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正大學中文學術年刊  
2008 年第二期（總第十二期） 
2008 年 12 月  頁 1～46 1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花東以外有花東－論由系聯的方法 

拓張研治花東甲骨的材料 
 

朱歧祥∗ 
 

摘  要 

本文區分「由花東的特殊句例尋覓非王卜辭與殷商金文」與「由非王卜辭

返覓與花東有關的甲骨」兩篇。前編是「大膽假設」，分列花東甲骨的十項特色，

包括特殊字例、特殊行款、成堆書寫、人名移位、習見用辭、特殊用詞、丁的用

法、特殊對貞、句意重於行款等，用以系聯相類的非王卜辭和殷商金文，拓大研

究花東甲骨的材料。後編是「小心求證」的實驗場所，利用交錯論証，推論具充

份証據的花東以外與花東有關的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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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methods in studying about the oracle 

bones inscriptions on the East of the Huayuan village. 

 

Ki- Cheung Chu 
 

Abstract 
 

The essay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1)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pecial characters、words、forms and expressions in Huayuan village bones 
inscriptions to the former inscriptions on oracle bones and the inscriptions 
on Shang bronzes.(2)The searching mor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Huadong 
from the non- imperial oracle bones in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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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年 10 月在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簡稱花東)出土一完整的甲骨坑，共整

理出有字甲骨 561 版1。甲骨的主人是子，理論上是殷王武丁的兒子2。根據原整

理者的意見，花東甲骨是屬於武丁中期以前的非王卜辭一類3。這批材料有較特

殊的字形、行款，詞彙和內容，對於研治武丁早中期的殷商文明有重要的參考價

值。 

花東甲骨代表目前所見最早而完整的一坑甲骨，但五百多版有字甲骨的量

並不算多，且通讀困難。如何深化的研究這批甲骨，是甲骨學門一重要的課題。

我們認為，由量的角度觀察，花東甲骨可以系聯兩種相對的材料，作為擴大研讀

花東甲骨的相關問題：(一)、《甲骨文合集》中第七冊〈一期附〉所收有關非王卜

辭中既屬於武丁早中期而又與花東甲文相關的資料；(二)、殷金文中屬非王而字

形用法與花東甲骨有關的青銅銘文。以下由十項花東甲文相對的特點來切入這個

問題。 

 

第一編 由花東特例尋覓非王卜辭與殷商金文 

一、 由花東的特殊字例系聯非王卜辭。例： 

(一) 羊 

花東甲骨的羊字作 ，如〈花 7〉，寫法特殊，在羊首中間習慣增一橫

畫，與一般甲文常見作 的字形有別。這種書寫模式不見於殷王卜辭而卻多

見於非王卜辭中，可以作為彼此屬於同時同一書寫風格的關鍵字例，如《合

集》的 20008、20523、20674、20679、20680、21057、21270、21547、21755、

21831、21955、21956、22070 甲、22070 乙、22088、22226、22229、22230、

222934諸版的羊字。此外，如 20241 的羊字作 、21145 的羊字倒書作 ，

可以系聯為同一類。它們與花東甲骨應該是同一時空的甲文記錄，彼此的內

容可以互參，足以作為研治花東甲骨的延伸材料。 

                                                 
1 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年 12 月。 
2 參拙文〈阿丁考─由語詞系聯論花東甲骨的丁即武丁〉，東亞語文學與經典詮釋研究學術研討

會，台北：國立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2004 年 11 月。 
3 參《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第一冊 26 頁〈H3 卜辭的性質〉。 
4 本文單列甲骨的編號，均屬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甲骨文合集》(簡稱《合集》)的編號；下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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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ぇ 

花東甲骨的ぇ字作 ，如〈花 26〉，从羊部件的寫法特殊，在羊首處

增一橫畫，與一般只書作 的有別。這種特例亦見於非王卜辭，如《合集》

的 22101、22214、22421 三版。 

(三)  

花東甲骨的字作 ，如〈花 7〉，从羊部件增一橫畫與一般王卜辭書作

的有別，應是花東字形的特色。這種書寫在非王卜辭亦見一例，如 22214 的

字作 。 

(四) 彡 

花東甲骨的彡字作 ，如〈花 25〉，从羊部件增一橫畫，與一般作

的寫法有別。非王卜辭的 20045、21220 諸版見此字例。21145 的彡字作 ，

字形風格亦應與花東相同。 

以上在常見字形中間增一修飾性的短橫畫，似乎是花東甲骨這一時區

的特殊風格。非王卜辭復偶見牛字作 (21964、22350)、余字作 (20315)，字

中間都有多出一橫畫，或許是承受花東同一時區書體風習的影響所致。 

(五) 獲 

花東甲骨的獲字有作過去常態的 ，如〈花 288〉，从手在隹後，示從

後追捕的意思，但又有特別的作 的寫法，从手在隹前，如〈花 14〉。非王

卜辭中亦見此特例，隹鳥朝右作 ，如 20383、20613、20617、20706、20707、

20726、20739、20780、20783、20788、20789 諸版，亦偶有反書的作 ，如

20203、20727、21736、21768、22226。 

(六) 取 

花東甲骨的取字都在耳旁特別增一短豎，作 ，如〈花 39〉，與一般

王卜辭所見的 形有別。非王卜辭中的取字亦見與花東相同的寫法，如

20229、20230、20354、20630、20632、21397。這些甲骨的書寫背景可能與

花東甲骨有關。 

(七) 首 

花東甲骨的首字作 ，如〈花 199〉，象正首形，圖畫意味濃厚，與一

般王卜辭的首字作側形的 有別。非王卜辭中首字有作 (20322)、作 (22092),

形與花東甲骨寫法相近。此二版甲骨應與花東甲骨的性質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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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卩 

花東甲骨从卩部件作 ，其中象手的一豎畫以拋物線的方式書寫，為

花東子一時期的特殊寫法。這和一般王卜辭卩作 ，手自然下垂的字形稍有

不同。如令作 〈花 1〉、禦作 〈花 3〉、鬼作 〈花 88〉、即作 〈花 181〉

是。非王卜辭亦偶見這種特別的卩形，如即作 (20323)、令作 (20632)、作

(21069)，屖作 (21036)、禦作 (21057)、光作 (22174)、作 (21069)是。

以上諸版應可與花東甲骨的時地系聯在一起。 

(九)  

花東甲骨的字作 ，如〈花 157〉，从它的部分倒書，與一般王卜辭

作 的从它朝上寫法不同。非王卜辭有字形與花東全同者，如 22183、

22276、22288 是。這些甲骨似應與花東甲骨有關。 

(十) 祭 

花東甲骨的祭字作 ，如〈花 4〉，从肉的部件形與口同，而位置特別，

與一般的王卜辭作 的斜肉形稍異。非王卜辭亦見花東甲骨的祭字形，如

21289 版是。 

(十一) 鬯 

花東甲骨的鬯字作 ，如〈花 4〉，形與字容易相混，與一般王卜辭作

形的不同。非王卜辭中的鬯字亦有作 (22293)、作 (22060)、作 (22062)、

作 (22136)、作 (22229)，關鍵的在字中一橫畫與花東相同，應是屬於同

一類字形。 

(十二)  

花東甲骨的字作，如〈花 4〉，字形和用法特別，或為又祭的繁體

寫法。非王卜辭亦見字，如 22215、22220 是。唯花東的字常接「鬯若

干」，但非王卜辭二例只見接「先妣名」，用法上稍有出入。 

二、 由花東的特殊行款系聯非王卜辭 

花東甲骨刻寫的行款方式複雜，變化甚多，沒有固定的規範，《殷墟花園莊

東地甲骨》在前言區分花東卜辭有多達 17 種排列走向，與董作賓早年總結的殷

墟卜辭行款規律不符
5
。花東卜辭多呈 形行款，在非王卜辭中亦能看見這種特

                                                 
5 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第一冊〈前言〉八〈H3 甲骨刻辭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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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刻寫方式。如：《合集》的 19772 作 、19773 作 、22165 作 ，都是 形刻

款一類；又如 20436 作 、20743 作 、21089 作 、22186 作 ，應該是屬於

形刻款的一類，而 21120 作 、21148 作 的逆向書寫，在形式上都是變例。

這些特別的行款，妨礙了正常的閱讀，但也自成一種書寫習慣，似乎可作為同時

同地刻手所為的依據。 

三、 由花東詞組壓縮成堆書寫習慣系聯非王卜辭 

花東甲骨有少數獨立的分句或詞組會寫成一堆，應該是書手不經意的刻寫

習慣，與常態卜辭基本上一字佔一格空間的模式不同。如〈花 61〉的「癸卯卜」

壓縮成上二下一的組合，〈花 88〉的「歲妣甲」壓縮成上一下二的組合，〈花 63〉

的「白豕」壓縮成上下的組合。這種特殊的成堆書寫習慣，在非王卜辭中亦偶有

出現。如《合集》20954 的「丙戌卜」，21413 的「甲申卜」，都作左二右一的排列；

21134 的「癸丑卜」、21538 的「三白豕」、22214 的「于乙亥」，都作上一下二的排

列；21262 的「乙酉卜」一句則作上二下一的排列。這種以詞組為單位故意的書

寫成一堆，與花東甲骨應是相同的書寫習慣，似乎可以並列來參看。 

四、 由花東人名移位的習慣系聯非王卜辭 

花東甲骨中對於祭拜死者的名稱，偶有顛倒的特別寫法模式，如〈花 37〉

的「祖甲」作「甲且」，〈花 34〉、〈花 195〉的「祖乙」的祖字倒置，〈花 29〉、〈花

214〉的「子癸」倒作「癸子」是。這種干名前置的寫法，相對亦見於非王卜辭

中，《合集》20065 的「祖丁」寫作「丁且」，22173 的「祖乙」寫作「乙且」，21878、

22136、22230 三版的「妣庚」寫作「庚匕」，21876、21878、22323 三版的「妣丁」

寫成「丁匕」，20038、21032、21878、22220、22213 五版的「妣己」寫作「己匕」。

以上倒寫的「祖丁」「祖乙」「妣庚」「妣丁」「妣己」諸名稱，也曾見於花東甲骨

中。由此共同的特例書寫，或可判定為同一人的專名。其他如 19838 的「仲丁」

寫作「丁中」、19866 的「母乙」寫作「乙母」、19897 的「母甲」寫作「甲母」、

21878 的「子丁」寫作「丁子」，都是特殊的移位寫法。這種書寫習慣，應與花東

甲骨一致。 

五、 由花東習見的「用辭」系聯非王卜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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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卜辭於句末多見「用」或「不用」的紀錄，《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在

〈前言〉22 頁稱之為「用辭」，有超過 150 版之多6，是針對某卜兆占問內容宜用

與否的判斷語。非王卜辭中亦偶見這種用法。如： 

〈集 20055〉 (1)癸未卜：□翌丁亥兄丁：一牛？六月。用。 

〈集 20523〉 (1)又子丁：牛？用。 

〈集 21267〉 一牛？不用。 

〈集 21277〉 不用。 

以上用辭的應用，性質與花東甲骨相當。因此，這些甲骨片的書寫時空，

應與花東子相約。 

六、 由花東特殊用詞系聯非王卜辭。 

花東甲骨有應用若干特別的詞彙，與過去所見常態的王卜辭辭例不同，而

這些特別的詞彙正可以提供一重要的參証，聯結花東甲骨和某些屬於非王的卜

辭。如： 

(一) 耳鳴 

花東甲骨有卜問花東子「耳鳴」之疾無災否，如：〈花 39〉的「子耳鳴，亡

小艱？」、〈花 53〉的「子耳鳴，亡⑶？」、〈花 275〉的「子耳鳴，唯子癸⑶？」

等是。非王卜辭中亦偶見此詞，如： 

〈集 21384〉 丁巳卜：夢乍，耳亦鳴？ 

〈集 22099〉 庚戌卜：朕耳鳴，于祖庚羊百五十八，女三十？ 

(二) 呼食 

花東甲骨習見子「呼食」例，如〈花 35〉的「既乎食，子其往田」，〈花 286〉

的「既乎食，廼俎」等是。非王卜辭亦一見「呼食」例： 

〈集 21073〉 庚午卜： 爯，乎帝降食，受又？ 

兩兩相對，可見花東習用的「呼食」例，似為「呼帝降食」一辭之省略。 

(三) 往 

花東甲骨有「往」連用，後接祭拜的對象，其中的往字似用為祭祀類動

詞，如〈花 53〉的「己卜：多臣往妣庚？」是。這種特殊的用法亦見於非王

卜辭。如： 

                                                 
6 參《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第六冊附索引表用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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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22099〉 庚戌卜：舊往？ 

(四) 妹又 

花東甲骨有用「妹」字作為否定詞，如「妹又」〈花 44〉，非王卜辭中亦見

這種罕有的用法。例： 

〈集 20348〉 乙亥卜，生四月妹(又)事？ 

(五) 又  

花東甲骨多見「又 」一詞，似為問災的習用語，或稱作「有夭」
7
。如〈花

44〉的「子不，又 ？」是。此一詞例亦見於非王卜辭，否定句作「妹 」。如： 

〈集 21358〉 今夕又 ？ 

〈集 21714〉 己未卜，貞：又 ，我徝今五月？ 

〈集 22391〉 乙丑卜：又 目今日？ 

〈集 21568〉 巫妹 ？ 

(六) 又 

花東甲骨有用為殺牲以祭的「又」一詞
8
，否定句作「亡其」，如〈花

228〉的「吉牛于示，又」「吉牛其于示，亡其于俎」、〈花 60〉的「自貯馬又

」是。非王卜辭亦見此例，如： 

〈集 20180〉 壬戌卜，王貞：弜亡其？ 

〈集 20181〉 壬戌卜，王貞：弜？ 

(七) 不  

花東甲骨中見一特殊的「 」字，用例與吉、永字前後相對，似與憂慮意

有關。如〈花 69〉的「丁終不 于子疾」、〈花 183〉的「壬卜：丁不 ？」是。

非王卜辭亦見「不 」例，如： 

〈集 22292〉 庚子卜，子弗 (以) ，不 ？ 

這種句例應與花東甲骨屬於同一時空所書寫的甲骨材料。 

(八) 又友 

花東甲骨對於常見的「有祐」例，有寫作「又友」，與王卜辭一般簡單作「又

又」不同。如〈花 338〉的「甲辰：歲莧祖甲，又友？」是。非王卜辭亦見「

友」例，讀如有祐。如： 

                                                 
7 參拙著《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校釋》959 頁，東海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字研究室出版，2006 年

7 月。 
8 參拙著《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校釋》972 頁。 



 花東以外有花東──論由系聯的方法拓張研治花東甲骨的材料 9 

〈集 22258〉 癸丑卜：畐鬯中母，□友？ 

〈集 21050〉 癸未卜：令絴妣石 友？ 

(九) 子祝 

花東甲骨常見「子祝」例，見花東子掌控祭祀禱告、與鬼神溝通的神權。

非王卜辭亦見「子祝」例，如： 

〈集 19849〉 卯，子祝□歲？ 

本辭的「子」應與花東甲骨的子屬同一人。 

七、 由花東的丁即武丁系聯非王卜辭 

花東甲骨中活人的丁，應是武丁在當時的稱謂，目前似已是定論
9
。非王卜

辭中亦有「丁」作為人名主語的句例，似乎也可以理解為武丁其人。如《合集》

的「丁于商」(21160)、「丁若」(21236)、「丁來」(21527)、「丁 」(21571)、

「丁言我」(21580)、「丁呼彘」(21566)、「丁乍茲口」(21740)、「丁令彘」(21633)、

「丁歸在人」(21661)、「丁 」(21695)、「丁」(21695)(21729)、「丁」(21945)、

「丁狩」(21729)等是。這些甲骨中「丁」的用法和內容，可以與花東甲骨互相

參看。 

八、 由花東甲骨的特殊對貞句型系聯非王卜辭。 

花東甲骨有「先 A 廼 B」、「先 B 廼 A」的選擇對貞句型，詢問二事的先後

順序。這在一般王卜辭中並不多見。如〈花 154〉的「辛酉卜：丁先狩，廼又伐？」

「辛酉卜：丁其先又伐，廼出狩？」二句對貞、〈花 252〉的「づ人呼先，入

人廼往？」一句例是。而非王卜辭中偶亦見此種句例。如： 

〈集 20700〉 乙丑卜：先□呼盧豕，廼至二牢？ 

九、 由花東甲骨句意重於行款的非常理解系聯非王卜辭。 

花東甲骨若干無法由順讀來理解上下文的占卜內容，我們必須由句意的掌

                                                 
9 參拙文〈阿丁考─由語詞系聯論花東甲骨的丁即武丁〉，東亞語文學經典詮釋研究學術研討

會，台北：國立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2004 年 11 月。文又見《殷都學刊》2005 年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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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來重組卜辭中的文字，始能通讀上下文
10
。這種文字顛倒錯置的句例，亦見於

非王卜辭中。如： 

〈集 19773〉的「奚大乙三十」，應是「大乙：奚三十」的倒文。 

〈集 21148〉的「牛庚母」應是「母庚：牛」的逆讀。 

〈集 22097〉的「庚允田 于天豕」，如按上下順讀全不可解，此辭應 

是「庚［午］田于天，豕 ？」的讀法。 

〈集 22138〉的「羊兄」，應是「祝羊？」的倒文。 

〈集 22165〉的「先大庚，又自中丁」，文意不可解，應是「先又自大庚、 

中丁」的讀法。 

這些文字的刻寫模式，應該與花東甲骨是屬於同一時空的刻手所為。 

十、 由花東特殊文字系聯殷金文。 

殷金文一般只見於晚商時期，其時間多集中與甲骨第四、五期相約，能明

確証明為武丁時期的金文並不多見。由於甲骨文可區分為王卜辭與非王卜辭，而

花東甲骨更進一步由非王卜辭中屬於武丁早中期的材料相互印証，推廣研治花東

甲骨的空間和深度。相對的，理論上我們亦可嘗試把殷金文區分為殷王金文與非

殷王金文，前者為殷王親鑄器上的文字，而後者則為殷貴族所鑄器的文字，其性

質與甲骨中的非王卜辭相當。我們再由花東特別的字形和文例來核對，似乎又可

以尋覓出若干與花東甲骨相類的青銅銘文。譬如： 

鼎
11
的圖騰字形作 、羊父辛觶

12
的羊作 、亞斝

13
的形作 、鼎

14
的

圖騰作 ，所从的羊形都有增一短橫畫，與花東特殊的羊字寫法完全吻合。 

父丁鼎
15
的「父丁」一詞顛倒作「丁父」，與上述花東甲骨習見的人名移

位寫法相同。 

                                                 
10 參拙文〈句意重於行款─論通讀花園莊東地甲骨的技巧〉，《古文字研究》第 26 輯，頁 30-38,

中華書局。2006 年 11 月。 
11 鼎見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殷墟青銅器》圖 173，文物出版社，1985 年。又，陳

佩芬編《夏商周青銅器研究》〈夏商篇〉上冊 99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2 器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殷周金文集成》6315 號。又，朱歧祥《殷金文研究》附〈殷

商金文字形表〉120 號，里仁書局，2004 年 10 月。 
13 器參朱歧祥《殷金文研究》附〈殷商金文字形表〉121 號引《近出殷周金文集成》M5‧136。 
14 參陳佩芬編書〈夏商篇〉上冊 115 頁。 
15 參陳佩芬編書〈夏商篇〉上冊 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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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諸例的青銅器銘文風格，與非王卜辭中的花東子時期相同，可作為研

治花東甲骨有相關連的金文材料。 

總結以上十項應用花東甲骨的種種特色，包括特殊字例、特殊行款、成堆

書寫、人名移位、習見用辭、特別用詞、丁的用法、特殊對貞、句意重於行款等，

用以系聯相類的非王卜辭和殷商金文，可以拓大花東甲骨以及早期甲骨研究的資

料。文中所徵引的《合集》〈一期附〉的甲骨版號和殷商銅器諸例，應該與花東

甲骨的時空有一定的對應關係，加以整理其內容，對研治花東甲骨有重要的參考

價值。 

 

第二編 由非王卜辭返覓與花東有關的甲骨 
由第一編系聯花東甲骨與非王卜辭和殷商金文的特殊用例，證明彼此有相類

似的現象。然而，這種單一的特殊交疊，只能說明這兩者在某一程度上的共性，

但仍不能充分證明必然的共同關係。花東屬於非王卜辭中的一類，與非王卜辭的

刻寫自然有相類的可能。事實上，王卜辭、非王卜辭與花東卜辭之間所呈現的語

彙和書寫習慣，在大的方向言是互有關連的。我們可以將三者性質交錯的關係繪

圖如下： 

 

非王卜辭是由不同的所謂多子族甲骨組成。花東甲骨則是武丁早期非王一

類由花東子所擁有的甲骨，這一坑甲骨的語言文字和內容儘管偏於非王卜辭一

堆，但與王卜辭亦有許多關連的地方。換言之，單一的證據不足以證明非王卜辭

和花東卜辭有必然關係，特別是在兩堆甲骨互有異同、或只屬殘辭的時候，都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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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判斷二者之間同屬與否。我們以為，固然孤證不足徵，但如果能結合多項不同

的特例的共出，交錯論證，才能確認非王卜辭中的若干甲骨與花東甲骨為同一時

空出現的甲骨文。 

下面，我們先將上文九項特例尋覓出的非王卜辭完整內容，逐項依序引錄，

並加按語討論。這批非王的材料可以幫助拓張了解花東甲骨的內容，而其中特別

在句首加“＊＂號的非王卜辭，由多重證據互校，見與花東甲骨更屬同時同類的

材料，二者的關係密切，非比尋常。 

一、特殊字例 

(一) 羊作  

20008 甲午卜，王：羊、豕兄丁？ 三 

按：兄丁，見花東甲骨，如〈花 236〉：「丁卜：伐兄丁，卯彡，又鬯？」其中

的祭牲都前置於祭祀對象兄丁之前，二者句式相同。唯本版由殷王親自占

問，與花東甲骨單純由花東子進行貞卜不同。非王卜辭一類見有王貞問例，

此與王卜辭的差別應又是一有趣的課題。 

＊20523 (1)又(侑)(于)子丁：牛？用。 

 (2)羊？ 

按：本版除羊字作 外，于字作 、丁字作 ，都與花東甲骨相同。(1)辭的又字

作侑祭、于字繁體，以至句末用辭的使用，與花東卜辭亦相吻合。唯「子丁」

一祭祀人名，不見於花東。〈花 331〉有「子丁」二字刻在一起，但可能是「子、

丁」分讀的意思。至於(1)辭的讀法，〈胡厚宣釋文〉(簡稱胡釋)16 作「丁巳又

…牛用。」，可商。(2)辭的字，有省从彳，一般都作為第一期方國名。

如： 

〈集 20510〉 乙亥卜：一月王敦ィ，受又？ 

〈屯 3568〉 戊寅卜：敦，受又？ 

〈集 20511〉 征ィ？ 

〈集 20518〉 其圍ィ？ 

                                                 
16 參胡厚宣主編，王宇信、楊升南總審校《甲骨文合集釋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 年 8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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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有「」〈集 6529〉、「кィ」〈集 19834〉、「к」〈集 20521〉等例，

見ィ族人亦有用為殷的祭牲，與本版殘辭相同。 

20674 (1)己未五十羊？ 二 

 (2)甲戌？ 

按：(2)辭〈胡釋〉誤作「甲戊」，今正。 

20679 彘、羊、豕？ 

按：〈胡釋〉作「豕羊豕」。虛字的後一獸形字作 ，尾稍長而下垂，並不捲

曲，獸身明顯有一短橫畫，似為彘字。況且在同一辭記錄的祭牲不應該重複。

彘作為獵獲的野豬，豕則可相對的理解為飼養的家豬。 

＊20680 (1)(登)豕妣丁？ 

 (2)羊？ 

 (3)？ 

按：登豕，即登獻豕牲作為祭品。〈胡釋〉的(1)辭作「□□［卜］，貞豕…妣丁…」，

但豕上一字見兩手作拱形，應是字，字上並沒有橫畫，似不能釋作貞字。

且「貞豕」一詞連續亦不可解。〈胡釋〉待商。妣丁，亦見於花東甲骨，如

〈花 13〉：「乙巳：歲妣丁：一？」是。 

＊21057 (1)□子卜：□疾母？ 一 

 (2)羊母？ 一 

按：花東甲骨多見子卜例。本版的子作 ，作 ，疾增繁作 ；諸字形與花東

均合。〈姚孝遂釋文〉(簡稱姚釋)17 漏一疾字。 

21270 用羊？ 
按：用羊，即以羊作祭牲。〈姚釋〉作「…用羌」。用下一字拓本見作 ，不清。

字釋羊，形體方正對稱，勉強可通；但如釋為羌，則字形上寬下窄，與羌字

常態寫法不同，中間呈現一單橫畫亦可怪異。今似釋羊為是。 

＊21547 (1)乙亥子卜：來己，羊妣己？ 一 

 (2)隹若？ 一二 

                                                 
17 參姚孝遂主編，肖丁副主編《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中華書局，1988 年 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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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花東甲骨習見子親卜例，又有大量祭祀妣己的卜辭，如花東 25、30、39、67…459
等版是。 

＊21755 癸巳羊至［大］(于)［］？ 
按：于後一字殘，〈胡釋〉不釋，〈姚釋〉作取，但旁加一疑問號。取字一般寫作

，然此處作「又」旁的字形位置偏高，不像是「又」，或即字之殘，地

名。于字繁體寫法亦見花東 400、411 等版，過去都認為是晚期甲骨字例，

現在看有重新商榷的必要。 

＊21831 (1)庚申［子］貞：我自隹若？ 
 (2)庚？ 
 (3)辛酉子卜：□隹一羊？ 
按：〈胡釋〉在(1)辭「庚申」後接一「卜」字，但由殘字見字首殘留半弧形的刻

畫，此應是「子」字無疑。花東甲骨多見干支後接「子卜」「子貞」的句例。

〈胡釋〉在(3)辭「隹羊」中間缺釋一「一」字，應補。〈花 7〉亦有「一

羊」的用法，與本版相同。 

＊21955 (1)白？ 

 (2)剛？ 
 (3)剛羊？ 
按：〈胡釋〉在(1)辭作「白豕」，唯細審拓片，「白」後一字見豕形，豕肚下明

顯有一小點突出，似應釋作公豬的字為是。花東甲骨多見強調所用祭牲的

顏色，如〈花 21〉有「白豕」，〈花 37〉、〈花 63〉有「白豕」例，是花東

甲骨的特色，與本版用法正相同。剛，字从刀从网，應是殺牲的方法。互較

(2)、(3)辭，見第(2)辭省殺牲的對象「羊」字。 

21956 (1)癸酉：酒，今？ 
 (2)癸酉？ 
 (3)子丁 、羊？ 

按：本版(1)辭酒字作 ，〈胡釋〉隸作，可商。字作 ，即袚字，〈胡釋〉隸

作庚。第(3)辭的 字，似為奴牲的用法。「子丁」，作為祭祀的對象，但未見

用於花東甲骨中。 

＊22070(甲) (1)壬午卜：羊于妣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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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卜：羊？ 

＊22070(乙) (1)壬午卜：？ 

 (2)妣丁：羊？ 

 (3)？ 一 

按：妣丁，亦見於花東甲骨。如〈花 13〉是。本版(甲)的(1)辭祭牲「羊」前置句

首，省動詞，相對的同版(乙)的(2)辭屬常態的句型，「羊」置於祭祀對象「妣

丁」之後。這種省略祭祀動詞而前置祭牲的用法，亦見於花東甲骨。 

22088 (1)壬申卜：步？ 二 

 (2)癸酉卜：□步？ 

 (3)甲戌步內乙？ 

 (4)丁丑卜：步寅 ？ 一二三 

 (5)癸未卜：歲牛于下乙？ 

 (6)癸未卜：帝下乙？ 一二三 

 (7)癸未卜：羊于下乙？ 

 (8)癸未卜：羊于子庚？ 

 (9)乙酉卜：歲于下乙？ 

 (10)乙酉卜：歲于入乙？ 一二三 

 (11)丙戌卜，貞： 至，亡若？ 一二三 

 (12)丙戌：？九月。 

 (13)□□卜： 于？ 

 (14)庚寅卜，貞。 

 (15)丙□卜。 

 (16)丙□卜：隹？ 

按：下乙，本版見增筆作內乙，也有減筆作入乙，是同一祭祀先人的異名。第(11)

辭的 ，恐怕也是下乙的繁體寫法，增从双。非王卜辭中祭祀下乙的詞例，

又可系聯《合集》的 22089、22090、22091、22092、22094 諸版。步，用為

祭祀動詞。〈丙 519〉：「戊申卜，賓貞：，步于？」、〈集 10918〉：「步

于母庚？」、〈集 32677〉：「今日告其步于父丁一牛？」。第(13)辭的「」，〈胡

釋〉連接於(11)的「至」字後，今核對拓片的行文改讀於此。本版祭拜的下

乙、寅，步祭和「歲」連用等特例，均不見於花東甲骨。因此，儘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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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羊字的書寫與花東相同，但只能推算是非王卜辭中的類同書體，與花東

子的甲骨並不能證明完全屬於同一堆。 

＊22226 (1)己未卜： ()帚：妣庚？ 二 

 (2)于亞朿 ()帚？ 二 

 (3) ()帚：妣庚？ 二 

 (4)豕朿？ 二 

 (5)庚申卜：豕朿？ 二 

 (6)又豕？ 二 

 (7)豚？ 二 

 (8)，獲？ 二 

 (9)庚申卜：至帚母庚：牢、朿小彡？ 二 

 (10)妣庚：彡、朿羊、豕？ 二 

 (11)豚、朿彡：妣庚？ 二  

 (12)畐：妣庚？ 一 

 (13)又妣丁：彘？ 二 

 (14)庚：彡？ 二 

 (15)中妣：小彡，子：小彡？ 二 

 (16)朿魚？ 

 (17)羊朿？ 二 

 (18)至豕？ 二三 

 (19)妣丁：彘？ 

 (20)？ 一二 

 (21)帚不力？  

 (22)卯。 

按：本版文例大量與花東甲骨相合。(1)辭的妣庚，習見於花東，可理解為武丁之

母，如〈花 1〉。(2)辭的朿，讀為刺，為殺牲的方式，其後省祭牲，對比同

版的「朿豕」、「朿小彡」、「朿豚」、「朿魚」、「朿羊」等用法可證。(6)辭的

字，疑為朿(刺)的繁體。(8)辭的獲字作 ，从手在隹前的特殊寫法，與花東

相同。(9)辭的「至」連用，屬特例，亦見於〈花 27〉、〈花 320〉等版。(10)

辭和(17)辭的羊字，在羊首增橫畫，與花東全同。(11)辭的〈胡釋〉作「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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彡妣庚朿」、〈姚釋〉作「妣口彡妣庚朿」，上下文意均不可解。其中的第一

字釋王，不合，由字的下半部从口形可證；釋作妣字亦於形不合。參同版的

(7)辭有从口(實即从肉)从豕的豚字，作為祭牲，應與此屬同字。又，「朿彡」

連讀，示用刺的方式殺牲獻祭的彡。相對的文例，見〈花 9〉的「朿牝」是。

(12)辭的畐，與同，示用酒祭。這種用法，亦常見於花東，如〈花 376〉

的「子福于妣丁」、〈花 395〉的「福于母戊」是。(14)辭的「庚」，應是祭祀

對象「妣庚」之省。(18)辭的「至豕」，即「至某人禦於某祖以某祭牲」的句

例之省，參同版(9)辭的不省例。有關「至」的用法，亦多見於花東甲骨中，

如〈花 27〉、〈花 32〉等版是。(19)辭的祭「妣丁」例，又見用於〈花 13〉。

(22)辭的「卯」字單獨刻寫的特殊用例，功能性不詳，但又常見於花東，如

〈花 318〉、〈花 396〉是。以上由不同字例、文例的交錯論證，可以確知本

版甲骨出處與花東子關係密切。 

＊22229 來庚寅：血三羊于妣庚，［к］伐二十、鬯三十、牢三十、奴三多。 

按：本版除羊字的寫法與花東相同外，其他的鬯字作 、庚字作 ，字形特殊，

但都見於花東。妣庚，亦習見於花東。к字字殘，對比〈集 22231〉版(1)辭

的「甲寅卜貞：三卜用血三羊，к伐二十、鬯三十、牢三十、奴三多于妣庚？

三。」，可補。唯後者辭例雖相同，但其中羊字字形卻作常態的羊的寫法，

並沒有增橫畫。由此可見，非王卜辭中的羊字可分作羊作 ，並沒有嚴格的

限制。 

＊22230 來庚寅羊于庚妣？ 四 

按：本版句意與〈集 22229〉、〈集 22231〉相當，應屬同時所刻。其中羊字作 、

庚字作 ，字形特別，但與花東相同。「庚妣」即妣庚的倒文，這種人名錯

置的刻寫模式，也見於花東，可以互參。 

＊22293 (1)甲子卜： 鬯、羊？ 一 

 (2)甲子卜： 鬯、羊？ 二 

 (3)？ 二 

 (4)丙寅貞： ？ 一 

 (5)丙寅貞：子弗条，？ 一 

按：〈胡釋〉在(1)(2)辭都遺漏一「卜」字，釋鬯字誤作。〈姚釋〉亦隸鬯為擒，

可商。本版除羊字外，子作 、鬯作 ，字形特別，但都與花東甲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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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字作 ，過去認為是晚期的字形卻見於早期，情況與花東相類。(5)辭占卜

的內容，比較〈花 286〉的(29)辭：「壬卜：卜宜不吉，子弗条，又艱？」一

句，其中的文例、句意都屬一致。 

20241 (1)羊？ 

 (2)喪？ 

按：(1)辭的或即夙字異體，〈花 39〉夙字作 ，形體與此相似。 

21145 (1)辛未卜：歲？ 

 (2)庚辰卜：田？ 

 (3)羊、彡商？ 

按：羊字倒文作 ，彡字作 ，从羊的部件都有增橫畫，形與花東甲骨同。花東

多見歲祭，與此相類，但未見「歲」的用法。 

(二) ぇ作  

22101 (1)辛未卜：卯于祖：ぇ、？ 

 (2)丁酉卜。 一二三 

 (3)、羊？ 

 (4)卜：［ ］，(禦)子自祖庚至于父戊：奴？ 

 (5)一二三四五六 

 (6)二三 

 (7)二三 

按：(1)辭的ぇ字增橫畫，與花東甲骨寫法相同。(2)辭的酉字倒書作 ，這種個別

字例倒書的方式，亦見於花東甲骨。(4)辭的 字上部殘缺，但仍清楚目驗字

下半呈樹幹的根部形，此字〈胡釋〉作辛、〈姚釋〉作未，都不可解。過去

頗疑為來字帚字，唯於上下文亦不能通讀。遍查字的用法，與从樹幹根部

形相關的字僅一 字。如：〈集 177〉：「甲午卜，貞：呼先 于河？」，

〈集 14527〉：「勿令 ？」。 即燎，用火燒柴以祭。因此，本辭上一字

似亦可理解為 字之殘。本辭的命辭連讀成一條，〈胡釋〉近是。〈姚釋〉則

分作二辭，恐有可商。 

＊22214 (1)戊辰卜：其燎妣庚，(侑)友(又)ぇ？ 一二三 

 (2)戊寅卜：又(侑)妣己：、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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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于乙亥？用。 一二 

 (4)癸巳卜：令(登)杞？ 

按：(1)(2)辭的ぇ、二字，从羊處都增一短橫，形與花東相同。(1)辭的友，用

為又字繁體，可理解為祭牲ぇ字的詞頭，用法與花東亦同。如〈花 269〉的

「癸卜：其俎又牛？」是。「其燎」二字刻寫稍草率，〈胡釋〉混為一字，可

商。〈姚釋〉於此已隸作「其燎」二字。細審「其燎」二字連用例，可參：〈集

15653〉的「其燎鬯于？」、〈集 32358〉的「卜：其燎于上甲：三羊，

卯牛三，雨？」。花東亦有其燎的用法，如〈花 286〉的「癸卜：其燎羊妣庚？」。

「妣庚」常見於花東，應指武丁的母親。(2)辭的妣己，亦見於〈花 204〉：「又

歲牛于妣己？」，花東甲骨祭祀妣己，其後亦有用彘、等作祭牲。(3)辭干

支「乙亥」合文，這種現象也是花東常見的刻寫方式。(4)辭的杞，一般都只

作地名。，或為朿(刺)字繁體，為用牲法。此辭或指令某登召於杞地用作

刺殺的祭牲。本版的侑祭有混用、又二字形，應是二字形用法的過渡例，

十分值得注意。 

22421(正) 壬子卜：甲寅 大甲：ぇ，卯牛三？ 四 

22421(反) (1)己卯卜：畐三匚至戔甲十示？ 

 (2)己卯卜：庚易(暘)日？ 二 

 (3)？ 

按：本版寅字、ぇ字均增橫畫。 字增許多虛點，寫法特殊。反面(1)辭的畐，即

福、的省體，用為祭祀動詞，〈姚釋〉作酋，可商。三匚，即報乙、報丙、

報丁三先祖。戔甲，〈胡釋〉作糾甲，〈姚釋〉只釋一字。(2)辭的易，〈姚

釋〉漏釋。(3)辭的外族名，下从辵，其中从止部份殘缺，胡、姚均釋作ィ。

字見前引〈集 20523〉版，唯不見用於花東甲骨。 

(三) 作  

22214 (參見(二)ぇ字條) 

(四) 彡作  

＊20045 (1)祖乙？ 二 

 (2)子に出？ 三 

 (3)蓺祖乙：五彡？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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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3)辭的蓺，即藝字，用為祭祀動詞。花東甲骨有蓺祭，如〈花 267〉，又見

祭祖乙例，如〈花 4〉。花東亦有に字，但只作為地名。本版用為人名，可以

互補。 

21220 (1)彡？ 

 (2)貞：？ 

按：本版貞字作 ，字形特別，過去都理解為晚期的字例。 

21145 (1)辛未卜：歲？ 

 (2)庚辰卜：田？ 

 (3)羊、彡商？ 

按：參見上引羊字條。羊倒文作 ，與彡字都増橫畫，字形與花東同。庚字作 ，

形較特別。(3)辭的羊字前，〈胡釋〉有增「一」字，但細審拓片，此處應屬

骨紋的紋溝，形較粗，不似是文字刻畫。 

(五) 牛作  

21964 (1)甲戌，它牛？ 二 

 (2)甲，它牛？ 一 

 (3)癸酉其卜：己彘？ 

按：本版屬習刻。(1)辭的牛字倒刻，並增橫畫。 

22350 一牛？ 一 

按：牛字增橫畫，與花東甲骨相同。 

(六) 余作  

20197+20315 (1)乙卯卜： ？□月。 一 

 (2)乙卯卜：余乎复？ 

 (3)丙辰卜：［王］曰辰？三月。 一 

 (4)丙辰卜：［王］曰辰？三［月］。 

按：(1)辭的 ，用為第一期殷附庸人名，如〈集 19754〉的「己未卜，叶貞：

獲羌？」，〈集 20461〉的「令 追方？」是。(2)辭的「乎复」連用，即「呼

復」，屬兼語的性質，花東甲骨有相同的文例，如〈花 401〉：「丁乎多臣复西」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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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獲作  

20383 (1)癸其？ 

 (2)癸亥卜：亘弗夕雀？ 

 (3)乙丑卜。 

 (4)丁卯卜：雀隻亘？ 

按：(2)辭的夕字，〈胡釋〉作月，〈姚釋〉照描原形，〈曹錦炎校釋〉(簡稱曹釋)18

作夕。(4)辭的隻，即獲字，字从手在隹的前下方，形體與花東寫法同。本版

與〈集 20393〉的內容相類，應是同時所刻。 

〈集 20393〉 (1)癸亥卜：亘弗夕圍雀？ 

 (2)癸亥卜：亘其夕圍雀？ 

 (3)庚午卜：王步？ 

 (4)辛未易日？ 

由此可以互較本版(2)辭漏刻動詞「圍」字。本版貞問外邦亘族圍攻殷附庸

雀的吉凶，四天後又見卜問雀獲亘。可知武丁初期與方國相互攻伐的實況。

唯亘與雀均不見用於花東甲骨中。 

20613 乙酉卜，王貞：余朕老工我。貞：允隻？余受馬方又(祐)，奴弗

執，其受方又？二月。 

按：本版隻字从手在隹前，字形與花東相同。 

20617 (1)□辰卜，王貞：戊午□□隻，［王］伐？ 

 (2)□子卜不？ 

 (3)一。 三。 

20706(正) □□［卜］，王貞：勿疋在，虎隻？ 

20706(反) 庚寅卜，王貞：用豕母庚今日？ 

按：「虎獲」，即「獲虎」的倒裝句。相對於〈集 20707〉(2)辭常態的「其隻虎」

句可知。反面的「用豕母庚今日」，亦即「今日用豕(于)母庚」的倒裝句例。

唯「母庚」一人名不見用於花東。地名，从王，〈曹釋〉作妊，可商。 

20707 (1)壬午卜：冓虎？ 二 

                                                 
18 曹錦炎、沈建華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年 1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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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其隻虎？ 

 (3)□□卜？ 二 

 (4)甲申卜，曰貞：□首往□亡來？ 

按：本版除獲字與花東相同外，首字作 ，與花東作 ，分別象人頭一正一側

之形，寫法略同。 

20726 丁亥卜：今日合兕隻，允隻六。 一 

按：命辭應即「今日隻(獲)合兕」的倒文。合，似用為地名，字形參〈集 20727〉

版。 

20739 丁亥卜，王：隻魚？允隻。 

按：，人名，字不見於花東甲骨。 

20780 (1)己巳［卜］，王貞：［隻］？ 

 (2)叶曰：五л其隻？□月。 

按：叶、л等字均不見用於花東。 

20783 (1)□□卜，王隻？ 

 (2)戊□［卜］，□貞？丙田？ 

20788 □丑卜：咰隻不？ 

按：不字用作語尾，讀如否。 

20789 ［祝］隻？ 

按：本版殘字祝，〈姚釋〉沒有收列，而〈胡釋〉作狩，〈曹釋〉亦從之，可商。

殘字明顯从丮不从犬，不應是狩字。 

20203 乙□卜： 隻？ 

按：隻字反書作 ，下同。 字見〈集 20315〉。 

20727 戊子卜：合兕隻？允［隻］。 

21736 (1)己酉子卜：自正□我？ 一 

 (2)己酉隻？ 二 

按：隻，〈胡釋〉作隻，〈姚釋〉作惟。細審字的左下从又，應即隻字。正，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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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字作 ，字形與花東从方形的 字不同。 

21768 (1)甲戌卜：А奴？ 一 

 (2)甲戌卜：А隻奴？ 一 

按：〈姚釋〉在(2)辭漏一奴字。，第一期甲骨人名，屬殷將領，字不見於花東。

本版卜問捕獲奴牲否。А，示網虎形，用為動詞，第(2)辭見字與獲字連用，

似為複合動詞。 

22226 (參前引(一)羊字條下) 

(八) 取作  

20229 □□卜：［］竹取？バ隹。 

按：竹，武丁附庸名，但字不見於花東甲骨。 

20230 (1)壬辰卜，扶：令竹取 ？十月。 

 (2)壬［辰］？ 

 (3)庚戌［卜］，勺：入？ 

 (4)庚□卜，令衛？ 

20354 (1)庚申卜，扶：令少(小)臣取丁：羊、鳥？ 

 (2)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3)子丑寅卯辰巳午未申酉戌 

 (4)甲子。乙丑。丙寅。丁卯。 

按：本版小字作少，臣字中間增一虛點，字形特殊。 

20630 (1)壬辰卜，王貞：令取馬，宁涉？ 

 (2)□□［卜］貞： ？八月。 

按：本版由王親貞。，〈胡釋〉作，〈曹釋〉從之，稍誤。〈姚釋〉作。字

从 ，應隸作，用為人名。花東甲骨亦有字。〈花 257〉：「 ，亡告

妣庚？」。宁，附庸族名，花東見宁獻馬的句例，與本版相類。如：〈花 7〉：

「丁未卜：新馬於宁見，又不用？」、〈花 29〉：「其，唯宁見馬于子癸」。 

20632 (1)己未卜，王：令取？ 

 (2)□□卜，扶。 

 (3)乎往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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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不？ 

按：字見前引(七)獲字條。 

21397 (1)王［見］取？ 

 (2) 丁？ 

(九) 首作  

20322 □□卜，王貞：余［疾］首于示，［保］我又？ 

按：卜辭見「疾首」「疾天」例。本版首字作 ，形與花東接近。示下一字殘，

但仍見从人和子之首部，似是保字。〈集 43〉有「呼保我」例，可以互參。 

22092 (1)乙巳卜，貞；石疾首，不？ 二 

 (2)其？ 

 (3)乙巳卜：夕告 于亞雀？ 

 (4)乙巳卜貞：于翌丙告 于亞雀？ 

 (5)丙午卜： □于母丁？ 

 (6)丙午：犬？ 

 (7)丁未卜：降六卣彘？ 

 (8)丁未卜：？ 

 (9)丁未卜：又歲于 ：人牛？ 

 (10)戊申卜，貞： 于 (內乙)？ 

 (11)允于入乙。 

 (12)戊申卜：午()于妣己？ 

 (13)戊申卜：午() 于父戊？ 

 (14)乙卯卜：又歲于入乙：小彡？用。 

 (15)入乙？用。 一 
按：(1)辭首字寫法與花東近。石，人名。〈集 22094〉有「壬寅卜，石于□戊？」

例，可互參。疾字字形縮小，斜刻於石和首二字之間，似屬補刻的字。(5)
辭下一字，〈胡釋〉作告，〈姚釋〉作若，皆不確。字上半似从牛或燎，下

从亡，字不識，就詞位言應是祭牲。(13)辭的父戊，不見於花東。〈胡釋〉戊

作戌，〈曹釋〉承之，稍誤。 ，人名，〈姚釋〉作子，可商。〈集 22094〉

有「壬寅卜： 于父戊？」一辭，可以互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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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从卩作  

即作  
20323 (1)乙酉卜，王貞：余即？九月。 一 
 (2)辛卯［卜］：庚在。 一 
 (3)庚子卜： ？ 
 (4)庚子卜： 在□？ 
 (5)［庚］子卜： ？ 一 
按：(1)辭的「九月」，〈姚釋〉合作豕，可商。 
 

令作  

20632 (參見前引取字條下。) 

21069 (1)戊戌卜，扶：占？ 

 (2)癸巳卜：令？ 

按：除令字外，字从 ，亦與花東字形相近。 
 

屖作  

21036 (1)辛丑卜，貞，子屖 ，疾臣不［其］舟目，［卬］舟目？三月。 

 (2)？ 

按：〈胡釋〉將「舟目」合成一字，(姚釋)釋作「凡目」，〈曹釋〉从姚說。本版的

臣字應理解與目同，此言子屖有重疾，患疾的部位為眼睛。「舟目」的用法

不詳，應與占問眼疾的狀況有關。 
 

禦作  

21057 (1)□子卜：疾女？ 一 

 (2)羊女？ 一 

按：本版字例除禦字外，子作 、疾作 、羊作 ，字形均與花東同。特別是疾

字的繁體寫法，〈花 181〉作 形，與此全同。 

 

光作  

22174 (1)丁未卜：光？六月。 

 (2)光 ？ 

 (3)乙巳卜：又祖乙？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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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告。 

 

作  

21069 (見前引令字條。) 

(十一) 作  

＊22183 牛祖辛？ 一二 

按：本版字形與花東相同，从它倒寫。「祖辛」合文，如按順讀當作「辛且」，

但就文義看自當理解為先人名「祖辛」。這種倒刻例亦見花東。花東甲骨亦

有祭「祖辛」例，如〈花 56〉是。 

22276 (1)甲子卜：二豭、二彘于入乙？ 一二三 

 (2)□□卜：亡二豭二？ 一二三四 

 (3)今癸用？ 一二三四 

 (4)于兄己犬？ 一二三四 

 (5)壬戌卜貞：亡子亳？ 

按：花東無祭「入乙」、「兄己」例。 

22288 (1)丁亥貞： ？ 

 (2)貞：水？ 

 (3)朿？ 

 (4)乙卯卜貞：子夸？ 

 (5)丁巳：兄：豕？ 

按：(5)辭祭的對象應是「兄某」省天干名。 

(十二) 祭作  

＊21289 正 (1)□□卜：子族：彘？ 

 (2)［祭］十彘？ 

 (3)？ 

＊21289 反 ［興］弗卬？ 

按：本版正面的祭字稍殘，但仍見从肉朝上，字形特別，與花東甲骨相同。本版

反面的卬字倒書。興，方國名，花東有人名「子興」〈花 409〉和「興」〈花

255〉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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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鬯作  

22293 (見前引羊字條下)。 

22060 甲子卜：鬯羊于入乙□？用。 二 

按：鬯，字形特別，與一般王卜辭的寫法不同，但與花東相合。〈胡釋〉作、〈姚

釋〉作其；均可商。唯花東未見祭「入乙」例。至於羊字下見一短橫，未審

是否即數詞「一」字。 

22062 正 (1)丙戌卜：于四示？ 一二三四 

 (2)牢又鬯于入乙？ 一二 

22062 反 (1)乙酉卜：于四示？ 三四 

 (2)乙酉卜：又芻？ 二三 

按：鬯字作 ，〈胡釋〉、〈姚釋〉均作，可商。字省作 ，示作 ，字形亦特

別。 

＊22136 癸未卜：庚妣伐二十、鬯三十、三十牢、奴三、三？ 

按：本版鬯字作 ，〈胡釋〉於此正確釋讀作鬯，〈姚釋〉作其，〈曹釋〉从姚亦

作其，復連讀「其三十」，亦可商。禦祭的「庚妣」，當即先妣「妣庚」，

例又見〈集 22230〉的「于來庚寅，羊于庚匕？」，應屬同一類甲骨。這

種倒刻例亦多見于花東甲骨。「妣庚」也是花東習見的先妣名。，用為祭

品，〈胡釋〉不識，〈姚釋〉作茲，均可商。 

22229 (見前引羊字條下。鬯字作 。) 

(十四) 作  

＊22215 (1)乙巳卜：中母Ф五［子］扣頁？ 

 (2)于巳Ф五子扣頁？ 二三 

 (3)壬寅卜貞：四子？ 三 

 (4)于妣己？ 一三 

 (5)于妣己？ 四 

 (6)妣丁：豕？ 二 

 (7)妣己：豕？ 二 

 (8)妣己：豕？ 二 

 (9)貞：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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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癸丑卜：往：朿小彡？ 一二三四 

 (11)用？今日。 一 

 (12)用？今日。 三 

按：，或為又祭的繁體，(4)辭作 ，(5)辭作 。字見於花東甲骨。(4)辭的「妣

己」刻作「己匕」，(5)辭的「妣己」則用合文方式表達。這種顛倒書寫和合

文常見於花東。先妣名「妣己」、「妣丁」，均見於花東甲骨。(9)辭的帚(婦)

作 ，字形特殊，與花東有作 形可互參。(10)辭的，作為進獻貢品的動

詞，用法與花東亦相同，〈花 198〉有「璧丁」一例，可參。 

＊22220 妣己？ 

按：字作 ，字形見花東甲骨。文例參上引〈集 22215〉的「于妣己？」。「妣

己」一詞順刻作「己匕」，應理解為先妣名「妣己」。這種倒刻例亦多見於花東。 

二、特殊行款 

19772 (1)乙丑卜？ 

 (2)父乙：三奚、彘？ 一 

 (3)戊辰卜：雨？自今三日庚雨少。 一二 

 (4)癸酉卜：甲？ 二 

 (5)日雨？ 

 (6)三月。 二 

按：第(3)辭刻法特殊，刻款由右至左，最後的「少」字回刻於右邊。(2)辭的父

乙，應是殷王小乙。 

19773 (1)己巳卜：又大丁三十？ 一 

 (2)庚午卜：奚大乙三十？ 

 (3)庚寅。 

 (4)甲辰。 

 (5)庚戌卜：令从 伐 ？ 

 (6)戌。 

按：(2)辭順讀如釋文，但理解應是「庚午卜：大乙：奚三十？」，刻寫特殊。〈集

19771〉有「乙丑卜：王三奚于父乙？」一常態例句可參。庚字作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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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字形特別。 

22165 先又自大庚、中丁？ 

按：先字作 ，字形與花東同。又，即侑。大庚，大甲之子，中丁之祖。讀法分

兩段，由右而左，但〈胡釋〉〈姚釋〉均讀作「先大庚，又自中丁」，文意可

商。 

20436 戊寅卜，扶：于己方圍？ 

按：，讀作圍，一般學者作征。「方圍」是習見用詞，如：〈集 20423〉的「方

于甲午其圍？」、〈集 20441〉的「今日方圍？」、〈集 20414〉的「方其圍今

日不？」等是。〈胡釋〉順讀作「于方己征」，文意不可解，可商。 

20743 (1)庚子卜，王：令 田 ？九月。 

 (2)壬辰卜，王：妣 ？十月。 一 

按：(1)辭刻款成弧形。 

21089 戊寅卜：九犬帝于西？二月。 

按：「二月」一詞刻寫回轉在句中。 

22186 (1)壬申卜：于 (執)？允。 

 (2)丙子卜：牛于祖庚？ 

 (3)己丑卜：今日？ 

 (4)辛卯卜：翌步亡？ 

按：祖庚，亦見〈花 56〉。(3)辭的丁形字應是日字之省。(3)辭應改讀作「己丑卜：

今日？」，讀法由上而下，復由下往上。〈胡釋〉、〈姚釋〉的命辭作「丁

今」，誤。 

21120 戊戌卜，扶：季：牛？ 

按：字作 ，戌字作 ，字形特別。行款則由下而上。 

21148 乙卯卜，王：母庚：牛？ 

按：字作 ，庚字作 。卜辭行款特例由下而上。〈胡釋〉作「牛庚母」、〈姚

釋〉作「母庚侑牛」，文意都不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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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刻寫成堆 

＊20954 (1)［乙］酉卜：于今夕雨？ 二 

 (2)丙戌卜，貞：帚？ 一二 

 (3)帚？ 二二 

 (4)［母］？ 一一 

按：(2)辭的前辭「丙戌卜」三字刻成上一下二的三角形，寫法與花東相類。命辭

單見一「婦」字，例亦見花東甲骨。如〈花 5〉的「乙亥卜：婦，永？」「

子曰：婦？」，〈花 320〉的「于母、帚？」是。 

21413 (1)甲申卜，貞。 一二 

 (2)甲申卜，貞。 一二 

 (3)甲申卜，貞。 

按：(1)辭的「甲申卜」三字作上一下二的特別寫法。 

21134 (1)丁？ 

 (2)癸丑卜：？ 

按：(2)辭的「癸丑卜」三字作上一下二的排列。 

21538 甲 (1)南庚：三牢、？ 

 (2)父甲：三白豕，至？ 

21538 乙 (1)父庚：三牢又二，雈至□父庚？ 

 (2)小辛：三牢又二，萑至？ 一 

按：本版見武丁時期稱小辛為父辛，也有直稱小辛。其中的「三白豕」三字特別

的作上一下二的組合。 

＊22214 (1)戊辰卜：其 妣庚，友？ 

 (2)戊寅卜：又妣己：、彘？ 一 

 (3)于乙亥？用。 一二 

 (4)癸巳卜：令杞？ 

按：本版參見字形字條。「于乙亥」三字作上一下二的組合。 

21262 乙酉卜：又三牢？ 

按：前辭「乙酉卜」三字作上二下一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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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名顛倒移位 

20065 九示自大乙至丁祖，其从侯專？ 

按：「丁祖」，即「祖丁」的倒文，這種特殊用法多見於花東。大乙，見〈花 290〉。

祖丁，見〈花 49〉。 

22173 癸未卜：在我，用豕乙祖？□吉。 

按：「乙祖」，即「祖乙」的倒文。 

21878 (1)辛亥丁子隹口 ？ 

 (2)辛亥丁妣隹口 ？ 

 (3)辛亥己妣隹口 ？ 

 (4)辛亥庚妣隹口 ？ 

 (5)己酉丁妣 ？ 

按：本版的丁子，應即子丁，〈胡釋〉誤作「丁巳」；丁妣，應即妣丁；己妣，應

即妣己；庚妣，應即妣庚。其中的「妣丁」「妣己」「妣庚」俱見於花東甲骨，

這恐怕並非巧合，二者應屬同時同地的卜骨。然則，本版的「子丁」是否與

花東所祭的「兄丁」有關，則仍待進一步的考察。〈花 236〉有「丁卜：伐

兄丁，卯彡，又鬯？」一辭見祭兄丁例。 

＊22136 癸未卜：庚妣：伐二十、鬯三十、三十牢、奴三、三 ？ 

按：本辭參見字形鬯字條。「妣庚」逆刻作「庚妣」。 

＊22230 于來庚寅羊于庚妣？ 四 

按：本辭參見字形羊字條。「妣庚」刻作「庚妣」。庚字作 ，過去認為是晚期卜

辭的繁寫，現在看來應調整到武丁時期。 

21876 (1)壬［寅］？ 二 

 (2)壬寅貞：？ 二 

 (3)丙午？ 二 

 (4)丙午兕？ 一 

 (5)［丙］？ 二 

 (6)□酉丁妣 ？ 

 (7)［己］酉己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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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按：丁妣，即妣丁之顛倒。己妣，即妣己之顛倒。妣丁、妣己，都見用於花東甲

骨。丁字作圓形寫法，與上引〈集 21878〉相當，(6)(7)辭的文例，亦與〈集

21878〉版相類。 

＊22323 (1)辛酉卜：出？ 二 
 (2)力？ 二 
 (3)乙丑卜：又彘丁妣？ 二 
 (4)乙丑卜：帚亡 ？ 二 
 (5)乙丑卜，貞：帚爵夕子，亡疾？ 
 (6)毓？ 二 
 (7)毓？ 二  
 (8)歸老？ 二 
 (9)毓？ 二 
 (10)歸老？ 二 
 (11)甲申卜：令宅，正？ 
 (12)宅，正？ 
 (13)又鬯？ 

按：本版與〈集 22322〉、〈集 22324〉為同套卜辭。(3)辭的「丁妣」，即「妣丁」

的倒文，花東亦多見「妣丁」例。(4)辭文例與上引〈集 21876〉近似。(5)

辭的夕，或即(1)辭的字之省，用為外族女名。花東也有「」字，如〈花

321〉的「丙辰卜：又取，弗死？」是。(5)辭的「亡疾」一詞因刻寫緊靠

左下甲邊，成合文的形式。(13)辭的鬯字作 ，與花東甲骨形同。〈胡釋〉〈姚

釋〉〈曹釋〉均作、擒，不可解。 

20038 (1)辛？ 

 (2)辛卯卜：王勿入？ 三 

 (3)乙未卜：王于生月入？ 三 

 (4)乙未卜：王入今月？ 三 

 (5)丁酉卜：戊戌雨？ 三 

 (6)戊戌不雨？ 三 

 (7)丁酉卜：于己亥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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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己亥不雨？ 

 (9)丁酉卜：于庚子雨？ 三 

 (10)庚子不雨？ 三 

 (11)丁酉卜：于辛丑雨？ 

 (12)丁酉卜：于壬寅雨？ 

 (13)戊戌卜：于辛丑雨？ 三 

 (14)戊戌卜：子妥己妣？ 三 

 (15)辛丑卜：子妥己妣？ 三 

按：(14)(15)二辭的「己妣」，即「妣己」的倒文。〈集 20039〉有「辛丑卜：妥

妣己？」一辭可以互參。花東甲骨亦多見祭妣己例。 

＊21032 (1)乙亥卜：盧三十，翌九？ 

 (2)己妣？ 

 (3)母庚？ 

 (4)壬辰卜：己母？用。 

 (5)□□卜：其疾？ 

 (6)其疾？ 

按：(2)辭的「己妣」，即「妣己」的倒文。花東甲骨多見祭「妣己」例。(4)辭的

「己母」，亦即「母己」的倒文。這種人名倒書的刻法習見於花東。(4)辭的

命辭後附用辭的習慣，亦見於花東。至於(6)辭的「其疾」例，〈花 117〉

亦有完全相同的句子。只是本版的「母己」一人不見用於花東。 

＊22220 己妣？ 

按：參見字形字條。「己妣」，即「妣己」的倒文。花東甲骨多見祭「妣己」例。 

22213 (1)戊戌卜：析又牢？ 

 (2)□戌［卜］：又己妣？ 

按：(2)辭的「己妣」，即「妣己」之倒文。〈花 204〉有「又歲牛于妣己？」一

辭可互參。 

19838 (1)辛酉卜：又祖乙二十彡？ 二 

 (2)辛酉卜：又祖乙三十彡？ 一二 
 (3)辛酉［卜］：又祖？ 二 



34 國立中正大學中文學術年刊 

 (4)甲子卜，扶：卜丙？ 四 
 (5)甲子［卜］：大戊？ 三 
 (6)甲子卜：丁中？ 五 
 (7)癸未卜，扶：大甲？ 一二三 
 (8)甲申多尹若上甲？ 一二 

按：(1)(2)辭的祖字、彡字，有省筆或漏刻。(6)辭的「丁中」，應即「中(仲)丁」

的倒文。丁字作圓形的寫法。 

19866 (1)丁酉卜，王：乙母、妣己？ 
 (2)□寅卜，王： 歲祖丁？ 
 (3)歲？ 

按：花東多見祭「妣己」、「祖丁」例。(1)辭的「乙母」，即「母乙」的倒文。「妣

己」作合文的形式呈現。「 歲某祖」的用法，亦見於花東甲骨，如〈花 142〉

的「 歲祖乙」是。 

19897 (1)甲母、妣辛牝？用。 

 (2)辛丑卜？ 
 (3)不？ 
 (4)癸□卜？ 一 

按：(1)辭的「甲母」，即「母甲」的倒文。 

五、用辭 

＊20055 (1)癸未卜：□翌丁亥兄丁一牛？六月。用。 

 (2)□辰卜：王貞：力于多子？ 

按：(1)辭「兄丁」，花東甲骨有祭兄丁，如〈花 236〉的「丁卜：伐兄丁，

卯彡，又鬯？」。(1)辭句末見用辭，亦為花東的習見用法。(2)辭的力，或即

字省，花東也有這種省例。「多子」，又見花東甲骨，如〈花 430〉：「貞：

多子旬亡？」是。本版見非王卜辭一類亦有「王貞」的用法，藉得深思。 

＊20523 (1)又(于)子丁牛？用。 

 (2)羊？ 

按：參見上引字形羊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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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7 一牛？不用。 

按：牛字作 ，用字作 ，與常見王卜辭寫法相異。 

21277 (1)不用。 

 (2)己？ 

按：用字作 ，寫法與凡字相近。 

六、特殊用詞 

(一) 耳鳴 

21384 (1)丁卯卜，叶：？ 

 (2)丁卯卜，子：子勿又？ 

 (3)丁巳卜：夢乍，耳亦鳴？ 

 (4)夢不？ 

按：同版貞人有子和叶。 

＊22099 (1)庚戌卜：朕耳鳴，于祖庚：羊百五十八，女三十，今

日？用。 

 (2)庚戌卜：于妣辛父丁，隹之奴 ？ 

 (3)庚戌卜：舊往？ 

 (4)庚戌卜：余自？ 

 (5)丁巳卜：至今？ 

 (6)丁巳卜：翌告子，若？ 

 (7)丁？ 

 (8)戊午卜，帚石力？ 一二 

 (9)戊午卜，貞：帚石力？十月。 一二三 

 (10)戊午卜：石？ 

 (11)戊午卜：石疾， 不？ 一二三 

 (12)戊午卜：力？ 一二三 

 (13)戊午卜：姜力？ 一二三 

 (14)戊午卜：力？ 一二三 

 (15)辛酉卜：于？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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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辛酉卜：其？ 一二 

 (17)辛于？ 一二三 

按：(1)辭的「用」字刻寫混在句中，〈胡釋〉、〈姚釋〉都讀作「羊百用五十八」，

全不可解。用字宜分讀在句末，作為(1)辭的用辭，形式與花東甲骨相似。(3)

辭「往」連用，亦見於花東。〈花 53〉：「己卜：多臣往妣庚？」，同版

又見「癸卜貞：子耳鳴，亡⑶？」句例，這種「往」與「耳鳴」同出，反

映與本版關係密切。(6)辭〈胡釋〉作「丁巳卜，若，翌丁巳告」，〈姚釋〉作

「丁巳卜若翌告子」，文意均不可解，本辭宜屬特殊行款例，文字作弧形刻

寫。這種獨特的書寫模式，亦常見於花東。〈花 371〉有「子告」例，可以互

參。此外，本版多見的力字，或即之省，意即卜問諸族婦某嘉否。 

(二) 呼食 

＊21073 (1)丙寅卜： □，？ 

 (2)丁卯卜貞：□亡□？ 

 (3)亡？ 

 (4)庚午卜： ，乎帝降食，受又(祐)？ 

 (5)庚午呼令食？ 

按：(4)辭的字後一字象橫置的斧戉形，或為斧字異體。此用為獻祭於上帝的貢

品。相對於花東甲骨，有「子白 」〈花 193〉、「 丁」〈花 286〉

等例可互參。同時，由(4)辭「乎帝降食」的用法，可推知花東所見的「呼食」

例，宜為「乎帝(或鬼神)降食」之省。 

(三) 往 

＊22099  (參見上引「耳鳴」一條。) 

(四) 妹又 
20348 (1)弗及今三月事？ 一 
 (2)乙亥卜：生四月妹事？ 一 
 (3)乙亥卜：事？ 二 

按：花東甲骨有「妹又」的用法，妹用為否定詞，又見「有事」連用。如〈花 5〉

的「婦好又事」、〈花 288〉的「子占曰：其又事」。唯本版的有字作 ，花

東則多用作 ，字形明顯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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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又  

21358 (1)□□卜：夕又 ？ 

 (2)今夕又 ？ 

21714 己未卜，貞：又 ，我今五月？ 

22391 (1)乙丑卜：又 目今日？ 
 (2)甲午卜：龍？ 
 (3)貞：帚？二月。 
 (4)貞：帚亡疾，其？ 
 (5)壬。 
 (6)壬。 

按：(3)辭的帚字寫法稍異，〈姚釋〉作阜，但不可解，據(4)辭字形應為帚字省。

這種「婦某」單稱「帚」(婦)的用法，亦見於花東甲骨，如〈花 5〉：「乙亥

卜：婦永？」而(4)辭的「亡疾」與「」前後相對，句例亦多見於花東，如

〈花 117〉有「其，疾？」、〈花 181〉有「子心疾，亡？」、〈花 264〉有

「其，又疾？」、〈花 299〉有「大又疾，亡？」、〈花 304〉有「子疾首，

亡？」、〈花 351〉有「又疾，亡，不死？」、〈花 446〉有「子首疾，亡

？」等是。 

21568 巫妹 ？ 

(六) 又 

20180 (1)壬戌卜，王貞：亡其？ 

 (2)丁卯？ 

20181 壬戌卜，王貞：？ 

按：，人名。花東有「又」的用法，但肯定句的有字作「又」，與本版作「」

字稍異。 

(七) 不  

＊22292 (1)庚子卜：子弗 ，不 ？ 

 (2)夢？ 

按：(1)辭前辭地支的子字寫作 ，字形特殊，與王卜辭不同。主語子作 ，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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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花東相同。 ，或為以字繁體，有貢獻的意思，字又見花東甲骨。如〈花

3〉的「丙卜： 又 女，子其告于婦好，若？」，在同版又見卜問「丁不 ？」

句例， ，有憂慮的用法，用詞與本版(1)辭相似，兩版關係密切。 

(八) 又友 

＊22258 (1)丁亥卜：妣庚：朿彡？ 一二三 

 (2)丁亥卜：妣庚：朿彡？ 一 

 (3)辛卯卜：今日又(侑)？ 

 (4)辛卯卜：又(侑)：彘？ 

 (5)己亥。 

 (6)己亥卜：汏 今日十奴？ 

 (7)其亡汏？ 

 (8)辛丑卜，貞：疾ウ，亡亦疾？ 一二 

 (9) 祊：彘？ 

 (10)辛丑卜：亡口？ 

 (11)辛丑卜：亡疾？ 

 (12)辛丑卜：中母小彡？ 

 (13)丙午貞：弟？ 一 

 (14)丙午貞：？ 

 (15)丙午貞：帚？ 一 

 (16)丙午貞：多臣亡疾？ 一二 

 (17)丙午貞：多帚亡疾？ 一二 

 (18)丙午貞：□？ 二二 

 (19)癸丑卜：畐鬯中母，□(有)友(祐)？ 

按：(1)(2)辭的祭妣庚，多見花東甲骨。如〈花 90〉、〈花 92〉、〈花 163〉等。

(6)辭的 字，應即以的繁體，亦見用於花東。此言今日汏進貢十奴牲。(19)

辭的鬯字作 ，字形與花東同。唯本版的、、中母例，卻不見於花東甲

骨，但由以上字形、詞例的互較，可見本版與花東關係密切。由「」字可

系聯〈合集〉的 22256、22257、22259、22260、22261、22262、22263 等版，

由「中母」可系聯〈合集〉的 22269、22284 等版，由「朿彡」可系聯〈合

集〉2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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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0 (1)癸未卜：令妣石 ，友？ 

(2)癸未卜貞：ざ弗疾，疾凡？ 

(九) 子祝 

＊19849 之日祝用，咸，歲祖乙二牢、牛、白豕。鼎一，三小彡卯，

子祝□歲？ 

按：本版字形刻寫的味道，與花東甲骨相同。「之用」例，有見於花東，如〈花

13〉的「之用于祖乙」。「歲祖乙」例，花東亦多歲祭祖乙的卜辭，且又習慣

強調用牲的顏色，與本版全同。如〈花 4〉的「歲祖乙白一」、〈花 6〉的「歲

祖乙黑牡一，子祝」、〈花 13〉的「歲祖乙一，子祝」，〈花 21〉的「歲祖乙

白豕」等是。本版「子祝」的「子」，似與花東子應屬同一人。又「鼎一」一

詞，反觀花東多「鬯一」(如〈花 149〉、〈花 321〉)的用法，性質相當，可以

互參。「三小彡卯」連讀，示用對剖的三小彡以祭，〈胡釋〉、〈姚釋〉由卯字區

分作二辭，可商。〈花 281〉亦有「ぇ卯」的用法，祭牲移前，與本版相同。 

七、丁作人名 

＊21160 □□卜：丁于 ，？ 

按：丁，用作禦祭的主語，屬活人名。字從卩旁作 形，刻法與花東相同。祭

地名 ，即商字的繁體，見〈花 411〉。，動詞，用法不詳，但亦見於花東。

〈花 90〉、〈花 113〉有「 丁」連用例，與本版可以互參。 

＊21236 (1)貞：興見入？ 

 (2)正，丁若？ 

按：興，方國名，也見花東甲骨，參上引字形祭字條。見，从人跪坐而大其目形，

讀如獻。字形和用法亦常見於花東。「丁若」一詞，卜問活人丁順利否，用

法與〈花 490〉的「丁永」例相當。 

21527 (1)□亥子卜：丁來人雈芻我？ 

 (2)□□子□：呼？ 

按：本版見子親卜。「丁來」的用法，與花東甲骨習見的「丁各」、「丁往」意思

相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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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71 丙辰卜：丁 ？ 

21569 己卯卜：丁 ？ 

按： 字又見花東甲骨，如〈花 3〉，屬動詞，用法不詳。 

21580 (1)辛酉子卜貞：丁言我？ 

 (2)丙寅卜，イ：子？ 

 (3)我？ 

按：本版見子親自卜問，復見貞人イ。丁用作命辭的主語。 

21566 (1)癸亥卜：中子又往來隹若？ 

 (2)甲子卜：丁乎(呼)彘五，往若？ 

按：「丁呼」一例，亦見〈花 401〉，用法與花東中的「丁令」相類。 

21740 (1)丙子子卜：：隹丁乍茲口？ 

 (2)□□子卜：□在目□？ 

按：「丁乍」一詞，又見〈花 39〉。「乍口」，與花東所見的「乍齒」相類。〈花 28〉、

〈花 284〉有「奠其乍子齒」是。「目」指屯駐師旅的目地。 

21633 壬寅卜，イ貞：丁令彘？ 

按：貞人イ，與上引的〈集 21580〉一版同。「丁令」的用法，亦多見於花東甲骨，

如〈花 275〉、〈花 237〉是。令，省作 。 

21661 (1)戊寅子卜：丁歸在人？ 二 

 (2)戊寅子卜：丁歸在川人？ 二 

 (3)癸巳卜：(于)，夕又？ 二 

按：「丁歸」，與花東甲骨言「丁往」、「丁各」、「丁涉」等描述活人丁移動的動詞

相類。，即介詞于的繁體，亦見花東。 

21695 (1)辛亥卜貞：丁令七月？ 一 

 (2)辛亥卜：丁Ф今七月？ 一 

 (3)辛亥卜，我貞：丁今來乙？ 

 (4)丙辰卜：使盧東？ 

 (5)癸酉卜：使盧東，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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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29 (1)癸卯卜：亡［］丁？七月。 二 

 (2)癸卯卜：又兄丁？ 二 

 (3)癸卯卜，貞：丁出狩今？ 二 

 (4)癸卯卜，貞：至蜀亡？ 二 

 (5)甲辰卜，貞：丁又今七月？ 二 

 (6)甲辰卜：七月丁？ 二 

 (7)甲辰卜：亡［］丁？ 二 

按：(1)(7)辭的字省爪形，〈胡釋〉作斷，可商。(3)辭言「丁出狩」，與花東甲

骨所見的「丁狩」例相同。唯此辭的「狩」字分書，作上下二部件排列，字

形特殊。(2)辭的「又(侑)兄丁」，用意與〈花 236〉的「伐兄丁」例相當。

本版的「丁」例，與上引〈集 21695〉一版用法亦相同。 

八、特殊對貞 

＊20700 乙丑卜：先□乎盧豕，迺至二牢？ 

按：本版作「先Ａ迺Ｂ」的占問用法，與花東甲骨相同。其中的先字作 ，寫法

與〈花 154〉版亦同。此外，由「盧豕」一辭的用例，又分見〈集 22209〉

的「妣戊，至盧豕？」、〈集 22210〉的「妣戊，盧豕？」，與本版可以再系聯。

本版的「至二牢」一句，可相對於〈花 409〉的「至子而妣庚」、〈花 32〉

的「至，к百牛又五」，應是「至二牢」之省。 

九、文字顛倒的句例 

19773 (1)己巳卜：又大丁三十？ 一 

 (2)庚午卜：奚大乙三十？ 

 (3)庚寅。 

 (4)甲辰。 

 (5)庚戌卜：令从 伐 ？ 

 (6)戌。 

按：參上引特殊行款例。本版(2)辭命辭順讀不可解，應讀作「(侑)大乙：奚三

十？」，指卜問侑祭先祖大乙，用奚牲三十人以祭宜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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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8 己卯卜，王：牛庚母？ 

按：參上引特殊行款例。本版命辭順讀不可解，應讀作「(侑)庚母：牛」的逆

讀，即卜問侑祭母庚，以牛為祭牲宜否。 

22097 庚允田 于天豕？ 

按：本版順讀全不可解，應是「庚［午］田于天，豕 ？」，句作順時針方

向的弧形讀法。 

＊22138 (1)兄(祝)亞：朿彘？ 二 

 (2)羊兄(祝)？ 一 

按：(1)辭的「朿彘」，即用刺的方法殺彘以祭。〈集 22226〉有「豕朿」例，可

互參。兄，即祝，字作 ，从人跪坐禱告，其中的手形作拋物線的寫法，與

花東字形同。(2)辭順讀不可解，應即「兄(祝)：羊」的倒文。言卜問禱告鬼

神，用羊牲宜否。本版據文例又可系聯〈集 22137〉一版： 

〈集 22137〉 (1)丁酉卜：來庚用十奴、彡？ 一 

 (2)先亞：朿豭？ 一 

 (3)兄(祝)亞：朿□？ 

 (4)兄(祝)亞：朿彘？ 一 

 (5)貞：酓？ 二 

22165 先大庚，又自中丁？ 

按：參上引特殊行款例。本版順讀不可解，應讀作「先又自大庚、中丁？」，由

右而左作二橫排的讀法。 

 

總括以上第二編所引與花東系聯的非王卜辭共 139 版。其中有增“＊”號代表

經驗証與花東甲骨應屬同類，甚至屬同時同地以至同人的記錄的有 40 版，可以

作為提供研究花東的一手材料。各版的分佈見下表： 

一、特殊字例。共 73 版，包括： 
(一)羊—20 版，其中屬＊的有 12 版。 
(二)ぇ—3 版，其中屬＊的有 1 版。 
(三)—1 版。 
(四)彡—3 版，其中屬＊的有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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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牛—2 版。 
(六)余—1 版。 
(七)獲—16 版。 
(八)取—6 版。 
(九)首—2 版。 
(十)从卩—7 版，其中屬＊的有 1 版。 
(十一)—3 版，其中屬＊的有 1 版。 
(十二)祭—2 版，其中屬＊的有 1 版。 
(十三)鬯—5 版，其中屬＊的有 1 版。 
(十四)—2 版，其中屬＊的有 2 版。 

二、特殊行款例。共 9 版。 

三、刻寫成堆。共 6 版，其中屬＊的有 2 版。 

四、人名顛倒例。共 14 版，其中屬＊的有 5 版。 

五、用辭。共 4 版，其中屬＊的有 2 版。 

六、特殊用詞。共 15 版，包括： 
(一)耳鳴—共 2 版，其中屬＊的有 1 版。 
(二)呼食—共 1 版，其中屬＊的有 1 版。 
(三)禦往—共 1 版，其中屬＊的有 1 版。 
(四)妹又—共 1 版。 
(五)又 —共 4 版。 
(六)又—共 2 版。 
(七)不 —共 1 版，其中屬＊的有 1 版。 
(八)又友—共 2 版，其中屬＊的有 1 版。 
(九)子祝—共 1 版，其中屬＊的有 1 版。 

七、丁作人名。共 12 版，其中屬＊的有 3 版。 

八、特殊對貞。共 1 版，其中屬＊的有 1 版。 

九、文字顛倒。共 5 版，其中屬＊的有 1 版。 

 

以上二編，前編是「大膽假設」，尋覓與花東有關的大類，後編則為「小心

求證」的實驗場所，通過多重證據的環環相扣，鎖定 40 版為拓張研治花東的核

心材料，與花東甲骨最為接近，可能是當年花東子族流散於外的甲骨，特別值得

注意的是，特殊字例中羊字條的 22226 版、特殊用詞的耳鳴(22099)、不 (2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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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友(22258)、子祝(19849)諸版，與花東子更是有直接的關係。其餘經系聯的一

百多版非王卜辭，也是了解花東的相對材料。結合以上核心和相對的非王甲骨，

可以對花東的語言文字和歷史真相有更深切更廣泛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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