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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的发现与发掘 

古籍馆金石组 

甲骨最初的命运十分坎坷。中药里有味药叫“龙骨”，

实际上是指远古时代象类等哺乳动物的化石。但化石“龙

骨”不易找，甲骨出土以后，就被用来代替“龙骨”。1899

年以前，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北、洹河以南的农田中不断

有甲骨发现，大块者被作为“龙骨”卖给药店，为了卖上

好价钱，出售前还会把上面的字刮去，小块者被抛弃或回

填。有的“龙骨”还被磨成粉末，名叫“刀尖药”，用来

治创伤。甲骨文被认识之前，有多少甲骨被这样人为地损

坏，我们今天已无法估算，但可以断定的是，今天现存的

甲骨绝不是商代埋藏的全貌。 

最早发现甲骨文的是一位“好古成魔”的清代官员

王懿荣。传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因病服药，在中药

中发现“龙骨”的龟版上刻有文字。约 1899 年秋，山东

潍县古董商范贾，携带刻有文字的甲骨数片进京拜见王懿

荣，王氏视为珍宝，以每板银元 2两悉数收购。在收集了

一定数量的龟版后，经反复推敲，王氏最后初步确认上面的文字为商代遗物。王懿荣成为发

现和收藏甲骨最早的人，因而被誉为“甲骨文之父”。与此同时，天津学者王襄和孟定生等

人也是甲骨文较早的发现者。 

甲骨文发现后，古董商为了垄断甲骨的转售，从中牟取暴利，

便故意隐瞒甲骨文的真正出土地点。因此，关于甲骨的出土地，最

初曾有多种说法，如河南汤阴小商屯说、河南汤阴羑里城说、河南

卫辉说、河南淇县朝歌说等等。直到1908年，经多年的探寻，罗振

玉访得甲骨的真正出土地为安阳小屯村，并于1915年亲自到安阳小

屯实地考察，写成《五十日梦痕录》，述其见闻。甲骨出土地点考

定后，学者不再单纯依靠古董商购藏甲骨，而可以直接到小屯收购，这就扩展了甲骨搜藏的

途径，也纠正了以往古董商重大弃小的错误做法，使很多字少片小的甲骨不致泯灭，大大减

少了资料的损失。 

《本草纲目》书影 

卷45“水龟”第6页：龟版治疗“疟疾不止” 

王懿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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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28年科学挖掘之前曾发生过多次

大规模私挖盗掘。据《甲骨年表》和《甲骨学六

十年》记载，1899年至1928年春，小屯村民有9

次较大规模的私挖盗掘，个别村民甚至以挖掘甲

骨出售来谋生。村民挖掘的甲骨多卖给古董商或

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其中有一部分被运往国外，

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品流失海外。当时刘鹗、罗

振玉等学者积极搜集甲骨，并著录成书，刊行问

世，不但保留了大量甲骨文献，而且引起世人关

注，促发了后来由政府组织的科学发掘。  

1928年8月，中央研究院派董作宾到安阳小

屯村调查甲骨出土流散情况。董氏发现小屯村附

近地下仍有有字甲骨。10月，工作队奔赴安阳，

此即安阳殷墟第一次科学发掘。  

1928年10月13日至1937年6月19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对殷墟进行了15次科

学发掘，共出土甲骨24918片。这些科学发掘的甲骨，有明确的坑位和同出的器物，为学者

们的科学研究保留了真实、丰富的一手资料。殷墟的15次发掘完全是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和参

加的，它是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其田野发掘方法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七七事变后，殷墟的科学发掘被迫停止。 

 

下表显示了这十五次科学发掘的主要信息： 

 

次序 发掘日期 发掘地点 主要发掘所获 主持人 参加人员 

遗址遗物 甲骨 

一 1928.10.13 

-10.30 

小屯村北、东

北、村中 

古器物十余种 854 董作宾 李春昱、赵芝庭、王湘、张

锡晋、郭宝钧 

1934-1935 年安阳侯家庄 1001 号大墓开掘时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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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29.3.17-5.10 小屯从北、村

中、村南 

兽骨、蚌壳、陶片 740 李济 董作宾、董光忠、王庆昌、

王湘、裴文中 

三 1929.10.7-12.12 

1929.11.15-12.1

9 

小屯村北、西北 古器物 3012 李济 董作宾、董光忠、张蔚然、

王湘 

四 1931.2.21-5.12 小屯村北、后

冈、四盘磨 

后冈发现仰绍（彩

陶）、龙山（黑陶）、

殷商（灰陶）文化

三叠层 

782 李济 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

吴金鼎、刘屿霞、李光宇、

王湘、周英学、关百益、许

敬参、马元材、谷重轮、冯

进贤、石璋如、刘耀 

五 1931.11.7-12.9 小屯村北、村

中、后冈 

居住或储藏窖穴、

建筑基址等 

381 董作宾 梁思永、郭宝钧、刘屿霞、

王湘、马元材、李英伯、郝

升霖、张善、石璋如、刘耀 

六 1932.4.1-5.31 小屯村北、侯家

庄、高井台子、

王裕口、霍家庄 

宫殿建筑基址、墓

葬，陶片 

1 李济 董作宾、吴金鼎、刘屿霞、

王湘、李光宇、周英学、石

璋如 

七 1932.10.19-12.1

5 

小屯村北 宫殿基址、窖穴 29 李济 董作宾、石璋如、李光宇、

马元材 

八 1933.10.20-12.2

5 

小屯村北、四盘

磨、后冈 

宫殿基址、墓葬 257 郭宝钧 石璋如、刘耀、李景聃、李

光宇、马元材 

九 1934.3.9-5.30 小屯村北、侯家

庄、南霸台 

侯家庄发现“大

龟七版” 

457 董作宾 石璋如、刘耀、李景聃、祁

延霈、尹焕章、冯进贤 

十 1934.10.3-12.30 侯家庄西北冈、

同乐寨 

王陵墓；同乐寨发

现三叠层 

 梁思永 石璋如、刘耀、祁延霈、胡

厚宣、尹焕章、马元材 

十一 1935.3.15-6.15 侯家庄西北冈 王陵、车马坑、殉  梁思永 石璋如、刘耀、李光宇、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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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坑，铜、骨、石

器 

延霈、王湘、胡厚宣、尹焕

章、马元材、夏鼐 

十二 1935.9.5-12.16 侯家庄西北冈、

大司空村、范家

庄 

王陵、殉葬墓、小

墓，铜器、石器、

骨器、玉器 

 梁思永 石璋如、刘耀、李景聃、李

光宇、祁延霈、高去寻、尹

焕章、潘悫、王建勋、董培

宪、李春岩 

十三 1936.3.18-6.24 小屯村北 宫殿基址、窖穴、

灰坑等遗迹 

17804 郭宝钧 石璋如、李景聃、祁延霈、

王湘、高去寻、尹焕章、潘

悫、孙文清 

十四 1936.9.20-12.31 村屯村北、大司

空村 

墓葬、居住建筑遗

址，铜器、玉器等 

2 梁思永 石璋如、王湘、高去寻、尹

焕章、潘悫、王建勋、魏鸿

纯、李永淦、石伟、王思睿 

十五 1937.3.16-6.19 小屯村北 墓葬、居住建筑遗

址，铜、玉、骨器 

599 石璋如 王湘、高去寻、尹焕章、潘

悫、王建勋、魏鸿纯、李永

淦、石伟、张光毅 

（此表参考朱彦民《巫史重光》，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在第13次殷墟科学发掘中，

小屯村北YH127坑发现17096片甲骨，震惊世界。整坑甲骨

起运装箱，从小屯运往南京，经过整理粘对后，合成整版

的共有320多版，半完整和接近半完整的有520版。这些甲

骨记录了武丁时期的许多重大活动，是武丁王室的珍贵档

案。该坑甲骨数量巨大，有甲多骨少、契刻卜兆、朱书墨

书、涂朱涂墨、改制背甲、特大龟甲等特点，在甲骨学史

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颇受学术界关注。 

 YH127 坑甲骨灰土柱整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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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战乱时期，外国纷纷将贪婪之手伸向中国珍贵的古代文物。见利忘义的古董

商为谋利将非法盗掘的大量甲骨卖给外国人，如明义士、方法敛、库寿龄和金璋等。日本学

界，也多次来殷墟踏访、搜求甲骨。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还组织各种文化团、考古调查

团等，在包括殷墟在内的中国东北、华北进行盗掘。就这样，殷墟古物、甲骨等，经非法采

购、私运出境，源源不断地流散到了海外。 

 

分藏地区 

分藏情况 

总计 

公私机构 私人 去向不明 

日本 约 7419 约 580 近 4000 约 7999 

加拿大 7407   7407 

英国 3067 74  3141 

美国 1832 28  1860 

德国 851   851 

俄罗斯 199   199 

瑞典 111   111 

瑞士 69   69 

法国 57 2  59 

新加坡 28   28 

荷兰 10   10 

新西兰 10   10 

比利时 7   7 

韩国 7   7 

 

附：港台地区甲骨收藏情况 

台湾（30326 片）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 

25836 片 台湾历史博物馆 4378 片 

台湾“中央图书馆” 22 片 台湾“中央博物院” 79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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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11 片   

香港（90） 

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图书馆 56 片 

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

究所 

26 片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 7 片 

香港大会堂美术博物

馆 

1 片 

（以上数据参考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 年第 5 期；孙亚冰：《百年

来甲骨文材料统计》，《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 年第 1 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殷墟的考古发掘与保护。从1950年开始，国家

陆续颁布一系列关于文物保护的政策法令。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建立了工作

站，对殷墟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1961年，国务院公布殷墟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新中国对于甲骨发掘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甲骨、1991年花

园庄东地出土甲骨等。1973年，在小屯南地出土甲骨7150片，其中有字甲骨5335片。此批甲

骨内容丰富，而且出现不少新材料，如军旅编制方面的左、右旅及右、中、左戌，以及“大

学”、“百工”等。在甲骨断代方面，有两点突出的作用：一是

进一步印证了所谓“文武丁卜辞”，即�组卜辞、子组卜辞、午

组卜辞的时代。二是使“历组卜辞”再次被重点关注，对进一步

研究断代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1991年10月，在花园庄东地发

现一个堆积有甲骨的长方形窖穴，整坑甲骨被连土装箱运回考古

工作站清理，揭取甲骨1583片，这是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以来继

H127坑、小屯南地以后的第三次甲骨大发现。这批甲骨的占

卜主体是称作“子”的贵族，属非王卜辞。刻辞内容丰富，主要涉及祭祀、田猎等方面，字

体细小、工整、秀丽，与武丁时代的午组、子组卜辞有相似之处，又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它的发现对研究甲骨文分期及商代历史都有重要意义。  

2000年以来在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继续进行，仍有许多重要甲骨出土。2002年6至8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小屯南地原发掘点的东部出土甲骨600多片，其中有字

甲骨228片，内容涉及祭祀、征伐、天象等方面，有部分属历组卜辞，由于出土地层清楚，

对解决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有促进作用。2004年3至8月，安阳工作队在大司空村遗址发掘，

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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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窖穴中发现1片有字卜骨，内容为干支表。 

此外，在殷墟以外也发现有出土的甲骨。例如：1977-1979年，陕西岐山凤雏周原遗址

发现了有字甲骨近300片；1975年，北京昌平白浮村两座西周墓中出土有几片字甲；1996年，

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有字甲3片；近年，陕西岐山周公庙更有大宗刻字甲骨出土，至今字数

已逾2000个；山东高青陈庄西周遗址出土有一片易卦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