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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殷墟骨文化》

前言

　　殷墟是有文字记载的、为考古所证实的三千多年前的殷代都城。这里有帝王宫殿、帝王陵寝。在
殷墟约3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存在着八大古遗址：（1）宫殿宗庙遗址，有大约100多处基址，现在已经
展示34处；（2）王陵区的12座大墓遗址；（3）洹北商城遗址，内有宫殿、民居、墓葬等；（4）以妇
好墓为代表的近70座商代贵族墓遗存；（5）密集的商族邑遗址和民居遗址；（6）众多的手工业作坊
遗址，包括制铜遗址、制陶遗址、制骨遗址、制玉遗址等；（7）70多座商代车马坑遗址；（8）至少
有2500座祭祀坑遗址。另外还有众多的其他遗址，如殷代道路、河道等遗址。出土的15万余片刻字甲
骨与6000多件青铜器，是殷墟作为商都的有力实证。它们证实了殷商晚期的都城、宫殿、宗庙就在安
阳而不是别的地方。2006年7月13日，安阳殷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　　文
字是文明的载体。四大文明古国中，除中国之外，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曾经拥有文字，但都
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而甲骨文则把中国古代文明延续至现代文明。如果没有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我
们无法了解到3300多年前的中国文字，无法了解一个完全未知的商王朝的秘密。甲骨文的发现，不仅
仅是一个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它证明了包括《史记》在内的古代文献的不伪，印证了中国在秦
之前夏、商、周三代的确实存在，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前提了近五个世纪。目前殷墟出土的15万片
有字甲骨，大部分出土于小屯村宫殿宗庙遗址。作为文字主要载体的卜骨、卜甲是经过加工后的牛肩
胛骨和龟甲。在殷商时期，王室和贵族占卜用的牛肩胛骨和龟甲数量相当庞大。殷墟遗留下来的卜骨
卜甲到目前为止有数十万件，以无字者多，有字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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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殷墟骨文化》

内容概要

《中国殷墟骨文化》作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殷墟”丛书之一。
系填补殷商文化研究空白之作，作者殷杰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员，安阳殷墟骨器著名收藏家。据该
丛书主编，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字信研究员在给《中国殷墟骨文化
》所作序言称：“殷杰等《中国殷墟骨文化》一书的价值，在于全面系统地反映近年有关骨文化发掘
和研究的最新成果，给殷墟骨文化研究以不可忽视性的启示，并促进殷墟骨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国
殷商文化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安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孟宪武教授对该书的
评价是： “目前在这方面可以说还是空白。”
目前殷墟发现的大量骨器、除占卜用的卜骨、卜甲，还有骨雕艺术品、装饰品、礼仪兵器、生活用具
、生产工具等其他骨制品，不仅殷商王室、贵族使用，商王朝的平民、奴隶也使用。骨器是中国殷商
王朝举天同用的一种器物和象征性文化。
殷墟骨文化作为殷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对殷墟骨器和骨文化的研究甚少。《中国殷墟骨文化
》的作者既是安阳本地人，又是殷氏后裔。《中国殷墟骨文化》的写作出版对于殷商骨文化研究具有
特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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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杰，男，1945年6月出生。祖籍河南省安阳市韩陵乡黄家营村。1967年毕业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1981年参与安阳市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安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史志办公室前身）的筹备工作，1982
年调入安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史志办公室。参加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城市百科丛书·安
阳市》卷的编纂工作。1992年获编辑职称，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安阳市志》编纂工作中
任责任编辑，1999年12A退休。现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员、中国古都学会会员、安阳市收藏协会理
事，从事殷墟玉器、骨器的收藏研究已有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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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殷墟的发现　　第一节 殷墟　　殷墟位于安阳市小屯村一带，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古称
“北蒙”，亦名“殷”。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一带）迁于殷，在此共传8
代12王，历时254年，这里一直是商王朝的都城，这段历史称殷或殷商。　　盘庚是商朝第20位王，他
即位时，年纪尚轻，一些贵族对盘庚施政置若罔闻，并以“浮言”“沈（沉）于众”，成为盘庚政权
的最大威胁。据《史记·殷本纪》：商朝自第11位王仲丁以来，为争夺王位连续发生纷争，持续九世
而不平，导致王权削弱和贵族势力膨胀。这时，由于长时期的征战和王朝内部的斗争，商朝已经失去
了以往的强大。盘庚为了消除危难，缓和矛盾，打击旧贵族势力，以巩固王权，断然采取迁都的办法
，决定把都城迁到今河南安阳小屯一带。　　《殷商史》对殷人屡迁这样记述：汉代张衡《西京赋》
称“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殷人是一个“不常厥邑”的屡迁民族，这是殷商
史上的一大特点。殷人的屡次迁徙其原因究竟为何？历来学者有许多探讨，主张各有不同，计有“去
奢行俭说”、“游牧行国说”、“水患说”、“游农说”、“军事原因说”，新近则有“政治斗争说
”、“圣都与俗都说”等等。以上诸问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无论何种原因，盘庚最终把都城迁到
了今河南安阳小屯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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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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