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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地理结构是近期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基于商王朝是迄今为止有据可证的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国家，作者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商后期王国的政治地理情况进行了细致而深化的研究。作
者欲从政治地理结构层面来分析商后期王国领土范围，并进一步探讨领土内的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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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绪论
第一章　商前期王国政治地理结构探讨
第一节　商前期王国政治领域的文献观察
第二节　商前期王国政治领域的考古学观察
第三节　商前期王国都城位置与势力范围变化分析
小结
第二章　盘庚迁殷后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的变更
第一节　再论盘庚迁殷
第二节　洹北商城与周围邻近聚落
第三节　盘庚迁段后领土格局之转变
小结
第三章　商后期王国王畿内的政治地理结构
第一节　殷墟考古资料所见王都内部结构
第二节　殷墟卜辞所见之王都内涵
第三节　殷墟卜辞中所见王都郊区内之各种功能区及其设置
第四节　文献所见商后期王畿
小结
第四章　商后期王国四土之近畿地区的政治地理结构
第一节　王卜辞中所见“子某”的属地分布
第二节　“非王卜辞”所见近畿内商人贵族家族领地与其居住状态
第三节　近畿内商王田猎区之政治地理意义
第四节　居住于四土之近畿地区内的商人族属对商王朝担负的经济义务
第五节　近畿内商王常居地
第六节　商王国近畿区域范围之考古学观察
小结
第五章　商后期王国四土之边域地区及其政治格局(上)
第一节　从战事卜辞看商人雄族在边域的分布暨边域内的地域区划
第二节　帝辛十祀征夷方卜辞所见商王国的东南边域
第三节　边域雄族对商王朝担负的政治与经济义务
第四节　由外服制所见商王朝强化边域控制之手段
第六章　商后期王国四土之边域地区及其政治格局(下)
第一节　考古学资料所见商后期王国西部边域状况——灵石旌介商墓暨周边商后期考古文化遗存
第二节　考古学资料所见商后期王国南部边域状况——罗山天湖墓地暨周边商后期考古文化遗存
第三节　考古学资料所见商后期王国东部边域状况——大辛庄遗址暨周边商后期考古文化遗存
第四节　考古学资料所见商后期王国北部边域状况——藁城台西遗址暨周边商后期考古文化遗存
小结
第七章　商后期王国与边域外邻近方国的关系
第一节　彀墟卜辞中所见方国与商王朝的互动关系
第二节　商后期商周角力关系及实力之变化
第三节　商后期王国边域外文化遗存中商王朝政治影响力的显现
小结
第八章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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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构建了一个有利于对商后期王国政治地理结构作更深入细致研究的框架。即将商后期王国的政治
领域分划为三个区域：王畿、近畿和边域。“王畿”一词，未见于殷墟卜辞，这里是借用后世词汇来
指称当时为商王所直辖的商王国之中心政治区域。这种分划是将商王国王畿以外的卜辞所称之“四土
”，又再作了两个层次的分划，特别是在近畿区域外，将边域单列为一类区域。而鉴于当时边域地区
有着与后世不同的特殊的政治地理形态（作者在书中对此有较详细的阐述），这种划分自然更有利于
揭示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之特征。作者还根据多种资料，具体地探讨并勾画出三个区域大致的地理空
间范围，从而使对商后期王国的政治地理在空间上与内涵上有了一个较真切的、较具体的认识。
2、从目录便可想象内容。没有吸收现有的研究成果，只是生硬地重嚼了前人的观点。只在“边域雄
族对商王朝担负的政治与经济义务”一节中，稍微展现了一些不同看法。
3、諸說雜成，隨葬器物與墓主族群背景關聯這點似乎沒論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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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的笔记-第386页

        从第15、16开始把鬲、簋混到一起开始，到第22盘为止，都与所标示器类明显不符，应当是错位
所致。
又，下一页，第389页，所标示第31为爵，注中显示为殷墟M1713出土，应该有问题，未查得原报告，
不敢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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