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物夏商周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物夏商周史>>

13位ISBN编号：9787101064582

10位ISBN编号：7101064582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页数：19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物夏商周史>>

前言

这部《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
的著作。
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
在读者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向读者说明。
一、顾名思义，所谓“文物中国史”，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当然与一般主要依据文献
史料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同。
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物化的历史。
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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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物夏商周史》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王作经验。
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
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 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
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
这应该是《文物夏商周史》最突出的特点。
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文物夏商周史》首创
，但是由于《文物夏商周史》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文物夏商周史》在文物选
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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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夏王朝 第二节 夏文化的探索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在商王朝以前还存在着一个夏王朝。
这一观点长期以来为中国古代史学家确信无疑。
然而到了近现代，一些学者对夏王朝存在的可信性产生了怀疑。
目前，这些怀疑主要来自国外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由于缺少文字证据，夏至多属于神话传说而不是
历史事实。
这样，有关夏王朝的历史研究就因关系到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这样重大的问题而具有十分重要的
学术意义。
今天，中国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着一个夏王朝。
主要的依据是：在中国最早的文献《尚书》中就有关于夏的记载；周人较早的文献《诗经》以及东同
时期的其他著作或西周、东周的铜器铭文中还具体提到了禹的事迹；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根据他所掌握
的材料写成的《史记·夏本纪》，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夏朝世系和历史；另外，甲骨文的发现使《史
记·殷本纪》得到了印证，特别是《史记·殷本纪》中所记属于夏朝时期的商先公，其中一些也在甲
骨文中得到了证明。
据此判断，同出于司马迁之手的《史记·夏本纪》就决不会全属虚有。
因此，他们相信夏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史实。
由于探索夏文化的学术意义重大，所以他们不辞劳苦，前赴后继地追寻夏王朝的文化踪迹。
一、方法途径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就开始了探索夏王朝历史的尝试。
当时学者主要是依靠文献资料来考订夏代都邑的地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比如认识到夏代早于商代，夏人活动范围主要在黄河中游地区等。
但是，仅仅依靠十分有限的文献材料还无法有效地辨认出夏王朝时期以夏族为主体创造的物质文化遗
存特征。
那么，用什么方法去辨别和寻找夏王朝的遗存呢？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当人们挖掘土地时，往往会发现一些古代遗留下来的痕迹和物品。
只要人们能够正确释读这些沉默的古代遗存，它们就会真实地述说其所经历的历史。
有人指出，要解决古史中的疑问，惟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
20世纪初期，随着国外一批考古学家在中国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和中国部分留学国外的学者的介
绍，考古学的田野发掘和研究方法传入中国，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其中，1928年至l937年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以看作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安阳殷墟考古发掘证明曾经作为传说的商朝历史是可信的，从而印证《史记·殷本纪》有关商王朝的
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
从考古学文化中确认出商文化这一成功的例子，不禁使人们自然地想到：夏文化是否也能通过考古学
找到呢？
夏文化问题就这样在中国考古学上提了出来。
夏文化的探讨涉及到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
继历史文献学之后，古文字学、考古学、地理学、天文学、物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都不同程
度地相继参与到探索夏文化的行列：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更多地致力于对有关文献的可信性进行考
证，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夏王朝所经历的绝对年代、夏族的迁徙、社会形态、信仰习俗、与周边方国
古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古文字学家通过对与夏、夏王或重要的地名有关的关键字进行辨识以求
有所作为；考古学家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提供的线索，通过对田野考古发掘获得的实物遗存材料的
分析研究，对夏文化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与周邻相关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有关文化特征和性质作
出判断；地理学家除对与夏王朝重要历史事件有关的地望进行历史地理研究外，近来还更多对地貌环
境予以关注；天文学家借助文献中记载的发生于夏王朝时期的重要天文现象，对“仲康日食”、“五
星联珠”等天文现象发生的绝对年代进行推算；物理学家主要是运用测年技术对考古学提供的标本进
行绝对年代测定。
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互相参照，无疑为夏文化探索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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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至2000年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有关学术问题实施多学科联合共同探
讨的方法。
文献记载中有关夏的活动线索涉及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内蒙古、安徽、湖北、四川、浙江等省
区十分广袤的地域，年代涉及前23世纪至前l6世纪约六百余年的跨度，在这样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分布
着十多个不同的文化类型。
为了有效地探索夏文化，有关学者必须最大限度地将夏文化确定在最可靠的时空范围内。
因此，探索夏文化首先从三个方面着手研究：首先是限定夏年范围。
关于夏王朝所处的历史编年位置，以往中国历史教科书一般写作约前21世纪至前l6世纪。
近年来在夏文化研究中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应在前23世纪至前17世纪。
这两种意见都是根据文献中有关夏、商、周三代积年的记载，由两周之际的周平王于前770年东迁雒邑
为基点向前推算出来的。
由于文献中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各自纪年记载不同，所以推算出来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由于后一说的推算多采用文献中所见三代纪年中较大数据，所以将夏王朝历史年代大约界定在前21世
纪至前l6世纪之间的说法比较稳妥。
关于夏王朝本身的年代跨度，文献记载有所不同，主要有《古本竹书纪年》等记载的471年（或472年
），《路史》记载的483年， 《帝王世纪》等文献记载的431年（或432年）， 《晋书．束哲传》记载
的“夏年多于殷”等不同说法。
由于商王朝自汤至纣共历十七世三十一王，多于夏王朝的十四世十七王，所以夏年不可能多于殷。
有学者统计过，汉以后各王朝每位皇帝平均在位26年，故夏王朝十七王亦不大可能超过450年，以400
余年为宜。
其次是限定夏人活动地域。
按照先秦时期有关夏人活动地域的文献记载，除了《左传·襄公四年》较为笼统地说“茫茫禹迹，画
为九州”外，还有一些对夏人活动地域的记载比较具体，如：夏墟，《佐传·定公四年》：“分唐叔
以大路⋯⋯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大夏，《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
”“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
”《国语·晋语》也说：“实沈之墟，晋人是居。
”按照考古学所发现西周初期晋国始封地在山西南部的事实判断，这两地亦应在晋南。
有夏之居，《逸周书．度邑解》：“自洛汭延于伊油，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
”表明河南面部地区伊、洛河流域是夏人活动地区。
由此看来，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属于夏人活动的主要地域范围，应当予以重视。
最后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寻找相应的文化遗存。
上面所列出的两个标准大大限定了探寻夏文化的范围，即只有符合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地区，
绝对年代在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之间，相对年代介于当地龙山文化和商代早期文化之间，符合这样条
件的文化遗存，才能够成为夏文化探讨的对象。
二、探索历程近现代中国学者探索夏文化的学术历程大致开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是有学者在
有关文献大致限定的地域范围内，根据当时已经发现的早于河南安阳殷墟的诸考古学文化中去寻找夏
文化，先后提出过“仰韶文化是夏文化”和“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等判断。
由于当时中国考古学刚刚起步，许多问题和认识都还没有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主要由历史学者作出的“仰韶文化是夏文化”或者“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推断
，在今天看来，无论在年代或文化内容等方面都与有关考古学发现严重脱节。
尽管如此，他们所作的这些探索工作是在古史与考古学结合研究方面迈出的新的一步，自有其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很快，各主要地域考古学文化体系的相继建立，促使有关研究不
断深入。
在中原地区所取得的成就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把河南龙山文化和殷墟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填补了
起来。
这主要是通过两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完成的，即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发现的早于殷墟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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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二里岗商文化遗存和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发现的早于二里岗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文化面
貌又与两者不同的二里头文化。
至此，中原地区河南境内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商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即仰韶文化一龙山文
化一二里头文化一二里岗文化一殷墟文化就联系起来，基本上没有缺环。
在此基础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旭生先生，根据古代文献中所记夏人活动地域多集中于河南
西部和山西南部这一线索，于1959年在这两个地区进行了一次夏墟考古调查工作。
通过调查，徐旭生先生不仅明确指出豫西和晋南是探索夏人活动的具体范围，还根据“当时的中国远
非统一，夏后氏或部落活动范围相当地有限制”这样的特征，提出“从它的活动范围内去研究夏文化
的特征，用文化间的异同来作比较，就渐渐地可以找出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特点”的认识。
这一见解对于如何辨认夏文化特征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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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7年4月，我从国家文物局调动工作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
时值俞伟超馆长主持的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部分）修改后重新布展。
同年9月，历时九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接待观众。
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俞伟超馆长、杜耀西副馆长等都有在理论研究和资料积累的
基础上编一套书的想法，并积极支持我和陈列部的业务人员着手去做。
这个项目得到陈列部同仁的积极参与。
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启动，研究总体体例、编撰细则以及确定每卷撰稿人，接着讨论试写的样章、
样条和部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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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广州日报》慧远 2009年4月——《文物中国史》：活色生香看历史 所谓“文物中国史”，即是以现
存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既需要以大量文字勾画出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也需要以丰富的文
物图片与之相互佐证。
作为一套图文相辅的中国通史著作，《文物中国史（全八卷）》最值得称道之处首先即是它的权威性
。
这套书的图片，以优美、典型的文物图像，最大可能地还原了久远而复杂的历史场景，让读者以一种
更加感性的方式了解历史、欣赏文物的同时，亦仿佛亲身走进了一座琳琅满目的纸上博物馆。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当悠久的历史已然消隐在时光深处，也只有它们能够打捞起即将被人遗忘的历史碎片，让消逝年代的
生活细节重新进入后人的视野。
《文物中国史（全八卷）》以文物图像为线索讲述中国历史，图像与文字之间已并非附庸的关系，而
是各具其独特的价值——其中无论是支离破碎的陶片、风雨剥蚀的石碑，还是色彩斑斓的瓷器、晶莹
剔透的玉器，在这些精美图片的映照下，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文字堆积，而变成了一种可触可感、活色
生香的现实。
有人说“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我们从《文物中国史（全八卷）》的文字勾画中所看到的，固然
是从史前到明清、从政治经济到科技文化的中国历史之全貌，而我们从《文物中国史（全八卷）》选
取的两千多幅精美的文物图片中所饱览的，又何尝不是一幅无比直观、无比鲜活的中国历史之长卷呢
？
 我一向认为，面向普通读者的历史著作，好看、易于读者接受就是硬道理。
如果说《文物中国史（全八卷）》旨在“让文物说话，让历史‘活’起来”已殊为不易，那么这套书
的“以历史为纲，让文物‘动起来’”亦同样难得——把文物置于历史的坐标之上，使之从零散的个
体变成流动的过程，让更多的读者以“看图说话”的方式接受历史、感受历史，正是这套书最引人入
胜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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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物夏商周史》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
、阐释历史方面看，《文物夏商周史》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
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
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种学科的交流、融
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
史学与考古学两 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文物夏商周史》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
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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