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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新綴廿一組 

政治大學中文系 

林宏明 

 

一、前言 

(一) 

 
由於甲骨破碎，其上的史料亦因而不全。「畫鬼容易畫人難」是

學者對古文字研究的感嘆，筆者認為甲骨綴合是目前甲骨學研究的突

破口。王國維發表甲骨學史上第一版甲骨綴合時，利用它更正《史記．

殷本紀》對殷王世系記載的錯誤。  

甲骨綴合是甲骨學研究中重要的一環，從曾毅公《甲骨叕存》

（ 1935 年）、《甲骨綴合編》以及郭若愚、曾毅公、李學勤《殷虛文字

綴合》
1
、張秉權《殷虛文字丙編》、嚴一萍《甲骨綴合新編》、《殷虛

第十三次發掘所得卜甲綴合集》
2
到蔡哲茂《甲骨綴合集》、《甲骨綴

合續集》（ 2004 年）
3
，七十年間發表了八本甲骨綴合專著。這八本專

著或搜集諸家綴合，為或個人綴合的專著。  

2010 年至 2013 年，黃天樹先生及其他十多位學者（姚萱、方稚

松、趙鵬、劉影、齊航福、莫伯峰、何會、李愛輝、李延彥、郭豔、

田敏、王紅、王子揚、黃文、馬保春、連佳鵬、杜鋒、秦建琴）將他

們的甲骨綴合成果輯集，陸續出版《甲骨拼合集》、《甲骨拼合續集》

及《甲骨拼合三集》三本甲骨綴合專書
4
。筆者亦將個人綴合的甲骨

集結出版《醉古集》（ 2010 年）、《契合集》（ 2013 年）兩本甲骨綴合

專著
5
。  

甲骨綴合顯然是近十年甲骨學的發展一個熱點。 2004 年林雅婷

《甲骨綴合研究》是第一本針對甲骨綴合的學位論文
6
； 2011 年黃天

                                                      
1
 郭若愚、曾毅公、李學勤：《殷虛文字綴合》（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年）。 

2
 嚴一萍：《甲骨綴合新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年）。嚴一萍：《殷虛第十三次發掘所得

卜甲綴合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 
3
 蔡哲茂：《甲骨綴合集》（臺北：樂學書局，1999 年）。蔡哲茂：《甲骨綴合續集》（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外版書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 年 8 月）。2011 年蔡哲茂先生又將《甲骨文合集》

出版後多位學者綴合的甲骨收錄在《甲骨綴合彙編》（新北市：花木蘭出版社，2011 年 3 月）一

書，便於學者利用（本文簡稱《彙編》）。 
4
 黃天樹主編：《甲骨拼合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年 8 月）。黃天樹主編：《甲骨拼合續集》

（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 年 12 月）。黃天樹主編：《甲骨拼合三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

年 4 月）。 
5
 《醉古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 3 月）及《契合集》（臺北：萬卷樓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10 月），本文簡稱《契合》。 
6
 林雅婷：《甲骨綴合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指導教授：

蔡哲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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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先生針對甲骨綴合的意義與方法，發表了專文
7
； 2012 年王宇信先

生以〈新追求  新境界  新進步— —甲骨文斷片綴合不斷取得新成果〉

為題，專門介紹了近年甲骨綴合的概況
8
。  

 

(二 )  

 

甲骨綴合的成果有賴於甲骨綴合方法的不斷精進及甲骨材料的

完整公布。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甲骨收藏單位將甲骨重新全部著錄發

表，並附有彩色照片。因此有許多過往未曾著錄過的甲骨得以公布，

而以往曾公布的甲骨材料，由於有了清晰的彩色照片，對於甲骨綴合

及綴合的驗證上有很大的助益。今年十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學殷商

史研究中心與旅順博物館合作，出版了《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
9
一

書，分三巨冊，重新全數著錄旅順博物館收藏的甲骨，共收錄 2211

版甲骨的拓片、照片，並附甲骨摹本及釋文。  

書中約有四分之三的材料，未收入《甲骨文合集》
10
一書。因此

此書一經公布，引起了甲骨學界的重視，很短的時間內就有許多甲骨

綴合成果。本文是筆者閱讀《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一書後所綴的甲

骨，擇取廿例加以發表，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二、綴合甲骨號碼、釋文及摹本 

第一組 
A ：《旅》228 
B ：《旅》230 
釋文：□□卜，韋貞：畢以  
   弗（？）  
 
第二組 
A ：《旅》273 
B ：《旅》380 
釋文：正： 岳  
      反：邑□□ 
說明：原書釋文將「岳」字的殘文，誤釋為五峰形的山字，並以為是新見字形。

今綴合後知是「岳」字的下半，不過岳字從五峰的字形亦屬首見的新字形。較早

時期，學者將「岳」誤釋為「羔」，就是對其下的所從為「山」或「火」有不同

的見解。這個綴合後的字形，其字形就毫無疑問應該是從「山」的。 
                                                      
7
 黃天樹：〈甲骨綴合的學術意義與方法〉，《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 年第 1 期），頁 7-13。 

8 王宇信：〈新追求 新境界 新進步——甲骨文斷片綴合不斷取得新成果〉，《南方文物》（2012

年第 1 期）。 
9 宋鎮豪、郭富純主編《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10 月），本文

簡稱《旅》。 
10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1982 年），本文簡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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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A ：《合補》111889(歷藏 14458) 
B ：《旅》219 
釋文：丁巳卜， 貞：王叀沚 比□□方。 

 

 
第四組 
A ：《合》38108 
B ：《旅》2203 
釋文：癸□卜貞：王旬無憂。 三 
   癸卯卜貞：王旬無憂。 三 
   乙。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 
   乙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  
   □  □ 
說明：本版為卜旬無憂卜辭，中間為習刻的干支表。 

                                                      
11

 彭邦炯、謝濟、馬季凡：《甲骨文合集補編》（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 年），於本文中簡稱為

《合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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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組 
A ：《旅》2113 
B ：《旅》2117 
釋文：癸丑卜□：王□無憂。 三 
      癸酉卜貞：王旬無憂。 三 
      癸□卜貞：□□無憂。 
   癸酉卜□：王□無□。 

 
第六組 
A ：《合》36685(《珠》1123，三井源右衛門) 
B ：《旅》1958 
釋文：丁卯卜貞：王迍于召，往來無災。 
   戊辰卜貞：王迍于召，往來無災。 



5 
 

   己巳卜貞：□迍于召，□□□災。 
    □□□貞：王□□□，□□□□。 

    
第七組 
A ：《合》36150(《旅》1941) 
B ：《旅》1924 
釋文： 武 祊  
   丙寅卜貞：文武宗祊其牢。 一 
   祖乙 其  

 
第八組 
A ：《合》39557(《旅》15) 
B ：《旅》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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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辛巳卜，王：戎侯。七月。 二  
   丙寅卜：侑于成， 五。  一 
   乙 兄 羌  
   甲 禦  一 

    
第九組 
A ：《合》39383(《旅》2097) 
B ：《旅》2132 
釋文：癸卯王□貞：旬無□。王占  二 
   癸丑王卜貞：旬無憂。王占曰：吉。 二 
   癸亥王卜貞：旬無憂。王占曰：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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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組 
A ：《旅》2143 
B ：《旅》2188 
釋文：丙申卜貞：王今夕無憂。 一  

     

第十一組 
A ：《契合》193=《合》33485+《合補》9810(《合補》9811) 
B ：《旅》2188 
釋文：戊申卜貞：王其田無災。  
   辛亥卜貞：王其田無災。 
   壬子卜貞：王其田無災。 
說明：Ａ版為筆者綴合，見《契合》193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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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組 
A ：《合》24200(《旅》1526) 
B ：《旅》1527 
釋文：戊申卜，旅貞：今日無來艱。 一 

 
第十三組 
A ：《合補》919(歷藏 22617) 
B ：《旅》406 
釋文：庚戌卜，爭貞：翌辛亥酒禦于   

 
第十四組 
A ：《合》2490(《存》上 1232) 
B ：《旅》342 
釋文：庚戌卜，古貞：禱年于示壬   

 妣辛 作 師   

  



9 
 

第十五組 
A ：《合》7785(《旅》122)+《旅》139 
B ：《合》14894(《歷》121002) 
釋文：辛卯卜， 貞：今七月王入。 
   癸巳卜， 貞：來乙巳王勿入于商。 二 
   乙未卜， 貞：來乙巳王勿入于商。 二  
   貞：王勿尋告于示。 
   貞： 王  
   丁酉。 
說明：Ａ為劉影〈甲骨新綴第 182-183 組〉綴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

所先秦史研室」學術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4462.html。筆者加

綴B版。筆者在《契合》303 組的考釋中曾指出，這一年六月可以確定的干支至

少是「辛酉(58)」至「甲申(21)」13，那麼即使把七月視為 29 天，七月可以確定

到「辛卯(28)」至「癸丑(50)」。本組的「辛卯(28)」、「癸巳(30)」、「乙未(32)」及

「乙巳(42)」都應該在七月。 

 

第十六組 
A ：《旅》1276 
B ：《旅》1289 

                                                      
12

 宋鎮豪、趙鵬、馬季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甲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 8 月），於本文中簡稱為《歷》。 
13 林宏明：《契合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10 月）。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4462.html。筆者加綴B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4462.html。筆者加綴B


10 
 

釋文： 午   
  琡  

說明：原書將 B 版橫字，因而誤將其上的「琡」字誤釋為「冊」。綴合後可以確

認卜骨的方向，從而正確地釋出文字。 

    
第十七組 
A ：《旅》694 
B ：《旅》1082 
釋文：貞：翌乙亥不其啟。二月。  

 
第十八組  
A ：《旅》1932 
B ：《旅》1945 
釋文：甲子卜貞：□賓祖辛□妣甲 □□。 
說明：「賓」前殘去「王」字，「祖辛」與「妣甲」間殘去「奭」。妣甲為祖辛之

配，卜辭習見。 

 
第十九組 
A ：《彙編》710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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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合》33520 
釋文：壬寅□□：王其田無災。 
   戊申卜貞：王其田無災。 
   辛亥卜貞：王其田無災。 
   壬子卜貞：王其田無災。 
   戊午卜貞：王其田無□。 
   辛酉卜貞：王其田無災。 
   壬戌卜貞：王其田無災。 
   戊辰卜貞：王其□無災。 
說明：Ａ為《合》37800+《合》37812(《合》41816、《旅》1960)，為門藝女士

綴合，收入《彙編》710 組。 
 
第二十組 
A ：《上博》144 頁 2426-81214 
B ：《旅》1970 
釋文：擒，茲孚，獲鹿二、 一。 
 
第二一組 
A ：《合》26634(《歷》1432) 
B ：《合》26687(《旅》1618) 
釋文：癸丑卜，祝貞：旬無憂。十三月。 三 
   癸亥卜，祝貞：旬無憂。十三月。 三 
   癸酉卜，祝貞：旬無憂。十三月。 三 
   癸酉卜，祝貞：旬無憂。十三月。  
   癸卯卜，出貞：旬無憂。 
   癸丑卜，祝貞：旬無憂。 
   癸卯卜，貞：旬無憂。 

 癸丑卜，祝貞：旬無憂。 
   旬無憂。  
說明：本組十三月的三個癸日「癸丑(50)」、「癸亥(60)」及「癸丑(10)」相當明確。 
 

                                                      
14

 濮茅左：《上海博物館藏甲骨文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年 1 月），於本文中簡稱為

《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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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2014 年 10 月 16 日在旅順召開「《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首發式暨甲骨文國

際學術研討會」，正式發行此書。旅順博物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學殷商史研

究中心為了公布甲骨材料、推動甲骨學的進展，對於編輯此書所付出的心力令人

感動。筆者收到此書後，日以繼夜翻檢此書數日，得以據此加以綴合甲骨，為甲

骨學增加新材料。本文為其中的廿一組新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