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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在商代非档案说

张国硕

甲骨文为商代的“ 王家档案” �这种观点是
本世纪50年代由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最
早提出的。①自80年代以来�“ 甲骨档案说” 被
我国档案学界所采纳�几乎所有的教课书和研
究论文都认定甲骨文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

古老的历史档案�“ 甲骨档案” 一词随即产生。②

那么�甲骨文果真是商代的王家档案吗?本文拟
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同仁方
家。

一

尽管目前我国档案界对“ 档案” 一词的定义
还存在着争议�但一般来讲�档案是国家机构、
社会组织和个人从事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形成

的、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归档集中保存起来的
文件材料。它具有以下主要属性：（1）档案是人
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记述的真实历史记录�是
第一手原始记录材料；（2）档案是由各种载体的
文件材料、经过一定方式转化而来�它必须是人
们有意长期保存的文件；（3）所保存的档案具有
凭证和参考作用�即有查考利用价值；（4）原始
文件材料需经过整理、分类甚至立卷、编目�才
能最后成为档案；（5）档案应集中保存在专门的
档案机构（档案馆、室）或其它特定场所。以上5
项属性是档案所特有的�尤以第2、第3项属性
最为重要。

甲骨文是否具备上述档案的主要属性呢?
下面让我们分析一下。众所周知�殷商时期�人
们十分崇信鬼神�当时的一切国家大事乃至商
王贵族们的私人生活�无不取决于占卜�占卜成
了商王朝一切活动的先导。从事占卜的卜官�

便成了沟通神与人之间的桥梁。他们选用通神
灵物的龟甲和兽骨作为占卜材料�通过一套规
定的程序进行占卜�卜毕将卜辞刻写在甲骨
上。一片完整的卜辞�大体上包括叙辞（前辞）、
命辞（问辞）、占辞和验辞等几部分。此外�甲骨
文中也有一些表谱刻辞、记事刻辞、历法刻辞等
非卜辞�记载了商代的世系、祭祀表谱、贵族家
谱、历法及甲骨的来源、贡入者、所贡数量、整治
者等�亦为商王朝的实际记录。因此�现在看
来�甲骨文应是商代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记
述的真实历史记录�是第一手原始记录材料。

但是�有这样一个关键问题：甲骨文在商代
是否被人们视作应该永久保存的档案呢?或者
说当时人们是否具有“ 甲骨档案” 意识呢?从对
甲骨文各种情况综合分析可知�对于这样一个
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即甲骨文并非商代
当时人们有意保存的档案。

首先�商王朝后期并没有特定的存放所谓
“ 甲骨档案” 的场所。按理说�商王朝后期国家
势力强盛�政局稳定�若有意存放“ 甲骨档案” �
应设立一两处特定的档案存放地点。但实际情
况是甲骨文出土地点十分分散�在小屯村东北、
村南、村西南、村西、村中以及花园庄东地、南地
甚至洹河对岸的侯家庄一带皆有大量甲骨文出

土�③而零散出土甲骨地点更多�这说明当时人
并没有把这些甲骨认作档案材料存放在一两处

统一的特定场所。而且每一地点出土的甲骨
文�时代大多较单纯�少见涵盖商王朝后期全部
或大部分商王时期的甲骨文的出土地点�也说
明甲骨文存放地点的不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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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商代后期并未有意要把甲骨文当作

档案长期保存下去。商代后期的建筑技术已十
分先进�且盛行地上建筑�殷墟发现50多处宏
伟壮观的宫殿基址即为明证。若殷人把甲骨文
当作档案对待�理应辟出一两处条件较好的地
上宫殿建筑作为存放甲骨之用。但现今发现的
甲骨文�皆出土于室外灰坑或所谓的“ 窖穴” 之
中�不仅不能遮风避雨�而且这些坑没有经过特
殊的防潮、防渗水加工处理�有的坑深超过4
米�如殷墟127坑深4∙8米�小屯南地甲骨坑
H50坑深10米�已接近地下潜水面�故甲骨又
有潮湿、浸水之虞。殷人舍弃条件较好的地面
建筑而选择保存条件较差的地下坑穴存放 “ 档
案” 实在不可思议。从灰坑本身来说�其大多不
规整�坑壁未经过特殊加工；少数所谓“ 窖穴” �
如127坑�也不是专门的存放甲骨之所。因127
坑填土分3层�其中下层最厚�中层才出甲骨�
说明此坑在放入甲骨之前已经使用过一段时

间。此坑内出土甲骨杂乱无序�并非经慎重摆
放�而是随便弃之坑内�从坑的北部倾入堆成斜
坡状。之后�再用灰土覆盖。从坑内出土物来
看�大部分甲骨坑皆是有字甲骨与无字甲骨并
存�如127坑出土大量无字甲骨�花园庄东地
H3出土1583片甲骨中仅有刻辞甲骨579片；
一些坑内甲骨与蚌壳、石器、铜器、兽骨、陶器等
夹杂在一起。这里不禁要问：在所谓的 “ 档案
库” 内保存这么多无字甲骨和保存无文字的陶
器、石器、贝壳等物有何档案价值呢?从殷墟
127坑的存在年代来看�此坑的上层是墓葬
M156�其下为一大而浅的灰坑H117�H117之
下为灰坑H121�H121之下才是127坑�可见
127坑时代最早。127坑时代公认属商代后期
武丁时代。M156、H117、H121等遗迹时代亦属
商代后期�其应晚于127坑。这就是说�被有些
学者誉为商代后期“ 档案库” 的127坑�在武丁
之后同属商王朝时期即被人为的破坏、叠压�成
为埋葬死者、取土坑或堆放垃圾之处。又如出
土甲骨逾千片的花园庄东地甲骨坑H3�其时
代属殷墟文化第一期（武丁时代）�而H3本身
又被同属殷墟文化第一期的灰坑H2所打破�

也说明甲骨坑H3在较短的时间内即被人为破
坏�人们没有把H3视作“ 档案库房” 对待。

再者�甲骨文不具备查考利用价值�其存放
状况根本无法查考利用。一方面�甲骨文没有
经过整理、分类�更没有经过立卷、编目。从127
坑、小屯南地出土甲骨文可以看出�甲骨文内容
十分丰富繁杂�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
会生活、天文、历法、医学、宗教甚至个人生育等
方面�少见某坑出土甲骨内容单一或以某一方
面为主的现象。诚然�甲骨文内容相当一部分
是十分重要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无论当时或
今天来看都无多大保存价值�这说明当时人并
未对甲骨文内容进行系统的捡选整理�原始文
件没有转化成档案。而且大部分甲骨坑甲骨排
列混乱�不见用绳捆成束或用装具盛装的现象�
更不见确凿无疑的编目现象。另一方面�一个
人人都会明白的事实�那些掩埋于土坑内的甲
骨文�根本无法供后人查考利用。也许有人会
说：“ 甲骨档案” 原本存放在专门的档案库内�之
所以被挖坑掩埋�是由于商王朝后期或商代末
年大规模的内乱或外族入侵导致商人匆忙处置

造成的。实际上�这种推测根本不存在。因商王
朝后期政治相对稳定�国家势力强盛�没有发生
大规模的内乱和异族入侵至殷都的事件�只是
到帝辛（纣）时�才被周族攻灭。而大部分甲骨
出土地点时代单一�且时代多属武丁至帝辛之
前阶段�故不存在因内乱或战争失利而被迫撤
离殷都之前对甲骨文慌乱处置的可能性。

二

陈梦家先生认为甲骨卜辞是商代的 “ 王家
档案” �其理由有4：（1）商代的社会�王与巫史
既操政治的大权�又兼为占卜的主持者�所以卜
辞是商王决定政事的记录；（2）卜辞集中的出土
于殷都安阳�而卜辞中所记占卜之地往往有在
殷都以外的�可见这些在外地占卜之甲骨仍旧
归档于殷都；（3）殷都的甲骨有很多是储积或累
积于一处�可能是当时储档之所；（4）从卜事刻
辞推测�可能当时有人经管这些档案。

诚然�陈先生以上4条理由中的第1条是
正确的。商王是商王朝政治事务中的主体�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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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那些专掌卜事的卜官们
常常替鬼神发言�指导国家大事和国王的行
动。因此�由商王、卜官主持的占卜活动而形成
的卜辞应是政事的记录�是第一手原始记录材
料。但认定卜辞为商代政事的记录�并不意味
着卜辞即为档案�关键是当时人是否把这些“ 政
事记录” 经选择有意的长久保存下去�以便供后
人查考利

用。否则�今天我们只能认定这些卜辞是历史
文献或古代文物�或者说其具有某些档案属性�
而不能算作当时有意保存的、供后人查考利用
的档案。从花园庄东地H3的发掘情况来看�殷
人当时并不想让后人查考利用这批甲骨材料。
该坑坑口距地 表1∙2米�平面近长方形�南北
残长1∙5米�东西宽1米�坑深约2∙7米。坑内
堆积分4层�于坑口下1∙7米直至坑底甲骨集
中堆放�在甲骨堆积层上填了0∙5米的灰土�其
上又填0∙6米较纯净的黄土�然后再用夯打实�
夯土层之上又堆0∙6米的浅灰土。填土经夯打�
这个特征与商代的墓葬相似�显然当时人不想
让这批甲骨被后人盗挖掘出土�当然也就无意
让后人挖掘出当作档案查考利用。

一部分殷都之外占卜的卜辞在殷都发现�
并不能断然得出当时人把甲骨卜辞归档于殷都

的结论。因为存在着这样几种情况：其一�有些
卜辞中的验辞是在占卜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结

果出来之后才能刻写在甲骨上。这就是说�占
卜近日之事�其结果很快即可出来；但要占卜未
来一段时期之事�如某一重要军事行动的胜败、
当年农业收成、雨水是否充足、某地是否受
等�短期内无法验证结果。因此�很有可能当时
把在外地占卜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之事吉凶的甲

骨随身带回殷都�待应验之后再在甲骨上刻辞�
从而完成全部占卜程序。其二�在殷都之外占
卜�因受甲骨原料限制�每一甲骨要卜用多次�
占卜一次甚至多次、数十次的甲骨仍要随身携
带�以备后用。如帝乙、帝辛时代征人方的甲
骨�有多片（如《珠》263）曾经多次占卜�从首次
占卜到最后一次占卜�前后经历1～2月时间�
在此期间也用其它甲骨占卜。④其三�占卜在商

代是一项十分神圣的活动�商人十分崇信鬼神�
把占卜作为人与鬼神沟通的渠道�而甲骨本身
又被商人视为通神灵物�因此�在殷都之外占卜
所用甲骨�尤其是占卜重要事情的甲骨�不能随
便弃之于野外�而应带回到商人认为是上帝、鬼
神所在的殷都�在其宗庙附近掩埋�这才是对上
帝、鬼神的尊重。

关于为何殷人要把甲骨卜辞掩埋于地下的

原因�我认为这仍与殷人的鬼神迷信观念有
关。殷人崇信鬼神�认为鬼神无处不在�无时不
有�而大地、山川、森林诸神及先公先王的神灵
皆位于地下；上帝虽在天上�但由于认为“ 天圆
地方” 、大地边缘与上天相连�故把占卜情况用
刻辞的形式刻写在甲骨上�通过把甲骨深埋于
地下�从而达到与诸神相通的目的。而殷墟发
现的少量非卜辞的记事刻辞�记载着甲骨的来
历、整治及卜官之名�也是有着与神通话、铭功
求 的目的�并不是这些卜官是经管档案之
人。

至于陈先生所言殷墟发现的储积或累积的

甲骨坑是“ 储档之所” 的观点更值得怀疑。正如
前文所述�由于甲骨文发现于许多处地点�若甲
骨文是档案�则“ 储档之所” 实在太多�且“ 档案”
保存条件太差；殷人无意想长期保存甲骨卜辞
供后人查考利用�127坑等坑内甲骨是在武丁
时期即已人为掩埋即为明证；有字甲骨与无字
甲骨、陶器等物混杂在一起�这些说明甲骨卜辞
非档案性质�甲骨坑也非储档之所。

档案学界认为甲骨文是档案�其证据归纳
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在宫殿区周围的半地
穴地下室是商王朝百官臣僚工作的地方和存放

档案之处；（2）窖藏的甲骨大多有朝代可循�有
的窖是存贮一个朝代的�也有的窖是积累几个
朝代的；（3）龟甲与兽骨分别存贮�说明甲和骨
不同用途而异地而藏；（4）有的龟甲被裁成鞋底
的样子�上面还有一个小的穿孔�可以供若干片
龟甲穿扎起来�此即典册之“ 册” 字的原形；（5）
有的甲骨片上刻有“ 册六” 或“ 编六” 二字�可能
当时有了初步的整理。⑤

让我们分析一下以上几点证据。在殷墟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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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区�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发现50多座宫殿建筑
基址�这么多房屋显然并非商王及亲属才能居
住�也可辟作它用。商代后期�房屋建筑已普遍
地上化�甚至普通平民也住在地面建筑之内�只
有奴隶们才住在半地穴式房子之内�而显贵的
官僚大臣不可能在阴暗潮湿且狭小的地下室内

办公。127坑坑深近5米�殷墟E16坑距地表深
至9∙3米（潜水面）仍有甲骨出土�如此之深是
无法存放档案的。故大部分甲骨坑应属掩埋性
质�根本不是什么“ 档案库房” 。诚然�有少量甲
骨坑出土有包含几个商王时期的卜辞�但这种
现象毕竟是少数�其形成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后
期商王使人挖坑掩埋甲骨时�不慎将前期商王
时期掩埋的甲骨挖了出来�后一并掩埋。关于
龟甲与兽骨分别存贮问题�这也许是不同的占
卜对象所用卜料不同；也可能有时代的因素�如
康丁、武乙、文丁时期多见胛骨�少见龟甲。无
论何原因�似乎从甲、骨分贮现象得不出甲骨即
为档案的结论。何况龟甲与兽骨并非绝对都是
分贮�许多甲骨坑龟甲、兽骨二者伴出�如殷墟
127坑和E16坑、小屯南地H17坑、花园庄东
地H3等。关于有的龟甲被裁成鞋底状和有穿
孔问题�这毕竟也是个别现象�而绝大多数甲骨
没有穿孔而为正常龟甲形状。若把甲骨定性为
“ 典册” �需全部或大部分甲骨有穿孔�而不能仅
是个别现象；而且有穿孔的甲骨还应该是成捆
或成摞堆放�这样才符合典册的特性。而实际
情况是甲骨堆放混乱�穿孔甲骨不成捆摞�且从
花园庄东地H3的情况来看�一些无刻辞甲骨
也有穿孔�说明这些甲骨穿孔的目的是把龟料
穿连起来便于运输携带。此外�还有另一类穿
孔�位置不固定�一般一版甲骨上有数孔�孔径
较小�左右并列�这些穿孔目的是为了将同版断
折了的卜甲用细绳相缀连�说明当时人们珍惜
甲骨原料�在甲骨的使用上也存在着“ 节约” 意
识。至于认为有的甲骨片上刻有 “ 册六” 、“ 编
六” 二字从而断定当时已对“ 甲骨档案” 进行初
步整理的证据则难以成立。甲骨文中无“ 册六”
二字�所谓的“ 册六” 应隶定为“ 册入” �此“ 册” 可
能是人名�并非典册之意。而“ 编” 字出现较晚

（东周时期）�甲骨文中还没有编字。
三

在属于 “ 古代东方” 地区的埃及和两河流
域�公元前2000年左右�许多奴隶制国家即已
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古代档案�其种类包括石刻
档案、泥板档案和纸草档案等。若把这些“ 古代
东方” 的档案与甲骨文相比�在是否具有档案的
特性方面�后者显然相形见绌�甲骨文是否为当
时的档案一目了然。

在档案保管方面�“ 古代东方” 具有较高水
平。埃及法老的宫廷内和宰相府内均设有档案
馆。“ 古代东方” 除部分铭文档案是露天放置之
外�用其它材料制成的档案均保管在专门的档
案库内或神庙内。其档案分类装在箱子里�或
装在罐子里�或放在木泥屋和密封的屋子里。
为了便于保管�当时对文件进行了初步编目。
文件分为若干组�每一组由第一份文件的字头
或首句来命名�然后按每组文件的顺序编上
号。为了便于查找�还编有简单的目录。在苏美
尔和巴比伦的神庙里�就有几万块泥板摆在醒
目的架子上�而且备有一览表或目录。经考古
发掘�许多档案几乎是原封未动地保存下来。

“ 古代东方” 国家不仅妥善保存石刻、泥板、
纸草等类档案�而且还广泛利用这些档案。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利用档案提高统
治者的威信和巩固其政权；二是利用档案征收
赋税；三是利用档案审理案件；四是利用档案为
外交活动服务；五是利用档案发展科学和进行
历史研究。⑥

从上可知�甲骨文的出土状况与 “ 古代东
方” 国家对各类档案的保管情况相差甚远�甲骨
文不是作为档案保存的；而且至今也无任何材
料表明商代曾经利用甲骨文资料从事某项活

动�这就再次证明了甲骨文在商代并非档案。
四

否定甲骨文在商代为王家档案�那么与“ 古
代东方” 国家年代相近的殷商时代是否有其它
方面的档案呢?回答应是肯定的。殷商是一个
比较发达的奴隶制王朝�殷商文明在世界文明
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商代应有人们有意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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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私营企业的发展�私营企业档案工作
作为新生事物正在兴起�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探讨。私营企业档案的所有制问题�是亟待解
决的首要问题之一。目前�私营企业档案归谁
所有�姓“ 公” �还是姓“ 私” �众说纷纭。肖文建
先生在《档案学研究》1998年第2期上发表的
《关于私营企业档案管理的几个问题与思考》

（以下简称“ 肖文”）�提出了“ 私营企业虽然姓
“ 私” �但档案不等于私有。” 颇有代表性的观
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
十分有害的。本文就这一问题及相关的几个问
题与肖文建先生商榷。

其一�私营企业与其档案的所有制性质是
统一的。私营企业姓“ 私” �决定了其形成的档

档案�但不是甲骨文�而是“ 典册” 。《尚书·多
士》记载：“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甲骨文中有
“ 典册” 二字�“ 册” 字字形似竹木简之汇集状�
“ 典” 字字形象双手捧册之状。这些典册所记多
是政治方面大事�由史官书写和保存�具有档案
性质。因商代的典册书于竹木之上�经历3000
多年�今天已难以见到实物。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否定甲骨文在商
代是有意保存的供后人查考利用的档案�但由
于甲骨文是当时社会实践活动的真实记录�那
么以今人的眼光�是否可以说甲骨文具有某些
档案特性甚至径直称作“ 甲骨档案” 呢?对于这
个问题的回答牵扯到对档案涵义的解释�不同
的学者可能有着不同的意见。笔者认为�如同
“ 金文档案” 、“ 石刻档案” 的命名一样�在目前没
有其它更确切的名称可命名的前提下�不妨可
以继续使用“ 甲骨档案” 一词�但其含义是指以
今人的眼光看甲骨文有着某种档案属性�可以

说是商代人无意保存下来供后人查考利用的

“ 事实档案” 。但必须澄清的是：甲骨文在商代
并不是人们有意保存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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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本文所用甲
骨材料�未注明者皆引自以上二文。

⑤董俭：《我国古代历史档案的瑰宝－－－甲骨档
案》�《档案学通讯》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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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国硕�郑州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
副主任、副教授）

私营企业档案姓什么?

－－－兼与肖文建先生商榷
张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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