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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花園莊東地五四號墓墓主之謎

展場巡禮

殷
墟
花
園
莊
東
地
五
四
號
墓
墓
主
之
謎

何
毓
靈

重
返
殷
都

二○
○
○

年
初
冬
，
華
北
平
原
已
寒

氣
逼
人
，
地
面
薄
凍
，
不
適
宜
田
野
考
古

發
掘
。
考
古
所
安
陽
工
作
隊
也
結
束
了
年

度
田
野
調
查
，
開
始
室
內
整
理
。
一
切
似

乎
平
淡
無
奇
，
實
則
暗
流
湧
動
。

至
二○

○

一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結
束
，
除
去

中
間
的
農
曆
新
年
，
發
掘
工
作
共
持
續
了

五
十
餘
天
。

為
了
詳
細
瞭
解
墓
葬
的
地
層
及
與
其

他
遺
跡
的
關
係
，
共
布
了
兩
個
探
方
。
雖

然
調
查
鑽
探
時
我
們
對
該
墓
充
滿
期
待
，

但
揭
開
表
層
耕
土
後
，
我
們
的
心
情
卻
十

分
沉
重
。
在
墓
葬
的
正
上
方
及
其
附
近
，

橫
七
豎
八
密
佈
著
盜
洞
、
盜
溝
。
殷
墟
盜

墓
由
來
已
久
。
早
至
宋
元
或
更
早
，
晚
至

近
現
代
，
盜
墓
現
象
始
終
未
曾
中
斷
，
殷

墟
王
陵
區
除
早
期
盜
掘
坑
之
外
，
大
墓
之

上
密
布
十
幾
甚
至
幾
十
個
盜
坑
。

十
二
月
廿
七
日
，
墓
口
已
全
部
暴
露

出
來
。
令
人
驚
喜
的
是
，
前
幾
日
所
見
的

盜
溝
與
盜
洞
沒
有
了
！
這
些
盜
溝
和
盜
洞

穿
透
墓
葬
之
上
的
夯
土
房
基
後
，
不
再
往

下
延
伸
。
這
種
情
況
與
一
九
七
六
年
發
掘

的
婦
好
墓
十
分
相
似
。
在
婦
好
墓
之
上
，

也
有
一
座
殷
墟
時
期
的
夯
土
房
基
。
也
許

正
是
疊
壓
墓
葬
的
夯
土
房
基
導
致
盜
賊
誤

判
，
從
而
使
這
兩
座
墓
葬
幸
免
於
難
。
從

墓
口
大
小
判
斷
，
如
果
該
墓
沒
有
被
盜
，

應
該
有
大
量
的
隨
葬
品
，
這
又
讓
我
們
重

新
點
燃
了
希
望
！

考
古
工
作
可
以
帶
來
什
麼
？
只
是
出
土
幾
件
銅
器
、
玉
器
、
陶
器
等
古
董
？
還
是
將
原
屬
盜
墓
賊

的
收
穫
改
歸
公
家
？
本
文
作
者
是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安
陽
工
作
隊
的
第
一
線
考
古
學

家
，
他
以
抽
絲
剝
繭
的
方
式
，
告
訴
我
們
一
座
墓
葬
可
以
重
現
多
少
遺
失
了
的
遙
遠
故
事
。
更
神

奇
的
是
，
通
過
新
的
科
學
分
析
技
術
，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墓
主
人
的
蛀
牙
情
況
、
戰
場
上
的
創
傷
，

還
可
以
推
測
他
的
家
鄉
不
在
安
陽
，
可
能
是
在
距
離
海
岸
較
近
的
東
南
方
。
如
此
有
趣
而
科
學
的

考
古
發
掘
內
容
，
期
望
讀
者
也
親
臨
本
院
﹁
商
王
武
丁
與
后
婦
好—

殷
商
盛
世
文
化
藝
術
特
展
﹂

觀
賞
。 

—

編
者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
位
於
殷
墟
宮
殿
區

南
部
的
花
園
莊
村
村
民
向
考
古
隊
反
映
，

發
現
近
日
村
東
夜
間
有
人
活
動
，
很
有
可

能
是
盜
墓
。
聽
到
這
些
，
考
古
隊
員
的
心

立
即
懸
了
起
來
，
因
為
該
區
域
正
是
考
古

隊
十
一
月
份
調
查
的
區
域
，
而
且
已
鑽
探

調
查
到
一
座
保
存
完
好
的
墓
葬
，
本
打
算

來
年
春
天
地
面
解
凍
再
申
請
發
掘
，
看
來

是
走
漏
風
聲
，
被
盜
墓
賊
盯
上
了
。
事
不

宜
遲
，
我
們
立
即
趕
到
現
場
。
︵
圖
一
︶

到
了
現
場
，
果
不
其
然
，
我
們
發

現
了
一
些
異
常
現
象
。
在
原
來
我
們
調
查

鑽
探
的
探
孔
外
，
又
發
現
了
一
些
新
的
探

孔
，
打
出
來
的
土
十
分
新
鮮
，
應
是
近
幾

日
所
為
。
形
勢
緊
迫
，
我
們
當
即
決
定
當

晚
就
派
人
值
守
，
並
於
次
日
開
始
搶
救

性
發
掘
，
不
給
盜
賊
可
趁
之
機
。
事
後
得

知
，
我
們
的
決
定
十
分
及
時
有
效
，
當
地

的
一
夥
盜
賊
當
晚
正
準
備
用
炸
藥
炸
開
、

盜
挖
該
墓
。

發
掘
工
作
自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開
始
，

至
一
月
四
日
，
我
們
清
理
完
墓
室

內
填
土
，
在
填
土
內
發
現
有
九
條
殉
狗
及

一
些
打
碎
的
陶
器
等
物
，
這
些
應
是
葬
禮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在
回
填
過
程
中
，
曾

經
舉
行
過
相
應
的
殉
葬
或
祭
祀
活
動
。
填

土
清
理
完
，
槨
室
蓋
板
暴
露
無
遺
。
由
於

年
久
腐
蝕
、
重
壓
，
蓋
板
已
塌
陷
，
直
接

壓
在
隨
葬
器
物
之
上
。
︵
圖
二
︶
但
因
未

曾
擾
動
，
蓋
板
的
結
構
尚
能
分
辨
，
共
有

二
十
一
塊
寬
約
二
十
公
分
的
東
西
向
木
板

拼
合
而
成
。

圖一　殷墟花園莊東地54號墓位置圖　作者提供

圖二　塌陷的槨室蓋板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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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木
質
槨
、
棺
全
部
腐
朽
成
泥
，

加
之
天
寒
地
凍
，
一
月
五
日
夜
的
一
場
大

雪
更
是
給
發
掘
、
清
理
工
作
帶
來
無
盡
的

困
擾
。
為
確
保
文
物
安
全
，
必
需
協
同
警

力
，
日
夜
守
護
現
場
。

完
成
所
有
清
理
、
繪
圖
、
照
相
等
必

須
工
作
流
程
後
，
一
月
十
五
日
開
始
提
取

隨
葬
品
，
這
項
工
作
持
續
了
八
天
。
隨
著

一
件
件
精
美
絕
倫
的
青
銅
器
、
玉
器
的
出

土
，
總
是
伴
隨
著
大
家
的
驚
呼
聲
、
讚
嘆

聲
，
彷
彿
我
們
又
回
到
了
三
千
年
前
的
殷

墟
。
︵
圖
三
︶

春
節
之
後
的
二
月
二
日
，
我
們
又

重
新
開
始
工
作
，
主
要
任
務
是
清
理
二
層

臺
、
弄
清
墓
葬
的
槨
室
構
築
方
法
、
清
理

腰
坑
等
工
作
。
在
該
墓
二
層
臺
內
分
層
放

置
許
多
器
物
，
另
有
一
些
殉
人
和
殉
牲
。

再
現
榮
耀

該
墓
編
號
為
五
四
號
。
︵
圖
四
︶

長
方
形
豎
穴
土
坑
墓
，
沒
有
墓
道
，
南

北
方
向
。
墓
壙
口
小
底
大
，
墓
口
南
北
長

五
公
尺
，
東
西
寬
三
．
三
公
尺
。
面
積

為
一
六
．
五
平
方
公
尺
。
墓
底
長
六
公

尺
，
南
部
寬
四
．
四
公
尺
，
北
部
寬
四
．

一
五
公
尺
，
面
積
二
五
．
七
平
方
公
尺
。

墓
底
自
西
南
向
東
北
略
微
傾
斜
，
西
南
部

距
地
表
七
．
一
六
公
尺
，
東
北
部
距
地
表

七
．
三
八
公
尺
。
在
填
土
內
，
分
不
同
層

次
有
殉
人
、
殉
狗
等
殉
葬
。
五
四
號
墓
有

熟
土
二
層
臺
，
南
部
二
層
臺
高
一
．
八
七

公
尺
，
北
部
二
層
臺
高
一
．
六
五
公
尺
。

二
層
臺
內
分
層
放
置
有
殉
人
、
殉
狗
、
打

碎
的
陶
器
、
木
質
木
柄
等
物
。
二
層
臺
底

部
有
殉
人
。
墓
室
底
部
中
央
有
腰
坑
，
長

一
．○

八
、
寬○

．
六
二
公
尺
。
北
部
放

置
一
條
東
西
向
的
殉
狗
，
狗
頭
朝
東
。

葬
具
有
一
槨
一
棺
，
槨
長
三
．

八
二
、
寬
二
．
二
公
尺
。
槨
底
板
下
有

枕
木
。
木
棺
長
二
．
四
五
公
尺
，
南
頭
寬

○

．
七
公
尺
，
北
頭
寬○

．
八
五
公
尺
。

該
墓
共
有
十
五
個
殉
人
，
殉
狗
十
五

條
。
共
出
各
類
隨
葬
品
五
七
九
件
︵
未

計
銅
鏃
、
銅
泡
、
金
箔
等
︶
，
其
中
青

銅
器
二
六
七
件
︵
未
計
銅
鏃
、
銅
泡
︶

︵
圖
五
、
六
︶
，
玉
器
二
二
二
件
︵
包
括

銅
內
玉
援
戈
、
銅
骹
玉
援
矛
︶
︵
圖
七
、

八
︶
，
陶
器
二
一
件
，
石
器
六
件
，
骨
器

六
十
件
，
象
牙
器
二
件
，
竹
器
一
件
。
另

有
銅
鏃
︵
可
以
計
數
的
個
體
︶
八
八
一

枚
，
銅
泡
︵
可
以
計
數
的
個
體
︶
一
四
九

個
，
金
箔
一
二
五
片
。
分
別
置
於
填
土

中
、
二
層
臺
上
、
二
層
臺
內
、
二
層
臺

下
、
槨
室
內
、
棺
室
內
。

綜
合
地
層
關
係
及
出
土
器
物
判
斷
，

五
四
號
墓
的
年
代
為
殷
墟
文
化
二
期
偏
晚

圖三　54號墓墓壙及出土文物現場　作者提供

圖四　 54號墓發掘過程，上方民工進行鏟土工作，中間兩位民工幫助考古人員進行現場拍攝，
所攝即圖三。　作者提供

圖六　青銅觥　殷墟花園莊東地54號墓出土

圖五　青銅牛尊　殷墟花園莊東地54號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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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時
，
絕
對
年
代
相
當
於
商
王
祖
庚
、
祖

甲
之
時
，
比
著
名
的
婦
好
墓
略
晚
。

墓
主
身
世
之
謎

完
成
了
田
野
發
掘
工
作
之
後
，
我
們

開
始
了
曠
日
持
久
的
室
內
整
理
、
保
護
與

研
究
工
作
。
隨
著
整
理
、
研
究
的
深
入
，

圍
繞
著
墓
主
人
的
迷
霧
也
被
層
層
撥
開
。

我
們
以
考
古
學
家
獨
特
的
眼
光
和
研
究
方

法
，
讓
逝
去
三
千
年
的
墓
主
述
說
著
自
己

的
﹁
生
事
﹂
。

研
究
古
代
社
會
生
活
，
最
直
接
的

材
料
莫
過
於
出
土
的
文
字
材
料
。
殷
墟
因

其
出
土
的
甲
骨
文
字
而
聞
名
於
世
。
事
實

上
，
除
甲
骨
文
字
之
外
，
殷
墟
時
期
在
青

銅
器
之
上
已
有
銘
文
，
或
曰
金
文
，
雖
然

有
很
多
是
族
徽
或
圖
案
形
制
，
但
也
有
一

些
就
是
族
氏
名
稱
。
五
四
號
墓
出
土
大
量

青
銅
器
，
揭
開
墓
主
之
謎
，
首
選
青
銅
銘

文
。

五
四
號
墓
出
土
二
六
七
件
青
銅
器

中
，
有
二
七
件
青
銅
禮
器
︵
圖
九
︶
、

三
件
樂
器
︵
銅
鐃
︶
、
六
件
青
銅
鉞
︵
圖

十
︶
、
三
件
卷
首
銅
刀
、
四
一
件
銅
戈
、

五
十
件
銅
矛
、
一
件
弓
形
器
，
合
計

一
三
一
件
青
銅
器
上
鑄
有
銘
文
。
這
些
銘

文
具
有
如
下
特
徵
：

其
一
、
銘
文
種
類
十
分
單
一
。
除
有

一
件
銅
戈
之
上
銘
文
為
﹁

﹂
，
其
餘

一
三
一
處
銘
文
均
相
同
。
這
與
其
他
墓
葬

形
成
了
鮮
明
的
對
比
。
如
郭
家
莊
一
六○

號
墓
，
除
﹁
亞
址
﹂
銘
文
外
，
還
有
﹁
亞

胡
址
﹂
、
﹁
亞
胡
止
﹂
、
﹁
中
﹂
。
戚
家
莊

二
六
九
號
墓
，
除
了
﹁
爰
﹂
銘
文
外
，
還

有
﹁
子
﹂
、
﹁
入
﹂
、
﹁

未
﹂
；
規
格
更

高
的
婦
好
墓
中
，
除
自
銘
﹁
婦
好
﹂
外
，

尚
有
﹁
司
母
辛
﹂
、
﹁
子
束
泉
﹂
、
﹁
亞
其
﹂

等
。
一
般
認
為
，
墓
葬
之
中
，
銘
文
的
多

元
化
，
是
墓
主
生
前
社
會
地
位
、
社
會
關

係
網
、
家
族
婚
姻
的
表
徵
。
五
四
號
墓
銘

文
單
一
，
是
否
暗
示
著
其
在
王
都
關
係
網

也
較
為
單
純
呢
？

其
二
、
除
青
銅
禮
樂
器
外
，
眾
多

青
銅
兵
器
如
戈
、
矛
、
卷
首
刀
甚
至
車
馬

器
上
都
有
銘
文
。
這
種
現
象
，
在
殷
墟
還

屬
首
次
。
我
們
認
為
，
這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突
顯
了
墓
主
人
的
職
能
。
特
別
是
七
件
象

徵
軍
事
權
力
的
青
銅
鉞
，
有
六
件
鑄
有
銘

文
，
更
是
有
意
識
強
調
墓
主
的
軍
權
。

其
三
、
在
部
分
青
銅
鉞
、
青
銅
戈

及
一
件
弓
形
器
上
，
採
用
綠
松
石
鑲
嵌
的

工
藝
製
作
銘
文
。
鑲
嵌
綠
松
石
工
藝
雖
說

很
早
之
前
就
已
產
生
，
在
屬
於
夏
文
化
時

期
的
二
裏
頭
遺
址
就
曾
發
現
有
疑
似
綠
松

石
加
工
廠
，
許
多
銅
牌
飾
及
近
年
來
出
土

的
綠
松
石
鑲
嵌
的
龍
，
充
分
說
明
這
種
鑲

嵌
工
藝
已
十
分
成
熟
。
殷
墟
也
發
現
較
多

鑲
嵌
綠
松
石
的
製
品
。
但
用
之
製
作
銘
文

並
不
多
。
一
般
來
說
，
青
銅
兵
器
如
戈
、

矛
、
鏃
等
，
在
戰
爭
中
屬
於
消
耗
性
兵

器
，
需
求
量
比
較
大
。
這
批
用
綠
松
石
鑲

嵌
銘
文
的
兵
器
是
墓
主
人
死
後
專
為
陪
葬

製
作
的
，
還
是
墓
主
人
生
前
使
用
的
呢
？

其
四
、
銘
文
的
位
置
多
樣
化
。
這

一
點
突
出
體
現
在
青
銅
方
尊
和
戈
上
。
一

般
而
言
，
青
銅
尊
的
銘
文
多
位
於
內
壁
，

但
此
件
方
尊
的
銘
文
在
一
側
外
壁
，
且
對

圖八　龍形玉玦　殷墟花園莊東地54號墓出土

圖七　玉戚　殷墟花園莊東地54號墓出土

圖九　青銅斝　殷墟花園莊東地54號墓出土

圖九-1　斝銘文　殷墟花園莊東地54號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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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分
佈
兩
處
銘
文
。
青
銅
戈
上
的
銘
文
布

局
更
是
少
見
，
在
有
銎
戈
的
銎
腔
外
壁
兩

面
，
各
有
兩
組
銘
文
，
這
樣
一
件
銅
戈
之

上
就
有
四
組
相
同
的
銘
文
。
這
是
前
所
未

見
的
。那

麼
，
五
四
號
墓
銘
文
究
竟
是
什
麼

呢
？—

﹁
亞
長
﹂
。

可
﹁
亞
長
﹂
又
是
何
意
呢
？

關
於
殷
墟
甲
骨
文
和
金
文
的
﹁
亞
﹂

的
含
義
，
學
術
界
目
前
仍
未
有
統
一
的
說

法
。
較
為
流
行
的
說
法
有
宗
廟
說
、
職

官
說
及
符
號
說
。
從
五
四
號
墓
的
研
究

來
看
，
我
們
傾
向
於
認
為
﹁
亞
﹂
為
一
種

﹁
官
職
﹂
。
而
﹁
長
﹂
字
在
甲
骨
文
中
曾

出
現
，
但
辭
條
簡
單
，
在
此
應
是
家
族
姓

氏
。

初
步
結
論
：
五
四
號
墓
墓
主
是
一
位

﹁
長
﹂
姓
做
官
的
人 

。

那
麼
這
位
﹁
長
﹂
姓
墓
主
社
會
地

位
、
或
者
說
職
位
有
多
高
呢
？
考
古
學
家

又
是
如
何
對
此
作
出
自
己
的
判
斷
呢
？
我

們
的
方
法
是
：
對
比
。
通
過
與
殷
墟
其
他

墓
葬
的
比
對
，
大
體
可
以
判
斷
出
墓
主
人

的
相
對
位
置
。
比
較
的
指
標
有
： 

一
、
墓
葬
大
小

殷
墟
時
期
，
墓
葬
大
小
絕
對
是
墓

主
人
身
分
地
位
的
象
徵
，
最
簡
單
的
例
證

就
是
，
只
有
國
王
才
能
使
用
四
墓
道
的
大

墓
。
其
下
的
有
兩
墓
道
、
單
墓
道
等
。
即

使
沒
有
墓
道
，
墓
葬
的
面
積
也
能
體
現
出

墓
主
的
身
份
、
地
位
。
因
為
在
當
時
工
具

仍
能
簡
陋
的
條
件
下
，
構
築
墓
穴
仍
不
是

十
分
容
易
的
事
，
需
要
消
耗
一
定
的
社
會

資
源
。
能
夠
支
配
多
少
人
力
、
物
力
恰
是

墓
主
生
前
或
其
家
族
地
位
的
象
徵
。

五
四
號
墓
沒
有
墓
道
。
墓
口
面
積

約
一
六
．
六
平
方
公
尺
，
僅
次
於
婦
好
墓

︵
二
二
．
四
平
方
公
尺
︶
；
小
屯
一
八
號

墓
︵
即
子
漁
墓
︶
為
一○

．
六
平
方
公

尺
，
郭
家
莊
一
六○

號
墓
為
十
三
平
方
公

尺
。
如
果
從
墓
底
面
積
來
看
，
五
四
號

墓
墓
底
面
積
更
大
，
達
二
六
．
五
平
方
公

尺
，
已
經
超
出
了
婦
好
墓
的
面
積
。

二
、
殉
人
、
殉
牲
情
況

這
項
指
標
同
樣
容
易
理
解
。
大
規
模

的
祭
祀
屬
於
高
居
頂
端
的
國
王
，
王
陵
區

內
千
餘
座
祭
祀
坑
及
大
墓
內
容
的
祭
祀
、

殉
葬
犧
牲
讓
人
過
目
難
忘
。
等
級
依
次
下

降
，
殉
葬
犧
牲
也
會
隨
之
減
少
。
這
也
是

墓
主
生
前
社
會
地
位
的
體
現
。

婦
好
墓
中
共
有
殉
人
十
六
個
，
殉
狗

六
條
；
郭
家
莊
一
六○

號
墓
共
有
殉
人
四

個
，
殉
狗
三
條
；
而
五
四
號
墓
共
有
殉
人

十
五
個
，
殉
狗
十
五
條
。

三
、
隨
葬
器
物
，
特
別
是
青
銅
器

殷
墟
時
期
青
銅
器
尤
其
是
青
銅
禮

︵
容
︶
器
是
墓
主
人
身
分
的
象
徵
，
這
一

點
無
容
置
疑
。
與
之
後
的
西
周
時
期
嚴
格

的
﹁
列
鼎
制
度
﹂
類
似
，
殷
墟
墓
葬
中
，

青
銅
觚
爵
多
配
套
出
現
，
套
數
越
多
，
其

他
指
標
也
越
高
，
墓
主
人
的
地
位
也
就
相

應
增
加
。

五
四
號
墓
中
共
有
青
銅
禮
︵
容
︶

器
四
十
件
，
包
括
九
九
套
銅
觚
、
爵
。
婦

好
墓
出
土
禮
︵
容
︶
器
二
一○

件
，
是
出

土
禮
︵
容
︶
器
最
多
的
墓
葬
，
其
中
觚

五
三
件
，
爵
四
十
件
；
郭
家
莊
一
六○

號

墓
出
土
四
一
件
，
其
中
十
套
觚
、
角
；
劉

家
莊
北
一○

四
六
號
墓
出
土
二
三
件
，
其

中
觚
三
、
爵
五
、
角
二
；
小
屯
一
八
號
墓

出
土
二
四
件
，
有
五
套
觚
、
爵
；
紗
廠
三

○

三
號
墓
有
禮
︵
容
︶
器
三
五
件
，
其
中

觚
五
、
爵
十
。
另
有
幾
座
出
土
十
幾
件
禮

︵
容
︶
器
，
有
三
套
觚
爵
的
墓
葬
。

結
論
：
墓
主
身
份
與
郭
家
莊
一
六

○

號
墓
墓
主
身
份
相
當
，
僅
次
於
婦
好
墓

墓
主
婦
好
。
我
們
對
墓
主
的
認
識
又
向
前

推
進
了
一
步
。
但
這
樣
的
結
論
，
與
其

他
墓
葬
相
比
，
似
未
有
大
的
突
破
。
我
們

很
想
知
道
更
多
的
細
節
，
比
如
說
墓
主

人
是
男
是
女
？
多
大
年
紀
？
生
前
是
幹
什

麼
的
？
怎
麼
過
世
的
？
生
前
會
有
什
麼
生

活
習
俗
？
生
過
病
嗎
？
此
次
五
四
號
墓
的

發
掘
，
還
真
為
回
答
上
述
問
題
提
供
了
線

索
。
這
有
賴
於
墓
主
人
部
分
骨
骼
被
保
存

下
來
。
之
所
以
其
骨
骼
部
分
保
存
下
來
，

與
墓
主
人
採
取
的
特
殊
葬
俗
不
無
關
係
。

一
般
來
說
，
夏
商
周
三
代
時
期
，

如
此
規
模
的
墓
葬
，
墓
主
人
骨
胳
都
不
會

被
保
留
下
來
，
原
因
可
能
與
墓
室
空
間
較

大
，
加
之
大
量
青
銅
器
鏽
蝕
，
會
加
劇

骨
胳
腐
蝕
，
所
以
一
般
只
能
見
到
骨
胳
痕

跡
。
五
四
號
墓
墓
主
人
身
下
發
現
大
量
的

花
椒
。
︵
圖
十
一
︶
花
椒
在
中
醫
上
主
要

起
鎮
痛
作
用
。
可
能
正
是
這
種
葬
俗
，
無

意
中
起
到
了
減
緩
骨
胳
腐
蝕
的
作
用
。
發

掘
時
，
還
曾
發
現
墓
主
人
部
分
肌
肉
幹
化

組
織
。
另
外
還
有
部
分
頭
骨
、
牙
齒
、
下

肢
骨
等
殘
片
。
運
用
體
質
人
類
學
鑒
定
方

法
，
結
合
考
古
發
掘
，
我
們
得
到
一
些
墓

主
資
訊
：

下
葬
時
，
墓
主
頭
朝
北
，
俯
身
直

肢
，
即
面
朝
下
趴
在
棺
內
。
男
性
，
根
據

牙
齒
磨
耗
和
耳
狀
關
節
面
判
斷
，
墓
主
年

齡
三
十
五
歲
左
右
。
墓
主
骨
骼
上
有
多
處

傷
痕
：左

側
股
骨
有
一
處
刀
斧
類
銳
器
打
擊

形
成
創
傷
，
應
為
墓
主
人
生
前
形
成
的
砍

圖十　青銅鉞　殷墟花園莊東地54號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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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
；

左
側
肱
骨
之
上
有
三
處
銳
器
砍
痕
，

墓
主
生
前
左
臂
曾
遭
連
續
性
打
擊
，
且
這

三
處
砍
痕
均
未
見
骨
胳
自
我
修
復
痕
跡
，

說
明
砍
痕
形
成
與
墓
主
人
死
亡
之
間
的
時

間
很
短
。
︵
圖
十
二
︶

左
側
一
根
肋
骨
中
前
部
位
發
現
有
明

顯
的
銳
器
砍
痕
。

右
側
有
一
穿
孔
穿
透
髂
骨
，
應
是
矛

戈
類
刺
兵
形
成
。
︵
圖
十
三
︶

左
側
股
骨
上
部
的
後
面
有
一
銳
器
傷

痕
，
受
力
方
向
來
自
受
害
者
的
左
後
方
，

造
成
創
傷
的
兵
器
應
屬
於
鈎
兵
或
砍
兵
。

從
創
傷
的
位
置
看
，
當
時
可
能
傷
及
墓
主

人
的
股
動
脈
，
造
成
流
血
不
止
。
這
也
可

能
是
墓
主
人
的
死
亡
原
因
之
一
。

有
些
傷
痕
有
癒
合
，
聯
繫
到
墓
葬
中

出
土
的
七
件
銅
鉞
、
大
量
有
銘
兵
器
等
，

有
理
由
推
測
亞
長
是
一
名
忠
心
耿
耿
，
軍

權
在
握
，
久
經
沙
場
，
最
終
戰
死
的
武

官
。
我
們
可
以
在
腦
海
裡
聯
想
一
下
：

亞
長
是
一
個
什
麼
樣
的
人
呢
？ 

一
位
三
十
五
歲
的
男
性
武
官
。 

帶
領
軍
隊
多
次
負
傷
。
傷
未
痊
癒
又

重
上
戰
場
。 

最
終
還
是
因
受
傷
流
血
過
多
致
死
。 

如
此
拼
殺
之
人
，
能
不
受
到
商
王
賞

識
嗎
？ 如

此
身
先
士
卒
之
將
帥
能
不
受
到
士

兵
之
愛
戴
嗎
？ 

今
天
，
我
們
通
過
考
古
，
復
原
了
這

段
不
為
人
知
的
史
實
，
這
是
亞
長
的
人
格

魅
力
，
也
是
考
古
學
價
值
所
在
。 

殷
都
的
異
鄉
人

對
亞
長
的
認
識
是
不
是
到
此
為
止
了

呢
？
我
們
還
能
知
道
的
更
多
嗎
？
考
古
學

家
的
探
索
遠
未
結
束
。

在
亞
長
的
上
頜
左
側
一
號
墓
咬
合
面

上
，
有
米
粒
樣
的
齲
洞
，
說
明
亞
長
生
前

有
齲
齒
。
其
右
側
第
一
跗
骨
︵
腳
掌
骨
︶

前
部
有
明
顯
長
期
跪
姿
形
成
的
痕
跡
，
俗

稱
﹁
跪
踞
面
﹂
，
即
腳
部
放
在
臀
部
以

下
，
腳
趾
向
前
而
跪
。
︵
圖
十
四
︶
這
顯

然
屬
於
長
期
的
生
活
習
性
所
致
。
殷
墟
時

期
人
們
跪
坐
的
形
像
不
僅
為
發
掘
出
土
的

玉
人
肖
像
所
證
實
，
而
且
在
當
時
人
骨
上

也
辨
識
出
因
長
期
跪
坐
形
成
的
骨
胳
變

形
。

殷
墟
時
期
商
王
朝
有
眾
多
的
方
國
，

方
國
首
領
對
商
王
負
有
一
定
的
職
責
，
其

中
受
商
王
號
令
，
帶
領
部
族
參
加
戰
爭
就

是
一
項
重
要
義
務
。
那
麼
亞
長
會
是
來
自

哪
裡
的
首
領
？
他
是
安
陽
當
地
人
嗎
？

近
些
年
來
隨
著
一
項
新
的
科
學
檢
測

手
段
的
應
用
，
為
解
決
這
一
問
題
帶
來
了

曙
光
。鍶

原
本
存
在
於
自
然
界
的
礦
物
之

中
。
植
物
生
長
於
土
壤
，
便
會
從
土
壤
中

吸
收
鍶
。
動
物
再
食
取
植
物
，
於
是
動
物

身
體
中
也
存
在
鍶
。
人
類
通
過
喝
水
、

食
用
植
物
和
動
物
肉
類
，
會
將
鍶
攝
入

體
內
。
鍶
又
是
一
種
同
位
素
，
由87Sr

和

86Sr

構
成
。
不
同
地
區
由
於
地
質
環
境
不

同
，
土
壤
、
水
和
動
、
植
物
體
內
的87Sr

和86Sr

的
比
值
水
準
也
不
同
。
鍶
同
位
素

隨
著
攝
取
食
物
進
入
人
體
的
骨
骼
、
牙

齒
、
頭
髮
。
有
趣
的
是
，
少
年
兒
童
時
期

攝
入
的
鍶
在
換
牙
時
進
入
牙
齒
，
換
牙
之

後
，
鍶
同
位
素
比
值
將
留
在
牙
齒
的
琺
瑯

質
中
，
一
生
之
中
不
再
改
變
。
但
人
們
在

繼
續
生
存
的
過
程
中
，
還
繼
續
攝
取
食
物

︵
包
括
飲
水
︶
，
不
可
避
免
地
攝
入
新
的

鍶
元
素
。
新
攝
入
的
鍶
進
入
人
體
，
保
存

在
除
牙
齒
之
外
的
人
體
骨
骼
中
。
如
果
換

牙
後
攝
取
的
鍶
同
位
素
與
換
牙
前
有
較
大

改
變
，
則
人
牙
與
骨
胳
中
的
鍶
同
位
素
水

準
就
會
出
現
新
的
差
異
。
利
用
這
個
原

理
，
考
古
學
家
找
到
了
一
種
研
究
人
群
遷

移
的
方
法
。 

我
們
提
取
亞
長
的
牙
齒
做
鍶
同
位

素
值
測
定
，
結
果
發
現
，
其
比
值
與
殷
墟

本
地
值
有
較
大
區
別
，
明
顯
高
於
當
地
動

物
、
小
墓
墓
主
等
鍶
同
位
素
比
值
。
︵
圖

十
五
︶
基
本
可
以
認
定
，
亞
長
不
是
殷
墟

當
地
人
。

那
麼
，
我
們
能
否
大
體
判
斷
出
其
來

自
何
方
呢
？
為
此
，
我
們
又
對
其
骨
骼
中

的
氧
同
位
素18O

進
行
測
定
，
發
現
亞
長

骨
骼
中
的18O

比
值
遠
大
於
殷
墟
本
地
。

︵
圖
十
六
︶
這
一
項
測
定
是
基
於
這
樣
一

種
認
識
：
氧
有
三
種
穩
定
性
同
位
素
：

16O

、17O

、18O

，
而18O

的
含
量
會
因

靠
近
海
洋
而
增
加
，
靠
近
內
陸
而
減
少
的

趨
勢
。
亞
長
體
內18O

含
量
偏
高
，
說
明

其
有
可
能
來
自
於
距
離
海
洋
較
近
的
地

方
，
相
對
於
安
陽
來
說
，
亞
長
可
能
來
自

圖十三　墓主人髖骨創傷　殷墟花園莊東地54號墓出土

圖十二　墓主人肱骨創傷　殷墟花園莊東地54號墓出土

圖十一　花椒　殷墟花園莊東地54號墓出土

圖十四　墓主人跪躆面痕跡　殷墟花園莊東地54號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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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信
陽
地
區
文
管
會
、
固
始
縣
文
管
會
，
︿
固

始
縣
葛
滕
山
六
號
商
代
墓
發
掘
簡
報
﹀
，
︽
中

原
文
物
︾
一
九
九
一
年
第
一
期
。

2.  

河
南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
周
口
市
文
化
局

編
，
︽
鹿
邑
太
清
宮
長
子
口
墓
︾
，
鄭
州
：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〇
。

3.  

王
恩
田
，
︿
鹿
邑
太
清
宮
西
周
大
墓
與
微
子

封
宋
﹀
，
︽
中
原
文
物
︾
二
〇
〇
二
年
第
四

期
。

於
東
方
。

前
面
提
到
亞
長
可
能
被
使
用
了
花
椒

防
腐
的
葬
俗
，
殷
墟
地
區
尚
未
發
現
這
種

葬
俗
。
而
在
同
時
期
的
豫
南
即
河
南
省
固

始
縣
曾
發
現
一
座
晚
商
時
期
的
墓
葬
內
有

花
椒
。
︵
註
一
︶

到
春
秋
、
戰
國
時
期
，

在
河
南
南
部
、
湖
北
、
湖
南
甚
至
廣
東
等

地
，
發
現
多
座
墓
葬
內
有
花
椒
。
由
此
推

測
用
花
椒
隨
葬
的
習
俗
應
源
自
於
南
方
。

這
種
習
俗
被
亞
長
帶
到
了
處
於
華
北
平
原

腹
地
的
殷
墟
地
區
。
這
恰
好
說
明
亞
長
不

在
殷
墟
生
長
，
死
後
下
葬
還
保
留
了
原
部

族
的
習
俗
。

︽
甲
骨
文
合
集
︾
二
七
四
六
一
記

載
：
﹁
其
侑
長
子
，
惠
龜
至
，
王
受
佑
﹂
。

說
明
長
姓
部
族
曾
向
商
王
供
奉
用
於
占
卜

的
龜
。
殷
墟
占
卜
用
龜
最
遠
來
自
於
南

海
，
與
同
樣
來
自
於
南
海
的
貨
貝
一
樣
，

這
些
龜
可
能
是
南
方
的
一
些
部
族
輾
轉
運

到
殷
墟
的
。
而
這
些
部
族
也
一
定
處
於
運

輸
路
線
之
上
的
某
一
區
域
內
。

一
九
九
七
年
，
河
南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在
河
南
東
南
部
的
周
口
地
區
鹿
邑
縣

發
掘
一
座
商
末
周
初
的
大
墓
，
出
土
大
量

隨
葬
品
。
︵
註
二
︶

青
銅
器
銘
文
多
為
﹁
長

子
口
﹂
，
﹁
長
﹂
字
寫
法
與
亞
長
銘
文
基

本
相
同
。
有
學
者
認
為
長
子
口
極
有
可
能

是
商
末
周
初
的
微
子
啟
，
該
區
域
正
是
微

子
啟
封
宋
的
所
在
地
。
︵
註
三
︶

綜
合
多
方
線
索
，
我
們
能
否
推
測
，

亞
長
應
是
﹁
長
﹂
姓
部
族
的
成
員
，
其
方

國
所
在
地
極
有
可
能
就
在
﹁
長
子
口
﹂
或

微
子
啟
的
封
地
內
。

作
者
為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副
研
究
員

圖十六　氧同位素比值測定圖　作者提供
　　　　  「斜紅線」區域內為殷墟當地及54號墓填土與二層臺內殉人的鍶和氧

同位素值，「星號」表示54號墓墓主相應的值。

圖十五　54號墓人骨鍶同位素分析　作者提供
　　　　 「斜紅線」區域為殷墟當地鍶同位素平均範圍值，最右側柱狀圖為54

號墓墓主鍶同位素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