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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发现或者说认识甲骨文字以来，八十多年已经过去了。
这八十多年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可是在甲骨文的考释、著录和研究方面做出的成绩却是巨大的。
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与中外学者的努力分不开，另方面也是甲骨文本身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所决
定。
所谓甲骨文，乃商朝后半期殷代帝王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卦时刻写的卜辞和少量记事文字。
这种卜辞和记事文字，虽然严格说起来并不是正式的历史记载，但是因为它的数量众多，内容丰富，
又因为时代比较早，所以一直是研究我国古文字和古代史特别是研究商代历史的最重要的直接史料。
如果说，过去的研究还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首先就是从事这一工作的人数太少，专业队伍不够壮
大。
为什么会如此？
我以为材料的分散难找和青年们视甲骨文若畏途而不敢轻易问津，恐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喜的是近年来各种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
记得1978年在长春召开的第一次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才五十多人；去年在太原召开的第四次
古文字研究会，正式代表一百三十多人，加上列席代表共有二百多人。
发展之快，令人欣慰。
而其中多数是研究甲骨学的专家。
明年将在西安召开会议，要求人会和参加大会的人数日益增多，尤其是青年同志对甲骨文发生浓厚的
兴趣，决心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自己的青春和精力用在甲骨学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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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甲骨文，乃商朝后半期殷代帝王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卦时刻写的卜辞和少量记事文字。
这种卜辞和记事文字，虽然严格说起来并不是正式的历史记载，但是因为它的数量众多，内容丰富，
又因为时代比较早，所以一直是研究我国古文字和古代史特别是研究商代历史的最重要的直接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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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考释和字汇的编纂五、商史研究及其有关的著作六、今后怎样开展甲骨学研究附录一甲骨大事简表
附录二甲骨著录简表（已刊部分）附录三甲骨论著目录附日文论著简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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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稍后，努力购求甲骨的学者，当推刘鹗。
刘鹗，字铁云，一字蝶云，号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
精于数学，曾从事治河事业，后复主张修造津镇铁路，并与当时的山西巡抚策划筹借外资开拓山西铁
矿。
刘鹗先后搜购甲骨五千余片，其中千余片是王懿荣旧藏。
另有方药雨从范维卿处购得甲骨三百多片，也转让给刘氏。
赵执斋受刘氏的委托，曾“奔走齐、鲁、赵、魏之郊凡一年”，代为购得甲骨三千余片。
刘氏又派他的第三个儿子大绅亲往河南搜罗，计得甲骨千余片。
1903年，正是他的文学著作《老残游记》于报刊发表之际，他就所藏甲骨选拓1058片，编为《铁云藏
龟》一书行世。
吴昌绶在《铁云藏龟序》中说：“铁云先生获古龟甲刻文逾五千片，精择千品，纂为一编，以印本见
饷。
昔之称古文字者，彝鼎之外，泉币鉥印而已。
至如潍县陈编修之陶器，海丰吴阁学之泥封，皆出自近五十年，其数并累至千百，所谓今人眼福突过
前贤也。
乃兹龟甲古文，又别辟一蹊径，藐蕴既久，地不爱宝，一旦披豁呈露，以供好古耆奇者之探索，文敏
导其前马，先生备其大观。
”王懿荣为搜购甲骨的第一有心人，庚子年因八国联军入侵而遇难；刘鹗热衷于搜购甲骨，亦因庚子
年购仓粮赈济北京饥民而获罪，且于1910年流死新疆。
二位有功于甲骨学的学者，先后罹难，深可痛惜！
刘氏死后，所藏甲骨随即流散，其中约千余片归其中表卞子休，后来卖给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夫人
，1917年由王国维编成《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
这批甲骨几经周折，解放后归上海市博物馆所有。
另有1300片左右归叶玉森，叶氏选其中240片于1925年编为《铁云藏龟拾遗》，甲骨实物也为上海博物
馆所有。
一部分几十片归美国人福开森，后来在1933年由商承祚编为《福氏所藏甲骨文字》。
一部分百余片归西泠印社吴振平，1939年由李旦丘编为《铁云藏龟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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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得复旦大学历史系1986年1月5至10日在上海龙柏饭店召开第一届中国文化史讨论会，为配合这次国
际学术会议，在会上赠送了由周谷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率先赶印出来的三种专史，其中
即有拙著《中国甲骨学史》，另两种是郑为先生的《中国彩陶艺术》和沈福伟先生的《中西文化交流
史》。
我参加了会议，提交了论文：《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石——殷商文化述略》（收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
》第5辑，又收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
那天晚上，拿到了《中国甲骨学史》的样书，心里很高兴，谁知李学勤先生眼明手快，翻开书先看到
图版九刊有干子表的牛骨给印颠倒了，又觉得有些遗憾。
1987年7月9日，胡厚宣先生在安阳主持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筹备会议时，会见了安阳甲骨学会部
分会员，并就甲骨学研究的新形势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近几年国内甲骨学研究十分喜人，出版了
不少通论方面的书，如《甲骨文史话》、《殷墟甲骨文简述》、《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甲骨文
》、《甲骨学通论》等等；上海吴浩坤、潘悠合著的《中国甲骨学史》，最初出版时出版部门怕读者
面小、销不出去。
头版印了6000余册，很快销售一空。
最近印了二版，再出5000册，亦已告罄。
很多读者直接写信向作者索书，现已拟印第三版。
这说明甲骨学已成为一门十分活跃的学科。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也说：‘原先以为甲骨文是冷门，想不到《中国甲骨学史》印了一万多册仍然
供不应求，学术著作如此畅销，实不多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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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甲骨学史》：专题史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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