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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巡览 /

!自清末甲骨文的发现以后，殷墟重回人们
的视野之内。如今，殷墟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丰
硕的研究成果，这里成为中国的考古学圣地，也
成为培养考古学家的摇篮。越来越多的基址和
墓地得以揭露，数量丰富的商代遗物破土而出。
与此同时，文献中记载的商代历史细节不断得
到印证和弥补。下面，我们结合殷墟考古工作中
的重要发现，探索殷墟考古对我们探索古代社
会、了解商代历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甲骨文

刻辞甲骨是殷墟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商代
的占卜习俗孕育出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
甲骨文。清朝末年，王懿荣等金石学家发现甲
骨文并推测其为商代文字。其后，罗振玉、刘
鹗、王国维等学者陆续投入甲骨文的著录和研
究工作。尤其王国维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殷卜
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利用卜辞中
所见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和《史记·殷本
纪》中所载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进行对
比研究，第一次用出土材料证明了《史记》中商
史记载的真实性。此外，王国维还利用卜辞纠
正了《殷本纪》的一些讹误之处。

据统计，迄今殷墟已出土刻有卜辞的甲骨
约 !"万片，共发现单字 #$$$个左右。这些刻
辞涉及商代宗教祭祀、生老病死、方国战争、天
文星相、农业生产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为研究
商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
的材料。在文献阙如的殷商时期，这些原始记
录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殷墟宫殿宗庙建区

宫殿宗庙区是殷商王室贵族的重要活动
区域，也是殷墟王都的核心地区。它位于小屯
村东北地，其东、北两面以洹河为天然屏障，
西、南则被防御性壕沟环绕。在其东北部，自北
向南依次排列着甲、乙、丙、丁四组大型宫殿宗
庙基址，共由 %!座房屋基址组成。这些建筑规
模宏大，气势雄伟，远非一般居址可比。其中既
有供商王日常居住的宫殿，也有供其祭祀祖先
的宗庙。

这些规模宏大的殷墟宫殿宗庙建筑始建
于武丁时期，并延用至殷末，成为商王朝长期
定都于此的重要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发

掘的丁组一号基址下发现一件青铜封口盉，其
上铸有铭文“武父乙”。该青铜盉应为武丁祭祀
其父小乙所作的祭器，为丁组宫殿宗庙基址及
其他相关遗存的年代学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商代王陵及其他贵族墓葬

殷墟王陵区位于洹河北岸的侯家庄西北冈
地区，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王陵区。王陵区
内共发现带墓道的大墓 !"座（其中 &座四墓道
大墓应属商王所有），分为东、西两区。虽然所有
大墓均被盗一空，各墓墓主人的确也多有异议，
但仅存的规模巨大的墓道和布局也足以显示商
王的至高地位和无以复加的权威。
除王陵区外，殷墟地区还发现了数以万计

的其他等级的墓葬，殷墟西区、后冈、大司空东
南、苗圃北地等地都分布有相当规模的墓葬群。
其中数十座保存完整的高等级贵族墓为我们提
供了更加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年发掘的
妇好墓尤其值得关注。
妇好墓位于小屯村西北地、宫殿宗庙区的

西南部，该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口长 #)%

米，宽 *米，面积 ++)*平方米。墓内共发现青铜
器、玉器、宝石器、骨器、陶器等随葬品 !'+&件，
其中青铜礼器 +$$余件，玉器 (##件，另有大量
的青铜及玉石兵器。根据随葬青铜器铭文及相
关甲骨文记载来看，墓主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

三个法定配偶之一。她曾经担任武将，率兵征伐
四方；还曾经担任祭司人员，主持大型祭祀活
动。这是殷墟发掘以来唯一一座能与甲骨文对
照，并能确定墓主人和墓葬年代的殷代王室墓，
也是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级别的墓葬。妇
好墓的发现，对研究殷墟文化分期、商代丧葬制
度、青铜器铸造及玉器加工等问题均具有极为
重要的价值。

分工细致的手工业遗址

殷墟已发现专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数十
处，规模较大的包括铸铜、制陶、制骨等作坊。这
表明商代的手工业不仅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形成了较为细致的
分工。
铸铜作坊主要分布在孝民屯西北地、苗圃

北地、薛家庄及小屯村东北等地。孝民屯西北地
与苗圃北地的铸铜作坊面积达数万平方米以
上，发现了取土坑、练泥坑、晾范坑、大型青铜器
铸造间及“浇铸工作平台”、祭祀坑、窖穴、水井、
墓地、工匠居址以及熔铜、铸铜器具和陶模、陶
范等极为丰富的铸铜遗存。这些发现说明殷墟
青铜器多数是在本地铸制完成的，为研究商代
青铜铸造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制骨作坊分布于大司空村、北辛庄和铁三

路等地，出土了大量的骨料坑和制骨工具。妇好
墓发现的 #$$枚骨笄及其他骨器应即由这些作
坊制作而成。

制陶作坊位于殷墟宫殿宗庙区南部等地，
占地面积广大。这与殷墟时期陶器在人们日常
饮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相符合的。
伴随着大批居址和墓葬的发掘，殷墟出土了

大量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考古学遗物，它
们承载着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成为我们深入了
解商代历史的重要媒介。另外，商人常常用青铜、
玉石等材料制作成礼器，在祭祀、宴享等重大礼
仪场合使用。这些礼器广泛进入上层贵族社会，
成为商代礼仪文明和等级制度的重要载体。
总之，在探索人类社会、认识古代文明方

面，考古学与历史学是殊途同归的。殷墟像一座
巨大的文化宝藏，出土了极为丰富的原生态文
物资料，为我们进行商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生活等各方面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 ! ! !“商邑翼翼 四方之
极———殷墟文物里的晚商
盛世”展览 *月 +&日起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对观
众开放，本展览由国博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共同举办，以商王武丁
时期的妇好墓出土文物为
主，集 !'#$年以来殷墟考
古发掘出土的 +$$余件文
物精品，展期长达一年。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来自《诗经·商颂》记载。
""$$年前，为延续社稷，
拯救黎民，商王盘庚率领
臣民从黄河南岸迁至洹水
之滨，在新邑建都安邦。数
代后迎来晚商盛世。被洹
水萦绕的殷墟王城逐渐成
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之一，号称“大邑商”。

自 !&'' 年小屯甲骨
被发现问世之后，殷商王
都的历史细节从此重见天
日。随着考古工作的陆续
展开，殷代王都的建筑格
局日益清晰，越来越多的
基址和墓地得以揭露。气
势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和王
陵大墓令人叹为观止；规
模宏大的铸铜、制玉、制骨
等手工作坊布局得当、分
工精细；不同级别的房址
和墓葬展示出王都之内的
世态万象；种类繁多、造型
精美的出土文物尽显商贵
族生活的奢华与精致，令
人目不暇接。
本展览分为六个单元，从等级

制度、礼乐文明、信仰空间、甲骨文
字、戎马生涯、贵族生活等方面对晚
商贵族文化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展
示。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妇好墓、
子渔墓、亚长墓等高级贵族墓葬中
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骨器等文物，
比如后母辛方鼎、妇好鼎、牛尊、玉
象……这些文物制作精美，内涵丰
富，既是殷墟宝藏的再现，也是晚商
盛世的缩影，不仅为参观者呈现了
晚商贵族生活的奢华与精致，同时
也揭开了一座无比瑰丽的文化宝
藏。 陶禹舟

殷墟文物里的晚商盛世
殷墟坐落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部，

这里曾是商王朝的都城，商王朝一度在
此开创了晚商盛世。武王灭商之后，遭受
重创的大邑商迅速走向没落，最终沦为
废墟。繁盛一时的殷商王朝仅在典籍中
留下只言片语，诸多历史细节渐渐语焉
不详。随着时间流逝，殷墟旧都与殷商历
史一起逐渐被人们遗忘。殷墟发现以前，
人们对于商代历史的认识主要源于《诗
经》、《尚书》、《史记》等传统文献。在20
世纪疑古思潮的影响之下，仅有的一些
文献记载也不断遭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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