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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題目 

西周时代青铜器研究 –以青铜礼器型式变化为主的社会结构研究- 

 

研究地點 

  地域          ：  台灣 

 城市          ：  台北、台南 

 研究從事機構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負責教授       ：   陳昭容 研究員 

此外，得到了與黃銘崇副研究員、內田純子助研究員、黃川田修博士後研究員（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黃翠梅教授、盧泰康助理教授（國立台南藝術大學）等老師們友交流的

機會。 

 

派遣期間 

  2010 年 3 月 27 日 至 2010 年 4 月 29 日 

 

研究目的以及成果 

    近幾年考古學上的新發現很多，西周時代的社會結構逐漸清除起來了。本人最大的研究

目標是當時周王朝與諸侯國之間的關係如何，從青銅禮器型式變化的角度來看的西周時代王

朝與諸侯的關系以及諸侯勢力對王朝禮制的理解程度。為了了解這大問題，濬縣辛村西周墓

地出土的青銅器提供很重要的材料。 

    辛村出土的青銅禮器較多。按照出土青銅禮器的斷代研究，辛村遺址墓葬可分成三期：

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但屬於西周早期的禮器件數很多，中期以後幾乎沒有“王

朝系青銅禮器”。由此可知，辛村墓地中期以後墓主人與王朝的關係不是密切，他們不太重視

王朝的禮制。這種傾向是否在里西周王畿較遠的地方共同的特徵，以後要考慮附近諸侯國對

王朝的態度。 

   



 

辛村遺址出土青銅禮器的斷代 

(郭寶鈞《浚縣辛村》科學出版社，196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