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明晰的甲骨著録書

———評《珍秦齋藏甲骨文》

趙　鵬

　　今輾轉得到蕭春源先生惠賜《珍秦齋藏甲骨文》（澳門基金會，２０１５年６月）。 在

打開書的第一時間，就按捺不住想要寫點兒什麽，因爲着實被這部著録書觸動了，因

爲這部書的很多做法是我想要的，也是我推崇的。

我們主張做甲骨著録書的根本原則是爲研究使用者提供清晰、準確的第一手資

料，而且要在最穩妥地保護、不傷害甲骨的基礎和前提下，儘量運用現代化的科技

手段給予研究使用者種種關懷。 我想這部書在這一點上，是站在這個時代的前

列的。

這裏我想首先强調一點： 我們生活在２１世紀這樣一個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 ２１

世紀的科技，足以在甲骨著録上發揮它數碼拍攝、攝影燈光、印刷技術等方方面面的

優勢。 步入這個世紀的十五年裏，甲骨著録書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注重甲骨照片與甲

骨拓本在著録與使用上的兩相結合———而不是只有拓本和摹本的時代。 從第一部甲

骨著録書《鐵云藏龜》（１９０３）問世以來，以拓本爲主的著録形式持續了將近一個世紀。

《殷虚書契菁華》（１９１４年）是第一部以黑白照片著録甲骨的著録書。 《東京大學東洋

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１９８３）是第一部同時著録了黑白照片與拓本的著録書。 《周

原甲骨文》（２００２）是第一部以彩色照片形式著録甲骨的著録書，其中也著録了一些甲

骨反面照片。 限於周原甲骨的字體細小，無法墨拓，該書没有著録甲骨拓本。 《殷墟

花園莊東地甲骨》（２００３年）是第一部同時著録了甲骨正面彩色照片與拓本的著録書，

間或有反面照片。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甲骨集》（２０１１年）是第一部比較全

面地著録了甲骨正面、反面、側面、臼面的彩色照片與拓本的著録書。 應該説，這些都

代表了甲骨著録書隨着甲骨學研究以及時代與科技發展而發展的進步所在。 所以，

在這樣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照片與拓本兩相結合的著録形式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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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在這種必然下，我們要特别地注意一點： 照片與拓本兩相結合的關係。 那種只憑

藉拓本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重新思考和審視拓本的意義———是

不是爲了拓本字口清晰、墨色均匀就可以不顧一切？ 一些博物館中收藏的甲骨，只要

以往被墨拓過的，都會有因墨拓而産生的不同程度的字口損壞現象。 現在我們是否

還需要繼續這樣做下去？ 爲了字口的清晰用針等鋒利的器具去剔除甲骨字口中殘存

的泥土？ 我想，個人心中自有答案，個人心裏的答案也都很難改變。 其實，我們做甲

骨研究，只要研究要素清楚———這，就足够了。 没有必要爲了單純追求拓本的美觀漂

亮而對甲骨本身做過多的手術式操作。 而且一版甲骨墨拓的次數越少越好。 拓本拓

不出的，還有照片呢，怕什麽？

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和這樣一個背景，我們來談一談《珍秦齋》。

首先説一下甲骨照片部分 。 《珍秦齋 》的甲骨照片著録了每一版甲骨垂直

角度拍攝的正面和反面原大照片 、放大照片以及斜側角度拍攝的正面放大

照片 。

第一，《珍秦齋》甲骨照片基本做到了字迹清晰、光綫柔和。 除１２左下、１７右

下、２３字迹還可以拍攝得更加清晰以外，其他字迹都很清晰，只要看原大照片就足

以明瞭甲骨上的文字。 光綫柔和這一點，全書垂直角度拍攝的照片做得都是非常

好的。 其實，在甲骨照片上提到光綫柔和的，最早可能是張秉權先生。 他説：“從前

照相，都用黑白片，現在已經進步到彩色時代，應該用彩色的相片了。 照彩色片，也

需要高度技巧的。 有位朋友，曾經建議我們試將甲骨片放在磨光玻璃上面，玻璃下

再有六十瓦的燈光照射，這樣可以使得畫面柔和，背景呈淡緑色，十分美觀。” 〔１〕

張先生所説的“畫面柔和”與我們倡導的光綫柔和是同一理念。 《珍秦齋》在這方面

做的是很到位的。 當然，上面提到的１２左下、１７右下、２３三版正面，以及１９、２１、２３

三版反面，如果再稍微加强一點側光，字迹與鑽鑿會更明顯一些。 因甲骨實際情

況，儘量做到“光綫柔和”會更加可取。 斜側角度拍攝的甲骨放大照片的公布實際

上有兩方面意義： 一方面可以使得文字更加清晰，另一方面，更好地體現了甲骨的

立體感。 這個角度的照片又足以彌補前面提到的三版由於過於追求光綫柔和而引

起的字迹不清的問題。

第二，完整著録了每一版甲骨的正反兩面照片。 傳統來看，一般不會爲無字的甲

骨反面做拓本。 甲骨反面的情況，主要依託照片來展示。 許進雄先生和周忠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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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張秉權： 《甲骨文與甲骨學》第１１３頁，臺灣編譯館１９８８年。



對甲骨鑽鑿都有很好、很深入的研究。 〔１〕張秉權先生也説：“甲骨上攻治燋灼的痕

迹，也是研究的對象，也應該將它們攝影傳真，作爲參考資料……我們所感到最遺憾

的是未能將每一片甲骨的正反兩面照成相片，編成圖版。” 〔２〕《珍秦齋》由於入藏的

甲骨没有完整鑽鑿，所以，不存在體現甲骨鑽鑿拍攝要素的問題。 但是全書能够無一

遺漏地著録每一片甲骨的正反兩面照片，這一點已經足够了。 在此也一併呼籲，今後

的甲骨著録，無論是考古發掘品、傳世品，還是私人藏品，只要予以著録，至少要完整

著録每一版甲骨正反兩面的照片。 要知道，卜辭與鑽鑿實際上是一體的。 也許在不

久的將來，會緊密地將卜辭與鑽鑿結合在一起，對占卜本身來進行解讀。 正面、反面、

側面、臼面的甲骨狀態，都是要用照片才能細膩、真實地體現出來的。 可以説，隨着甲

骨學不斷地朝着精密化 〔３〕方向發展，甲骨照片在甲骨學研究上起着越來越重要的作

用，這是甲骨拓本所不能及的，也是做著録書必須要予以充分重視的。

第三，色澤明快，“骨質”感明確。 甲骨著録書的出版印刷，照片的顔色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 印刷成書的照片最起碼要做到給人以“龜甲”和“胛骨”的“骨質”的顔

色和感覺。 《珍秦齋》在照片的顔色上，應該説也是上乘的，尤其是垂直角度拍攝的正

反兩面的原大和放大照片，都能够如實地反映甲骨本身的顔色。 １、２、４、５的甲骨色，

３、９、１６的偏白，１８的骨白，６、８的偏黄，７、１０的偏深，１３的偏粉，２０左側的偏深稍緑，

２１、２２的偏肉色，這一張張甲骨照片就像一塊塊甲骨躍然紙上，完全符合甲骨實物色

彩以及骨質的感覺。

第四，比例得當。 甲骨著録書，給出每一張照片的原大照片，這是第一要務，是不

可缺省的。 研究者對於甲骨本身、文字、鑽鑿的大小感知會通過原大照片直接獲得。

同時，原大照片也會爲甲骨綴合提供便捷。 《珍秦齋》在這方面做得很科學。 在給出

每一版甲骨原大照片的基礎上，爲了字迹清晰，便於研究者使用，又進一步給出了放

大照片。

作爲甲骨著録書，在照片部分能做到字迹清晰、光綫柔和、顔色合理，是很不容易

的。 對於每一個步驟的設想、計劃、實踐與反反復復的修改，其間所付出的艱辛與努

·９５２·

一部明晰的甲骨著録書

〔１〕

〔２〕

〔３〕

許進雄： 《卜骨上的鑽鑿形態》，藝文印書館１９７３年；《甲骨上鑽鑿形態的研究》，藝文印書館１９７９年。

在這兩部書中，許進雄先生以傳統“五期”分類法，研究甲骨上單個鑽鑿的形態。 周忠兵： 《卡内基博物
館所藏甲骨的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０９年。 周忠兵先生對鑽、鑿、灼等概念做了界
説，使其更加明確，在“按字體”劃分甲骨組類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了各組類甲骨的鑽鑿類型，並進一步
釐析出其發展變化的軌迹。

張秉權： 《甲骨文與甲骨學》第１１３頁。

劉釗先生於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新書發布會上的發言。



力，不是親自操作的人，是不會真正懂得的。 而做出一部質量上乘的甲骨著録書，最

大的回報就是： 打開它，無論是誰，可能不知道它好在哪裏，但是看着每一張圖版都有

賞心悦目之感，就像那是一塊塊甲骨在眼前———這對於編者來説就是最大的奬賞與

回報，這也就足够了。

其次説一下甲骨拓本部分。 説實話，當我對照照片看第一版甲骨拓本的時候，特

别想流淚———無論這甲骨是誰的，無論這甲骨在哪裏，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呈

現在眼前的拓本告訴我，製作拓本的拓手，没有爲了追求拓本清晰而去動甲骨字口。

第一片，“乙”下部筆畫有泥土，所以拓本上這個字只有一個淺淺的痕迹，“■”所从的

“止”以及“祭”字，都因爲這個原因没有拓得清晰完全。 但是，拓本下面的照片會告訴

我們一切事實和真相，這不會對我們的研究造成任何障礙。 第６、第１７片，由於骨面

剥蝕，拓本做到這個程度已經很好。 第１６、２３片由於字口淺細，骨面略有剥蝕，也只

能拓到這個程度。 實事求是地講，這四片甲骨的表面狀況並字口的刻寫狀況，即使動

了字口，用針努力去劃，做出來的拓本也不會更好———從這部書的拓本，以及拓本與

照片的對讀中，我們完全可以讀懂拓手在製作拓本時所遵循的拓製原則。 爲此，呈上

我深深的感激與敬意！ 全書拓本，除以上五版，其餘拓本皆字迹清晰明瞭，並附有放

大圖版，非常便於研究者使用。

再次，説一下摹本問題。 甲骨著録書是否要做摹本，是個因書而異的問題。 有一

些著録書我們是主張做摹本的。 甲骨綴合集類以做摹本爲宜；科學發掘品中整版面

積大，上面文字又過於細小密集的，如《花東》以做摹本爲宜。 西周甲骨筆畫細小，無

法製作拓本的，以做摹本爲宜。 很多傳世的館藏品，甲骨面積普遍不大，照片和拓本

已經能够清晰呈現所有研究信息的，實在是没有做摹本的必要。 照片與拓本不能够

清晰呈現的，做的摹本也並不可靠。 對於這樣一些甲骨，與其把時間和工夫用在做甲

骨摹本上，不如把時間和精力放在照片拍攝的清晰度上。 因爲照片和拓本畢竟還是

相對客觀的，摹本受摹寫者的個人因素影響很大。 《珍秦齋》一書著録的甲骨，照片和

拓本兩相對照，可以提供清晰準確的研究要素，不做摹本，省去了拖沓與繁冗，減少了

書的厚度，這是非常可取的。

《珍秦齋》全書公布蕭春源先生所藏甲骨２４版，前面有李學勤先生作《序》並逐一

釋文説明，後面有蕭春源先生的《後記》。

李學勤先生在《序》中首先介紹了蕭春源先生的收藏並著録。 從考古學、歷史學、

古文字學角度闡釋了甲骨文的發現與鑒定在學術史上的重要意義。 指出由於甲骨早

期的流散以及甲骨本身的易碎，使得甲骨搜集與綴合工作具有持續性。 最後介紹了

這批藏品的時代跨越自武丁至帝乙、帝辛，並介紹了幾片很有價值的甲骨。 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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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秦齋》的著録對於甲骨學的貢獻，並且提出了尚未著録的甲骨都能够如此書一樣

得以公布和發表的希翼。

李學勤先生在每一版甲骨的釋文與説明中主要介紹了以下幾個方面： 甲骨材質、

字體類别、甲骨形態描寫、占卜順序、按卜辭刻寫行款釋文、占辭兆辭説明、甲骨部位、

所屬時代、相關文字考釋與殷商祭祀制度、貞人情況、祭祀對象介紹、地理狀況等。 簡

捷明瞭地對每一版甲骨做了必要的介紹並闡釋其意義。 這些内容爲甲骨釋文體例開

拓了新視野，是今後甲骨著録書釋文部分應該酌情吸收的。

此外，頁面布局設計科學方便。 全書根據甲骨的實際大小，儘量把一塊甲骨的圖

版與釋文説明等信息放在一個對頁之内： 左頁上部是相關的釋文説明，下部是原大的

拓本及正反兩面照片；右頁是放大拓本與正面照片圖版。 方便研究使用者一目瞭然

地明確一版甲骨的所有信息，這是很可取的。

通讀全書，對於這批甲骨，大略補充以下幾點：１、１６反面照片，４、６側面拍攝放大

照片以旋轉１８０度爲宜。 第３版，出組爲宜。 第６版與《合》１９１６同文。 第１１版與

《屯南》２４２２同事類。 第１２版“戊”日占卜。 第１３版與《合》３１６９４、《屯南》７６３、２５４２同

事類，無名組爲宜。 第２１版右上側有兆序“三”。

該書做到了： 裝幀簡捷大方，彩色圖版賞心悦目，拓本拓製原則明確，可供研究的

信息完整、清晰、醒目，釋文簡捷明要，亞銅版紙的選用減少光綫反射産生的視疲勞。

這些都體現了編者對使用者的關懷。 簡捷明晰是全書最大的特色。

後學深深感佩！ 是爲記。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４日初稿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日二稿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１日定稿

（趙鵬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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