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識初識甲骨文甲骨文



• 一、甲骨文使用年代





•  依司馬遷《史記•殷本紀》所載，殷
商王朝從「成湯大乙」到「紂王帝辛」
，歷十七代、三十位王，共二百七十三
年。



•三千年前的殷商時代，因其時民眾未具
今日天文、地理知識，對天地間日月星
辰、風火雷電等自然現象難以理解，因
之對該等「神秘力量」尤為驚懼，「敬
天畏神」之風相延成習，代代相傳，故
而奉祀祖先、祭拜天神成為日常必修之
課業。 



•《禮記•表記》記載：「殷人尊神，率
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
尊而不親。」居於高位之君主及王公貴
族遇有疑難雜症或必須決斷之事，必先
占卜，問其吉凶。 



•在求神問卜的過程中，經由燒灼龜甲或獸骨
，並審視其裂紋，以斷其凶吉。而每次占卜
活動，由占卜者（貞人）主持，並解釋其結
果，隨後由紀錄者（占人）以其時所用之
「碧玉刀」或「青銅刀」將之契刻於甲骨之
上，其內容包括由何人占卜、占卜過程、龜
甲顯示之兆象及其他相關事項，都必須詳加
記載，此即今所謂「卜辭」，也就是挖掘出
土之甲骨上所見之符號文字。 



•該文字記載，經考據為商王問疑的卜辭
，即所謂「王卜辭」，另有少數為王公
貴族問疑者，此即「非王卜辭」。而該
等「卜辭」之內容非常多元而豐富，舉
凡祭祀、征伐、風雨、田獵、出入、收
成、氣象、疾病、生育、宴享……等日
常生活行事，無所不占。 











• 二、甲骨文發現時間及原委



•清光緒初年，在「殷墟」舊都遺址（今河
南安陽小屯村）附近農民在田間耕作時，偶
然間發現一些刻有「奇特符號」的龜甲與獸
骨，其時農民未悉其為何物，經口耳相傳具
有某種治病效果，遂送往藥舖換取薄酬，嗣
藥商另以「龍骨」（亦有稱「敗龜板」）名
義磨成粉末出售，並謂其為刀傷靈藥。 



•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家居
北京的金石學家王懿榮，在藥材中偶然
發現此物，見其上刻有細小「文字」，
頗具古樸風貌，卻未識其義，經初步鑑
定該等甲骨殘片為重要的古代遺物，遂
開始大量蒐集、研究，一時傳聞京津一
帶，並蔚然成風。 







• 三、甲骨文之珍貴性



•民國十七年間，我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成立，所長傅斯年先生亦對
此珍貴文物極為重視，並認深具研究價
值，遂指派董作賓前往安陽，前後十年
間在殷墟共發掘十五次 









•三千年前之珍貴文物，其價值絕非金錢
所能衡量，其書寫文字更是我中華文化
之根源。二ＯＯ六年間，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並通過將「殷墟」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此亦我炎黃子孫共有之文化榮光。 





• 四、甲骨文書寫創作



•自一八九九年發現甲骨文字以來，所發
掘出土之龜甲、獸骨總計逾十六萬片以
上，經演繹、考釋、彙整總字數達五千
餘字，其中經學者考證釋定，並公認可
識者僅千字左右 



•前述金石學家王懿榮先生於一八九九年
在龜甲殘片上發現古文字，因而首開
「甲骨文學」之研究，嗣於一九Ｏ三年
，《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集結甲骨文
字刊印了一部《鐵雲藏龜》（共六冊）
，一般均視為研究甲骨的濫觴，自此甲
骨文學風采日盛。 



• 在「甲學四堂」 - - 羅振玉（雪堂）、
王國維（觀堂）、董作賓（彥堂）、郭
沫若（鼎堂）及諸多對甲骨有興趣之學
者賡續努力下，經由挖掘、蒐集、鑽研
、考證及研釋過程中，於清末民初逐漸
形成了一門嶄新、嚴謹且有系統的學術
研究領域 - - 甲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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