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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

前言

　　从十九世纪末发现甲骨文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首先著录甲骨文的是刘鹗的《铁云藏龟》，首先
考释甲骨文的是孙诒让的《契文举例》。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对甲骨文研究成绩最被称道的是甲骨学
界的“四堂”：即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雪堂积极搜集、著
录甲骨文，还对甲骨文作过系统考释，写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为甲骨文研究奠
定了最初的基础。观堂善于以甲骨文与传世典籍、青铜器铭文互证，密切联系史实，进行历史、地理
、礼制等方面的研究，把甲骨文研究与古史研究熔为一炉，考证精确，为考释甲骨文树立了典范。代
表作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等。杨遇夫先生称赞说：
“王君功力绝深，每下一义，泰山不移。”（《积微居甲文说自序》）彦堂曾多次参加安阳发掘工作
，占有第一手材料，整理、编纂了《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对甲骨学的研究起了推动作
用。他在甲骨研究方面更主要的贡献是建立了甲骨文断代的学说，代表作有《甲骨文断代研究例》《
殷历谱》。鼎堂也是走把甲骨文研究与古史研究结合的道路，他对甲骨文的考释通读、断片缀合、残
辞补足、分期断代、卜法文例等方面都有所关注，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所以杨遇夫先生称赞他“神识
敏锐，博学多通，能于无字缝中读书“（《积微居甲文说自序》）；然而却难免有富于想象而疏于考
证之处。代表作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　　继四堂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作出
很大成绩的学者还不少。在考释方面成绩最突出的是唐兰、于省吾：唐兰有《殷虚文字记》《天壤阁
甲骨文存考释》和《古文字学导论》；于省吾有《甲骨文字释林》（由《双剑够殷契骈枝》共四编增
删改订而成）。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是甲骨文大型综合性研究著作，材料丰富，不但综合了各
家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不少新见。胡厚宣长期从事收集整理研究甲骨文的工作，出版了多种著录甲
骨文的专著，由他任总编的《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是至今规模最大的著录甲骨文资料的总集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出版了甲骨文字典和类编之类的著作有十多种，由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
诂林》是最新、内容最丰富也最有参考价值的一种。总之，从甲骨出土以来，形成了一门显学——甲
骨学，整个二十世纪甲骨学形成了三次研究高潮。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是第一次高潮，这次高潮时间久
，从著录甲骨文到考释再到结合古史研究，成绩巨大。第二次高潮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这次高
潮时间短，由于社会动乱而被扼杀了，成绩有限。第三次高潮是八十年代开始的，这次高潮的特点：
一是新人辈出；二是甲骨文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受到重视，做了不少总结性的、集大成的工作，也开展
了甲骨文新研究方向的探索工作，如甲骨语言的研究受到了更多重视。　　甲骨学成了二十世纪的显
学之一，但是它主要是作为古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和古史研究而存在并发展的，真正从语言的角
度来研究甲骨文却是较晚的事，也被摆在较次要的位置。尽管上世纪二十年代胡光炜的《甲骨文例》
就涉及不少语法问题，但是真正研究甲骨语法的著作还得从五十年代管燮初的《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
研究》和陈梦家的《股虚卜辞综述·文法》算起。八十年代以来研究甲骨语法的论文著作出版了不少
，也确有一些材料翔实、观点平实之作，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不少论著仍停留
在用后代语法体系去上探甲骨语法的模式上，这是理论方法上的失误，亟待改正。　　杨逢彬君八十
年代跟随夏渌先生作古文字研究生，专攻甲骨文；九十年代我兼职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他在职跟我
攻读汉语史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前，我让他来北京大学进修一年，听了汉语史和一些语言理
论、现代汉语课程；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让他来北大一年，完成学位课程的学习。逢彬学风朴实，
我强调必须具备广博深厚的语言学专业知识，他就踏踏实实地去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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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内容简介：殷墟甲骨刻辞记载了殷商时代的语言，是迄今为止记录汉民族
语言的最早文献。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是殷墟甲骨刻辞研究的分枝之一。
 《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旨在全面考察、研究殷墟甲骨刻辞的词类，力图依据语法功能优先，同时
考虑意义的原则，对现有资料作穷尽式的定量定性分析。在考察、分析之中，尽量考虑词类词义的历
史演变，注重语言的系统性。同时，因为殷墟甲骨刻辞是一种尚处于考据中的语言材料，如果我们认
定有些字词的考释有明显疏失，也就不惮驽钝，只有重新对其作出认定。因此，最终呈献出来的这部
小册子实际上是以语法描写分析为主，文字考据为辅的一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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