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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的创造到易经系统的形成：

中国原始文化特有的占卜学1

         （法） 汪德迈

一  汉字原起于龟卜

1.甲骨文之前中国没有文字

许多学者认为汉字的起源应该是半坡与大汶口遗址出土陶器上类似象形文

字的图画。然而，若提到文字，就令人想到某些符号相互组构，而在此之前，

没有文字，仅有单一的符号。所以中国文化里最初出现的文字只起源在卜辞中，

因为仅仅在卜辞中文字之间开始有关联性的特点。

关于这一点，有人反对的论点是：甲骨文进化到在它之前肯定已开始用一

种文字，初时形状原始，之后逐渐改进，然而我们今天寻不到痕迹，因为这些

文字该出现的媒体，如树皮、木头、动物皮或其他媒介物等，皆因容易腐蚀而

消失得无迹可循。而仅仅甲骨文则可留存。

而我则反对这个观点：因为有比甲骨文更经久的文字媒体，那就是铜器。

我们今天甚至还有保存得非常完整的金文参考资料。然而，虽然第一个铜器早

出现于西元前 1600 年，二里头遗址的商朝那一地层上2，但也不过是两个世纪

后的武丁在位末期，才出现最初的有金文的铜器（其铭文尚未成长）。在此之

前，跟陶器一样，也有的铜器上刻有图画的，但是从来没刻过文字。而铜器上

的文字，不过是在甲骨文的文字体系已经发展得非常完整后才出现，所以我认

为甲骨文之前中国没有文字。

然而，甲骨文中出现的文字体系为什么突然一下子那么完整，这又如何解

释呢？我的说法：这个体系本身不是语言的传达工具，而是占卜学所用的准科

学性的工具，是多少世纪以来渐趋完善的占卜学问所孕育出的。

2.占卜学的合理性与中国新石器时代占卜制度的演变

至今，仍有不少与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同种的大草原民族依旧沿用下来

的骨卜制度，但是他们的占卜方法还是很粗糙的。相反地，商朝以前龙山文化

时代的中国人所使用的占卜技术就已十分精湛发达：

1°首先可看出的是龙山文化末期，进入岳石文化，当时之所以用的龟甲占卜是

因为乌龟本身就代表整个宇宙的形象（圆形体的背甲象征“天”，四方形的扁

腹甲象征“地”）：以乌龟为宇宙的缩影，在这几乎可说合乎实验科学精神的

程序下进行占卜，就是使占卜技术显著地合理化。

2°其次，特别是在二里岗北边不远，与它类似的下七垣遗址处，发现了龟甲，

其反面上施以钻凿的痕迹（整体看来，“钻”出来的形状呈正圆形，“凿”出

来的则呈椭圆形）；这种技巧极其不易。其实，在骨胛或龟甲上挖出小洞，商

朝以前就已经出现过：因为龟骨硬得不易致坼，而其上挖出小洞能使龟骨变得

薄些，就容易烧灼见兆。可是为什么须要钻凿并施，使小洞这么复杂化呢？董

作宾说：“凿之，所以正面易于直裂也；钻之，所以使正面易于横裂也；钻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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