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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甲骨学六十年》

书籍目录

鼓励与期望起点和追求
《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序（1979年12月）
《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序（1979年12月）
前言
小引新中国成立前五十年甲骨学形成与发展的回顾（1899—1949年）
第一节甲骨文的发现及其出土地点的确定
第二节甲骨文的搜集、著录及流散国外
第三节《甲编》、《乙编》——科学发掘甲骨文的总集
第四节从《契文举例》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第五节凿破鸿蒙——“大龟四版”的启示和《断代例》的发表
第六节YH127坑甲骨发现的重大学术意义
上篇甲骨学深入发展阶段（1949—1978年）
第一章甲骨文发现和著录
第一章甲骨文发现和著录
第一节甲骨文的新发现
第二节周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
第三节胡厚宣在甲骨文流传方面的新贡献
第四节甲骨文的辨伪和缀合
第五节集大成的著录——《甲骨文合集》
第二章甲骨文研究
第一节甲骨文中一种“异形文字”的发现及研究
第二节甲骨文字的考释和于省吾考释文字的新贡献
第三节对“文武丁时代卜辞的谜”的探讨
第四节古代占卜的再现
第五节甲骨文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殷虚卜辞综述》
第三章甲骨文研究和考古学
第一节甲骨文研究与殷墟文化分期
第二节商代社祀遗址的第一次发现
第三节人肉的筵宴——殷墟祭祀场的推定及其意义
第四节殷墟五号墓的发现及其时代的考定
第五节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又一个“疑团”
第六节考古发掘对“自组卜辞”和“卜用三骨”研究的新启示
第四章甲骨文研究和历史学
第一节对商代社会性质的探讨
第二节“众”和“众人”社会身份的“面面观”
第三节殷代的王权和王权的神化
第四节殷代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第五节商族图腾与氏族遗迹的研究
第六节殷王朝疆域的研究
第五章甲骨文研究和古代科学技术
第一节近年来对商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
第二节畜牧业和养马技术方面的新成就
第三节甲骨文“金”字的发现和殷人对金属的认识
第四节商代的医学
第五节商代的天文历法和数学
第六章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的卓越贡献
第一节郭沫若与甲骨文的搜集和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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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
第三节郭沫若的历史唯物主义商史研究
第四节老一辈甲骨学者的“益友”和初学甲骨者的“良师”
第七章30年来甲骨学的进展与我国甲骨文研究的展望
第一节30年来我国甲骨文研究的主要成绩
第二节近年来世界各国甲骨文研究概述
第三节我国甲骨学研究的展望
第四节一支坚强的甲骨学研究队伍正在茁壮成长
下篇甲骨学全面深入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
第八章甲骨文新资料的不断出土及所谓的“新发现”种种
第一节殷墟甲骨文的不断出土
第二节殷墟以外商代有字甲骨的发现
一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的商代甲骨文
二桓台史家遗址的骨刻文
三河南郑州商代有字甲骨的再发现
第三节关于早于甲骨文的新材料及甲骨文的“新发现”种种
一关于“早于甲骨文”的昌乐骨刻文
二中国文字起源探索的新资料——大麦地岩画
三关于福建霞浦发现“甲骨文”
四谈韩国学者“发现的”红陶罐上“商帝辛固陶文”
五关于《韩国知名学者称韩国人祖先发明汉字》的新闻六甲骨文在红海的“疯狂猜想”
第九章传世甲骨的集大成与新出甲骨的公布，为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甲骨文的公布著录与甲骨学研究的发展
第二节1949年以后甲骨学研究资料的匮乏与《甲骨文合集》项目的提出
第三节《甲骨文合集》是甲骨学全面深入发展阶段的里程碑
第四节科学发掘所得甲骨的“最科学的著录书”——《小屯南地甲骨》
第十章新时期不断出版的甲骨著录，为甲骨学研究全面深入发展注人了新活力
第一节传世甲骨的陆续结集与科学发掘甲骨的著录：《合集补》、《乙补》、《花东》、《村中南》
、《续补》
第二节精粹甲骨文的著录：《精粹》、《甲文解》（韩）、《商周甲文》、《读本》（台）
第三节民间收藏甲骨的整理与公布
一百年来民间“存骨”的不断现身
二民间“存骨”的集中著录：《洹宝》、《辑佚》、《张藏》、《戬旧拓》
第四节国内单位收藏甲骨的再整理与著录
一收藏单位公布甲骨的全面化与著录编纂的“更臻完善”
二单位所藏甲骨的再整理与著录：《国博藏甲》、《北珍》、《上博》、《史购》、《所藏》
第五节流散海外殷墟甲骨文整理著录的新成果
一流散西方各国甲骨文的整理与著录：《怀特》、《法藏》、《英藏》、《德瑞荷比》、《苏德美日
》、《瑞斯》
二流散日本殷墟甲骨的整理与著录：《东化》、《天理》、《中岛》
第十一章甲骨文断片缀合不断取得新成果
第一节1949年前50年（1899—1949年）甲骨文断片缀合的简要回顾
第二节1949年以后缀合研究有了发展
第三节1978年以后甲骨缀合取得新成就
第四节《甲骨拼合集》与“甲骨形态学”
第五节《甲骨拼合集》与甲骨缀合的新阶段
一甲骨缀合初级阶段（1917—1945年）的局部复原
二甲骨缀合的发展与成熟阶段（1945—1999年）——“定位法”的提出与整体复原
三“甲骨形态学”研究与深层次、多角度考察的缀合新阶段（2004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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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甲骨拼合集》成功的启示
一已公布甲骨资料的缀合“无限性”与新公布甲骨资料的推动
二甲骨形态学的完成与缀合研究的发展
三《甲骨拼合集》与甲骨缀合新秀
第七节缀合研究新秀团队式成长的思考
第十二章甲骨学的新分支学科——西周甲骨学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关于西周甲骨文“古已有之”的推测种种
第二节西周甲骨的发现和确认
第三节周原甲骨的成批发现与公布
第四节西周甲骨学的形成与发展
第五节西周甲骨研究的深入发展（1982年5月至2002年）
一西周甲骨的科学整理和新材料的公布
二西周甲骨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第六节西周甲骨全面深入研究时期（2002年至今）
一《周原甲骨文》与西周甲骨学的全面深入发展
二西周甲骨的新发现将推动研究的继续发展
⋯⋯
第十三章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新成果及敲向“两系说”架构的一记重槌
第十四章甲骨学商史研究新作与突破性成果
第十五章殷墟“申遗”的成功，开启了保护、弘扬与研究的新阶段
第十六章古文字学研究生培养60年
附录一甲骨文著录目及简称
附录二新中国前30年甲骨文编年论著目（1949—1979年9月）
附录三甲骨学大事记（1899年至今）
附图
索引
后记
后记之后
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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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爬梳材料尚可。语言通俗口语化，就是内容重出杂沓的地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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