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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骨

「貞人用火炷燃燒那些凹缺，直到甲骨另一面出現龜

裂的痕跡。不知怎地，就在這龜裂的時刻，他們捕捉到了

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聲音──除了商朝的歷代祖先，還有

各種掌控大自然風雨洪水的力量所發出的聲音。1」

甲骨文，是東亞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統，可算是

漢字的始祖。這些刻在龜甲、獸骨的原始生活記錄，除

了寫下戰爭樣貌、繁複祭典與詢問吉凶等占辭，也記載

了一些看似形容天象的文句，自從一百多年前發現以來，

已陸續解讀出「日食、月食、新星、彗星、鳥星」等辭，

某些甚至被廣為宣傳，號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記錄。

然而到目前為止，近五千字的甲骨文裡卻只有一千多字

被認出，2接近三分之二無法解讀，進展十分緩慢。2016年
中國大陸曾舉辦甲骨文釋讀獎勵，破譯一個字可得到五至十

萬元人民幣，但只有兩人獲得。另外更鮮為人知的是，已解

讀的文字中也有許多爭議，專家的意見經常不一致，因此疑

點重重。在這樣流沙般的基礎上所找到的天象，可信度會高

嗎？我們先來看看一些常在科普文章出現的案例。

「三焰食日大星」3

這個看似三道火焰吞食太陽並同時出現亮星的驚奇景

象，若真的看得到，應該是指日全食的現象。能吃掉太陽並

讓它變黑的火焰，應該是我們所知的日珥（圖1 ，原始黑白

照片在歐南天文臺ESO網頁），所以它曾被當成古老的日全

食與日珥記事（圖2）。4不過，根據較新的文字學角度來分

析，有學者已將這句話重新解讀成「乞列，食日大星」，三與

甲骨文，可算是漢字的始祖，這些刻在龜甲、

獸骨的原始生活記錄，除了寫下戰爭樣貌、繁複祭

典與詢問吉凶等占辭，也記載了一些看似形容天象

的文句，某些甚至被廣為宣傳，號稱是世界上最古

老的記錄。

然而到目前為止，近五千字的甲骨文裡卻只

有一千多字被認出，已解讀的文字中也有許多爭

議，疑點重重。建立在這樣流沙般的基礎上所找

到的天象紀錄，可信度會高嗎？

假
古
？

文/  歐陽亮

http://www.wzbwg.com/news/13_497
https://www.cqcb.com/manxinwen/manxinwen/2019-10-29/1943096_pc.html
https://www.eso.org/public/russia/images/potw1926a/zoom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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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形似，意為迄；第二字似「臽」又似「列」。乞

列是指天氣陰沈到可能下雨，5或指停止陳放祭品，6

但是到了「食日」的時刻，即上午用餐時分，7天氣

卻轉大晴，因為「星」字亦可解釋為晴朗。8不過這

種令人失望的新解釋，又被最新的實物目視結果否

定，因為「三」不一定是指「乞」。9 

「癸酉貞日夕又食」10

號稱世界最早日食紀錄的「癸酉貞日夕又食」

（圖3），其實歷來眾說紛紜。癸酉是古代干支紀

日的日期，貞是占卜之意，意思是在癸酉日占卜。

但日夕又食是日食嗎？「又」當成「有」的話，多

出的夕字何解？有人認為「夕」不能解釋為黃昏，

就算可以解釋為日夜之交，但是從西元前1400至前

1000年並沒有殷都安陽可見且剛好是癸酉日的日

沒帶食。11 然而若查詢古代日食表12並以天文軟體

Stellarium檢驗這三百年的天象卻可以發現，在西元

前1129年2月14癸酉日的安陽地區剛好能見到一次在

下午5點多食甚的日沒帶食。又另有一說認為這段

圖1 西元1919年5月29日可能

捕捉到日全食中顯現過的最

大日珥，此為捷克天文學家彼

得·霍拉克（Pet r Horá lek）在

2021年2月修復與上色的後處

理照片。Photo credit：ESO／

Landessternwarte Heidelberg-
Königstuhl／F. W. Dyson, A. S. 
Eddington, & C. Davidson, P. 
Horálek／Institute of Physics in 
Opava, M. Druckmüller

圖2 甲骨文「三臽食日大星」散佈於左上角鑽鑿凹穴之

間。底圖：張惟捷〈甲骨文字舊釋新說──以史語所藏

十四版腹甲為例〉之目驗摹本，頁24

圖3 「癸酉貞日夕又食」日食觀測歷史說明牌，筆者攝於天

文館「太陽的魔法特展」，右上角為實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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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在貞卜尚未發生的事，不能視為已發生的天

象，13但也有人認為相反，14因此目前尚無定論。

「日有戠」15 
這又是一種疑似日食的記錄，但也有人解釋為

太陽黑子。16不過卜辭中另有「月有戠」記錄，然

而月面的斑紋總是不變，不太可能指稱月亮出現黑

子，因此解釋為太陽黑子是有疑問的。17

「新大星並火」18

從字面看來，這句甲骨文的

意思很像「有新星出現，與心宿

二（古稱「火」）並列」（圖

4），不過，「新」也可能是

一種祭祀名稱，句子可變成

「新，大星，並火」，意思

是舉行「新」祭典，結果天

放晴，於是舉辦「並」祭典

來祭祀心宿二。19 這個疑似史

上第一顆新星或超新星的記

錄，也許只是學者的誤解。

二十八宿、「鳥星」20

由於以前學界對於中國星座起源有許多爭

議，使得人們寄望在甲骨文裡找到二十八星

宿的古字與線索，證明中國星座是起源於本

土。現在雖已發現若干疑似二十八宿星名的

甲骨文字，但是經過詳細考證後，確定是星

名的其實不多。21例如「鳥星」兩字（圖5）
曾經被視為《尚書‧堯典》所載「日中、星

鳥」的意思，即南方朱雀的原始形象，然

而也有人認為鳥可能是受祭的神名，此點

在學界尚未有共識。22

除了以上問題之外，學者對於月食、彗星的看法

也是百家爭鳴、莫衷一是，更麻煩的是甲骨學主流體

制外還有其他新的質疑。以下舉一些有趣的例子：

日與丁（圖6）：在口中間多了一橫，就是日

嗎？為什麼有時又被解釋為干支的「丁」字？兩者

混淆的情形其實很多。23

月與夕（圖7）：在眉月中央多了一道，是否為

另外一字？解釋者常常自由心證，隨機約定何處為

月、何處為夕。24甚至有人誤以為「月亮通常只在傍

晚出現」而解釋甲骨文可借月為夕，25但古人觀看天

空的時間比起被燈海誘惑的現代人多出許多，天文

經驗豐富，是否也會有這種誤會？

星與晶（圖8）：在星點的小圓中增加一點來

裝飾，於是變成晶字。不過星字本身的變形就很多

樣，真的每個字型變化都是指星星嗎？

這些型態多變的字是因為當時識字者少、傳承

困難故而經常出錯，還是因為字體剛發明不久所以

尚未定型？抑或現代研究者其實沒有找到正確的分

辨方法，導致一字多型且標準混亂？龜甲與獸骨是

貴重物品，26用刀刻字必然比寫字困難，若刻錯字的

話如何處理？是否會將錯就錯導致後人解讀時以為

該字的形體多變？這些都有待未來進一步釐清。27
圖4 「新大星並火」拓本，

《殷虛書契後編》下9.1

圖5 「鳥星」拓本，《殷虛文字乙編》6664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709003168-260412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709003168-260412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709003168-260412
https://blog.xuite.net/liangouy/star/589310971
https://blog.xuite.net/liangouy/star/589310971
https://blog.xuite.net/liangouy/star/58931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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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是，大多數學者僅以拓

本或照片來進行研究，但由於材料古老殘缺、漫

漶不清以及轉印物質的侷限，得到的釋文成果往往

經不起推敲。有興趣者可到「考古資料數位典藏

資料庫」觀察，就會發現看實物照片也不一定能看

清楚。因此，一定要真正目視實物，讓光源動態變

化，才能看出細微字跡到底刻劃到哪。目前發現可

能至少超過五成的刻辭內容需要改定，28因此甲骨上

看似天象記錄的文字，最好等學界有普遍的共識與

圖6 甲骨文「日」的各

種形狀，中間不一定有

點或橫。摘自徐富昌

《從甲骨文看漢字構形

方式之演化》（臺大文

史哲學報64期，頁13）

圖7 甲骨文「月」與

「夕」，中間不一定

有一點。摘自徐富昌

《從甲骨文看漢字構

形方式之演化》（臺

大文史哲學報64期，

頁13）

圖8 甲骨文「星」的各種形態。摘自松丸道雄、高嶋謙

一編《甲骨文字字釋綜覽》（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
頁204、205）

認定，再引用為教材比較妥當。遙想當年的相對論、

板塊理論也曾走過被質疑的過程，29「甲骨學」亦將

如此，不過若因此進行過度揣測、冒然發表「世界最

早記錄」，只是引起注目與混淆，終將被時代考驗所

淘汰。

中文字體歷經幾千年的變化，存在許多未知的

起源，字形字音字義也經過多次轉折，容易讓後人

分析時產生誤解，即使是字典的始祖《說文解字》

也無法避免，30「甲骨學」又是一門還在進行初步研

究的學問，以上列舉的問題，也許會讓人萌生挫折

與懷疑，不過，就像科學必須不斷地依靠新發現來

推展前景一樣，歷史也是這樣進步的。古人記錄的

熒惑守心被現代證實有74%的錯誤、施行了千年以

上的神奇候氣術也被後世完全揚棄，但甲骨文研究

只進行了百年左右，若舊的解讀方式真的已呈現死

胡同狀態，那麼從百年束縛中破殼而出也許只是未

來的必經之路了。

相關影片：

甲骨文紀錄中的奇異氣象和天象

http://www.chnmuseum.cn/sp/
gbzl/202001/t20200103_186386.shtml

https://ndweb.iis.sinica.edu.tw/archaeo2_public/System/Artifact/Frame_Advance_Search.htm
https://ndweb.iis.sinica.edu.tw/archaeo2_public/System/Artifact/Frame_Advance_Search.htm
https://blog.xuite.net/liangouy/star/589125698
https://blog.xuite.net/liangouy/star/546863008
http://www.chnmuseum.cn/sp/gbzl/202001/t20200103_186386.shtml
http://www.chnmuseum.cn/sp/gbzl/202001/t20200103_186386.shtml
http://www.chnmuseum.cn/sp/gbzl/202001/t20200103_1863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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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亮：天文愛好者，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曾

獲2001年尊親天文獎第二等一行獎，擔任2009全
球天文年特展解說員。

部落格：謎樣的二十八星宿 
http://blog.xuite.net/liangouy/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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