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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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代史论纲》为全书总纲，概述《商代史》的著述体例，商代史研究的回顾，重建商代史的课题立
项与意义，有关商代史的史料问题与研究方法，总叙商朝的历史年代、政治区划地理、社会人口规模
与人口构成、国体与政体、社会组织、人物事件、社会形态、经济生活、文化信仰、周边方国及军制
战争等。
《商代史论纲》由宋镇豪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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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商王朝的统治体系中，子、妇、宗亲等与商王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在王朝中担任重要的职务，
起着重要的作用，“商朝的官制带有突出的宗族血缘性质”①。
这些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的贵族，参与各种军事事务，成为商王朝的中坚力量。
有学者甚至认为，商王朝“政府中的要职，主要是由商王的亲属担任的”②，这使得商王朝的统治带
有浓厚的亲族垄断性，表现出家与国相表里的特征。
　　王室以下的各级贵族，也是以族的形式组合在一起。
在商代的聚落中，族是其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即使在人口流动性较强，人地关系相对不固定的城市地
区，族组织也顽强地存在着。
以殷都为例，殷都地区的人口主要是由外地流入的③，并非都是原居民。
但殷墟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墓葬表明，都城内的居民保留了完整的族组织，殷墟西区墓地、后冈墓地等
都呈现出“合族而葬”的特点，族依然是这些都市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
据《左传》定公四年载，周人灭商后，实行分封制，“分鲁公以大路、大旃，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
弱，殷民六族⋯⋯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筏、旃旌、大吕，殷民七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职
官五正”。
殷人六族、七族、怀姓九宗等族组织存在并成为进行管理的方式，可见族是商人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
之一。
　　商代的族已经不是单纯的血缘组织，商人家族不仅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武装和领地，而且已经
出现了早期的宗法制度，发展为具有强大经济、军事力量，并有自身管理机构的组织，成为一级社会
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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