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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代是中华古文明的早期阶段，中国历史画卷在商代史的永久记忆上前赴后继地拉开。
以古为镜，可知兴替。
商代文明的发展时空，下启中华文化演进的先河，十一卷本《商代史》用断代史著述体例，通过有商
一代历史事象与制度名物的研究，寻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元素的由来、特征、品格与传承，提供可资
借鉴的历史资源。

本卷论述商代自然生态和政治经济地理，重在缕析甲骨金文中农业地理、田猎地理、贡纳地理、交通
地理史料，对商代诸侯方国数据进行搜汇和考述，与地下出土青铜器“族徽”地望及商代考古遗址相
结合，阐述商代政治地理架构、人文地理结构演变和方国地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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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地望待考方国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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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邢台就发现并发掘了商代遗址。
而经过“商王祖乙迁邢”专题组对邢台商代遗址进行的调查，至2000年2月已发现二十多处商代遗址。
这些遗址主要分布于邢台市区至市区西南的七里河两岸，是一个规模比较大并且很密集的遗址群。
专题负责人段宏振先生认为，邢台商遗址的规模和分布特点类似于郑州和安阳殷墟等商代都邑；更重
要的是，以东先贤村为代表的商代文化遗存，显示的是商文化的繁盛时期，与“商王祖乙迁邢”的年
代正好相合。
另外，在距东先贤村十几里路的葛庄发现了西周邢侯墓地，表明西周的“邢”在邢台。
商汤建国之后“商邑”经历五次迁移，共立六都，宋镇豪先生《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一文认为商
邑的择立范围与商王畿区界说关系密切，邢台地区在河北省南部，对王畿区北限的深入有待于“祖乙
迁邢”的新研究成果。
　　第三节 政治疆域　　一 商代的政治疆域以及政治疆域中的点、面、块　　在政治地理研究中，
“疆域”总是首先要提到的问题。
前文讨论了晚商时期王畿区的大致范围，而传统所谓“疆域”包括王畿与外服两部分，学界一般将《
汉书·贾捐之传》所说的武丁、成王时的疆域，“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
不过朔方”，作为晚商时期的疆域。
　　现代科学考古发掘可以告诉我们，商文化的影响范围，各个时代有所差别：　　早商时期。
一期，商人主要经略“有夏之居”，统治中心在以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为核心的伊洛一郑州一线，晚
段可到晋南地区，与夏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重合；二期，商王朝政治巩固，商族势力大规模扩展，北
到冀南的磁县，南到湖北黄陂盘龙城，东到豫东的鹿邑栾台等地；三期，商族势力进一步扩张，往西
进到耀县、铜川一线，往东整个豫东地区，商文化开始代替原有的岳石文化，甚至泰沂山脉以北的济
南大辛庄都是商族的势力范围，往东南，在江淮地区，商族势力已达巢湖以东的大城墩一带，南部逐
渐形成以黄陂盘龙城为中心的庞大遗址群，往北，商文化重返太行山东部，大体覆盖了原下七垣漳河
型的主要分布区，甚至远至太行山以北的壶流河流域。
　　中商时期。
商文化分布范围曾一度比早商时期有所扩展，东到泰沂山脉一线，西抵关中岐山、扶风，北面抵长城
，南逾长江。
　　晚商时期。
商文化分布范围与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商文化在西、南两面大大收缩，今湖北、陕西
、山西、江苏境内的许多原早商和中商文化分布区，至晚商时期不复为商文化势力范围，而为性质不
同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所取代。
只有山东境内商文化保持微弱的进取势头，发展到淄河和[氵弥]河附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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