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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在《花东·前言》〔１〕及《论殷墟甲骨埋藏状况及相关问题》〔２〕中对花东 Ｈ３坑甲骨

的埋藏状况作过叙述，但较简略。最近由于从事《花东》的再版工作，重新查对以前的发掘笔

记，对 Ｈ３坑甲骨出土情况再作整理，偶有所得，故写此文。

花东 Ｈ３坑，是专门挖建的 埋 藏 甲 骨 的 窖 穴。坑 内 甲 骨 放 置 有 的 正 面 朝 上、有 的 反 面 朝

上，卜甲的甲首或卜骨的骨臼无一定方向。卜甲与卜骨、龟腹甲与背甲、大块的与小块的、完整

的与残缺的、有字的与无字的相互杂处，紧密叠压，颇有杂乱无章之感。当笔者将甲骨出土情

况图上有字甲骨的埋放位置与甲骨上的刻辞内容相联系时，却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　内容关联的甲骨大多相距较近

首先要说明的是，内容关联指的是卜日相同（或相近）的同文（或基本同文）卜辞、卜日不同

但卜事相同（或相近）的卜辞。姚萱《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一书附录二，花园

庄东地甲骨有关联的卜辞排谱〔３〕，孙亚冰《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第三章第二节异版卜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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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卜甲出土位置平面图

　

的占卜次 序，第 四 章 花 东 的 成 批 卜 辞〔１〕，以 及 魏

慈德、韩江苏 的 著 作 中 都 对 这 类 卜 辞 进 行 过 整 理

与研究〔２〕。此部分主要是吸收姚、孙二氏的研究

成果。花东 Ｈ３异版有关联的卜辞有数十组，每组

２－５片不等（以２片为多），现选取其中 位 置 相 邻

近的二十组作介绍。

１．《花 东》６３（Ｈ３∶２１５）与《花 东》３７（Ｈ３∶

３７３）　二 版 皆 位 于 Ｈ３之 西 南 部，相 距 近３０厘

米〔３〕（图一）。

《花东》６３，长２２．５、宽１８厘 米。全 版 七 条 卜

辞，卜日干支从辛亥至乙卯。

　　第２辞　辛亥卜：子其以妇好入于，子

呼多御正见（献）于妇好，十，往？一

　　第５辞　癸丑卜：岁食牝于祖甲？用。

　　第６辞　乙 卯 卜：白 豕 祖 甲（乙）〔４〕？

不用。一二

　　第７辞　乙 卯 卜：岁 祖 乙一，鬯 一？

一二

《花东》３７，长２５．２、宽１９．７厘 米。全 版 二 十

六条卜辞，卜日从癸酉至乙卯。

　　第２２辞　壬 子 卜：子 以 妇 好 入 于，子

呼多御正见（献）于妇好，十，往？一二

三四五

　　第２３辞　癸丑卜：岁食牝于祖甲？用。二

　　第２４辞　乙卯卜：白豕祖乙？不用。一

　　第２５辞　乙卯：岁祖乙，鬯一？一

《花东》６３（２）与《花东》３７（２２），贞辞同文，前辞的卜日前者为辛亥，后者为壬子，相互连接。

—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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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冰：《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２２４－２７２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魏慈德：《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研究》，１３５－１５４页，台 湾 古 籍 出 版 有 限 公 司，２００６年；韩 江 苏：《殷 墟 花 东 Ｈ３卜

辞主人“子”研究》，５７４－６５４页，线装书局，２００８年。

不同版甲骨的距离，是指其在平面图上的距离。

姚萱：《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第２５０页指出“甲字必为乙字之误刻”，线装书局，２００６年。



《花东》６３（５）与《花东》３７（２３）同文，可能还是成套卜辞〔１〕，《花东》６３之（６）、（７）与《花 东》３７

（２４）、（２５）为成批卜辞（也是同文卜辞）〔２〕。这两版卜甲尺寸相差不远，卜辞终卜之日均为乙

卯，关系密切。

２．《花东》２３７（Ｈ３∶６８５）与《花东》２２６（Ｈ３∶６５９）　二版亦位于Ｈ３之西南，相距２０厘米，

较近（图一）。

《花东》２３７，残长２４．４厘米，经推算〔３〕，其原长约３３．８、宽约２３．４厘米。全版十五条卜

辞，干支从甲寅至庚寅。

　　第３辞　丁巳：岁祖乙一，祖丁彡？一

《花东》２２６，长３１．８、宽２３．２厘米。全版十一条卜辞，干支从丁酉至庚辰。

　　第５辞　丁巳：岁祖乙一，祖丁彡？三

《花东》２３７（３）与《花东》２２６（５）为成套卜辞，两版卜甲大小相当。又，《花东》２３７（２）记：“乙

卯卜：豕？不用。一二。”与《花东》６３（６）、３７（２４）内容可能相似。

３．《花东》２７（Ｈ３∶８９）与《花东》３２（Ｈ３∶１１３）　二版位于 Ｈ３之东北角，相距约１５厘米

（图一）。

《花东》２７，长２５．１、宽约１９厘米。全版有一条卜辞：

　　庚卜，在：岁妣庚三又鬯二，至御，百牛又五？三四

《花东》３２，长２８．１、宽２０．７厘米。全版四条卜辞，卜日均为庚日。

　　第１辞　庚卜：在：岁妣庚三又鬯二，至御，百牛又五？一

二条卜辞同文，只序数不同，应属成套卜辞。《花东》２７与《花东》３２属成套卜甲，其大小相近。

与《花东》２７、《花东》３２（１）同文的还有《花东》３２０第６辞，但未刻序数。该版共七条卜辞，

内容较复杂，其出土位置在 Ｈ３东南部，相距较远（图一）。

４．《花东》６（Ｈ３∶１９）与《花东》３３３（Ｈ３∶１０３２）　二版位于 Ｈ３之西北，相距约３０厘米。

《花东》６，残长２０．４厘米，推算其原长约２３．５、宽１７．６厘米。全版七条卜辞，干支从甲辰

至乙丑（图一）。

　　第２辞　乙丑卜：又吉，子具其以入若永，又？用。一二三四

《花东》３３３，长１４．８、宽９．７厘米。全版只一条卜辞：

—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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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套卜辞指同一天占卜同一事件的同一回合贞问的若干条卜辞，其序数相互联系，贯穿成套（见张秉权：《甲骨文与甲

骨学》，１９９页，国立编译馆，１９８８年）。《花东》６３（５）可能漏刻序数，孙亚冰将之与《花东》３７（２３）作为成套卜辞（见《殷

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２３４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成批卜辞指同一天占卜同一事件的多个回合贞问的所有卜辞，序数并不相连（见孙亚冰：《殷墟花 园 庄 东 地 甲 骨 文 例

研究》，２５１、２５２、２６７页，线装书局，２００６年）。

本文推算残龟甲之长度的方法，大体上是参考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１９２９年）用比例推

算的方法。即量出残卜甲某一部位长度（如顶端至第二道齿纹之尺寸，第二道齿纹至卜甲尾端 之 尺 寸 或 第 三 道 齿 纹

至卜甲尾端之尺寸），将之与一完整的卜甲相应部位的尺寸作比较，用比例推算之方法，由一部分之长来求全长。



图二　卜甲出土位置平面图

　

　　　　乙丑卜：又吉，子 具其 以 入 若 永，又

？用。五六七八

上述两条卜辞同文，且序数相接，属成套卜辞。两

版卜甲尺寸相差较大。

与《花东》３３３同文的还有《花东》３４２、《花东》

４８１（１），序 数 均 为 一。此 二 版 位 于 Ｈ３中 部 略 偏

北，与《花东》６及《花东》３３３相距３．５－４厘米（图

一）。

５．《花东》７６（Ｈ３∶２５５）与《花 东》４７８（Ｈ３∶

１４７０）　二版位于 Ｈ３之东部，相距约３０厘米（图

二）。

《花东》７６，残 长２３．１厘 米，复 原 后 长 近２６、

宽１８．４厘米。全版二条卜辞，卜日均为乙卯。

　　第２辞　乙 卯 卜：其 御 大 于 癸 子，

一，又鬯？用。又疾。一二三

《花东》４７８，长２５．６、宽１９．４厘 米。全 版 只

一条卜辞：

　　乙 卯 卜：其 御 大 于 癸 子，一，又 鬯？

用。又疾子。一二三

此二版卜甲，尺寸相近，卜辞内容及字体风格

相似，序数相同，应为同时所卜。

６．《花东》２９（Ｈ３∶１０５）、《花东》２１（Ｈ３∶６７）

与２９６（Ｈ３∶８８４）　前二片位于 Ｈ３之东南，相距

不到１０厘米。后一片在 Ｈ３的西边略偏南，与《花东》２９相距４０厘米（图二）。

《花东》２９，长２５、宽２０厘米，全版５条卜辞，卜日干支从丙寅至乙巳。

　　第５辞　乙巳：岁祖乙白彘一，又，祖乙永？一

《花东》２１，残长１８．５，推算其原长约２５、宽１８．９厘米。全版三条卜辞，干支从乙亥至乙巳。

　　第３辞　乙巳：岁祖乙白［彘］，又？一二

《花东》２９６，长２８．７、宽２２厘米。全版八条卜辞，卜日干支从戊戌至丁未。

　　第７辞　乙巳：岁祖乙白彘，又？一二

以上三条卜辞，《花东》２１（３）与《花东》２９６（７）同文，序数亦相同，《花东》２９（５）包含了此二

条卜辞的内容，但多了辞末的“祖乙永”三个字及“彘”后的“一”字，它们属于成批卜辞。

三条卜辞应为同时所卜。《花东》２９与《花东》２１大小相当，最终的卜日相同，两片出土位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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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很近。《花东》２９６尺寸稍大些，与２９及２１相距也不远。

７．《花东》２（Ｈ３∶２）与《花东》１５２（Ｈ３∶５０１）　二版位于 Ｈ３的东南部，相距仅几厘米（图

二）。

《花东》２，长２７、宽２０．２厘米。全版四条卜辞，只（１）（２）两辞记卜日，干支为戊子。第（３）

（４）辞同文，其辞为：

　　友贞：子？一

《花东》１５２，残长７．７、残宽１１．１厘米，推算其原长约２６．４厘米。此版只一条卜辞：

　　友贞：子？一

《花东》２（３）、（４）与《花东》１５２同文，序数亦相同，可能为同时所卜。两版卜甲大小相近。

８．《花东》６７（Ｈ３∶２２４）与《花东》１６１（Ｈ３∶５０２）　二版位于 Ｈ３西边偏南，相距十几厘米

（图二）。

《花东》６７，长２４．２、宽１８．１厘米。全版三条卜辞，卜日为乙亥、己丑。

　　第１辞　乙亥夕：岁祖乙黑牝一，子祝？一二

　　第２辞　乙亥夕：岁祖乙黑牝一，子祝？三四

《花东》１６１，长２４、宽１７．５厘米。全版二条卜辞，卜日为辛未、乙亥。

　　第２辞　乙亥夕：岁祖乙黑牝一，子祝？一

该辞与《花东》６７（１）、（２）同文，但序数不同。此三辞为同时所卜的成批卜辞，前者还属同

版成套卜辞。

９．《花东》８６（Ｈ３∶２８１）与《花东》３８２（Ｈ３∶１２１５）　二版位于 Ｈ３之西北，相距十几厘米

（图二）。

《花东》８６，长１６．５、宽９．８厘米。全版二条卜辞，卜日干支为丙辰、乙巳。

　　第１辞　丙辰卜：延奏商，若？用。一二三四五

《花东》３８２，长１５．５、宽１０．９厘米。全版只一条卜辞，其辞为：

　　丙辰卜：延奏商，若？用。一二三四

《花东》３８２与《花东》８６（１）同文，后者只比前者的序数多一“五”字。两条卜辞均刻于腹甲

的右前甲与右后甲，行款与字体酷似，二片大小相近，均字中填朱，应为同时所刻。

１０．《花东》８１（Ｈ３∶２６６）、《花 东》４９０（Ｈ３∶１４９２）与《花 东》４９６（Ｈ３∶１５０１）　三 版 位 于

Ｈ３之北部。前者在西北，后二版在东北。《花东》４９０叠压《花东》４９６，与《花东》８１相距约３０

厘米（图二）。

《花东》８１，复原长２６．３、宽２０厘米。全版八条卜辞，卜日从壬子至丙子。

　　第１辞　壬子卜：其［将妣庚］示宫，于东官？用。

《花东》４９０，长２９．６、宽２１厘米。全版十二条卜辞，卜日从己卯至壬子。

　　第１２辞　壬子卜：其将妣庚示宫，于东官？用。一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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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卜甲出土位置平面图

　

《花东》４９６，长３０．５、宽１９．６厘 米。全 版 三

条卜辞，内容相同，序数相接。

　　丙卜：其将妣庚示，岁？一

　　丙卜：其将妣庚示？二

　　丙卜：其将妣庚示？三

以上三片，《花东》８１（１）与《花 东》４９０（１２）为

同文卜辞，为 同 时 所 卜，《花 东》４９６与 之 内 容 相

近，卜日可能相距不远。《花东》４９０与《花东》４９６

大小相近，《花东》８１稍小。三片中祭祀妣庚的这

几条卜辞，字体笔画较细，风 格 相 似，且 均 字 中 填

墨，可见其联系密切。

１１．《花 东》３５５（Ｈ３∶１１２８）与《花 东》３１６

（Ｈ３∶９６３）　两版位于 Ｈ３的中部，相距近３０厘

米（图三）。

《花东》３５５，长２０．２、宽１４．２厘 米。全 版 五

条卜辞，卜日干支从乙巳至戊申。

　　第５辞　戊申：岁祖戊犬一？一

《花东》３１６，长２０、宽１４厘 米。全 版 亦 五 条

卜辞，卜日干支从戊申至癸 丑。二 版 最 终 卜 日 隔

五日。

　　第１辞　戊申：岁祖戊犬一？一二

两条卜 辞 契 刻 部 位 不 同，但 字 体 风 格 相 似。

二片卜甲大小相当，为同时所卜。

１２．《花东》３３８（Ｈ３∶１０４２）、《花 东》１７９（Ｈ３

∶５４１）与《花东》１４６（Ｈ３∶４６６）　三版位于 Ｈ３的中南部，《花东》３３８与《花东》１７９相距约２５

厘米，《花东》１４６与《花东》１７９左右并列，贴得很近（图三）。

《花东》３３８，长２２．４、宽１５．３厘米。全版四条卜辞，卜日均为甲辰。

　　第２辞　甲辰：岁莧祖甲，又友？用。一

《花东》１７９，长２０．３、宽１３厘米。全版七条卜辞，卜日从己亥至丁未。

　　第２辞　甲辰卜：岁莧祖甲彘，子祝？用。一

两条卜辞卜日相同，内容相近。《花东》１７９还有三条卜辞关于“马”一事。

　　第３辞　丙午卜：其火 ？用。一

　　第５辞　丁未卜：呼宁 ？一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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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６辞　呼宁 ？一

《花东》１４６，长２２．７、宽１３．９厘米。全版五条卜辞，卜日为己酉、庚戌。

　　第４辞　庚戌卜：其禾马，宁？一

　　第５辞　庚戌卜：禾马？一

　　第６辞　庚戌卜：其禾马，宁？二

《花东》１７９（３）、（５）、（６）与《花东》１４６（４）、（５）、（６）六条卜辞的内容是关于派人往宁地征集

马匹之事。丁未与庚戌只隔三日，两版卜辞关系密切。上述三版卜甲大小相当。

１３．《花东》２５５（Ｈ３∶７５４）、《花 东》３５２（Ｈ３∶１１１３）、《花 东》２４７（Ｈ３∶９１１）、《花 东》５５

（Ｈ３∶１９９＋２０１＋１６１４）　前二版位于 Ｈ３之中东部，相距几厘 米。《花 东》２４７在《花 东》２５５

之北，与之相距不足３０厘米。《花东》５５在 Ｈ３之西南，与《花东》３５２距离约５０厘米（图三）。

《花东》２５５，长２３、宽１７．２厘米。全版八条卜辞，卜日自甲寅至己丑。

　　第７辞　己丑：岁妣庚一牝，子往御［興］？一二三

《花东》３５２，长２９．７、宽２１．４厘米。全版六条卜辞，卜日自己丑至丙申。

　　第１辞　己丑：岁妣庚牝一，子往于御？一

《花东》２４７，长２２．５、宽１３．５厘米。全版十七条卜辞，卜日自戊申至庚寅。

　　第１５辞　己丑：岁妣庚牝一，子往御？一

《花东》５５，为龟背甲右半部之下部。残长２０．３、宽１３．３厘米。全版四条卜辞，卜日自丁

亥至己丑。

　　第３辞　往御？一

　　第４辞　己丑：岁妣庚妣一，子往御？四

以上四条卜辞卜日相同，内容相似，只２５５（７）句末多一“興”字，３５２（１）多一“于”字。基本

上可以看作同文卜辞。

１４．《花东》３４（Ｈ３∶１１５＋２４１＋２４６）、《花东》３３５（Ｈ３∶１０３８＋１４５７＋１５７９）、《花 东》４２０

（Ｈ３∶１３１４）与《花东》１６９（Ｈ３∶５２９）　四版皆位于 Ｈ３中部。其中《花东》３４与《花东》３３５上

下重叠，在 Ｈ３的中部偏西，《花东》４２０与《花东》１６９位于 Ｈ３的中部，相距１０厘米（图四）。

《花东》３４，长２４．６、宽１８．２厘米。全版十四条卜辞，卜日从辛卯到己酉。

　　第４辞　甲辰：宜丁牝一，丁各昃于我，翌［日］于大甲？用。一二

《花东》３３５，长２５、宽１９厘米。全版二条卜辞，卜日从丁酉至甲辰。

　　第２辞　甲辰：宜［丁］牝一，［丁］各昃于我，翌日于大甲？一二三

《花东》３４（４）与《花东》３３５（２）均刻于左后甲下部，行款亦相同。两版卜甲大小相当。

《花东》４２０，长２０．６、宽１４．４厘米。全版五条卜辞，卜日从甲辰至壬子。

　　第１辞　甲辰卜：丁各昃于我？用。一

　　第２辞　甲辰：宜丁牝一，丁各昃于我，翌日于大甲？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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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卜甲出土位置平面图

　

第２辞与《花东》３４（４）同文，序数亦相同，其契

刻位置在右后甲之下部，与《花东》３４（４）左右相对。

《花东》１６９，长２２．６、宽１４．５厘米。全版二条

卜辞，卜日均甲辰。

　　第１辞　甲 辰 卜：丁 各 昃 于 我，［翌 日］于

大甲？一

该辞省去“宜丁 牝 一”几 字，刻 于 右 后 甲 下 部，

行款与《花东》４２０（２）相似。

以上四条卜 辞 卜 日 相 同，同 卜 一 事，内 容 相 同

或相近，关系密切。

１５．《花东》５３（Ｈ３∶１９６＋１９７＋８７１）与《花东》

３９（Ｈ３∶１３０＋１１２３）　位于 Ｈ３之西南部，相距约

２０厘米（图四）。

《花东》５３，长２７．６、宽１６．４厘 米。全 版 二 十

六辞，卜日从丙至癸。

　　第１９辞　己卜：子興往妣庚？

　　第２５辞　癸卜贞：子耳鸣，亡？一

　　第２６辞　癸卜贞：子耳鸣，亡？二

《花东》３９，长２６．８、宽１６．６厘 米。全 版 二 十

一条卜辞，卜日从乙至庚。

　　第１８辞　己卜：其子興妣庚？一

　　第２１辞　庚卜：，子耳鸣，亡小艰？一

《花东》５３（１９）与《花东》３９（１８）均是于己日卜

问为子兴而祭祀妣庚之事。而《花东》５３（２５）、（２６）与《花东》３９（２１）是为子耳鸣一事卜问。前

者为癸日卜，后者为庚日卜，从庚至癸，相隔三天，较近。二片卜甲大小相当。

１６．《花东》３１３（Ｈ３∶９４８）与《花东》３２４（Ｈ３∶９９４）　二版位于 Ｈ３北部偏东，《花东》３１３

在上，叠压着《花东》３２４（图四）。

《花东》３１３，复原后长２７．７、宽２１厘米。全版三条卜辞，卜日为戊戌、己亥。

　　第２辞　己亥卜：于妣庚［］，亡豕？用。一二

　　第３辞　己亥：岁妣己［羊］？用。一

《花东》３２４，长２６．８、宽１９．８厘米。全版五条卜辞，卜日从戊戌至己巳。

　　第２辞　己亥卜：巳（祀）［］黑？一

　　第３辞　己亥卜：子今用，亡豕？一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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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卜甲出土位置平面图

　

以上二版的（２）、（３）辞卜日均为己亥，内容有

关祭祀用牲。《花东》３１３两辞记有先妣名，而《花

东》３２４版 则 没 记 祭 祀 对 象。《花 东》３１３（２）、《花

东》３２４（３）均有“亡豕”一辞，这一词语较特殊，在

《花东》一书中仅此两见。此二片大 小 相 当，卜 日

相同，内容有些差别，但用词 相 似，可 能 为 同 时 所

卜。

１７．《花东》２１８（Ｈ３∶６４２）与《花 东》３７９（Ｈ３

∶１２０３）　二版位于 Ｈ３的南部偏中，相距十多厘

米（图五）。

《花东》２１８，长１５．８、宽９厘米。全版二条卜

辞，卜日均为丙辰。

　　第１辞　丙辰卜：子今日于妇，

若？用。一

　　第２辞　丙 辰 卜：子其于 妇，若

永？用。一

《花东》３７９，长１５．４、宽１０厘 米。全 版 三 条

卜辞，卜日均为丙辰。

　　第１辞　丙 辰 卜：子 其于 妇，配

呼？用。一

　　第２辞　丙辰卜：子丁往于黍？一

　　第３辞　不其往？一

《花东》２１８与《花 东》３７９二 版 卜 甲，卜 日 相

同，字体风格 相 似。《花 东》３７９（１）与《花 东》２１８

（１）、（２）三条卜辞都是卜问“于妇”之事，关系密切。二版卜甲大小相当，是丙辰日同时使

用的卜甲，占卜之后不再使用。

１８．《花东》１５４（Ｈ３∶４８４）、《花东》３３７（Ｈ３∶１０４１）与《花东》３６６（Ｈ３∶１１６２）　三版位于

Ｈ３之中部。《花东》３６６在北，与其南边的《花东》３３７、《花东》１５４相距２０多厘米。而《花东》

３３７、《花东》１５４相距只２厘米，很近（图五）。

《花东》１５４，长１７．９、宽１０．８厘米。全版二条卜辞，卜日均为辛酉。

　　辛酉卜：丁先狩，又伐？一

　　辛酉卜：丁其先伐，出狩？一

《花东》３３７，长１７．８、残宽８．８厘米。全版五条卜辞，卜日为乙、己、庚。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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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卜甲出土位置平面图

　

　　十月丁出狩？一

《花东》３６６，长１４．６、宽８．７厘米。全版二条

卜辞，卜日均为乙丑。

　　乙 丑 卜：［］宗，丁，乙 亥 不 出 狩？

一三

　　乙丑卜：丁弗，乙亥其出？子占曰：庚、

辛出。一二三

此三版卜甲，内容均是卜问丁何时出狩之事。

《花东》３６６的占卜时间乙丑，较《花东》１５４的辛酉

日只晚四天。《花东》１５４与《花东》３３７大小相当，

《花东》３６６略小。

１９．《花 东》４５７（Ｈ３∶１４０６）与《花 东》４５２

（Ｈ３∶１３９６）　二版位于 Ｈ３之西北，相距不足１０

厘米（图五）。

《花东》４５７，长１６．６、宽１１厘 米。全 版 只 一

条卜辞。

　　己酉夕：翌 日岁 妣 庚 黑 牡 一？庚 戌

牝一。一二三四

《花东》４５２，长１９．４、宽１４厘 米。全 版 也 只

一条卜辞。

　　［庚］戌：岁妣庚一，子祝？在。一

《花东》４５７与《花 东》４５２，内 容 相 近，是 卜 问

祭祀妣庚用何种祭牲。前者 卜 日 为 己 酉，后 者 为

庚戌，两相连接。

２０．“子贞”卜辞组　花东 Ｈ３片数最多的异版卜辞同文组是内容为“子贞”的卜辞。一版

卜甲上只记“子贞”，没有其他卜辞的计十七版，分布于 Ｈ３的南部、西部和东北部（图六）。

南部：《花东》１１１（Ｈ３∶３６１）、《花 东》１４５（Ｈ３∶４６３）、《花 东》２２４（Ｈ３∶６５５）、《花 东》１４３

（Ｈ３∶４５４）、《花东》１６４（Ｈ３∶５２８）、《花东》２３２（Ｈ３∶６６９）六版。《花东》１４３长２２．２厘米，《花

东》１１１长２７厘米，余四版长２８－３０厘米。这六片卜甲贴得很近，其中１４３、１６４、２３２相叠压，

１１１与１４５亦上下叠压。

西部：自南 向 北 为《花 东》３０６（Ｈ３∶９２０）、《花 东》３３９（Ｈ３∶１０４６）、《花 东》４１８（Ｈ３∶

１３１１）、《花东》３２６（Ｈ３∶１０６８）、《花东》１２（Ｈ３∶４２）五版。其中《花东》１２与《花东》３３９长２３－

２６厘米，余三版长２８－２９厘米。《花东》３０６叠压《花东》３３９、《花东》１２叠压《花东》３２６。此组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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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南的《花东》３０６、《花东》３３９与南边的《花东》２２４相距约２０厘米。

东北：自北向南为《花东》２１６（Ｈ３∶６３９）、《花东》１３１（Ｈ３∶４３２）、《花东》４１４（Ｈ３∶３０４）、

《花东》３１７（Ｈ３∶３１７）、《花东》４９９（Ｈ３∶１５０５）、《花东》１２９（Ｈ３∶４２８）六版。其中《花东》４９９、

《花东》２１６二版长２１厘米，其余四版长２８－２９厘米。《花东》２１６、《花东》１３１甲首朝东，其余

四版甲首向北。此组的《花东》１２９距西部的《花东》３２６、《花东》４１８约１．５－２厘米。

图七　卜甲出土位置平面图

从“子贞”卜甲分布情况推测，这十七版卜甲可能占卜时间不一样，卜者按照占卜时间的先

后将之分为三组存放，最后将它们分别捆扎起来倾入坑内。

二　内容关联的甲骨部分相距较远

此类情况在 Ｈ３中也时有发现，兹举数例。

１．《花东》２５３（Ｈ３∶７５１＋１００１）与２８８（Ｈ３∶

８６５）　前者在坑之中北部，后者在坑之西南，相距

约１米（图七）。

《花东》２５３，长３０．５、宽２２．３厘 米。全 版 三

条卜辞，干支从辛未至癸巳。

　　第２辞　癸巳：岁癸子一？一

　　第３辞　癸巳：岁癸子一？二

《花东》２８８，长２６．２、宽２０．１厘 米。全 版 十

二条卜辞，干支从乙酉至己亥。

　　第６辞　癸巳：［岁］癸子一？一

《花东》２５３（２）、（３）为同版成套卜辞。《花东》

２８８（６）与《花东》２５３（２）为同文卜辞，序数亦相同。

以上三辞的“癸子”即“子 啖”，卜 辞 内 容 是 有 关 岁

祭子癸之事。

２．《花东》１１０（Ｈ３∶３６６＋３６９＋１５６０）与《花

东》１１８（Ｈ３∶３８７）　前 者 在 Ｈ３之 西 北，后 者 在

Ｈ３之西南，相距约１．２米（图七）。

《花东》１１０为龟腹甲的下半部，残长１７．４（复

原后长２７．７）、宽２０厘 米。全 版 三 条 卜 辞，卜 日

自戊申至庚申。

　　第２辞　庚申卜：引其死？

《花东》１１８，为龟右背甲之上半部，残长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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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全版只一条卜辞。

　　壬午卜：引其死，在，亡其史（事）？二

在《花东》五百多片甲骨卜辞中，卜问“引其死”的仅此二片。二条卜辞的卜日，庚申至壬午

相距较远。

３．《花东》３４９（Ｈ３∶１１０６）、《花东》４４１（Ｈ３∶１３６６）与《花东》２０５（Ｈ３∶６１５）　《花东》４４１

位于 Ｈ３之东北，《花东》３４９位于Ｈ３的西边偏中，相距约６０厘米。《花东》２０５在Ｈ３的南部，

与《花东》３４９相距５０多厘米，与４４１相距１．１米（图七）。

图八　卜甲出土位置平面图

　

《花东》３４９，长３２．５、宽２２厘米。全版二十条刻辞，无干支。

　　第８辞　贞。一

　　第９辞　爵凡贞。一

　　第１８辞　贞。二

《花东》４４１，长２９、宽１７．７厘 米。全 版 八 条

刻辞，不记干支。

　　第１辞　贞。一

　　第４辞　贞。二

　　第８辞　贞爵凡。一

《花东》２０５，长２８．５、残宽１４．５厘米，全版五

条刻辞。

　　第１辞　爵凡。一

　　第２辞　贞。二三

此三版的贞、爵凡贞为两组异版成批卜辞。

三版均属大甲，字体风格相似，各版上都有字体拙

劣的习刻文字，当为同时所卜。

４．《花东》１２３（Ｈ３∶４０１＋１６０７）、《花 东》１７５

（Ｈ３∶５４０）与《花 东》４３７（Ｈ３∶１３６４）　《花 东》

１２３位于 Ｈ３的西边偏南，《花东》１７５在 Ｈ３的西

北角，《花东》４３７在Ｈ３的东边偏中。三片之距离

约８０多厘米（图八）。

《花东》１２３，复原长２９．５、宽２０厘米。全版三条

卜辞，卜日均辛酉。第１、２辞同文，其辞为：

　　辛酉昃：岁妣庚黑牝一，子祝？一二三

《花东》１７５，长３２．２、宽２３．９厘 米。只 一 条

卜辞。
—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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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酉昃：岁妣庚黑牝一，子祝？一二

《花东》４３７，长２７．１、宽１７厘米。全版七条卜辞，卜日为庚申、辛酉。

　　第７辞　辛酉昃：岁妣庚黑牝一，子祝？一二

以上三版四条卜辞均同文，后二条序数也完全相同，应为同时所卜的。

５．《花东》２８８（Ｈ３∶８６５）与《花东》５０（Ｈ３∶１８９＋２１７＋２８４＋１５４２）　前者在坑之西南，后

者在坑之西北，相距约１米（图八）。

如上所述，《花东》２８８全版十二条卜辞，所卜事项较多。其中两条与田猎相关。

　　第９辞　乙未卜：子其往，获？不。获三鹿。二

　　第１０辞　乙未卜：子其往于，获？子占曰：其获。用。获三鹿。二

《花东》５０，为龟背甲之右部，长２４．６、宽１０．６厘米。全版六条卜辞，干支从丁亥至乙未。

整版卜辞内容是有关田猎的。

　　第３辞　乙未卜：子其田，从，求豕，？用。不豕。一二三

　　第４辞　乙未卜：子其［往］田，豕求，？子占曰：其。不用。一

　　第５辞　乙未卜：子其往田，若？用。一

　　第６辞　乙未卜：子其往田，鹿求，？用。一

《花东》５０（３）－（６）辞与《花东》２８８（９）、（１０）二辞卜日均为乙未，《花东》５０（６）辞卜问子外

出田猎，寻求鹿，会遇上否。而《花东》２８８之（９）、（１０）二条卜辞则卜问往地狩猎，能否有所

猎获，验辞记载，这次狩猎获得三头鹿。可见二片内容密切相关，可能是乙未日用腹甲与背甲

多次占卜田猎之事。

三　内容不同的甲骨部分相距较近

这类情况在 Ｈ３中也有一定数量，下面试举八例。

１．《花东》５０１（Ｈ３∶１５０９）与《花东》５０２（Ｈ３∶１５１０）　二版位于 Ｈ３中部偏东，相距约十

几厘米（图九）。

《花东》５０１，长２７．５、宽１８．３厘米，全版三条卜辞，卜日均为丁日。

　　第１辞 　丁卜：子耳鸣，亡？一

　　第２辞 　丁卜：今庚其乍豐，丁，若？一二

《花东》５０２，长２６．６、宽１９．２厘 米，全 版 六 条 卜 辞，只 一 条 记 卜 日，为 戊 日。其 内 容 分 二

项：其一，卜问营建建筑物及其位置；其二，祭祀。

　　第１辞　享？一

　　第３辞　于南？

　　第４辞　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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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卜甲出土位置平面图

　　第５辞　戊：岁妣庚牝一？在□。一

以上二片内容没有联系，但大小相近。

２．《花东》３１９（Ｈ３∶９７５）、《花东》３２０（Ｈ３∶

９７６）、《花东》３２１（Ｈ３∶９７７）、《花东》３２２（Ｈ３∶

９８１）与 Ｈ３∶９７３　五 版 卜 甲 位 于 Ｈ３东 边 偏

南，叠压 在 一 起，Ｈ３∶９７３在 上，《花 东》３２２在

最底下（图九）。

《花东》３１９，长２９．４、宽２２．２厘米。全版二

条卜辞，卜日均乙丑。

　　第１辞　乙 丑：岁 祖 乙 黑 牡 一，子 祝，

骨御？在 。一

第２辞与第１辞同文，序数为一二。

《花东》３２０，复原长２６．４、宽１９．５厘米。全

版七条卜辞，卜日为丁日、庚日（庚寅）。主要内

容有三项，其 一 关 于 何（人 名），其 二 祭 祀 妣 庚，

其三子向丁贡献物品。

　　第４辞　其何？

　　第５辞　丁 卜：弗 其 匕（比）何，其 艰？

一

　　第６辞　庚卜：在：岁妣庚三又鬯

二，至御；百牛又五。

　　第７辞　庚寅：子入四 于丁？在。

《花东》３２１，长２７．７、宽２１．２厘 米。全 版 六 条 卜 辞，卜 日 从 甲 辰 至 甲 子。主 要 内 容 有 四

项：祭祀子癸，祭祀妣庚、祖乙，卜问、妃中周妾之生死。

　　第１辞　甲辰：岁癸子牡一？一

　　第３辞　丙辰卜：又取，弗死？一

　　第４辞　庚申：岁妣庚小牢，鬯一，祖乙子鄉？一

　　第５辞　甲子卜，贞：中周妾不死？一

《花东》３２２，长２７．４、残宽１８．７厘米。全版只一条卜辞，卜日为甲日。

　　甲卜：于妣庚？一

Ｈ３∶９７３，长约２７、宽１７厘米。无字卜甲。

以上这五片卜甲，四片长度在２７－２９．４厘米之间，只３２０长２６．４厘米。总的来说，其尺

寸较相近。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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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花东》２９０（Ｈ３∶８７６）、《花东》２９１（Ｈ３∶８７７）与 Ｈ３∶８９０　三版位于 Ｈ３的西南角，前

者在上，后者在下，依次叠压（图九）。

《花东》２９０，长２３．３、宽１７．５厘米。全版十三条卜辞，卜日从辛卯至戊戌。内容分四项：

卜问（某种天象）“至南”的时间、祭祀大乙、多宁及的活动等。

　　第４辞　癸巳卜：至今三旬又至南？弗 三旬？二旬又三日至？一

　　第７辞　甲子卜：其御宜昃，乙未昃，大乙？用。一

　　第８辞　乙未卜：呼多宁西鄉？用。昃。

　　第１２辞　乙未卜：子其史西子媚，若？一

《花东》２９１，长２１、宽１５．５厘 米。全 版 四 条 卜 辞，卜 日 自 庚 辰 至 乙 酉。内 容 关 于 祭 祀 妣

庚、祖甲、祖乙。

　　第１辞　庚辰：岁妣庚小，子祝？在。一

　　第２辞　甲申：岁祖甲小，鬯一，子祝？在。一二

　　第３辞　乙酉：岁祖乙小，、鬯一？一二

Ｈ３∶８９０，长２０、宽１５厘米，无字卜甲。

此三版的尺寸，长２０－２３．３厘米，大小相近。

４．《花东》３１４（Ｈ３∶９５７）、《花东》３１５（Ｈ３∶９５８反）与 Ｈ３∶９６０　三版位于 Ｈ３南部偏西。

前者在上，后者在下，依次叠压（图九）。

《花东》３１４，长２５．１、宽１９厘米。全版八条卜辞，卜日从甲戌至己卯。内容主要是祭祀祖

先的，祭祀对象为祖乙、妣庚、妣己。

　　第１辞　甲戌：暮祖乙岁？用。

　　第４辞　丙子：岁妣庚，告梦？一

　　第７辞　乙卯：岁妣己一？一

《花东》３１５，长２７．７、宽１８．７厘米。全版只一条甲桥记事刻辞，只一个“十”字。

Ｈ３∶９６０，长约２７厘米，宽１８厘米，无字。此三版卜甲，尺寸亦相近。

５．《花东》４９２（Ｈ３∶１４９５）、《花东》４９３（Ｈ３∶１４９６）与《花东》４９４（Ｈ３∶１４９７）　三版位于

Ｈ３中部偏北，上下叠压得比较紧密（图九）。

《花东》４９２，长２１、宽１３．２厘米。只一条卜辞。

　　壬寅卜，子：子其 于帚（妇），若？用。一

《花东》４９３，长２６．２、宽１９．７厘米。全版八条卜辞，卜日自戊子至甲午。主要内容有祭祀

妣庚、祖甲，征集马匹，子梦丁等。

　　第１辞　戊子卜：子呼马？用。一二

　　第２辞　戊子：宜一妣庚？在入。一

　　第６辞　壬辰卜： 癸巳梦丁 ，子用 ，亡至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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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卜甲出土位置平面图

　

　　第７辞　甲午：岁祖甲一，？一

《花东》４９４，长２１、宽１７厘 米。全 版 四 条 卜

辞，卜日为 戊、己。内 容 大 体 相 同，均 卜 问 告 祭 先

妣是否有灾祸于丁。

　　第１辞　戊 卜，在：其 告 妣 亡 由 于 丁，

若？一二

　　第３辞　己 卜，在：其 告 妣 亡 由 于 丁，

若？三四

此三版卜甲，《花东》４９２与《花东》４９４大小相

似，《花东》４９３稍大些。

６．《花东》４６５（Ｈ３∶１４３６）、《花 东》４７２（Ｈ３∶

１４５５）与《花东》４７４（Ｈ３∶１４６３）　三版位于 Ｈ３的

中部 偏 南，前 者 在 上，后 者 在 下，依 次 叠 压（图 一

〇）。

《花东》４６５，长３２．２、宽１９．３厘米。全版五条

卜辞，卜日为甲、乙、戊。卜辞大多被刮削，意义不

大清楚，只第１辞存留的字稍多，其辞为：

　　甲卜：乙告子于妣庚。

《花东》４７２，长３０、宽２１．５厘米。全版十一条

卜辞，内容是关于祭祀及祭祀时用牲的种类、数量

等。

　　第４辞　于庚夕？一

　　第５辞　于辛亥？一一

　　第６辞　三羊？一

　　第１１辞　一豕？一

《花东》４７４，长２８．４、宽２０．９厘 米。全 版 九 条 卜 辞，卜 日 从 甲 子 至 辛 巳。主 要 内 容 有 四

项：卜问子，祭祀祖乙与妣庚，祭祀子癸，关于子学等。

　　第１辞　甲子卜：子？一

　　第２辞　甲子卜：夕岁祖乙，告妣庚？用。二

　　第３辞　乙丑卜：子学？

　　第７辞　庚午卜：子其于癸子？一二

三片卜甲长在２８．４－３２．２厘米之间，尺寸相差不远，均属于大甲。

７．《花东》４０５（Ｈ３∶１２８４）与《花东》４０８（Ｈ３∶１２８６）　二版位于 Ｈ３西边偏南，前者在南，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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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在北，相距近２０厘米（图一〇）。

《花东》４０５，长１９．４、宽１２．４厘米。全版二条卜辞，但通篇被刮削，字迹模糊不清，残存有

“岁”字，估计原卜辞可能与祭祀有关。

《花东》４０８，长１９．２、宽１１．７厘米。全版七条卜辞，亦通篇被刮削，意义不明。从该片第６

辞残存文字有“二母”推断，可能该辞与祭祀有关。

８．《花东》６０（Ｈ３∶２０８）与《花东》７７（Ｈ３∶２５６）　二者位于 Ｈ３之东南，《花东》７７的南部

被《花东》６０叠压（图一〇）。

《花东》６０，复原长度１８．３、宽１０．９厘米。全版六条卜辞和一条甲桥记事刻辞。干支为甲

子、乙丑。卜辞的内容分为二项：五条卜辞卜问马匹的安全，一条问丁是否来宿。

　　第２辞　甲子：丁各宿？一

　　第３辞　乙丑：自马又？一

　　第７辞　自马其又死？子曰：其又死。一

《花东》７７，长１７．７、宽９．９厘米。全版四条卜辞，全部被刮削，意义不明。该版第２辞，只

残留一“宿”字，是否与６０（２）之“丁宿”有联系，尚不可知。此二片卜甲大小相近。

四　内容不同的甲骨大多相距较远

这类情况在 Ｈ３中最为常见，下面列举四例。

１．《花东》４５７与《花 东》４５２、《花 东》１０３与《花 东》２２７　前 二 版 卜 辞 的 内 容 为 祭 祀，位 于

Ｈ３之西北。后两片内容为卜雨，位于 Ｈ３西南，相距１００－１４０厘米（图五）。

２．《花东》８６与《花东》３８２、《花东》２１８与《花东》３７９　前二版内容为“延奏商”，在 Ｈ３之西

北（图二），后两版为“”，在 Ｈ３的南部偏中（图五），两组相距８０－１２０厘米。

３．《花东》８１与《花 东》１０２　前 版 内 容 涉 及 祭 祀 及 关 于 马 匹 的 贡 纳 等，位 于 Ｈ３的 西 北。

后版卜问某人的吉凶、子的疾病等，位于 Ｈ３的西南，二片相距８０厘米（图八）。

４．《花东》３２、《花东》２７与《花东》２　前二版内容是卜问庚日祭祀妣庚之事，位于 Ｈ３东北

角（图一）。后一版是关于“子射”及“子”的卜问，位于 Ｈ３之东南角（见图二），与前二片相距

１．２－１．５米。

除了此四例外，还有 《花东》１与 《花东》５、《花东》１４与 《花东》１５、《花东》１８与

《花东》２５、《花东》２３与 《花东》２６、 《花东》４６与 《花东》８５、 《花东》２２６与 《花东》

２６６、《花 东》２２１与 《花 东》２３７、 《花 东》２７１与 《花 东》２８６、 《花 东》２９５与 《花 东》

３０４、《花东》３６１与 《花东》３７５等多片内容不同，彼此相距较远 （相距９０－１５０厘米）的

卜甲，因篇幅关系，以上各片的内容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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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几点推测

以上叙述的花东 Ｈ３数十组甲骨埋藏状况，透露出 Ｈ３子卜辞甲骨占卜后保存（归档）和

最终处理的一些信息，从中我们可以作出几点推测。

１．甲骨按内容存放并有专人保管

张秉权在论述“成套腹甲”时曾提到，殷人每一天之中常常卜问许多事情，取用许多甲骨，

而每版甲骨常占卜多次，有时两次占卜的时间相隔不少日子，但这些“成套甲骨”的次序依然保

持原状，可知甲骨用过之后，需妥善地加以保管。“那末，就非得有若干专门管理的人员（龟人）

不可了，同时，也必须要有一个特殊的场所（龟室）来加以典藏保存。这情形，正和后世保管档

案一样，需要专门的人才，并且需要精密的分档储存方法和妥慎周到的维护照管，以及有特殊

设备的场所。”〔１〕张氏的这些看法，是通过整理、研究小屯北 Ｈ１２７坑的宾组卜辞获得的，是指

王占卜机构的情况〔２〕，很有见地，对我们研究 Ｈ３甲骨的保存有所启迪。

花东 Ｈ３卜辞占卜主体为“子”，在“子”管辖的占卜 机 构 内，卜 事 虽 没 有 王 的 占 卜 机 构 繁

杂，但每天占卜的事情也不少。同一天占卜同一件事常使用两版或三、四版甚至五版卜甲〔３〕。

占卜之后卜者将这些卜日相同（或相近）、卜辞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卜甲放在一起，由专人保

管，以便下次再使用，到甲骨最终用毕之后，管理人员大体上按甲骨的内容（或最后一次占卜的

时间）进行存储。到最后倾入坑内埋藏时，虽有不少卜甲经过抛掷，位置散乱，但仍有较多的甲

骨（如上文列举的二十组）还保留原来存储时彼此相邻近的位置。

２．腹甲与背甲可能分别存放

花东子卜辞的卜者，有时 也 用 腹 甲 与 背 甲 占 卜 相 同 的 事 件，如 上 文 提 到 的《花 东》２８８与

《花东》５０，《花东》１１０与《花东》１１８，《花东》３５５、《花东》３５２、《花东》２４４与《花东》５５，前者为腹

甲，后者为背甲。在占卜之后，由于背甲的背面隆起且较窄，而腹甲较宽平，二者形态有差异，

负责保管甲骨的人员将它们分别放置，故到入坑埋藏时，内容有关联的背甲与腹甲的出土位置

相距较远。

３．多用大小相近的卜甲占卜相同事件

花东子卜辞的卜者，在同一天占卜同一事件时大多使用大小相近的卜甲。孙亚冰在她的

著作中已指出不少成套卜甲或成批卜辞大小相当的片号。她认为“成套卜甲”或“成批卜辞”所

用龟版的尺寸大多都不一致，少数较为一致〔４〕。她的统计主要以完整的卜甲为依据。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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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２０６页，国立编译馆，１９８８年。

Ｈ１２７坑以宾组卜辞（王卜辞）占绝大多数，但还有少量午组卜辞、子组卜辞（均非王卜辞）。

孙亚冰：《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２６２－２７０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孙亚冰：《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２３３、２７０、３０８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残破的卜甲的尺寸作了推算，进行重新统计，发现“成批卜辞”或“成套卜辞”用龟版的尺寸大小

相当或基本相近的占了多数，尺寸相差较远的占少数。Ｈ１２７坑的宾组成套腹甲，殷墟第十五

次发掘的 Ｈ２５１、Ｈ３３０的成套卜甲也是大多用尺寸相近的卜甲〔１〕。这可能是武丁时期流行

的一种占卜用龟的习惯吧。

４．甲骨埋藏前曾作最后处理

花东子的占卜机构内保管甲骨的人员，在甲骨入坑埋藏之前，还对部分存档的甲骨进行最

后的清理，打乱原来的存放次序，不再按甲骨的内容，而是按其大小（有时还掺有尺寸相近的无

字甲骨）分别捆扎或用织物包裹在一起扔入坑中，所以 Ｈ３坑中发现不少内容不同、大小相近

又紧密叠压的卜甲。

５．“子贞”多用大甲

上文提到的完全同文的异版卜甲，片数最多的是“子贞”卜辞，共十七片。这十七片卜甲，

长度在２０－２７厘米的中等卜甲６片，占全部“子贞”卜甲的３５．３％，长度在２８－３０厘米的大

卜甲十一片，占６４．７％，没有发现２０厘米以下的小卜甲。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Ｈ３坑有字卜甲大、中、小甲之比例。《花东》一书中，著录有字甲骨５６１

号，除去重片２片，反面文字３０片，实际著录有字甲骨５２９片（卜甲５２４，卜骨５片）。完整的或

半块以上的字甲４５０版（即４５０个龟甲）。其中长度在２８－３０厘米的大甲１１７版，占４５０版卜

甲的２６％；２０－２７厘 米 的 中 等 卜 甲２９５版，占６５．６％；１９．５厘 米 以 下 的 小 卜 甲３８版，占

８．４％。也就是说，Ｈ３中的有字卜甲以中等大小的卜甲比例最大。

“子贞”卜辞的卜甲，未见小甲，大甲占６４．７％，比例较大，其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这是

由于 Ｈ３占卜主体“子”。是位与王关系密切的高级贵族，是朝中的重臣，政治地位显赫，权倾

朝野〔２〕。他到自己管辖的占卜机构亲自贞问，其下属对他十分尊崇，在原先存储的已整治好

的龟甲中为他选取较大的卜甲占卜，大概应是情理之中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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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冰：《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２３７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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