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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武丁與后婦好—殷商盛世文化藝術特展

專　輯

商
王
武
丁
與
后
婦
好

　
　

   

殷
商
盛
世
文
化
藝
術
特
展

吳
曉
筠

武
丁
是
商
朝
︵
約
西
元
前
一
六○

○

至
一○

四
六
年
︶
第
二
十
三
代
商
王
，
約

生
活
於
西
元
前
一
二○

○

年
前
後
。
據
文

獻
記
載
，
武
丁
的
父
輩
盤
庚
將
國
都
遷
至

殷
︵
今
河
南
安
陽
︶
，
後
又
經
小
辛
、
小

乙
兩
代
商
王
，
才
傳
位
於
武
丁
。
他
在
位

五
十
九
年
，
思
民
所
苦
，
禮
賢
下
士
，
振

興
了
商
王
朝
；
後
人
追
諡
他
為
殷
高
宗
，

給
予
中
興
之
主
的
歷
史
評
價
。
史
籍
中
的

武
丁
具
有
符
合
儒
家
思
想
的
聖
君
形
象
，

但
上
古
時
代
的
故
事
一
向
信
疑
相
參
，
直

到
考
古
發
掘
將
商
代
盛
世
重
現
於
世
，
才

證
實
了
武
丁
王
朝
的
故
事
。

一
九
二
八
年
起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武
丁
與
婦
好
是
中
國
歷
史
上
的
絕
世
佳
偶
。
他
們
之
間
的
故
事
，
卻
在
三
千
年
後
的
二
十
世
紀
，

因
甲
骨
文
及
婦
好
墓
的
發
掘
才
為
人
知
曉
。
此
次
展
覽
在
中
華
文
化
總
會
的
倡
議
下
，
將
主
要
分

散
於
海
峽
兩
岸
的
武
丁
、
婦
好
文
物
重
新
匯
聚
在
一
起
。
期
待
藉
由
這
次
難
得
的
夫
妻
重
聚
，
通

過
他
們
的
傳
奇
故
事
，
一
起
浪
漫
重
遊
三
千
年
前
的
商
王
朝
。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在
殷
都
故
地
河
南
安
陽

小
屯
及
侯
家
莊
一
帶
展
開
大
規
模
考
古
發

掘
，
商
代
王
陵
和
宮
殿
宗
廟
基
址
的
出

土
，
證
實
了
商
王
朝
的
存
在
；
位
於
王

陵
區
的
一○

○

一
號
大
墓
，
更
被
推
測
為

武
丁
陵
墓
。
一
九
三
六
年
六
月
又
發
現
一

座
甲
骨
坑
︵
一
二
七
號
灰
坑
︶
，
出
土
一

萬
七
千
多
片
龜
甲
、
獸
骨
，
其
上
刻
載
大

量
文
字
，
多
是
武
丁
命
人
卜
問
祭
祀
、
戰

爭
，
甚
至
日
常
生
活
大
小
事
的
卜
辭
或
記

事
。
內
容
不
但
可
與
漢
代
︽
史
記
．
殷
本

紀
︾
中
的
商
王
世
系
相
對
應
，
也
成
為
認

識
商
王
武
丁
的
豐
富
資
料
庫
。
通
過
這
些

甲
骨
，
得
見
武
丁
所
在
社
會
的
宗
教
、
政

治
、
生
活
及
世
界
觀
；
也
認
識
到
武
丁
在

商
代
巫
覡
世
界
中
如
何
作
為
﹁
群
巫
之

長
﹂
。
這
些
甲
骨
文
使
殷
商
成
為
中
國
信

事
，
展
現
殷
商
盛
世
的
壯
闊
，
以
及
漢
字

富
沛
的
生
命
力
！

商
王
武
丁
是
什
麼
樣
的
王

武
丁
的
故
事
，
最
早
是
由
︽
尚
書
︾

與
︽
詩
經
︾
中
的
一
些
篇
章
所
傳
述
，
最

早
或
可
追
溯
至
西
周
時
期
。
史
籍
中
武
丁

最
為
人
稱
頌
的
事
跡
，
是
在
民
間
尋
訪
賢

能
，
拜
隱
士
甘
盤
為
師
，
舉
版
築
工
人
傅

說
為
相
。
在
賢
者
智
士
的
輔
佐
下
，
國
家

大
治
，
成
就
了
殷
商
盛
世
。
武
丁
的
作

為
似
乎
相
當
得
到
周
人
的
稱
頌
。
在
︽
尚

書
︾
中
，
周
公
即
多
次
舉
武
丁
為
應
仿

效
的
模
範
。
在
周
公
為
告
誡
周
成
王
不

可
貪
圖
享
樂
所
作
的
︿
無
逸
﹀
中
，
周
公

以
武
丁
作
為
賢
君
的
典
範
，
云
：
﹁
其
在

高
宗
，
時
舊
勞
于
外
，
爰
暨
小
人
。
作
其

即
位
，
乃
或
亮
陰
，
三
年
不
言
；
其
惟
不

言
，
言
乃
雍
。
不
敢
荒
寧
，
嘉
靖
殷
邦
。

至
于
小
大
，
無
時
或
怨
。
肆
高
宗
之
享

國
，
五
十
有
九
年
。
﹂
強
調
了
為
君
者
體

驗
人
民
生
活
及
謹
言
慎
行
的
重
要
性
。

︵
圖
一
︶

甲
骨
文
裡
的
武
丁
，
是
位
敬
天
畏

祖
的
巫
者
。
在
武
丁
的
宗
教
世
界
中
，

史
的
開
端
，
其
所
展
現
的
成
熟
文
字
系

統
，
更
見
證
了
漢
字
的
淵
遠
流
長
。

婦
好
是
商
王
武
丁
諸
后
之
一
，
未

見
於
史
書
記
載
，
但
記
錄
婦
好
事
跡
的
甲

骨
，
在
清
末
已
有
所
聞
。
甲
骨
文
中
，
婦

好
既
生
養
子
女
，
主
持
祭
祀
，
且
能
征

善
戰
。
一
九
七
六
年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於
殷
墟
小
屯
宮
殿
基
址
區

內
，
發
現
了
這
位
傳
奇
女
子
未
經
盜
擾
的

墓
葬
。
墓
內
豐
富
的
隨
葬
品
，
具
體
呈
現

婦
好
的
權
勢
、
地
位
、
人
際
關
係
和
時
代

風
貌
。
大
量
造
型
獨
具
的
骨
、
玉
及
青
銅

器
，
皆
成
為
定
義
武
丁
時
代
科
技
、
工
藝

與
藝
術
發
展
的
重
要
指
標
。

此
次
展
覽
匯
聚
了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及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發
掘
出
土
的
殷
墟
文
物
菁
華
，
以

及
河
南
博
物
院
的
珍
貴
典
藏
。
並
得
加
拿

大
皇
家
安
大
略
博
物
館
與
蘇
格
蘭
國
家
博

物
館
慨
借
二
件
珍
貴
的
甲
骨
。
展
覽
分
為

﹁
商
王
武
丁
是
什
麼
樣
的
王
﹂
、
﹁
商
后

婦
好
是
什
麼
樣
的
后
﹂
、
﹁
武
丁
與
婦
好

的
生
活
﹂
、
﹁
武
丁
與
婦
好
的
事
功
﹂
、

﹁
武
丁
與
婦
好
時
代
的
文
化
藝
術
建
樹
﹂

等
五
大
單
元
，
通
過
武
丁
與
婦
好
的
故

圖一　 《附釋文尚書注疏》20卷第14冊　板框20.1×13.3公分
　　　　宋慶元間（1195-1200）建安魏縣尉宅刊配補元刊明修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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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
甲
骨
文
中
卻
保
存
了
這
方
面
的
大
量

資
訊
。
通
過
甲
骨
文
中
一
系
列
祭
祀
卜
辭

的
比
對
得
知
，
武
丁
有
三
位
受
到
子
孫

祭
祀
的
法
定
配
偶
，
分
別
為
﹁
妣
辛
﹂
、

﹁
妣
癸
﹂
、
﹁
妣
戊
﹂
。
與
日
常
活
動

相
關
的
卜
辭
中
，
也
可
見
到
許
多
冠
有

﹁
婦
﹂
字
的
女
性
。
據
統
計
，
殷
商
時

期
甲
骨
文
中
所
見
冠
有
﹁
婦
﹂
頭
銜
的
女

圖二　 玉鳥　高9.2公分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圖三　 玉梳　高7.1公分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圖四　「婦好」方罍銘文

的
祭
祀
方
式
來
祭
祀
女
性
祖
先
。

商
人
自
詡
為
玄
鳥
後
裔
。
︽
詩
經‧

商
頌‧

玄
鳥
︾
中
便
有
﹁
天
命
玄
鳥
，
降

而
生
商
﹂
之
語
。
在
甲
骨
文
中
，
商
人
的

始
祖
王
亥
也
是
以
鳥
為
名
。
婦
好
墓
及
其

他
同
時
代
的
墓
葬
中
，
均
可
見
大
量
以
鳥

為
造
型
的
玉
雕
，
或
許
表
達
了
對
祖
先
的

崇
敬
之
意
。
︵
圖
二
︶

考
古
呈
現
的
武
丁
，
更
是
一
位
富

有
好
奇
心
的
開
創
者
。
強
大
的
政
治
及
軍

事
實
力
使
遠
方
的
物
資
都
匯
聚
於
商
都
。

其
中
，
來
自
遙
遠
海
洋
的
物
產
尤
其
引
人

注
目
。
巨
大
的
鯨
魚
骨
似
乎
被
視
為
珍
稀

物
品
而
埋
藏
於
商
王
之
墓
。
在
一
二
七
號

灰
坑
中
的
一
件
特
殊
龜
版
，
則
有
著
與
一

般
龜
版
不
同
的
來
源
。
這
件
龜
版
尺
寸
甚

巨
，
全
長
四
四
公
分
，
寬
約
三
五
公
分
，

是
目
前
所
知
最
大
的
一
片
龜
卜
版
。
當
一

般
多
以
陸
龜
為
卜
版
，
這
片
據
說
來
自
馬

來
半
島
的
海
龜
版
相
當
獨
特
。
此
龜
版
在

今
日
殷
墟
甲
骨
中
的
特
殊
性
，
為
之
贏
得

了
﹁
武
丁
大
龜
﹂
的
稱
號
。

商
后
婦
好
是
什
麼
樣
的
后

文
獻
記
載
對
武
丁
的
配
偶
隻
字
未

以
﹁
帝
﹂
為
最
高
的
神
祇
，
祖
先
則
是
溝

通
人
神
之
間
的
媒
介
。
因
此
，
祭
祀
祖

先
是
武
丁
的
重
要
活
動
。
此
次
選
展
的

許
多
甲
骨
上
，
都
刻
載
了
武
丁
頻
繁
卜
問

祭
祀
祖
先
的
內
容
。
一
版
甲
骨
上
刻
著

﹁
貞
：
翌
乙
丑
亦

于
唐
﹂
、
﹁
翌
乙
丑

勿
酒
﹂
︵
︽
中
國
考
古
報
告
集
之
二
．
小

屯
第
二
本
殷
墟
文
字
．
乙
編
︾
七
五
三
，

以
下
簡
稱
︽
甲
編
︾
、
︽
乙
編
︾
、
︽
丙

編
︾
︶
，
即
是
武
丁
卜
問
是
否
對
商
朝
的

肇
建
者
成
湯
舉
行
﹁
穫
﹂
或
﹁
酒
﹂
的
祭

祀
。
商
人
認
為
生
活
的
順
遂
與
否
均
與
祖

先
有
關
。
選
展
的
一
版
甲
骨
︵
︽
丙
編
︾

一
九
七
︶
上
刻
有
﹁
父
庚
害
王
﹂
、
﹁
父

辛
害
王
﹂
、
﹁

甲
害
王
﹂
，
即
是
在
武

丁
碰
到
不
好
的
事
情
時
，
卜
問
是
由
哪
位

祖
先
所
造
成
的
。
甚
至
更
有
占
卜
商
王

作
了
夢
，
是
不
是
會
有
麻
煩
的
卜
辭
。

︵
︽
丙
編
︾
四
一
一
︶
內
容
詢
問
這
個
麻

煩
究
竟
是
祖
丁
或
是
祖
辛
哪
位
祖
先
所

造
成
的
。
祭
祀
祖
先
也
可
以
幫
助
去
除

不
祥
。
一
版
甲
骨
上
﹁
御

于
妣
己
﹂

︵
︽
丙
編
︾
四
五
七
︶
的
占
卜
便
表
示
武

丁
打
算
以
﹁
御
﹂
這
種
可
以
去
除
不
吉
利

子
，
就
有
一
、
兩
百
位
。
在
武
丁
時
期
的

甲
骨
卜
辭
中
，
婦
好
出
現
的
次
數
為
諸
婦

之
最
。
除
有
關
於
武
丁
卜
問
她
生
產
、
祭

祀
、
齒
疾
外
，
更
有
許
多
關
於
她
率
兵
出

征
的
內
容
。
婦
好
在
甲
骨
卜
辭
中
出
現
之

頻
繁
、
活
動
之
多
樣
，
均
顯
見
她
較
其
他

諸
婦
更
加
活
躍
，
以
及
在
武
丁
時
期
於
政

治
軍
事
上
的
顯
赫
地
位
。

作
為
一
位
女
性
，
婦
好
應
是
非
常

重
視
外
在
形
象
。
在
婦
好
墓
中
出
土
的

七
五
五
件
玉
器
中
，
絕
大
多
數
都
是
裝
飾

品
。
此
外
更
有
銅
鏡
、
梳
子
︵
圖
三
︶
，

及
五
百
餘
枝
造
形
多
樣
的
玉
笄
及
骨
笄
。

這
樣
一
個
以
玉
烘
托
的
雍
容
形
象
，
除
了

女
性
追
求
美
麗
容
貌
的
天
性
外
，
也
同
時

是
建
立
對
外
形
象
的
方
法
。
甲
骨
卜
辭
顯

示
，
婦
好
很
可
能
是
當
時
各
界
婦
女
的
領

袖
。
加
拿
大
皇
家
安
大
略
博
物
館
所
藏
的

一
片
甲
骨
上
寫
著
﹁
貞
：
乎
︵
呼
︶
婦
好

見
多
婦
于

。
﹂
，
便
是
武
丁
命
婦
好
在

這
個
地
方
接
見
﹁
多
婦
﹂
。

婦
好
頻
繁
的
社
交
活
動
還
可
充
分
體

現
在
婦
好
墓
中
帶
有
銘
文
的
器
物
上
。
按

銘
文
內
容
及
類
型
，
他
人
送
給
婦
好
的
器

物
至
少
可
分
為
以
下
三
類
：
︵
一
︶
王
室

成
員
贈
送
的
器
物
：
如
司
辛
石
牛
、
司
母

辛
銅
鼎
；
︵
二
︶
貴
族
贈
送
的
器
物
：
如

子
束
泉
銅
器
群
；
︵
三
︶
方
國
或
族
貢
奉

的
器
物
：
如
盧
方
玉
戈
、
妊
竹
石
器
、
亞

圓
鼎
、
亞
其
銅
器
群
。
這
些
器
物
除
了

表
現
婦
好
在
貴
族
間
的
顯
著
地
位
外
，
刻

有
方
國
名
稱
的
器
物
則
顯
示
她
生
前
在
維

繫
商
與
方
國
關
係
的
角
色
。 

更
多
的
銅
器
上
鑄
有
婦
好
的
名
字

圖五　 婦好鴞尊　高45.9公分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河南博物館借藏

婦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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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四
︶
，
這
些
器
物
除
器
類
豐
富
外
，

多
變
的
造
型
更
突
顯
她
獨
特
的
身
份
、
藝

術
品
味
及
社
會
地
位
。
婦
好
鴞
尊
便
是
其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器
物
。
︵
圖
五
︶
其
整

體
造
型
乍
看
之
下
是
一
隻
站
立
的
鴞
鳥
，

頭
上
攀
附
著
一
隻
小
鳥
及
一
隻
小
夔
龍
。

期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
表
示
當
時
除
了
能
在

彎
轉
的
器
表
設
計
製
作
過
去
所
未
見
的
精

密
立
體
紋
飾
外
，
不
規
則
的
整
體
造
型
更

說
明
當
時
鑄
造
及
塊
範
法
分
範
技
術
的
精

進
。

除
了
在
王
室
具
有
非
凡
的
地
位
，
領

有
兵
符
大
鉞
的
婦
好
更
屢
屢
為
武
丁
出
征

打
天
下
，
可
謂
是
中
國
第
一
女
軍
事
家
。

甲
骨
記
載
婦
好
多
次
遠
征
，
征
戰
過
的
地

方
至
少
有
土
方
、
尸
方
、
巴
方
、
龍
方
、

召
方
等
地
。
蘇
格
蘭
國
家
博
物
館
所
藏
一

片
甲
骨
更
有
婦
好
一
次
率
集
一
萬
三
千
人

出
征
的
紀
錄
，
是
目
前
所
知
商
代
出
兵
規

模
最
大
的
一
次
征
戰
。
︵
圖
六
︶

武
丁
與
婦
好
的
生
活

商
代
晚
期
，
王
都
所
處
的
氣
候
可
能

與
現
代
略
有
差
異
。
甲
骨
文
記
載
商
王
田

獵
所
獲
，
以
及
動
物
造
型
的
器
物
，
都
傳

遞
了
當
時
生
態
環
境
的
訊
息
。
︵
圖
七
、

八
︶
例
如
當
時
人
們
對
大
象
、
犀
牛
等
大
型

哺
乳
動
物
似
乎
並
不
陌
生
。
甲
骨
文
記
載

的
﹁
獲
兕
﹂
數
量
甚
多
，
說
明
該
地
應
是

適
於
野
生
水
牛
群
聚
的
環
境
。
︵
圖
九
︶

在
殷
墟
發
現
多
種
來
源
的
貝
殼
，
則
表
示

商
人
對
貝
類
有
豐
富
的
認
識
及
利
用
。

武
丁
與
婦
好
的
生
活
瀰
漫
著
濃
重

的
宗
教
氣
氛
。
據
統
計
，
武
丁
至
少
擁
有

三
十
名
貞
人
為
其
進
行
占
卜
。
無
事
不
卜

的
習
慣
，
將
他
們
的
生
活
細
節
記
載
於
甲

骨
之
上
。
此
次
展
出
的
甲
骨
，
即
有
表
現

武
丁
關
心
婦
好
分
娩
吉
凶
的
卜
辭
︵
︽
丙

編
︾
二
四
七
︶
，
也
有
武
丁
卜
問
婦
好
蛀

牙
的
內
容
。
在
甲
骨
上
，
商
人
將
蛀
牙
描

繪
為
牙
齒
生
蟲
，
十
分
生
動
。
︵
圖
十
︶

但
細
觀
器
表
上
的
紋
飾
，
則
是
由
無
數
奇

異
的
動
物
所
組
成
。
鴞
鳥
面
部
刻
畫
的
是

張
口
的
獸
面
，
頭
頂
的
翎
羽
是
相
對
的
夔

龍
，
翅
膀
是
盤
曲
的
蛇
。
尾
巴
則
有
一
個

貓
頭
鷹
，
瞪
大
眼
睛
凝
望
著
這
個
世
界
。

這
種
立
體
動
物
造
型
青
銅
器
是
在
武
丁
時

圖六　 帶卜辭牛骨　長4.6公分，寬3.3公分　蘇格蘭國家博物館藏
（National Museum Scotland）　釋文：「辛巳卜， 貞：

婦好三千， 旅萬乎（呼）伐 。」

圖七　 刻劃獸骨　《甲編》2336　長10 公分，寬6.2 
公分　河南安陽小屯橫十三丙北支探坑出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八　牛尊　長40公分，高22.2公分　河南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54號墓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圖九　帶卜辭龜腹甲（《丙編》423）上的「兕」字拓片圖十　 帶卜辭龜腹甲（《乙編》3661）上的
「齲」字　河南安陽小屯127號灰坑出土

圖一一　 司 母圓斝　高65.7公分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乎
旅好

萬

伐

貞

三
千

辛

已

卜

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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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丁
通
過
頻
繁
且
大
規
模
的
祭
祀
來

與
祖
先
溝
通
，
希
望
得
到
他
們
的
保
佑
，

免
致
災
禍
。
甲
骨
上
記
述
許
多
向
神
靈
虔

誠
問
詢
祭
祀
前
各
項
準
備
適
當
與
否
的
占

卜
，
以
祈
願
祭
祀
活
動
順
利
進
行
。
祭
典

中
，
商
王
通
過
儀
式
請
求
祖
先
神
靈
降
臨

享
用
供
奉
。
巨
型
酒
器
體
現
商
人
對
神
靈

的
敬
畏
︵
圖
一
一
︶
，
祭
壇
旁
的
玉
兵
儀

仗
營
造
肅
穆
威
嚴
的
氣
氛
。
︵
圖
一
二
︶

樂
音
掌
控
著
儀
式
進
行
的
節
度
，
除
了
節

奏
鏗
鏘
的
敲
擊
樂
外
，
還
搭
配
著
陶
塤
與

骨
塤
悠
遠
深
沈
的
音
調
。
︵
圖
一
三
︶

以
酒
祭
祀
、
以
酒
狂
歡
的
生
活
，

不
但
使
酒
器
成
為
時
代
美
感
與
造
型
的

指
標
，
更
使
之
成
為
標
誌
階
級
身
份
的
象

徵
。
婦
好
墓
出
土
的
銅
禮
器
中
，
酒
器
即

佔
百
分
之
七
十
四
。
多
樣
化
的
酒
器
，
一

方
面
顯
現
商
人
講
究
飲
酒
，
另
一
方
面
也

代
表
當
時
穀
物
豐
盛
，
足
以
用
於
釀
酒
。

三
節
提
梁
卣
是
商
貴
族
講
究
酒
器
的
最
佳

例
證
。
全
器
外
型
似
與
一
般
卣
無
異
，
但

頸
部
其
實
是
一
件
倒
扣
的
觚
，
取
下
可
做

酒
杯
之
用
，
在
設
計
上
極
富
巧
思
。
︵
圖

一
四
︶
宴
會
時
，
應
是
牲
肉
、
穀
物
、
乾

果
俱
全
，
裝
盛
在
固
定
樣
式
的
食
器
中
。

考
古
發
現
，
商
人
常
以
鼎
盛
肉
湯
、
以
豆

及
簋
盛
魚
和
羊
肉
等
佳
餚
，
並
搭
配
小
米

製
成
的
主
食
。 

對
神
靈
世
界
的
畏
懼
與
崇
敬
，
則

演
繹
出
多
樣
的
神
禽
異
獸
。
從
禮
儀
到
日

常
的
各
式
器
用
，
都
可
見
到
這
些
神
秘
獸

面
、
多
變
夔
龍
、
昂
首
鴞
鳥
及
盤
曲
巨
蛇

的
身
影
。
商
代
王
室
與
貴
族
的
生
活
多
采

多
姿
，
精
緻
的
衣
著
與
講
究
的
日
常
用

物
，
具
體
展
現
了
他
們
的
生
活
美
學
。
源

自
宗
教
信
仰
的
夔
鳥
與
龍
紋
圖
案
，
貫
穿

商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作
息
及
場
域
。
此
次
展

出
的
一
組
商
王
大
墓
出
土
的
沐
浴
用
品
，

包
括
了
搓
垢
用
的
陶
磢
︵
圖
一
五
︶
，
盛

水
的
大
型
銅
盂
和
銅
盤
，
以
及
舀
水
的
銅

勺
。
盂
、
盤
上
都
飾
以
精
美
的
龍
紋
、
鳳

紋
及
夔
紋
，
盡
顯
商
王
浴
室
的
華
美
。

武
丁
與
婦
好
的
事
功

武
丁
與
婦
好
居
住
的
殷
都
，
甲
骨

文
中
稱
之
為
﹁
大
邑
商
﹂
，
是
當
時
雄
踞

東
亞
的
大
都
會
。
考
古
學
者
已
發
現
大
量

武
丁
時
期
建
築
基
址
、
城
市
設
施
、
貴
族

墓
葬
，
展
現
﹁
大
邑
商
﹂
的
宏
偉
規
模
。

這
繁
華
都
邑
裡
的
大
型
宮
殿
、
宗
廟
與
陵

寢
，
顯
示
商
王
室
控
管
人
力
、
物
力
、
財

力
的
效
能
。
而
要
維
持
此
一
大
都
會
，
必

須
內
外
兼
顧
。

對
外
，
採
取
征
伐
的
策
略
。
一
版

卜
辭
上
記
載
了
武
丁
與
婦
好
於
戰
事
中
互

相
合
作
的
情
景
。
卜
辭
云
：
﹁
辛
未
卜
，

爭
貞
：
婦
好
其
比
沚
戛
伐
巴
方
，
王
自
東

深
伐
，
戎
陷
于
婦
好
位
。
﹂
︵
︽
乙
編
︾

二
九
四
八
︶
紀
錄
了
當
婦
好
正
在
支
援
一

圖一二　 銅柄玉矛　玉矛長10.5公分，銅柄長
6.9公分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圖一三　 獸面紋骨塤　高5.3公分　河南安陽西北
岡1001號大墓出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藏

圖一四　 三節提梁卣　通梁高28公分ㄒ河南安陽西北岡1022號墓出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一五　陶磢　徑10.7-8.7公分　河南安陽西北岡1400號大墓出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圖一六　 頭盔　通管高26公分　河南安陽西北岡1400號大
墓出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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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名
叫
沚
戛
的
將
領
討
伐
巴
方
時
，
武
丁

卜
問
若
由
他
帶
兵
從
東
邊
深
入
進
擊
，
敵

人
會
不
會
陷
入
婦
好
設
下
的
陷
阱
。

商
代
的
軍
隊
，
包
括
戰
鬥
主
力
戰

士
，
以
戈
為
兵
器
，
身
上
披
著
護
體
的
皮

甲
、
頭
盔
︵
圖
一
六
︶
，
手
執
盾
牌
。
另

有
臨
時
徵
召
的
基
層
士
兵
，
手
持
長
矛
結

成
陣
式
，
驅
趕
敵
人
，
讓
主
力
戰
士
攻
擊

敵
人
。
馬
車
被
用
於
征
戰
，
強
化
了
移
動

的
速
率
與
範
圍
，
使
部
隊
更
快
到
達
更
遠

的
戰
場
，
戰
爭
乃
更
加
激
烈
。
雄
強
的
武

力
可
穩
固
疆
域
，
也
確
保
重
要
物
資
，
如

銅
、
玉
料
的
傳
遞
與
貿
易
的
順
暢
。

對
內
，
除
以
宗
教
力
量
進
行
管
理

外
，
居
住
在
都
邑
裡
的
人
群
，
有
著
明
確

的
身
份
差
異
。
商
代
社
會
大
體
可
以
區
分

為
貴
族
、
平
民
︵
稱
眾
或
人
︶
與
俘
虜
三

個
階
層
。
此
次
展
出
的
一
組
帶
著
枷
鎖
的

陶
俑
，
便
具
體
呈
現
社
會
底
層
人
犯
的
樣

貌
︵
圖
一
七
︶
，
與
身
著
華
服
安
靜
跽
坐

的
貴
族
︵
圖
一
八
︶
形
成
鮮
明
的
對
比
。

商
王
都
以
外
，
有
許
多
族
氏
被
王
室

派
駐
各
地
，
負
責
控
制
當
地
居
民
，
保
障

重
要
物
資
運
送
管
道
的
暢
通
。
駐
紮
於
河

南
南
部
羅
山
後
李
的
貴
族
息
族
、
駐
紮
於

河
南
溫
縣
小
南
張
村
一
帶
的
徙
族
，
都
是

著
名
的
例
子
。
這
些
地
方
貴
族
遵
循
著
商

王
朝
的
禮
儀
規
範
，
並
擁
有
與
王
朝
中
心

風
格
類
型
一
致
的
精
美
禮
器
。
本
次
選
展

的
一
件
帶
有
華
麗
鴞
鳥
紋
的
徙
族
銅
斝
，

不
論
在
鑄
造
及
設
計
上
，
均
不
亞
於
王
室

器
用
︵
圖
一
九
︶
。

商
王
朝
向
不
同
方
向
的
地
域
拓

展
，
分
別
與
從
事
不
同
生
計
或
異
文
化

的
人
群
接
觸
，
並
或
多
或
少
反
映
在
殷

墟
出
土
物
上
。
帶
有
標
準
北
方
草
原
族

群
配
備
的
刀
斧
葬
，
反
映
商
王
朝
曾
將

西
北
方
及
北
方
草
原
畜
牧
者
俘
虜
至
王

都
，
並
以
之
殉
祭
。
至
於
典
型
的
南
方

原
始
瓷
器
及
三
角
爰
戈
，
則
顯
現
商
人

與
南
方
文
化
的
接
觸
。

武
丁
與
婦
好
時
代
的
文
化
藝
術
建

樹

武
丁
與
婦
好
時
代
的
物
質
文
明
，

圖一七　 陶俑　完整者高約15.4公分　河南安陽小屯358號灰坑、A14、A16號探溝出土　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一八　 跪坐石人俑　高12.7公分　河南安陽西北岡
1004、1217號大墓出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藏

圖一九　徙斝及其銘文　高37.3公分　河南溫縣小南張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圖二十　銅卣外範　高10公分　河南安陽苗圃北地1號灰坑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圖廿一　 白陶雲雷紋帶蓋罐　高23.2公分　河南安陽小屯331號墓出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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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其
華
美
繁
麗
，
又
富
有
神
秘
的
宗
教

氣
氛
。
不
論
是
鑄
造
、
作
陶
或
雕
琢
玉
、

石
、
牙
、
骨
上
，
皆
展
現
殷
商
文
化
工
藝

與
科
技
的
成
就
。
鑄
造
上
，
商
人
擁
有
獨

步
世
界
的
塊
範
法
青
銅
鑄
造
技
術
。
武
丁

時
，
這
一
技
術
得
到
空
前
的
發
展
。
複
雜

的
分
範
技
巧
，
成
就
出
多
變
的
器
形
與
多

層
次
的
高
浮
雕
紋
飾
。
︵
圖
二
十
︶
製
陶

工
藝
上
，
白
陶
禮
器
為
殷
墟
陶
器
菁
華
，

質
地
細
緻
，
在
器
型
與
紋
飾
上
都
與
銅
器

相
呼
應
。
︵
圖
廿
一
︶
此
外
，
新
出
現
的

釉
陶
工
藝
，
表
現
瓷
器
的
發
軔
階
段
。
玉

器
製
作
方
面
，
商
人
繼
承
了
自
新
石
器
時

代
以
來
崇
玉
、
愛
玉
的
傳
統
，
因
此
大
量

製
作
玉
禮
器
及
隨
身
配
飾
。
繁
複
的
雕
琢

的
文
字
，
絕
大
多
數
是
刻
上
去
的
，
極
少

數
甲
骨
上
還
留
有
毛
筆
書
寫
的
痕
跡
。
這

些
書
跡
不
但
顯
示
商
代
已
有
可
提
捺
書
寫

的
軟
毫
毛
筆
，
也
揭
開
了
中
國
書
法
史
的

序
幕
。
︵
圖
廿
二
︶
從
漢
字
發
展
的
角
度

看
，
甲
骨
文
是
現
存
最
早
的
漢
字
，
它
的

發
現
，
使
我
們
能
夠
認
識
漢
字
肇
造
之
初

的
原
始
形
體
和
意
義
，
是
我
們
今
日
藉

以
認
識
漢
字
悠
遠
歷
史
與
書
風
變
化
的
憑

據
。
甲
骨
文
所
展
示
的
這
套
文
字
系
統
幾

經
傳
承
、
演
變
，
歷
三
千
年
而
不
墜
，
逐

成
為
今
日
我
們
所
使
用
的
漢
字
。

歷
史
再
現

甲
骨
卜
辭
顯
示
，
婦
好
在
武
丁
統
治

的
中
後
期
去
世
。
武
丁
未
將
其
葬
於
王
室

墓
地
，
而
是
安
排
在
宮
殿
、
宗
廟
區
內
。

婦
好
子
輩
為
感
念
她
，
為
其
鑄
造
了
兩
件

司
母
辛
大
方
鼎
隨
葬
。
︵
圖
廿
三
︶
武
丁

過
世
後
，
安
葬
於
王
室
墓
地
的
亞
字
形
陵

墓
內
。
商
王
墓
葬
型
制
巨
大
而
恢
宏
，
而

作
為
陵
墓
建
築
裝
飾
的
動
物
形
大
理
石
雕

︵
圖
廿
四
︶
，
則
成
為
今
日
懷
想
當
時
盛

景
的
依
憑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圖廿二　 帶卜辭龜腹甲　《乙編》566　長3.3 公分　河南安陽小
屯127號灰坑出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廿三　司母辛方鼎　高80公分，重128公斤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圖廿四　 石立梟　高34.1公分　河南安陽西北岡1001號大墓出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廿三　司母辛方鼎銘文拓片

司

辛

母

與
洗
練
的
造
型
，
成
為
體
現
商
代
文
明
的

重
要
載
體
。
牙
骨
器
是
商
人
的
生
活
良

伴
。
大
量
的
日
常
用
器
都
是
以
牙
骨
為

材
。
骨
器
多
以
大
型
動
物
的
肢
骨
製
成
，

其
上
經
常
佈
滿
精
緻
細
密
的
紋
飾
或
鑲

嵌
，
華
美
無
比
。

甲
骨
文
是
這
一
時
期
對
後
世
影
響

最
為
深
遠
的
文
明
建
樹
。
龜
甲
、
獸
骨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