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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甲骨丛编》影印本简述

 胡辉平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河南省南阳市人，为“甲

骨四堂”之一。他曾于 1928—1934年间多次主持并参加中国考古学史上伟大的殷墟科学发

掘。在殷墟甲骨文的考古发掘和断代研究中，逐渐奠定了极高的学术地位。其在甲骨学与殷

商史方面的贡献尤多，比如：贞人的发现，十项断代标准的提出，殷历的建构，甲骨文字的

考释与解读，殷代礼制的研究，周祭制度的重建，殷代地理的推测及制度的研究等。他一生

著作颇丰，学术论文约有 200篇，重要代表作有：《大龟四版考释》《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殷

虚文字甲编》《殷历谱》《殷虚文字乙编》《中国年历总谱》《中国上古史年代》等。其主要学

术论著可见于《董作宾学术论著》
①
和《平庐文存》

②
，其书法及篆刻作品可见于《平庐印存》

（一册，台湾出版）；另有 1978年艺文印书馆出版《董作宾先生全集》甲、乙编，共 12册。

然而，董作宾曾于 20世纪 40年代初编撰《甲骨丛编（第一集）》，却因故未刊，现藏国家图

书馆，如今鲜为人知。此次借“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及其子项目“国家图书馆

藏古文字研究类稿本整理”（G1415）的支持，我们对书稿加以整理，并整体影印出版，为

甲骨学及学术史研究提供又一新资料，供广大学者进一步研究和利用，实乃幸事。

一、原书稿的概况

《甲骨丛编》原书稿为纸捻毛装，共四大册。首册书衣内扉页篆书题签：“甲骨丛编第

一集”；书名页右侧楷书题“国立北平图书馆考古学丛刊第五种”，中间篆书大字题“甲骨

丛编”，左侧楷书题“第一集附考释”。首册正文前依次为作者民国三十年（1941）三月一

日“自序”“编辑凡例”“甲骨丛编第一集目”“殷虚书契菁华与甲骨丛编编号对照表”。

第三册扉页篆书题签“甲骨丛编第一集考释”，正文前有“考释凡例”“甲骨丛编采录简名

对照表”。图版正文每叶中缝以大写汉字数字记五期之分，其下记甲类或骨类，再下记本叶

所收甲骨片之号数起讫。

二册为甲骨文摹写图版，摹写于硫酸纸上，然后贴附于宣纸书叶上。按五期编排，各期

再按甲骨材质分“甲”“骨”二类。各类下以“专题”编排。一个专题下收甲骨若干片，然

后针对具有重要史料及考证价值的典型甲骨片，或逐片或同类分组，进行详细地考释。专题

内容主要涉及有：“大龟四版”与龟版复原及历谱排谱，罗振玉藏大肩胛骨与骨版复原及卜

辞前后顺序等文例，同文异版，何遂云南所得甲骨拓本 3张，牛胛骨文例，卜王卜辞，总述

三期、四期卜辞特征，日祭卜辞，征人方卜辞，五种祀典，卜夕卜旬卜辞等诸方面。书稿用

①
董作宾：《董作宾学术论著》，世界书局，1967年二版。

②
董作宾：《平庐文存》，艺文印书馆 1963年初版。

http://baike.baidu.com/view/114142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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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笔楷书，小字清晰流畅；1090幅（1005号）甲骨摹本制作工整精良，各期甲骨文字形变

化及甲骨上的钻凿、卜兆等细节特征均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第三、四册为释文及考释，先

钩摹甲骨片轮廓，然后在原字对应位置写出释文。对残片或缀合片补出完整骨形，“以见其

部位所在及文例关系者”。释文则用箭头和编号标出各辞左行右行方向及先后顺序。书稿在

考释部分除作释文外，还有考证：“本编考证部分，或因一片有特殊价值者；或因一字有沿

革变化者；或成组之卜辞关系一时之重要史实者；或全部之卜辞，关系一期之分划鉴别者；

或举礼制；或述历法；随时随处，提示研究之例，初无定格。”作者“自序”中也提到：“考

证部分，多为余最近研究之所得”，具体包括五事：一为历法之探讨，二为祀典之帮助，三

为史实之联贯，四为时期之分划，五为坑位之考求。

二、原书稿的流传历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以重庆为陪都，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外国驻华使馆及世界

知名新闻机构、团体都纷纷随国民政府一起西迁，中央研究院作为国民政府最高的学术研究

机构，也跟随陆续迁徙。经过长途奔波后，史语所最终落脚到了偏远的四川省宜宾市郊李庄

镇。在距离李庄镇十多里外的山上，有地名为“板栗坳”。史语所租用了板栗坳张姓大地主

的一大片房子，前院作办公室，其余当同事们的住所。傅斯年住在桂花院，董作宾住牌坊头
①
。在李庄，史语所驻扎时间最长。董作宾当时在史语所德高望重，1940年首批到达李庄后，

就受命全权代理所务。时逢国难，条件异常艰苦。正如书序云：“国难以来，流离再四，此

类材料，珍藏行箧，时有散佚毁灭之虞。”可贵的是，在躲避战火硝烟的缝隙中仍有一大批

学者在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

《甲骨丛编》（第一集）即是董作宾在李庄镇板栗坳，于 1941年完成的一部甲骨文研究

著作。避居西南时，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也率部分馆员携馆藏前往川滇避战火，

并竭力为西南联大及各科研机构提供研究书籍，为了收集并出版中国考古学家在战时的研究

成果，同时积极策划了“国立北平图书馆考古学丛刊”项目，旨在收集并出版中国考古学家

在战时的研究成果。《甲骨丛编》封面题“国立北平图书馆考古学丛刊第五种”，表明书稿

属此项目成果之一。书稿“自序”落款为：“民国三十年三月一日，董作宾自序于西川之板

栗坳寄庐”。由此知，书稿是董作宾于 1941年在四川省宜宾市郊李庄镇的板栗坳时期完成。

但受战争爆发影响，“国立北平图书馆考古学丛刊”策划的这批稿本最终都未能如期出版。

由《甲骨丛编》稿本扉页的墨笔书所记：“全书照原大石印（原摺叠之叶，亦勿缩小）”，

可知当时此丛书即将步入刊印轨道，离正式出版仅一步之遥。

书稿曾备受学界关注的程度。据《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载：“1940年 9月

24日，袁同礼致平馆上海办事处通知书，指示处理馆务。……二、本馆委托董作宾先生编

《甲骨丛编》共十集，需自购纸，照附上之样子约需二百万叶。请详细估计约需纸若干，并

请各种不同之纸样各捡一份寄下，以便定夺。”
②
从档案资料看，《甲骨丛编》原本全书预计

编著的规模为十集，确实堪称一部巨著，书稿中制作甲骨文摹本的纸张要求质量精细，而且

①
岱峻：《发现李庄》，四川出版集团，2004年版。

②
李致忠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 3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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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量庞大，需二百万叶纸。袁同礼馆长十分重视，特别在馆务指示中对照样选纸等诸多细

小环节予以详细嘱托。另见《图书季刊》在 1944年的“学术界消息”中，对“国立中央研

究院董作宾氏之甲骨学研究工作”有详细报道：“（三）甲骨丛编，此题为甲骨文字材料之

总结集。拟就现已出土之甲骨文字，无论已否著录，凡董氏所知见者，一一精摹，分别编纂

考释之，以时代为纲，分为：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

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每期更分甲骨二目，称：‘一甲’、‘一骨’乃至‘五甲’、

‘五骨’，共十目。各以数字编为总号，如‘一甲一’，以至若干号。更就卜辞史实，以类

相从，分别辑录。拟分集编纂，每集图版一百叶，释文考证共百余叶，预计十集，即可将全

部甲骨文之重要材料编录完竣。现已完成第一集二大册，共收甲骨一千余号。第二集以下，

继续编辑中。”
①
此二则材料,表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袁同礼馆长在非常时期仍在积极主持《考

古学丛刊》一事，并且时刻关注着各位学者的研究进度。

当时知晓此书稿的还有陈梦家，自序有“客秋偶与陈梦家先生谈及此业，出写本示之，

以告袁守和先生（袁同礼，字守和），愿为出资印刷并力促其成，高谊至为可感。乃于迁川

期间，发奋编此第一集。”1937年陈梦家曾写信给董作宾，“彦堂先生赐鉴：日前下乡亲

聆教益，至为快慰。又承尊夫人殷勤款待，尤为感激。昨日守和先生来谈，述及《甲骨丛编》

之计划，彼甚热心赞成，并先由图书馆自印出版，关于报酬办法已由馆方草拟方案寄来，嘱

代寄奉于先生，尊意如何？并可提出修改，版税抽百分之十五并预支千元，至分期出版，期

限二月似太短促，凡此皆可从长计议者也。《殷墟文字外编》编成后似可续编此书，将来全

书告成，实契学空前之大著也……梦家谨上十月七日”。
②
由此可见，陈梦家在《国立北平

图书馆考古学丛刊》的组稿及出版方面，曾与袁同礼馆长一起协助努力。其后，陈梦家于

1949年为曾毅公的《甲骨缀合编》作序文，又一次提到该书稿。“甲骨缀合……于一九三

三年在《齐大季刊》第二期,曾发表一部分。此后董作宾氏，在《甲骨丛编》（成稿未印成）、

殷历谱更多有所缀合。”
③

如上所述，时至 1944年《图书季刊》第一期报导时，董作宾编著《甲骨丛编》已完成

了第一集，总共二大册，收录甲骨一千余号。而第二集以下，仍在继续编辑中。所以，陈梦

家 1949年在《甲骨缀合编》序文中提到的“甲骨丛编（成稿未印成）”，所指即这部二大册

的《甲骨丛编》（第一集），即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甲骨丛编》稿本（后来不知何时被改装

成为四册）。《甲骨丛编》原本规划预计是十集，拟将全部甲骨文的重要材料编录完竣，这当

然是一部巨著，由不得陈梦家对书稿大加赞赏，推举为“契学空前之大著”。然而，由于世

事艰难，全编十集最终并未完竣，至今只有此书稿的第一集编著完成。

由于战乱导致出版停顿，书稿完成后十余年，董作宾已不明原稿的下落，一度认为书稿

遭遇毁灭了。1954年董作宾曾在《殷历谱的自我检讨》中写道：“我在民国三十年曾计划把

甲骨文字分期分类编纂起来，名为《甲骨汇编》，全部由我摹写，照原大小付石印，以供整

理时拼合复原之用。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愿意替我刊印。当时我曾先作了一本，

共一百页，外有释文考证一本，已送上海付印。以后停顿了，原稿一去不返，渺如黄鹤了。

①
参见《图书季刊》，1944年新第 5卷，第 1期。

②
陈远：《信札之美源于自由》，《同舟共进》，2017年 04期， 第 19—22页。

③
曾毅公：《甲骨缀合编》，1950年修文堂石印本，见陈梦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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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经我摹写过的孤本，也都跟着牺牲掉。”
①
在此《甲骨汇编》与《甲骨丛编》的书名存在

一字之差，大概时隔多年后董作宾自己也笔误了。又如《董作宾年表》记：1941年，董作

宾四十七岁时曾著有“甲骨丛刊第一辑附考释二册”，此处“甲骨丛刊”，按时间推算也应

指该书稿
②
。

三、原书稿的学术价值

董作宾在“自序”中，详细地阐述编著该书的意图和过程。甲骨采掘自清光绪二十五年

（1899）至民国三十年（1941）已有 43年了，甲骨资料出土量达十万版，学术研究兴盛，

但回顾过去 30余年的研究成果，他认为仍是东鳞西爪之见，纵横擘合之作，其实甲骨学研

究还尚未进入正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发表已逾十载，却无人运用“十项标准”对甲骨

文字进行过全面彻底地整理。于是他用大量手绘的龟骨示意图及其刻辞文例图，总结出一般

刻辞的公式，以便读者参照使用即可依此触类旁通。将甲骨文材料分组比对，断代研究，这

就是董作宾编著本书的最主要目的，即运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五个时期和十项标准来

对那些缺乏地层依据的甲骨刻辞进行分析和研究。为了进一步阐发甲骨文断代研究方法，董

作宾在书稿中用实例推演，意在示范、运用十项断代标准来研究那些非科学发掘的甲骨材料

也能实际操作，进一步检验五个时期和十项断代标准的可行性。因此，《甲骨丛编》是一部

利用成熟的方法和手段的研究著作。诚然，董作宾的五期说仍有需要修正和讨论之处，但是

五期断代法的提出对推动甲骨学的形成和发展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日，其所确立

的分期方法大部分仍为学者沿用。

在“编辑凡例”中，董作宾为《甲骨丛编》定下宏伟的编辑计划：全十集的编纂目标是

囊括所有存世的私家所藏甲骨材料。每集辑录甲骨卜辞影写本百叶、释文百叶、考证文字若

干叶；写本将每片的标准轮廓绘图，以示残片部位所在；凡甲骨有可见的甲缝、盾纹、边缘、

卜兆等，均摹绘出来。为了方便后人进行甲骨拼合、检索研究等，他设想等全书编成后还要

继续制作分类、字词、人名、地名等各种索引。第一集中选用的甲骨文材料看就已相当广泛，

总共摹录甲骨 1005片（个别号为多个残片缀合）；书稿拟采录范围几乎遍及当时已知的私家

收藏的甲骨材料，在“甲骨丛编采录材料简明对照表对照表”中列举有：《铁云藏龟》《殷虚

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书契后编》《殷虚古器物图录》……《殷

虚文字外编》（董作宾采辑拓本，待刊）、《北京大学藏甲骨刻辞》（刘复藏拓本）、《凡将斋藏

①
董作宾：《殷历谱的自我检讨》，《大陆杂志》第 9卷第 4期（1954年）。后收入《大陆杂志·史学丛

书》第一辑第二册“先秦史研究论集”（上）；又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五册，艺文印书馆，1977

年。选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 393页。

②
参见陈致平着：《中华通史》第 1册第 1篇，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4年。“第二章附录—殷墟的发现—

附参考资料”：“㈥研究殷墟甲骨之重要著述有：⑨董作宾先生为当代甲骨学权威，著作极多，其著者有：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五等爵在殷商、殷历中几个重要问题、殷历谱四册、殷墟文字甲篇、乙篇上中下三辑、

殷墟文字外篇、殷历谱后记、五十年来考订殷代世系的检讨、甲骨学五十年、殷代月食考、中国古代文化

的认识、中国文字的起源、殷代礼制中的新旧两派、甲骨丛编第一辑附考释二册及年历总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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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字》（马衡，刘复藏拓本）、《云南图书馆藏骨》（何叙甫采辑拓本）等，共有 37部甲

骨拓本资料，其中包括 33部已出版和 4部未刊拓本资料。

在“考释”部分，体现董作宾在甲骨学上的多项开创性研究。

其一，诸多处运用新材料推算殷历的成果。董作宾的殷历研究是根据甲骨卜辞记日、旬、

月、年的资料排谱编纂，依卜辞中有关天文历法的纪录解决殷商年代问题。这项研究始于

1930年，直至 1945年，他才费尽心力终于著成《殷历谱》。在本书中也随处可见董作宾运

用新材料推算殷历的探讨。

其二，对周祭制度的研究。董作宾在书稿中提到在殷代祀典中，以祖甲及帝乙帝辛，即

二、五两期最为严肃，其中翌、祭、 、 、彡五种祀典，具有系统和组织性，先祖妣依

日祭祀，井然有序。这就是董作宾发现的殷商最重要的祭祀制度，即周祭制度。

其三，关于商代地理的程途研究。商代地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至关重要。

在 20世纪 40年代，董作宾是商代地理研究成绩最显著的学者之一，他对黄组卜辞的征人方

地理进行系统整理，排比地名，按干支系联，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在本书稿中，董

作宾关于商代地理的研究已初现端倪。如“壹骨五至一七”的材料分散于刘铁云、王襄、中

央研究院、大英博物馆、河井荃庐、三井源右卫门共八处。董作宾对这些有关武丁日谱的史

料先进行殷历朔闰的推算，再按事类分组分析。其中关于程途推算的有如：“一、在 一组，

此武丁中叶，东巡狩之一段史迹。其时间为廿九年，五月六日，王皆在 也。 当今何地，

尚待考。然知其为在殷都东南之田猎区域以内，一、四、五期皆曾田游之地也。此田猎区约

在山东南部群山中，为殷人历代田猎之地。是时武丁方在 驻跸，忽有自北来觐报边患者，

则六月庚申也。报告者为武丁之子名子 之行，在戊申以后，（土方第一次： （当读围）

，为甲辰，俘十五人；第二次： 为戊申，俘十六人，必戊申以后或在其次日，子

乃赴行在觐告）。至庚申乃达，是由 至 ，疾行亦须十二日，两地相距在千里内外也。”

其四，关注甲骨特殊的用料问题。甲骨的用料取材，主要是龟甲和牛骨，但也有少量的

鹿、象等其他动物骨，而董作宾较早就开始关注关于甲骨用材中的象骨问题。书稿在“壹骨

一—四”中写到：“二、大肩胛骨之复原。此中三大胛骨，余据《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

年出版）及中村不折氏大骨等，参订复原。初余疑是象胛骨（罗氏亦云然），询之古生物学

者杨锺健氏，则决其为大水牛之肩胛。第四版，则常见之普通牛肩胛骨也。”董作宾于 1961

年发表了《大肩胛骨绝非象骨之证》一文，即根据台湾大学动物学系所藏象骨标本，对象肩

胛骨和牛肩胛骨的形状作了对比，指出象肩胛骨全角略成三角形，牛肩胛骨则近于长方形。

殊不知在 20年前，董作宾就对甲骨中用象骨的问题早有关注。

其五，按甲骨文例规律复原甲骨刻辞。董作宾在编纂《甲骨丛编》时，对甲骨材料进行

排比，从中总结了甲骨不同类别的契刻文例及规律；对一些甲骨片依据残辞予以补释，对甲

骨进行复原，并拼缀了很多版甲骨。如《自序》中他强调甲骨文整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第

一目的，各王各期之卜辞，皆分类集合，使其各归于原存甲骨之档。第二目的，每一版卜辞，

皆使之还其在甲或骨上之本来地位。”书稿中绝大多数的补释和拼缀能与当今学者新的缀合

研究成果不谋而合，这些都表明他对甲骨材料以及不同类别的契刻文例和规律等掌握得相当

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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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时代的局限，早期的甲骨文研究只能利用私挖而得的零散资料，学者们的研究范围也

因此受到限制。自殷墟科学发掘后，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工作由此发生了根本改变。如 1929

年殷墟第三次发掘时，小屯北地“大连坑”出土了四版完整的大龟甲，董作宾即据此明确地

指出：“贞”字前一字是“卜问命龟之人”，称之为“贞人”，并在 1931年《大龟四版考

释》中首先提出由“贞人”可推断甲骨文的时代。1933年，董作宾完成了甲骨学研究的重

要著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将甲骨文的时代划分为五个时期，提出了十项断代标准，

随后又著成《殷历谱》，构建殷商历法及礼制体系。董作宾自发掘之初即赴殷墟，前后八次

亲历考古发掘，大批出土的甲骨片都经由他亲手摩挲研习。董作宾不仅对甲骨文有了更为完

整的认识，而且对出土情况与出土环境等都了然于心，这些都使他的甲骨文的研究获得了超

乎前人的新视角和新高度。《甲骨丛编》在这样的基础上编纂，必然有其超乎寻常的卓越贡

献。

如今，随着甲骨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新材料和新成果不断涌现，对早期的甲骨文资料的

重新整理与研究都在全面推进，并日益深化。《甲骨丛编》所收的甲骨片多数在《合集》和

《合集补编》中有收录，但董作宾编辑时所收集到的甲骨资料较为原始，部分摹写本保留了

甲骨片上更多更全的信息。通过摹本与拓本的对照整理，我们能看到在书稿的摹写本中有些

比《合集》的拓本更优的甲骨资料，如：“壹甲 一七”比《合集》4403拓本更清晰，“贰

甲 四四”摹本比《合集》23814拓本更全，“壹骨 三三”摹写本比《合集》20838更全更

清晰，“壹骨 三五”摹写本比《合集》20838更全更清晰。当然也有一部分摹写本存在缺

陷，如：有的摹写本存在遗漏有字的正面或反面，有的拓本不全形等。比如“壹骨 一八”，

仅为《合集》4041反面的上部，在《合集》4041已补全了“壹骨 一八”缺漏的反面全形图

及正面拓本；“壹骨 二〇”，仅为《合集》6093反面的一部分，但《合集》6093已补全正

面、反面全形；“壹骨 二九”，为《合集》1075正右半，“壹骨 四一”，为《合集》1075

正左半，且“壹骨 二九”缺《合集》1075反。由于早期甲骨拓本的时代局限，书稿中出现

类似部分甲骨摹本缺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不可苛求，经由后来者重新整理均可得以补全。

虽然早期资料存在个别缺漏的问题，但也不能降低书稿考释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其对于研究

董作宾的学术思想，以及推动甲骨学的发展仍有重要的意义。

《甲骨丛编》（第一集）书稿编著完成，时逢董作宾随同史语所一起抗战避居西南的艰

困时期。尽管当时的生活异常艰苦，但前辈们对研究仍孜孜不倦，此艰苦奋斗的钻研精神，

值得后辈敬佩和学习。书稿的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断代研究的成果上，而且体现在广泛地采

用甲骨材料上，几乎涵盖了当时可见到的所有公私家收藏的甲骨材料。同时，董作宾在本书

稿中运用科学方法开展了许多项开创性的研究。假使此书稿当年能及时刊行，势必会对甲骨

学研究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时局复杂，书稿最终未能刊行。书稿中一些关于甲骨学的

观点和结论，经过了 80余年的检验仍有其价值，其中仍不乏对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卓越

见识。时至今日，书稿仍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仍能给人以新的启发，值得继续深入学习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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