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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中国甲骨学》出版的时候，我把三十多年前胡厚宣教授、李学勤教授为我的第一部著作《建国
以来甲骨文研究》所作的序言，和二十年前我的第二部著作《甲骨学通论》再一次所作的序言在这部
新作前刊出，是为了表达我对二位先生当年对我学习中国甲骨学的鼓励、期望与支持的由衷感谢!不宁
唯是，还表示我对一九六四年至今，这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令我终生难忘的《甲骨文合集》的集
体科研工作为我打下的甲骨学基础，以及我个人在甲骨学的学习、研究和著述中，对《建国以来甲骨
文研究》和《甲骨学通论》这两部旧作的却极为看重。
应该说，这部《中国甲骨学》，是从《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开始，经过我对《甲骨学通论》的学习
和总结、思考，并追踪不断涌现的中国甲骨学研究发展的大量新材料、新成果，由此带动自己的理解
和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所完成的一部通论性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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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宇信，一九四○年五月生于北京平谷，一九六四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为甲骨学殷商史专业研究生。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殷商文化学会会长。
合著《甲骨文合集》、《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先秦卷》等，总审校《甲骨文合集释文》，主编《甲骨
学一百年》，个人专著有《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论》、《甲骨学通论》、《西周》
等，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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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鼓励和期望  起点与追求序《建国以来骨文研究》序《建国以来骨文研究》《骨学通论》序序《甲骨
学通论》前言第一章 绪论上篇  第二章 骨文的发现年代和发现者  第三章 甲骨文出土地与时代的确定
及甲骨文的命名  第四章 甲骨文发现和骨学研究的几个阶段  第五章 论一九七八年以来的甲骨学研究进
入了“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第六章 甲骨文、甲骨学与甲骨学的科学界定  第七章 甲骨的整治与占
卜  第八章 甲骨学专业用语及甲骨文例  第九章 甲骨文的分期断代（上）  第十章 甲骨文的分期断代（
下）  第十一章 使用甲骨文材料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十二章 重要甲骨的著录及现藏  第十三章 甲骨学
与殷商史研究要籍  第十四章 甲骨学研究与学者之间的友谊  第十五章 甲骨学史上有贡献的学者及其研
究特点  第十六章 前辈大师点石成金，泽及后学中篇  小引  第十七章 骨学研究的一门分支学科——西
周甲骨学的形成  第十八章 周原出土的商人庙祭甲骨  第十九章 周原甲骨探论  第二十章 读邢台新出西
周甲骨刻辞  第二十一章 今后的西周甲骨学研究下篇  第二十二章 甲骨文与甲骨书法  第二十三章 谈上
甲至汤灭夏前商族早期国家的形成  第二十四章 商代的马和养马业  第二十五章 甲骨文“马”、“射”
的再考察——兼驳马、射与战车相配置  第二十六章 卜辞所见殷人宝玉、用玉及几点启示  第二十七章 
简论殷墟发掘  第一阶段在我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  第二十八章 殷墟——人类文明的宝库附录：  附录
一  甲骨文著录目及简称  附录二  甲骨学大事记（一八九九年至今）后记图版与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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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什么是甲骨学　　甲骨学是以古遗址出土供占卜用的有字龟甲和兽骨为
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
这些有字龟甲和兽骨，主要为商朝后期(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的遗物；近年在山西、陕
西、北京等西周遗址中，也有有字甲骨出土，扩大了甲骨学的研究范围，对此，我们将在《中国甲骨
学》中篇作专门论述。
　　这些供占卜记事用的有字龟甲和兽骨，就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甲骨文。
甲骨文自一八九九年被发现以后，迄今已积累了十五万片左右的资料①，为甲骨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甲骨学是一门新兴的学问。
由于一百多年来出土材料的不断增多和收集材料手段的逐渐科学化，通过国内外一批造诣很深的学者
对文字的释读、卜法文例的探索、分期断代的确立、文字内容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考证和深入研究，
以及学科本身发展史的建立等等，甲骨学已成为一门有严密规律和许多重大研究课题的新兴学科。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不少优秀的甲骨学者，或筚路蓝缕，开拓榛莽；或发凡启例，凿破鸿濛，为甲骨学的建立耗尽了心血
，付出了大量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
一批饮誉海内外的甲骨学者的名字，将在甲骨学史和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们不少的真知灼见和缜密的研究方法，已成为甲骨学领域值得继承和研究的宝贵财富，并将永远启
迪后学，对开创甲骨学研究的新局面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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