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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中文摘要 

在材料上，目前不曾有學者將卜辭的占辭、驗辭做過全面的整理。而甲骨殘碎，有大量

的內容檢索無法有工具書檢出。如果要研究占、驗辭，計畫內容中已指出這些散碎、檢索不

出的材料內容才是關鍵。所以全面掌握材料，不能依賴檢索工具書來查索「王占曰」的辭例，

而是必須將所有的甲骨拓影一一摘出。在內容上，筆者研究的過程中，經常感到甲骨學者對

於「命辭」重視，而忽略了「占辭」、「驗辭」對甲骨研究的重要性。如果再加上對卜辭的「正

反互足」的文例沒有足夠的警覺，就會經常發生失誤。如「肩凡有疾」有十種不同的學說提

出，現在將卜辭正反互足後，以命辭和占辭結合考察，立刻可刪去其中六種不可能成立的說

法。因此，如能全面地將學者較忽視的占辭、驗辭全部整理起來，把它來和它們的命辭做對

比的研究，這對甲骨學的研究是極具積極意義的。 

此計畫一方面要做到全面掌握卜辭中的占辭及驗辭材料(第一年)；另一方面要對占辭和

驗辭內容做分期分類且深入的內容研究，包括辭例、刻寫程式的差異等。卜辭內容研究的阻

礙主要是甲骨的殘碎，一邊加以復原並對正反互足的文例及對於命辭和占、驗辭對比研究方

法的有效性的有足夠的認識。將相同的內容集中在一塊，加以綴合復原，很多內容可以得到

比較好的理解和研究。 

 

英文摘要 

The oracle bone script of the late Shang, writing on bronzes. The earliest oracle bone script appears even more so 

than examples from late in the period .Before study to work,scholars must first of all seek out where these(占辭、驗

辭) are hiding. That is why any effort to rediscover these inscriptions and make them accessible to the scholas is 

important. 

關鍵詞:甲骨  占辭  驗辭  綴合 

 

報告內容 

前言 

本計畫將卜辭的占辭、驗辭做過全面的整理。目前為第一年,成果主要在材料的整理上。

以下分成幾點述敘目前研究的情況及成果。 

 

研究目的 

本計畫預計分兩年進行甲骨卜辭的占辭及驗辭的整理研究。這是其中的第一年,依原訂計

晝這一年主要為材料的整理及綴合。其目的有以下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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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材料的整理方面： 

（一）、全面掌握卜辭中的占辭及驗辭材料。 

利用工具書找占辭、驗辭有許多材料是找不到的。因此，按甲骨著錄書將有占辭、驗辭

的片子一一檢出是最可靠的作法，目前還沒有學者這樣做過。 

（二）、將掌握的占辭、驗辭加以綴合復原。 

掌握材料後，所有的占辭、驗辭都被搜羅在一起。依照筆者的經驗，能夠有不少的綴合

成果。而這同時也或多或少地復原了原始的史料，一方面增加了研究的材料，一方面又使研

究更準確。如果一經綴合而使得卜辭的占辭、驗辭更完整，就有利於解決問題。 

（三）、全面掌握占辭及驗辭已有的研究成果。 

    找齊所有和占辭、驗辭有關甲骨片子中前人已有的綴合。把甲骨中有關占辭、驗辭

的拓影找出來後，最重要的就是先將這些拓影中，已有學者針對這些片子所做的綴合成果加

入。否則，就材料就會不夠完整。可見充分掌握學者己完成的綴合對於占辭、驗辭材料可以

有大量的補充，不能不加以留意。其次是占辭、驗辭有關甲骨片子要取用最好的拓影。 

（四）、更正大型甲骨釋文工具書中涉及占辭及驗辭的錯誤。首先是未注意正反互足：《甲

骨文合集釋文》等工具書，對於正反互足的辭例都分開來處理，本計畫對於這些拓影的釋文

會更正這種情況。將每一組卜辭的完整性地釋讀在一起，幫助學者從事研究工作。其次是  

未留意前人已完成的綴合：《合集》畢竟已經過了二十多年，因此目前有為數不少可以加強補

正的例子。尤其是近十年兩岸學者對於甲骨新的綴合成果相當豐富，必須在與占辭、驗辭有

關圖版及釋文，本計畫可以做立即的呈現及反映。最後是遺漏的材料：大型著錄書對於拓影

的收錄是選擇性的，但如果要把所有的占辭和驗辭拓影都找出來，就不能僅根據《合集》。而

是要將《合集》未收的每一本舊著錄號碼都一一核對。 

 

文獻探討 

前人的研究成果方面，有兩個部分： 

一、關於甲骨文例方面的研究 

首先是關於卜辭刻寫程式，有前辭、命辭、占辭、驗辭四種。黃天樹先生提出了屬於小

屯南地的無名組及歷組卜辭，有刻下施用紀錄的「用辭」。姚萱女士在裘錫圭先生「果辭」研

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卜辭中有「孚辭」的情況。使得我們對於卜辭的刻寫程式有進一步

的認識。其次是關於卜辭文例中正反互足辭例的研究，陳偉湛先生提到：一條卜辭往往分刻

兩處，一部分在甲或骨的正面，另一部分卻刻在反面。李旼姈《甲骨文例研究》也有論述。

筆者曾指出：既然甲骨研究者已經掌握卜辭有「正反互足」的情況，為什麼還將之分開處理

呢？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卜辭刻得簡略，且常有省略部分刻辭，引用者誤以為卜

辭的不完整是簡省的結果，而未意識到可能在龜甲的反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卜辭多數是殘

碎的，有時一版不完整的龜版或卜骨，因為尚有殘缺，所以對於正反卜辭其間的相互關係就

持保留的態度。如能認識「正反互足例」對於釋讀卜辭及研究卜辭相關內容的重要性，對於

此種現象應該就會更加重視。 

 

二、關於占辭、驗辭的全面整理與綴合 

首先是綴合的工作：以往並沒有學者以占辭和驗辭為對象專門從事綴合的。但是現在的

成果中，有不少是涉及到占、驗辭的，但是比較分散。由於這方面的文章，筆者搜羅較全，

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將之檢出。其次是其次是同文例搜集的工作，這方面目前收集最完整的

除合集之外,是蔡哲茂先生發表的〈甲骨文合集同文例號碼表〉（1999 年）。而專門從事同文例

研究的則有李善貞《甲骨文同文例研究》（2001 年），可惜也是沒有針對占辭、驗辭探討。筆

者認為，透過同文例、成套卜辭去檢視其占辭和驗辭是否有細微的差異，可以有一些成果。

整體而言，因為以往從沒學者有把占辭和驗辭一一檢出的想法，本計畫有此一構想，並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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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學者常忽視的正反互足例比對命辭和占、驗辭。所以這方面前人成果的文獻自然沒有和

主題完全相同的。不過就如筆者上述的，仍有不少研究是前人已取得成果的，以下筆者列出

有關的重要參考資料。 

 

研究方法 

本計畫的研究方法，首先是地毯式窮究性地把甲骨著錄中有關占辭和驗辭的材料完整地

收錄。然後根據考古學方法中的類型學將這些甲骨片依字跡分類，再參照以往的分組分期的

知識加以整合。其次是將分類好的材料加以綴合整理。最後則是研究各類別的卜辭占辭、驗

辭的刻寫程式之間的繁省、異同，及造成的原因是什麼加以考察。並利用這些材料，根據上

文所舉的例證處理卜辭中的疑難詞語。可以說是在材料整理後，一方面吸收學界對這些甲骨

內容的研究成果，一方面透過重新整理後更完整更全面的材料，並提出筆者對相關甲骨內容

的研究意見。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由於第一年的計畫，主要在材料整理方面，因此以下成果的展現也集中在這方面。本計

畫目前完成卜辭中含有占辭、驗辭拓影的號碼檢索對照表。這個號碼表可以反映學界目前最

新、最正確的卜辭中占辭、驗辭的檢索表。非常適合學界利用它做進一步的研究的基礎。其

次是綴合。由於計畫的進行中，必須粘貼目前最新的甲骨綴合，必須手摹過所有的甲骨至少

一次，必須找出內容相關或同文的甲骨。因此筆者在操作的過程中，和原先預期的結果相同，

有不少新的綴合會在這次計畫的執行過程中陸續發現。在執行計畫的這一年內，筆的新綴合

的甲骨超過 100 組。以下筆者將這些綴合成果中，其中包括占辭驗辭的綴合成果,計有十五組

羅列如下：2009 年 8 月 1 日-2010 年 7 月 31 日林宏明綴合成果中有占辭、驗辭者，發表於「先

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 

 

 綴合號 出處 備註 

1 合 11918（前 7.21.1）+

合 6279（續存上 568、善

5826） 

〈賓組卜骨卜辭新綴第一例〉 

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1628.html  

2009 年 09 月 9 日 

2 蔡綴 14（合 13598+懷

B0956）+蔡綴 16（合 3529+

合 12813 正） 

〈甲骨新綴第四~六例〉，第四例 

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1648.html 

2009 年 09 月 20 日 

3 合 12814 正+合 13601 〈甲骨新綴第四~六例〉，第五例 

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1648.html 

2009 年 09 月 20 日 

與第四例同文 

4 合 10292（前 3.32.5）+

合 12309（簠天 48+簠天

73、簠拓 38、續 4.10.3

不全） 

〈甲骨新綴第廿八~廿九例〉，第

二十九例 

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1710.html 

2009 年 10 月 19 日 

5 合 12476（誠 66、善 7793）

+合 13447（簠天 4、簠拓

66、續 4.45.7 不全） 

〈甲骨新綴第卅~卅一例〉，第卅

一例 

http://www.xianqin.org/blog

2009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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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s/1714.html 

6 合 13216（續存下 86-87、

歷拓 2406）遙綴合 40326

（庫 1874、英 1079） 

〈甲骨新綴第卅七~四十例〉，第

卅八例 

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1726.html 

2009 年 10 月 26 日 

7 合 6017 正反（歷拓 9959

正反）+合 16124 正反［（善

19956 正反、續存上 980

（反）］ 

〈甲骨新綴第四二例〉 

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1738.html 

2009 年 11 月 5 日 

8 合 11706 正反［餘 16.2（正

不全）、戩 46.10（正）、

續 5.32.4（正不全）、歷

拓 9611 正反、上博

468-398 正反］+合 17305

正反［南師 2.80（正）、

南師 2.81（反）］ 

〈甲骨新綴第四五例〉 

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1743.html 

2009 年 11 月 8 日 

9 合 16913 正（鐡 18.3、戩

30.10、續 4.39.7、歷拓

9444 正）+合 17076（鐡

247.2） 

〈甲骨新綴第四七例〉 

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1746.html 

2009 年 11 月 9 日 

10 合 7189（粹 1141AB、善

14529）+合 17827 正（善

14615） 

〈甲骨新綴第四八例〉 

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1748.html 

2009 年 11 月 10 日 

11 合 17028 正（珠 275）+合

補 3446（歷拓 12182） 

〈甲骨新綴第五五~五八例〉，第

五六例 

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1786.html 

2009 年 11 月 18 日 

12 合 12762（歷拓 10770）+

合補 3792（歷藏 4838） 

〈甲骨新綴第五九例〉 

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1791.html 

2009 年 11 月 19 日 

13 合 6062（前 7.17.1、通

499）+合補 6438（歷藏

20328） 

〈甲骨新綴第六一例〉 

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1799.html 

2009 年 11 月 20 日 

14 蔡綴［合補 867（掇二 194）

+史購 116］+合 14009 正

（簠典 117+契 184、簠拓

404、續 4.25.1 不全） 

〈甲骨新綴第八○~八一例〉，第

八十組 

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1929.html 

2010 年 05 月 31 日

蔡綴為蔡哲茂先生

於 2010.5.31 發表，

見先秦史研究室網

站。 

15 合 18996（契 581、北大

2481）+史購 043 正 

〈甲骨新綴第九○例〉 

http://www.xianqin.org/blog

/archives/1949.html 

2010 年 0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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