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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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宋镇豪担任主编编写的十一卷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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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商代都邑（商代史·卷五）》全面搜汇、整理商代
考古学材料，进行典型遗址分析和区系文化模拟，结合甲骨文、金文与文献史料，分析商朝城邑的空
间关系及城邑体系的分层结构形态与都邑文明，进行理论上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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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本书第二章虽以“早商时期的地方都邑”为题叙述了盘龙城、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
、府城商城，但由于这些地方城邑大多是从早商一直延续到中商前期，不便于分开叙述，所以，在其
后的有关中商的章节中，对它们并未专门再加以论述。
在这些地方都邑的城址中，晋南的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和河南焦作的府城商城，都位于作为王都的
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周边不远的地区，湖北黄陂盘龙城虽距离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较远，但依然还
是位于二里岗文化的边缘地区，所以，这些城址无论是夯土建筑技术、城内宫室的形制，还是出土的
典型的二里岗文化的陶器，都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显示出很强的一致性。
特别是在盘龙城发掘出有大型宫殿建筑，无论是其F1、F2的单座宫殿还是由F1与F2组成的三进院落的
四合院式的建筑，都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十分相像；根据最新的发现，盘龙城也有外郭城，从而原
来发现的盘龙城商城实即宫城，这样，由宫城和郭城组成的盘龙城，在形制上与郑州商城是一样的，
只是规模比郑州商城小了许多，可以视为郑州商城的缩影。
再从盘龙城等地出土的随葬有青铜器和玉器的墓葬的特征看，它们都与商的王都有密切的关系，只是
因其都邑的规模要比商的王都小得多，与商的王都显然不是一个等级，所以，学界的看法是或者把它
们视为直属于商王的在外的政治、军事据点，或者是把它们视为直属于商王的侯国。
其实，因它们不属于王畿内的畿内诸侯，所以，据点与侯国在这里是不矛盾的。
其中，盘龙城、垣曲商城和东下冯商城，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看，它们都还有作为运输和掌控一些特
殊的自然资源、战略资源中转站的功能，如盘龙城对于将南方青铜冶炼原料输运至中原，垣曲商城和
东下冯商城对于将晋南的食盐和铜矿等资源运输至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都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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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商代都邑(商代史·卷五)》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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