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甲骨文(一)

饒宗頤

甲骨文是刻在烏龜甲殼和牛肩目甲骨上的古文字，因此稱為「甲骨文J '自清末發

現甲骨文到現在，恰好是九十年了。起初刻有文字的龜甲和牛骨被農民從土襄翻出

時，並沒有人認識它的價值，因此胡亂稱為「龍骨J '當作藥材出頁，每斤只值制錢

六艾。後來古董商發現這些「龍骨」上面餵刻有文字，拿到北京出售，這才引起金石

家的注意。當時主懿榮對此大感興趣，出高價按字收購(據說他曾一度出到每字二商

銀子的價錢) ，頓時使之聲價百倍。由一入九九至一九零零僅一年之間他就收集了一

千五百多片甲骨。不久八國聯軍進入北京，當時被委為「團練大臣」的王懿榮投井自

盡。這批甲骨由他的後人轉讓給另一位學者和小說家劉曉( (老殘遊記〉的作者)。

一九零三年，劉曉把藏品中精選出來的一千多片甲骨整理拓印而成〈鐵雲藏龜〉。在

這書中他第一次指出，甲骨文是商代，即三千多年之前，用「刀筆」所刻出來的文字。

事實上，龜甲丈無疑可算是我國最古老的文字。最近河南舞陽縣賈湖新石器時代

遺址出土了完整的一塊龜甲和二件殘井，上面各刻有三個符號，一個已辨認出來是

「目」字(圖一)。據服十四方法測定，這些龜甲距今已有七、八千年之久了。

(圖一)

河南舞楊寶、湖新石器時代遺趾出土重IJ

符甲骨片﹒原件星是16 、寬8.5-10盧米

。 注意右邊中間部分的 611 圓形，就

是代表「目J 字的符號。(取自〈文
物) 1981年第 1 期)

在早期，已知的甲骨出土地點只有河南安陽縣的渲水地區。一九二八年中國第一

個國立學術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後，它轄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就派出7一

個由李濟、董作賓等學者率領的考古隊到小屯村，去進行大規模的發掘工作。從一九

二八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之間，他們一共發掘了十五吹(三次沒有甲骨 ) ，前後一共

中國語文通訊 1989年 5 月 第 2 期

語文天地

17 



語文天地

18 

(圖二) 其T時期的甲骨文(取自白川靜簣，遍天河譯〈甲骨文的世界) ) 

獲得三萬六千五百六十井有文字的甲骨，收穫是非常之豐富的。這批甲骨目前都仍保

存在臺灣南港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襄。一九四九年後，政府對考古學是非常重視

和支持的。在一九七三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安陽工作隊又在小屯村南地發現

了第二批有字的甲骨，共四五八九片。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間，快西岐山鳳雛

村發現7第三批甲骨，有字的，只共三零三斤。這一批數量雖然較少，但有兩個特點

與以前發掘者不同。第一，它大體是屬於西周的，和以前完全屬於殷商的時代不同。

第二，它的刻字筆畫極之纖細，大小只有零﹒一至零﹒五毫米，和頭髮的租細(一般

是零﹒零九毫米直徑)相差不遠，因此大部分不能用肉眼辨察，也不能傳拓，只能在

顯徵鏡下臨摹出來。

.我們自此才知道，甲骨文並不是殷人的專利，在殷墟以外，還有其他地方有人利

用甲骨書寫記錄，而且另有獨特辦法在堅硬的甲骨上刻鑿出細如毛髮的文字來。

西方學者第一個注意到甲骨文字的是美國長老會保駐山東離縣的一個牧師，加拿

大人明義士( J arnes Mellon MenzÍes )。他一九一四年騎著老白馬往來於洹水南

岸，搜求甲骨，一九一七年首先用摹寫方法出版〈殷墟卡辭} ，這是第一部外國人的

甲骨文專著。他搜集的甲骨材料，大部分保存在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Royal 

OntarÍo Museurn ) ，現在經學者整理拓印，已完全公布了。

中國語艾通訊 1989年 5 月 第 2期



第 第 ( "-..../ 1 語文天地
主

11 
-

A'，、• 
一

-
A'、• 

一
丹

一
丹

自
仇
申
貝
k
l

敵
貞
乎

雀
伐
做

伐

值1

(圖三) 甲骨文拓片和它們的轉艾(取自郭沫若{←辭通廳) ) 

近百年來，經過好幾輩學者的辛勤搜集、整理，對絕大部分出土的甲骨文有系統

地加以結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編的十三巨冊〈甲

骨文合集) [詮CDJ '所般的甲骨文遠四一九五六片之多。關於現存甲骨文的總數，

過去有人泛稱有十萬井之多，其實是誇大了!我們若把散存各處的材料確實點算一

下，合起來最多不過五萬丹左右而已。例如桃孝邊和肯丁兩位先生最近所出版的〈殷

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 [註(2)J '序文里提到所收的甲骨文數字，除去重讀者外，就

只有五二四八六片。這是最近總結的數目。有的著作，說據統計已發現的甲骨有二十

萬片。倘若這是指刻有文字的甲骨而言，那實在是毫無買賣攘，不可相信的。

根據史書記載，商朝早期因為河息，經常遷都，但後期的商王盤庚在公元前十四

世紀左右遷「骰」之後，直至約王亡國為1上，前後二百七十多年間，就沒有再遷都了。

其實，甲骨出土最多的安陽小屯村，正就是殷王都的遺址， <史記〉上稱之為「殷墟」。

由於許多學者的小心考證、研究，我們現在知道小屯甲骨文是商代專門官吏為王室占

卡或舉行祭典或記載入貢後所留下的紀錄，而文中所刻商王和他們的先祖(所謂先

公、先王)的名號和〈史記﹒殷本紀〉的記載逐一比較，絕大部分都是助合的。由於

甲骨文就是商朝的原始檔案，所以它不但為商朝的歷史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開展了上古史的一個新領域，而且同時是中國早期語言、文字最確切的紀錄。中國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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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認為有五千年文化，但周朝以前的歷史、文物，孔子在他的時代已經覺得太久

遠，有文獻不足徵之歎。自從有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誼買賣了傳世殷史是相當可靠

的，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大量殷社會、殷文化的素材。「甲骨學」這一門已經確立的

專門學間，正式把中國文化向前古拓展了整整五、六個世紀。

注釋:

@ 北京中華書局， 1978至1983年間出版。

@ 北京中華書肩，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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