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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出版

《国家图书馆的甲骨收藏与整理研究》介绍

 赵爱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图 1

国家图书馆的甲骨收藏始于 20世纪 30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1934 年，何遂先生

将所藏甲骨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启国图收藏甲骨的先河。此后，通过本馆征购、国家拨

交、个人出让等多种渠道，国图的甲骨收藏形成了今天馆藏 35651片、相对数量世界第一的

规模。国图甲骨中不乏名家旧藏，多为精品，如罗振玉、孟定生、郭若愚、刘体智、胡厚宣

等名家旧藏。其中，尤以 1958年文化部拨交的刘体智“善斋”旧藏甲骨量大而精，构成了

国图馆藏甲骨的主体。国图藏甲骨有不少具有重要文献价值或材质少见的著名甲骨片，如商

王世系甲骨 2片、四方风甲骨 2片、人头骨 2片、最大肩胛骨、牛肋骨、疑似象骨等。其他

有重要文献价值的甲骨更是不可胜数。郭沫若所编《殷契粹编》
①
即全部选自刘体智（善斋）

所藏甲骨，郭氏在该书序中评价善斋甲骨说：“所藏甲骨之多且精，殆为海内外之冠。”

①
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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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藏甲骨现由国图古籍馆负责保管和整理。具体负责整理的是古籍馆金石拓片组，历

史可追溯到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的金石部。1929年 8 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后，设立八大

部，金石部为八大部之一。专设金石部说明当时对金石文献的重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1929年第 3卷第 2号《金石墨本之收藏》提到了设立金石部的初衷：“本馆近鉴于地下物质

材料有时较书本为重要，其相互间之关系至密，决特设金石部以处理该项实物及墨本。”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图书馆业务格局随之调整，馆长袁同礼率馆南迁，以昆明办事处为

本部，机构精简，金石部作为一个部门名存实亡。北平沦陷后，北平馆区为日伪接管，其间

曾设金石组，专司金石文献收藏与整理业务。抗战胜利后，根据 194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

组织条例》（六月廿八日府令公布）
①
：“国立北平图书馆设左列各组：采访组。编目组。阅

览组。善本组。舆图组。特藏组。研究组。总务组。”金石相关业务工作纳入特藏组，未专

门设立部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图书馆恢复金石业务部门，设金石股，为全馆

20个股之一，专门负责金石业务，掌管金石拓本之采购、整理、编目、阅览、保管、拓印

等事项，设管理员 1人②
。1950年 5月，金石业务部门发生变更。根据本年北图呈文化部文

物局《国立北京图书馆组织条例》
③
，在参考研究部（下设参考股、研究股）下设金石研究

室，不再单设金石股。1951年，文化部文物局批复北京图书馆暂行组织系统及人事配备
④
，

全馆设采访、编目、阅览、参考辅导、善本、特藏、保管、总务 8部，26个股。负责金石

工作的机构又改回“金石股”，归特藏部领导。1958年，北京图书馆组织结构再次变更，设

7个部，部下股改称组，金石股改为金石组，属善本特藏部
⑤
。此架构延续至今。

甲骨是国图藏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自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入藏以来，多年来，国图对

此开展了多种工作。目前，全部馆藏甲骨已启动整理出版计划。此时全面梳理国图相关甲骨

业务的开展，以及馆藏甲骨的递藏源流，无论对国图馆史研究还是甲骨学史研究都是有意义

的。在国图历史上，虽然因种种原因，馆藏甲骨整理的速度较慢，但也曾经有刘节、曾毅公

等著名学者在此工作。尤其是曾毅公在当时是一流的甲骨学者，有多种甲骨相关专著及论述

传世。但直到今天，学术界还没有相关研究对曾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总体梳理。梳理国

图历史上相关人和事以及前辈学者成就，也非常有必要。

目前所见各种国图馆史研究资料，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一些具体的甲骨相关工作。如《北

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1949—1966）、李致忠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

资料长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等，记载了抗战胜利后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旧藏甲

骨的入藏，以及个别时期统计馆藏量的时候对甲骨藏量的统计等等，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少

的，也不全面系统。

①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2年，第 1083—1084页。

②
北京图书馆呈报文化部文物局《再送本馆组织系统人事分配情形及明年度增加人事说明书》，《北京图

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1949—196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 88页。

③
参《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1949—1966）》，第 121页。

④
参《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1949—1966）》，第 168页。

⑤ 1958年 9月《北京图书馆组织机构表》，参《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1949—1966）》，第 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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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藏甲骨皆为非科学发掘，是由旧藏家辗转递藏而来，梳理清楚其来源对学界参考利

用和研究尤显重要。未经科学发掘的甲骨，不同于经科学发掘所得的甲骨，没有出土坑位、

共出物等信息，给科学整理和研究甲骨带来很大弊端。未经科学发掘所得的甲骨占现存甲骨

的比例不小，如何更好地回避其弊端，使其更好地作为科学研究的材料，一直是学者们关注

的问题。甲骨在 1928年开始科学发掘之前，30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私挖盗掘的状态。不过

也正因为是私挖，这些甲骨得以像其他古董一样，在公私藏家中流传，也由此形成了丰富多

彩的甲骨流传史。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甲骨文发现 50周年前后，伴随着对甲骨材料的统计，

学者们也开始关注私掘甲骨的递藏，如胡厚宣《甲骨文材料之统计》
①
《甲骨文发现之历史

及其材料之统计》
②
《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

③
，董作宾《甲骨文材料之总估计》

④
，陈

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所附“出土甲骨的统计”等。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编纂《甲骨

文合集》
⑤
（本书有时简称《合集》。本书于多次出现的甲骨文工具书用简称，见“附录 引

用甲骨著录书简称对照表”），需要调查清楚各藏家和收藏单位所藏甲骨的来龙去脉，该书总

编辑胡厚宣根据调查情况撰写了《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
⑥
《大陆现藏之甲骨文

字》
⑦
等文。虽是统计现存甲骨的总数，但文中都说明各家甲骨的旧藏与现藏。

国图藏甲骨数量巨大，且多为名家旧藏。关于国图藏甲骨的来源，国图金石拓片组有《甲

骨装箱目录》
⑧
，记录了大概的来源批次：罗伯昭（沐园）旧藏 463片、庆云堂旧藏 364片、

孟定生旧藏 300片、张珩旧藏 32片、徐炳昶旧藏 24片、曾毅公（喆厂）旧藏 384片、郭若

愚（智厂）旧藏 366片、文化部拨交 206片、通古斋旧藏 315片、尊古斋旧藏 73片、罗振

玉旧藏 461片、胡厚宣旧藏 1985片、北图秘书科转来 164片、张仁蠡（柳风堂）旧藏 281

片、文化部拨交 119片、邵章（倬庵）旧藏 24片、粹雅堂旧藏 33片、刘体智（善斋）旧藏

28450片、北图中文采访组购进 3片。但整理研究发现，这个来源批次记录存在一定误差，

具体甲骨片与藏家的对应存在一定问题，个别批次的来源也不够明确。

甲骨学界相关论著对国图藏甲骨来源也多有提及。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二十章“附

录”一、（八）“出土甲骨的统计”详细记载了国图藏甲骨的来源及片数
⑨
。胡厚宣《大陆现

藏之甲骨文字》“七、早期出土的搜集源流”提到刘鹗、罗振玉、端方、孟定生等早期甲骨

藏家皆有藏甲入藏国图，其余还有刘体智、李泰棻、胡厚宣旧藏甲骨。其中李泰棻旧藏为馆

藏记录所未见。此外还有胡厚宣《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

①
胡厚宣：《甲骨文材料之统计》，《月报》1937年第 1卷第 5期。

②
胡厚宣：《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其材料之统计》，《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四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

研究所，1944年。

③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商务印书馆，1951年。

④
董作宾：《甲骨文材料之总估计》，《大陆杂志》1953年第 6卷第 12期。

⑤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3年。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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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
胡厚宣：《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7本 4分，1996年 12月。

⑧
相当于藏品登记簿，登记于 1964年。该登记簿记录了各号批次来源，但近年发现所记来源似不准确，

不能尽信。

⑨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 655页。



文津流觞 2025年第 2期

82

①
、方辉《明义士的甲骨收藏与甲骨学研究》

②
等论述可供参考。早在 1973年前后，国图前

辈学者曾毅公在《论甲骨缀合》
③
（曾毅公遗稿，后由李学勤整理发表）一文中论述甲骨缀

合时，“特别重视发掘材料同过去著录及一些晚近流散甲骨的关系，这些皆为前人所未及”

（李学勤整理后记语）。宋镇豪、刘源《甲骨学殷商史研究》
④
第二章第三节“殷墟甲骨文的

搜集和流传”参考前辈学者相关论述，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国内甲骨和国外甲骨的递藏源流。

其国内部分从甲骨早期藏家王懿荣、刘鹗、孟定生、罗振玉等人入手，说明其甲骨流传的脉

络，以及现藏单位。宋镇豪《记历史所收藏的殷墟甲骨文》
⑤
对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藏甲骨

的来源一一进行了梳理，并把源头追溯到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端方、孙文澜诸家，很有

借鉴意义。这些是目前对殷墟甲骨的搜集与流传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梳理研究国图藏甲骨

来源的重要参。这些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为尽可能全面梳理相关文献记载，进一步厘

清国图藏甲骨的来源与收集情况提供了可能。

近年来，我们也全面查阅了国图所藏收集甲骨相关的档案资料，新发现文化部文物局拨

交北图甲骨清单等资料，可以说是目前最权威的记载。在此基础上为尽可能全面梳理相关文

献记载，进一步厘清国图藏甲骨的来源与收集情况提供了可能。

国图研究人员很早就对馆藏甲骨进行了研究。徐自强、冀亚平《北京图书馆金石拓片的

收藏整理与研究》
⑥
对国图各个时期的相关研究作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指出早在 20世纪 30

年代，在本馆金石部任职的刘节先生就开始利用馆藏甲骨文资料进行研究；20世纪 40年代

调入北平图书馆工作的曾毅公是甲骨文专家，也是甲骨缀合研究的先驱，著有《甲骨叕存》

《甲骨缀合编》《殷虚文字缀合》等，另编著有《甲骨地名通检》及《殷虚书契续编校记》。

近些年，国图发现了曾氏 20世纪 40年代所著《五十年来之甲骨学》稿本，以及董作宾的《甲

骨丛编》未刊稿本等“国立北平图书馆考古学丛书”。这些著述不但见证了北平图书馆时期

馆方对甲骨研究的重视，也体现了当时的研究水平。曾毅公《五十年来之甲骨学》较为全面

地梳理了甲骨流散情况，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

已有相关文献对于国图历史上甲骨业务开展和研究等情况可以说是一鳞半爪、举例性

的。充分利用各种档案、文献，全面梳理百年国图甲骨业务开展和研究情况、国图藏甲骨的

递藏来源，把国图甲骨业务放在历史的维度中进行观察，有助于国图馆史研究的细化，梳理

清楚近代甲骨流散史。

《国家图书馆的甲骨收藏与整理研究》（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3年）就是基于上述

考虑撰成，全面梳理 1932年至 2022年 90年间国图甲骨业务史，以及国图藏甲骨来源、国

图藏甲骨的初步整理研究等。

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综论篇”是从征集与入藏、保存与保护、传拓与非遗传承、整理

与发布、编纂与研究、展览展示与社会服务 6个方面，分别梳理 90年间国图开展的各项甲

①
胡厚宣：《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殷都学刊》1985年第 1期。

②
方辉：《明义士的甲骨收藏与甲骨学研究》，《殷都学刊》1994年第 1期。

③
曾毅公：《论甲骨缀合》，《华学》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④
宋镇豪、刘源：《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
宋镇豪：《记历史所收藏的殷墟甲骨文》，《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 4期。

⑥
徐自强、冀亚平：《北京图书馆金石拓片的收藏整理与研究》，《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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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相关工作。此部分的基础是国图科研项目“国家图书馆的甲骨收藏与研究”的研究报告，

此次作了不少补充和修订。“专题篇”为就个别专题展开的进一步专门研究，大部分曾以论

文形式发表过，此次按照主题，从早期甲骨业务史研究、甲骨藏品研究、人物研究、校勘研

究、甲骨文字研究几个方面进行了分类编排。

第九章“曾毅公生平及著述”一节之前未发表。曾毅公先生是国图金石组前辈，但多年

来学术界尤其是甲骨学界对于其生平很不熟悉，作为同单位后辈的我来说也是不够熟悉。图

书馆和文博单位不同于高校等科研机构，其专家没有学生去发扬和传承其学术。随着时间的

推移，名重一时的专家，也往往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我很早就有意研究揭示曾先生的生平

和学术成就，此次终于了结了多年的心愿。第八章“国图的善斋旧藏甲骨及其著录、来源考”

和“国图藏《绘园旧藏甲骨文字》拓本与绘园甲骨著录、来源等综考”二节，最初的研究计

划从为藏品“立传”的角度去全面探讨，因此不吝篇幅，把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尽量去研究

梳理。但因篇幅过长而分别分两次发表。此次有机会合在一起，方便读者对善斋甲骨、绘园

甲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学界研究甲骨接触甲骨实物的机会较少，更多的是依据《甲骨文合

集》等著录书提供的拓片，而依据实物往往能发现拓片看不到的信息。在国图工作无疑有这

个优势，本书第十章就是我日常整理工作中随手记下来的校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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