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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198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全书共有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十卷。
《夏商社会生活史》系其第一卷。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夏商社会生活史（套装共2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之一种，立足于文献、古文字研究和考古发现的最
新进展，深入系统考察了夏商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细括环境、居宅、邑聚、人口、婚姻、
交通、饮食、服饰、医疗保健、宗教信仰等，史料翔实，视野开阔，题材丰富，方法审慎，见解新颖
，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夏商社会生活史（套装共2册）》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
的开卷。
除极少的文献外，作者主要利用田野考古“新材料”和对甲骨文字的诠释，兼溯史前社会，旨在感知
和捕捉夏商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生活运作体系，对诸如居宅人口、婚姻、交通、饮食、服饰、农业礼俗
、人生俗尚与病患医疗、宗教信仰、文字与文体都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揭示。
以求在深度、广度、容量、层次、意境、视野上还史前及“三代”的本来面目。
全书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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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镇豪　1949年生，江苏苏州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先秦史室主任、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
专著有《中国饮食史&middot;夏商卷》、《夏商风俗史》、《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中国真迹大
观》等，主编《百年甲骨学论著目》、《甲骨文献集成》，又发表甲骨文与中国上古史论文百余篇。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A类项目《商代史》(全10卷)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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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始时期人体装饰品　　人体装饰品和衣装，前者主要出于增美饰或某种信仰观念，后者则以掩
　　体避寒暑为本，实际功能有别，起始年代不一，最初并无必然联系。
　　早期人体装饰品主要取材于生产活动中所获石、玉、骨、牙、蚌、贝、　　螺、蛋壳等等，经适
当选择和加工制成，包括颈饰、胸饰、腰饰、头部额饰　　、发饰、耳饰，以及腕饰、臂饰、指饰、
足饰之类。
　　人体装饰最早之起，似可上追到旧石器时代中期。
距今约二十万年前的　　北京新洞人遗址，曾发现两件经磨制的骨片。
②距今约十万年前的阳高许家　　窑人，曾加工制成球核形骨片。
③这些遗物表明，当时先民可能已有意识加　　工成一些粗简饰品，以植物纤维拴结于身作为装饰。
至旧石器时代晚期，饰　　品的种类择取和加工技巧渐趋成熟。
距今二万八千年前的山西朔县峙峪遗址　　，出有用石墨磨制的小装饰品，上有钻孔。
④距今约一万八千万年前的北京　　山顶洞人，至少发现有六种装饰品：其一是白色石灰岩石研磨制
成的石珠，　　有钻孔，共七枚，均染有红色(赤铁矿)，且均发现于头骨附近，似为头饰品　　；其
二是黄绿色有孔小砾石，扁圆形，两面钻制；其三是穿孔牙齿，有116　　枚，属之獾、狐、鹿、狸、
虎的犬齿或门齿，有的还染成红色，孔周围光滑　　有亮光，是穿系戴用甚久之证，概皆穿之成串，
作颈部及腰部之饰物；其四　　是骨坠四件，表面均磨光，上有长形凹入之痕；其五是穿孔海蚶之壳
；其六　　是被染成红色的穿孔鱼骨。
⑤在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曾出有穿孔骨饰，孔　　从两面对刮而成。
⑥海城小孤山遗址，出有穿孔兽牙和穿孔蚌壳，在蚌饰边　　缘沟槽尚留有红色染料，同出还有骨针
。
①可见这一时期的人体装饰品，已　　从单纯拴结向穿孔挂戴演进，注重饰品的整体加工以及饰物造
型、本色乃至　　染色，所饰部位头、颈、腰均有，呈现出饰品组合化和装饰部位复合化的趋　　势
。
从饰物与骨针等同出现象看，人体装饰品和原始衣装似初相结合。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体装饰品日趋繁化，各地均有丰富实物资料出土。
　　有学者曾综合考察了全国几大考古区域所见这一时期人体装饰品，指出它们　　有三方面的共同
因素：　　(一)从质地言，都是从早先对兽骨、兽牙、蚌贝等自然物进行简单加工　　成饰品，而向
完全由人工制造的陶、石、玉质饰品过渡发展；　　(二)在形制上，以有孔、易穿戴的环形饰品为主
流，由此又出现各种形　　状的如块、珠、管等小件饰品种类；　　(三)从装饰人体部位看，早期偏
重头饰和颈饰，后发展到几乎遍及全身　　的肢饰、胸饰、腰饰、足饰等，而尤重于手、臂部的装饰
。
②　　考古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各居民共同体的人体装饰尚好，已呈现出地　　区性或族系群体等
方面不同差异，且时期不同，装饰习俗也并非一成不变。
　　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村一处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遗址，一具少女尸骨残　　留有颈饰、腕饰和胸
饰三种人体装饰品，颈部的项链是用50枚大小匀称的穿　　孔海螺串系而成，腕部的骨镯是用七节牛
肋骨截段磨制的骨管，长、短相间　　串联而成，胸饰则为穿孔河蚌制品。
③这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北方地区所　　见人体装饰较齐整的一例。
距今约7000年以前，本地区先民还以当地所产煤　　精制成饰品。
沈阳新乐遗址出有煤精制的圆泡形饰、耳珰、圆珠等，还出有　　石珠、玉珠、玛瑙和木雕饰品。
④到五千年前后的红山文化阶段，玉饰品大　　量出现，多为形制较小的片状坠饰，有鱼、鹗、鸟、
龟、猪龙等多种动物形　　象，另又有玉珠、玉环及较大型的璧、璜、箍形器等饰物。
辽西牛河梁遗址　　一号积石冢的M4墓主，一玉箍形器斜口朝下横置于脑后，据说是一种束发器　　
，另外墓主的胸前有二件猪龙形玉饰，并排倒置，背靠背，吻部向外。
M15　　墓主头顶下方也有箍形器，腰部左侧有玉璧、玉环各一，双腕各有一玉环。
　　M14墓主的胸前有一勾云形玉饰，二玉环佩戴在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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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东山嘴遗址还出　　土了陶塑人像的腰部装饰残块，似属一种皮索类腰带。
②概言之，以玉箍束　　发，系腰带，胸前佩玉饰，双腕套玉环，是本地区先民人体装饰的典型形象
　　。
　　与北方地区不同，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一龙山文化时期居民，尽管自有　　其额戴串饰或头戴玉
冠饰③，耳挂坠饰，颈戴串珠或佩一对象牙琮，足上套　　石环或串珠之类的人体装饰法，但手臂戴
环、镯却更为普遍，男女老少不拘　　，环、镯有石制、骨角制、玉制、陶制者等，一般为单臂单环
或单镯，戴于　　左臂还是右臂无定式，也有双臂皆戴的。
如山东邹县野店遗址M88一男性墓　　主，右臂有六枚陶镯，左臂有三枚；M47一男性墓主，右臂有
玉环多达九枚　　，左臂有六枚④；是较为突出者。
另外成年男女戴指环也很常见，指环有玉　　石或骨角制者等，大汶口遗址M22墓主戴的一个骨指环
，其上还镶嵌有绿松　　石⑤，是很精致之品。
　　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也有戴指环的，如江苏常州圩墩遗址发　　现一男性人骨的左手
上有一骨指环，但不太多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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