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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所見背甲指瑕 

 宋雅萍* 

摘 要 

《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收錄二千餘版甲骨，其中背甲有三百三十餘

片，所佔數量是全書甲骨的百分之十四。背甲形態特殊，均較於腹甲、卜

骨複雜，而《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所公布的拓片、照片相當清楚，對於

背甲研究甚為重要，可惜該書對於背甲材料的整理存在一些問題，本文分

別就材質、分組分類、拓片、摹本、綴合等幾大項討論之，希望能提供研

究者更完整的材料。 

關鍵詞：甲骨、背甲、《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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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ment on Carapaces 
in 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Lvshun Museum 

 Sung Ya-ping* 

Abstract 

There are more than 2,000 pieces of Oracle Bone in 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Lvshun Museum, where Carapaces account for about 330 
pieces—14% of the oracle bones in the collection. Carapace fragments are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Plastron Fragments and Bovine Scapula 
Fragments due to their particular shapes. Thanks to the clear rubbing and 
photographs published in the collection, it contributes a lot to the research of 
carapace fragments. However, there still are some issues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grouping of Carapaces in this collection.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material, 
classification, rubbing, hand copy, and rejoining in 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Lvshun Museum, hoping to help provide insight into Carapaces study for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s: oracle bone, carapace, 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Lvshun Museum, 

rejo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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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順博物館收藏了約二千二百一十七片甲骨，其中 3 片為無字甲骨，3
片為偽片，主要為羅振玉舊藏，少數為日人岩間德也藏品。這一批甲骨中

的 587 片（拓片 533、摹本 54）早期曾著錄於《甲骨文合集》（以下簡稱《合》）

一書，2014 年出版的《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以下簡稱《旅》）則完整收

錄旅順博物館藏二千餘片甲骨。全書甲骨圖版以拓片、摹本、照片三位一

體方式呈現，摹本收錄完整的綴合圖版，照片包括甲骨正面、反面與側面

照片。此外，是書亦充分揭露每片甲骨的相關訊息，包括分期分類、甲骨

釋文、館藏號對照、著錄情況、甲骨材質、同文例、綴合片號等等。《旅》

拓片清晰、彩照精美，此批材料公布後對於研究者提供了更全面的甲骨資

料，全書如同宋鎮豪先生於書中前言所云，是一本「具有標示性意義的甲

骨著錄範式，為甲骨文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內涵豐富的新資料」。1 
《旅》收錄二千餘版甲骨，其中背甲僅有三百三十餘片，所占數量是全

書甲骨的百分之十四。背甲形態特殊，盾紋、齒縫均較於腹甲、卜骨複雜，

《旅》書所公布之拓片與照片非常清楚，對於背甲研究甚為重要。如《旅》

317 又見於《合》10504（圖 1），早期《合》公布的拓片模糊，無法清楚看

出卜辭，亦無法精確判斷該片材質，對照《旅》公布的照片與拓片後，可

以看出左半部與下方有明顯的齒縫，左半部有盾紋且有卜辭殘字「其」、

「 」。又如《旅》281 著錄於《合》18118（圖 2），《合》的拓片無法看

到齒縫，但從《旅》發布的照片可以清楚看到齒縫，據此可判定此片確為

背甲。 
 

  

 

《旅》317 《合》10504 《旅》281 照片 《合》18118 

圖 1 圖 2 

 

                                               
1 宋鎮豪、郭富純主編：《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前言》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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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縫 斷痕 

甲骨照片的發布對背甲材質的判斷有其必要性，有時候從拓片看起來

是背甲，但進一步對照照片後，則明顯非背甲，如《旅》1282（圖 3）一版，

從該書刊印的拓片與摹本看起來疑為右邊甲的位置，但從照片看來《旅》

1282 的右側為齒縫，上部與下部非齒縫而各有一個鑽鑿，左半部有一條直

痕，從照片看應是斷痕非盾紋，依背甲形態來看此版不似背甲。 
 

  

《旅》1282 拓片 《旅》1282 摹本 《旅》1282 照片 

圖 3 

 
《旅》資料完備，拓片、照片精美，其提供的新材料，對於甲骨研究

的確是一大助益。然仔細閱讀後，發現是書對於背甲材料的解說存在一些

問題，以下擇列幾項分別敘述之，以供學者參考。 

一、材質 

腹甲與背甲的形態明顯不同，背甲與腹甲比較起來具有盾紋多、齒縫

多等特點，背甲依部位可分為：頸甲、脊甲、尻甲、邊甲等位置，每一個

位置的形態都不太相似，關於背甲的形態學者已經有很好的說明，2在此簡

略介紹各部位之形態，相關的背甲結構圖可參本文「附錄一」： 

                                               
2 關於背甲的形態部位說明可參筆者、黃天樹文章。參見宋雅萍：〈背甲概論〉，收於宋雅

萍：《殷墟 YH127 坑背甲刻辭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第 2 章，頁 15-24。黃天樹：〈甲骨形態學〉，收於黃天樹：《甲骨拼合集》（北京：

學苑出版社，2010 年），頁 521-525；又收於黃天樹：《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北京：學

苑出版社，2014 年），頁 36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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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頸甲 

背甲一分為二後，兩邊各有頸甲 1 塊，位於背甲的最前端，為五邊形，

左龜背甲的頸甲呈 ，右半部為切邊，其餘為齒邊，右龜背甲的頸甲為 ，

左半部為切邊，其餘為齒邊，上方均有倒 T 字形的盾紋。 

（二）脊甲 

左右脊甲各有 8 塊，右龜背甲的第一脊甲呈四邊形 ，左邊切邊，其

餘為齒邊，左龜背甲的第一脊甲為 ，右邊切邊，其餘為齒邊。 
第二至八脊甲呈五邊形，右脊甲是 形狀，左半部為切邊，其餘為齒

邊；左脊甲呈 ，右半部為切邊，其餘為齒邊。而左右背甲第一、三、五、

八脊甲三分之二的位置均有橫行的盾紋。 

（三）尻甲 

尻甲是指背甲後部的位置，左右背甲各有 3 塊。第一上尻甲為四邊形，

無盾紋。右龜背甲左半部為切邊，其餘為齒邊，而左龜甲右半部為切邊，

其餘為齒邊。第二上尻甲為五邊形，有一條橫行盾紋。左龜背甲為 ，右

邊切邊，其餘為齒邊；右龜背甲為 ，左邊為切邊，其餘為齒邊。尻甲位

於背甲最尾端：為四邊形，一邊為切邊，一邊為原邊，兩邊為齒縫。 

（四）肋甲 

左、右背甲各有 8 塊肋甲，而肋甲皆為齒邊。第一右肋甲為 形，

左半部有 形的盾紋，第一左肋甲為 ，右半部有 形的盾紋。第二、

四、六、八肋甲有橫行的長紋，第二肋甲的長紋呈往上的圓弧形，第四、

六肋甲的長紋則逐漸往下。第三、五、七肋甲無橫行的盾紋，靠近脊甲的

部分則有 形的盾紋。 

（五）邊甲 

左、右背甲的邊甲各有 11 片，外側為原邊，其餘為齒邊，各片都有直

行的盾紋。第一、四、六邊甲有兩個分歧點，而第二、三、五、七、八、

九、十、十一盾紋僅有一個分歧點。 
配合上述說明，可以很清楚知道各部位之背甲形態、樣貌，只要熟稔各

部位特徵，背、腹之分清晰可見。據筆者統計《旅》所藏背甲約有三百餘片，

但實際上《旅》書所標記出的背甲卻僅有一百餘片，也就是說還有二百餘片

的背甲未被挑揀出來。以下以表格方式羅列該書誤背甲為腹甲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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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旅》所見背甲誤為腹甲表 

序

號 
《旅》 
編號 

其它著錄 
位置（左右

背甲／部位）

分組

類別
理由說明 

1 84 正反  左／第二肋甲 賓出類  

2 133 
《歷拓》10876、
《合》7090 

左／第三或第

五肋甲 
賓出類  

3 233 正反  
左／第三或第

五脊甲 
典賓類

右下角有盾紋，據此

判斷為第三或第五脊

甲。 

4 256 正反  
左／第三或第

五脊甲 
典賓類  

5 269 
《歷拓》10923、
《合》4752 

右／第八邊甲 賓一類  

6 272 《合》19471 
右／第二或第

四肋甲 
賓出類

右半部卜兆兆枝向

左，據此判斷為右背

甲。 

7 281 正反 
《續存》下 502
（正）、《合》

18118 正反 

右／第七、八

脊 甲 連 接第

七、八肋甲 
典賓類  

8 297 正反  左／第七脊甲 賓一類  

9 305  
左／第三或第

五肋甲 
賓出類  

10 310 正反  
左／第三或第

五脊甲 
典賓類  

11 313 《合》23793 
左／第二或第

四肋甲 
賓出類

左半部卜兆兆枝向

右，據此判斷為左背

甲。 

12 317 《合》10504 
右／第三或第

五肋甲 
賓出類  

13 366 
《續存》下 215、
《合》1967 

左／第三或第

五肋甲 
典賓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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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旅》

編號 
其它著錄 

位置（左右

背甲／部位）

分組

類別
理由說明 

14 395 
《續存》下 218、
《合》 15054 、

《合》39598 

左／第二或第

四肋甲 
賓出類

左半部卜兆兆枝向

右，據此判斷為左背

甲。 

15 443 
《續存》下 257、
《合》41183 

左／第二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賓出類

據行款方向判斷為左

背甲，從殘片僅能知

道是肋甲一部分，無

法再予以細分。 

16 521  
左／第三或第

五脊甲 
典賓類  

17 583＋3  

左／第二連接

第三脊甲或第

四連接第五脊

甲 

事何類  

18 585 《合》12608 
左／第一至七

肋甲其中一部

分 
賓出類

本片殘片無法精確判

斷位置，但據下方為

齒縫判斷是第一至七

肋甲其中一部分。 

19 593  左／第一脊甲 賓出類  

20 596  
左／第二或第

四肋甲 
賓出類

左半部卜兆兆枝向

右，上下方均有齒

縫，據此判斷為左肋

甲。 

21 598  
右／第二或第

四肋甲 
事何類

行款的方向右行，有

橫行盾紋，又下方有

齒縫，據此判斷為右

肋甲。 

                                               
3 為方便省覽，「片號＋」表示該版片號有綴合，詳細綴合號碼參見本文「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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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旅》 
編號 

其它著錄 
位置（左右

背甲／部位）

分組

類別
理由說明 

22 600  
右／第一至七

肋甲其中一部

分 
事何類

行款的方向右行，下

方有齒縫，據此判斷

為右肋甲。 

23 611 《合》12913 
右／第二至八

肋甲其中一部

分 
賓出類

行款的方向右行，

上、右方有齒縫，據

此判斷為右肋甲靠近

邊甲的位置。 

24 613＋ 《合》12123 左／第六脊甲 出二類
說明參見本文「筆者

新綴」第三則。 

25 615  
左／第一至七

肋甲其中一部

分 
事何類

行款的方向左行，下

方有齒縫，據此判斷

為左肋甲。 

26 616＋  
左／第三或第

五肋甲 
賓出類

說明參見本文「筆者

新綴」第六則。 

27 619  
左／第二或第

四肋甲 
事何類

行款的方向左行，有

橫行盾紋，下方有齒

縫，據此判斷為左肋

甲。 

28 622 《合》12268 
左／第三或第

五肋甲 
賓出類

左半部卜兆兆枝向

右，上下為齒縫，據

此判斷為左肋甲。 

29 623  左／第一脊甲 賓出類  

30 624  
右／第四至第

十一邊甲其中

一部分 
典賓類

右邊為原邊，中間有

橫行盾紋，上下均為

齒縫，據此判定為邊

甲。 

31 627＋ 《合》12248 
左／第二或四

脊甲 
賓出類  



《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所見背甲指瑕 195 

 

序

號 
《旅》

編號 
其它著錄 

位置（左右

背甲／部位）

分組

類別
理由說明 

32 628  
左 ／ 第 二、

四、六、七脊

甲之一部分 
賓出類  

33 632 
《續存》下 116、
《合》12538 

左／第五肋甲 事何類
卜甲為寬扁，為第五

肋甲特徵。 

34 634  
左／第二或第

四肋甲 
事何類

行款的方向左行，有

橫行盾紋，下方有齒

縫，據此判斷為左肋

甲。 

35 635  
右／第三或第

五或第七肋甲
賓出類

行款的方向右行，上

方有齒縫，據此判斷

為右肋甲。 

36 638 
《續存》下 122、
《合》12711 

右／第四至十

邊甲之一部分
賓出類

右邊為原邊，有直行

盾紋，上下兩方均為

齒縫，據此判斷為右

邊甲。 

37 642  右／第六肋甲 賓出類  

38 644  右／第一脊甲 賓出類  

39 645  
右／第二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賓出類

行款右行，上方為齒

縫，僅能判斷為肋甲

之一部分。 

40 646  
右／第二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賓出類

行款右行，上方為齒

縫，僅能判斷為右肋

甲之一部分。 

41 647  
左／第一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事何類

行款左行，下方為齒

縫，僅能判斷為左肋

甲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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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旅》 
編號 

其它著錄 
位置（左右

背甲／部位）

分組

類別
理由說明 

42 658 《合》12158 
右 ／ 第 二、

四、六肋甲之

一部分 
賓出類

行款右行，下方為齒

縫，有橫行盾紋，僅

能判斷為右肋甲之一

部分。 

43 659 
《歷拓》10879、
《合》12540 

右／第四至十

一邊甲之一部

分 
賓出類

右邊為原邊，中間有

棋行盾紋，上下均為

齒縫，僅能判斷為右

邊甲之一部分。 

44 661 《合》12568 左／第一肋甲 賓出類

右方齒縫略微彎曲，

有斜行盾紋，與第一

左肋甲形態相似。 

45 663  右／第一脊甲 賓出類

左邊為切邊，下方與

右側為齒縫，上方有

橫行盾紋，與第一脊

甲形態相似。 

46 668  
左／第三或第

五或第七肋甲
賓出類

左半部卜兆兆枝向

右，上方為齒縫，無

盾紋，據此判斷為左

肋甲。 

47 674  右／第一肋甲 賓出類  

48 682  
左／第一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賓組  

49 693 正反  
左／第三或第

五或第八脊甲
典賓類  

50 695  
右／第二至八

肋甲之一部分
典賓類

行款右行，右方有卜

兆兆枝向左，上方為

齒縫，僅能判斷為右

肋甲之一部分。 

51 756 《合》16601 右／第二肋甲 賓出類  



《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所見背甲指瑕 197 

 

序

號 
《旅》

編號 
其它著錄 

位置（左右

背甲／部位）

分組

類別
理由說明 

52 759  右／第一肋甲 賓出類  

53 763＋  左／第五脊甲 出二類
說明參見本文「筆者

新綴」第三則。 

54 766  
右／第一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賓出類

行款右行，下方為齒

縫，僅能判斷為右肋

甲之一部分。 

55 826  
右／第二或第

四肋甲 
典賓類

右方有卜兆兆枝向

左，上下方為齒縫，

僅能判斷為右肋甲之

一部分。 

56 894  
右／第二或第

四肋甲 
賓出類  

57 1013 正反  
左／第二或第

四或第六或第

七脊甲 
賓出類  

58 1036  
左／第二至第

八肋甲之一部

分 
賓出類

行款左行，上方為齒

縫，僅能判斷為左肋

甲之一部分。 

59 1048  
右／第二至第

八肋甲之一部

分 
賓出類

行款右行，上方為齒

縫，僅能判斷為右肋

甲之一部分。 

60 1057  
右／第二至第

八肋甲之一部

分 
賓出類

行款右行，上方為齒

縫，僅能判斷為右肋

甲之一部分。 

61 1058  左／第一肋甲 賓出類  

62 1059 正反  
右／第二或第

四或第六脊甲
賓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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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1075  
右／第六或第

七脊甲 
賓出類

左邊為切邊，無盾

紋，背甲長度較短，

據此判定為第六或第

七脊甲。 

64 1081＋  左／第三脊甲 典賓類
說明參見本文「筆者

新綴」第一則。 

65 1090＋  
左／第二或第

四或第六脊甲
典賓類

說明參見本文「筆者

新綴」第四則。 

66 1107＋  
左／第二或第

四或第六脊甲
典賓類

說明參見本文「筆者

新綴」第四則。 

67 1135  
左／第三或第

五肋甲 
賓出類

左方有卜兆兆枝向

右，上下方為齒縫，

無盾紋，僅能判斷為

第三或第五肋甲之一

部分。 

68 1139  
左／第二至八

脊甲之一部分
賓出類

右方為切邊，上方與

左側為齒縫，據此判

定為左脊甲。 

69 1149  
左／第二至八

肋甲之一部分
典賓類  

70 1152 正反  
左／第二或第

四或第六或第

七脊甲 
典賓類  

71 1153  
左／第六或第

七脊甲 
典賓類 本版拓片為反面。 

72 1179  
左／第四至第

十邊甲之一部

分 
事何類  

73 1249 正反  左／第七脊甲 典賓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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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1250 正反  右／第七脊甲 典賓類  

75 1320 《合》14280 
右／第四至七

邊甲之一部分
賓組  

76 1321 《合》14279 
右／第二或第

四肋甲之一部

分 
賓組

據反面兆序與正面棋

行盾紋，判定為右肋

甲。 

77 1327 《合》12205 左／第七肋甲 賓出類  

78 1339 《合》40935 
左／第二至第

七肋甲之一部

分 
事何類  

79 1346 
《續存》下 616、
《合》22933 

右／第八邊甲 出二類  

80 1422  
第二至八肋甲

之一部分 
出二類

此版無相關資訊判斷

是左背甲或右背甲，

僅能據上方齒縫判定

應為肋甲之一部分。 

81 1433  
左／第三或第

五或第七肋甲
出二類

此版行款左行，且下

方為齒縫，無盾紋，

據此判定為第三或第

五或第七肋甲之一部

分。 

82 1435  
右／第二或第

四或第六脊甲
出二類  

83 1442  
左／第二至第

七肋甲之一部

分 
出二類

此版行款左行，且上

方為齒縫，無盾紋，

據此判定為第二至第

七肋甲之一部分。 



200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七期 

 

序

號 
《旅》 
編號 

其它著錄 
位置（左右

背甲／部位）

分組

類別
理由說明 

84 1454  左／第二肋甲 出二類

行款左行，下方齒

縫，橫行盾紋往上，

據此判定為第二肋

甲。 

85 1466  
左／第二至五

肋甲之一部分
出二類

據右方齒邊形狀，可

視為肋甲靠近脊甲的

位置，然盾紋不明顯

而無法得知精確的部

位。 

86 1467  
右／第四至第

十邊甲之一部

分 
出二類

右側為原邊，有橫行

盾紋，上下方均為齒

縫，可知為邊甲。 

87 1472  
左／第一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出二類  

88 1477  
左／第二或第

四肋甲 
出二類  

89 1479  右／第七脊甲 出二類  

90 1483  左／第一肋甲 出二類  

91 1488  
右／第三或第

五或第七肋甲
出二類

行款右行，下方齒

縫，無橫行盾紋，據

此判斷為肋甲之一部

分。 

92 1530 《合》25012 
右／第四至第

十邊甲之一部

分 
出二類

右邊為原邊，兆枝向

左，上下均為齒縫，

推測為邊甲之一部

分。 

93 1534  
左／第二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出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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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1536  
左／第二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出二類

據右方齒縫的形狀，

推測應是肋甲連接脊

甲之一部分。 

95 1550  左／頸甲 出二類  

96 1551  
右／第二或第

四或第六肋甲
出二類  

97 1554  
左／第二至第

七肋甲之一部

分 
出二類  

98 1555  右／第七脊甲 出二類  

99 1558  
右／第二至第

七肋甲之一部

分 
出二類  

100 1559  
左／第三或五

肋甲 
出二類

據右方齒縫的形狀與

盾紋，推測為脊甲連

接肋甲的部位。 

101 1569  
左／第五或第

八肋甲 
出二類

據橫行盾紋斜行而

下，推測為第五肋甲

或第八肋甲。 

102 1571  肋甲 出二類

此版無相關資訊判斷

是左背甲或右背甲，

僅能據上方齒縫判定

應為肋甲之一部分。 

103 1572  
右／第二至八

肋甲之一部分
出二類

行款右行，上方為齒

縫，據此推測應為肋

甲之一部分。 

104 1574 《合》24689 
右／第四至十

一邊甲之一部

分 
出二類

右方為原邊，有橫行

盾紋，據此推測為邊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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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575 《合》24844 
右／第四至十

一邊甲之一部

分 
出二類

右方為原邊，有橫行

盾紋，上下方均為齒

縫，據此推測為邊

甲。 

106 1581  
左／第三或第

五或第七肋甲
出二類  

107 1582  
右／第三至十

邊甲之一部分
事何類

有直行盾紋，左、下

方均為齒縫，右方為

原邊，推測為邊甲之

一小部分。 

108 1584  
右／第三或第

五肋甲 
事何類  

109 1585 《合》12136 
左／第三或第

五或第七肋甲
賓出類  

110 1587 
《歷拓》10942、
《合》29960 

右／第二或第

四或第六脊甲
何一類  

111 1589  右／第一肋甲 出二類

盾紋斜行而上，下方

為齒縫，應為第一肋

甲。 

112 1590  
右／第五或第

七肋甲 
出二類

上下方均為齒縫，甲

版長度短，推測為第

五或第七肋甲。 

113 1591  
左／第一至第

七肋甲之一部

分 
出二類  

114 1592  
右／第二或第

四或第六肋甲
出二類  

115 1593  
右／第四或第

六邊甲 
出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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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1594  
左／第二至第

七肋甲之一部

分 
出二類  

117 1596  
左／第四至第

十邊甲之一部

分 
出二類

左邊為原邊，下方有

齒縫，推測為邊甲之

一部分。 

118 1597  右／第一肋甲 出二類  

119 1598  
右／第三或第

五肋甲 
出二類

左、下方均為齒縫，

有橫行盾紋，推測為

第三或第五肋甲連接

脊甲的位置。 

120 1600  
右／第二至第

七肋甲 
出二類  

121 1604  右／第二肋甲 出二類

據橫行盾紋斜行而

上，推測為第二肋

甲。 

122 1654  左／第二肋甲 出二類

據橫行盾紋斜行而

上，推測為第二肋

甲。 

123 1655  左／第八肋甲 出二類

據倒「T」形盾紋，

上、下、右方均有齒

縫，推測為第八肋甲

位置。 

124 1656  
右／第三或第

五肋甲 
出二類

上下方均有齒縫，無

盾紋，推測為第三或

第五肋甲。 

125 1657  右／第一脊甲 出二類  

126 1658  
右／第六或第

七脊甲 
出二類  



204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七期 

 

序

號 
《旅》 
編號 

其它著錄 
位置（左右

背甲／部位）

分組

類別
理由說明 

127 1663  
左／第二或第

四肋甲 
出二類

中間有直行盾紋，

上、右方有齒縫，推

測為第二或第四肋甲

連接脊甲的位置。 

128 1665  
右／第三或第

五肋甲 
出二類  

129 1667  
右／第二或第

四肋甲 
出二類

左上有直行盾紋，

上、左方有齒縫，推

測為第二或第四肋甲

連接脊甲的位置。 

130 1677  
右／第二至五

脊甲 
出二類

左方為切邊，疑為脊

甲一部分。 

131 1678  
左／第一或第

二邊甲 
出二類

上方為原邊，右方為

齒縫，推測是第一或

第二邊甲。 

132 1691  右／第一脊甲 出二類  

133 1692  左／第一脊甲 出二類  

134 1693  
右／第六或第

七或第八肋甲
出二類

上方齒縫呈傾斜而

上，似第六或第七或

第八肋甲一部分。 

135 1704 《合》23595 
右／第三或第

五脊甲 
出二類  

136 1710  
左／第二至七

肋甲一部分 
出二類  

137 1711  右／第一脊甲 出二類  

138 1725  右／第七脊甲 出二類  

139 1728  
左／第四至十

一邊甲之一小

部分 
出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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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1729  
左／第二或第

四肋甲 
出二類  

141 1731 《合》24653 
左／第二或第

四脊甲 
出二類  

142 1732  
左／第三或第

五脊甲 
出二類  

143 1736  
右／第四或第

六邊甲 
出二類

盾紋有兩個分歧點，

推測為邊甲。 

144 1737  
右／第四至七

邊甲的一部分
出二類  

145 1738  肋甲 出二類

無相關資訊判斷是左

背甲或右背甲，僅能

據下方齒縫判定應為

肋甲之一部分。 

146 1741  
右／第二或第

四肋甲 
出二類  

147 1748 《合》12214 
右／第二或第

四脊甲 
事何類  

148 1754  右／第六肋甲 事何類  

149 1755 《合》27848 
左／第三或第

五脊甲 
事何類  

150 1756  
右／第一至第

七肋甲之一部

分 
事何類  

151 1767  
右／第一至第

七肋甲之一部

分 
事何類  

152 1768  
左／第四至十

邊甲之一部分
何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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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1779  肋甲 事何類

此版無相關資訊判斷

是左背甲或右背甲，

僅能據下方齒縫判定

應為肋甲之一部分。 

154 1781  

右／第二連接

第三肋甲或第

四連接第五肋

甲 

何一類  

155 1787  
左／第四連接

第七邊甲的位

置 
何一類  

156 1790  
左／第二或第

四肋甲 
何一類  

157 1791  
右／第二至第

五肋甲一部分
何一類  

158 1799 《合》31541 正反
右／第二或第

四脊甲 
事何類  

159 1800  
右／第二或第

四脊甲 
何一類  

160 1803  
右／第二或第

四肋甲 
何一類  

161 1805  
左／第五或第

七邊甲 
何一類  

162 1914  
左／第二或第

四或第五肋甲
黃類  

163 1915 
《續存》下 603、
《合》35471 

左／第三或第

五肋甲 
黃類

第三或第五肋甲的下

半部。 

164 1925＋ 
《歷拓》10944、
《合》35854 

左／第四或第

六邊甲 
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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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1932  
左／第二或第

四肋甲 
黃類

上方為齒縫，下方有

橫行盾紋，推測為第

二或第四肋甲。 

166 1946 
《續存》下 882、
《合》36304 

右／第二或第

四肋甲 
黃類  

167 1973 
《續存》下 890、
《合》38475 

左／第二或第

四肋甲肋甲 
黃類  

168 1974 
《續存》下 889、
《合補》13438 

右／第六肋甲 黃類  

169 1979 《合》38564 
右／第二或第

四肋甲 
黃類  

170 1982 《合》38599 
左／第三或第

五肋甲 
黃類  

171 1985  
左／第二至七

肋甲一部分 
黃類  

172 1986  
左／第二或第

四或第六肋甲
黃類  

173 1987  
左／第二或第

五或第七肋甲
黃類  

174 1988  
右／第三或第

五肋甲 
黃類  

175 1990  
左／第二或第

四肋甲 
黃類  

176 1993  右／第五肋甲 黃類  

177 1994  
左／第二或第

四肋甲 
黃類  

178 1995  
右／第三或第

五肋甲 
黃類  



208 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七期 

 

序

號 
《旅》 
編號 

其它著錄 
位置（左右

背甲／部位）

分組

類別
理由說明 

179 1997 
《續存》下 894、
《合》41886 

右／第五肋甲 黃類  

180 1998  
右／第四至第

八邊甲之一部

分 
黃類  

181 1999  
左／第二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黃類  

182 2003＋  右／第四肋甲 黃類
說明參見本文「筆者

新綴」第六則。 

183 2005  左／第一肋甲 黃類  

184 2007  
左／第二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黃類  

185 2009  
左／第一至第

五肋甲之一部

分 
黃類

下、左方為齒縫，疑

為肋甲連接邊甲的位

置。 

186 2010  
第二或第四或

第六肋甲 
黃類

無相關資訊判斷是左

背甲或右背甲，僅能

據下方齒縫判定應為

肋甲之一部分。 

187 2018  
右／第二或第

四肋甲 
黃類  

188 2021  
右／第二至第

七肋甲之一部

分 
黃類  

189 2025  
左／第一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黃類  

190 2027  
左／第二至五

肋甲之一部分
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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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旅》

編號 
其它著錄 

位置（左右

背甲／部位）

分組

類別
理由說明 

191 2029  右／第二肋甲 黃類

橫行盾紋斜行往上，

下方有齒縫，推測為

第二肋甲。 

192 2030  
左／第二或第

四肋甲 
黃類  

193 2032  
左／第一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黃類  

194 2033  
右／第一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黃類  

195 2034  
右／第二或第

四或六肋甲 
黃類  

196 2035＋  
左／第四或六

邊甲 
黃類  

197 2074  
左／第二或第

四肋甲 
黃類  

198 2077  
右／第三或第

五肋甲 
黃類  

199 2170  
左／第二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黃類  

200 2183  
右／第一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黃類  

201 2185  
右／第一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黃類  

202 2186  
右／第二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黃類  

203 2187  
右／第一至七

肋甲之一部分
黃類  

204 2188  
右／第二或第

四肋甲 
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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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旅》 
編號 

其它著錄 
位置（左右

背甲／部位）

分組

類別
理由說明 

205 2195  
左／第二或第

四或第六脊甲
黃類  

206 2209  
左／第三或第

五脊甲 
黃類 拓片倒置。 

【說明】 
1. 本文盡可能細分背甲各部位，但受限於背甲殘片，又龜縫片彼此之間形

態相似，並無法精確判斷部位，如第三脊甲與第五脊甲、第三肋甲與第

五肋甲形態都非常相似，所以若遇到無法斷定的情況，本表「位置」欄

會一併標示出疑似之部位。 
2. 對於一望可知的背甲部位，可對照本文「附錄一」背甲結構示意圖或上

文對背甲部位的說明，本文不逐一敘明。然可議的背甲則會於本表「理

由說明」欄位中敘明更正理由。 
3. 本文盡量對每版背甲進行字體分類，但若遇到無法判斷的背甲，則僅列

出組別。 
 

每版甲版筆者盡量判別材質，只有明確是背甲的，筆者才會歸入背甲，

但因有些龜版過於殘碎，呈現的線索極小，無法判定究竟是腹甲或是背甲，

如《旅》250（《合》5653），因此實際上背甲的數量可能還要更多一些。 
此外，上述幾例誤背甲為腹甲的例子中，最容易讓人誤認的部位為肋

甲的位置，誤認的片數高達一百餘片，推測腹甲的前甲、後甲、尾甲的部

位因為均有橫行盾紋與齒縫，與肋甲的形態相似，易讓人混淆。不過仔細

區別仍是可以分辨兩者之不同，肋甲上下齒縫距離位置較窄，斷裂後甲版

會比較小塊，腹甲則相對大塊。還有，《旅》整理小組易將脊甲的部位誤認

為腹甲的甲橋，如《旅》233、《旅》256、《旅》381 等片。脊甲和甲橋每

片的形狀不同，且盾紋分布的位置也不相似，以左脊甲為例其呈現 、 、

等形狀，右甲橋則呈 、 、 等形狀，4可知若仔細的判斷還是可以區

別出來的。 

                                               
4 左脊甲與右甲橋，右脊甲與左甲橋最容易混淆，故以此為比較基點。甲橋形態可參考「附

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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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幾版不論從照片或拓片均看不出為背甲，整理小組卻指為背甲： 
1. 《旅》279（《合》9215）：本版斷裂面平整，無齒縫，從形狀看來似

為腹甲。 
2. 《旅》347：本版為卜骨，非背甲。 
3. 《旅》511（《合》18994）：從齒縫、盾紋與形狀可判定本版屬於右

甲橋的位置。 
4. 《旅》993：本版左側為千里路，可知應為腹甲。 
5. 《旅》1080：本版右側為千里路，可知應為腹甲。 
6. 《旅》1324（《合》330）：本版右側為千里路，可知應為腹甲。 
7. 《旅》1366：左側為千里路，其他斷裂面平整，可知應為腹甲。 
8. 《旅》1745（《合》5256）：本版為右腹甲中甲的位置。 
9. 《旅》2174：本版四面斷裂面平整，無齒縫可知為腹甲。 

二、分組分類 

《旅》「前言」提到該書的甲骨組類與分期斷代上是「留意『五期說』

之間的傳承關係，又盡可能吸收甲骨組類辨別學說」，可知《旅》對甲骨的

處理方式是先分期再分類，書中對於甲骨的分期我們是十分的肯定的，但

對於字體的細部分類則太過於小心，大多數甲骨僅標明組別，未記上類組，

其實多數的甲骨是可以再細部分類，但大部分的甲骨卻只有分期而未分

類，這是非常可惜的。5如《旅》349 可歸入賓三類，整理小組僅註明該版

為賓組，《旅》1691 可劃入出組二類，整理小組僅註明出組。筆者認為可以

分類的甲骨，應該再分細類，在甲骨研究中越是小類則越容易有新的發現，

這種處理方式不但方便學者從事研究，也比較符合學界處理甲骨分類的潮

流。當然甲骨的分組分類有其侷限性，甲骨若是沒有明顯特徵是很難進行

分期分類，以下僅根據《旅》一書背甲分期的錯誤來討論，若《旅》書分

                                               
5 事實上，如果僅分期而不分類會發生明明是屬於同一類的甲骨，卻分屬不同期別的情況。

如事何類根據貞人系聯分組，可以分為賓組事何類與何組事何類，若僅將甲骨分期，則

會出現同屬事何類的甲骨，卻分別被劃入賓組與何組的情況。黃天樹對於董作賓五期分

法的缺點有詳細的說明，其認為甲骨斷代研究包括甲骨分類與確定每類甲骨的王世。甲

骨分類是根據字體特徵，而王世確定的依據為稱謂系統、貞人、出土層位、人名事類等，

而董作賓的五期分法存在的弊病就是把甲骨本身的分類和王世的推定混在一起了。參見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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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組別是正確的則不列入討論範圍，舉例來說上述《旅》349 一版，《旅》

認為是賓組，根據字體筆者以為可細歸為賓三類，這種情況筆者不討論。 
（一） 《旅》613＋《旅》763＋《旅》1628（筆者綴合）：《旅》將 613 與

763 歸入賓組，《旅》1628 歸入出組，分期不一致，筆者將三版綴合，

證明三片應是一版之折，組別應該要一致。《旅》763 的「巳（子）」

字作「 」，手臂一上一下作一斜筆，為出組二類特徵字，該組三片

均應劃入第二期出組。 
（二） 《旅》1339（《合》40935）：本書歸入出組，筆者據特徵字「王」作

（ 見《旅》摹本），「遘」作 （ ，見《旅》摹本），應歸入事

何類。 
（三） 《旅》1582：本書歸入出組，據特徵字「不」作 與事何類相同，

應歸入事何類。 
（四） 《旅》1584：本書歸入出組，據特徵字「不」作 ，下部呈短斜筆，

與事何類的「不」相同，應歸入事何類。 
（五） 《旅》1585（《合》12136）：本書歸入出組，崎川隆歸入賓三類，6本

版「貞」字作 ，與出組「貞」字寫法不類，崎川說可從。 
（六） 《旅》1587（《合》29960）：本書歸入出組，據特徵字「巳」作 頭

作菱形，「夕」作 ，又本版書風較潦草，不似出組工整，故應歸入

何組。 
（七） 《旅》1747（《合》16326）：本書歸入出組，崎川隆歸入賓三類﹙非

典型 B﹚，7據特徵字「辛」作 、「貞」作 、「吉」作 ，又字體

大小不一、字距不一致，可知崎川說法可從。 
（八） 《旅》1748（《合》12214）：本書歸入出組，崎川隆歸入賓三類﹙非

典型 B﹚，8據特徵字「今」作 、「夕」作 、「不」作 ，推測崎川

說法可從。 
（九） 《旅》1782：本書歸入何組，據特徵字「貞」作 、「不」作 （ ，

見《旅》摹本）與何組不類，應歸入賓出類。 

                                               
6 〔日〕崎川隆：《賓組甲骨文分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549。 
7 此類即黃天樹所言之事何類。參見同上註，頁 670。 
8 同上註，頁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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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拓片所缺的部分

三、拓片不全、錯置 

《旅》編輯甚為嚴謹，甚少有拓片不全與錯置的問題，筆者於閱讀《旅》

書偶有發現幾例缺失，擇錄於下供學者參考： 
（一） 《旅》424（圖 4）：拓片、摹本錯置與照片不同。此版應是右背甲第三

邊甲的位置，拓片、摹本位置有誤，應以《旅》所公布的照片為準。 

  

《旅》424 拓片 《旅》424 摹本 《旅》424 照片 

圖 4 

 

（二） 《旅》1930（《合》35895）：《旅》拓片雖較《合》清楚，但與《合》

相比，明顯缺漏左半角，詳參圖 5。 
（三） 《旅》2025（圖 6）：本版拓片上下顛倒，應以《旅》所公布的摹本

為準。 
（四） 《旅》2209：拓片錯置，應旋轉 180 度，參見圖 7。本版記有干支

「庚子」、「辛卯」為干支表。配合該書所發布的照片來看，《旅》2209
左側為切邊，據該版形態，可知本版應旋轉 180 度為左脊甲的位置，

如此一來該版甲上卜辭即為倒刻，黃類卜辭中干支表倒刻屬常見情況。 
 
   

 
  

《旅》1930 《旅》2025 拓片 《旅》2025 摹本 《旅》2209 《旅》2209 

旋轉 180 度 

圖 5 圖 6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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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摹本不確 

近幾年來甲骨形態引起愈來愈多的學者重視，多有學者撰文指出甲骨

形態對於甲骨研究之重要，黃天樹即指出： 

甲骨文是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因此，甲骨學者不僅要研究文

字，也要研究文字所依據的甲骨材料及其形態。……甲骨形態學

研究完整肩胛骨的構造；研究完整龜腹甲、背甲和甲橋的外層和

內層構造；研究骨縫片外形輪廓及其盾紋、齒紋形態；研究鑽

鑿、兆坼形態，總結規律，以利於甲骨殘片材質的識別、殘片部

位的判斷、殘片的綴合和卜辭的釋讀。我們相信，建立甲骨形態

學，對推動甲骨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9 

由此可見，瞭解甲骨形態對於甲骨綴合與卜釋讀辭有很大的幫助。背甲形態與

腹甲不同，甚於腹甲複雜，細究背甲每個部位形態均不太相同，以學術研究而

言，精確的描繪出形態，實有其必要。《旅》一書所摹甲骨大致精確，腹甲摹

本均詳實描出盾紋，但背甲盾紋的描摹卻存在標準不一的現象，有些非常精確

摹畫出盾紋，但有些對盾紋掌握卻不夠準確，以一本優秀的甲骨著錄書而言，

體例的一致應是甲骨著錄書最基本的要求，因此是書背甲摹本的確還有改進空

間。筆者在閱讀《旅》一書時，偶發現幾片有問題的背甲摹本，但囿於無法親

見實物可能還有疏漏之處，以下列出有問題的片號，以供學者參考： 
（一） 《旅》269（《合》4752）：為右邊甲的位置，整理小組少摹橫行盾紋。 
（二） 《旅》317：為右背甲肋甲的位置，整理小組少摹直行與橫行盾紋（圖 8）。 
 

   

《旅》317 照片 《旅》317 摹本 《旅》317 筆者摹本 

圖 8 

                                               
9 黃天樹：〈甲骨形態學〉，收於黃天樹：《甲骨拼合集》，頁 515；又收於黃天樹：《黃天樹

甲骨金文論集》，頁 357。 



《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所見背甲指瑕 215 

 

（三） 《旅》605：為左背甲第六肋甲的位置，整理小組少摹橫紋。 
（四） 《旅》642：為右背甲第六肋甲的位置，整理小組少摹橫紋。 
（五） 《旅》759：為右背甲第一肋甲的位置，整理小組少摹左上方直行盾紋。 
（六） 《旅》941：為左脊甲連接肋甲的位置，整理小組未摹脊甲與肋甲連

接處的齒縫。 
（七） 《旅》1027：為右背甲邊甲的位置，整理小組未摹直行盾紋。 
（八） 《旅》1466：為左背甲肋甲的位置，左邊明顯有直行盾紋，整理小

組未摹出。 
（九） 《旅》1536：為左背甲肋甲位置的右半部，疑為第三或第五肋甲的

右半部，應有「 」形盾紋，且下方應有齒縫，整理小組均未摹出。 
（十） 《旅》1559：為第左背甲肋甲位置的右半部，應有「 」形盾紋，

整理小組未摹出橫形盾紋。 
（十一） 《旅》1569：為左背甲肋甲的位置，下方有齒縫，整理小組未摹出。 
（十二） 《旅》1655：為左背甲第八肋甲的位置，整理小組未摹出倒「T」形

盾紋。 
（十三） 《旅》1691：為右背甲第一脊甲的位置，整理小組未摹出橫行盾紋。 
（十四） 《旅》1692：為左背甲第一脊甲的位置，整理小組少摹橫行盾紋。 
（十五） 《旅》1711：為右背甲第一脊甲的位置，整理小組未摹出橫行盾紋。 
（十六） 《旅》1736：為右背甲，疑為第四或第六邊甲的位置，根據背甲

形態應有兩個分歧點，盾紋呈現「 」形，整理小組僅摹出一個

分歧點。 
（十七） 《旅》1755：為左背甲，疑為第三或第五脊甲的位置，根據背甲

形態與公布的照片，該版橫形盾紋描摹的位置應該上方一點，整

理小組摹寫過於下方（圖 9）。 
 

   

《旅》1755 拓片 《旅》1755 摹本 《旅》1755 筆者摹本 

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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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旅》1780：為右背甲第六肋甲的位置，本版「今」與「夕」中

間右上橫紋恐非盾紋而是界劃，界劃上有墨書痕跡，橫行盾紋則

不會有墨書的痕跡（圖 10）。10 
 

  
 

《旅》1780 拓片 《旅》1780 摹本 《旅》1780 筆者摹本 

圖 10 

 
（十九） 《旅》1805：為左背甲第五邊甲的位置，整理小組少摹盾紋。 
（二十） 《旅》1974：為右背甲第六肋甲的位置，盾紋呈「 」形，整理

小組未摹出直行盾紋。 
（二十一） 《旅》1975：為左背甲第五肋甲的位置，整理小組所摹直行盾

紋不精確。 
（二十二） 《旅》1979（《合》38564）：本版為右背甲，疑為第二或第四肋

甲的位置，整理小組所摹應是斷痕，盾紋則未摹出（圖 11）。 
 

 
 

《旅》1979 拓片 《旅》1979 摹本 《旅》1979 筆者摹本 

圖 11 

                                               
10 該版橫行盾紋的位置，從《旅》一書發表的照片無法精確看出，必須親見實物才能進一

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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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旅》1980：為第左背甲，疑為第二或第四肋甲的位置，整理

小組未摹出直行盾紋。 
（二十四） 《旅》1982：為左背甲肋甲的位置，「辛亥卜」一辭中，「王」

與「亡」的上方有明顯的界劃，整理小組未摹。 
（二十五） 《旅》1992（《合》38336）：為右背甲，疑為第二或第四肋甲的

位置，整理小組未摹出盾紋。 
（二十六） 《旅》1997（《合》41886）：為右背甲，疑為第五肋甲的位置，整

理小組描摹之摹本不符合背甲形態，本版又著錄於《合》41886，
《合》41886 未摹出盾紋（圖 12）。 

 

 

《旅》1997 《合》41886 《旅》1997 筆者摹本 

圖 12 

 
（二十七） 《旅》2028：為左背甲邊甲的位置，整理小組未摹出橫行盾紋。 
（二十八） 《旅》2003：為右背甲第四肋甲的位置，有「 」形盾紋，整

理小組未摹出。  

五、綴合 

（一）綴合資料有缺失 

1. 《旅》606（《合》12777）：該版與《善齋藏契卷》5 綴合，收錄於

《契合》359 是林宏明綴，11《善齋藏契卷》5 實為《合補》4721，
整理小組未指出。 

2. 《旅》1755（《合》27848）：整理小組於考釋中指出本片為龜腹甲，

誤，此為左脊甲。整理小組並指出：疑與本書 1754 號同屬一版之折，

誤，《旅》1754 為右肋甲，《旅》1755 為左脊甲，左右背甲不能綴合。 

                                               
11 林宏明：《契合集》（臺北：萬卷樓圖書，2013 年），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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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合補》9428、 

 《歷》1175 

B：《旅》583 

圖 14 

（二）筆者新綴 

筆者於閱讀《旅》一書時，偶有幾組綴合，現收錄於此，以供專家學

者參考： 
1. 第一則（圖 13） 
 A：《合》5078。 
 B：《旅》1081。 
(1) 釋文 
 貞：王 往省□。 
 貞 告 。 
(2) 說明 
   本組為左龜背甲之綴合，屬於脊甲的位

置，字體屬於典賓類。綴合版齒縫相合，字

體相同，綴合後補足殘辭，可證為一版之折。

卜辭中常見王省田、省牛、省某地，12本版即

是針對此而卜，內容是卜問王要不要去省。

 
2. 第二則（圖 14） 
 A：《合補》9428（《歷》1175）。 
 B：《旅》583。 
(1) 釋文 
 貞：其雨。 
 貞：不雨。 
(2) 說明 
   本組為左龜背甲脊甲之綴合，屬於脊甲的

位置，字體屬於事何類。綴合版齒縫相合，字

體相同，綴合後補足殘字「雨」，可證為一版

之折。本版是一組對貞卜辭，以上下的形式契

刻，占卜會不會下雨。 

 

                                               
12 參見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211-214。 

 A：《合》5078 

B：《旅》1081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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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則（圖 15） 
 A：《合》12123（《旅》613）。 
 B：《旅》763。 
 C：《旅》1628。 
(1) 釋文 
 。 
 丁巳卜貞：今夕亡 。 
 貞：今夕雨。 
(2) 說明 
   本組為左龜背甲之

綴合，屬於第五、第六脊

甲連接第五肋甲的位

置，字體屬於出二類。綴

合版齒縫相合，字體相

同，綴合後補足殘字

「今」、「夕」等字，並

有完整辭例，可證為一

版之折。 
   本版有兩條明顯界劃，區隔三條卜辭，其中兩條卜辭是卜問

今天晚上是否有憂患，以及會不會下雨，這種卜問方式，常見於

出二類卜辭中。第三條卜辭內容有殘，僅見殘字「 」，《旅》整

理小組指出：「 字下部所從新見，疑即『 』字（《合》5357）
所从『 』，編席之形。」13 

                                               
13 宋鎮豪、郭富純主編：《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釋文》下冊，頁 96。 

B：《旅》763 

A：《合》12123 

《旅》613 

C：《旅》1628

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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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合》29719 

A：《合》16548 

《旅》753 

圖 17 

4. 第四則（圖 16） 
 A：《旅》1107。 
 B：《旅》1090。 
(1) 釋文 
 。 
 貞：父乙不害□。 
 貞： 。 
(2) 說明 
   本組為左龜背甲之綴合，屬於脊甲的位

置，字體屬於典賓類。綴合版斷面相合，字

體相同，綴合後補足殘字「貞」、「害」字，

並有完整辭例，可證為一版之折。 
   B 版「貞」上一字《旅》整理小組摹為

「 」，未釋出，本組綴合恰可補正該字為

「父」字，可得完整辭例「父乙不害□」，此

處「父乙」是小乙，是小辛之弟，武丁之父。

本版有兩條界劃三條卜辭，除了上述卜問父

乙為害卜辭較為完整外，其餘兩條均為殘辭。

 

 

5. 第五則（圖 17） 
 A：《合》16548（《旅》753）。 
 B：《合》29719（《河北大》32）。 
(1) 釋文 
 辛酉卜彘貞：今夕亡 。四月。 
 乙丑卜彘貞：今夕亡 。四月。 
(2) 說明 
   本組為左龜背甲之綴合，屬於邊甲的

位置，字體屬於事何類。綴合版齒縫相合，

字體相同，干支相近，內容一致，可證為一

版之折。本版有兩條卜辭均針對今夕是否有

憂患而卜，卜問日子分別為「辛酉」、「乙

丑」，相距四日，《旅•釋文》將「乙丑」一

辭月分釋為「三月」，不確，今據綴合版可

將「乙丑」一辭之月分更正為「四月」。 
 

A：《旅》1107 

B：《旅》1090 

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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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合》38086 

B：《旅》2003 

圖 19 

6. 第六則（圖 18） 
 A：《旅》616。 
 B：《輯佚》213。 
(1) 釋文 
 庚申卜貞：今夕雨。 
 庚申卜貞：今夕不其雨。 
(2) 說明 
   本組為左龜背甲之綴

合，屬於肋甲的位置，字體

屬於事何類。綴合版斷面相合，字體相同，干支、內容一致，可

證為一版之折。綴合版為一組正反對貞卜辭，以左右形式的方式

契刻，占卜今晚是否會下雨。 
 
7. 第七則（圖 19） 
 A：《合》38086。 
 B：《旅》2003。 
(1) 釋文 
 貞：王賓 亡 （吝）。 
 貞：王賓 □□。 
 甲子。乙丑。丙寅。戊辰。□申。 
 丙寅。丁卯。戊辰。 
(2) 說明 
   本組為右龜背甲之綴合，屬於肋甲的

位置，字體屬於黃類。綴合版齒縫相合，

字體相同，內容一致，綴合後可補足殘字

「寅」字，可證為一版之折。 
   本版右半部為祭祀卜辭，左半部為習

刻之干支表。習刻並非真正的卜辭，僅是

刻手練習之作，屈萬里指出習刻的判斷依據為卜辭「顛倒錯亂、

不成文理」、「拙劣」，再觀其卜甲之後是否有鑽鑿燒灼之痕跡。14之

                                               
14 屈萬里：《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甲編考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

B：《輯佚》213

圖 18 

A：《旅》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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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陳逸文在討論《甲編》之習刻，對於習刻的判定有補充的說法，

其指出： 

若懷疑某條卜辭是習刻刻辭，先看其字體及文例是否

與一般卜辭差距過大，及常用字反刻情況的有無。倘

若能見到正面照片，則可檢視刻辭是否有犯兆的現

象，如能親見實物或反面照片，再看此甲骨背面是否

有鑽鑿、火痕。透過這些方式，應該就能較正確地辨

認出習刻刻辭。15 

 透過上述說明讓我們對習刻有較清楚的認識，字體、文例、字距、

反刻、犯兆、鑽鑿均是判斷習刻的依據。筆者以為根據本組綴合，

對判別習刻的方法可再補充。《旅》整理小組於 B 版說明中指出：

B 版習刻的部分未填墨，其餘有填墨。16習刻因是刻手練習之作，

自不會填墨，而占卜的卜辭為刻手的正式之作，有填墨的情況也

可以被理解，然筆者以為填墨的有無或許可作為判斷卜辭是否為

習刻的新指標。但此種方法仍有侷限，若是無法親見甲骨，甲骨

著錄書亦沒有公布照片，根本很難看出卜辭是否有填墨。 
 
8. 第八則（圖 20） 
 A：《旅》1666。 
 B：《旅》1703。 
(1) 釋文 
 □□卜 夕 王。 
 丙 貞 西 。 
(2) 說明 
   本組為左龜背甲之綴合，屬

於肋甲的位置，字體屬於出二

類。綴合版斷面相合，字體相

                                                                                                  
年），頁 354、365。 

15 陳逸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墟第一到九次發掘所得甲骨之整理與研究》（高

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 年），頁 62。 
16 林宏明：《契合集》，頁 117。 

圖 20 

B：《旅》1703 

A：《旅》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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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綴合後可補足殘字「王」字，可證為一版之折。 
   出二類卜辭中有一系列關於「王西言」與「西言王」之卜辭，17

根據本版卜辭書寫的位置，可知本組的兩條卜辭均為「西言王」，

由「王西言」可以判斷「西言王」應是主語後置句。 
   學者于省吾曾對「王西言」提出解釋，他認為「言」與「音」

古本同字，從「王西言」、「西言王」辭例考之，認為「言」應讀為

「歆」，《說文》：「歆，神食氣也。从欠音聲。」18其云：「卜辭曰今

夕西歆王，曰今夕王西歆，曰西鄉，曰西示，所云西者，均謂西宗

也。由是可證今夕西歆王者，言今夕王祭於西宗而神歆其祀也。」19

又卜辭有「貞：祝， ，王言，王受又」（《合》30619，何二類）。

「王言」之後接「王受又」，占卜商王是否會得到福祐，可見「王

言」應是與祭祀相關之事。此外，《合》26730 中有兩條卜辭： 

丙申卜□貞：今夕王西言。 
貞：今夕王寧。 

 「今夕王西言」與「今夕王寧」同版，本版的文意可理解為：王

祭於西宗後，接著又卜問今夕商王會安然無恙嗎。如此一來，「王

西言」應是占卜王祭於西宗之事。 

六、結論 

本文分別從材質、分組分類、拓片、摹本、綴合等方面討論《旅》一

書所公布的背甲材料，發現是書存在著一些問題。在材質方面，《旅》最常

見的問題是誤背甲為腹甲，據筆者統計《旅》所藏背甲約有三百餘片，但

實際上《旅》書所標出的背甲卻僅有一百餘片。此外，筆者亦指出《旅》

書有 9 片背甲有分組分類的問題，4 片背甲有拓片不全或錯置，28 片摹本

描摹不確。最後提出兩組綴合資料有誤，並舉出八組筆者新的綴合，在新

                                               
17 唐蘭指出：卜辭之作 諸形者本即囟字，其後漸變作 者，專為西方之稱。故本

文暫且將「 」釋為「西」。見唐蘭：〈釋四方之名〉，《考古學社社刊》1936 年第 4 期，

頁 2；又收於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1030-1031。 
18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篇

8 下，頁 414 上。 
19 于省吾：《殷契駢枝續編》（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1 年），頁 30 下-3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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綴合中有六組是《旅》與其他著錄書的綴合，兩組是《旅》書自綴。整體

來說，《旅》書雖有一些問題，但瑕不掩瑜，仍是近來年來編排最精良的甲

骨著錄書之一。 
【責任編校：郭千綾、范寧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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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hi lunwen，2013 年。 

網站資料 

宋雅萍 Song Yaping：〈背甲新綴第二十七則補綴〉“Beijia xinzhui diershiqize 
buzhui”，參見：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889.html，瀏覽日

期：2017 年 2 月 8 日。 
林宏明 Lin Hongming：〈甲骨新綴第 532 例〉“Jiagu xinzhui di 532 li”，參見：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4433.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2
月 8 日。 

───：〈甲骨新綴第 541 例〉“Jiagu xinzhui di 541 li”，參見：http://www. 
xianqin.org/blog/archives/4542.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2 月 8 日。 

趙鵬 Zhao Peng：〈甲骨綴合一則〉“Jiagu zhuihe yize”，參見：http://www. 
xianqin.org/blog/archives/4772.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2 月 8 日。 

蔣玉斌 Jiang Yubin：〈《甲骨文合集》綴合拾遺（第八十三、八十四組）〉

“Jiaguwen heji zhuihe shiyi (dibashisan, bashisizu) ”，參見：http://www. 
xianqin.org/blog/archives/2124.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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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圖 21：背甲結構和部位名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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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圖 22：甲橋結構和部位名稱示意圖 

（本圖轉引自黃天樹：《甲骨拼合集》，頁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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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表 2：《旅》所見背甲綴合表 

《旅》 
編號 

其它著錄 綴合號碼 綴合者 出處 

445 《合》19655 
《合》12164＋ 
《合》17349＋ 
《合補》856 

筆者綴

宋雅萍：〈背甲新綴第二十

七則補綴〉，參見：http:// 
www.xianqin.org/blog/arch
ives/2889.html ， 瀏 覽 日

期：2017 年 2 月 8 日。 

583  
《合補》9428 
（《歷》1175） 

筆者綴 本文「筆者新綴」第二則。 

606 
《合》12777、
《契合》359 

《合補》4721 
林宏明

綴 
林宏明：《契合集》，頁

353。 

613 《合》12123 
《旅 763》＋ 
《旅》1628 

筆者綴 本文「筆者新綴」第三則。 

616  《輯佚》213 筆者綴 本文「筆者新綴」第六則。 

627 《合》12248 《合》12640 
蔣玉斌

綴 

蔣玉斌：〈《甲骨文合集》

綴合拾遺（第八十三、八

十四組）〉，參見：http:// 
www.xianqin.org/blog/arch
ives/2124.html ， 瀏 覽 日

期：2017 年 2 月 8 日。 

654  
《輯佚》67＋ 
《文捃》568 
（《北圖》4931）

孫亞冰

綴 
宋鎮豪、郭富純主編：

《旅》下冊，頁 42。 

694  《旅》1082 
林宏明

綴 

林宏明：〈甲骨新綴第 541
例〉，參見：http://www. 
xianqin.org/blog/archives/4
542.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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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編號 

其它著錄 綴合號碼 綴合者 出處 

753 《合》16548 
合 29719 
（河北大 32） 

 本文「筆者新綴」第五則。 

763  
合 12123（旅 613）
＋旅 1628 

筆者綴 本文「筆者新綴」第三則。 

1081  《合》5078 筆者綴 本文「筆者新綴」第一則。 

1082  《旅》694 
林宏明

綴 

林宏明：〈甲骨新綴第 541
例〉，參見：http://www. 
xianqin.org/blog/archives/4
542.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2 月 8 日。 

1090  《合》1107 筆者綴 本文「筆者新綴」第四則。 

1107  《合》1090 筆者綴 本文「筆者新綴」第四則。 

1628  
《合》12123 
（《旅》613） 
＋《旅 763 

筆者綴 本文「筆者新綴」第三則。 

1666  《旅》1703 筆者綴 本文「筆者新綴」第八則。 

1703  《旅》1666 筆者綴 本文「筆者新綴」第八則。 

1925 
《歷拓》10944、
《合》35854 

《旅》2035 趙鵬綴

趙鵬：〈甲骨綴合一則〉，

參見：http://www.xianqin. 
org/blog/archives/4772.htm
l，瀏覽日期：2017 年 2
月 8 日。 

2003  《合》38086 筆者綴 本文「筆者新綴」第七則。 

2035  
《合》35854 
（《旅》1925） 

趙鵬綴

趙鵬：〈甲骨綴合一則〉，

參見：http://www.xianqin. 
org/blog/archives/4772.html，
瀏覽日期：2017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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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編號 

其它著錄 綴合號碼 綴合者 出處 

2143  《旅》2188 
林宏明

綴 

林宏明：〈甲骨新綴第 532
例〉，參見：http://www. 
xianqin.org/blog/archives/4
433.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2 月 8 日。 

2188  《旅》2143 
林宏明

綴 

林宏明：〈甲骨新綴第 532
例〉，參見：http://www. 
xianqin.org/blog/archives/4
433.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2 月 8 日。 

【說明】 
本表以《旅》片號依序排列，僅附上有綴合的號碼，以供學者查閱，

沒有綴合的號碼則不在本表收錄範圍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