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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光过的真快，我学习甲骨文字，不觉已是60多个年头了。
回想1928年我中学毕业，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升入本科史学系。
那时蒋梦麟任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长。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从广州迁来北平，所长傅斯年兼任北大史学系主任。
当时史学系名教授很多，傅先生自己和史语所的几位研究员，还都在史学系兼课，傅先生开“中国上
古史择题研究”，李济、梁思永两先生开“考古学人类学导论”，徐中舒先生开“殷周史料考订”，
董作宾先生开“甲骨文字研究”。
另外唐兰先生还教过“古文字学”，商承祚先生也教过“甲骨及钟鼎文字研究”。
燕京大学有容庚，辅仁大学有于省吾，清华大学有吴其昌，也都研究古文字、教古文字学。
北京图书馆金石部主任刘节，研究古文字，还经常收到郭沫若从日本寄来的他出版的甲骨金文新书，
并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加以评介。
当时除了王国维已经逝世，罗振玉正在东北投奔伪满之外，其余所有的一流甲骨学者，几乎都集中在
北平。
而且还组织有考古学社，经常在中山公园水榭聚会商讨，甲骨文研究，可谓盛极一时，非常活跃。
可惜那时条件终归还是有所局限。
首先是甲骨文发现虽然已经多年，出土材料也有不少，但发表的材料并不很多。
孙诒让《契文举例》，所根据只不过《铁云藏龟》一书，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
释》，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所根据也不过《铁云藏龟》、《殷墟
书契》和《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等几种著录甲骨的专书。
到1934年孙海波出版《甲骨文编》，所根据的资料书，也只有八种，才6417片。
那时机关所藏，往往列为珍品，私人藏家，又常秘不示人，发掘出土的材料，迟迟不能发表，学者也
难以使用。
对青年来说，书卖的很贵，不要说罗振玉的《殷墟书契》买不起，就连郭沫若的《卜辞通纂》，要买
也不容易。
《殷墟文字类编》，同学买可以六折，《殷契卜辞》，同学买可以优惠对折，但还是贵。
两本薄薄的《邺中片羽》，售价就要银洋20元，对青年学生来说，真是望书兴叹。
依赖图书馆，藏书又不定齐全。
只好靠抄抄写写，少慢差费地去进行一些研究工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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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光过的真快，我学习甲骨文字，不觉已是60多个年头了。
回想1928年我中学毕业，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升入本科史学系。
那时蒋梦麟任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长。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从广州迁来北平，所长傅斯年兼任北大史学系主任。
当时史学系名教授很多，傅先生自己和史语所的几位研究员，还都在史学系兼课，傅先生开“中国上
古史择题研究”，李济、梁思永两先生开“考古学人类学导论”，徐中舒先生开“殷周史料考订”，
董作宾先生开“甲骨文字研究”。
另外唐兰先生还教过“古文字学”，商承祚先生也教过“甲骨及钟鼎文字研究”。
燕京大学有容庚，辅仁大学有于省吾，清华大学有吴其昌，也都研究古文字、教古文字学。
北京图书馆金石部主任刘节，研究古文字，还经常收到郭沫若从日本寄来的他出版的甲骨金文新书，
并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加以评介。
当时除了王国维已经逝世，罗振玉正在东北投奔伪满之外，其余所有的一流甲骨学者，几乎都集中在
北平。
而且还组织有考古学社，经常在中山公园水榭聚会商讨，甲骨文研究，可谓盛极一时，非常活跃。
　　可惜那时条件终归还是有所局限。
首先是甲骨文发现虽然已经多年，出土材料也有不少，但发表的材料并不很多。
孙诒让《契文举例》，所根据只不过《铁云藏龟》一书，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
释》，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所根据也不过《铁云藏龟》、《殷墟
书契》和《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等几种著录甲骨的专书。
到1934年孙海波出版《甲骨文编》，所根据的资料书，也只有八种，才6417片。
　　那时机关所藏，往往列为珍品，私人藏家，又常秘不示人，发掘出土的材料，迟迟不能发表，学
者也难以使用。
对青年来说，书卖的很贵，不要说罗振玉的《殷墟书契》买不起，就连郭沫若的《卜辞通纂》，要买
也不容易。
《殷墟文字类编》，同学买可以六折，《殷契卜辞》，同学买可以优惠对折，但还是贵。
两本薄薄的《邺中片羽》，售价就要银洋20元，对青年学生来说，真是望书兴叹。
依赖图书馆，藏书又不定齐全。
只好靠抄抄写写，少慢差费地去进行一些研究工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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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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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1世纪，甲骨学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转入了甲骨文的专
题研究，甲骨文从学术研究领域向广大群众中发展。
甲骨文的书法研究，成为了甲骨学研究新的学科，成为甲骨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甲骨学专家
的关注并专论甲骨文书法问题。
王宇信先生在《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设专章论述甲骨文与甲骨书法，全面深
入论述甲骨文书法的基本原则、方法、必备的甲骨学基本知识和书家修养等问题。
书写甲骨文字以拓本为基准，是书家“入帖”的必经之路。
它的基本原则也在于此。
这是当前甲骨文书坛上的指导性文章，故本书节选而引用。
宋镇豪先生在《甲骨文书学发展简说》中，谈到甲骨书法在中国书学史上的地位和应重视发展甲骨书
法的问题，此文发表在《第一届中日书法史论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甲骨文的学习和研究群众组织，如“甲骨文学会”等，在全国几乎都有成立，开展了各项工作，出现
了学习甲骨文的热潮。
首先，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进行甲骨文的培训。
这样，他们所需要的，除了有权威性的大型第一手资料而外，就是通论性论著。
我的小著《殷墟甲骨学》、《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正是适应他们的所需。
“杭州雅俗由之斋”贝采翁先生，经他们的精选，选中《殷墟甲骨学》作为教材。
河南安阳市“中国甲骨文书法艺术研究会”会长刘继贤先生一次就买了《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300本
。
从而，我联想到在山东威海发现《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被盗印的原因。
其次，就是举办甲骨文书法展。
江苏省甲骨文学会和台湾中华甲骨文学会联合举办“第二届海峡两岸甲骨文书法联展”，使得两岸同
胞又相聚祖国南京，共享盛世，在甲骨学研究和甲骨文书法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并出版了《第二
届海峡两岸甲骨文书法联展作品集》。
2008年，江苏省甲骨文学会承办，经当地政府和联合国有关部门的批准，成功地在美国联合国总部举
办了“联合国中国甲骨文书法展”，把甲骨文及甲骨文书法，推向全世界，弘扬了祖国的传统文化，
国宝甲骨文在世界朋友中产生深远影响。
还有去年，在山东福山召开的“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山东省甲骨文
国际交流中心”举办“甲骨文国际书法大展”，先后征集国内各省市、台湾、香港，还有日本、新加
坡、美国和法国等作品250幅。
大展受到各界朋友的称赞，促进了甲骨文书法的交流。
该展由李来付先生主编、出版了《华夏情甲骨文国际书法大展集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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