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周代遺留下來的主要文獻是十三經。據《十三經集字

》統計，單字共6544個。十三經由於後世的傳抄刊刻

，用字情況大體上總還能夠反映周代的情況的。

❖ 十三經的時代延伸得比較長，幾乎包括了整個兩周時

代，而且其中還有一些秦漢時代的東西。如果有可能以

周代某一段一二百年的時間為範圍來進行統計，當時一

般使用的字數大概要比十三經使用的字數少一些。





❖ 據學者統計，現代書報刊物的用字數為6335 

個。據另一種統計，掌握了3800個漢字，就能閱
讀一般書刊內容的99.9% 左右；掌握了5200個漢
字，就能閱讀一般書刊內容的99.99 %左右。

❖ 大致可以說，現在一般使用的漢字的數量是
5000~6000字左右。



❖從上述情況來看，從商代到現代，一般使用的
漢字的數量似乎並沒有顯著的變化，很可能一
直在五六千左右徘徊。在這三千多年裡，新字
在不斷產生，但是舊字也在不斷退出歷史舞臺
。二者相抵，字數的變化就不大了。



新造字不多的原因

❖ 一般說來，時代越晚，新詞增加得越快。但是由於複
合詞在漢語裡越來越佔優勢，音譯外來詞又絕大多數用
假借字記錄，所以需要為它們造新字的新詞卻並不是越
來越多，這是一般使用的漢字的數量有可能比較穩定的
重要原因。

❖ 新字不多，但新詞彙非常多。



第０６講：商代文字

【本單元重點】

❖古文字和隸楷之區分

❖文字載體大勢

❖商代文字

❖商代文字的種類

❖甲骨文內容

❖甲骨文數量

內容



古今無定時
（古今是相對的概念）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古今無定時，周爲古則漢爲今，漢爲古則晉
宋爲今，隨時異用者謂之古今字，非如今人
所言古文籒文爲古字，小篆隷書爲今字也。

❖李白：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 通俗的來說，漢字演變可分成兩個階段：

1.古文字（商代至秦代）

2.現代文字【裘書稱「隸楷」】（漢代一直延續到現代）

可是，這是一種非常籠統的分法。

流行期 商 兩周 戰國 秦代 【灰色地帶】 漢至今

名稱 甲骨
文

銘文 竹簡 小篆 隸書 楷書 行書 草書

寬式

古文字 現代文字



❖ 隸書可以分成古隸（古文字）和今隸（隸楷），古隸在
戰國晚期就已經在秦國形成，到西漢早期還在使用。隸書是

兩個階段的過渡時期，更符合漢字字體發展的實際情況。

❖ 古隸（隸變中）和今隸（已完成隸變）

流行期 商 兩周 戰國 秦代 【灰色地帶】 漢至今 漢至今 漢至今

名稱 甲骨
文

銘文 竹簡 小篆 隸書 楷書 行書 草書

分析

古文字階段（商代～秦代）
古隸
戰國末
～漢初

今隸
漢初～
迄今

隸楷階段（漢~迄今）

嚴式

古文字 現代文字



古文字範圍的下限－隸變

隸變，又稱為隸定，是漢字由小篆演變為隸書的過程，
大約發生在秦漢之間，是漢字發展的轉捩點。字形變圓形為
方形，線條變弧線為直線，筆劃變繁雜為簡省。隸變是古今
漢字的分水嶺，是漢字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變革。
流行期 商 兩周 戰國 秦代 【灰色地帶】 漢至今 漢至今 漢至今

名稱 甲骨
文

銘文 竹簡 小篆 隸書 楷書 行書 草書

分析

古文字階段（商代～秦代）
古隸
戰國末
～漢初

今隸
漢初～
迄今

隸楷階段（漢~迄今）

嚴式

古文字 現代文字



請問，這是什麼動物？

❖ 約4~6噸，是人的60-85倍 標準體重為3～3.5 公斤



❖戰國楚文字中「象」與「兔」長得完
全一樣。

1.依文例判斷。

2.依「偏旁」來判斷，例如偏旁從「辵」的是？

◎隸書以後，「象」、「兔」差異明顯。



❖「失」有很多不同來源：

（秦系寫法）→ 失（楷書）

（楚系寫法）→消失

隸變以後的文字單純很多，非古文字範疇。

關於「失」字



❖ 但是這樣的分法很複雜。為了減少頭緒，此
處仍然只分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竹簡、
小篆）和隸楷兩個階段。



古文字和隸楷之區分

流行期 商 兩周 戰國 秦代 【灰色地帶】 漢至今 漢至今 漢至今

名稱 甲骨文 銘文 竹簡 小篆 隸書 楷書 行書 草書

分析

古文字階段（商代～秦代）
古隸
戰國末
～漢初

今隸
漢初～
迄今

隸楷階段（漢~迄今）

嚴式

古文字階段 隸楷階段

寬式

古文字階段 隸楷階段

※為什麼「篆文」（小篆）算是古文字？



❖古文字階段大約起自西元前14世紀，
終於前3 世紀末，歷時約1100多年。

❖ 古文字按照時代先後和形體上的特
點，可以分為：

1商代文字 2西周春秋文字

3六國文字 4秦系文字

但四類文字之間的界線並不十分明確。

補充：春秋戰國即有「秦」

商

約前16世紀–約前11世紀

周

前11世紀
～
前256

西周

東

周

春秋

戰國

秦
前221–前207

１

２

３

４
前770年，秦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獲封為諸
侯，為伯爵地位，秦正式成為一方諸侯國。



文字載體大勢

❖顏色越深，表示使用情況越普遍。

占絕對多數 十分普遍 普通 較少 無

殷商 西周 春秋 戰國 秦 漢

甲骨文

青銅銘文

簡帛

小篆

籀文

【時間】

【載體、字形】



❖商末和周初的文字，春秋末和戰國初的文字，
都很相似，往往難以區分。

❖秦系文字時代的上限是春秋，內容跟西周春秋
文字有部分的重複。

❖這樣劃分的確能夠反映出古文字形體演變過程
的一些重要特點，並且對於介紹古文字資料頗
為方便。



（一）商代文字

❖ 二千四百多年前，孔子曾為殷禮無徵而慨歎。

❖ 今天依靠地下發現，卻能夠看到大批商代後期遺留下
來的文字資料。（時代越晚，對前代歷史越了解。）

→孔子活著的時候，已經看不到商代文獻，但今日卻可
以看到大量甲骨文，真是三生有幸！



孔子之嘆
兩千四百多年，孔子曾為殷禮無徵而慨歎。

❖《論語˙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
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
矣。」

❖《論語˙為政》：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
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 ‥」

❖《論語˙八佾》：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可見孔子時代（春秋）已看不太到商代文獻。



談談古人的簽名
❖ 如果能搭乘時光機回到春秋戰國之際，你
會想找誰簽名。

孔子 孟子 誰？

※「子」是敬稱

＝



商代文字的種類

❖ 現存，商代文字數量最多的是甲骨文，即占卜用的龜
甲和獸骨上的文字；其次是金文，即青銅器上的文字。

❖ 此外，在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角器等類物品亦
有少數發現。

殷商 西周 春秋 戰國 秦 漢

甲骨文

青銅銘文

簡帛

小篆

籀文



工具的使用
❖ 商代金文幾乎都是鑄在銅器上的。甲骨文
和上述其他各種文字，絕大多數是用刀刻出
來的，少數是用毛筆蘸墨或朱砂書寫的。

❖ →填朱砂或錯金表示對其重視



商代甲骨文
❖ 甲骨文發現於商代後期王都的遺址──殷墟（今河南省
安陽市西北）。大約在西元前1314年，商王盤庚遷都於殷
。此後，直到西元前11世紀商紂亡國，在二百七十多年的
時間裡，這裡始終是商王朝的國都。

❖ 既然盤庚以前的君主

不住殷墟，那我們怎麼

知道盤庚以前的君主世系？



❖ B.C.2000     B.C.1000 0

商

西
元
前

（商代西元前1600~1000年）

甲骨文
西元前1314年~1000年

甲骨文是商代
中期偏晚的產物

周

也有出土西周的甲骨



❖甲骨文是這一時期商代統治者的占卜記錄。
其中大部分是商王的占卜記錄，小部分是跟
商王有密切關係的大貴族的占卜記錄。

❖ *提醒：據老師統計，約有5/100的同學會把
「甲骨文」寫成「甲古文」。



甲骨文
很久以前，先民就懂得以用龜甲或者獸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

加以燒灼，觀察所形成裂痕的形狀，認為可以判斷吉凶。所用的龜甲

、獸骨埋藏在遺址中，發掘出來就是考古學上說的甲骨。



商代以前 →       商代



❖ 商代後期管理占卜事務的人員，
往往把占卜的事由、卜兆的吉凶以
至後來應驗與否的情況，刻記在甲
骨上。這些文字就是所謂甲骨文，
亦稱卜辭。

❖ 商代人有時也在獸骨上刻記一些
跟占卜無關的事情，這類文字通常
也稱為甲骨文。嚴格說起來，甲骨
文的範圍要比甲骨卜辭廣一些。

YH127坑



南京˙中研院



甲骨文的名稱問題

❖ 最初它的名稱並未統一，有的叫它龜版文、龜甲文、
契文、甲骨刻辭、龜甲獸骨文字，有的叫它貞卜文字、
甲骨卜辭、殷墟卜辭、殷墟書契、殷墟文字等等，後來
才比較統一地稱為「甲骨文」。

❖ 甲骨文主要是殷朝王室卜辭，同時也有非卜辭以及方
國諸候卜辭。



❖甲骨文是刻在腹甲還是背甲？



❖刻在龜腹甲：

卜卜

正面 背面

甲骨片種類
卜

千里路

商人用裂痕的
方向判斷吉凶



❖刻在龜背甲：

背
甲



烏龜腹甲是平的，可以直
接拿寫刻字，背甲是圓的
，必須剖成兩半。所以我
們看到的背甲，都是只剩
一半的。



癸巳卜，殼貞：旬亡禍
？王曰：乃茲亦有祟。
若。甲午，王往逐兕，
小臣由車馬硪，馭王車
子央亦墜。

刻
在
牛
肩
胛
骨
：



殷王打獵獲鹿，
歸而刻辭於其頭。

鹿
頭
刻
辭



❖下面是一張可怕的照片



這片是刻在什麼骨頭上？



卜辭的內容
由於當時人篤信占卜，事無大小都求決于卜法，所

以卜辭的內容非常豐富，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各方
面，因而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甲骨文的主要內容：祭祀／戰爭／健康／氣象／收成／
打獵／分娩

庚戍卜，朕耳鳴。



❖甲骨刻辭的內容

1.商王的占卜記錄。

2.與商王有密切關係的大貴族的占卜記錄。

3.記事刻辭。

4.表譜刻辭：干支表、祀譜、家譜刻辭。

5.習刻。



收成
「東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
年？吉。北土受年？吉。」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



氣象

北 西

南
東



❖ 戊寅卜，殼貞：雷鳳其來？

雷鳳不其來？

◎「鳳」在這邊是什麼意思？



甲骨出土地
殷墟以洹水南岸的小屯為中心，是面積約二十四

平方公里的大型遺址。早在北宋時，這裡便出土過商
代銘文的青銅器，見於記載。



花園莊東地甲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