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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
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
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
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
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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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镇豪，1949年生于苏州市，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先秦史研
究室主任、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
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专著有《夏商社会生活史》（1994）、《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2001）等。
主编《百年甲骨学论着目》（1999）、《甲骨文献集成》（2001）。
论文有《夏商人口研究》、《夏商法律制度研究》等80多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A类项目《商代史》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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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学者对甲骨文的逐步认识　　商周甲骨文深埋地下，在很长的一段时
间里，未被学者认识。
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后，学者对它的认识还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曾出现过许多种不同
的叫法。
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对这些不同的名称有很好的概括，并一一列举了其出处，颇便读者作全面的
了解。
现略加一点笔者的拙见，简述如下：　　有人看甲骨文出现在龟甲上，就称之为“龟”、“龟甲”、
“甲文”、“龟甲文”、“龟甲文字”、“龟版文”。
因甲骨文还广泛存在于牛胛骨、牛头骨、鹿头骨、虎腿骨乃至人头骨上，这种叫法是不全面的。
此外，日本学者林泰辅曾将甲骨文称作“龟甲兽骨文字”，如上述原因，这个说法也是不严密的。
　　有人看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就称其为“契”、“契文”、“殷契”、“龟刻文”、“甲骨刻文
”、“甲骨刻辞”。
因甲骨文也有用朱砂或墨书写在甲骨上的，这种叫法不完全正确。
　　有人看甲骨文多是占卜的记录，就称其为“卜辞”、“贞卜文”、“贞卜文字”、“甲骨卜辞”
、“殷卜辞”、“殷墟卜辞”。
这种叫法忽视了甲骨上的记事文字，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总称。
　　有人看甲骨文出于殷墟，就称其为“殷墟书契”、“殷墟遗文”、“殷墟文字”。
这种叫法也是不恰当的。
甲骨文只是殷墟文字的一部分，其他如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角器上也有契刻或书写的文字
。
殷墟文字的范围是大于殷墟甲骨文的。
此外，甲骨文还出土于殷墟以外的山东省济南市大辛庄商代遗址等地，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周公庙
遗址、扶风县齐家村等地．还发现了西周甲骨文。
从这一方面看，甲骨文又超出了殷墟文字的范围。
　　也有人直接按着甲骨文的时代称其为“商简”。
提出这个叫法的人是时经训，他曾给董作宾教授过河南地理。
他收藏的甲骨文全是伪刻，并误认为甲骨是商代竹简的化石。
不过，董作宾却从他那里知道了甲骨文。
　　从上面的介绍可知，学者对甲骨文的认识是逐步完善的。
今天，我们利用前人积累的经验，给甲骨文一个全面的定义：甲骨文，也称甲骨文字，是商周时期人
们契刻或书写在卜甲、卜骨及其他动物骨骼上的卜辞、记事刻辞和一些别的文字。
卜甲即占卜用的龟甲，其中以腹甲为多，也有少量背甲。
卜骨主要是占卜用的牛胛骨。
除了卜甲、卜骨以外，人头骨、鹿头骨、野牛头骨、虎骨、牛距骨和一些骨器上也发现了商代的记事
刻辞和其他文字。
甲骨文以卜辞为大宗，卜辞是占卜的记录。
除了卜辞之外，卜甲、卜骨上也有一些记事刻辞，主要是说明卜甲、卜骨的来源等情况。
卜甲、卜骨之外的其他动物骨骼上契刻的甲骨文也主要是记事文字。
此外，甲骨上契刻的数字卦也是甲骨文。
甲骨文基本上是商代后期之物，主要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墟遗址，此外河南省郑州市二里冈
遗址、山东省济南市大辛庄商代遗址等处也有发现。
1949年后，陕西省周原等处还发现了西周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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