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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首字的用法分析

一一試論殷商語法中否定的否定式: “不首"、“勿首"

管變初

甲骨文莎字，孫話讓〈契文學例﹒文字第九〉釋茲去:“此當為首字， (說丈
﹒首部) :宮，且不正也，從 γ 目，讀若末。 'rltï即于，下從 W 者，目之異丈。"
本文從孫氏釋迦為首。首字有不同的形體，例如:

(一)筍粹47
頭前

前7.26.1

快 276

南994

粹440

前4.49.4

前4.49.1

(二)涉v 甲3側
(三)乎乎食粹929

甲615

甲 1565

‘IP 乙478
4ψ 甲3510
弋td 前4.49.6

?前4.50.1

也4 乙32

JCjj6 
理軍前2.8.5

~f9 ~粹706
l ;r:) 甲 1538

這個首字在甲骨卡辭中有不同的用法。本文在所見到的一百八十多個例字中，除去

殘文隻字，以一百二十個用例作為分析資料，分成八額。

一、 “首日"連用，用作動詞謂語的主要成份，佔全部用例的38% ，例如:

(1)貞:空白戊，王其田孟，首臼亡災。(甲1650 ) 

(2)玉其田戰，首日不吉。(甲2073 ) 

(3)王往田，首日，不壽大風。(甲615 ) 

(4)貞:王其省孟田，首日不雨。(粹929 ) 

(5)亦雨自北，大敗，吳首日。(乙32 ) 

(6)癸玄卡，貞旬，一夕大雨自東，九日辛未大采，

劑云，吩雨，允首日。(乙478 ) 

二、 “官"單獨用作動詞謂語，佔 3 %，例如:

(1)玉其田，直孟，首，亡田。(甲793 ) 

(2)圭王其田，官，不遲大雨。(甲14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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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日:

如:

(3)了未隻，首。(乙2915 ) 

三、 “宮"位於謂語的主要動詞之前作修飾語，佔 5 %.例如:

(1)辛巳←，可貞:今首T于口。(鐵189.1 ) 

(2)口辰卡，可貞:首雯十厭。(鐵86.3)

(3)口戌扒出貞:首T於祖辛，二月。(錄294 ) 

(4)首用一牛。(林2.13.7 ) 

四、 “不"和“冒"連用，位於謂語的主要動詞之前作修飾語，佔10%. 例如:

(1)圭午扒芳貞:徊不首本，多臣往卷。(粹1169 ) 

(2)乙亥不首慨。(乙1428 ) 

(3)己巳卡玉，圭申不首雨，二月。(前4.49.1 ) 

(4)乙巳王貞，啟乎兄曰:孟方抓人其出伐↓自高，其令東4至于高，弗每，不首
唔，王回L日吉。( ;æ581 ) 

(5)丁〉p王快:今囚曲九咎，余其從多田于多自正孟方自心，直衣，翠臼步
亡汁，自上下于是又示，余受叉二，不首咚，田告于拉大芭商，亡彷才 I.{
王田b 日弘吉，才十月，還大丁望。(甲2416 ) 

五、 “勿( ~~ ) "和“首"連用，位於謂語主要動詞之前，作修飾語，佔36%. 例

(1)貞:勿首告于祖丁。(乙2045 ) 

(2)勿首用加。(乙1957 ) 

(3)丁玄貞:的首酒吭伐。(粹440 ) 

(4)貞:勿首寰。(前4.49.2)

(5)了丑卡，芳貞:世於丁，勿首幸用。(甲3510 ) 

(6)貞:勿首于母丙世小辛(鐵97.2 ) 

(7)勿首出。(前4.49.6)

(8)丁茵卡，呼貞:王勿首日父乙口。(後下40.6 ) 

(9)貞:勿首令學。(乙間)
(10)圭戌卡，直貞:勿莒求年。(庫1537 ) 

(11)戊戌 r. 13 貞:勿首登人三千口口。(庫11)

(12)戊于扒勿首正曲。(卡 244 ) 

六、 “勿(明) "和“首"連用，在謂語中用作修飾語，中心語省略，佔 6 %.例

(1)王申卡，王貞:用一卡? ~~首? (乙9074 ) 

(2)貞:勿莒三牛? (乙8334 ) 

(3)貞:勿莒于南庚。(乙5794 ) 

七、 “亡"和“首"連用，位於謂語主要動詞之前，用作修飾語，佔 1 %.如:

(1)己商貞玉，亡首字，入方。(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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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弗"和“首"連用，位於謂語主要動詞之前，用作修飾語，佔 1 %.如

(1)辛亥卡，弗首用一百羊牢，口用? (前4.49.3 ) 

首字的各種形體，大致可以分為嘿，隸定為自(沿) .當 (弩 ) .增
( 1 煞)。這三類形體與用法的配合， “昔日"的首大多用禪額， “不首"的首大多
用苦巔， “勿首"的首都用首類。 “ 3舊日"的 5書也有用首額形體的，如

(1)圭戌扒雨?今日小采允大雨，社仗，莒(按)日佳時。(俠的)

倒首(每)日大敗，臭亦亭。(集20957 ).., 

(3) Éi扯大風自西，弗怯， i恥雨，允首(明!')日。(乙 478 ) 

“不曾咱也有用首類形體的，如，

(1)固已同圭申不首(品)雨，二月。(前4.49.1 ) 

(2)丙辰t-. ~.!I\;\。

圭戌t-~~ i三月華，卯口回首(司長時，不口。(快88州
因此，我們可以說首字的三頭形體是同一個字的不同寫法。

前輩學者考釋這&宇:孫詣讓民釋“官"之外，輪到殷虛書契考釋〉釋為":.=F-"，
學者多從之。

郭沫若先生在做契粹編〉中緝隸定為帥，謂:的字舊釋為羊，撰以丈義，無
一可通。案此當是間若塵之古文，像鷹瞬鳴視之形。此二辭

丙于卡，需貞:勿論酒河?
丙于卡，可貞:乎言酒河，實三犬、三羊，卯五牛口? (粹47 ) 

以“勿抬酒河"及“乎言酒河"為對貞，細審其意，蓋的與言均當為虛辭，鴿用
為遷，言讀為愛也。

蔣維攝〈摯的提問} (見〈山東大學學報) 1959年第 3 期)一文中釋純為巔，
“ 巔 " 、 “Y其丈r，"t，
借。 d晶!泡包所像的可能是顛頭，§拍!宿§ 可能是顛的早期象形字。

張政娘先生在中國古文字學會第四屆年會上發表的論文〈殷契首字說〉中說:郭老

謂舖非羊字，是也。其他意見則非。酒是用酒鯽，河是如巴對象。乎讀為呼，一般
乎?是都是人名，言字在卡辭中也常作人名出現。粹四七丹的言當是從事酒河的人名。“勿

論酒河"和“乎言酒河"二句酬，沒有“乎言"二字是把酒河的人名省去了。 “勿
帥"二字在動詞前，明顯是個副詞，表明酒河的狀況。飾和言詞性不同，不成對立
面，字義無可比附，郭老以“均當為虛詞"解之，義不可通。‘9 從羊有二目，是會意

字，故有時也寫作品:僅用一目。例如
iF 雨，允畸型，日。(集21021 ) 

lJ? 白大顱，吳亦雨。(如0957) ~ 
可見間在字中只表示眼睛，和目相同，決不是聲符，、w 不讀間音.也不得借用為邊。

孫詣讓釋@謂此當為首字"，其說質朴可信。即以主舉首日一詞言之，首蓋讀為眛，
眛日即昧，是日光不明之義。

11 



前人從各個角度考釋首字，深受贓。就用例而論，蔣維耀先生釋這9 鯽，假為
其，對第一類第二類用例不好講。張政恨先生贊同孫話讓氏釋“官，'，論述“勿首酒河"

和“乎言酒河"非對稱句式;證明芳和多是同一個字。可通解各類用例，令人信
服。@

上述首字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顯用法中“首"與“不"、 “勿(~~) "、

“亡"、 “弗"連用， “不官"、 “勿首"、 “亡首

〈殷契首字說〉說，首和蔑讀音相同，義亦相近， 卡辭中的首字可讀為蔑。蔑是細小，

是輕易即蔑棍，都不是好字眼; “勿"是不耍， “不"是不僧，用否定詞“勿"或“不"

擺在“首"前，否定的否定而產生積極的意思。(字說〉以“勿莒"、 “不官"為表示

肯定的情狀副詞通釋包涵“勿苗"、 “不首"的卡辭三十七條。 “勿首"、 “不首"有

用在對貞卡辭中的，本文試圖從對貞中探索它的涵義。

卡辭對貞，有各種方式，其中常見的一種是並列正反兩辭，正面辭旬用肯定式，反

面的辭句用否定式。例如:

(1)其又于大乙至于大甲?

"又? (粹132 ) 

(2)癸商卡，芳貞:時歲于唐?

貞:勿陽歲，一月? (粹167 ) 

(3)己玄札即貞:翠庚于其叉才伐?

貞:母叉，六月? (粹329 ) 

(4)主子扎今日雨?

不雨? (粹670 ) 

(5)貞:午防守南庚?

貞: 但卉。? (粹270 ) 

(6)二月貞， 卡子亡若?

二月， 卡文若? (粹1255 ) 
上列否定句中除了動詞‘J亡"之外，都有否定副詞“明"、 “勿"、 “母"。 “不"作

修飾語。 “不首"、 “勿首"在對貞←辭中的用法和“不"、 “勿"相同，例如:

(1)圭戌卡，爭貞:莖乙丑，出伐于唐，用?

貞:翠乙丑，勿首出伐于唐? (乙753 ) 

(2)貞:出于南庚伐，卯辛?

勿首用伐于南庚，卯幸? (乙6546 ) 

(3)癸玄卡，爭貞:我蠢，受世年?

貞:勿首蠢，受世年(乙7750 ) 

(4)貞:世于國戊?

勿首T于周戊? (合 194 ) 

(5)乙卯卡，晶質貞:來乙豆豆酒下乙，十伐 T五，卯十辛?二旬T一日乙園酒，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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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首佐乙亥酒下乙，十伐T五，卯十幸? (z:.1983) 

(6)宙乙亥酒?

勿首乙亥酒? (合173 反)

(7)丙于卡，呼貞:勿首酒河?

丙子卡，呼貞:乎言酒河，實三犬三羊，因五牛? (粹48 ) 

(8)貞:出于父乙?

勿首于父乙? (z:.7233) 

(9) 甲午卡，爭貞:翠乙采用可?用，之日霍。

甲午卡，爭貞:翠乙未勿首用可? (乙1941 ) 

上列各例中“勿首"是動詞的修飾語。

甲骨卡辭有用兼語式句子構成的，例如:

(關:乎徊冊?
貞:勿首乎個珊? (集10171 ) 

(2)癸玄卡，旁貞:今日勿首令受?

受? (前7.26.1 ) 

. 

上列第一例的大意是: “呼召某迎接典珊? "“勿首呼召某迎接典珊? "省略了兼語‘黨";

第二例的大意是: “今日勿首命令受做什麼事? " “受做什麼事? "省略了兼語後面的

謂語喻什麼"。也有不省略的，如喃寅卡貞:勿首令逆從遁入于寶" (見〈殷契
首字說〉引南師二99 ) , “逆"是兼語。兼語式中第一(兼語前)動詞字數極為有限，

這種用法的動詞可以受否定副詞、時態副詞修飾，一般不受情狀副詞修飾。上列三例中

“勿苗"修飾兼語式的第一動詞“乎"和“令"， “勿首"有可能不是情狀副詞。

對貞不必是一對一，有一句對兩句或三旬的，例如:

(1)主寅卡，可貞:自今至于甲辰，于商，或基方?

圭寅卡，可貞:自今至于耳辰，子商弗其哎‘基方?
圭寅卡，可貞:子商不首.J"..\基方? (乙6692 ) 

(2)貞:時批庚十l咿?
勿~于此庚十可~?

勿T于批庚?

勿媚莒世肝十巷寺~?叭(乙邵6盯仰7閃
上列例(山1)的大意是“從圭寅至甲辰這三天于商征伐基方?從圭寅至甲辰這三天于商不征

伐基方?子商不首征伐基方? "第一旬第二旬間三天里打不打基方， .第三句可能在間不

打基方，無論哪一天。例(2)中的哎，是祭品，對貞的大量、是“用十可‘備祭批庚?勿用

十守備祭批庚?勿備祭批庚?J首用十守備祭? "這個對貞一正三反，否定句中用
“勿"或“勿首"修飾“世"，根攘上下文， “勿首"表示否定，不宜作別的解釋。

從上面的卡辭對貞中可以見到， “勿首"、 “不首"和“不"、 “勿"等否定副詞

的用法相同，推想這些語詞表示否定的基本意義也是相間的，或者語氣略有輕重之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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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首曰"是個動實結構詞組，表示陰天的意思，如第一頓用法。在這類例句

中有時單用一個“首"也表示陰天，省略了“曰"，如第二類用法。 “勿(明)首"、“不

首"、 “亡首"、 “弗首"跟“首曰"的結構關係不同， “勿(防) "、 “不"、“亡"、

“弗"可以單獨用作悔飾語， “首"也可以單獨用作修飾語，都能夠自由運用，是單詞。

“勿"、 “不"、 “亡"、 “弗"是否定副詞; “首"也表示否定，如第三類用法。所

以第四、五、九六、七、八類用法的“勿(明)苗"、 “亡首"、 “不首"、 “弗官"是

兩個否定副詞構成的並列詞組。這就發生一個問題:否定的否定仍表示否定。我們知道，

古代漢語語法從西周以下都是否定的否定表示肯定，例如:

(以身三年靜東或，亡不成數天畏，否與屯陽。(班殷)
(2)女母弗帥用先王乍明井，俗女弗目乃辟函于聽。(毛公鼎)

(3)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間不反白，艱大。(書﹒大話)

(4)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蕩)

(5)呂踴郤稱冀丙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曹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左

傳. f喜公十年)

並列否定副詞，即使譜法作用是否定的，詞匯意義還是表示肯定，例如

(6)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痕。(詩﹒小雅﹒天保)

古漢語用代詞作實語的否定式動實結構，實語先置。這個例子中的代詞賓語“爾"在動

詞“承"之先，是受否定副詞“無不"值飾的影響，然而“無不"是表示肯定的意思。

那末，甲骨刻辭中是不是所有否定的否定都表示否定呢?不是。有一慷對貞卡辭:

(7)貞:周弗亡囚?

貞:周弗其T凹，七月? (丙172 ) 

這條←辭下一句顯然表示否定，上一句“弗亡"連用，表示肯定。這是說，甲骨刻辭否

定的否定表示否定，僅限於並列結構的副詞性修飾語。

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殷商典籍極少，今文〈尚書﹒商書〉五篇，不一定都是毀人的

語言。<商書〉中否定的否定有表示肯定的，如:

(1)嗚呼!古我前后，間不惟民之承。(盤庚)

(2)今我民間不欲喪，曰:天屬不降戚。(西伯戲黎)

(3)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究。(徵子)

但是也有否定的否定表示否定的，如:

(4)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

數于爾邦? (西伯戳黎)

這個例子的大意是: “祖伊回來，說: 唉!你的罪行上天都知道了，殷朝就要擴亡，

從你的作為上看得出來，你能說授命于天，不被周邦消祺嗎? ' "這句話裹的“不"和

“無"是兩個否定副詞，用在一起表示否定。這樣的用法古書中罕見，想必是殷商語言

習慣的遺遠。

根接首字的用法分析，我們推想，殷虛甲骨刻辭中兩個否定副詞並列在一起修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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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心語的時候仍舊表示否定，反映了殷商語法中“否定+否定=否定"的一種獨特

方式。

帥: 叫南地甲骨〉中有“ 3 日"、 明 i" .其用法與啪"、“開首"
極相似。例如: fI. 

(1)庚申卡玉，其省弋田，回辛可曰亡國?

口口口玉，其省弋田，于乙$日亡西?永白。
于圭子，臼亡呢?永王。(南1013 ) 

(2)于戊田，亡呢?永王。1.

辛茵卡，璽日圭'.王其田于 5玄，于日亡呢?
口口商情田，已茁 日亡呢?永王。(南2851 ) 

1 日"共見八例。
(伊新車$用上甲，又回?
F串串其閻新車又可(南3伽) J.. A 

甲骨文于字的用法，除上列“多日"、 “明亭"、 “'3'''之外，還有:

(4)主戌卡，用手乙丑?

癸針，用手甲戌?
癸袁卡，用.!l.乙丑?.

口支卡，口來乙亥用多? (南2534 ) 

(5)口口$示十多世-)。芳。(刷刷)
(6)已卯，王口來參伐頁。(鐵四﹒四)
前輩學者對$字的考釋分歧，有釋矛釋可釋倒家釋夕釋匹釋身釋屯諸說. ，未有定

論。當時“$品、 “亨lJ~" 等用法尚未發現。按甲骨文有侈字，亦作包若修
車口

(1)其'也于向。(南205 ) 

倒庚丸，翠日辛王其 tb 于向，亡呢。(南î 678) 1.1. 

(3)癸玄趴在向貞，王旬亡啦，在六月，王。于上墓。( 3æ596 ) 

上列末一例郭沫若先生在〈卡辭通黨〉中釋為“越"。則乎可3成字， “戚"與“苗"

上古商同部。 “ .!J E1"、 “明.!l- "中的“學"和“首曰"、“明宮"中的“首"是

否同源、詞?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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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例旬引書簡稱

鐵 鐵雲藏龜

前 殷虛書契前編

後 殷虛書契後編

庫 庫方二氏骰虛←辭

林 龜甲獸骨文字

錄 甲骨文錄

明 明義士殷盧卡辭

快 殷契快存

通 ←辭通.

粹 殷契粹編

甲 小屯肢虛文字甲編

乙 小屯殷虛丈字乙編

丙 小屯殷虛文字丙編

i口L 殷虛文字顯合

南 小屯南地甲骨

集 甲骨文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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