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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多学科合作

仇士华 蔡莲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 07 10)

摘要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专家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
,

以多学科合

作方式联合研究攻关
,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

l) 根据考古系列样品的年代测定
,

得出考古学的
’
4c

年代框架
。

2) 依古文献的天象记录
,

天文计算定出熊王元年为公元前 899 年 ;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

10 46 年 ; 武丁登基年为公元前 12 50 年 ; 均与
’ 4

c 测年结果相合
。

3) 根据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纪时词

语
,

排出金文历谱
,

在年代框架内排出西周王年表
。

4) 根据殷墟的甲骨和文化分期
,

商后期的周祭祀

谱
,

武丁年代和文献记载
,

在年代框架内排出商后期王年的大致情况
。

5) 商前期主要根据郑州商城

和僵师商城的考古分期与年代测定
,

结合文献
,

估定夏商分界的年代
。

6) 夏代主要是根据二里头文

化分期和年代测定
,

王城岗文化分期和年代测定
,

以及结合文献和参考夏代的五星连珠
、

仲康日食

等的天文推算
,

估定夏代的始年
。

关键词 夏商周断代
, ’ 礴

C 年代测定
,

多学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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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献标识码 A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古代文明由兴起到繁盛的重要历史时期
,

但是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

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 ((史记
·

十二诸侯年表 》的开端一西周共和元年
,

即公元前 8 41 年
,

再

往前就存在分歧
。

两千年来
,

历代学者不断努力
,

试图解决
。

但由于涉及的领域很广
,

而研究大

多是分别进行
,

研究的材料和手段有限
,

所以在一些关键点上始终没有突破
,

学术界一直不能

达成共识
。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 目标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年代学年表
。

实施工程

的研究途径主要是两条
:

l) 对传世文献的甲骨文
、

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
、

整理
、

鉴定和研究
,

对有关的天文历

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 2) 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

期研究
,

并作必要的发掘
,

取得系列样品
,

进行常规和 A M S (加速器质谱计 )的
’ 4
C 年代测定

。

最后
,

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条及其它途径取得的结果
,

进行综合
、

深化
,

得出尽可能合理的

年代学年表
。

这是一项由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专家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
。

在过去五年间
,

来自历

史
、

天文
、

考古和
` 4
C测年等不同学科的 2 00 多位专家

,

在 9 个课题 40 多个专题的研究中进行

联合攻关
,

取得了重要成果
。

《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 一 2 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已经出版
。

实施工程研究的特点是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集中力量联合攻关
,

以下略加说明
。

1 武王克商年的推定

武王克商之年是商周分界
、

三代年代学的关键点
。

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

和西周历法的理解立说
,

形成了至少 44 种结论
,

最早的为公元前 1 130 年
,

最晚的为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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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 ls 年
,

前后相差 1 12 年
。

工程推求克商年的技术路线是
:

1 ) 1 99 7年发掘的陕西洋西遗址中
,

9 7 S CM 探方 1T 由一组系列地层单位组成
。

其中最底层

的 H 18灰坑
,

属先周文化晚期
。

叠压在 H 18 之上的是 lT 第四层
,

属西周初期
。

这一地层为从考古

学上划分商周分界提供了理想的地层依据
,

武王克商之年应包括在这一年代范围内
。

上下地层

都出有可供测年的样品
,

组成地层系列样品测出商周分界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 105 0一
叫

1020 年
。

2) 根据对殷墟文化系列样品的
’ 4
C 测定

,

和对琉璃河遗址和天马一曲村遗址的系列样品
, 4
C 测定

,

可以得出的殷墟年代和西周年代间交接处
,

正好同滓西测出的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

一致
。

3) 对殷墟甲骨宾组 卜辞中五次月食的研究
,

天文推算出武丁在位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

125 0一 1 1 92 年
。

考虑到其后诸王年代的记载及商末三王年数的研究
,

得出克商年范围也在公

元前 1 0 5 0一 10 2 0 年之间
。

4) 根据古代文献与金文中的克商前后天象与历 日
,

通过现代天文学方法回推克商天象
,

得

到公元前 10 4 4 年和 10 4 6 年两个方案
,

均在公元前 10 50 一 10 20 年范围内
。

另外
,

根据古本《竹

书纪年》
,

西周积年为 2 57 年
,

而以平王东迁之年
,

即公元前 7 70 年为西周末年
,

则得克商年为

公元前 10 27 年
。

此三说
,

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

经过有关学科专家反复研究
,

认为公元前 1027 年

说
,

虽曾有不少人认可
,

但与工程所定金文历谱难以整合
,

也不能与天象记录相合
。

公元前

10 44 年说
,

开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
,

借助现代天文软件
,

再现了武王伐封战役的 日程表
,

对古

文献的天象记录作了较为顺畅的解释
。

此说的问题在于对纪时词语的理解
,

与工程金文历谱研

究所得结果难以整合
。

公元前 104 6 年说的思路同公元前 104 4 年说是相同的
,

但与工程的西周

金文历谱衔接较好
,

故被选定为武王克商年的最优解
。

2 西周王年的排定

西周王年的推定
,

以下列几方面的研究工作为依据
。

l) 西周考古学文化序列研究与
’ 4
c 测年

。

西周自武王克商到幽王
,

共 11 世 12 王
,

共和元年

以前的 10 个王是
:

,

武王一
2

成王一
3

康王一
4

昭王一
5

穆王一
“

共王一
7

鼓王一
9

夷王一
’ “
厉王-

~

共和

}
“

孝王

与西周年代学相关的考古研究
,

除了陕西长安洋西遗址外
,

主要集中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

址和山西曲沃天马一曲村晋国遗址
。

根据这两个遗址的西周文化分期提供的系列样品
,

进行了
, 4 C 测年研究

,

已经建立起 自西周初开始的比较完整的西周年代框架
。

幻为了构建最合理的金文历谱
,

首先要研究西周历法的基本规则
。

按研究结果认为的要点

是
:

①西周历法采用
“

朔
”

或
“

月$’’ 为月首
,

在认识朔以前
,

当以胎为月首
,

月出指新月初见
,

一般

在初二
、

初三
。

②西周历法岁首
,

一般在冬至所在之月
,

称为建子
,

若在次月
,

称为建丑
。

③采用

年终置闰
。

④西周改元的方法有当年改元— 新王即位的当年称新王元年
。

逾年改元— 新王

即位的次年称新王元年
。

3) 在西周青铜器中
,

年
、

月
、

纪时词语与日名干支四要素俱全的共约 60 件
。

按诸器的出土

情况
,

形制
、

纹饰等做类型学研究
,

进行分期断代
,

先后排序
。

4)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纪时词语
,

习称月相
,

是周人记述月内日序的一种方法
。

纪时词语

含义学术界解释分歧
,

有定点说
,

四分说
,

二分二点说
,

二分一点说等
。

工程根据西周晚期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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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王时期的铜器铭文
,

进行归纳
,

对金文纪时词语认识是
:
l) 初吉

,

出现在初一至初十
。

2) 既

生霸
,

是从新月初见到满月
。

3) 既望
,

是满月后月光的光面尚未显著亏损
。

4) 既死霸
,

是从月面

亏缺到月光消失
。

5) 西周年代框架已有几个确定点
,

即西周始年已定为公元前 1046 年
。

彭王元年天再旦
,

被

天文推定为公元前 899 年
。

已知共和元年为公元前 841 年
。

又根据《史记》载
,

穆王在位 55 年
。

晋侯苏钟出土于晋侯墓地 M S 中
,

铭文纪年为王三十三年
。

而根据 M S 的
’ 4
C 年代测定结果

,

同

《史记
·

晋世家》载晋侯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相吻合
。

所以
,

晋侯苏钟的铭文三十三年
,

当属厉

王
。

由此《周本纪 》载厉王在位 37 年
,

也可以认定
。

6) 西周金文历谱的排定
。

过去金文历谱排定结果的缺陷是很明显的
。

单件铜器根据铭文和

纪时词语排出的年代有周期性
,

是多解的
。

现在有了确定的西周年代框架和几个王的元年
,

及

在位年数
,

还有上述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制约
,

在此框架内可 以结合铜器类型排出当前最好的

西周金文历谱
。

从而得出当前最佳的西周王年表如下
:

武王一4 年
,

公元前 1 0 4 6一 10 4 3 年 共王一2 3 年
,

公元前 9 22一9 00 年

成王一 22 年
,

公元前 10 42 一 1 021 年 鹅王一8 年
,

公元前 899 一 892 年

康王一25 年
,

公元前 1020 一9% 年 孝王一6 年
,

公元前 891 一 886 年

昭王一 19 年
,

公元前 995 一 977 年 夷王一8 年
,

公元前 885 一 878 年

穆王一55 年
,

公元前 976 一 922 年 (共王当年改元 ) 厉王一 37 年
,

公元前 877 一841 年 (共和当年改元 )

3 商后期王年的排定

商后期指盘庚迁殷至商朝灭亡
,

其间 8 世 12 王的世系是
:

,

盘庚一

}
,

小辛一
’
祖庚

’

察辛

} } }
,
小乙一

4

武丁一
`

祖甲一
8

康丁一
9

武乙一
’ “

文丁一
”
辛乙一

’

啼辛

3
.

1 殷墟文化分期与
` 4
C 测年

河南安阳殷墟是商后期都城所在
,

自 19 2 8 年开始发掘至今
,

已有 70 余年
。

殷墟文化分为

四期
,

比较成熟
。

除一期样品较少外
,

提供了足够的系列墓葬人骨样品
,

经
’ 4
C 测定研究得出了

详细的年代框架
。

3
.

2 由宾组 I’ 辞中的五次月食
,

推定武丁在位年代

从甲骨文的字体分析
,

五次月食均属武丁晚期到祖庚时期
,

所以历时以不超过 30 年为

好
。

天文计算表明
,

在公元前 1 500 一 1 000 年间只有一组年代既符合 卜辞干支
,

又符合月食顺

序
,

而且年代范围在 20 年内
,

显然是最佳选择
。

癸未夕月食 公元前 12 01 年

甲午夕月食 公元前 1 198 年 壬申夕月食 公元前 1 1 89 年

已未夕月食 公元前 1 19 2 年 乙酉夕月食 公元前 1 1 81 年

甲骨文专家认为壬 申夕
、

乙酉夕月食应下延至祖庚
,

而武丁在位 59 年是公认的
,

武丁在位

的年代约为公元前 1250 一 1 192 年
。

这同殷墟文化分期的
’ 4
C测年结果完全吻合

。

3
.

3 周祭研究

商代晚期
,

商王用五种方法按固定顺序轮流祭祀先王及其配偶
。

一个祭祀周期称为一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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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约等于一个太阳年
。

学者称为周祭
,

有纪时作用
。

根据商末黄组 卜辞和金文周祭材料
,

同金

文历谱相似
,

由帝辛祀谱推得帝辛元年的可能年代为公元前 10 85 年
,

1080 年
,

10 75 年
,

10 60

年等
。

考虑到商周分界在公元前 1046 年
,

因而
,

帝辛元年选定在公元前 10 7 5 年
。

根据帝乙祀谱

选定帝乙元年在公元前 1 10 1年
。

3
.

4 商后期年代的整合

根据文献
,

盘庚 14 年迁殷
,

盘庚与小辛
、

小乙是同代三王
,

武丁元年由宾组推定在公元前

1250 年
,

在位 59 年
,

因而把盘庚迁殷的年代估定在公元前 1 300 年是比较妥当的
。

根据古本

《竹书纪年》
,

武乙在位 35 年
,

文丁在位 11 年
。

从上述情况
,

可得商后期王年的大致情况如下
:

盘庚迁殷公元前 1 300 年
,

经小辛
、

小乙至武丁共 50 年
,

武丁 59 年
,

公元前 1 250 一 1 192

年
,

祖庚
、

祖甲
、

察辛
、

康 T 共 4 4 年
,

公元前 1 xg l一 1 14 5 年
,

武乙 3 5 年
,

公元前 1 14 7一 1 2 1 3 年
,

文丁 n 年
,

公元前 1 1 1 2一 1 10 2 年
,

帝乙 26 年
,

公元前 1 101 一10 76 年
,

帝辛 30 年
,

公元前

10 7 5一 10 4 6 年
。

4 商前期的年代框架

商前期的年代框架主要依靠商前期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
,

以及古代文献有关商年记

载的研究
。

河南郑州商城和僵师商城是商前期的两处重要城市遗址
,

很可能是商前期的都城遗

址
。

根据文化分期与
`
弋 测年

,

两城的始建年代都没有超过公元前 160 0 年
。

文献记载的商积年

有多种多样
,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
, “

汤灭夏
,

以至于受
,

二十九王
,

用岁四百九十六年
。 ”

但商代

如计人未立而卒之太丁
,

应为三十一王
,

即二十九王之中未包括帝乙
、

帝辛二王
。

故商代总积年

应为 4%
+
26

+ 3 0 = 5 5 2 年
。

工程多数有关专家取此说
。

由公元前 104 6 年上推 552 年为公元前

1 5 9 8 年
。

结合
’
4C 测年数据加以整合

,

因此取整估定
,

商始年或夏商分界为公元前 1 6 0 0 年
。

5 夏代年代学研究

夏代年代学研究主要依据考古文化分期与
’ 4
C 测年

,

和夏代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
,

以及文

献对夏年的记载
。

5
.

1 考古分期与
’ 4
C 测年

以河南洛阳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为代表的遗存
,

称为二里头文化
。

二里头文化早期是公认

的夏代文化遗存
。

经文化分期与
’ 4
C 测年研究

,

二里头一期不可能超过公元前 1880 年
。

这不可

能是早期夏文化
。

多数考古学家认为夏文化早期要在河南龙山文化中去寻找
。

河南登封王城岗

古城遗址
,

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

经文化分期与
’ 4 C 测年研究

,

其年代范围大约在公元前

2 19 0一 19 6 5 年
。

5
.

2 天象记录的天文推算

文献中记有
“

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
,

炳炳若连壁
。 ”

天文推算认定公元前 1 953 年 2 月中旬

至 3 月初
,

在黎明时的东方地平线上
,

土星
、

木星
、

水星
、

火星和金星排成一列
,

在 2 月 26 日五

大行星之间的角距离小于 4 度
。

这是五千年以来最壮观的一次五星聚
。

但文献中的
“

禹时
”

是泛

指夏代
,

所 以不能由此而定夏禹在位的年代
。

仲康 日食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 日食记录
,

《尚书
·

i)L 征》篇中有
“

乃季秋月朔
,

辰弗集于房
,

警奏鼓
,

音夫驶
,

庶人走
。 ”

解说了九月初一
,

太阳
、

月亮没有在房宿会合而发生 日食
,

于是有乐

官击鼓
,

田夫驱驶
,

民众奔跑的一片惊慌景象
。

但根据现代天文推算夏代季秋之月太阳不在房

宿
。

若只按季秋朔之日食推算
,

则在洛阳地 区发生大食分日食时间有发生在公元前 20 43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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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月 3 日
,

公元前 2 0 1 9 年 12 月 6 日
,

公元前 19 7 0 年 1 1月 5 日和公元前 19 6 1 年 10 月 2 6 日的几

次可供夏初年代的参考
。

5
.

3 夏代始年的估定

夏代始年的估定主要依据文献有关夏代积年记载的研究
,

同时参考天文推算的结果及相

关考古文化分期与
’
℃ 测年数据

。

根据《竹书纪年》记载 : “

自禹至架
,

十七世
,

有王与无王
,

用岁

四百七十一年
。 ”

今采用此说
,

从夏商分界公元前 1 600 年上推 47 1年
,

则夏代始年取整暂定为

公元前 2 0 7 0 年
。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
,

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出的年表
,

与以前的任何年表相 比
,

显然增

加了科学依据
,

特别是商后期和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年表
,

有了比较准确的王年
。

而商前期也

有了比较可靠的年代框架
。

夏代由于考古学对夏文化的研究和认识还不够完善
,

只能估定一个

粗略的年代框架
。

总之
,

目前的结果只能是一个阶段性成果
。

夏商周年表的完善
,

还有待今后持

续不断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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