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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是1998年作者李伯谦出版《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之后至2010
年底十多年间所写论文的又一本选集。
本论文集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收有11篇文章。
研究范围是夏商周考古。
本书可供考古学研究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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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从事考古工作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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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六是邢台东先贤一期遗存的发现。
邢台在20世纪50年代城市建设的时候就发现过很多商代的遗址，其中曹演庄遗址是大家都熟悉的。
东先贤遗址一共分为五期，一期和殷墟洹北商城内的花园庄早段遗存非常接近而略晚，基本上可视为
一期，而这一期在邢台的分布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把邢台与商代前期祖乙的都城—
—邢都联系起来。
 第七是关于商周分界的界标的确定。
这一界标的确定，主要取决于在陕西西安丰镐遗址的考古发掘。
丰镐是西周都城的所在地。
解放前，前中央研究院曾派石璋如先生到这里作过调查。
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初就开始了丰镐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但一直没有发现一处理想的地点，能够
把先周和西周的地层关系连接起来。
断代工程启动以后，1996年，在沣西食品厂一个编号为T1的探方中，发现了从西周中期到先周晚期连
续的地层叠压关系，最下面的是一个编号为H18的灰坑，灰坑内发现了20多件可以复原的器物。
1997年在西安召开先周文化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它是先周文化最晚期的一个单位。
覆盖在其上面的是T1第4层，为西周初的一个地层。
打破第4层的有一些西周早期的灰坑，西周早期的灰坑又被中期的地层和灰坑所打破。
以H18为中心的这组连续地层叠压关系，从考古学上找到了从先周最晚期到西周最早期的实物证据，
它无疑是反映商周文化交替的一个界标。
经过碳十四系列年代测定，从T1第4层到H18，它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020年至前1050年。
这个年代数据大大缩短了可供选择的武王伐纣的年代范围。
然后又参验其他的研究成果，如天文、历法的研究等，最终推定了武王伐纣的年代为公元前1046年。
 第八是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H108“成周”卜甲的发现和丰镐、琉璃河、天马一曲村西周文化分期，以
及对北赵晋侯墓地排序的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
H108是琉璃河遗址分期中属于一期的一个单位，刻有“成周”二字的卜甲的发现，证明琉璃河古城的
始建不能早于成王时期。
丰镐是宗周所在地，房山玻璃河是燕国的始封地，天马一曲村是晋国的始封地，将这一系列地点联结
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西周考古学文化分期体系。
而晋侯墓地排序及墓主的确定，更为推定相对应的周王的年代树立了一个参照系。
 第九是根据商王武五次月食卜辞的排序研究成果，运用天文回推计算方法，得出武丁在位年为公元
前1250年至前1192年。
根据甲骨文周祭祀谱研究成果，推定出了商末三王即文丁、帝乙、帝辛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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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可供考古学研究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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