考察是一门结合着文献、文字、考古、历史多方面的研究，李峰先生对
各方面的材料有充分利用，资料翔实，又有理论分析，是其突出特点。
　　——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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