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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卜法研究》

内容概要

本文是在以往甲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关于中国先秦时期卜法的一次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研究。文章运
用考古学方法，对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出土卜用甲骨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与归纳。在此
基础上，考察了卜用甲骨的出土背景、类别与时地、整治方式、钻凿形态、起源与衰落以及甲骨刻辞
的行款走向等问题，并通过《仪礼》、《龟策列传》等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相互参验，就
先秦时期的占卜程式进行了探讨。这项研究，除了有助于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的卜法之外，对卜用甲骨
的断代、卜辞的通读以及运用卜用甲骨探讨考古学文化面貌等，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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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朴载福，男，1968年3月生于韩国京畿道。1993年毕业于韩国江源大学。2004年、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专业方向为古文字学、商周考古学，分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参加过岐山周公
庙遗址的考古发掘，同时亲自整理了周公庙甲骨。现为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责任研究员、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汉城大学、京东大学、檀国大学、大田大学讲师。研究领域
为古文字、商周考古、先秦史、书法艺术等。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Page 3



《先秦卜法研究》

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绪言
第一节 选题及学术意义
第二节 有关卜法研究的学术史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第二章 考古所见先秦时期的卜用甲骨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
第二节 夏代
第三节 商代
第四节 周代
第五节 卜用甲骨的出土背景考察
第六节 卜用甲骨的类别与时地考察
第三章 甲骨的整治方式与钻凿的形态
第一节 卜用甲骨各部位名称与整治
第二节 钻凿灼的形态与排列
第四章 甲骨文的行款走向及相关问题
第一节 殷墟甲骨文以前的文字
第二节 殷商西周卜骨刻辞的行款
第三节 殷商西周卜甲刻辞的行款
第四节 甲骨刻辞相关问题讨论
第五章 先秦时期卜法的起源与衰落
第一节 卜用甲骨的起源
第二节 卜法的衰落与筮法的兴盛
第六章 甲骨占卜程式的探索
第一节 《仪礼》中所见的占卜程式
第二节 《龟策列传》与先秦龟卜卜法
第七章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一 考古所见先秦时期的卜骨
附录二 考古所见先秦时期的卜甲
附录三 《史记·龟策列传》
附录四 《尚书·金滕》
附录五
后记

Page 4



《先秦卜法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  绪言第一节  选题及学术意义董作宾先生在1929年撰写《商代龟卜之推测》一
文时即指出，当时的研究者仅致力于文字的识读，不在于实物的观察，故自述其研究旨趣说：“吾人
之从事整理研究，首注意于实物，虽所获有限，而视同怀宝，必欲尽其力以利用之。”迄至今日，学
界的研究仍然集中在甲骨文字的考释、甲骨刻辞的分类与断代、刻辞内容的排谱和商史研究等方面。
对于大多数专门研究文字的学者而言，他们几乎只能通过拓本或摹本材料（最多有照片）进行研究，
无法或根本没有可能利用实物材料研究文字背后的内容。对于专业考古工作者来说，大都由于卜用甲
骨的刻辞不属于自己的研究范围，因此在报告中往往忽视对甲骨实物的观察与描述。甲骨占卜是甲骨
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往的甲骨学研究中，有关甲骨卜法的研究所占的比重甚轻，很多学
者只是在论著中作简单描述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科学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不仅
在殷墟继续发掘出土了大量商代卜用甲骨，在各地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址中也发现了很多卜
用过的甲骨。相关报告中大都简单介绍了甲骨出土的情况，有的还附有照片和线图。特别是近几年新
出版的甲骨著录都收有甲骨的照片、拓本、摹本以及出土情况的描述，使研究者有了深入探讨先秦时
期甲骨卜法的基本条件。另外，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相关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和主要遗址的文化性
质也日渐清晰，为卜用甲骨的考古学观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前辈学者对先秦时期的卜法，尤其是对
商周时期带字甲骨占卜程式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先秦时期的卜法奠定了基础。但是，到目
前为止，就出土卜用甲骨所作的先秦时期卜法研究，大多是随机零星地进行的，少数学者所作的综合
研究，在资料搜集、分析归纳与规律探索诸方面仍然是初步的，多限于某一时段或某一地区，而对整
个先秦时期卜用甲骨从发生、发展，到衰退、消亡作长时段、大范围的综合研究还很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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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秦卜法研究》是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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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碧村读~
2、卜骨、卜甲研究向重辞轻物，作者亲预整理发掘，搜罗宏富之考古文献，于取材、整治、行款总
其大成，确立了统一的分析与用词标准，当属了解先秦卜法不可或缺之书。
3、一直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书呢，看了后记才发现原来作者是韩国人，不过觉得写的还是很不错
的！
4、杀书头书尾，考古材料丰富详细。
5、该书汇集了2007年以前的各种发掘报告和甲骨、金文、文献等资料，对先秦占卜法作了详实论证，
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引人深省；是近年来较好的先秦卜法研究著作，值得一读。
6、文献称“龟曰卜，蓍曰筮”，然据考古所获古代中国的卜筮遗存，约在龟卜行用之前二千年前后
，卜用兽骨就已经出现。占卜采用的兽骨龟甲，由其质地坚实而留存至今；筮占取用的蓍草或竹木枝
条，则因易于朽蚀已不复得见。据文献所载，古代中国的骨卜与蓍筮是并用的。《诗》曰“尔卜尔筮
”（《卫风》），《书》称“谋及卜筮”（《洪范》），都清晰地记述了这样的史实。商周两代卜用
甲骨的刻辞，一般笼统地视为记录龟骨占卜“卜辞”，其中也不乏蓍草筮占所得的卦爻，更加有力地
证明了文献所述真确可信。有关两者的形成年代，考古所获的卜用兽骨，已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
化遗存。记录筮占经卦或别卦的卦爻，时代较早者见于殷墟晚期或先周遗址出土的金、石、陶文与甲
骨刻辞，两者的起始年代存在两个千纪以上的间隔。
7、参考书目之一
8、资料大合集，高端算命摆摊必读
9、本书对先秦及以前的卜法演变和进化进行了讲解，对少数民族的卜法及巫术的研究很有帮助。
10、内容很翔实，博引很丰富。人家韩国博士生写的，研究到这个程度，敬佩。如果能出成繁体字就
更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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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此书于考古文献搜罗十分宏富，加之作者亲预整理发掘，其全面真切远非寻常可比。故于骨、甲
之取材、整治、钻凿灼，以及行款走向，实属总其大成。卜骨、卜甲研究向重辞轻物，各家所见既异
、用词不一，此书确立了统一的分析与用词标准，可为后学参鉴。另外也分析了卜辞与卜法，但稍薄
弱，至于卜兆实际上基本没有涉及。不足处，一是上下文交待有时稍显混乱不足；二是文献调研与分
析不如考古，如《思玄赋》“钻东龟以观祯”一节似未及；三是有个别错字。总体而言，是我见到的
近年有数的出色博士论文。
2、从框架看，首论卜用甲骨之源（第五章），再论考古所见甲骨（第二章）更好。现在的布局，接
近考古报告的系统整理。卜用甲骨的整治方式、钻凿灼形态（第三章）、刻辞的行款走向（第四章）
章节属于常识的个人梳理。重点应该在甲骨占卜程式的探索（第七章）；作者虽然以《仪礼·士丧礼
》《周礼·春官》与《史记·龟策列传》切入，于此着力却并不多，仍然处于作证“卜”的事实存在
阶段。“甲骨卜法“的研究不溯其源，如何能探得其妙呢？”士丧礼“载”卜人奠龟“”卜人抱龟“
与“命筮”“作筮”等，以及甲骨卜筮之辨与易数之间的变迁，才是“卜法”的秘密旨在。所以，全
书只是先秦卜象的局部陈列，而不是卜法的入微研究。201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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