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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十问 

古籍馆金石组 

一问：什么是甲骨？ 

答：甲骨是中国商周时期用于记录占卜内容和其他文字的龟甲和兽骨的总称。龟甲以龟

腹甲为主，间或用龟背甲；骨主要指牛肩胛骨，也有一些记事文字间或用牛头骨、鹿头骨或

虎骨等，一般统称为兽骨，还有少量人头骨。 

 

二问：什么是甲骨文？ 

答：甲骨上的文字即甲骨文，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熟的文字，后世常用汉字已基

本见于甲骨文，后世汉字的几种主要构形方式，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也是甲骨文的主

要构形方式。 

 

三问：什么是甲骨刻辞？ 

答：甲骨上刻写的内容即甲骨刻辞，其中绝大部分是占卜记录，另有一小部分与占卜无

关，如干支表、习刻以及纯粹记叙性的文字。 

 

四问：什么是甲骨整治 

答：甲骨在占卜之前先要进行整治。 

整治龟甲，先要把背甲和腹甲之间左右两边连接的甲桥锯断，然后削平外缘使其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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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甲一般是从其中脊对半剖开为二，或锯去中脊凹凸不平之处和首尾两端，成鞋底形，有时

中间穿孔。 

整治牛肩胛骨，首先将骨臼部分从长的一面切去三分之一，使之成半圆形，再将臼角

向下向外切，成一直角缺口，再将背面臼角以下突起的脊骨整个削平。右胛骨截去的直角在

右边，左胛骨的直角在左边。 

 

五问：什么是甲骨钻凿 

答：甲骨整治刮削完毕，为了占卜灼龟时能在甲骨正面显出

卜兆，还要进行钻凿。钻，是在甲骨的背面钻一个圆形的槽；凿，

是在钻槽的一侧凿一个椭圆形的凿穴。钻凿做成后，多成“ ”

或“ ”形，也有的是单独的小圆钻。 

 

六问：古人如何用甲骨进行占卜？ 

答：占卜时，以燃烧的木炭对甲骨的钻凿处进行灼烤，因钻凿

处较薄，受热后会在正面发生爆裂，呈现卜形兆纹，就可根据兆纹形状判断吉凶。甲骨刻辞

中的占辞就是根据卜兆做出的判断。如此占卜，当时被认为是沟通人神关系最有灵验的方法。

占卜之“卜”字即是兆纹的象形字。 

 

七问：怎样读懂甲骨卜辞？ 

答：占卜过的甲骨多在甲骨正面兆纹附近刻有刻辞，内容包括占卜的时间、贞人的名字、

问事的内容以及占验的结果等。前人一般把一条完整的卜辞分为四个部分：叙辞、命辞、占

辞、验辞。叙辞记录占卜的时间（有时也记录地点）和贞人名字；命辞记录贞问的内容；占

辞记录卜兆所示所贞问事情的成败与吉凶；验辞记录占卜后应验的事实。 

卜辞结构举例如下： 

北图2507 ：“丁酉卜，自今二日雨？余曰：戊雨。昃允雨自西。” 

“丁酉卜”为叙辞，是说丁酉这天卜问； 

“自今二日雨？”为命辞，是卜问“今明两天会下雨吗？”； 

“余曰：戊雨。”为占辞，是说王亲自查看卜兆判断说：“明天戊戌会下雨。” 

“昃允雨自西。”为验辞，是说第二天戊戌太阳偏西后果然下起了雨，王判断的应验

了。 

北图 14549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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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问：什么是甲骨缀合？ 

答：经过钻凿后的甲骨埋藏地下数千年，出土后往往由一片碎为数片。在政府主导科学

发掘之前，私掘所得甲骨破碎的情况更为严重。要想了解甲骨碎裂前的状况，以及甲骨刻辞

和甲骨文字的全部或较为完整的信息，就需要对原属同版的甲骨碎片进行连接复原，这个工

作就是缀合。有些碎片可根据裂痕直接拼接缀合；有些碎片已无法直接拼合，需要综合考虑

碎片在完整甲骨中的部位、卜兆的形状走向、甲骨文字的字体、卜辞的行款和内容等多方面

因素，将其按照原版上的位置

遥缀。缀合是甲骨学研究的基

础工作之一。 

有的甲骨一片缀合即可定

世系，比如下面这个例子：《史

记·殷本纪》所记载商王世系

中的“报丁、报乙、报丙、主

壬、主癸”五人，在甲骨研究

初期始终未在卜辞中发现。后

来，王国维发现《戬寿堂所藏

殷虚文字》第一叶第十片，上

有 、 、示癸等名，与《殷

虚书契后编》上第八叶第十四

片所记 、 等名，文例和字

体皆相似，遂取而合之，乃知

此两片本为一骨之折。经此缀

合，得出商之先公先王自上甲

至大甲的次序：上甲、报乙、

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大

丁、大甲。可证《史记·殷本纪》报丁在报丙之前之误。后董作宾在此基础上又补缀善603

（北图6006），遂成一较完整之片。此片缀合是甲骨学史上缀合的首创，又印证了《史记•

殷本纪》的基本正确，解决了商王世系的重大疑问，意义非同一般。 

 

《甲骨文合集》32384 所示缀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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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问：甲骨如何辨伪？ 

答：甲骨发现之后，随着对其价值认识得逐步加深，甲骨的身价也逐日倍增，很快就由

每斤才值数钱的“龙骨”，一跃成为每字值银二两五钱的古董。古董商为了谋利，便引发了

伪造甲骨的现象。甲骨发现初期，由于研究不够、鉴别不精，一些甲骨伪刻往往混入甲骨著

录书中。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出土甲骨的逐步增多，学者们鉴定甲骨真伪的能力也大为提高。

甲骨辨伪一般从文字、辞例、文例三个方面着手。辨伪也是甲骨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 

 

十问：甲骨文都记载了什么内容？ 

答：甲骨是迄今发现的商周时期最重要的文献。传世典籍中记载殷商史的较为可靠的材

料仅有《尚书·盘庚》及《史记·殷本纪》等，总计不足5000字。殷墟甲骨的出土，大大改

变了殷商史研究史料不足征的困境，有力地向海内外学术界证明了商王朝的历史真实性。 

殷墟甲骨基本上记录的是公元前14世纪后期盘庚迁都安阳后，到公元前11世纪中叶帝

辛灭亡前这一段历史，前后历经八代、十二王，共约273年。甲骨刻辞内容涉及商代的天文、

地理、军事、农业、气象、交通、宗教、祭祀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卜辞所记载的商代王室

世系，能基本与西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的记载相互印证。甲骨刻辞是商代社会生活的

真实记录，是研究商代社会、商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