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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胡厚宣先生在五○年代將其在四○年代各地所搜集的甲骨實物及拓

片出版，先後出版「戰後新獲甲骨集」三本甲骨著錄，本計畫是針對其

中的《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摹本三冊，1951 年 11 月)為研究的主體材

料，共計甲骨 3276 片。當時胡氏對的出版計畫是要將摹本、拓本與釋文

一併出版，但是宥於當時的條件及企望「茲應甲骨學研究之急需，先將

摹本，付印出版。」可是後來拓影和釋文的工作一直沒有付諸實現。 

1982 年《甲骨文合集》收錄此書部分甲骨，1999 年《甲骨文合集補

編》又收錄部分，但是整體而言二書對本書所收的拓影比例仍太低，所

收的拓影也有不少錯誤，釋文的工作根據以上的圖版，自然就產生更多

不足及錯誤。至於對甲骨內容的「考證」則付之闕如。因此，筆者研究

甲骨的過程中，深深覺得《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中 3276 片的甲骨，必

須要重新整理研究。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整理《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一書，並且依照最完整、清晰

的拓影，依據最新的綴合成果，重新編纂此書。 

 （一）、全面掌握《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的甲骨材料。 

《甲骨文合集》的出版解決了甲骨材料過於分散的問題，可是《甲

骨文合集》的編纂並未收錄全部的拓影，甲骨材料在破碎無法連讀的情

況下，每一版甲骨都是承上啟下的關鍵。根據筆者的統計，《戰後南北所

見甲骨錄》3276 片甲骨中，有片（占％）未收錄到《甲骨文合集》，這對

於想全面掌握甲骨材料的學者，如果不知道這種情形是相當可惜的。 

 （二）、全面掌握《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甲骨材料的研究成果。 

《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一書中有許多的甲骨是可以加以綴合的。如

果把目前可以找到屬於的《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的摹本、拓影重新編輯，

不但可以選用比《甲骨文合集》更清晰的拓本，或將絕大多數的摹本替換

成拓本，並且反映最新的綴合成果，使得有更完整的甲骨拓影。那將是一

本會令人耳目一新的新編。 

 （三）、全面更正《甲骨文合集》中《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的錯誤。 

  1. 《甲骨文合集》中收錄《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相關的錯誤綴合，

其中有些是未用較好拓影。可見《甲骨文合集》縱使為研究工作帶來方便，

但是研究者卻不能過度依賴它，而需要時時覆核舊著錄。 

  2.《甲骨文合集》收錄《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的拓影有些並非最清晰

的，如果拓影不夠清晰，自然直接對研究工作造成影響。在這一方面，《甲

骨文合集》雖然有很大的貢獻，但是仍何以找到為數不少可以加強補正的

例子。 

  3.《甲骨文合集》收錄《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相關的拓影時有處理失

當者，如寧 1-572 在舊著錄原本的位置正確，但是以拓影收錄在《甲骨文

合集》35144 號時，卻將拓影放倒了（參見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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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強調基礎材料的整理是甲骨研究中不可忽視的途徑之一，並呈現

成果來證明。 

  研究的經驗告訴我們，科學考古發掘的同一灰坑出土的甲骨其相互

關係相對比較密切。《甲骨文合集》的編纂，使得甲骨之間的關聯性有時

就被打散打亂了。如果從甲骨舊著錄下手整理，就可以避免以上的缺點。 

 
三、文獻探討 
   有關本計畫的前人的研究成果方面，筆者擬分三個階段來論述： 

（一）、《甲骨文合集》編纂完成之前 

在此階段中，有關這《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一書的相關研究，主

要是在以「重新著錄」拓影及綴合這方面。《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出版

之後有一部份的拓影重新著錄在不同的甲骨著錄書中，如金祥恆先生

的、許進雄先生的《》及《》書中，而且有不少綴合的成績，這些都應

該審視比對，找出書中的拓影比《甲骨文合集》清楚，加以揭示出來，

以供學界利用。 

（二）、《甲骨文合集》編纂的過程 

雖然《甲骨文合集》在《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一書的編纂上有缺失，

不過，《甲骨文合集》對於這批資料的整理功勞仍是相當大的。《甲骨文合

集》發表的拓影、新綴的甲骨及著錄材料來源的整理取得很大的成績。另

外，《甲骨文合集》在編纂時，分期分事類地把「同文例」的卜辭放在一

起，這就讓研究者在研究時，能夠省去搜檢之苦。 

（三）、《甲骨文合集》編纂後 

在這個時間可以分為參方向來談： 

首先是綴合的工作：有關的此書的綴合一般都分散在各篇綴合文章

中，並沒有學者專門把此書的綴合作系統的整理，關於此書綴合文章，則

列在下面的重要參考書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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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綴合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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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政大

碩士論文），可惜探討仍不夠深入。不過這些內容都讓我們在進行計畫上

有很大的便利。 

最後則是甲骨內容的研究。這批甲骨從分期上而言，各期都有，事類

也包羅萬象，所以沒有學者專門為其從事考釋。但有很多很好的見解都散

見在其他的甲骨文章中，這些和《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有關的意見，筆

者都會在內容的考釋中一一指出。 

整體而言，之前沒有學者提出的整理研究《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的

構想，筆者欲在前人對該批甲骨的相關研究成果上，進一步整理《戰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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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所見甲骨錄》一書。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主要是要將《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一書加以重新編纂並研究

其著錄的甲骨內容。前為材料之整理，後為內容之研究。材料整理的方法

是將《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依原書著錄的編排次序，一一將摹本替換成

拓影、吸收學界已有的綴合成果，並加以重新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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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筆者對相關甲骨內容的研

究意見。 

 

五、結果與討論（含結論與建議） 
（一）完成《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新編 

本計劃完成了《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最新且最完整的綴合圖

版，總計有四個面向： 

1.把原有的摹本替換成拓影。 

  本計劃將《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原有的甲骨摹本替換成拓

影，以利學者的釋讀研究。《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總計甲骨 3276

版，一共找到 78%的甲骨拓影。 

2.將不清晰、不完整的拓影更換成較好的拓影。 

《甲骨文合集》雖著錄《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的部分甲骨拓影，

但仍有些拓影不夠清晰、完整。因此筆者搜尋各舊著錄中較清晰、

完整的拓影，編在《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新編中。 

      

 

 

  3.將已知且綴合無誤的甲骨綴在一起。 

《甲骨文合集》對《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一書的綴合，新編完

整且正確收錄了《甲骨文合集》及其他學者的綴合成果，使學者能

完整的使用「新材料」。 

  4.糾正《甲骨文合集》有關的錯誤。 

包含誤綴的甲骨的糾正及釋文的更正。 

（二）完成《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有關的綴合號碼表。 

這個號碼表可以反映學界目前最新、最正確的《戰後南北所見

甲骨錄》有關的甲骨的綴合情況。學者利用此表即可以很迅速且正

確檢索該片甲骨最新的綴合情況。 

（三）完成「《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新編」和《甲骨文合集》的

對照表。依據此表可以方便又快速的尋找出《甲骨文合集》對照「《戰

後南北所見甲骨錄》新編」的號碼，節省研究者的時間。 

 （四）新綴一批甲骨 

  筆者在計劃執行期間，新綴幾版甲骨，均收錄筆者的《醉古集

-甲骨的綴合與研究》。 

（五）甲骨的釋文與內容的考釋 

在文字內容方面，筆者將《戰後南北所見甲骨錄》各版甲骨的釋

文、內容考釋及筆者研究的相關意見詳細羅列，有利各學者的釋讀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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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對於參與的工作人員，獲得之訓練 

   本計畫有一位助理人員參與甲骨的整理工作，在計畫執行期間學習到

完整的甲骨學知識，如甲骨的分期、甲骨字體的分類、龜甲與獸骨的區

別、甲骨卜辭的文例、甲骨卜辭的契刻規律、甲骨綴合的判斷依據……

等。目前以決定研究甲骨學，撰寫碩士論文中。 

 

七、參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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