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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一八九五～一九六三年)，河南省南阳市人，原名守仁，字彦堂，号平庐。
董作宾先生六岁入塾读经史，十六岁肄业高级小学。
董作宾先生幼时家境清贫，曾辍学经商，但仍能坚持自学。
一九一五年，董作宾先生于县立师范讲习所肄业后，留校任教员。
一九二二年，董作宾先生在同乡徐旭生教授支持、激励下，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习甲骨文。
一九二五年，董作宾先生南下福建，任福建协和大学教授，其后又北上回河南，任中州大学文学院讲
师。
一九二七年，董作宾先生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师，后复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副教授。
一九二八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在广州成立，董作宾先生被聘为通讯员，并被委托调
查安阳殷墟甲骨埋藏情形，知宝藏未尽，遂促成了大规模科学发掘殷墟甲骨文的盛举，并主持了第一
次殷墟科学发掘工作。
一九三二年，董作宾先生被前中央研究院聘为专任研究员。
董作宾先生不仅主持和参与、指导了历次殷墟科学发掘工作，还参与了其他各地的田野考古和调查工
作。
一九三四年，董作宾先生任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一九三七年因抗日战争爆发，殷墟科学发掘工作被迫暂停，董作宾先生随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辗转长沙
、桂林、昆明、四川等地。
在极端困难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董作宾先生仍坚持研究，著述不辍。
一九四九年一月。
董作宾先生随前中央研究院去台湾，并兼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九五年，董作宾先生被任命为历史语言所所长。
一九六三年，董作宾先生病逝于台湾台北，享年六十九岁。
董作宾先生是我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董作宾先生知识渊博，涉猎广泛，包括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年代学、古地理学和文学艺术
等学科。
董作宾先生著作等身，留给我们专著十余种，论文二百多篇，现已由严一萍先生辑为《董作宾全集》
甲、乙编共十二册出版(艺文印书馆，一九七七年)。
“堂堂堂堂，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
如果说，罗振玉、王国维等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识文字，考商史”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把
甲骨学研究推出发展史上“草创时期”(一八九九—一九二八年)的高峰，那么董作宾和郭沫若则是把
甲骨学研究推向发展史上“发展时期”(一九二八～一九四九年)的奠基者和总设计师。
董作宾先生手执锄铲，身亲殷墟科学发掘的第一线，“从安阳县小屯村殷墟的地面下发掘出来的”(《
为书道全集详论卜辞时期之区分》)“甲骨文字的断代方法”，即一九三三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
例》，凿破二百七十三年甲骨一团混沌的鸿■，把甲骨学研究纳入考古学科学考察的基础之上。
自此以后，甲骨学由传统金石学的泱泱大国。
成为历史考古学的一门有严密规律的分支学科。
董作宾大师作为甲骨学研究“发展时期”(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的奠基者和总设计师，对甲骨学研
究的巨大贡献是多方面的。
主要是：一、正是董作宾大师一九二八八月受命赴河南安阳小屯村调查甲骨埋藏情形，得出“甲骨挖
掘之确犹未尽”的结论，才促成了前中央研究院历时十年之久的十五次大规模的殷墟科学发掘工作。
这一世界考古学史上的创举，结束了甲骨文的“盗掘时期”，从而开始了由公家研究机构的有组织、
有计划的甲骨文“科学发掘时期”。
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由于有明确的坑位、地层证据和相伴出的遗物，使其学术价值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进行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工作，还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并
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享誉世界的考古学大师，诸如李济、梁思永、郭宝钧、尹达、高去寻、石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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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夏鼐、吴金鼎等等。
二、董作宾大师是殷墟甲骨和殷墟考古的主持者和多次发掘的参加者和策划者。
即他是殷墟科学发掘第一、第五、第九次工作的主持者，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次殷墟科学
发掘工作的参与者，第十一、第十三次科学发掘工作的监督者。
一九三三年，董作宾大师主持过山东滕县的考古发掘工作。
一九三○年，董作宾大师参加了山东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工作，并对出土陶片上的刻文进行过考证。
一九三六年，董作宾大师亲自调查过河南登封告城镇的周公测景台古遗迹。
如此等等。
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与董作宾大师付出的辛勤汗水和创造性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三、董作宾大师将殷墟科学发掘第一次至第九次和第十三次至第十五次所得大批甲骨文，分别进行整
理，并编辑为《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出版，在刊布甲骨文材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特别是《甲编》和《乙编》两书开创了著录科学发掘所得甲骨的新体例。
为甲骨文的考古学考察提供了极大便利。
而《甲编》一书的出版，经历了种种曲折和磨难。
但董作宾大师忍辱负重，历时十年，矢志不移，三次制版，终于把这批牵动海内外学者心的材料完整
公布出来。
而《乙编》著录的甲骨。
也是辗转流离，既有陆路颠簸，也有水运波涛，但终是无一遗失地辑为《乙编》公诸世人。
《甲编》和《乙编》的一批重要甲骨材料，把研究道路上的“发展时期”(一九二八—一九四九年)推
向了高峰，为甲骨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时期”(一九四九至今)的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董作宾大师一九三三年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这一篇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
把甲骨学研究从“草创时期”推向了“发展时期”的全新阶段。
董作宾大师提出的分期断代“五期”说及“十项标准”，虽然他自己一再宣称“不是断代研究成功后
的一篇结论，这乃是断代研究尝试中的几个例子”，不止一次进行修正并提出了分期断代“新派与旧
派”说的新方案。
但在其后的七十多年的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中“五期”说和“十项标准”一直在甲骨学界行用不衰。
除了考古新资料的出土表明。
董作宾大师的断代方案中有个别地方稍欠精确，需要重新加以修订和调整外，直到目前大师的分期断
代方案还是行用不衰的。
至于一些学者热衷的“两系说”新方案的探索，从理论上说虽然头头是道，但实践上却是一王几种字
体并行，或几种字体在一王时期又有前后交叉，或一种字体在一王时期又有多种亚型之变；或是一种
字体贯穿几王时期，归属难定。
这样的文字“类型学”考察，不仅持同样观点者所分“类型”标准不一，一种“类型”字体跨越时间
长短不一；而一段研究者更是如坠云里雾里，要想区分不同时代的甲骨进行该时期的研究十分困难，
因为往往把甲骨分得上挂下联，等于没有时代区分一样，研究者颇难实际应用。
此外，从目前国内外出版的几部大型甲骨著录看，多是采用董作宾大师的“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
”整理甲骨。
这也说明，还没有任何一种分期断代的新方案能把董作宾大师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标准取而代
之。
五、董作宾大师对甲骨学自身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课题，进行了发凡启例，刨通■奥的开创性研究，诸
如甲骨的整治与占卜、甲骨文例、缀合与复原、辨伪等等方面。
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有具有严密规律的当代显学甲骨之所以与昔日的“罗王之学”不可同日而语。
溯本求源，还是归功于董作宾大师等前辈学者，用近代田野考古学方法，全面整理和研究甲骨为我们
奠定了基础。
六、董作宾大师为甲骨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时期”(一九四九年至今)指出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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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大师去台湾以后，他“侧重于古史年代学的研究和著述，在甲骨学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使这位本来还可以大有作为的学者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陈建敏：《董作宾后期的甲骨学研究》，《中
国史研究动态》，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由于这位卓越的甲骨学家远离了甲骨文的发祥地——殷墟的田野考古工作，因而使他离开了第一手新
鲜资料。
所以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失去了当年的活力和锐气。
尽管如此，董作宾大师的关心和思考着海内外甲骨学研究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他在《甲编》自序以
及其他著述中，不止一次谈到发展今后甲骨学研究的设想，即：“一、首先应该把材料集中，把所得
十万甲骨，汇为一编；二、用分派、分期、分王的方法，整理全部材料；三、尽管拼合复原的工夫，
把全部材料，化零为整；四、作成字典、辞典、类典等索引，以便从事各方面的研究；五、要应用隅
反的原则，从一鳞一爪中去推测殷代的文化。
”(《甲编》自序)如此等等。
董作宾大师当年为甲骨学研究“深入发展时期”(一九四九年至今)所设计的宏伟蓝图，今天不少已经
完成或正在完成，诸如《甲骨文合集》、《合集补编》、《合集释文》、《合集来源表》、《商周甲
骨文总集》、《小屯南地甲骨》、《花园庄东地甲骨》、《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甲骨文字典》、
《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字字释综览》等等，而多卷本的《殷商史》也已完成，并可望近期出版
。
如此等等，甲骨学“深入发展时期”的研究取得很大发展。
而这些项目的完成，正是董作宾大师所殷殷希望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作宾大师是甲骨学研究“深入发展时期”的总设计师。
七、董作宾大师为甲骨学研究的发展，培养了不少大师级的人才。
董作宾先生的等身著作，成了一代又一代海内外学者不言的老师，不少从此度得金针，走上甲骨学研
究的道路。
董作宾先生宽厚仁慈，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在研究工作中使用人才并把他们推向甲骨学研究的
最前沿。
不仅如此，董作宾大师还在台湾大学任教，并在香港多所大学、美国、韩国等国多所大学执鞭授徒，
传道授业，把中国优秀的古代文明推向世界。
受惠于董作宾大师的胡厚宣、屈万里、张秉权、李孝定、金祥恒、严一萍等，都已成饮誉海内外学界
大师级的学者。
他们和他们的学生们，学们的学生们⋯⋯薪火相传，把甲骨学研究从“深入发展时期”(一九四九一一
九七八年)推向了“全面深入发展时期”(一九七八年至今)的辉煌。
八、甲骨文是我国最早有系统的文字，甲骨文古朴、稚拙、劲道，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堪称中国“
书法”之祖。
弘扬甲骨文书刻艺术，也是甲骨学研究的发展和普及甲骨文字研究成果的需要。
甲骨学大师罗振玉一九二一年就开始了这一工作，而甲骨学大师董作宾也热衷致力于甲骨书法的弘扬
。
对此，严一萍在《甲骨学》第八章《甲骨文字的艺术>有全面介绍。
董作宾大师曾为傅斯年教授的逝世，撰写了长达四万多字的甲骨文长篇挽联。
董作宾先生哲嗣董玉京和董敏先生曾多次对笔者谈起，无论是在李庄还是在台北，董作宾先生对求字
者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因此董先生的不少朋友都留有先生的墨宝，成为与甲骨文一样的宝贵文化遗
产。
董玉京先生自幼就在父亲写字时磨墨、抻纸，耳濡目染，也十分爱好甲骨书法，并在美国等地举办过
个人甲骨书法展。
一九五○年，董作宾大师的部分甲骨书法被收入《集契集》出版。
由于董作宾先生作为著名学者的声望和他在甲骨书法艺术上高深的造诣，坊间时有仿写董氏书法牟利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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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董作宾大师还为我国古史年代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他以十个月的时间，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殷代书法，在一九四五年出版了《殷历谱》这一巨著。
其后，又完成了《西周年历谱》、《中国年历总谱》等著作。
有的学者评价说：“甲骨刻辞关于月日的记载虽然不少。
但由于它们不连贯，不能恢复成某一年或二年的历谱。
没有整齐的一两年的历谱，便很难拟出某个朝代的历法的具体内容。
”虽然《殷历谱>一书收集甲骨材料宏富，“但其基础不坚强”。
尽管如此，《殷历谱》一书“对殷代历法提供了可能利用的材料，提供了若干假设，是研究殷代历法
所不可缺少的”专著(《殷墟卜辞综述》，第二二三页)。
不仅如此，此书还是商代周祭制度研究的开山，为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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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一八九五～一九六三年)，河南省南阳市人，原名守仁，字彦堂，号平庐。
董作宾先生是我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董作宾先生知识渊博，涉猎广泛，包括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年代学、古地理学和文学艺术
等学科。
董作宾先生著作等身，留给我们专著十余种，论文二百多篇，现已由严一萍先生辑为《董作宾全集》
甲、乙编共十二册出版(艺文印书馆，一九七七年)。
    本书“平庐影谱”部分所收图片，系董作宾先生生前亲手拍摄的历年照片之精华，原书名为《平庐
影谱》，为方便非专业读者理解，今增加总书名为《走进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在国内外首次公开发表
，因该书图影均出自大师本人之手，故弥足珍贵。
其子台湾董敏先生负责编选，并由王宇信先生位之作序，由殷墟所在地河南安阳张坚先生撰写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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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作宾（1895－1963），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
河南省南阳人。
原名作仁，字彦堂，号平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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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殷墟”丛书总序  殷墟：人类文明的宝库《走近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序  董作宾
先生对甲骨学研究的贡献平庐影谱(简体字版)  “廉立散儒”  殷历谱，二三事  YH127坑甲骨研究成果
之一平庐影谱(繁体字原版)董作宾传略  一、董作宾的家庭与南阳董氏旧居门前的两块匾牌(代引言)  二
、奋发自修的早年(一九○○年——九二七年)　三、河南山东田野考古与甲骨研究的卓越贡献(一九二
八年八月——九三七年七月)　四、由抗日战争迁徙西南期间的研究(一九三七年七月——九四六年十
月)　五、赴美国讲学(一九四七年一月——九四八年十二月)　六、在台湾和香港的晚年(一九四九年
一月——九六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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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奋发自修的早年(一九00年—一九二七年)董作宾先生的出生地河南省南阳市，历史悠久，
人杰辈出。
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古今南阳人都特别注重教育。
在董作宾先生生活的少儿时代，南阳的私塾“非常之多”(董作宾语)。
董作宾先生六岁，一九00年，也就是甲骨文被发现的第二年，远在北方的京都惨遭八国联军蹂躏——
清王朝国子监祭酒、时为留守京都团练大臣的甲骨文发现第一人王懿荣壮烈殉国。
那一年，董作宾先生受学启蒙。
初受业于邑庠生陈文斗先生。
董作宾先生的父亲士魁公为儿子原起名董作仁，为他的弟弟起名董作义。
忠、孝、仁、义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遵奉的传统理念。
依当时的河南地方乡俗，作为父母，一般只给孩子起小名(即乳名)。
众多没有受学机会的穷人子弟，一生只以小名称呼。
另外，别说是富家大户，就是稍微有点家底或聊以衣食的人家，总要省吃俭用送孩子入学。
待到入学，才由先生给取大名，视入学为获得新生或步入了真正意义的人生。
董作宾六岁入私塾，私塾教师陈文斗另为取名作宾，其中，有取“宾馆”之义表现出对这位学生的聪
慧质朴的赞许与希冀，更重要的是董作宾自幼多病，体质极弱，而其名字中的“仁”所引申出的“成
仁”含义往往使人联想起“天折”的不吉利。
特别是其弟董作义未满成年过早去世(暗合“就义”)，更衬托出了陈文斗先生为董作宾改名的高明。
如前所述，董作宾先生十二岁时(周岁十一)董母王氏重病在床，自思为世不久，想生前能见到儿媳妇
。
于是，董父士魁公为其娶乡邻钱家女钱曼珍入门，一日“冲喜”，也是沿袭老家怀庆府温县董阳门村
早婚旧习。
钱氏长董作宾二岁。
据董敏先生回忆，董作宾上有一姐，嫁与钱家，娶钱家女，可谓亲上加喜，喜上加亲。
更值得庆幸的是，随着钱氏被娶入门，董母王氏的病竟渐痊愈。
作为董母王氏，可谓是明理善事，很有性格。
董作宾先生多年以后，常常非常动情地向同仁讲述他母亲的一件往事。
他说：当他还是小孩在怀抱里的时候，正当家乡闹土匪，地方人就想出一个妙法，就是在枯井底下再
拐弯挖一洞，人藏在里面，从上面看不见。
一次他母亲抱着他在井里避难，他突然大哭不止，同伴们都抱怨，他母亲不愿连累别人，就抱着孩子
出去了，侥幸没有遭难。
董母王氏的行为风范对董作宾的早年与成长影响最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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