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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师从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刘一曼教授，

于2006年6月获博士学位。 中文摘要 商代青铜器铭文是铸于

青铜礼器上的正规书面语言，是商代青铜礼器的一个有机组

成部分，所以它是研究商代青铜器、商代文字、商代礼制以

及礼制背后所反映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历史方面的重要

资料。 本文首先系统收集整理了商代的青铜器铭文，回顾了

历年来学界对商代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概况，并运用考古学方

法对商代有铭文青铜器进行断代与分期，先以考古类型学的

方法对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杂器等2千多件青铜

器进行分析排比，参照考古出土的年代明确的青铜器，讨论

这些有铭青铜器的时代，基本建立起商代有铭文青铜器的年

代框架。另外着重探讨了商代武丁以前有铭文的青铜器，新

增多件武丁以前的青铜器，并对学界以前的一些认识进行辨

析，纠正一起误断为中商的晚商铜器。 在铜器断代与分期的

基础上，本文对商代青铜器铭文单字的字体字形进行对比分

析，继之分期，归纳了商代青铜器铭文字体分期特点，并将

商代青铜器铭文总体分为三期：金文一期，相当于商代中期

与殷墟一期。这是金文的肇始阶段。金文二期，相当于殷墟

二期、三期。这是商代金文的发展阶段。金文三期，相当于

殷墟四期。是商代金文的转型阶段，西周金文直接继承了这

一期铭文的风格特点。 本文分别从词法、短语、句法等方面



对商代青铜器铭文的语法进行了探讨，与甲骨文的语法进行

对比分析，探讨两者的异同。经过分析比较，青铜器铭文与

甲骨文大部分词法与句法的构造都相同，有些句法只见于青

铜器铭文，有些则只见于甲骨文。本文对商代青铜器铭文语

法的分析，对青铜器铭文的语法规律进行探究，可以有助于

读解这批商代文字资料，确切理解句意。本文对商代青铜器

铭文语法的分析，庶几能对汉语语法史的上溯工作提供直接

的论据。 关于商代青铜器铭文中的职官，本文对青铜器铭文

中的140个亚某与甲骨文中的子某名与地名进行对比分析，着

重了讨论了铭文中最常出现的亚形问题。以及援引甲骨文等

材料对师、宰、寝、作册、尹、小臣、卿事、史、牧、戍、

侯、射、、田、犬、、马、旅、宁、等职官的性质、职能等

进行讨论。将其区分为内、外两服制的职官系统，商代青铜

器铭文中的职官似没有十分明确的司掌，即多数职官的职司

都有重合之处，如牧、戍、射、犬、马、亚、田、的职司就

很接近，而且还常见其相互之间配合行动。几乎所有职官都

有从事战事之责。当时的职司只有相对性，而无专一性。而

同一职官的内部的级别也是不一致的，如“亚”，有的是权

势近于商王，有的则又是只是相当于普通的贵族。而且同一

职官同一时期往往设置多位，如多射、多亚、多犬、多马、

多田、多等，这一类职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一种身份

。商代职官的世官制也是十分明显的。青铜器铭文中的有些

职官名其实已经转变成其族氏名的组成部分，可充分说明这

一点。但是因为一些大族始终占居统治权，并非一族就仅任

一种职官，同一族氏的也可能担任不同的职官。 本文对商代

青铜器铭文中常见的诸子与诸妇进行整理，据笔者统计，商



代青铜器铭文中见子某共78位，综合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

商代的子某共208位。子某铜器出土地点多在商文化分布范围

之内，以河南为多，尤安阳为最密集之地。其时代分属二、

三、四期。以山东为次，以三、四期为多。陕西、河北、四

川也有子某器出土，处代皆为三、四期。其分布还是以殷墟

王畿为中心的，空间由殷都愈向外推移，时代也愈晚。铭文

中的诸子有的是兄弟行，他们之间存在共同作器的现象；商

代的子某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者如子渔、子商

等，可能是时王之子，而受王特别垂青者；第二层次如子、

子、子妥、子步等，可能也是时王之子，与王关系密切者；

这两者是诸子某中的高层。第三层次为其它子某，有时王之

子，也可有非时王之子，是为一般的贵族。对43例金文中出

现的妇某及与甲骨文相关材料的对比，认为某些妇名的称谓

反映了当时方国之间的婚姻关系。 商代青铜器铭文中的族氏

，是青铜器铭文的重点内容，对商代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本文对族徽文字的表现形式作了初步的归纳，其特点有以下

数方面：时代性。即族徽文字多出现在商代与西周早期。复

现性。族徽文字会在多件器中出现，或一件器的盖、器上都

出现。艺术性。一方面，作为族徽使用的一些动物形文字有

极强的象形性。另方面，这些族徽文字常采取重复对称等方

法对文字进行繁化或改变原字的结构进行重组；或者同期甲

骨刻辞中已用该文的简化了的书写形体，而族徽文字的字体

却更加注意细节的体现。独立性。族徽文字常单独出现；或

以其形体上的艺术性特征而与其它铭文有别；有的族徽文字

在铭文中也以稍大的形体或框以亚形来分别。并结合青铜器

铭文、器物本身的年代与成组铜器的相互关系和甲骨刻辞的



相关材料进行分析，与甲骨刻辞中的地名、方国名、职官（

或爵称）名以及部分人名相互对照来确定一族氏。 这一部分

的研究首先对族氏铭文的研究情况进行回顾，并对学界聚讼

的复合族氏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复合氏名的研究当从族氏内

部与族氏之间两方面入手，族氏之间的关系有分宗立氏的分

衍，也有基于婚姻等关系的联合。而后对主要的族氏按其出

现的地域方位，并结合甲骨文等资料进行探讨，重点讨论了

北方族氏启、龙、其、丙、矢、竹、井、髟；西方族氏、庚

、戈、舟、、 、光、 、甫、失、、 、马、犬、羞、唐、 、

盾；南方族氏息、古、麇、虎、鱼、 、、 、我；东方族氏史

、 、齐、 、告、戎、攸、、向、、 、爻等族群，构架商代地

理与政治的格局框架。这些族氏，与商王朝的关系往往是又

战又和，但商王朝在大多数时期内对大多数的族氏方国都具

有控制力，体现出商王朝的独尊地位。商王朝当是商文化被

及范围内的宗主国。各方国族氏之间，也是有战有和（联姻

），相互之间当是一种较为平等的关系。如果说有联合，也

是一种基于短期目的的暂时的联合行动，尚看不出有某种形

式的联盟的存在。甲金文中的商代方国族氏，以西（北）方

与东方数量为多，按诸甲骨刻辞，殷墟早期的商王朝因边患

主要关注西北一带，而晚期经略重点似转向了东方。 商末时

期新出现了一种长篇记事铭文，本文分析认为记事铭文的中

心是赏赐，并尝试与赏赐内容盛行的西周金文进行对比分析

，分析赏赐的人、物、地等关系。在最后的余论中提出一些

尚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商代 青铜器 铭文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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