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説甲骨文中的“豕”

單育辰

　　在甲骨文中，“豕”是一個非常常見的字形，早在甲骨文發現之初就已釋出。 〔１〕

下面依主要組類列出它的字形： 〔２〕

師組： 《合》２０７３６　 《合》１９８８３　 《合》２０６８０　 《合》２１１０４

《合》２０７００　 《合》２０６８１（參“彘”字）

師賓間類： 《合》１０２３０　 《合》３４１８５

賓組： 《合》９９５　 《合》１４３１４　 《合》１４３１４

《英》８３４　 《合》２０５１

何組： 《合》２８３１０

師歷間類： 《合》３４１３８

歷組： 《合》３２６７４　 《合》３３２７３　 《合》３４２７６

·８·



〔１〕

〔２〕

本文寫作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甲骨文動物字形整理與研究”（１５犢犑犆７７０００８）

的資助。

羅振玉： 《殷虚書契考釋》，《甲骨文獻集成》第七册，第３７頁，四川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又可參看于省
吾主編： 《甲骨文字詁林》第１５６３—１５６５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９年。
“豕”的辭例可參看姚孝遂、肖丁主編：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第６１１—６１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



無名組： 《合》２８３０５

黄組： 《合》３７４６８　 《合》３７４６８

（１）癸丑卜：王其逐豕，隻（獲）？允隻（獲）豕三。 《合》１０２３０師賓間類

（２）貞：王其逐兕，隻（獲）？弗■（逢）兕，隻（獲）豕二。

貞：其逐兕，隻（獲）？弗■（逢）兕。 《合》１９０賓組

（３）庚辰卜，王弗其■豕？允弗■。

亡 其 鹿 □弗 隻（獲）。 《合》１０２９７賓組

（４） 京 王田至 臣隻（獲）豕 五，雉二。才（在） 四月。

自 ■（延）田于□ □京，隻（獲）豕□，鹿二。《合》２４４４６出組

（５）丁丑卜，貞：

■逐〈犬〉

 
辟兄医■（麓）■豕，翌日戊寅，王其■ ■，

王弗每（悔），■（擒）？

癸酉卜，貞：
  
■犬辟兄医■（麓）■豕，翌日戊寅， 其 ■， ■

（擒）？ 《合》３７４６８＝《前》２．２３．１＋《後》上１２．１黄組 〔１〕

（６）癸亥卜：


■母庚盧豕？ 《合》２０５７６■類

（７）丙戌卜，貞：■（勿）令犬■（延


）？

庚寅卜，貞：其黑豕？ 《英》８３４＝《合》４００７５賓組

（８）癸未卜，■（賓


）貞：尞（燎）犬，卯（劉）三豕、三羊、十□？

甲申卜，■（賓


）貞：尞（燎）于東三豕、三羊， 犬、卯（劉）黄小牛？

《合》１４３１４賓組

（９）己未卜：■于且（祖）


庚三■、■白豕？ 《合》２０５１賓組

（１０）丁巳卜，又尞（燎）


于父丁百犬、百豕；卯（劉）百牛？

《合》３２６７４歷組

（１１）己亥卜， 田率， 尞土豕，且（祖） （兒


）豕，□ 河豕□ ，

岳 《合》３４１８５師歷間類

甲骨文中，从“豕”的字也非常多，我們儘量列出這些字形並略加詮解。 但要注意

的是，其中很多从“豕”之字雖有不少學者提出了很好的意見，但卜辭文句簡略，無法

證明其完全正確，只是一個比較好的説法而已。 此外，還有少量的字形雖然也从

“豕”，但字形漶漫，辭例殘泐較甚，這裏就省略了。

·９·

説甲骨文中的“豕”

〔１〕此卜辭的新釋文可參陳劍： 《金文字辭零釋（四則）》，《古文字學論稿》第１４５頁，安徽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一、■

《合》２２０４５　 《合》２３７０７　 《合》２７４５４　 《屯南》２２９１

《花東》１６２　 《花東》２７８

（１２）庚寅卜，弜（勿）祭■且（祖）


庚？

弜（勿）用牛、


■父戊？

叀（惠）牛、


■父戊？ 《合》２２０４５午組

（１３）貞：叀（惠）小■？二月。 《合》２３７０７出組

（１４）


其戉幼盂田，叀（惠）■用？

叀（惠）豭用？ 《屯南》２２９１無名組

（１５）癸酉卜：


■母己叀（惠）■？ 《合》２７４５４無名組

“■”是母豕的意思。 在《花東》中“■”字還有一種寫法，是在“豕”腹下畫一半圈

以表示母豕的生殖器，這應該是較原始的寫法。 〔１〕後來表示母豕之陰的半圈分離演

化爲“匕”形，這和“■”腹下本畫一雄性生殖器，後來分離演變爲“■”形相類。 楊樹達

據《説文》卷九“豝，牝豕也”釋之爲“豝”。 〔２〕其字形及辭例爲：

《花東》３９　 《花東》３９　 《花東》１７０　 《花東》２１５

（１６）庚辰：歲匕（妣）


庚■一，■一，子祝？ 《花東》２１５花東子組

（１７）乙巳：歲且（祖）


乙白彖，又■？

丁未：歲匕（妣）


庚■一、■？ 《花東》２９６花東子組

二、豭

《合》１５２６　 《合》３４１０３　 《花東》４９　 《合》３４０８１

·０１·

出土文獻（第九輯）

〔１〕

〔２〕

季旭昇： 《説牡牝》，《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第１００—１０３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２年。

楊樹達： 《釋塵■■■■》，《積微居甲文説·卜辭瑣記》第９—１０頁，中國科學院１９５４年。



（１８）丁亥卜，于翌戊子酒三■且（祖）


乙，庚寅用？四月。

《合》１５２６賓組

（１９）辛巳貞：其求生于匕（妣）


庚、匕（妣）


丙牡、■、白■？

《合》３４０８１歷組

（２０）甲辰，貞：其大■（御）


王自上甲， 用白■九，下主■十

《合》３４１０３歷組

此字象“豕”腹下畫雄性生殖器，是公豕的意思。 唐蘭根據《説文》卷九“■，豕也，

讀若瑕”、“豭，牡豕也”，而釋之爲“■”或“豭”（■、豭本一字，一象形，一形聲）。 《説

文》卷九“家，居也，从宀，豭省聲”，而甲骨文也有不少 “家”確从 “■ （豭）”字，如

（《合補》１２６５）、 （《合》３５２２）等， 〔１〕可見唐説可能是正確的。

甲骨文中還有一種形體， “豕”腹下雄性生殖器分離演變爲 “■”形，可隸定爲

“■”。 季旭昇認爲“豭”、“■”在不同組類中大致互補，所以應爲一字。 〔２〕但季説還

有一個疑點，就是在例（２２）中，“豭”（作 、 形）、“■”（作 、 形）同見於一

卜，若非刻錯的話，則對“豭”、“■”一字説不太有利。

《合》１５４４７　 《合》２２２７６　 《花東》２５　 《花東》２９１

（２１）戊申卜，用■？ 《合》１５４４７賓組

（２２）甲子卜，殺二豭、


二■于入乙？

甲 子卜，亡■，殺二豭、二■？ 《合》２２２７６＝《乙》４５４４午組

三、豚

《合》３０４１１　 《合》３２７２９　 《合》２７２５４　 《合》３０３９３

·１１·

説甲骨文中的“豕”

〔１〕

〔２〕

唐蘭： 《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甲骨文獻集成》第二册，第４８２頁。

季旭昇： 《説牡牝》，《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第１００—１０３頁。



《村中南》１６９

（２３）其■且（祖）


辛■，叀（惠）豚，又（有）雨？ 《合》２７２５４無名組

（２４）十五犬、十五羊、十五豚？

二十犬、二十羊、二十豚？

三十犬、三十羊、三十豚？ 《合》２９５３７無名組

（２５）其求年 、 于（與）小山，■豚？

眔 叀（惠）小■，又（有）大雨？ 《合》３０３９３無名組

（２６）丁酉卜：其求雨于十小山，叀（惠）豚三？ 《村中南》１６９無名組

這裏的“豚”應該是小猪的意思。

四、豖

《合》１６１９７　 《英》１２８８　 《合》７３８　 《合》３７８

（２７） ■曰千森，王■（誅）于之八犬、八豖， 三羊、 四，卯（劉）于東

方析三牛、三羊、 三 《合》４０５５０＝《英》１２８８賓組

（２８）乙亥卜，

■貞：今日尞（燎）三羊、二豖、三犬？ 《合》７３８賓組

（２９） 貞：


求 年于王亥， 犬一、羊一、豖一，尞（燎）三小■，卯（劉）九

牛、三 、三羌？ 《合》３７８賓組

（３０）丙午卜，■（賓


）貞：■于且（祖）


乙十白豖？ 《合》１５２４賓組

此形象雄豕的生殖器與腹部分離，聞一多認爲即 “豖”字。 古書中 “椓”亦寫作

“劅”、“■”，典籍訓爲“去陰”、“破陰”，甲骨文的“豖”字與此相關，其義即指被閹割的

公猪。 〔１〕

·２１·

出土文獻（第九輯）

〔１〕聞一多： 《釋爲釋豖》，《考古學社社刊》第六期，１９３７年６月，第１８８—１９４頁；觀其《古典新義》，《聞一多
全集》第二册，第５３９—５４４頁，三聯書店１９８２年。 又，陳夢家亦釋之爲“豖”，但解義有誤，參陳夢家：
《釋■釋豖》，《考古學社社刊》第六期，１９３７年６月，第１９７—２０２頁。



五、■

《合》１４３９５　 《合》９７７４　 《合》２２４３４

（３１）叀（惠）■，卯（劉）三牛？

■（勿）■■？ 《合》９７７４賓組

（３２）尞（燎）于土叀（惠）羊，■■？

尞（燎）于■叀（惠）羊，■■？ 《合》１４３９５賓組

（３３）□戌卜：尞（燎）■？ 《合》２２４３４子組

此字“豕”腹下標有一“口”，從文意看，應該是一種豕類，卜辭中常用於祭祀。 于

省吾認爲其“口”形爲“肉”之變體，釋之爲“豚”， 〔１〕恐不確，甲骨文中“口”與“肉”還是

有很大差别的。 唐蘭則釋之爲“喙”，但其“口”在腹部，與“喙”所象不同。 〔２〕此字尚

不知何意。

另外在卜辭中還有一個字，與“豕”腹部加一“口”形者應不是一字：

《合》２２２２６　 《合》２２３２３　 《合》２２３２４　 《合》２２３２２

（３４）甲申卜，


令喙宅正？

叀（惠）■（延


）宅正？


又眔喙，亡口？ 《合》２２３２２婦女類

（３５）甲申卜，


令喙宅正？

叀（惠）■（延


）宅正？ 《合》２２３２３婦女類

（３６）甲申卜，


令喙宅正？ 《合》２２３２４婦女類

（３７）

又責豕？


喙責？

■（延


）責■？ 《合》２２２２６婦女類

此字在“豕”嘴部加一“口”形符號，從造字本義看，這才應該是唐蘭所釋的“喙”。

·３１·

説甲骨文中的“豕”

〔１〕

〔２〕

于省吾： 《釋豚》，《甲骨文字釋林》第３２６—３２７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９年。

唐蘭： 《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甲骨文獻集成》第二册，第４８１—４８２頁。



彭邦炯把此字釋爲“喙”，可能是正確的。 〔１〕它們在卜辭中用作人名。

六、彖

《合》２４９６　 《合》２２０７６　 《合》３４１２０　 《花東》３９

（３８）癸巳卜，

争貞：■白彖于匕（妣）


癸，不左？王占曰：吉，■（勿）左。

《合》２４９６賓組

（３９）甲申卜，叀（惠）


彖于母戊？ 《合》２２０７６午組

（４０）癸卯卜，貞：酒求，


乙巳自上甲二十主一牛，二主羊，土尞（燎）牢，

四戈彖，四巫豖？ 《合》３４１２０師歷間類

陳劍認爲從辭例看，金文中以下諸字爲一字：

《集成》４２４１　 《集成》１０１７５　 《集成》６５１６　 《集成》２０４

《集成》２４５

而《集成》４２４１之字即與甲骨文同形。 金文中辭例爲“墬（施）于四方”的“墬”作

形（《集成》４３１７），可知以上甲骨、金文諸字爲 “彖”。 〔２〕其説應該無誤。 但

所象不是特别清楚，不知是否表示把豕捆紮在横木上。 不過晚期形體如 《集

成》２４５ 則象以繩索綁住豕是比較明顯的，如金文 “善 ”字或作 （《集成 》

２８２２）、 （《集成》２８２５），其上亦象用繩索綁住羊之形，與此相類。 “彖”在卜辭中

表示的是某種猪，很可能讀爲“豚”，古書中“豚”與“彖”常可相通。 〔３〕 “豚”字常見

於無名組，而“彖”字則常見於師組、賓組、非王卜辭等。 這種組類互用的情况，也可以

·４１·

出土文獻（第九輯）

〔１〕

〔２〕

〔３〕

彭邦炯： 《三版有關生育卜辭的釋文和内容初探》，《２００４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２４５—２５０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陳劍： 《金文“彖”字考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第２４３—２７２頁，綫裝書局２００７年。

參看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 《古字通假會典》第１３３頁，齊魯書社１９９７年。



説明“彖”即應是“豚”。 〔１〕

七、■

《合》１１２７４　 《合》１１２７６　 《合》１１２７７

（４１）■（勿）乍（作）


■于專？

貞：乎（呼）乍（作）


■于專？ 《合》１１２７４賓組

（４２）貞：于■？ 《合》１１２７６賓組

這是表示“彖”這種猪被豢養於猪圈中，羅振玉釋爲“圂”字。 〔２〕上已説“彖”應爲

“豚”字，而“圂”與“豚”古音正好相近，可見把“彖”讀爲“豚”是很有可能的。

八、

《合》３１９９３　 《花東》３９

（４３）■（御）牧于匕（妣）


乙盧 ，匕（妣）


癸 ，匕（妣）


丁 ，匕（妣）


乙

、 ？

■（御）衆于且（祖）


丁 ，匕（妣）


癸盧 ？

■（御）且（祖）


癸 ，且（祖）


乙 ，且（祖）


戊 ？

乍（作） ，

父乙 、匕（妣）


壬 、


兄乙 ，


化 、


兄甲 、


父庚

？ 《屯南》附３＝《合》３１９９３屯西子組

·５１·

説甲骨文中的“豕”

〔１〕

〔２〕

陳劍認爲《合》２０７２３有“彖”被獵獲的記載（《金文“彖”字考釋》第２４９頁），查拓本“彖”實是“豕”字，但
“豕”腹有泐痕，像有筆畫而已。

羅振玉： 《殷虚書契考釋》，《甲骨文獻集成》第七册，第３１頁。



（４４）丙卜：叀（惠） 匕（妣）


庚？ 《花東》３９花東子組

是指一種猪類，但其腹背有長毫，應該是表示多毛的猪的意思。 陳劍根據下面

第九例“■”字可釋爲 “邍”的説法，認爲 “ ”在 “邍”中充當聲符而釋之爲 “豲”，即

《詩·魏風·伐檀》“胡瞻爾庭有縣貆兮”的“貆”。 〔１〕但這種“■”既然用於祭禮，則只

能是一種猪科動物，學者多據“豲”、“貆”古訓認爲是豪猪科的豪猪，這是不可能的（殷

墟也未見豪猪骨骼遺存）。 要注意的是，《屯南》附３裏很多動物字都特意把頭部磨

掉，其實表示的是無頭的豕、彖、 、牛、豚、犬，是一種圖畫文字。 〔２〕這在“匕（妣）乙

、 ”一卜中表現得尤爲明顯，其一表示無頭的“ ”，另一表示有頭的“ ”，若果

是一個字的話，那麽兩種祭品重複了，是没有道理的。

九、■

《合》６１２８　 《合》６９４６　 《合》３２９８

（４５）乙丑卜，

■貞曰：

 
■方其至于■土，其■ 《合》６１２８賓組

（４６）
 

曰︰■方其至于■土，亡■？ 《合》３２９８賓組

（４７）庚申卜，

■貞：■（勿）乎（呼）


王族从■？

庚申卜，

■貞：乎（呼）王族■（誕）


从■？ 《合》６９４６賓組

商承祚釋爲“邍”， 〔３〕陳劍有補充論證。 〔４〕可參看金文中“邍”作 （《集成》

９８２３）、 （《集成》９４７）、 （《集成》２４９３），字形確與 “■”形相承。 卜辭中的 “■

（邍）”應是地名。

十、豛

《花東》７６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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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陳劍： 《“邍”字補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第１２８—１３４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８年。

參看徐寶貴： 《甲骨文“彖”字考釋》，《考古》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商承祚： 《殷栔佚存攷釋》，《甲骨文獻集成》第一册，第４４２頁。

陳劍： 《“邍”字補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第１２８—１３４頁。



（４８）乙卯：歲且（祖）


乙豛，叀（惠）子祝？用。 《花東》７６花東子組

此字象以殳擊殺豕之意， 〔１〕但不知應釋爲何字。

十一、■

《合》１４３１３

（４９）貞：帝于東，■、 豕，尞三■，卯（劉）黄牟？ 《合》１４３１３賓組

“■”的意思是挖坎埋豕以供祭祀。 在甲骨文中還有“■”字作 （《合》１６１９７）、

（《合》２１２５７） ，“■”字作 （《合》１４５５９）、 （《合》２１２５８），“■”字作 （《合》

１６２００）、 （《合》１５５５１），它們的造字方式與“■”是一樣的。

十二、

《洹寶齋》２３８

（５０） 卜，貞： 婦鼠 ， 又（有）■（孖）？

《洹寶齋》２３８師賓間類

“ ”象一豕哺育二子形。 因卜辭有殘，“ ”的確切含義不能得知，但這條卜辭應

該是卜問婦鼠能不能生下雙胞胎的事情。 〔２〕

·７１·

説甲骨文中的“豕”

〔１〕

〔２〕

趙偉認爲“豛”左旁从“■”，參趙偉：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釋文〉校勘》第１７頁，鄭州大學碩士學位
論文２００７年。

參黨相魁： 《〈洹寶齋所藏甲骨〉２３８釋讀》，《紀念殷墟 犢犎１２７甲骨坑南京室内發掘７０周年論文集》

第３６６—３６９頁，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黄天樹： 《甲骨綴合二例及其考釋》，《北方論叢》２００８年第

６期。



十三、逐

《合》１０２３０　 《合》１０３４５　 《合》９５７２　 《合》２８３４９　 《屯南》９９７

《合》３７５３３　 《屯南》３５９９

（５１）癸丑卜：王其逐豕，隻（獲）？允隻（獲）豕三。

《合》１０２３０師賓間類

（５２）丙申卜，

争貞：王其逐麋，冓（遘）？ 《合》１０３４５賓組

（５３）戊子卜，■（賓


）貞：王 往 逐


于■，亡■（災）？之日王往逐 于


■，允亡■（災），隻（獲） 八。 《合》９５７２賓組

（５４）乙酉卜，犬來告：■鹿，王往逐？ 《屯南》９９７歷組

（５５）辛卯卜：王叀（惠）

皆鹿逐，亡■（災）？ 《合》２８３４９無名組

（５６）


于來自■，


廼逐辰麋，亡■（災）？ 《屯南》３５９９無名組

（５７）辛酉卜，才（在）

■貞：王田，卒逐亡■（災）？ 《合》３７５３２黄組

“逐”字象追逐豕之形，在卜辭中用爲追逐之義。

十四、彘

《合》１３３９　 《合》２２３６１　 《合》２１５５５　 《合》９５７５

《合》１４６２１　 《合》１４９２９　 《集成》６６５４

（５８）貞：弗其■，


彘■方？ 《合》１８８１１賓組

（５９）癸卯卜，■（賓


）貞：
 
井方于唐宗彘？ 《合》１３３９賓組

（６０）庚午卜，■（賓


）貞：田彘■？

貞：田弗其彘■？

貞：田■？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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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其彘？ 《合》１１０賓組

（６１）王■匚彘。

不其彘。 《合》１４９２９賓組

（６２）壬寅卜：丁伐彘？ 《合》２１５５５子組

（６３）庚寅卜，

争貞：

 
令■眔彘、


■■■（衛），■■（擒）？ 《合》９５７５賓組

此字象以矢射豕之形，字形要細分的話，還可再分兩種： 一形表示貫穿豕身，一形表

示射到豕。 不過從卜辭中看不出這兩形在意義上有什麽分别。 此字可釋爲“彘”。 《集

成》６６５４中的“彘”字更爲象形。 “彘”在典籍常訓爲豕，但在卜辭中没有一例能確定是豕

的意思。 除例（６２）的“彘”有可能是人名外，其他似用爲動詞，不知道是什麽意思。

十五、■

《花東》１１３　 《花東》３６３

（６４）

■人■，于若？ 《花東》１１３花東子組

（６５）□卜，才（在）

京：■（迄）■大■（獸），□□？

《花東》３６３花東子組

“■”象以戈擊豕形，在卜辭中皆是捕獵類意思的動詞。

十六、■

《合》７４２０　 《合》７４１８　 《合》２２４　 《合》６５７７　 《合》３２０１２　

《合》３１１３３

（６６）貞：■（勿）


令■比我爯 册 ？十月。〔１〕 《合》７４１８賓組

（６７）貞：■（勿）


令■比我爯册？ 《合》７４２０＋《合補》１３４４賓組

·９１·

説甲骨文中的“豕”

〔１〕“册”字據《合》７４１９、《合》７４２０補。



（６８）癸巳卜，


又于亞■一羌、三牛？ 《合》３２０１２歷組

（６９）叀（惠）
 
成犬■比，湄日亡■（災），侃王？ 《合》２７９１４無名組

（７０）辛亥卜，才（在）

香貞：


今日王步于■，亡■（災）？ 《合》３６７５２黄組

此字象手持某種田獵工具狩豕形，它在晚商金文（如《集成》５３７９．１中之 ）中也

出現，與黄組字形完全一致。 方述鑫認爲它後來演化成下列金文中的諸形，即 “■

（敢）”字。 〔１〕

《集成》２８３０　 《集成》４３３０　 《集成》４２４１　 《集成》２８３２　

《集成》２８４１

從字形上看，金文“■”的“口”上所从確與晚商時期“豕”字寫法相同，與甲骨文

“■”相比，但省一手形（《集成》２８３０仍未省，而甲骨文“■”字亦常有單手者），田獵工

具又演變爲“口”而已。 所以甲骨文“■”即“■（敢）”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方述鑫的

説法也得到不少學者的認同。 〔２〕卜辭中的“■”用爲人名或地名。

另外在甲骨文中還有一個“■”字：

《合》６５７１　 《合》６５７１　 《合》１０７１９　 《合》２１７５９

（７１）辛丑卜，

■貞：

 
今日子商其■基方■，弗其■（翦）？

辛丑卜，

■貞：

 
今日子商其■基方■，■（翦）？五月。

壬寅卜，

■貞：


自今至于甲辰子商■（翦）


基方？

壬寅卜，

■貞：


尊雀叀（惠）

 
■■基方？ 《合》６５７１賓組

（７２）甲子卜，貞：今胶王■（勿）■，歸？九月。 《合》１０７１９賓組

（７３）甲子卜，

我貞：乎（呼）■，隻（獲）印？

庚午卜，

我貞：乎（呼）■，隻（獲）？ 《合》２１５８６子組

此字象以田獵工具狩豕形，與“■”區别僅在省去一手（“■”字亦常見單手者）或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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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徐中舒主編： 《漢語古文字字形表》第１５４—１５５頁，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方述鑫： 《甲骨文口形偏
旁釋例》，《古文字研究論文集》第３００頁，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徐中舒： 《怎樣研究中國古代文
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第４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

如陳絜： 《説“敢”》，《史海偵迹———慶祝孟世凱先生七十歲文集》第１６—２８頁，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雙手，且字形顛倒而已，與“■”應該是一個字。 它在商金文中（ 《集成》６６５５）的形象

更爲象形。 這種狩獵工具在《合》１０７１９中已成“■”形，故“■”、“■”暫隸定从“■”。

“■”在卜辭中用爲動詞，應有打擊一類的意思。

十七、■

《合》２０１８２　 《合》１１７　 《合》４２７３　 《合》６７４９　 《花東》２２８

《花東》６０　 《集成》２９７０　 《集成》１６４４　 《集成》８４６４

（７４）壬戌卜，王貞：

亡其■？

壬戌卜，王貞：

■■？

《合補》６８２１＝《合》２０１８０＋《合》２０１８１師組

（７５）□酉卜，□貞：

■■，隻（獲）正（征）方？ 《合》６７４９師賓間類

（７６）甲寅卜，

亘貞：


戉其■■？ 《合》４２７１賓組

（７７）貞：

戉亡其■？ 《合》４２７３賓組

（７８）乙丑：自賈馬又（有）■？

亡其■賈馬？

隹（唯）左馬其又（有）■？

右馬其又（有）■？

自賈馬其又（有）死？子曰：其又（有）死。 《花東》６０花東子組

（７９）戊子卜：吉牛其于主，亡其■于宜？若，吉牛于宜。

戊子卜：吉牛于主，又（有）■，來又（有） ？ 《花東》２２８花東子組

（８０）癸酉卜：弜勿（刎）新黑馬，又（有）■？

癸酉卜：弜勿（刎）新黑 《花東》２３９花東子組

（８１）

■弗■（得）■（孽）？ 王占曰︰其■■，隹（唯）

《合》１１２５０賓組

（８２）貞：■


于父乙？ 《合》２２６３賓組

（８３）庚申卜，乎（呼）


取■芻？

·１２·

説甲骨文中的“豕”



■（勿）乎（呼）


取■芻？ 《合》１１７師賓間類

例（８１）中的“■”是人名。 陳劍認爲“■”字即以刀剝豕皮之形，並參照“豕”字在

後世常寫成“彖—彔”的情况，把它釋爲“剝”， 〔１〕應可信。 上引《集成》２９７０、《集成》

１６４４、《集成》８４６４中的“■”要更爲象形。 例（７４）中的“■”，根據司禮義規則，在對貞

卜辭中用“其”所貞問的事情，一般是貞卜者不願看到的， 〔２〕所以“■（剝）”應該有好

的意思。 並且從例（７５）貞問 有■，征伐方國是否有所獲來看，兩分句語義指向相

同，後句有好的意思，則前句也應有好的意思。 對於例（７８），姚萱亦言：“‘有’與‘亡

其’對貞，根據‘司禮義“其”的規則’，正説明‘亡其■’是占卜者不願意看到出現的情

况，‘■’不會是‘災禍之義’。” 〔３〕例（７９）、（８０）也是這種情况。 例（８１）因不在對貞語

境中，所以司禮義規則不適用。 據以上所述，如果“■”釋“剝”無誤的話，那麽它可以

釋爲“禄”，“剝”、“禄”皆屬屋部，古音很近。 “禄”正是福、善一類的意思，用於卜辭諸

例中皆通讀無礙。 例（８２）中的“■”是動詞，應有剥皮以祭的意思。 例（８３）中的“■”

是地名。

十八、家

《合補》１２６５　 《合》３５２２　 《合》１３５８４甲　 《屯南》３３２

《屯南》３３２

（８４）貞：我家舊 臣亡害我。 《合》３５２２賓組

（８５）甲戌卜，貞：其有作厄兹家？

貞：亡作厄？ 《合》１３５８７＋《合》１８００６賓組

（８６）貞：■家，且（祖）


乙弗左王？

王爲我家，且（祖）


辛弗左王？ 《合》１３５８４甲賓組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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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陳劍： 《金文“彖”字考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第２６６—２６７頁。

犘犪狌犾犔 犕犛犲狉狉狌狔狊（司禮義），“犜狅狑犪狉犱狊犃犌狉犪犿犿犪狉狅犳狋犺犲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狅犳狋犺犲犛犺犪狀犵犅狅狀犲犐狀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狊”（《關於
商代卜辭語言的語法》），《“中研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第３４２—３４６頁，“中研院”

１９８１年。

姚萱：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第２４９頁，綫裝書局２００６年。



（８７）丁巳卜， 弗入王家？

其入王家？ 《屯南》３３２歷組

這裏“家”都是家庭、家中的意思。

十九、■

《合》１３６　 《合》９０６５

（８８）己卯卜，

古貞：

 
■失芻自■？王占曰：其隹丙戌■，■尾。其隹

辛■。

己 卯卜，

古貞：


失芻自■，


弗其■？ 《合》１３６賓組

（８９）貞：般■以？ 《合》９０６５賓組

“■”字意義不詳。

二十、■

《合》２４２５５　 《合》２４３４２　 《合》１１２６７

（９０）王才（在）■（師）

■■？ 《合》２４２５５出組

（９１）王才（在）■（師）

非■？ 《合》２４３４２出組

（９２） 東 其■ ？ 《合》１１２６７賓組

《合》１１２６７“■”上之形象“豕”中孕子，與《合》２４２５５、《合》２４３４２僅从“豕”者不同，

但應爲一字。 羅振玉把它們釋爲“豢”。 〔１〕在金文中有下列諸形，似與“■”爲一字，

但“■”在“豕”喙部而已。

《新收》１５７３　 《新收》１５７１　 《新收》１５８７

·３２·

説甲骨文中的“豕”

〔１〕羅振玉： 《增訂殷虚書契考釋》，《甲骨文獻集成》第七册，第１０４頁。



二一、■

《合》２２２７６　 《合》２２２７６

（９３）甲子卜，殺二豭、


二牡于入乙？

甲 子卜，亡■，殺二豭、二■？

壬戌卜，貞：亡■，子 ？ 《合》２２２７６午組

此字意義不詳。

二二、■

《合》９７４　 《合》９７４　 《合》９７４

（９４）貞：


王■父乙■（賓）？

■（勿）


■父乙■（賓）？

■匕（妣）


己■（賓）？ 《合》９７４賓組

此字意義不詳。

二三、■

《合》４７６１　 《村中南》４８３　 《村中南》４９６

（９５）壬申卜，


令■ ■印宏 《合》４７６１賓組

（９６）癸酉卜：重■？


重于父戊羊？ 《村中南》４８３午組

（９７）甲子卜：■（御）
 
量■于父戊？ 《村中南》４９６午組

·４２·

出土文獻（第九輯）



此字象以網捕豕，卜辭中的意義不詳。

二四、■

《合》６９２６　 《合》６９２７　 《合》３０６１　 《合》９５０７

（９８）辛未卜，

争貞：我■（翦）


■，才（在）■（寧


）？ 《合》３０６１賓組

（９９）癸卯卜，■（賓


）貞：


■■■，我■，■（翦）？ 《合》９５０７賓組

（１００）乙丑卜，王貞：


余伐■？ 《合》６９２６賓組

（１０１）甲申卜，王貞：余正（征）

■？六月。 《合》６９２８賓組

卜辭中的“■”是方國名。

二五、■

《合》１０８６３　 《英》１８７１

（１０２）辛卯卜，

争貞：


■隻（獲）？ 《合》１０８６３賓組

（１０３）□□卜， 今日 □■ □戊 盧豕 ■？

《英》１８７１＝《合》４０５５４賓組

這裏的“■”應是人名。

二六、■

《合》４４４１　 《合》４４２７　 《合》６５６４　 《合》２５８　 《集成》３２２３　

《集成》５６３８

·５２·

説甲骨文中的“豕”



（１０４）丁酉卜：


令■正（征）



，■（翦）？ 《合》６５６１師賓間類

（１０５）乙未卜，貞：

■隻（獲）■？十二月，允隻（獲）十六。十二月。

《合》２５８師賓間類

“■”是人名，在師組中經常出現。 〔１〕在金文族徽中也有此字，似師組“■”的後

代即以此爲號。

二七、

《合》２１６２９　 《合》２１６２９　 《合》２１７２７　 《合》２１８３０

（１０６）庚戌卜，叀（惠）癸令 ？

叀（惠）甲令 ？ 《合》２１６２９子組

（１０７）庚申，子卜，貞：隹以 ，若直（德）？ 《合》２１７２７子組

（１０８）丁卯卜，

■：令 ，隹（唯）翌庚若？ 《合》２１８３０子組

“ ”象身上有條紋的豕，卜辭裏用作人名。

二八、■

《合》１３７５８反

（１０９） ■（葬）■老■于□？ 《合》１３７５８反　賓組

此字不知何意。

二九、■

《合》１２０　 《合》３０９９

·６２·

出土文獻（第九輯）

〔１〕參趙鵬： 《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第３７７頁，綫裝書局２００８年。



（１１０）己未卜，□貞：乎（呼） ■ 芻？十三月。 《合》１２０賓組

（１１１）丙寅卜，古貞：叀（惠）


令以■賈？三月。 《合》３０９９賓組

“■”似是地名。

三十、■

《合》２８３０７

（１１２）


王其射■大豕 《合》２８３０７無名組

“■”是地名。

三一、■

《合》１０２２甲　 《合》１０２２乙

（１１３）丁卯卜，■（勿）
 

令■以人田于■？ 《合》１０２２甲　師賓間類

（１１４）丁卯卜，
 

令■以人田于■？十一月。 《合》１０２２乙　師賓間類

“■”是地名。

三二、■

《英 》８３７　 《花 東 》３６　 《合 》２３１９３　 《合 》２５４１８　

《合》２６４１４　 《合》２３０３２

（１１５）貞：登（徵）人 乎（呼）

■ 田？ 《英》８３７＝《合》４０１５９賓組

·７２·

説甲骨文中的“豕”



（１１６）


其■河■（狩），


至于糞？ 《花東》３６花東子組

（１１７）辛亥卜，

■貞：王■（賓）■，


■自上甲，卒至于毓，亡尤？

《合》２２６２１出組

（１１８）甲戌卜，

■貞：今夕亡禍？ 《合》２６４１４出組

例（１１５）—（１１６）的“■”可能是地名或河名。 例（１１７）—（１１８）的“■”則是出組常

見的貞人。 貞人“■”的寫法或从“豕”或从“豭”，是因爲古文字中如果有偏旁作限制

的話，其他偏旁可以寫得隨意些，書寫時常有增减或訛變。

最後説一説卜辭中的一個常見字：

三三、■

《合 》１０２５４　 《合 》１０２５５　 《合 》１０１９８　 《屯 南 》８６　

《合》２８３１７　 《合》３７４７１　 《合》２８３２２　 《合》３７３６３　 《合》３７４１９　

《合》３７４３４　 《合》３７４６４　 《合》３７４７３

“■”字，早期研究甲骨文的學者都隸定爲“■”（下面暫依流行説法隸定爲“■”），

如羅振玉、王襄、商承祚、唐蘭、黄然偉等都釋“■”爲“狼”，其考慮是“■”从“亡”得聲，

“亡”明紐陽部，“狼”來紐陽部，二字聲韻甚近，而《説文》小篆“良”即从“亡”。 〔１〕葉玉

森釋“■”爲“狐”，其立論爲： 卜辭之“亡”均讀若“無”，“無”聲與“狐”聲韻近（無，明紐

魚部；狐，匣紐魚部），故 “■”可讀爲 “狐”；又古人田游，以獲狐爲貴，以其皮可製裘

也。 〔２〕其後，陳偉武又把此字讀爲“貘”，其依據是从“亡”聲（明紐陽部）與“莫”聲（明

紐鐸部）有通用的情况，故“■”可讀爲“貘”。 〔３〕

·８２·

出土文獻（第九輯）

〔１〕

〔２〕

〔３〕

于省吾主編： 《甲骨文字詁林》第１５８０—１５８２頁；又可參看松丸道雄、高嶋謙一： 《甲骨文字字釋綜覽》

第２８４—２８５頁，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１９９３年。 黄然偉説見《殷王田獵考（中）》，《中國文字》第十
四册，第１６６７—１６６９頁，１９６４年。 劉桓則讀爲“■”，亦是狼屬，參劉桓： 《釋■》，《殷契存稿》第１８５—

１９０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葉玉森： 《殷虚書契前編集釋》，《甲骨文獻集成》第七册，第３２４頁。

陳偉武： 《説“貘”及其相關諸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第２５１—２５５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



釋“■”爲“狼”説難以成立。 如郭沫若即認爲，卜辭有言“獲■鹿”者，“■”不能是

狼，狼與鹿不能同時獲得。 〔１〕陳夢家也認爲，殷墟出土動物骨骼中没有狼骨，故“■”

不能釋爲“狼”。 〔２〕

葉玉森把“■”讀爲“狐”，放到實際生活中考慮是不可能的。 因爲據《合》１０１９８記

載一次捕獲■多達一百六十四隻，其他如《合》３７４７１記載獲■八十六隻，《合》２８３１４

記載獲■三十七隻，我們没舉出的捕獲■的數量在幾十隻之内的也還有一些，由此看

來這種動物一次捕獲量是很大的。 然而狐是非常狡猾的動物，一次獵獲這麽多是不

可能的。 另外，根據楊鍾健、劉東生所鑒定的安陽殷墟動物群的骨骼遺存，狐骨骼數

量所占很小（十以下），這也是與卜辭記載獵獲“■”量很大不相符合的。 〔３〕我們又曾

考證 是狐形，所以把“■”讀爲“狐”的可能也不存在了。 〔４〕

陳偉武把“■”讀爲“貘”，從金文圖形文字來看，“貘”寫作上莫下犬之形。 〔５〕我

們知道，金文圖形文字是非常原始的文字，而到了秦漢時，“貘”字還是从“莫”而不从

“亡”，這個“貘”字的寫法有悠久的歷史與傳承，似不容於中間插入一“■”字，故甲骨

文中的“■”和“獏”還是應該有區别的。 並且殷墟遺存中的“獏”骨很少，顯然與卜辭

中捕獵數量很大的“■”不符。

其實除了以上諸説外，還有另一種考慮方法，關鍵得看“■”字右旁所从到底是不

是“犬”。 我們在《説甲骨文中的“犬”》中已經把各組類“犬”和“豕”字形的區别作了辨

析。 〔６〕所謂的“■”字右旁和賓組、無名組以及黄組的“豕”相比（參看後文附表），所

从很明顯非“犬”而是 “豕”字。 所以，所謂的 “■”應改隸爲 “■”。 另外，在卜辭中，

“犬”和“■”常常一起出現，從它們的寫法來看，區别也是很大的，如：

犬 《合》２７９０１　■ 《合》２７９０１

（１１９） 才（在）

■犬告■，王 《合》２７９０１無名組

·９２·

説甲骨文中的“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郭沫若： 《卜辭通纂》第４７１頁，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陳夢家： 《殷虚卜辭綜述》第５５５頁，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楊鍾健、劉東生： 《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中國考古學報》第四册，第１４５—１５３頁，商務印書館

１９４９年。

單育辰： 《甲骨文所見的動物之 “狐 ”》， 《古文字研究 》 第二十九輯， 第 ８０—８６ 頁， 中 華 書 局

２０１２年。 　　　
“獏”的圖形可參看王心怡編： 《商周圖形文字編》第６７３—６７５頁，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單育辰： 《説甲骨文中的“犬”》，待刊。



犬 《合》２８３２３　■ 《合》２８３２３

（１２０） □卜：


犬虎告 吉。用。■（擒）■ 《合》２８３２３無名組

這些都是“■”字所从一定是“豕”而不是“犬”的證據，那麽諸家由“■”字推出的

各種結論自然就難以成立了。

“■”字字形還有一些情况需要説明：１．《合》１０２５５（＝《安明》Ｓ１０３８）的“ ”，

其中“豕”原圖作 ，其尾似上翹，但細察實爲泐痕，只是恰與“豕”尾筆畫相接而已。

２．無名組《合》２８３１７的“ ”其尾似上翹，但若與同組的“犬”相比，則“犬”字皆有明

顯的折筆，可以參無名組中的“豚”字，這些“豕”的寫法完全一樣，所以“ ”所从還是

“豕”字。 ３．黄組“豕”字出現得非常少，但可參看黄組“逐”字所从的“豕”，如 （《合》

３７５３３）、 （《合》３７５５７）等。

“■”字在黄組卜辭中很常見，但在其他組類中僅有零星出現，辭例如下：

（１２１） 于丁 ■ 用。 《合》１０２５４賓組

（１２２） ■ 用。 《合》１０２５５賓組

（１２３）戊午卜，

■貞：我■（狩）


■，■（擒）？之日■（狩），允■（擒）。隻

（獲）虎一、鹿四十、■百六十四、麇百五十九、 赤■友二，赤

小 四 《合》１０１９８賓組

（１２４）□寅卜：王其射 白■，湄（彌）日亡■（災）？《屯南》８６無名組

（１２５）叀又（有）■，射，■（擒）？ 《合》２８３１７無名組

（１２６）


戊王其田于■，■（擒）大■？ 《合》２８３１９無名組

（１２７）


其从犬口，■（擒）又（有）■？兹用。允■（擒）。

《合》２８３１６無名組

（１２８）丁亥卜，


翌日戊王叀■田 ？ 引吉。兹用。王■（擒）■三十又

七。 《合》２８３１４無名組

（１２９） 貞：


王田于雞，■（往）來亡■（災）？引吉。兹孚，隻（獲）■八

·０３·

出土文獻（第九輯）



十又六。 《合》３７４７１黄組

（１３０）戊申卜，貞：


田■，■（往）來亡■（災）？王占曰：吉。兹孚，隻

（獲）兕六、■一。

壬子卜，貞：


田■，■（往）來亡■（災）？王占曰：吉。兹孚，隻

（獲）兕一、虎一、■七。

戊午卜，貞：


王田朱，■（往）來亡■（災）？王占曰：吉。兹孚，隻

（獲）兕十、虎一、■一。

《合補》１１２８８＝《合》３７３６３＋《前》２．３９．４＋《明後》２７６０黄組

（１３１）戊戌王卜，貞：


田弋，■（往）來亡■（災）？王占曰：大吉。才（在）

四月。兹孚，隻（獲）■十又三。

壬寅王卜，貞：


田■，■（往）來亡■（災）？王占曰：吉。兹孚，隻

（獲）■八，鹿一，麇六。

《合補》１１２９５＝《合》３７３６４＋《合》３７４７３黄組

（１３２） ■（擒）？兹 孚 ，隻（獲）兕四十，鹿二，■一。 《合》３７３７５黄組

（１３３）辛巳王卜，貞：


田■，■（往）來亡■（災）？王占曰：吉。隻（獲）■

三、鹿二。 《合》３７４１７黄組

（１３４）壬申卜，貞：


王田■，■（往）來亡■（災）？隻（獲）白鹿一、■二。

戊辰卜，貞：


王田于■，■（往）來亡■（災）？隻■七。

《合補》１１２９１＝《合》３７４４９＋《合》３７４８０黄組

以上我們只舉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卜辭，甲骨文中有關“■”的卜辭爲數甚多，大家

可以查看《殷墟甲骨刻辭類纂》，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１〕

既然我們已經把它們隸定爲 “■ ”，“■ ”从 “豕 ”，它也應該是一種猪類動物。

從卜辭中看“■”既可以用來祭祀，更爲常見的是獵捕對象。 那麽“■”到底是什麽

呢？ 我們可以從各組類卜辭中獵捕動物的分布情况來分析。 我們知道，在除黄組

以外的其他組類卜辭中最常見的捕獵對象爲“麋”、“麇”、“鹿”、“豕”、“兕”、“雉”、

“兔”。 而在黄組卜辭中最常見的捕獵對象則爲 “■ ”、 “麇 ”、 “鹿 ”、 “麋 ”、 “兕 ”、

“雉”、“兔”，且“■”的數量很大，有意思的是，其他組類常出現的“豕”字則基本没

有了蹤影。 這就明白地告訴我們，非黄組卜辭中的 “豕 ”在黄組卜辭中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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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可參看姚孝遂、肖丁主編：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第６２１—６２３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 但要注意的是，此
書有關“■”的卜辭是選録的，省略者甚多。



“■”。 出現這種情况有兩種可能： 一是在非黄組卜辭時代“豕”已經滅絶，而在黄

組卜辭中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動物“■”，且數量很大。 二是黄組卜辭中的“■”就是

非黄組卜辭中的“豕”。 從動物學角度來看，第一種情况是没有任何可能的，一是

不論在古代還是現代，野猪都是非常常見的物種；二是相同動物棲息地的動物種

類是很固定的，雖然不排除有極少量的非本棲息地的動物游走到此地，但某種數

量很大的物種在短時間内相互替代，其可能性爲零。 所以我們就知道黄組卜辭中

的“■ ”就相當於非黄組卜辭中的 “豕 ”，或者可以説 “豕 ”在非黄組卜辭中寫作

“豕”，而在黄組卜辭中則寫作 “■ ”。 應該提及的是，前文已經説過，在賓組、何

組、無名組中也有少量的 “■”字，而在黄組卜辭中也有極少量的 “豕”字，這似乎

和本文結論相違背，但其實這不是問題。 在卜辭中甚至同組同類中，同一字有多

種寫法是屢見不鮮的。 〔１〕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地得出這個結論：“豕”字在前期卜

辭中一般寫作“豕”，但也有少量寫作“■”的形體；無名組“■”、“豕”混用，是過渡

階段；但在黄組卜辭中，“豕”則一般寫作“■”，寫作“豕”形的雖然還有，但已經極

少了。

必須提及的是，有了這個想法之後，我們檢索以往的研究成果，查到雷焕章已將

該字隸定爲“■”，並説：“‘ ’乃商人所喜歡獵捕之野獸，可能是一種野猪。” 〔２〕林沄

先生在２００５年“甲骨文研究”課上也講過（據筆者課堂筆記）：“所謂的‘■’應隸定爲

‘■’，是猪一類的動物。”可見雷、林二先生早已著鞭於前，但對於黄組卜辭中的“■”

相當於非黄組卜辭中的“豕”則未言及。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卜辭中的“豕”爲什麽要加“亡”旁呢？ 從文字構造看，“亡”應

該是聲符，我們懷疑卜辭中的“■”實際上就是後來寫作 “豬”的字，“亡”明紐陽部，

“豬”端紐魚部，二字韻部對轉，聲紐皆屬舌音，古音極近。 另外，音韻學家對“豕”的歸

部紛紜不定， 〔３〕其實皆無堅强的歸部證據。 上文已説，黄組卜辭中的“■”相當於非

黄組卜辭中的“豕”，而我們剛剛説過甲骨文的“■”就是“豬”的早期形體，那麽我們不

妨推斷，“豕”其實就是後世的“豬”字。 也就是説，不論在商代還是現代，｛豬｝這個核

心詞就没有變化過，是漢語的最基本詞彙之一。

·２３·

出土文獻（第九輯）

〔１〕

〔２〕

〔３〕

本文使用劃分甲骨文字迹的組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 。 即使把甲骨文字迹細分到類 ，同類的字體
也應是刻手群而非單一刻手所刻 。 即使爲單一刻手所刻 ，他的用字習慣受不同時間段以及知識
儲備等影響 ，也不會僅僅使用一成不變的固定字形 。

雷焕章： 《法國所藏甲骨録》第７３、１５８頁，光啓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張富海： 《試論“豕”字的上古韻部歸屬》，《漢字文化》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附表

賓　　組 何　組 無名組 黄　　組

犬
合１４３１４　 合１６１９７

合５６６３
合２９３９２

合２７９０２

合３０４１１
合３６４２４　 合３７３８６

豕
合９９５　 合１４３１４

英８３４
合２８３１０

合２９５４２

合２８３０５

合３７４６８

合３７４６８

■
合１０２５４　 合１０２５５

合１０１９８
合２８３２２

合２８３１７

屯南８６

合３７４７１　 合３７４１９

合３７４３４　 合３７４７３

（單育辰　吉林大學中國古文字研究中心；出土文獻與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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