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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所見地支紀日例

黃賣?亡率討

中國古代紀日用干支，相傳始於黃帝時代「大讀作甲子 J (<史記﹒唐書﹒索隨〉

引《世本>)。但是，迄今為止，我們所能看到的組日用干支的最早資料只有殷爐出土

的商代甲骨文。

對於商朝人用干支紀日這個問題，在有關著述中，甲骨學學者一般都認為商朝人是

不以地支東記日的。現擇其要者，登錄於下:

(一)董作賓先生在《←辭中所見之殷曆》一文中認為: r商代雖用干支記日，卻

以十干為主，有時只記干而不記支。 J (<:安闡發攝報告》第3期488頁)

(二)陳夢家先生在《殷虛←辭諒述》一書中認為: r r甲子商』可以省作『甲商』
而不能省作『子商.ß 0 J (93頁)

(三)張棄權先生在《甲骨文中所見的「數 J )一文中認為: r在甲骨文中，記日

的方法，固然是用干支，但它們的省稱，往往只用天干，而不以地支。譬如: Ir甲子』

只省稱『甲 JJ .而不省稱『子 JJ 0 J (<:黨制IJ> 第46本第3分'77頁)

土建學者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都認為甲骨文中是不以地支來記日的。受其影響，

一般講中國古代曆榕的書也常常引用他們的觀點。倒姐在大陸高等院校文科專業廣逆

使用的一部較有影響的教材，即王力先生主緝的《古代漢語》一書中的「古代文他常誠﹒

曆怯」一節中，自 1962年的初版本直至1989年的催訂本中都是適麼說的:

古人紀日有時只記天干不記地支，例如《楚辭﹒哀郭) r出國門而鬱懷兮，甲

主瞳吾以行」。造種情祝在甲骨文時代也已經有了。用地支紀日比較後起，大

多限於特定的日子如「子卯不樂 J (禮記﹒檀弓)、三月上巳主頌。

那麼，實際情況是否姐此呢?就筆者所見，用地支來記日的例子在甲骨文中已經有了，

只是由於不太多見，所JtJ.不大為甲骨學學者所注意。茲將筆者所看到的例證驢列於下。

為印刷方便，所引←辭及銅器銘文的釋文儘量使用通行字體。釋文中旬末一律標句號。

(1 )今辛未王夕步。

令未勿夕步。 甲骨文合黨(以下簡稱「合 J ) 7772 

(2) 貞:單己巳勿宜。

貞:單巳勿宜。 合物521+5468 (第哲茂續)

0) 甲戌貞:乙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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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貞:子亡憂。 明義士收藏甲骨2612

(4) 主曹辰雨。 合 19885

(5) 乙丑←內:單寅敢﹒丙允敵。 合 1'14白

(6) 貞:單申雨。

皮不其雨。 合 12'49

(7) 單卯街白。

盟卯幼俏。 合6478反

(8) 丙辰←爭貞:單巳俏于丁。 合19'4

(9) 要巳←貞:旬，二月。主日巳，亮女老，延商小。 合21021

( 1的貞:今圖用于批己。 合454反

(11) 王午←賓貞:單商回歸。 含19517

(12) 戊申令:單茵舞。允因。 金璋所藏甲骨←辭488

(1') 丙辰←:單T巳先用三牢、贅。于茵用。 合'2148

(14) 甲午王←貞:乍余酒朕構(此字當多續為「拜 J ，今暫接北京大學研究生冀

小軍的畢業論文讀為門事 J ) ，茵余步從白。 合'6482

在上引措辭塾， ( 1 )是一對正反對貞←辭，正面←辭用辛未記日，反面←辭用地支

「未」記日， r未」當是呂學未乏省。 (2) 中己巴和「巳 J 對學，可禮地支「巳」為己巳

乏省。(，)中的申戌日←間「乙亡憂 J ，甲戌主次日為乙亥，則天干「乙」為乙亥乏

省;乙亥日←間「子亡聾 J ，乙亥之次日14，丙子，則地支「子」為丙子主省。 (4) 中

天干「岳」興地支「展J 對舉。 行)中命辭用地支「寅J 而驗辭中用天干 r丙」記日，

可鐘「寅 J 14，丙寅主省。 (6) 中「貞單申商J 和「皮不其商」兩辭芝間，骨版上 IIJ

有一道界線。裘錫圭先生告訴我說: r迪是劃錯界線。 J 可備一說。如果不是IIJ錯界線

的話，則是地支「申」和天干「丙J 對學， r 申 J 可以看作是庚申芝省。請人俞植在

〈古書接義舉例〉一書中指出:古書中「兩文相承，或黨土而省，或探下而省。」讀此，

上引 (1) 至 (4) 屬「蒙上文而省例 J ， (5) (6) 屬「探下文而省例」。

前引 (7) 至 (14) 雖無對舉或對貞闢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地支紀日主字之

前大多冠有「令J 、 「盟 J 、 「于 J 等祠，商朝人←問時日的←辭，常常以「令 J 與

「單J 、 「來 j 對學，或←辭近稱的紀時乏前加虛詞「蔥 J ，連稱者加虛詞「于 J , 

「蔥 J 與「于J 是相對的，如:

貞:蔥盟真未酒。

貞:于來乙百酒。 合妞"

所令時間較近的用「蔥J ，較遠的用「于J 。接此， (7) 中 z rYlJJ , (8) (9) 中

主「巳 J , 們的至 (14) 中乏「茵 J ，都可以看作是地支紀日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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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西周金文中有時也能看到用地支紀日的例子，附記於此:

《辰在寅鐘):唯十月既生霸，展在寅。口口自作實鐘，其子孫其(? )永賀。

三代吉金文存8.5.2

《要尊):粵王在賊。巳夕，侯易諸翊臣二百家…… 西消古鑑 8. 努

可見地支紀日始於商代的甲骨文應該是沒有疑義的。

過去，由於甲骨學學者大都認為甲骨文中是不以地支紀日的，所以對於下引追悔←

辭:

(15) 乙亥←:又十牢十伐大甲申。 殷契粹揖477 (又見合扭扭1)

郭法若先生《殷契粹績考釋》說: r大甲下著一申字未解何義，若為甲申連文，則于大

字亦無說。」我們認為追悔←辭可以在大甲主後讀斷，大甲下的「申」字可看作是「甲

申 J Z省。土引造條←辭的意思是說: jlJ 甲申那天(甲申是乙亥以後的第九天) ，用十

大牢和十個砍頭人牲察把大甲好不好。←辭要時間辭後置的例子很常見，如:

苦辰←:又大乙，乙未。 小屯南地甲骨(以下簡稱「屯 J ) 339 

己圓←:又位大乙，乙卯。 合32217

這是時間辭後置而不省主例。如果省稱時僅用地支紀日，即與上引 (15) 同。與 (15)

文例相同並以地支組日的←辭還有以下諸例:

(16) 丁卯←:延曹通(此字原文從 1 從用〉大戊，辰。 合 19834

(17) 己巳←:又做祖乙，亥。 合32072

(18) 甲辰←:酒攀登祖乙，巳。 甲骨績合新組706

(19) 因祖乙，巳。 合32防9

(20) 辛卯←:又祖乙，末。 合32間4

(21) 乙圓白祖乙，未。 合899

(22) 甲午←:商(? )又能父乙，末。 合964

(23) 要丑←:口(此字從「女」從 r~J )祖乙，卯。 合 19765

(24) 真卯貞:酒升載于大甲，辰，五牢。茲用。 屯29野

(25) 口口貞:土甲力于大乙，卯。 屯9閱

(26) 丁亥←:酒御批庚，寅，牢(此字原文從「竿 J )。 合22258

(27) 己亥←:樹叢于天(大)廈，子，盧母家。 合22077

(28) 回祖戊，寅。用。 合22仿1

(16) 至 (28) 辭中先王先批名下的地支字，與 (15) 一樣可以看作是以地支紀目的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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