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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与海岱地区
文化格局的变动
———兼论海岱地区的商周分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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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考古材料与金文、甲骨文、文献相结合，讨论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和权力动荡引发的海岱地区

文化格局由商文化主导到周文化统治的变动过程。并通过论述海岱地区商文化、周文化、夷文化因素的此消彼长，

尝试解决该地区的商周分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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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岱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已有学者分别论述①，但商、周之交文化格局的变动却鲜有

论及，而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研究商周政治、文化的变革均有重要意义。随着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以及

权力动荡，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变化，并直接导致了文化格局的变动。本文以

商周时期的政权更迭和权力动荡为大背景，以海岱地区为切入点，结合甲骨文、金文以及文献材料，讨论

商周王朝“东土”的文化格局由商文化主导转变为周文化统治的过程。并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尝试解

决困扰学界已久的商周分界问题。

一、海岱地区晚商时期的文化格局

商文化在海岱地区的进入，是在二里岗上层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商文化开始全面侵入鲁北和鲁

南地区。在鲁南的前掌大②、北辛③、尹家城④、南关遗址⑤、天齐庙⑥、潘庙⑦，鲁西南的安丘堌堆⑧，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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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辛庄①、南陈②、前埠、唐山③以及近海的阳信李屋遗址④等都发现有典型的商文化遗存。此时期商

文化虽然侵占了以前岳石文化固守的大部分地区，但却无法进入夷文化控制的胶东半岛。据北京大学

61 级淄弥组在寿光丁家店子至青州谭家坊弥河一段调查，以及萧家、张家河圈等处的试掘情况⑤来看，

商文化分布的并未跨过潍河。而夷文化在各地区的残留情况也不尽相同。大辛庄遗址以夹砂红褐素面

陶器为代表的“第二类遗存”仍占有相当比例⑥，这也就是说夷文化在鲁北地区依旧有着相当的影响。
但是鲁南地区却很难看到素面陶器的影子，商文化已基本替代夷文化，并影响到沂水流域⑦。

进入晚商之后，海岱地区的商文化因素进一步加强，但是在时间和空间上依然有所不同。鲁北地区

的商文化在控制范围未缩小的前提下，统治明显加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晚商时期除殷墟商王陵之外

的唯一一座四条墓道大墓在青州苏埠屯墓地出现，并且出土有象征军事统帅权的“亚醜”铭大型铜钺⑧。
围绕着苏埠屯墓地，亦发现有一批晚商时期的商文化遗存。潍坊后邓村墓葬出土的铜卣有族徽“ ”，

铜觯、爵有族徽“ ”⑨。桓台史家遗址除发现环壕、房基、水井等居址材料外，墓葬出土的商代铜容器上

还有族徽“举”、“鱼”、“箕”等瑏瑠。滨州兰家遗址出土了此时期的陶器和铜器材料，1 件铜卣上有族徽

“甾”瑏瑡。而更加内陆的章丘城子崖瑏瑢、邹平台头和东台遗址瑏瑣也都有明显的商文化性质的遗存。此外，

渤海沿岸和莱州湾还发现有此时期的盐业遗址群，诸如刘集遗址群、北赵遗址群、坡家庄遗址群、南河崖

遗址群、东北坞遗址群、大荒北央遗址群、双王城遗址群、王家庄遗址群、央子遗址群等瑏瑤。此前鲁北地

区的中心遗址大辛庄遗址继续繁盛，仍有着铜器墓的发现，并有族徽“ ”。就在大辛庄遗址的周围，刘

家庄发现有晚商时期的墓地，并出土有族徽“役”瑏瑥。小屯遗址也曾出土一批铜器，其中的卣、觯都是殷

墟四期的器形，卣上还有铭文“举祖辛禹亚预”瑏瑦。但是大辛庄遗址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等级不再是鲁

北地区最高显而易见，遗址中夷文化的因素也迅速消失，不再有素面类陶器的发现。由于会泉庄遗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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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单纯的夷文化遗址的发现①，山东的一些学者也提出晚商时期商夷长期对峙的观点②。考古材料显示

夷文化此时期都退守在胶东半岛，以珍珠门③和芝水二期遗存④出土的乳状长袋足素面鬲、矮圈足素面

簋为典型代表的夷文化牢牢控制着这一区。而这种东、西夷商文化对峙和沿海盐业遗存的商文化性质

正说明商王朝册封如此高规格苏埠屯大墓墓主目的有二个，一是仰仗其军事力量抵御夷人的西进，继续

加强对鲁北地区的控制; 二是确保殷墟三、四期商王朝在西、南、北三个方向全面败退，且山西解州盐池

失守的前提下⑤，确保主要的盐业供给区渤海沿岸和莱州湾盐业的生产。
鲁南地区此时的遗存有所减少，相当于殷墟二期的材料还有发现，殷墟三、四期的材料已十分稀少，

特别是可明确为殷墟四期的材料几乎不见。此前遗物还比较丰富的尹家城遗址、天齐庙遗址和南关遗

址均不见晚商遗存的发现。潘庙遗址有一些相当于殷墟二期或略晚时期的陶器，更晚的器形也未发现。
前掌大遗址只有居址的材料中还出有少量殷墟二、三期的陶器⑥和个别铜器⑦，明确的相当于殷墟四期

的器物基本不见。凤凰台遗址有少量相当于殷墟二期或略晚时期的遗存⑧。而关于泗水流域原定在商

末的一批遗址，已有学者指出其年代下限均可进入西周⑨，我们甚至认为其中属鲁南的遗址的时代基本

均是西周早期而非商末。鲁西南的安丘堌堆遗址仍有少量本阶段遗物的发现，但是简报定在殷墟四期

的器物都是地层所出，无明确单位。据鬲、甗等器物足部绳纹已经到底的特征看，这些器形可能也已进

入西周，也就是说安丘堌堆遗址并没有殷墟四期的典型单位发现。鲁东南地区只有沂水信家庄发现有

铜觚、爵和陶簋各 1 件瑏瑠，由于图片不清，大致判断铜觚、爵相当于殷墟二期前后，陶簋为本地文化因素

的产物。有学者新近公布该地区晚商遗存 28 处瑏瑡，但仍然罕见典型的商文化陶片，出土铜器的遗存除

费县双丘遗址采集的铜爵可早至晚商外，其余可能均已晚至西周早期。从区域系统调查的材料看，鲁东

南仍是以土著文化为主瑏瑢，也就是说此时期商文化在鲁东南地区的影响已明显衰退。由于殷墟甲骨一

至五期都有商王朝征夷方的甲骨出土，特别是第五期的帝辛十祀还发动了大规模的征夷军事行动，其中

涉及的地点此前学界多认为与海岱地区有关。但近年有学者通过系统梳理，明确指出属第五期卜辞的

夷方与山东岛夷并无多大联系，其所指应为淮北，并对征夷路线做了详细考证瑏瑣。甲骨文呈现的情况与

考古的发现正相一致。鲁北地区晚商属商文化军事控制区，夷文化被限定在了潍河以东的胶东半岛，而

鲁南地区自二里岗上层始，夷文化因素已被逐渐肃清，晚商时期已经遗存凋零。鲁东南是土著文化的分

布区，且看不出文化繁荣的迹象。在殷墟晚期商王朝政治形势十分不利的情形下，商王似乎也很没有必

要去征伐这样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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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权更迭与海岱地区西周早期文化格局的变动

在帝辛三十年，“小邦周”联合反殷集团在牧野一举击溃商王朝，从此政权更迭，周人成为天下共

主。但是，周王朝在取得胜利后并未骄奢淫逸，重蹈商王朝的覆辙。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其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大举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室，采用直接分封诸侯的方式开疆扩土，而海岱地区就是周

王朝的重点布局地区。
鲁南地区分封有鲁国、滕国两个姬姓封国。鲁国西周早期的都城遗存还未发现，但是在兖州李官早

年就发现有“索氏”铜器①，由于文献明确记载“索氏”为周初封于鲁的“殷民六族”之一，在西周后期的

鲁故城内也分区埋葬着殷遗墓葬和周人墓葬，因此鲁国的始封地极有可能就在兖州的范围内。加上周

边大墓的频繁被盗以及西周早期鲁侯鼎、簋的出现②，更让我们相信以上认识。滕州的庄里西墓地发现

有滕侯铜器③，其旁还有滕国故城的发现④，因此庄里西一带为滕国的始封地所在。在封建亲戚之外，周

王朝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措施巩固统治，即册封殷遗贵族。不仅“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还将商末叛

商投周的贵族加以册封。如文献中的封微子于宋，墙盘记载中对于烈祖的安排，考古发现的泾阳高家堡

戈族墓地等。鲁南地区的前掌大墓地也正是此类性质的遗存。大约在商周之际，殷商大族———“史”鉴

于商纣无道，和其他大族一样，叛商投周，进入滕州这片空虚地带，并在周初得到了周王朝的册封⑤。而

在鲁西南，文献记载有曹、郕、郜等姬姓封国。由于商末鲁南地区可能已经不属于商文化的分布区，因此

周初周王朝可以很顺利地分封鲁、滕等姬姓封国，册封“史”族至此，控制该地区。鲁北的情况有点复

杂，目前所见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的周文化因素陶器，虽达不到分段的程度，但是可以感觉时代略晚于鲁

南西周最早的周文化因素陶器材料，这是因为周王朝对于该地区的控制之路与考古学文化在该地区的

演进一样曲折。
在周初，由于周王朝刚刚取得天下，鲁北在晚商又是商王朝重点控制的地区，族系关系复杂，并且是

商王朝盐业的主要供给区，该地区对于周王朝而言既重要又棘手。同时，原先固守胶东半岛的东夷故族

也试图趁乱突破潍河一线，向西侵占更多的领土，分封齐国就遇有“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的事件，周

初鲁北地区也出现了此前消失已久的典型夷文化因素的夹砂红褐色素面陶器。考古所见西周早期更多

的是夷文化因素对于鲁北地区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才弱势下去。所以，成王时期周

王朝即对此地进行了大举征讨。除文献记载外，还有伐东夷组铜器铭文可佐证。除 方鼎提到翦灭

“ ”、“薄姑”外，成王时期的旅鼎、保卣都分别提到“伐反夷年”和“及东国五侯”。正是一系列的军事

举动，局面才得以稳定下来。此前兴盛的遗址迅速由盛转衰，苏埠屯墓地不再见带墓道大墓的发现，大

辛庄遗址或可进入西周，但是遗存数量已急剧减少。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昌乐、青州、章丘、济南、淄川

一带都有西周早期偏早周因素陶器的出现，而临淄大城东北部的东古村村北发现有数件西周初年的车

马器，临淄河崖头发现三座西周早中期之际的铜器墓，其中 1 件陶簋的底部还有“侯”字⑥。所以营丘的

范围可能也就在北到临淄、南到淄川、西至济南、东至昌乐这样一个大致的范围以内。此外，齐国至晚还

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设立了边防。太公封其庶子于此地，并筑一座小城保护贵族墓葬和祭祀区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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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国之西，还有“逢”国①在西周前期一直居于此地。而向东即便是影响范围，齐文化也没能越过前一

阶段商、夷对峙的潍河流域。
胶东半岛晚商时期就是传统的夷文化固守地区，既便周王朝建立，鲁北分封齐国后，周文化对胶东

半岛的影响依然十分有限，表现在物质文化上只是绳纹装饰的出现，典型的周文化因素陶器在已有的发

现中基本不见，这也涉及到胶东半岛地区文化格局转变的时间问题。在康、昭时期的铜器铭文中就有许

多关于继续征伐东夷的记载，如鲁侯尊“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 鼎“王令遣 反夷”、小臣 簋“白懋

父以殷八师征东夷”、保 簋“氒伐东夷”、 鼎“惟王伐东夷”的记载。以上部分铜器器形虽可晚至昭王

时期，但所追述事件可能多发生在康王时期。从考古材料看，胶东半岛典型周文化因素的出现也在西周

早期偏晚阶段，这在归城遗址表现得最为明显②。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开始，铜器墓开始出现。至西周

中期偏早阶段已有很多发现，如小刘庄、姜家、庄头③铜器墓，其中小刘庄墓出土的启尊、启卣还记其随

昭王南征之事，可见至迟在昭王时期，胶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已纳入了周王朝的版图之内，其上层统治

者是接受周王朝统治的，而此时期的归城遗址就是文献中的莱国所在。而这种统治，还可能东达海边的

威海和荣成地区，这里也有西周早期偏晚铜器墓的发现④。至于胶县西庵西周早期车马坑和西周中期

偏早阶段的铜器墓⑤，一方面说明周王朝对于胶东半岛的控制已向南扩展至此地; 另一方面说明鲁东南

大部分地区在西周早期不一定属周王朝控制地带，北边周文化因素的浸入要绕经鲁北才能迫近鲁东南

地区，西边通过鲁南地区最多才东进至苍山附近。
目前已知鲁东南只有苍山东高尧发现有铜器和族徽⑥，原简报最定在商代，但是从出土的铜甗、簋、

尊看，都是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的器形，出土的细体铜觯多见于西周早期的丰镐地区而在殷墟罕见。同样

的情况还有平邑洼子地、兰陵密家岭、兰陵晒米城遗址⑦，出土的铜器可能都是周初的。平邑毗邻鲁文

化分布区，兰陵晒米城在滕州史国西南，同时还出土有“史”铭铜器残片，因此周王朝的势力在周初可能

已经渗透到平邑、苍山一线，其可以作为周文化在鲁东南东进边界的一个证据。从以上可知，鲁东南地

区自殷墟晚期始就是土著文化控制区，西周前期更是缺乏出土单位明确的材料。但是文献和金文中均

有关于莒国较早的记载，而莒国的地望一般认为是在鲁东南地区。出现的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可能由于

鲁东南地区考古工作开展较少所致，另一方面也可能涉及其他的学术问题。或许莒国在西周前期并不

在此地，这里依旧是土著文化的控制区，目前还难以从考古学文化面貌上进行辨识。

三、文化格局变动与海岱地区的商周分界

很明显，由于商周之际的政权更迭，海岱地区各区域周文化演进的程度虽不尽相同，但文化格局都

发生了明显的变动。这样的变动，为我们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讨论该地区的商周分界问题提供了直接的

证据，因此我们也总结出了以下几点标准供学界参考。由于先秦时期，山脉对于人群的阻隔远大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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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泰沂山脉似乎一直是一道难于逾越的屏障，因此这也造成了鲁南和鲁北地区晚商考古学文化的差

异。因此，海岱地区商周分界的讨论，将在分区的基础上分别进行。
鲁北地区晚商时期族系关系复杂，商王朝还通过苏埠屯的君长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控制。但是，该地

区除盐业遗址群以外的内陆高等级贵族和下层平民呈现着不同的发展方向。一方面，高级贵族商文化

因素明显，像苏埠屯 M7 和寿光古城墓还是除殷墟以外唯一出土陶觚、爵组合的地点①; 另一方面，像大

辛庄等一批鲁北地区的遗址出土的陶器等都地方化特征明显，典型的殷墟三期商文化的陶鬲还很常见，

但是殷墟四期在殷墟最为常见的肥袋足鬲②和三角厚唇簋却基本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普遍见于各遗址

的一些近方体足部绳纹不到底以及绳纹已经到底的袋足陶鬲和大辛庄墓地常见的宽沿簋。而即便在高

等级墓葬中，如苏埠屯墓地亦不见肥袋足鬲和三角厚唇簋这两类殷墟最为常见的器形。这两类器形的

再次出现，如北沈马遗址③，据共存器物可知时代都已经进入了西周。因此，有人提出的以肥袋足鬲和

三角厚唇簋这两类典型商文化因素器物的出现作为商周分界的标准④，在鲁北广大内陆地区可能依然

适用。由于沿海的盐业遗址群生活的是一群以煮盐为业的初级手工业者，他们是商王朝重点控制的人

群，因此晚商时期几乎不受鲁北内陆遗址群的影响，并且还将他们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西周初年，所以

以上标准可能并不适用于沿海的盐业遗址。此外，由于会泉庄遗址的发现，可以明显地注意到晚商时期

商、夷文化以潍河为界东西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的打破是在周初，且在最初阶段以夷文化对于鲁北地

区的渗透为主。因此，以珍珠门遗址为代表的夷文化因素在鲁北地区的出现可以作为商周分界的另一

个标准⑤。所以，鲁北地区的商周分界的标准可以总结为三条，其一，以联裆鬲、周式簋、铜昜⑥、銮铃⑦、
毁兵现象⑧等为代表的周文化因素的进入可作为商周分界的第一个标准; 其二，以乳状长袋足素面鬲、
矮圈足素面簋等为代表的珍珠门夷文化因素在鲁北地区的再次出现，同样意味着该遗址及相关单位的

年代进入西周; 其三，鲁北内陆地区肥袋足鬲和三角厚唇簋为代表的商文化因素的重新进入，亦标志该

遗址及相关单位的年代已进入了西周。
鲁南地区从晚商开始，商文化的控制力明显衰减，遗址的数量也开始减少。而就在枣庄以南的徐州

铜山丘湾祭祀遗址⑨，还出土有一批晚商时期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其不属于商文化是可以肯定的。显

然，如此规模的本地文化祭祀遗址，说明该遗址可能是迫使商文化推出泗水流域的一个重要据点。而前

文已论，前掌大墓地的整体时代可能已进入周初，整个鲁南地区都罕见典型的殷墟四期商文化遗存。因

此，在鲁南地区: 其一，以联裆鬲、周式簋、铜昜、銮铃、毁兵现象等为代表的周文化因素的进入可作为商

周分界的一个标准; 其二，随着周初周王朝对于殷商大族的册封以及授予姬姓封国的殷遗民在鲁南的进

入，以肥袋足鬲和三角厚唇簋为代表的商文化因素的进入，同样标志该遗址及相关单位的年代已进入西

周。
胶东半岛在晚商时期属夷文化的控制区，并与商文化以潍河为界相对峙，因此该地区商、周文化因

素的进入均可作为商周分界的标准，所以商周分界标准可总结为两条，这两条均与鲁南地区第一、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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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该地区一直都是以浓郁的本地文化因素为主导的，在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外

来因素的进入仅仅表现为绳纹装饰的出现，这在珍珠门遗址可以得到佐证，大量典型的周文化因素的涌

入已晚至西周早期偏晚阶段。
鲁东南地区由于晚商时期属土著文化分布区，目前亦无时代和文化属性明确的西周早期考古发掘

遗物，假如未来考古工作普遍后发现无法辨识时代的遗存，我们在讨论商王朝南土时提出的三点商周分

界标准①将同样适用于该地区。

四、小 结

海岱地区作为商、周王朝的“东土”，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历史角色，而商周王朝同样对于此地十

分重视。在商代晚期，商王朝册封殷墟商王陵之外唯一一座四条墓道大墓墓主于此，控制整个鲁北地区

以及保证渤海沿岸、莱州湾盐业的生产和供给，夷人只能退守胶东半岛，以潍河为界与商王朝对峙。鲁

南地区仍然是商文化的控制区，只是从殷墟三期始遗址开始凋零，殷墟四期几乎成为“空虚”地带。只

有鲁东南始终是土著文化的分布区，且看不出文化繁荣的迹象。随着商周王朝政权的更迭和权力动荡，

整个海岱地区的文化格局发生明显的变化，周文化开始强势进入海岱地区。由于鲁南地区的空虚，周王

朝很快册封鲁、滕和殷遗史国至此，控制局面。鲁北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胶东半岛夷文化的趁机渗透，

周王朝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才最终牢牢地控制该地区。从目前的材料看，至少北至高青、南到淄川，

西达济南、东抵昌乐这一范围都是齐国的控制区域。虽然夷文化在周初以向西对鲁北的入侵为主，但是

至迟到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胶东半岛的大部分区域已经被纳入周王朝的版图之内，其上层统治阶层无

疑是接受周王朝直接统治的。目前所知可能只有鲁东南西周早期时周王朝艰难地东进到苍山附近，文

献中册封于此地的莒国似乎在考古中还难觅到线索。鉴于政权更迭引发的文化格局的变动，困扰学界

已久的海岱地区商周分界问题似乎也可以在鲁北、鲁南和胶东半岛分别确认其标准。无疑周文化因素

的强势进入可以作为海岱地区共同的商周分界标准，而商文化因素的再次进入还可作为鲁南地区和鲁

北内陆地区的商周分界依据。此外，周初夷文化突破潍河对鲁北地区的侵扰也正是夷文化因素可作为

鲁北地区商周分界的另一条标准。鲁东南大部分地区虽然目前缺少考古材料的发现，但未来如有类似

问题，我们在讨论商王朝南土时提出的三点商周分界标准将适用于此。
商周王朝的政权更迭以及此时期的权力动荡引发的文化格局的变动，是西周王都以外地区的一个

普遍的考古现象和学术问题。本文主要以海岱地区为例进行集中讨论，未来还会对西周王朝的西土、北
土和南土进行分别论述。

［责任编辑: 王 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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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斌:《从商文化看商王朝的南土》，《中原文物》，2011 年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