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商貞卜文字考
《殷商贞卜文字考.罗振玉撰》成书于1910年,是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的第一部作品,其中释

出单字近三百个，共三十二页。其书首页首行题书名，次行以下为罗振玉自序，其后

为正文。正文分别为四篇，《考史第一》、《正名第二》、《卜法第三》、《余说第

四》。

《余说第四》后为作者跋。有甲骨学奠基之作之誉。《契文举例》和《殷商贞卜文字

考》是甲骨学研究领域里最早的两部成系统的专著,代表了早期甲骨研究的成就。它们

在体系、考释方法以及对卜辞内容的评析等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罗振玉语言文字学家。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老人。祖籍浙江省上虞

县，客籍江苏省淮安县。曾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农学社，1897年创办《农学报》，次年

创办东文学社。1901年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1904年创办江苏师范学堂，后任

学部二等咨议官，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督监，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法国大学

院公举为东方通信员。他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甲骨文的收集研究、铜器

铭文的编纂印行、简牍碑刻等古文字资料的搜罗与刊布等方面。在甲骨文研究者中，

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

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

（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

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

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

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

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

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3.  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

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文做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

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

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

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

编》，供大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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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

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与刊布拉

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

《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

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

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

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

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

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

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

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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