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考古发现看商周政体之异同

徐良高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过 去 ，关 于 商 周 时 期 政 治 体 制 的 讨 论 ，很 多 学 者

往 往 都 是 将 商 周 放 在 一 起 ，统 而 论 之 。 实 际 上 ，无 论

从 文 献 记 载 还 是 从 考 古 发 现 来 看 ， 商 周 政 治 体 制 之

间 虽 然 有 很 多 的 共 性 ， 如 以 祖 先 崇 拜 信 仰 为 基 础 的

政 治 理 论 ，作 为 社 会 基 本 组 织 的 血 缘 组 织 广 泛 存 在 ，

维 系 权 力 运 行 的 宗 法 制 度 ，作 为 权 力 、地 位 象 征 的 礼

器 ，等 等 ，但 商 周 之 间 的 政 治 体 制 似 也 存 在 明 显 的 差

异 。

首 先 ，从 文 献 记 载 来 看 ，商 周 之 间 政 治 制 度 与 文

化 的 差 异 ，王 国 维 早 有 论 及 ，他 在 《殷 周 制 度 论 》中

说 ：“中 国 政 治 与 文 化 之 变 革 ，莫 剧 于 殷 、周 之 际 。 ”

“自 五 帝 以 来 ，都 邑 之 自 东 方 而 移 于 西 方 ，盖 自 周 始 。

……故 夏 、殷 间 政 治 与 文 物 之 变 革 ，不 似 殷 、周 间 之

剧 烈 矣 。 殷 、周 间 之 大 变 革 ，自 其 表 言 之 ，不 过 一 姓 一

家 之 兴 亡 与 都 邑 之 移 转 ；自 其 里 言 之 ，则 旧 制 度 废 而

新 制 度 兴 ，旧 文 化 废 而 新 文 化 兴 。 ”“周 人 制 度 之 大 异

于 商 者 ，一 曰 “立 子 立 嫡 ”之 制 ，由 是 而 生 宗 法 及 丧 服

之 制 ， 并 由 是 而 有 封 建 子 弟 之 制 ， 君 天 子 臣 诸 侯 之

制 ；二 曰 庙 数 之 制 ；三 曰 同 姓 不 婚 之 制 ”①。

其 次 ，从 考 古 发 现 来 看 ，商 人 的 兴 起 与 扩 张 模 式

明 显 不 同 于 周 人 ，“历 年 来 的 考 古 发 现 研 究 表 明 ，早

商 时 期 二 里 冈 至 殷 墟 一 期 阶 段 ，是 商 代 政 治 、文 化 迅

速 发 展 的 时 期 。 随 着 成 汤 代 夏 革 命 的 成 功 ，商 人 的 势

力 高 度 膨 胀 ， 一 时 与 商 中 心 区 二 里 冈 商 文 化 面 貌 相

当 一 致 的 考 古 学 文 化 ，在 黄 河 、长 江 流 域 以 及 北 方 地

区 广 泛 分 布 开 来 ，中 原 王 朝 的 版 图 达 到 空 前 的 扩 张 ”
②。 商 文 化 的 独 霸 地 位 ，消 灭 与 取 代 其 它 文 化 的 现 象

非 常 明 显 ， 与 周 文 化 采 取 联 盟 兼 容 的 发 展 模 式 明 显

不 同 。

周 人 在 古 公 亶 父 迁 岐 之 前 ， 是 一 个 处 于 戎 狄 之

中 的 蕞 尔 小 邦 。 周 人 的 成 长 过 程 就 是 一 个 不 断 联 合

不 同 的 族 群 、方 国 ，形 成 联 盟 力 量 的 过 程 。 从 考 古 学

资 料 也 可 以 看 出 ， 周 人 政 治 势 力 的 成 长 过 程 就 是 一

个 周 文 化 随 着 自 身 力 量 的 扩 张 而 不 断 与 其 所 接 触 的

新 人 群 、新 文 化 融 合 ，并 导 致 其 文 化 面 貌 不 断 变 化 的

过 程 。 从 文 献 记 载 和 考 古 发 现 的 物 质 文 化 遗 存 来 看 ，

不 同 地 区 的 周 人 文 化 因 素 构 成 或 曰 人 口 来 源 大 致 为

以 下 几 种 模 式 ： （1），周 人＋殷 人 ； （2），周 人＋殷 人＋
土 著 人 ；（3），周 人＋土 著 人 。 这 些 模 式 显 示 出 周 人 对

其 它 文 化 ， 包 括 被 征 服 地 区 的 文 化 所 采 取 的 一 种 承

认 、宽 容 、吸 纳 和 主 动 与 之 融 合 的 态 度 和 政 策 ③。

总 的 感 觉 ， 商 文 化 的 传 播 犹 如 肯 德 基 快 餐 连 锁

店 ，全 球 一 个 标 准 ，而 周 文 化 的 传 播 犹 如 中 国 的 川 菜

菜 系 ，在 不 同 地 方 都 有 所 变 化 ，以 适 应 各 地 人 们 的 传

统 口 味 偏 好 。

善 于 吸 收 其 他 文 化 ，不 断 与 各 种 政 治 势 力 结 盟 ，

正 是 周 人 迅 速 发 展 壮 大 ，以 “小 邦 周 ”最 终 战 胜 以 “大

邑 商 ”为 核 心 的 商 王 朝 ，并 创 造 出 辉 煌 灿 烂 的 周 文 化

按 ： 中 国 考 古 学 会 两 周 专 业 指 导 委 员 会 在 各 位 专 家 学 者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 与 多 个 考 古 文 博 单 位 合 作 举 办 了 多

场 学 术 研 讨 会 ，取 得 了 良 好 的 效 果 。 为 了 探 索 两 周 考 古 学 术 活 动 形 式 的 多 样 化 ，我 们 组 织 了 本 组 论 文 。 感 谢

各 位 论 文 作 者 对 本 次 活 动 的 大 力 支 持 ， 我 们 真 诚 地 希 望 得 到 学 界 的 批 评 指 正 ， 并 期 盼 大 家 对 今 后 活 动 的 支

持 。

（徐 良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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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主 要 原 因 。 也 正 是 因 为 这 种 成 长 过 程 和 发 展 模 式

决 定 了 周 王 朝 形 成 的 政 治 体 制 为 分 封 制 ， 具 有 分 权

和 权 力 共 享 的 特 点 ，世 家 大 族 和 世 袭 制 的 诸 侯 封 国 、

方 国 、部 族 的 广 泛 存 在 使 王 权 受 到 制 约 ，难 以 做 到 专

制 独 裁 。

从 商 周 遗 址 所 呈 现 的 特 征 来 看 ， 在 商 时 期 遗 存

中 ，王 所 在 的 都 城 遗 址 ，如 二 里 岗 、殷 墟 规 模 超 级 巨

大 ，独 一 无 二 ，王 陵 、宫 殿 基 址 豪 华 奢 靡 ，最 精 美 的 文

物 基 本 都 集 中 出 土 于 这 些 大 型 都 城 性 质 遗 址 中 ，一

般 与 王 及 王 室 、王 族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显 示 出 财 富 和 权

力 的 高 度 集 中 。 商 代 其 它 次 级 的 区 域 性 政 治 中 心 和

不 同 等 级 的 贵 族 家 族 虽 也 存 在 ， 但 远 不 如 西 周 时 期

那 么 多 ，那 么 明 显 ，呈 现 出 一 种 长 期 延 续 性 的 存 在 ，

他 们 所 拥 有 的 财 富 和 权 力 象 征 物 更 不 能 与 王 权 相

比 。

迄 今 为 止 ，在 西 周 的 考 古 发 现 中 ，我 们 尚 未 发 现

与 西 周 王 室 密 切 相 关 的 高 等 级 遗 迹 遗 物 ， 即 使 如 周

原 齐 村 出 土 的 明 确 为 厉 王 之 器 的 （害 夫 ）簋 ，虽 然

器 形 巨 大 ，显 示 了 王 器 所 应 具 有 的 气 势 与 等 级 ，但 由

于 出 土 背 景 复 杂 ， 也 尚 难 以 得 到 关 于 周 王 的 更 多 认

识 。 西 周 考 古 大 量 发 现 的 高 等 级 遗 迹 遗 物 都 是 各 世

袭 贵 族 家 族 的 墓 地 、居 址 等 ，如 晋 侯 家 族 墓 地 ④、三 门

峡 市 虢 国 墓 地 ⑤、 平 顶 山 市 应 侯 墓 地 ⑥、 北 京 市 房 山

琉 璃 河 燕 侯 墓 地 ⑦、 河 北 省 邢 台 市 邢 国 墓 地 ⑧、 河 南

浚 县 辛 村 卫 国 墓 地 ⑨、 西 安 市 张 家 坡 井 叔 家 族 墓 地

⑩、陕 西 省 宝 鸡 市 （弓 鱼 ）国 墓 地 、山 西 省 绛 县 横 水

镇 倗 伯 家 族 墓 地輥輯訛、山 西 省 翼 城 县 大 河 口 霸 伯 家 族 墓

地輥輰訛、 山 西 省 黎 城 县 黎 国 墓 地輥輱訛、 甘 肃 灵 台 白 草 坡 潶

伯 、奚 伯 家 族 墓 地輥輲訛、陕 西 省 韩 城 梁 带 村 芮 国 墓 地輥輳訛、

陕 西 省 泾 阳 县 高 家 堡 村 戈 族 墓 地輥輴訛、天 津 蓟 县 刘 家 坟

与 张 家 园 墓 地輥輵訛、山 东 济 阳 县 刘 台 子 墓 地輥輶訛，等 等 。 在

周 原 一 带 发 现 有 眉 县 杨 家 村 单 氏 家 族 遗 址 与 墓 地輥輷訛、

周 原 庄 白 史 微 家 族 窖 藏輦輮訛、岐 山 周 公 庙 、孔 头 沟 等 西

周 高 等 级 贵 族 家 族 聚 落 遗 址 与 墓 地輦輯訛，等 等 。

作 为 学 术 界 普 遍 认 同 的 西 周 都 城 遗 址———周

原 、丰 镐 与 成 周 ，我 们 所 看 到 的 基 本 是 不 同 的 高 等 级

贵 族 家 族 遗 留 下 来 的 遗 存 ，其 中 ，丰 镐 遗 址 迄 今 所 见

最 高 等 级 的 遗 存 是 西 周 贵 族 家 族———井 叔 家 族 的 墓

地 ； 周 原 的 高 等 级 建 筑 和 大 量 的 青 铜 器 窖 藏 基 本 也

都 与 不 同 的 高 等 级 贵 族 家 族 有 关 ， 曾 有 学 者 根 据 周

原 遗 址 大 型 建 筑 基 址 的 分 布 特 点 ，结 合 不 同 地 点 、不

同 家 族 青 铜 器 的 出 土 情 况 ， 提 出 不 同 地 点 的 大 型 建

筑 可 能 分 属 不 同 姓 氏 贵 族 家 族 的 观 点 ， 很 有 道 理輦輰訛。

同 样 ， 洛 阳 成 周 遗 址 考 古 迄 今 所 见 也 是 不 同 的 周 人

和 殷 商 遗 民 的 贵 族 家 族 墓 地 ， 与 王 密 切 的 文 化 遗 存

难 见 。

从 都 城 以 及 各 类 不 同 等 级 聚 落 特 征 的 差 异 来

看 ，商 文 化 政 治 体 制 显 示 出 明 显 的 征 服 与 控 制 特 征 ，

以 王 权 为 中 心 的 集 权 色 彩 浓 厚 ， 似 乎 缺 乏 权 力 分 享

与 制 约 ，世 袭 大 贵 族 家 族 势 力 不 彰 ，社 会 中 间 阶 层 不

突 出 ， 财 富 与 权 力 高 度 集 中 于 商 王 家 族 及 其 所 在 的

都 城———大 邑 商 ，神 秘 淫 祀 泛 滥 ，大 量 以 人 为 牺 牲 或

殉 葬 显 示 出 强 烈 的 人 身 控 制 和 缺 乏 人 权 观 念 ， 重 神

轻 人 。

西 周 聚 落 遗 址 特 征 则 显 示 出 西 周 的 政 治 体 制 不

同 于 商 代 ，社 会 分 层 有 序 ，分 权 明 显 ，世 袭 的 大 贵 族

家 族 经 济 、政 治 力 量 雄 厚 ，势 力 强 大 且 广 泛 存 在 ，王

权 似 乎 受 到 制 约 ， 财 富 和 权 力 集 中 于 王 室 的 现 象 不

明 显 ，王 权 至 高 无 上 地 位 的 特 征 不 彰 。

这 种 商 周 政 治 体 制 的 差 异 可 能 就 是 后 来 中 国 历

史 上 常 常 争 论 不 已 的 “秦 制 ”与 “周 制 ”輦輱訛两 种 不 同 政

治 理 念 与 体 制 的 历 史 根 源 。

当 然 ， 造 成 这 一 现 象 的 原 因 也 可 能 是 因 为 我 们

的 考 古 工 作 还 不 到 位 ， 与 西 周 王 室 有 关 的 重 要 遗 存

还 没 有 发 现 。 虽 然 这 种 可 能 性 存 在 ，也 是 西 周 考 古 今

后 的 重 要 工 作 方 向 ， 但 从 夏 商 周 三 代 考 古 的 总 体 发

现 成 果 来 看 ，仍 可 以 初 步 得 出 这 样 一 种 认 识 ：西 周 时

期 ，王 权 表 现 不 突 出 ，而 享 受 世 卿 世 禄 的 贵 族 家 族 和

封 国 诸 侯 的 政 治 、经 济 地 位 非 常 突 出 ，势 力 强 大 ，在

当 时 的 社 会 中 发 挥 着 巨 大 作 用 ， 显 示 出 西 周 社 会 权

力 与 财 富 共 治 、分 享 的 特 征 。

关 于 西 周 王 朝 的 政 治 体 制 ， 学 术 界 有 热 烈 的 讨

论 ，学 者 们 提 出 了 不 同 的 观 点 ，如 ：1、盟 主 、共 主 与 城

市 、城 邦 林 立 的 国 家 政 体 说 ，包 括 城 市 国 家 说 、城 邦

国 家 说 、方 国 联 盟 说 、宗 族 城 邦 说 等輦輲訛；2、共 主 诸 侯 等

级 制 与 中 央 邦 统 治 万 （庶 ）邦 的 格 局 说輦輳訛；3、实 行 分 封

制 政 治 统 治 ，没 有 中 央 对 地 方 的 行 政 关 系 说 ；4、君 臣

关 系 与 中 央 统 治 天 下 四 方 的 政 治 格 局 说輦輴訛；5、君 主 专

制 与 中 央 对 地 方 集 权 的 政 治 格 局 说輦輵訛，或 带 有 贵 族 共

和 色 彩 的 贵 族 专 制 政 体 说輦輶訛；6、 西 周 国 家 更 接 近 于

“权 力 代 理 的 亲 族 邑 制 国 家 ”说輦輷訛，等 等 。

除 了 少 数 学 者 提 出 的 君 主 专 制 与 中 央 对 地 方 集

权 的 政 治 格 局 说 外 ， 大 部 分 学 者 都 认 为 西 周 王 朝 的

政 治 体 制 具 有 共 主 制 特 点 ， 实 行 以 血 缘 家 族 为 核 心

的 宗 法 制 、世 卿 世 禄 制 等 。 周 王 实 际 是 天 下 盟 主 、共

主 。 田 昌 五 认 为 ， 中 国 古 代 国 家 以 家 族 和 宗 族 为 内

涵 ，不 是 一 般 的 城 市 国 家 ，而 是 宗 族 的 城 市 国 家 。 中

国 古 代 的 城 邦 不 是 象 希 腊 、罗 马 那 样 的 城 邦 ，而 是 一

种 宗 族 城 邦 。 每 个 国 家 都 由 一 个 或 几 个 宗 族 构 成 。 作

为 国 家 的 象 征 ，一 曰 宗 庙 ，二 曰 社 稷 。 由 于 国 家 和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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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组 织 合 而 为 一 ，因 而 是 一 种 宗 族 城 市 政 治 国 家 。 其

国 体 曰 族 邦 ， 其 政 体 是 贵 族 式 的 ， 而 国 家 的 隆 衰 兴

替 ，人 君 的 废 立 ，贵 族 的 存 亡 ，则 取 决 于 国 人 的 态 度

輧輮訛。

考 古 发 现 的 古 代 文 化 遗 存 现 象 和 通 过 对 文 献 记

载 的 研 究 而 得 出 的 周 代 政 治 体 制 的 主 流 认 识 之 间 多

有 契 合 之 处———明 显 的 分 权 现 象 、 王 权 受 到 制 约 和

贵 族 世 家 大 族 共 享 权 力 等 。 我 们 认 为 ，这 些 不 仅 是 西

周 分 封 制 的 社 会 基 础 ，也 是 东 周 时 期 周 王 王 权 衰 落 ，

诸 侯 并 争 ，诸 雄 争 霸 的 历 史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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