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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与《殷墟卜辞综述》 

百年国学经典

陈梦家与《殷墟卜辞综述》 

张践  发布时间： 20070511 10:00  光明日报 

   陈梦家（1911—1966），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一个新教牧师的家中，青年时代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
1932年陈梦家到北京燕京大学，就读于宗教学院。1934—1936年，他又攻读容庚教授的古文字学研究生。
1944—194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期间，曾收集流散在欧美的商周青铜器资料。陈梦家自称：因
研究古代的宗教、 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古史和考古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梦家先生就发表了《古文

字中之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祖庙与神主的起源》等多篇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
响。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陈梦家从清华大学调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这一时期，他的学术研究
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其代表作有《殷虚卜辞综述》、《中国铜器综录》、《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缀述》、
《尚书通论》等。  

   陈梦家先生在国学方面的最高学术成就，还是体现在甲骨文和殷周宗教方面，而《殷墟卜辞综述》则是其
代表作。1954年完成，1956年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一书，被认为是甲骨文研究方面的百科全书。在此书
中，陈梦家对近代以来甲骨文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因各革损益、继承发展。
他在甲骨的整治与书刻、甲骨文的出土与研究、甲骨文的构造与文法、殷代的历史断代、天文历象、方国地
理、政治区域、先公旧臣、先王先妣、亲属百官、农业生产、宗教文化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与研究。
这本70万字的鸿篇巨著在国内外被反复印刷出版，成为甲骨文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之一，至今仍被经常引用，
是殷周史研究不可逾越的重镇。  

   陈梦家进行古文字和古代史的研究，根本的目的还在于古代宗教的研究。通过研究甲骨文和金文，陈梦家
为我们清晰描述了殷周时代宗教的大致面貌。在甲骨文出土以前，中国学界关于夏、商宗教的认识，基本是以
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尚书》、《周易》为素材的。其中的宗教观念，多是西周时期的看法，如将至上神称为
“天”。陈梦家通过对甲骨卜辞的深入研究证明：“殷代的帝是上帝，和上下之‘上’不同。卜辞的‘天’没有作‘上天’
之义的，‘天’之观念是周人提出来的。”（《殷墟卜辞综述》第581页）甲骨文的“天”写作“”，表示人头上的天
空，并没有神性，而且不与上帝通用。“卜辞并无明显的祭祀上帝的记录。”殷代的帝王认为自己的祖先死后回
归“帝廷”，“宾于帝”，是上帝永远的客人。他们只能通过祭祀祖先，将自己的意愿转告给上帝，从而得到上帝的
祐护。所以殷代的祭祖仪式隆重、复杂、神秘、奢侈。  

   1957年，陈梦家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不赞成废除繁体字实行简化字，以及实行汉字的拉丁化。
仅仅是由于章伯钧曾经赞同他的观点，他便被定性为“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的急先锋”，错误地被划为“右派”，
受到无端的迫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梦家先生受到了连续的“批判”和“斗争”。为了抗议这种人格侮
辱，陈梦家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自杀。“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陈梦家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历史的实践证明了陈梦家先生的先见之明，几十年来，各种汉字拉丁化的方案都失败了，这说明这一尝试
是不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汉字是中华民族交流思想的工具、哲学思考的载体、民族
智慧的结晶。仅从政治凝聚力的角度讲，汉字对于我们民族的贡献就是无与伦比的。在没有广播、电视的古
代，在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国土内，国民交流的基本语音根本无法统一。如果没有汉字这样一种象形文字，而
是使用拉丁化的拼音文字，中国肯定会像欧洲一样，分化成许许多多的小国家。在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
大理想之时，我们更加怀念为这一复兴而付出了智慧、心血和生命的国学大师们！  

   最后，我们用陈先生的一首小诗来结束这篇短文：“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
己的渺小，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野花是脆弱的，“一岁一枯荣”；但是
野花也是坚强的，“春风吹又生”。陈先生用他“渺小”的生命护卫的国学事业，生机勃勃，强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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