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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越”和“崩坏”的礼制内涵

—考古学视野下春秋战国转型期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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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研究论文大多是围绕着东周时期展开的，特别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期周文化礼制的物化表象

更是关注。就周礼而言，传统观点认为春秋时期随着周王王权式微，各诸侯国强势登场，僭越王权，其

它阶层中礼崩乐坏。可是，随着近年本人从考古学视角对春秋战国物质文化资料的分析的展开，就“僭

越”和“崩坏”的礼制内涵有了一些反思，也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以下就是这些已发表和未发表论文

的一个总结和汇报。

一、周礼—周文化的内核、中国文化的“原点” 1

中华文明五千年，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在有序展开。然而，中华文明史的研究中有一个不

可回避的课题是“何为中国文化？其本质和内涵是什么？”

五千年文明连绵不断，文明初期阶段正如当年苏秉琦先生强调“满天星斗”中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庙

底沟类型脱颖而出，在中原腹心黄河两岸自仰韶文化以降直到春秋时期的周晋文化一脉相承，构成了中

国文化总根系的直根系 2 。这样，中国的史前文化以中原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

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 3。此种单核心、多层次的向心结构孕育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

本底色，奠定了中国历史上以中原华夏族为主体，同时凝聚周围各民族，各部族的向心式超稳定文化与

政治结构 4。中国文化就是诞生在这一庞大中华文明之上的一个灿烂的礼制文化，传统观点认为夏商周

三代文化同源也就是因为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共同汇聚而来的原因。具体到夏文化，目前学术界讨论

较为激烈，无不是因为历史文献记述的过于“简约”，“夏文华”的内涵尚较为笼统，目前文献及考古发

掘资料并不能将夏文华直接与中国文化等同讨论。那么商文化呢？虽然中国文化的农耕文明本质中诸多

特质在商文化中能够找到源头，可是，商文化较为“原始”的浓郁自然崇拜风格却完全有别于重视血缘

关系，讲求等级秩序的中国文化本质。

武王克商不仅仅是王朝革命，还是一种文化革命 5: 殷以前是嫡庶不分，实行兄终弟及继承制，而

周则不然，确立了父子相承与嫡庶制。嫡庶制又进一步产生了殷代未曾有过的宗法、丧服等制度和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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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杨文胜 ：《中原地区两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研究》，大象

出版社 2016 年 5 月 ；

0	 杨文胜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了吗 ?》，《史学月刊》

2003 年 9 期。

制，于是确立了君臣名分关系。另外，宗庙制和同姓不婚制也都是在周代才确立的。正如王国维所言，

周代为中国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一个文明的分期界限。周文化中的“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

征，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由原始社会的生产、生活习俗一步步发展而来的一种

制度，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式的道德框架。礼维护了框架下的社会秩序，规范了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在

先秦社会，礼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地位，是“经国家、定社稷”（《左传 • 隐公十一年》）的国家治理

工具。礼与所有的制度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礼也在不断成熟和完善。在不触

动社会制度本身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发展和制度完善的最好方法就是强调制度下的秩序，调和制度内的

矛盾，不断完善制度自身建设。礼就符合以上特征，从诞生开始它就不停地进行着制度内部的完善和创

新，因而能在中国古代社会经久不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依照孔子的观点，礼的发展经历了简

单至繁琐、由夏经商至周，相继沿袭，礼制在三代得到了最终完善和发展，规定着当时社会各阶层的身

份地位，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 •昭公二十五年》），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礼制的最终目的是要构筑一个等级严密、秩序和谐的社会。就等级结构上的“尊

尊”而言，礼的作用就是通过区分尊卑、上下来确立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秩序 ；就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

亲”而言，礼的作用则是联络各阶层关系、调和等级矛盾、维护社会之等级和谐。

周礼使人们在一种礼仪规范中遵循着社会道德和秩序，它不仅维系了周王朝长达 800 多年的统治，

为后来秦汉大一统、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多年来，礼为中国文化的“原

点”，礼乐教化在人们修身治国与构建融治的社会关系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古代中国文化

主要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

二、周礼秩序体系的形成过程 6 

新郑出土的春秋晚期“九鼎八簋”——完美诠释了周代礼乐文化的复杂内涵：顺应天地阴阳之平衡，

蕴含四季五行之生衍，维持人间等级和秩序，调和五声礼乐之平衡。考古发掘资料显示这一体系肇始于

西周，在春秋时期逐渐成熟与完善。

周人墓葬随葬组合中鼎和其它器物间存在一种逐渐固定化、等级化的数字关系，这种数字关系是伴

随周人随葬制度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周人青铜礼乐器制度在西周晚期后的成熟和完善，这种数字关系也

逐渐清晰化和固定化。 
春秋中期后，一套建立在数字上、较为完善的等级化青铜礼乐器制度走向成熟，每列鼎固定地使用

奇数 1、3、5、7、9，大中型墓葬中一般使用多组列鼎，一些小墓中虽随葬 2 件鼎，但二鼎形制上也

给以区别，可以被认为是两种功用相异的器物。

与列鼎相匹配，植物性食物盛器簋、敦、豆、簠等则固定地使用偶数，特别是簋（晚段为敦、豆所

代替）的数量和鼎之间有一种联动关系，对应地使用偶数 2、4、6、8。 
酒器、水器使用数字也有着固定的格式，西周早中期酒器爵多使用偶数随葬，同样西周晚期后酒器

壶在组合中也是成对出现。 
不同等级贵族墓葬中随葬鼎、簋（敦、豆）的数量存在着一种规律化的等级差异。春秋中期后，随

着随葬礼乐器制度的成熟，各等级贵族墓葬中使用器物数量也逐渐规律和固定，不同等级贵族使用各自

不同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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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赵毅、赵轶峰 ：《中国古代史 • 导言》，北京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2 年 12 月。

08	 见杨宽《战国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7 年增订本）前言

及第一章第一节标题，原始出处为清代王夫之的《读通鉴

论》。

周人青铜礼乐器制度以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器物组合层阶来表示墓主身份地位的尊卑，和商文化相

比较墓葬随葬青铜礼乐器的数量总量减少。这种以数字的特殊意义来表示等级的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本

身就是一种节制和规范，是对“殷人贵富”（《礼记 • 祭义》）──以物质财富形式随葬青铜礼乐器风俗

的否定和进步。

青铜礼乐器制度中的数字就是等级身份制的物化象征，体现了周人秩序化的等级观念 ：通过对东周

文献的研读能够发现，文献中相关数字、五味以及阴阳五行的论述无不体现了一种对秩序的维护和追求，

所谓“顺而德建”（《国语 • 周语》）。《大戴礼记 • 曾子天圆》指出“阴阳之气各静其所，则静矣，偏则风，

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

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圣人”制礼、“制五衰”、“和五声”、“和五味”、“正五色”、“成五谷之名、

序五牲”目的就是追求一个顺应天地自然，亲疏有别，等级贵贱的社会秩序。

聚合了“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礼记 • 乐记》）的“人”存在并生活于

变幻的自然之中，通过和周边事物的密切接触，进而逐渐加深对自然的把握和认识。青铜礼乐器制度中

数字关系表现出的等级秩序、阴阳五行等思想观念，就是在古人基于对自然的不断观察而持续复杂化的

认识论之上建立起来的。首先，是简单的数字递进，进而，是二元对立、多元互动。随着认识论的深化，

人们于是又试图将这种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和认识能动地附加于人间社会，从而使之能够迎合自然的节拍

和秩序，两周礼乐文化中青铜礼乐器各器物间复杂的数字关系就是古人这种实践的具体代表。可以说青

铜礼乐器制度中的数字凝聚了当时人们复杂的思想观念，体现了周人对社会和谐与等级秩序的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用鼎制度中的数字凝聚着复杂的内涵，其中蕴涵的制度、等级、五味以及阴阳五行等

观念无不体现了周人对社会秩序的追求和维护，可以说周人随葬礼乐器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失去了对各个诸侯国的绝对控制权，权力中心的下移为各地区的地域个性发展

扫除了来自上层权力方面的障碍，促成了各地区在发展中地域性特征。以礼制为中心的华夏文明作为一

种文化向心体而日益完善和成熟。春秋时代是列国争霸的时代，这种争霸斗争本身是是华夏礼制文明文

化圈的内部竞争，“这种内部竞争不但没有导致文明主流方向异化的严重危机，反而激发了文明整体内

蕴的创新力，并使其最终走向整合”7。春秋时期，社会的变动、各种势力各阶层贵族间的斗争与平衡，

促使了周文化（中国文化的根）的内核――周礼亦随之而变化。经一次次的整理和改善，礼制在春秋时

代走向成熟和完善。礼在春秋时代填补了周王室衰微带来的一个权力空洞，对社会起到制约作用，制衡

着各种社会力量，维系着社会既有秩序。通过以礼制为中心的各项社会制度、国家理念的一步步完善和

成熟，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理念、制度构架得以最终建立，这一制度和理念深深影响着后世中国的历朝

历代。

相对于春秋时代有限度的争霸战争，战国时代的战争无论从性质还是从规模上都有一个质的变化。

战国时代中央权力的向心力变弱，是一个政治上混乱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却是在一个存在多种选择

项的上升过程，为了在兼并战争中存活，各诸侯国均先后不约而同地展开了一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战

国时代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关键的变革和发展阶段，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从制度层

面发生了剧烈变革，这一发展变革影响深远。战国时代当之无愧的是中国历史中“古今一大变革之会”8。

《三礼》所言之“礼”是春秋礼，春秋是先秦礼制最健全之时期， 认为春秋时代“ 礼崩乐坏”的传统观

点应得到修正。不断演进的礼在春秋时代进入了成熟期，成熟期的礼广泛地渗透到春秋社会生产、生活

的各个方面，人们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受到礼的深刻影响，离开了礼人将无法生存。礼在春秋时代填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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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室衰微带来的一个权利空洞，对社会起到制约作用，制衡着春秋社会的各种势力，维系着春秋社会

既有秩序，春秋社会如果没有了礼就有“崩盘”的危险。

三、从“牝鸡无辰”到“共牢合卺”

—从考古学资料看周人女性贵族社会地位及其变迁 9 

在文献资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近年来科学发掘墓葬考古资料无疑成为了研究两周时期女性社会地

位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女性墓葬随葬器物的分析和研究更有着无以比拟的重要性。以考古资料的分析

为依据，对两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的分析可清晰地揭示了在父权社会中，作为两周贵族随葬青铜礼乐

器制度的有机组成，同时也是男性贵族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的一个补充，两周时期女性贵族也拥有一套

独特的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这套制度更有着一些特殊的等级与内涵。 
目前学界多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女性受礼制的严重束缚，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地位不断跌落，更是政

治的牺牲品，妇权彻底丧失，最终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整个西周到春秋妇女地位的式微化是以女性失

去权利、失去地位、失去思想和失去人格的悲惨归宿而告结束的 10。然而，对东周女性贵族墓随葬器物

组合的分析却从物质层面揭示了这一时期女性贵族的社会地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跌落过程。通过以典型

周文化中原地区的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见文后附表一至四），对比同期男性贵族墓葬资料来探讨女性

贵族地位的变迁 ：

商代女性虽然已经失去了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社会所赋予她们的较高的身份地位，但女性贵族也并没

有被完全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依然享有祭祀和被祭祀权，也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和军队，在随葬

青铜礼乐器制度方面她们也彰显出自己至高的身份地位，目前已知最大的单件青铜礼乐器和最为庞大的

随葬青铜礼乐器组合都为女性贵族所有，这不应该仅仅被认为是一种巧合。 
与商文化女性贵族拥有较高身份地位不同，武王克商后，特别是随着周文化核心——周礼的逐渐形

成和确立，西周时期女性贵族的社会地位步入了一个下降通道。虽然女性在家族祭祀中的地位相对于商

代晚期有了形式上提高，但女性在政治社会中的一切权力均被剥夺，在随葬器物组合方面表现为西周晚

期女性贵族已彻底失去了对一些礼器的使用权，这说明她们在“礼”方面权力的失去。高等级贵族女性

只有使用一些特殊的非礼器器物来显示其特殊的地位和财富，这一切都透露出西周时期女性社会地位的

最终衰颓。 
东周时期，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本阶段女性贵族墓葬随葬器物有如下特征 ：一，春秋早期女性贵

族墓葬延续了西周时期两性贵族间随葬器物组合上的等级差异，用鼎数量等级及使用礼乐器数量和种类

都和同等级男性墓葬间存在一个等差，低等级贵族士阶层女性墓葬不随葬青铜礼乐器 ；二是春秋中期随

葬制度上的两性差异发生了剧变，女性贵族墓葬在随葬礼乐器组合方面逐渐向同等级男性墓葬靠拢。这

种变化首先发生在低等级士之妻的随葬组合中。至春秋晚期，除了少数地区外，女性墓葬都已经和同等

级男性贵族墓葬使用相同层阶随葬青铜礼乐器组合，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卿大夫等级的女性墓葬也和其同

等级男性配偶一样拥有了青铜乐器的使用权 ；三，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特例，特别是一些卿大夫等级贵

族的异穴合葬配偶墓使用的随葬礼乐器组合形式更为复杂，应当特别予以注意。另外，战国中晚期夫妇

异穴合葬墓出土资料显示夫妇双方对一套青铜礼乐器的共同拥有。

09	 杨文胜 ：《从墓葬统计资料考察两周贵族女性见等级关系及

变迁》，《中原文化研究》2016 年 4 期，《人大复印资料先秦

秦汉史》2016 年 5 期 ；

	 杨文胜 ：《“殷周革命”中女性贵族等级身份的变迁》，《宁

夏社科》2017 年 1 期 ；

	 杨文胜 ：《从“牝鸡无辰”到“共牢合卺”——从考古学资

料看周人女性贵族社会地位及其变迁》，《江汉考古》2020

年 1 期。

10	 赵东玉 ：《西周春秋妇女地位的式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198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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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实证主义层面对春秋战国女性贵族随葬青铜礼乐器组合特征进行统计与分析显示在春秋早

期贵族女性的随葬器物层阶依然与男性贵族存在一个明显的等差，春秋中期后这种等差逐渐消失，女性

贵族随葬青铜礼乐器组合层阶有了一个明显的提高。如何认识这种青铜礼乐器制度表现的女性身份地位

由春秋早期的式微进而在春秋中期后的强势“提高”呢？

西周以降以父系血缘为中心的周礼的建立是导致女性地位下降的主因。随着分封制、宗法制为中心

的周礼的形成与完善，特别是嫡长子继承制的最终确立，女性社会地位下降，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

所谓“毋使妇人与国事”。商代“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和纣王的“惟妇言是用” (《尚书 • 牧誓》) 不
再成为可能。

随着周文化礼乐制度的固化和泛化，自身也更加强调等级秩序与社会和谐，进而导致了礼制对体制

内女性贵族控制的松动，女性社会地位变迁成为了必然。“她们一脚踏着过去，一脚踏向未来，社会现

实的新旧交替使她们在思想特点、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呈现出鲜明的二元性”11。

在文献材料整理基础上对东周女性贵族墓葬随葬器物组合的考古学分析显示，春秋晚期后女性贵族

身份已和男性配偶取平，“所以合体，同尊卑”，“共牢而食，合卺而酳”（《礼记 • 昏义》）。那么这种考

古学物质文化层面的“共牢合卺”关系在礼制不断完善的春秋战国时期又蕴含着什么样的内涵呢？

春秋时代周礼要求的等级与秩序填补了周王室衰微带来的权利空洞，对社会起到制约作用，制衡着

春秋社会的各种势力，维系着春秋社会之既有秩序 12。周文化礼乐制度的伦理内质又要求礼制下男性、

女性各阶层贵族“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

反之则谓乱”13，夫妇异穴合葬墓中男女贵族随葬器物组合形态同样也揭示了周文化礼乐制度下贵族婚

姻家庭关系及财产所有制在战国中晚期发生的诸多变化，特别是夫妇合葬墓随葬礼乐器中夫妇双方对一

套青铜礼乐器的共同拥有更是从物质层面揭示了财产所有制的变化，显示以夫妇为中心的核心家庭已经

代替了宗族大家族成为了构成血缘宗亲社会的基本单元。

从“牝鸡无辰”到“共牢合卺”， 生动地揭示了东周礼制社会中女性贵族社会地位的演变。春秋中期，

周礼的伦理化促成了男、女两性“共牢合卺”，从根本上改变了春秋早期“牝鸡无辰”的社会现象，女

性贵族身份取齐男性配偶，夫妇同尊卑，共牢而食。合卺而酳在春秋晚期成为了社会共识，女性贵族通

过婚姻与家族而拥有与其男性配偶同层级的青铜礼乐器随葬的权力。接纳了女性贵族的周礼显现出自身

伦理化的一面，同时也凸显出周文化礼乐制度在春秋时期的不断成熟与最终完善。“共牢合卺”还从物

质文化层面揭示了战国中晚期贵族家庭财产所有制的变化，显示这一时期血缘家族的构成已从大家族向

核心家庭转换。

四、周代礼制文化的“礼乐平衡” 14

周代社会以礼乐制度文明，礼与乐主导者各阶层贵族间的等级关系，充斥于贵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文献中往往礼与乐同论，言礼必及乐，论乐必引礼。作为论述周代礼乐文化的经典《礼记 • 乐记》

中就有着诸多对礼与乐相配的论述 ：

君子曰 ：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故圣人作乐以应田，制礼以配地。大

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其他文献中也多有类似论述。在周礼的“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中，礼与乐位列前两位，这一切无不表达了礼乐相辅相成，共同称为支撑周文化的核心。

11	 张蓉 ：《《左传》贵族女性问题初探》陕西师范大学 2004 年

硕士毕业论文。

12	 杨文胜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了吗 ?》，《史学月刊》

2003 年 9 期

13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 卷十

14	 杨文胜 ：《礼乐和谐——两周乐器制度研究》，《第二届中国

考古学大会》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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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乐的起源和本质来说，是源于自然之声，是大自然之韵律 ：音乐之所由来着远矣，生于度量，本

于太一。（《吕氏春秋 • 仲夏纪 • 大乐》）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吕

氏春秋 •季夏纪 •音初》）。 夫乐生于人心，而声成于物，物声既成，复能感人之心（《资治通鉴 •后周纪五》）。

乐自天作，乐由阳来，至和之发也，其治心也，德成而后知乐，其治人也，功成而后作乐，至和之

极也（《古今律令考 • 声》）。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礼记 •
乐记》）

乐，是一种附加了人间思维、意识的“音”，其已不是一种普通的音乐，而是一种经过了整理、提高，

被附会了诸多人间等级观念的“规则化音乐”。乐是一种音乐而又具有普通音乐所未有的礼制祭祀功用。

《周礼》中编制了一套严格的用乐体制，和乐相关的官职共十五职、七十七人，分属地官、春官和夏官，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具有士以上的贵族身份。

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分析“乐”，可以发现在周人的社会文化中，乐有着一套严格的执行体系和完善

的制度，其已经超越普通艺术领域中音乐的范畴，成为一种被附会了诸多人间等级观念的“规则化”音乐。

“器以藏礼”，礼器是礼乐制度的物化载体。随葬乐器制度和随葬礼器制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分析

考古资料可知，周人乐制随葬制度有着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

随葬乐器制度的变化较为缓慢 ：周人随葬青铜乐器制度发生于西周早期晚段，本阶段周人摆脱商文

化的影响，开始使用成组编钟随葬，出土编钟的墓葬都是诸侯等级贵族之墓，但并不是所有的诸侯等级

贵族都随葬青铜编钟。在宝鸡弓鱼国墓地，墓主同为诸侯等级的贵族墓葬中也仅有宝鸡 BRM1、M7、
M13 随葬编钟，而宝鸡 BZM4 等同等级墓葬则未发现有青铜编钟随葬。直至西周晚期、春秋早期随葬

青铜乐器制度才逐渐定型，这一时期的诸侯墓葬都随葬编钟一组或两组，同时期的虢国墓地太子墓也开

始使用乐器随葬。 
完成态的随葬乐器制度中特例较少 ：经过缓慢演变过程的随葬乐器制度，在春秋早期晚段有着一次

较大的调整，并最终走向了完善和成熟。相对于同时期周人随葬青铜礼器的不断调整和完善，成形后的

随葬乐器制度有着较为稳定的个性，自此后的整个东周时期贵族墓葬都遵从着同一制度，只是在女性贵

族随葬乐器制度方面有着一定的特殊性 ：晋和周边地区诸侯、卿大夫阶层贵族的配偶墓也随葬编钟、编

磬，而卫国琉璃阁墓地中只有男性贵族能够使用编钟、编磬，和他们并列埋葬的女性配偶墓直至战国时

期都未见有使用乐器随葬的。 
随葬器物组合显示随葬乐器墓葬间并不存在太大的等级差异 ：从对随葬乐器组合构成观察显示，随

葬乐器墓葬间随葬乐器等级差异较小。成熟期随葬乐器的等级性主要体现在随葬乐器墓葬和未随葬乐器

墓葬间，贵族墓葬是否能够使用乐器随葬成为了一个强烈的等级身份象征，只有诸侯和卿大夫阶层才有

资格使用乐器随葬。与此相对，同一地域中卿大夫等级与诸侯等级贵族墓葬随葬乐器数量接近，随葬乐

器墓葬墓主间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身份等级差异。春秋中期后，相同共性之下中原地区各个小区域在随

葬乐器制度上又有着自身的一些特征。

以上以墓葬出土乐器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资料来讨论周人随葬乐器制度，进而对周文化中乐与礼

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 ： 
周文化中的雅乐作为礼制的有机构成部分，是一种以音乐形式出现的礼。礼制的“乐”和“郑卫之

音”为代表的东周流行音乐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前者强调礼制的秩序与规范，后者则摆脱了礼制的束缚，

也招致了礼制守卫者的报复。 
随葬乐器制度和随葬礼器制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周人乐器随葬制度有着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完

成态的随葬乐器制度的器物组合在器类和数量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并未表现出墓主身份地位的高低，

而是更多地显示了中原地区内部不同区域间存在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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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从物质层面表现出乐本身也有着比礼更加强烈的等级身份性，并不是所有

的阶层都拥有用“乐”的权力，只有中高等级贵族才能够在墓葬内随葬乐器编钟编磬。这些中高等级贵

族阶层作为制度的供给方，保持着礼乐制度始终向着更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倾斜，因而乐器使用制

度在周文化中就比较稳定，使用范围一直也较为固定，直至东周末期中原地区贵族墓葬还仍旧严格遵循

着随葬乐器制度的制约。 
以往“礼主异，乐同和”的传统观点应予以更正，乐和礼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二者同样强调的是等

级和差异，周人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反映了周文化中礼与乐和谐统一的辩证关系。同时，考古发掘资料

显示两周时期这一制度一直被严格地遵守，即使是在东周末期礼乐制度也并未出现所谓的崩坏。

五、春秋战国车马祔葬制度

—以河南楚文化车马制度为例 15

车马祔葬制度是周代等级制度的另一重要体现，不同等级的贵族均有与之配套的车马制度。如：《周

礼 • 秋官 • 大行人》言 ：上公，贰车九乘 ；诸侯，贰车七乘。《礼记 • 少仪》：“贰车者，诸侯七乘，上大

夫五乘，下大夫三乘。”《韩非子 • 外储说左下》：“晋国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

夫专乘，此明等级也。”

楚文化是东周文明的重要构成，作为两周楚文化的重要区域，河南楚文化遗存众多，东周贵族墓葬

祔葬车马坑是一个比较重要遗存，地域特征明显，是研究先秦车马制度及春秋战国礼制变化的重要实物

资料。河南区域内楚文化分布有着两个重要区域，一是河南西南部南阳盆地及周边区域，二是河南省东

南部地区，这里是晚期楚文化的中心。 
南阳市区周边墓葬祔葬车马坑发现有两处，南阳中建七局 M1 车马坑 16 和南阳西关八一路车马坑

17 ；淅川丹江流域有下寺贵族墓地车马坑 18、徐家岭 M9 祔葬车马坑 19、淅川东沟长岭战国时期车马坑

20、文坎东周贵族墓地车马坑 21、玉山岭贵族墓地祔葬车马坑 22 ；豫东地区仅有淮阳马鞍冢 M1、M2
祔葬车马坑。共计 20 座车马坑，时代从春秋中期晚段到战国晚期，南阳地区较为集中，以丹江流域李

官桥盆地为中心分布，南阳城区周边是另一个集中区域，这些车马坑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与时代烙印，

表现如下 ：

一是车马制度守旧、文化属性单一。除马鞍冢二号车马坑外车马摆放方式一致，其余均采用现实生

活中车马驾驭状，车与马是一起埋葬在车马坑中，车马的方向都和墓主头向相反，南北向做驾驭状横向

有序排列。这种摆放方式更多的是继承了前期商代及西周的方式，而与同时期北边中原文化存在着较大

差异。车马坑与所祔葬之墓葬的位置关系固定，基本都在所属墓葬的墓室之外单独埋葬车马，有着一套

严格的随葬车马制度，车马坑作为墓葬的的一个有机构成被设置。车马坑中车辆形制多样，因保存状况

不是很好，不太容易对所有马车展开型式学分析，但种类至少为六种以上。 

15	 杨文胜 ：《淅川丹江地区新发现东周楚国车马坑相关问题研

究》，《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中西书局 2014 年 ；

	 杨文胜 ：《河南楚文化车马祔葬制度研究》，《楚文化研究论

集》（第十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 8 月。

16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建七局南阳设备公司材料库 M1

发掘报告》，《中原文物》2007 年 5 期。

17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 ：《南阳市西关三座春秋楚墓发掘简

报》，《中原文物》1992 年 2 期

1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 ：《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

1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

大象出版社	2004 年 9 月

20	 河南省文物局 ：《淅川东沟长岭楚汉墓》，科学出版社	 2011

年 3 月

21	 为南水北调淅川库区田野发掘项目，2012 年 4 月至 10 月发

掘，现在正在进行室内整理，见 2012 年 12 月 25 日《中国

文物报》相关报道。

22	 为南水北调淅川库区田野发掘项目，2012 年 4 月至 10 月发

掘，现在正在进行室内整理，见《中国考古年报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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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等级差别鲜明。如表所示

用车种类和数量的多寡，祔葬车马种类的多寡以及祔葬车马数量和墓主身份高低成正比，作为卿等

级墓葬的淅川下寺 M2（令尹子庚墓）、徐家岭 M9 的祔葬车马坑分别葬六车和五车，且车马坑内车马

类型也较为多样 ；九个大夫等级贵族墓葬中南阳西关三座墓葬的主人身份不好确定暂不列入分析对象

外，其他六座均埋葬二车或三车 ；高等级贵族的规格多和数量多，低等级如士一般仅一车。 
此外，围绕周代礼制中贵族马车驾驭马匹数量争论古已有之，自汉儒至明清考据多是围绕即散乱且

相互矛盾的文献展开的。但通过上表对本区域祔考古发掘葬车马坑墓葬车马数量及车马驾驭类型与墓主

等级身份的分析可以看出 ：身份等级高或低都使用一车六马、一车四马、一车二马，因而可以判定马匹

数量和使用者的身份等级无关，驾二、驾四与驾六都是楚文化之常制。马匹的多少仅是马车牵引动力的

需要，并不能够因低等级贵族使用一车六马而推论东周社会“礼崩乐坏”。同属楚文化范畴墓主身份可

能为战国早期楚王的熊家冢墓地一号车马坑发掘出４３乘车中有“驾六”马车 3 乘 23，墓主身份为大

夫级别的枣阳九连墩一号车马坑中亦发现有“驾六”马车 1 乘 24，结合同时期中原地区车马坑资料的

分析，可以说东周祔葬车马制度的等级特征表现在贵族墓葬祔葬车马坑埋葬墓葬马车数量和马车规格的

多寡上，而非驾驭马匹数量之多少，认为“驾六”是天子独享之制的观点应得到修正。

综上，本区域内楚文化车马随葬制度和同时期北方中原地区随葬车马制度的是有着显著的差异，这

种差异体现在车马埋藏方式的不同及车马坑中埋葬车马数量的制度化和相对稳定两个方面。相对于整个

楚文化区域而言，河南的南阳地区祔葬车马坑时代较早，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南阳地区是楚人最早居住的

区域，因而本区域大量车马坑的发现与研究对楚文化起源的讨论有着重要学术意义。本地区车马祔葬制

度作为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是物化的周礼，祔葬车马的规格、数量与墓主身份存在着明确的正比例关

系，但是这种等级对应关系却不是固定的简单数字模式。祔葬马车驾驭马匹数量为偶数二、四、六，数

量的多寡和使用者等级身份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23	 荆州博物馆：《湖北熊家冢墓地 2008 年发掘简报》，《文物》

2011 年 2 期。

24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 ：《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考古》2003

年 7 期。

墓主身

份 

数

量 

祔葬车马坑墓葬车数量 车马类型 

楚王 1 埋二十三车。 一车六马、一车四

马、一车二马 

卿 2 埋五车、六车各 1 座。 一车六马、一车四

马、一车二马 

大夫 9 埋一车的 3 座（身份可

能为下大夫或士）、埋二

车的 4 座、埋三车的 2

座。 

一车四马、一车二

马（中建七局 M1 车

马坑二号车没有马

匹） 

士 7 埋 1 车的四座、埋 2 车

的两座，一座车马坑车

马情况不详。 

一车六马、一车四

马、一车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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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转型期社会的社会等级关系与社会和谐 25

春秋时期的列国间频繁的战争，并未阻碍各国、各阶层贵族势力间的交往，反而促进了以诸侯国间

外交活动为代表的各种交流。会盟、礼聘、婚丧为代表的“五礼”得以更广泛、更频繁地实行。战国时

代的战争无论从性质上还是规模上都产生了质的变化。兼并、扩张成了这一时期战争的唯一目的，这就

造成了战争向着惨烈发展，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增大了，“战国”这一名称由此而来。不可否认，战国

时代中央权力的向心力变弱，是一个政治上混乱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却是一个存在多种选择项的上

升过程，汉代以后，比如南北朝时期，同样也是失去政治向心力的时代，就不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 26。

春秋战国转型期是一个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代，在这一变革社会中，旧有的贵族血缘等级关系逐

渐为地缘身份关系所替代，贵族身份的世袭神性瓦解了，但社会中等级的差异却一直保持着，周文化随

葬青铜礼乐器制度为代表的墓葬制度就是建立在这种社会等级差异之上的分配制度，是对西周时期周文

化随葬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制度源于社会，其必然要按照社会的种种要求而不断塑造自身，社会发展及由之引发的社会结构与

等级观念的剧变是东周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礼乐制度亦不可避免地参与了这种社会制度与结构的变

革。春秋战国社会贵族等级身份的变动以及周人认识论方面的深化都促使了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发生相

应的转变。对于这种制度内部的调整与完善，传统观点认为是制度的衰败，指出贵族随葬器物组合的变

化是对周礼的“僭越”，将这一时期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视为春秋战国社会“礼崩乐坏”

的具体体现。然而通过上述对考古资料所反应的春秋战国墓葬制度的全面分析可知，春秋战国时期周人

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十分健全，车马等级制度随葬组合形态非常规范和稳定，特例较少，和西周时期相

比较，更加符合礼书中所记述的周人礼乐器使用制度。社会风俗及礼乐制度的变化，反映到物质文化上

就是各地、各时段礼器制度的差异，最终通过相互交流趋向统一。具体到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方面，表

现为因墓主身份等级的差异，墓葬随葬器物使用不同的组合，组合中各器物间搭配也趋于固定化和制度

化，如礼书所言的“九鼎八簋”“七鼎六簋”礼器组合形式在这一时期真正出现。

与西周时期相比较，春秋战国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存在的社会

基础—贵族身份等级制却依然存在。故而，春秋战国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虽在许多方面发生了一些量的

变化，但是其等级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本质特征却并没有任何的动摇。春秋战国时期，随葬青铜礼乐器制

度为新兴力量所利用，成为破除旧有等级秩序的道具，墓葬随葬青铜礼乐器组合形态从器物层面体现了

这一时期不同贵族阶层社会地位的升降变迁。 
对春秋战国成熟期周人随葬制度而言，等级化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等级导致差异，差异也意味着

秩序，故而，可以说东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秩序体系。春秋战国随葬制度的等级与规范

从物质文化层面体现了社会转型期的等级与秩序。 

25	 杨文胜 ：《中原地区两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研究》，大象

出版社 2016 年 5 月。

26	 小南一郎 ：《中国文明的形成 • 序论》，日本京都 ：京都大

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005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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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以上对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显示，东周时期之墓葬制度、青铜礼乐器制度、车马祔葬制度日趋成熟，

随葬组合形态非常规范和稳定，特例较少，和西周时期相比较，更加符合礼书中所记述的周人礼乐器使

用制度。特别是春秋时期可被视作周礼最健全之时期，成熟期的礼广泛地渗透到春秋社会生产、生活的

各个方面 , 人们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受到礼的深刻影响 , 离开了礼人将无法生存。虽然，在这一社会转型

期中周天子地位日渐式微，但周礼并未因此而“崩坏”，认为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传统观点应得到

修正。礼深刻影响着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个方面，维持着东周转型期社会的既有秩序，“不学礼，无

以立”，可以说春秋、战国社会如果没有了礼就有“崩盘”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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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春秋早期女性贵族墓葬随葬青铜礼乐器组合表 

  

墓葬 

食器 酒器 水器   

乐器 

  

备注 鼎 簋 甗 它 壶 其它 盘 匜 它 

♀晋侯墓地

M102 

3（另有明

器 1） 

4（另有明

器 1） 
    1 方壶 

明确爵、

觯、彝各一 
1 1     夫人墓 

♂晋侯墓地

M93 

5（另有明

器 1） 

6（另有明

器 1） 
1   

方壶 2、圆

壶 1 

爵、卣、觯

（明器） 

2其中明器

1 
1   编钟 16、 诸侯墓 

♀虢国墓地

M2012 

5（另有明

器 6） 

4（另有明

器 6） 
1 

鬲 8、铺

2、簠 2、

玄纹罐

1、小罐 1 

2 方壶 

明器方彝

5、爵 4、觚

1 觯 6 

1（另有明

器 6） 
明器1 

盉 1（另有

明器 5） 
  夫人墓 

♂虢国墓地

M2001 

10（虢季鼎

7） 
9（季簋 6） 1 

鬲 8铺 2、

簠 2、盨

4 

4（方壶 2，

圆壶 2） 

明器方彝

3、尊 3、爵

3、觯 2 

1（另有明

器 3） 
  

盉 1（另有

明器 2） 

编钟 8、编

磬 10 
诸侯墓 

♂虢国墓地

M2011 

9（其中 7

件同形制） 
8 1 鬲 8 铺 1 

4（方壶 2

件、圆壶 2） 
  1 1 鉴 1 

钲 1，编磬

18 
太子墓 

♂虢国墓地

M1052 
7 6 1 

铺 1小罐

1 
2 方壶   1 1   

编钟 9 

编磬 
太子墓 

♀虢国墓地

M2013 
3 4   簠 2、     1 1     卿大夫配偶墓 

♀虢国墓地

M2006 
3   1 

簠 1、盨

2、鬲 4 
  

方彝 1、爵

1、尊 1、觯

1 

1       卿大夫配偶墓 

♂虢国墓地

M2010 
5 4 1   2 方壶   1 1     卿大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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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马 M1283                   陶器、玉器 士之配偶墓 

♂上马 M1284 3           1 1     M  异穴合葬墓 

♀上马 M1288                   玉器 士之配偶墓 

♂上马 M1287 3           1 1     
M1288 异穴合葬

墓 

♂山东长清

仙人台 M6 
15 8 

  

圆壶2方壶

2 扁壶 1  
1 1 

 

甬钟 11 钮

钟 8 编磬

10 

邿国国君墓 

♀山东长清

仙人台 M4 
5 4 

        
夫人？ 

附表二 春秋中晚期女性贵族墓葬随葬青铜礼乐器组合表 

  食器 酒器 水器 
  
乐器 

  
备注 

墓葬 鼎 鬲 甗 簋 敦 它 壶  它 盘 匜 它 

♀琉璃阁乙墓 10（5、5） 5 1 圆 4   
簠 4、铺

1 
1 方壶 1   1   

鉴 1、盆
3 

  夫人墓 

♂琉璃阁甲墓 
18（1、9、5、
2、匜鼎 1） 

5 1 圆 6 2 
簠 6、盖
豆 8、铺

1 

方壶 2、
扁壶 2、
瓠壶 1 

1 罍 2 
1 匜
形盘 

  鉴 2 
镈钟（4、9），
甬钟 8，钮钟
9，石编磬 10 

诸侯墓 

♀琉璃阁 M55 14（2，7，5） 6   4   
簠 2、豆

2 
2 方壶 1   1 1 鉴 2   命妇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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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阁 M80 13（1、5、7） 6   4 2 簠 4 瓠壶 1 2 2 1 1 盉 1、2 编钟 3、铙 1 卿大夫墓 

墓葬 鼎 鬲 甗 簋 敦 它 壶  它 盘 匜 它     

♀分水岭 M270 10（5、5）       2 簠 2 2 方壶 1 罍 2 1 1 鐎 1 
钮钟 9、甬钟
8、石制编磬

11 
命妇墓 

♂分水岭 M269 9（5、4） 4 圆 1   2 簠 2 2 方壶 1   1   鐎 1 
钮钟 9、甬钟
9、石制编磬

10 
卿大夫墓 

♀临猗程村
M1002 

5（2、3）       2 簠 2 2 1   1 1 鉴 2 编钟 9编磬 10 命妇墓 

♂临猗程村
M1001 

5（2、3）   圆 2     
簠 1、豆

2 
2 2   1 1 鉴 2 编钟 9编磬 10 卿大夫墓 

♀上马 M1004 5（盖稍异）         豆 4 2 2   1 1   
编镈 9、编磬

10 

命妇墓，合
葬墓 M1005

被盗 

♀临猗程村
M0020 

3（2、1）       2     1           命妇墓 

♂临猗程村
M0002 

7 2     2 簠 2 2 方壶     1 2   
镈钟 9、编钟
9、编磬 9、鍑

2、 

卿大夫墓，
扰乱 

♀上马 M1015 2       1     1   1 1     女性墓 

♀上马 M1027 2       2     1   1 1     女性墓 

♂上马 M1026 1       1     1   1 1     士阶层墓 

♀上马 M4006 3         豆 2   1   1 1     女性墓 

♀上马 M5 3（1、2）       2         1 1     女性墓 
♀闻喜上郭村

M7 
1       1   扁壶 1     1 1     女性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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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喜上郭村
M4 

1       1     1   1 1     女性墓 

♀临猗程村
M1023 

1       1     1   1 1 特     女性墓 

♂临猗程村
M1024 

1       1     1   1 1     士等级墓 

♀临猗程村
M0021 

1       1     1 特           女性墓 

♂临猗程村
M0022 

1   2 圆   1                 士等级墓 

♀临猗程村
M0004 

1       1     1   1 1     女性墓 

♀临猗程村
M1059 

2       1     1           女性墓 

♀临猗程村
M1056 

3         豆 1   1   1 1     女性墓 

♂临猗程村
M1057 

1   1 圆   2         1 1     士等级墓 

♀临猗程村
M1119 

1                         
女性墓，扰

乱 
♂临猗程村

M1064 
1       1 特     1   1 1     士等级墓 

♀洛阳 2001
年 JM32 

3(2、1)       1 簠 2   1 罍 2 1 1     女性墓 

♂山东沂水刘
家店子 M1 

16 9 1 7 
  

7 
 

罍 4 1 1 
 

编镈 6，甬钟
19，钮钟 9 

莒国国君墓 

♀山东沂水刘
家店子 M2 

9 
     

1 
  

1 1 
 

钮钟 9 国君夫人墓 

♀山东枣庄徐
楼 M1 

3 
  

2 
 

簠 4 
  

罍 2 1 1 
 

镈钟 1，钮钟 3 女性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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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枣庄徐
楼 M2 

3 
        

1 1 
  

诸侯墓 

山东沂水纪王
崮 M1 

7 7 
  

3 
   

罍 7 1 
  

编镈 4，甬钟
9，钮钟 9 

诸侯或其夫
人 

山东沂水纪王
崮 M2              

空 

♀小邾国墓地
M3 

1 2 
   

簠 4 2 
 

罍 1 1 
   

夫人墓 

♂小邾国墓地
M2 

4 4 
   

簠 4 2 
 

罍 1 1 1 
  

国君墓 

♂周家庄墓地
M2 

2 
 

1 
  

盖豆 2 1 
  

1 1 舟 2 
 

男，墓向 109 

♀周家庄墓地
M80 

1 
    

盖豆 2 1 
  

1 1 舟 2 
 

女，墓向 109 

附表三 战国早期女性贵族墓葬随葬青铜礼乐器组合表 

  

墓葬 

食器 酒器 水器   

乐器 

  

备注 鼎 豆 敦 它 壶  它 盘 匜 它 

♀琉璃阁

M76 
5 22   甗 1 4（2 对） 1   1       女性墓 

♂琉璃阁

M75 
12（5，鬲鼎？7） 2     6（3 对）     2 2 鉴 4 

镈钟 4甬钟

8，钮钟 9，

石编磬 10 

  

♀陕县

M2042 
3 2     1 圆壶 1     1     女性墓 

附表三 战国早期女性贵族墓葬随葬青铜礼乐器组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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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县

M2041 
5 6   鬲2甗1 2 方壶 1   1 1 鉴 2 

编钟 9、编

磬 10， 

仿礼陶

器：壶 2,

豆 2,无盖

豆 10 

♀潞城潞河

M8 
1   1   2 圆壶     1 1     女性墓 

♂潞城潞河

M7 
11  (1、 2、 4、4) 8   

鬲 2，簠

2 

提梁壶 1,瓠

壶 1 
1 罍 2   1 

鉴 4，盉

1 

编钟四组

28（编鎛 4、

甬钟 8、8、

钮钟 8）编

磬 10 

  

♀95 年定襄

中霍村 M2 
2 1   甗 1 1 圆壶     1 1     女性墓 

♂95 年定襄

中霍村 M1 
5(4 、1) 2   甗 1 

2( 圆壶，提

链壶) 
    1 1       

♀陕县

M2144 
3 鬲形鼎 2           1 1   

女性墓，器：（仿礼）

壶 4,盘 2 

♂陕县

M2120 
                1   

仿礼陶器：鼎 3，豆 2，

壶 4，盘 2，匜 1) 

♀陕县

M2155 
3？ 2     2 1   1     

青铜车马

器，玉器，

无武器 

女性墓 

♂陕县

M2124 
2 2   甗 1   1   1 1   

匕 1,青铜

兵器，车马

器，玉器 

实用陶

器：鬲 1 

♀陕县

M2095 
2                   

女性墓，器（仿铜壶 2,

豆 2 盘 1，实用器罐 1）、

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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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县

M2138 
3 2 1   2           

仿礼陶器：鼎 3,豆 2,壶

2 

♀周家庄墓

地 M37 
1 1         1   1      

女，墓向 105。陶鼎 1，

浅盘豆 1，盖豆 1 

♂周家庄墓

地 M38 
1 2   1 1  1   男性墓 

附表四 战国中晚期女性贵族随葬青铜礼乐器组合表 

  
墓葬 

食器 酒器 水器 
  
乐器 

  
备注 

鼎 豆 敦 它 壶  它 盘 匜 它 

♀分水岭 M26 7(2、5)   2 簠 2、方座簋 2         2 鉴 2   女性墓 

♂分水岭 M14 9（2、7）     鬲 4           鉴 1 
甬钟 2、钮钟 8、

编磬两组 22 
  

♀分水岭 M25 6(5 、1) 2 2 鬲 3 2 圆壶 2   1 1 鉴 2 
编钟 18(鎛 4、甬
钟 5、钮钟 9)编

磬 10 
女性墓 

♂分水岭 M12 5   2 
甗 1、方座簋

1、簠 2 
圆壶 2、
钫 2 

2   1 1 鉴 3     

♀分水岭 M11 2   2   2 圆壶 1     1   铜铃 4 女性墓 

♂分水岭 M10 2 2                 
陶仿铜礼器：鼎 2,豆 2,壶 2,

盘 2, 匜 1，鉴 1, 

♀分水岭 M36 2       1 圆壶         盉 1 
女性墓，铜礼器：鼎 1,豆 3,

壶 2,鉴 1, 

♂分水岭 M35       鬲 1           鉴 1 
陶仿铜礼器：鼎 6,豆 4,壶 6,
盘 4, 匜 1，鉴 1, 盉 1， 

♀分水岭 M20 1                     女性墓 

♂分水岭 M21                     
仿铜陶器鼎 5、豆 12、壶 7、

盘 1、匜 1、鉴 1 盒 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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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ich lasted 
for more than 500 years, the warring states fought for hegemony, an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moted the core of Zhou culture (the root of Chinese culture) -- Zhou rites 
changed accordingly. After a series of adjustments and improvements, the ritual system 
became mature and perfect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show that the musical instrument system of bronze funeral rites 
for the Zhou peopl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s 
sound, the combination of funeral forms was standardized and stable, and the nature of 
distinct grades was not shaken. The grades and norms of the funeral system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reflected the grades and order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aterial lev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