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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甲 骨 文 春 夏 秋 冬

— 商代必知四季说—
夏 尿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
,

第二编《奴隶社会》第二章《奴隶社会的发展—
商代》第

三劣《社会生产和文化发达》
: “

商代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
。

每年分为春
、

秋
,

大月三十天
,

小月二十九天
; 闰月置于年末

,

称十三月
。 ”

(P
.

2 01 ) 书中另一处则说
: “

农业奴隶一年四季都

没有空闲的时候
。 ”

( P
.

1 8 9) 商代一年只分春秋两季
,

还是一年四季
,

没有说得很明白
,

看来

这还是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
,

它对正确估价商代的生产力发展和文化水平
,

是有密切关系和

难以回避的问题
。

主张商代已知四季说的
,

有著名的甲骨学者董作宾
,

他曾耗费十年心血完成《殷历谱》一

书
.

书中通过商人已知冬
、

夏二至
,

证明已能确知四季
。

书中虽有许多值得讨论之处
,

但他

潜心研究的成
一

果
,

未可一概否定
,

精辟的见解也不少
。

主张商人只知春秋两季
,

还不知道有四季的著名学者有于省吾
、

唐兰
、

商承柞
、

孙海波

诸家
,

温少峰
、

袁庭栋新著《殷墟 卜辞研究》也采用商人只知春秋两季说
。

于老专门写过 《岁

时起源初稿 》
,

井在《甲骨文字释林》 首篇《释屯
·

春》中论定
: “

商代和周初只有春秋两季
,

后来

发展为四季
。 ”

商老写过《殷商无四时说》
,

孙海波《 卜辞历法小记 》也持此说
。

因写成《殷虚 卜辞

综述》一书对 甲骨学界颇有影响的陈梦家先生
,

除采取了于老 《释屯》 的字形解释和只有春秋

两季的观点之外
,

在该书《历法天象 》一章中
,

进一步加码推迟中国历史上知道四 季 的 时 代

说
: “

后世春夏秋冬四季的分法
,

起于 春 秋 以 后
。

此 以 前 恐 怕 只 有 两 季
,

即 上 述 的 两

岁
。 ”

( P
.

:22 6 )

以上诸家
“

卜辞只有春秋两季而无冬夏
”

(综述 ) 的论点
,

渊源于甲骨学者认为甲骨文中找

不到代表夏季和冬季 的夏
、

冬二字
,

只有春秋二字
。

这种立论的方法是有很大片面性和主观

性的
。

如果我们在甲 骨文中没有找到或认出
“

金
”

字来
,

是否可以说商代尚无金属的概念呢 ?

商代中期的青铜器
,

在长江流域 出土的四羊尊
、

龙虎尊
,

已经精美绝伦到如此地步犷 怎么会

尚不知冬夏
,

而只知春秋两季? 如果说地处温带的古人先知两季
、

后知四季
,

究竟应先知冬

夏还是先知春秋
,

也还大有讨论余地
。

于
、

陈诸家
“

商人只知春秋两季
”

之说
,

关键在于立论

片面
、

主观
,

只顾一点
,

不及其余
,

而且把甲骨文的
“

牙
”

(夏 )颠倒认作
“

屯
”

(春 ) 字了
,

如果

单凭甲骨文有无某字立论
,

倒是应该认为
“

只知夏秋
,

而不知冬春
” ,

实际甲骨文春夏秋冬俱

乞
,

原始社会采集经济 时代已知四季 的变化
,

夏
、

商
、

周三代的尚不知四季
,

于文献
、

于科

学
、

于情理皆不合
,

因而作《商代必知四季说》
,

就正于治甲骨学和史学的师友
、

同志们
。



一
、

释甲骨文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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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住 >甲骨文

“

牙
” ,

( 2 ) 金文
、

<3 ) 陶文部件
、

<4 >篆文
,

于省吾教授释作
“

屯
” ,

对比 ( 5 >

甲骨文吧屯
” 、 <6 ) 金文

、

7< ) 篆文
,

显然是两起不尽相同的字
。

作为植物初生的形状
,

.

几

有近似

易混之处
,

但一为叶
、

芽
、

茅状
,

初为一字
, 以后分化为三

,

可视作 <邵 甲骨文
“

叶
”

截下一

叶 ; 一为植物初生的藤蔓尖端
,

即
“

藤
”

的初文
,

引申为《说文 》
: “

屯
,

难也
,

象草木之初生
,

屯然而难
,

从少贯一
,

一
,

地也
。 ” “

牙
”
《说文》释

“

牡牙也
,

象上下相错之形
。 ”

段玉裁注以牙

无牡牡之分
,

正为
“

壮牙
” ,

并误
。

古文字形体实为叶芽的
“

芽
” ,

因牙齿从 牙 床 冒 出
,

借作
“

牙
” ,

另加草头作
“

芽
”

代表本义
,

古籍本作
“

牙
” 。

小孩称
“

牙
”

或
“

讶
” 、

小将称
“

牙将气 皆缘

于
`

巴芽
”

本作
“

牙
” 。

甲骨文以
“

今牙
” “

来牙
”

为
“

今夏
” “

来夏
” ,

假
“

牙
”

为
“

夏
” ,

卜辞中
一“

夏天
”

的
“

夏
”

如附图

住 。>
, ;

从林
、

莽
,

牙声 ; 或从 日
,

牙声
,

其从三木
、

四木诸形皆表夏季树木枝叶茂密之意
,

而非春曰草木始发之象
。

或径作
“

林 ,’( 从林从矛
,

矛
、

牙本一字 )与
“

茂
”

也是一字
。

为了减少

刻字
,

以下以
“

茂
”

代之
。

卜辞
“

今茂
”

即
“

今夏
” ,

不释
“

春
” ,

也是它的形体本身决定的
。

《三体石经》
“

夏
”

的一体作附图 <1 1>形
,

从 日正声
,

正
、

牙原是一字
,

下象两叶
,

上止角

形为芽苞形
,

古时《 尔雅》一书
,

也作《尔正 》 ,

即以声符
“

正 (牙 )’’ 代本字
, “

大雅
”

即
“

大夏
” .

“

雅
” “

夏
”

柑通
, “

雅言
”
即

“

夏言 ” .
.

也是人们习知的
。

《三体石经》的从 日正声 的
“

夏
”

与甲骨文

从日牙声的性夏
”

对比
,

仅仅意符的日旁
,

一在上
,

一在旁
。

可证
“

夏
”

从正即牙得声
,

而非从

屯得声
,

读为
“

春
” 。

甲骨文
“

牙
”

(夏 )读为
“

屯
”

(春 )
,

不仅形义来源理解有误
,

更主要的是
“

文字本是纪录语

言的符号体系
” ,

解释文字必需联系上下文
,

即文例
,

整个语言资料
,

用它去检查字形 解 释

是否允当
。

字形分析和语言资料切合
,

形音义相结合才对
,

字形分析和语言资料有出入
,

形

音义本身有矛盾
,

就证明理解有误
,

应 当从新探索
。

试看有关 卜辞文例
:

“

今茂王勿黍 ?
·

一今茂王黍于南?
”

(续 1 5
·

.3 3)



“

来茂不受黍 〔年〕 ?
”

( 粹85 1 )

“

令众人黍
,

入羌方垦田 ? 贞
:

勿令众人 ? 六月
。 ”

(前 7
·

2 8
·

4 )

“

〔今 〕牙亡祸 ? 六月
。 ”

(粹 1 3 8 8 )

《说文》
: “

黍
,

禾属而粘者也
,

以大暑而种
,

故谓之黍
。 ”

《齐民要术》引《把胜之书》日
: “

黍

者
,

暑也
,

种者必待暑
。 ”

又谓
: “

夏至二十 日
,

此时有雨
,

强土可种黍
。 ”

《四时月令》 : “

四月蚕

入簇
,

时雨降
,

可种黍禾
,

谓之上时
,

夏至先后二 日
,

可种黍
。 ”

种黍必待暑天夏 日
,

时令不

饶人
,

若释
“

夏
”

为
“

春气 种黍的有关 卜辞
,

全不能通讲
; 释

“

牙
”

若
“

夏
`

’ ,

则文从字顺
。

卜辞中还有一组重要的史料
,

即殷商所灭的夏人消息
,

过去一直无踪无影
,

原因就是把
“

牙
”

代表
“

夏人
”

的
“

夏
” ,

误释为
“

屯
”

了
,

大量代表
“

夏朝遗民
”

的奴隶
,

或用作
“

人牲
”

祭品的
“

牙伐
” “

多牙
”

皆无所属 ; “

屯人
”

为何? 史无所闻
。 “

牙人
”

即
“

夏 人
” , “

牙伐
”

即
“

夏伐
” ,

夏人

之用作人牲者
; “

多牙
”

’

即
“

多夏
” ,

犹如
“

多羌
” “

多马方
”

之类
。 “

用牙
”

即
“

用羌
”

之类
,

以夏人

为祭品
,

杀祭于祖先神灵
。

我们也作为释牙旁证
,

略举数例如下 :

“

画 〔人名 )来牙 (夏 ) 四
,

在享
。 ”

( 乙 7 5 6 1 )

“

禽 (人名 )来牙 (夏 )伐十二人
。 ”

(佚 1 5 1)

“

贞
:

王伐多牙 (夏 ?)
”

( 乙 3 4 4 1 )

“

贞
:

主伐多牙 (夏 )若于下 乙 ?
”

(乙 4 1 19)
“

贞
:

翌甲午用多牙 (夏 ) ?
”

(乙 7 1 2 8 )

“

贞
:

用侯牙 (夏 ) 自上 甲十〔示 〕?
”

(库 1 1 3 2)

其他
: “

二牙伐
”

(京 24 9 8 )
、 “

二牙
” “

五十牙
” “

十牙
” “

四牙
”

等
.

都有可能是记夏人奴隶数目

的
。

季节的
“

牙
”

应释
“

夏
” ,

误读
“

屯
”

若
“

春
’ ,

从而产生 的商代只有春秋两季
,

而无冬夏两季

之说
,

就应该扬弃了
。

二
、

释 甲骨文的冬

附图扭 2 ) 甲骨文
、

金文及篆文
“

冬气 它的本义是
“

踵
” ,

指示人体的下肢足跟部位
。

繁体

从大
,

省去上肢
,

简化为从入 (即腿初文 )
,

下端打两圈或点
,

指
“

踵
” 。

卜辞文例
“

踵
”

引中为
“

踪
” : “

亡魔踪 ?
”

(前 4
·

3 2
`

7 )
、 “

亡踪趾 ?
”

(南南 2
·

8 3 )
。

人体从头 (元
、

首 ) 开 始
,

到 足 跟

(踵 )终了
。

所 以引申为
“

末了
” “

尽头
”

的
“

终
” ,

一年四季终了的一季叫
“

冬
” ,

踵
、

终
、

冬原是

一字
,

以后
一

分化为三字
,

在 卜辞中完全根据上下文来判断词义
。

作为
` t

终
”

的文例有
: “

王亦终

夕症
。 ”

(著 6 )
、 “

乙
,

其雨终夕 ?
”

(库 8] 0 7 )
、

耳鸣终大 (天 )
”

(前 8
·

5
·

3 )
、 “

帝唯 其 终 兹 邑?
”

(丙 6的与金 文
“

上下帝无终命于有周
”

(井侯篡 ) 用法一致
。

作
“

冬
”

用的文例有
:

“

王观日
:

唯冬
。 ”

(库 1 8 0 5 )

’’

唯冬
”

(燕 4 9 3 )又见于 (林 1
·

1理
·

1 3 )

“

唯王冬八月
。 ”

(前 .5 28
·

2)
“

冬十月三
”

(前 8
·

1 1
·

3)

“

亦取冬月帜 (标识 ) ?
”

(前 8
·

5
·

7)

“

…… 日若
,

在行垦五百四旬七 日至丁亥
,

在冬月
。 ”

(乙 15)

末一例为董作宾先生 引用为商人 已掌握 岁率和二至的重要例证
。

五百四十七日洽是整数

一年半的日数
,

可以推算出殷代 3 65 日为一年
,

丁亥这一天为冬至的可能性很大 (董因以末尾

为六月
,

故定为夏至 )
,

奴隶社会为了保护劳动力过冬
,

将在行地垦 田的奴隶从冬至大祭天地



后
,

从野外为主的农业劳动转入室内为主的杂务劳动
,

以适应霜冻和大地冰封的时令
L。

从某

年夏至到翌年冬至
,

刚刚一年半 ( 5 4 7 日 )
,

是符合中国古代冬至大祭
,

为一年终始之节的历史

传统背景的
。

董作宾论定殷人已掌握冬至
、

夏至二至
,

并说他们用圭表测 日影求二至定岁率
,

是极有

见地的
,

不但符合史籍
“

土圭以致四时 日月
”

的说法
.

也有 卜辞有关
“

至 日
”

的记载为证
。 “

今 日

至 日?
”

(甲3 5 3 0) 殷人观 日影测得的至日尚不精确
,

故 卜以决疑
。 “

比至 日
”

(京 4吕9 0)
、 “

壬 辰

卜
:

比至 日? 壬辰 卜
:

至 日?
”

(乙 5 39 9)
、 “

其至 日戊裸 ?
”

(甲 2 0 0 8) 又见于 (邺 3
·

3 8
·

6)
、 “

至日
’ ,

( 甲 2 0 0 8 ) 董氏引以为憾的是甲骨文未能发现圭表之文
,

今试补充其说
。

圭
,

《说文》 : “

瑞玉也
,

上圆下方
, 以封诸侯

,

故重土
。 ”

今实物上锐下方
,

重土乃堆上以

测 日影
,

堆土记事 (卦之所从 )之孑遗
,

而非以
“

重土
”

为封建
,

而以圭玉表信物
。

古代文明发

展 以后
,

堆土的测 日影标志
,

改以玉
、

石为之
,

甲骨文象形的
“

圭
”

如附图 <13 > ,

亦
“

吉
”

字所

从
, “

吉 日
” “

初吉
”

有
“

开张大吉
”

含义
,

与古代 以圭测影定 日期有关
。

商人既有象形玉圭的文

字
,

遗址又有玉石圭的实物出土
,

联系文献以圭测影
,

商人用圭测 日影当非凭空臆说
,

实属

持之有故
。

“

桌
”

也是 甲骨文有的
,

字书也作从木执声
。

《说文 》以为
“

射华 的
”

的本字
,

圭桌的
“

泉
”

为

兼代
、

假借义
,

测日圭臭的本字应为
“

里 ,’( 从 日从土 )
, 《说文》已佚

,

于涅
、

阻
、

埋等字结构中

见之
。

陛
, 《书

·

泰誓》 : “

邦之机阻
。 ”

贾侍中说
: “

阻
,

法度也
。 ” “

里
”

为堆土测 日影 的 圭 桌 木

宇
,

桌行而里废
。

金文《师兑篡》
“

暑伯
”

的
“

唇
”

是
“

圭
”

的擎乳字
,

附图 < 14 >从里
,

从止向下
,

表以步测距
,

归省声
,

当为
“

暑
”

见于金文者
,

已为姓氏
,

来源一定很早
。

暑
,

《说文 》释
“

日

影也
。 ’ 《玉篇》 释

“

以表度 日也
。 ”

“

表
”

字
,

也是甲骨文固有的
,

从衣外表有毛形
,

旧释
“

裘
” ,

是否作
“

表桌
”

的
“

表
”

用
,

尚

难确定
。

甲骨文可能还有象形表意的桓表
、

标竿之类的文字
,

有待于发掘和 认 识
。

我 们 对
“

晋
”

字的甲骨文提出与二至有关的新意
。

附图 <15 >甲骨文和篆文
“

晋
” , 《说文》

: “

进也
,

从拜

从 日
。 ” “

至
”

误解为
“

鸟飞从高下至地也
” ,

实际是箭矢射至目的
“

至
” ,

有
“

到达
” “

终极
”

的含义
。

“

至
”

也象插在地上的标志
,

代表圭桌测 日影的终极点
, “

晋
”

古文字从二至从 日
,

即表示太阳

(时间 ) 在冬至
、

夏至二至之间
,

循序进行
。

没有测日影定二至的生活经验
,

就不可能缔造这

样的形义的文字
,

后人连它的形义来源都说不清了
,

当然也没有伪造的可能
。

卜辞有
“

至 日
”

的记载
,

甲骨文有冬
、

夏的文字
,

还有圭桌测 日的
“

圭
” “

星
”

字
,

也有从二

至而来的
“

晋
”

字
,

足 以说明商人不仅掌握了冬夏二季
,

而且从冬 日短
、

夏日长的笼统感受
.

进步到仪表实测
“

至日
” 。

三
、

甲骨文的春

附图 ( 16 >甲骨文
“

春
” ,

以杨柳在春天发出的柔枝嫩绿
,

婀娜多姿的形象来表示
。

本来是

原始的象形表意文字
,

以后在金文中才发展
,

出现从 日屯声的形声字
。

卜辞
:

“

今春王登人五千征土方
,

受有佑 ? 三月
。 ”

(后 1
·

3 1
·

6)
“

今春方其大 出?
”

(福 3 ) 有关征伐
、

战争的不下百例
,

说明冬季不便
,

开春后始作大规模

行动
。

他如
“

今春泉来水羡 ?
”

(存 .2 15 4)
, “

今春商义d?
”

(甲 2 12 1) 等都与春季物候相应
。

此字叶

玉森
、

董作宾
、

唐兰诸家皆释春
,

于省吾释
“

条
” ,

因所附月次有三
、

四
、

五及十一
、

十二诸

月
,

认为释
“

春
”

不妥
,

有改释
“

载
” “

一

世
”

和
“

者
”

的
。

但是 卜辞
“

于春裸
” “

自春
” “

不春雨
”

等文



例
,

读载
、

世
、

者都不通
。

月分与季节矛盾
,

不限于春天一季
,

前举
“

冬八月
”

与
“

今牙 (夏 )受

年 ?
”

后书九月
、

十月
,

无论释夏
、

释春
,

均不可通
,

释
“

牙
”

为
“

春
” ,

不因有九月
、

十月否定

商人确知春秋两季
,

为什么冬
、

夏附记月分不对
,

就加以否定呢?

我们从种黍有关 卜辞所记月分中
,

发现有十二
、

十三和一
、

二
、

三
、

四
、

五月
,

暑天种

黍的季节当然不会拉长到八个月分
,

我们对这一问题
,

只有从实际 出发
,

认为商人历法
:

日

以十干的旬计
,

每 日指地球 自转一次
; 月以盈缩

、

朔望一次计
,

指月绕地球一周
,

一月接一

月计算
; 季节以天象

、

物侯和测 日影变化掌握
,

春夏秋冬一终始指地球绕太阳一周
,

各自终

而复始
,

旬
、

月
、

季之间无必然联系
,

各行其是
,

一并写入 卜辞
。

以后历法发展进步
,

才置

闰调剂阴阳合历的矛盾
,

使季节与月分的关系趋向固定
。

卜辞因而亦多月分与季节名相合的

例子
。

商历本身有发展变化
,

未可一概而论
。

四
、

释 甲骨文秋

附图 <1 7 >甲骨文
“

秋
” ,

音义各家所释并同
。

但形义来源也有争论
。

唐兰先生释
“

疑属
.

头

有两角
,

出辽东
”

的
“

蝇
”

(说文有蝇
,

佚范 ) ; 郭老认为龟属没有长角的
,

是蟋蟀一类昆虫
。

前辈大师的争论很有启发性
,

今就字形实际形状看
,

确有触须或触角
,

并有翅羽
,

或收敛不

露
,

或亮出翅膀
,

如果说龟 甩之属有长角的
,

也不会有长翅膀的
,

释 昆虫为是
,

与炸锰蝗虫

一类害虫颇为形似
。

落
,

读秋
,

当与
“

虫L
”

音近
, 《说文》无此而有虫L

,

虫L释为
“

龙子有角者
,

从虫 月声
。 ”

原来
,

是将
“

尾
” “

虫L
”

二字混为一谈 了
。

自古注释家释
“

虫L
”

有
“

龙子有角
”

与
“

龙子无角
”

之争
,

今从甲

骨文提供的字形实际出发
,

币
、

勺为虫L
,

象盘龙
、

勾龙之形
,

为
“

龙子无角 者
” ; “

琶
”

象 蝗

孟
,

为
“

龙子有角者
。 ”

郑樵《通志略》谓
“

龙子有角为爸
,

龙子无角曰虫L
。 ”

独具灼识卓见
。

蝗蠢害
.

虫的
“

奄
”

(以下 以
“

虫L’’ 代 )
,

为什么尊为
“

龙子
”

和代表秋天 ? 试作一解
。

恩格斯

《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

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
、

对立的
、

不可理解的外部大 自

然的支配
,

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
。 ”

田野绿油油的一片庄稼
,

眼看丰收在望
,

有时

突然遮天蔽 日飞来一群蝗虫
“

虫L
” ,

顷时之间把禾苗吞食殆尽
,

这种带来饥荒和死亡的飞虫
,

被视作神灵降灾的
“

有角的龙 子
” ,

取名叫
“

虫L
” ,

后代叫它
“

蝗
”

或
“

孟
” 。

《春秋繁露》 : “

徽州稻

苦虫害
,

俗呼横虫
。 ”

称
“

益
”

从终得声
,

有
“

尽
”

(一扫光 ) 的含义
。

陆佃云
: “

蝗字从皇
,

今其 首
、

腹
、

背
,

皆有王字
。 ”

有如俗谓
“

老虎额上有王字
”

一般
,

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恐怖感造成的
。

商人叫蝗
、

盆为有角的
“

虫L
” ,

以后假借作西风起
,

草木凋零
,

生机尽
,

杀气腾腾的季节名

称的
“

秋
” ,

音义自有其内在联系
。

《尔雅
·

释天 》
: “

秋为白藏
。 ”

注
: “

气白而收藏也
。 ”

《周礼
·

乡饮酒 》
: “

西方者秋
,

秋
,

愁也
。 ”

注
: “

愁读为挚
,

敛也
,

察严杀之貌
。 ”

《月令》
: “

孟秋
,

其神蘑

收
。 ”

《左传注》云
: “

秋物摧 薄而可收也
。 ”

蝗虫名
“

虫L
”

作秋季名称
,

与大自然的摧薄与人们的悲

愁有联系
。

卜辞反央了商人对蝗虫蚀 L
”

的恐惧与敬畏
、

膜拜
:

有蚌
“

虫乙
” ,

唯帝命歉 (原从人从欠?) (前 5
·

2 5
·

1)

今岁
“

虫L
”

不至兹商? 二月
。

(河 68 7)

告蚀 L
”

于河 ? (佚 5 2 5 )

其告蚀 L
”

称 (骋 ) 于高祖夔 `舜 )六 〔牛〕? (粹 2 )

蚀 L
”

大称 (骋 ) 于帝五玉臣宁 ? (粹 1 2)



其宁蚀L
”

于驹 ? (樵续 2 )

蹄蚀L
”

于叩于社 ? (燕 5 9 2)

其拜告独L
”
? ( 南明46 石)

“

虫L大称
”

的
“

称
”

读
“

骋
” ,

即态意逞凶之意
,

多 卜其是否
“

至商
” ,

求神
“

宁
”

以至直接拜祭
,

林享
,

视为龙子有角者的神灵
。

后用为
“

薄收
”

秋神
、

秋季之名
。

卜辞作季节名的文例有
: “

今
`

虫L
”

(秋 )其有降疫 ?
”

(林 2
·

2 6
0

1 3 )
“

今
`

虫L
’

(秋 ) 多雨 ?
”

(京都 19 8 8)
“

今
`

虫L
”

(秋 )邓方掠于穗 ?
”

(存 1
·

5 5 0) 或加火旁于下
,

或表惨烈
、

酷烈之意
,

也假借韭菜的韭作秋 ( 乙 8 8 18)
: “

今韭有腾 ?

七月
。 ”

附图 < 18 ) 象蝗之幼虫
,

强调大足跳跃形状
,

今释
“

越耀阜轰
”

的
“

孟伙蝗子 )
。

当为商人记

田 间病虫害之较早纪录
:

“

孟其出于 田 ?
”

(披续 2 1 6)

五
、

商周时代必知四季余论

(一 )商人观察星象
,

掌握四季
: 《尚书

·

尧典》记载了古人
“

日中星鸟
,

以殷仲春
” “

日永

星火
,

以正仲夏
” “

宵中星虚
,

以殷仲秋
” “

日短星晶
,

以正仲冬
”

观察中星
“

定四时成岁
” , “

疑

古学派
’

认为全是后人伪造
。 `

自然科学家竺可祯先生早在 1 9 2 6年发表了《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星之年代》一文
,

他

通过现代精晚的天文学推算鸟
、

火
、

虚
、

易四中星的位置
,

符合四千年前的中国天象实际
.

得 出了
“

尧典四仲中星盖殷末周初之现象
”

的结论
。

书可以伪造
,

后人却不能伪造前代天文史

上的星象
,

即使是伪书
,

记载了真的传说
,

传说证明符合实际
,

即是信史
。

它当然可以作为

殷 人己知观察中星
“

定四时成岁
”

的旁证
。

卜辞有
“

鸟
” “

火
” “

赘女
” `晶

”

(卯 )
、 “

心
”

即大火星
,

我在 1 9 8 0年古文字学年会论文 中即以

`
啼心

”

的 卜辞说明它是商的分星
、

吉星和保护星
。

商人注意天象连
“

新大星
”

也不放过
。

而且

四方风名的刻词中
“

东方曰析
”

(掇 2
·

1 58 )与《尧典》
“

厥 民析
”

(仲春 ) 这样
“

巧合
” ,

商人在 卜辞

中保留了不少世界最早的天文纪录
,

他们当时连太阳黑子都有纪录
,

有能力凭星象变化判断

季节是无疑的
。

(二 )商人崇拜北斗
、

南斗
: 《史记

·

天官书》
; “

斗为帝车
,

运于中央
,

临制四乡
,

分阴阳
,

建四 时
, …… 皆系于斗

。 ”
《夏小正熟

“

正月
,

初昏参中
,

斗柄县在下
。

六月
,

初昏
,

斗柄正在

上
,

七月
,

斗柄县在下则旦
。 ”

《鸽冠子 》
: 叹

斗柄东指
,

天下皆春 ; 斗柄南指
,

天下皆夏 ; 斗柄

西指
,

天下皆秋
; 斗柄北指

,

天下皆冬
。 ”

甲骨文有二斗字
,

大斗为北斗七星
,

小斗 (后转化为升 )
,

当为南斗六星
,

商人特加崇拜
,

除了指示方向
,

还以斗柄的变化
,

指示四季
,

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

所以倍加尊重
,

卜辞
: “

王

宾 二斗
,

蒸亡尤 ?
”

(前 4
·

2 0
·

6)
、 “

毯于二斗惠…… ?
”

(宁 3
·

23 3 )
、 “

庚
,

从斗诅雨 ?
”

(合 3 6 2)
“

甲辰
,

从斗 ?
”

(合 3 6 2 )
“

从斗
”

文例不下二三十例
,

与
“

从河
” “

从岳
” “

从心
”

体例一致
, 《尔雅

·

释话》
: “

从
、

崇
,

重也
。 ” “

从
”

用为表崇敬的祭名
。

商人拜斗
.

商人重视天象
,

有一定的天文
、

历法知识
,

甲骨文已有历法的
“

历
”

专字
,

如

果连四季都不知道
,

还谈得上什么天文和历法呢 ?

(三 ) 商人拜岁和知十二次
:

甲骨文
“

岁星
”

的
“

岁
”

象斧钱形
,

或加两点
、

两止
,

已有岁星

移动标指时间的
“

步岁
”

观念
。

卜辞
“

王宾岁
” “

拜岁
” “

钓岁
” “

尊岁
” “

俏岁
”

文例习见
,

不下数百



例
,

可见木星 因指示年岁而称
. `

岁
” ,

为人们所崇拜
。

又作
“

今岁
” “

来岁
” “

若干岁
”

的时间单位

词川
,

可见商人 已观察到木星运行十二年一周天
,

每年行一次
,

为一岁
。

商人当有十二次
、

十二辰的概念
。

商人纪 日
,

十 日为旬
,

以十干与十二支 ( 子 )组合为六十甲子
。

十二支
:

子
、

丑
、

寅
、

卯……应为十二辰名
,

以后又用为十二 月名 (因商有十三
、 一

日必月名
,

当非其朔 )
。

商 人的关于岁星和十二次的天文知识水平
,

也反映了必知四 时无疑
。

(四 )商少
、

通过物候掌握四季
:

植物学家通过对植物种子光照的实验
,

知道它们是通过一

年四季光照时间的变化
,

日夜长短的变化感知季节时令变化的
。

飞禽走
一

兽知道季节变化
,

是

尽人皆知的
,

野 鼠知道为越冬储备粮食
,

中国的候 鸟主要的有六种之多
,

甲骨文有雁亮字
,

有生动的燕字
,

不会不对它们冬天南 匕
、

夏天北往加 以注意
,

从它们南 来北往判断时令的变

化
。 “

夭命玄鸟
,

降而生商
” ,

商人和燕燕更是关系密切
,

卜辞有许多
“

网生凤
” ,

捕捉
“

生雏

鸟
”

的纪录
,

捕捉
“

小燕
”

一次多达五十只
,

不知是为了好玩
,

还是宗教仪式所需
,

但是地处中

原的商人
,

不会不知道冬天燕子消失了
,

第一只燕子带来春天的消息
。

到了初夏乳燕声声
,

盛夏正是母燕忙于哺育雏燕的季节
,

秋凉霜冻以前
,

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燕子
,

准备参加一

年一度的南征 了
,

冬天就不见燕子的踪影
。

单是玄鸟就给商人带来了四季的信息
。

如果说少
、

类本身无辨别季节变化的能力
,

连冬天冻得发抖
,

夏天热得冒汗都不知道
,

号

称
“

万物之灵
”

的人
,

也会通过观察物候知道四季的存在的
。

远在原始采集经济 的生活中
,

人

们 已经知道寒暑易节
,

什么时采集什么果实了
。

到了渔猎经济
,

人们要掌握猎捕对象的季节

性
,

才能吃饱肚皮
,

赖以生存
。

农业经济
,

新石器时代 良诸文化遗存 已有稻禾 的 种 植 的 迹

象
,

世世代代摸索
,

肯定会知道作物的季节特点
,

从而知道春耕
、

夏耘
、

秋收
、

冬藏
,

良诸

发现的五六千年前大量石镰
、

蚌镰收割工具和陶罐里装的谷种
,

说明正是为了冬天收藏
,

来

年
。
汀以收割和播种用的

。

甲骨文反映了丝麻织品的存在
,

蚕户不会不知道春天采桑养蚕
,

夏

天结出白花花的茧子
。

如果说商代农家还不知道四季
,

是脱离农业季节性实际的
。

农民知道

什么时令什么鸟叫了
,

不 叫了 ; 什么花开了
,

什么果熟 了
,

什么时令开始打雷
,

什么时令降

庙
,

什么时令冰封大地
,

什么时令河流结冰
,

什么时令解冻
。

甲骨文正是用柳枝婀娜 的象形文字代表
“

春
” ,

树叶茂密
、

`

枝条繁盛作为
“

夏
”

字的特征
,

用蝗虫的形象反映树木草叶凋零
,

作物收敛
,

有如
“

暮收 显威而一扫精光
。

用
“

终结
”

的
“

终
”

的同一字形
,

代表一年终结的季节
“

冬
” 。

实际也在字形上作出了物候的反映
。

甲骨文有翻毛皮裘
、

种种丝麻织衣的字形
,

殷王和贵族老爷们
,

不会不懂得
“

冬穿轻裘
,

夏穿纱
”

的道理的
。

殷王除了
“

东寝
” “

西寝
”

之外
,

还有
: “

今 日王其水寝 ?
”

(佚 9 2 1) 对 比
“

今二

月宅东寝?’’ (燕5 9 5) 看来春天住东宫
,

夏天有时到荷花飘香
、

清风徐来的水上宫殿住一宿别有

风味
。

奴隶主单从享受出发
,

也不会不知道寒暑冬夏之分
。

甲骨文用室内结冰
,

人受冻代表
“

寒
”

字
,

还有表示在室内冰冻伤脚的
“

赛
”

字
,

说他们还不知道冬夏
,

也是脱离甲骨文实际的
。

商人必知四季
,

这是商代文化和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

附注
:

附图甲骨文
“

夏
”

<1 1) 应为 <1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