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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進雄(1941- )，臺灣高雄人，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

(下簡稱臺大)中文研究所，在學中受業於金祥桓( 1918-

1991) 、李孝定 (1918-1997 )、屈萬里 (1907-1979 )諸先生，深

於文字、甲骨之業。 1968 年受聘於加拿大多倫多市皇家安大略

博物館遠東部，負責整理館藏的商代甲骨文字。 1977 年起在多

倫多大學東亞系教授中國文字學、經學史、中國古代社會等課

程。許先生於 1996 年任臺大巾文系教授， 2006 年轉任世新大

學中文系教授，講授中國文字學、甲骨學、中國古代社會、中國文

物等課程。言午先生對甲骨研究特別專精，發現以甲骨鑽鑿型態

為根據的斷代方法，被中國河南省安陽博物苑甲骨展覽廳評為

對甲骨學有貢獻的二十五名學者之一。作者著作甚豐，計有

《殷令辭中五種祭祖的研究~ (臺北: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1968

年)、《←骨上鑽鑿形態的研究~ (臺北:藝主印書館， 1973 年)、

《明義士所藏甲骨文字~(多倫多:安大略省博物館， 1977 1f.)、

《中國古代社會H臺北:商務印書館，修訂本， 1995 年，有中、韓、

英文版)、《簡明中國之宇學~(臺北:學海卅版社，修訂版， 2002

年)、《古事雜談~(臺北:商務印書館， 1991 年)等十多本專著及

四十多篇論文。北京中華書局為推動兩岸學術交流，近年致力

於出版海外學者，特別是臺灣學者的著作，以收交流互勵之效。

今中華書局出版《許進雄古文字論集~ (北京:中華書局， 2010

年) ，使海內外學者得見許先作詳稽博辨之文，并進一步認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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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綜合分析之法。本文嘗試分析論文集之特色，以助讀者

窺其堂奧。

(甲)按發表時間為順序，展現作者研究

重點及整個學思過程

先賢嘗謂讀書首當審其序跋，精思細讀，乃可得其書旨泰

半，誡哉是吉也!若《太史公白序》、《說文解字序》等諸篇，熟讀

慎思，可貴通書旨。許先生之論文集亦如此，審視論文首篇《我

的研究生涯(代序吟，可知其繃著之要胃、學問之源流、為學之

吹第、所究之問題、著述之種類，可謂得其學問之端緒矣。 作者

謂本論文集收錄音侖文以時間先後為序，是其治學成果的總結，展

現出其不同時期的研究重點和整個學思過程。簡吉之，論文集

集中展現許先生研究的成果與發展，對暸解作者的治學態度和

方法，以至其獨特的研究方向和創見，均是極重要的參考資料。

(乙)論說綿密詳盡，舉證多樣而表現形式豐富

1.論證豐富，正反申述，深具說服力

科學論說之文，得失高下在乎舉證之博宮，論說之精闢。 作

者於各篇論文展示其盟富的論證，舉凡各種古籍文獻、出士器

且、民俗傳說，以至物理、醫學、地理、氣象、化學等現代科學知

識，取其合者而用之，可謂雜引百科，用裁得宜。可貴的是，作者

每以前人研究為基礎，先以古文獻比較探究，解說文字，常先以

《說立:~為張本，而以考古擇物及現代科學知識加以修正，深得

張舜徽先生“研究金主、甲之，必以《說文》為基礎"之旨，這使論

說更為圓滿，少有論說不周之處。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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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文字看林與病疾的關係》一文(曾發表於《中國文字》

第 10 期， 1985 年 9 月) ，表現作者雜蝶古今白一科知識，取其可用

者，合而分析，并加以反復申述，正反論說并用，使論證豐富充

實，深具說服力，令人難以辯駁。作者認為，立字是人類用作記

錄和溝通的工具，往往反映創作時人們的生活環境和日常用具，

以及古人的習俗。如果今人能從古人的心態，通過古人的文明

深度去考查創造的文字，更易體會古人創字的用心。由此可見

作者相當重視從文化、民俗的角度，以及社會發展的背景知識去

理解古人造字的原意。本文以甲骨文“宿"和“疚"兩字造字含

意的異同為起點，指出其主要分別在於寢具的不同。“疾"宇像

一人躺於抹上，有明顯淌汗的病徵。作者在討論過程巾，除引用

一般的文獻材料外，更引用頗多建築、考古材料，如討論古人的

防湖、防濕技施和先秦時期淋的發展時，引用楊鴻勛《仰韶文化

居住建築發展問題的探討》、祁英禱《中國早期木結構建築的時

代特徵》、石璋如《殷代的夸士、版築與一般建築》等建築及考古

研究材料。作者通過基礎物理知識作出推理和論證，推論春秋

時代還有不少人睡於地上(頁 366 ， {許進雄古火字論集扒下

同)。在論證古人習慣把快要病死的人放在抹上時，作者詳細

引述臺灣近代習俗，指出其和古代華北中原民俗的密切關係，推

論林是古代臨死者的安放處(頁 368) 。作者認為，由於春秋戰

國以後醫療水平的提高，春秋以後平均壽命大隔提高，直接引致

古人漸漸把林當作日常寢具，於此作者以多項古代醫學的考古

資料作論據，說明淋的功用的變化(頁 369) 0 觀此文可見作者

取材之慎，論說之周詳慎密。

2. 觀察入微，能發現重要關鍵繞寰

裘錫:毛先生(1935- )曾講述考釋古丈字之方法，認為考

釋古文字要結合古今的方法和材料，運用字形和文例作分析，并

充分掌握宇形規律。 [2) 這要求學者具備盟富的學養和清晰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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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并能在比較探討中發現錢索，從徵細的差異和特徵中找山錢

索及答案。許先生圓熟掌握“|科襲比較法(對照法) "、“辭例推

勘法"和“部件(偏旁)分析法"等考釋方法，在本論文集中充分

展現其運用之靈活，并顯現作者觀察入徵之處。如在《工字是

何形象þ( 曾發表於《巾國文字》第 23 期， 1997 年 12 月)一文巾

解說作為製作和使用T令具的“ T_"宇的造字意義 :T其本身及其

使用者，是古代文明的一個重要範疇，“工"字造字意義的探討

亦因此聯繫到古代工藝技街的發展情況。文中先列舉歷來學者

的說法，并提出疑問和反駁，繼而表示較贊成其中一說 築秀

士之中午。 [3J 其討論涉及探討“攻"字里作為敲打工具的“工"字偏

旁的含意，從而列舉一系列有關于持由柄“史"部件敲打的動作

的 25 個宇(頁 554-556) 。作者通過對這 25 個宇的考察，對其

中有“下一"宇偏旁的四個小點更作深入的探討，并由此推想“下一"

字是個樂器形，準確地說工字的創意取自石聲之形，其論據主要

來白出士的古編鐘及出士銅器上的樂器圖案O 工字取形於樂器

之說甚有創意，大異於往昔請家之說，作者“大膽假設，小心求

證對字形中小點的意義能窮究其由，其謹慎細密而客觀的治

學態度，實足供後進學人取法。

3. 形式多變，圓例及列表清楚明晰

在學術論文中，若適當地以列表、描繪、景印、照片、解剖結

構圓等作為文章捕固或附錄資料，實能有效地加深讀者對立章

的理解，并給予讀者材料豐富、表現方法活潑的良好印象。本論

文集在探討問題時，運用手于科知識範圍廣闊，加上作者經常觀

察、研究大量甲骨文和金文材料，故大部分論文往往附有各類資

料列表、數據表、甲骨描本、實物景印(如甲骨、古劍)、漢墓壁畫

照片、青銅器鑄造模具解剖結構圖等，使讀者可以實物眼論文內

容參考對照，加深對論證過程的瞭解。如在《五種祭紀的新觀

念與殷曆的探討þ( 曾發表於《中國文字》第 41 期， 197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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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作者認為，商代王室祭祖祖先的實錄，自然顯示其月日

安排的實際情形來，提供了殷人布曆根據的錢索。作者在研究

第丘期背甲上的一些丘種祭祖←辭後，曾嘗試重新編排帝乙、帝

辛辛巳譜，驚異地發現一些令人想像不到的規律，看來似乎與天體

運行的現象或與殷人布曆的考案有關(頁 139 )。為證明其發

現，作者以圖表展示嘗試排列的帝乙、帝辛的祖譜(頁 145-

151) ，先詳細列明各項甲文及其山處，繼以列表詳細列明帝乙、

帝辛的祖譜，并引領讀者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 五種祭祖

的創制一定有一些意義和殷曆有很大的關係，甚至可以說祖周

可以代替曆法使用(頁 151 )。

(丙)所收論文既有專題性專科論文，

亦有推廣普及古文字學之作

1.甲骨斷代、商代祭把及殷曆問題的考證和探究

甲骨文的分期斷代研究，是甲骨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自董作

賓先生提出十項斷代原則後，後繼學者此不斷努力探求其他斷

代方法，或繼承董先生的原則而加以發揚。其中羅衛東先生撰

文肯定董先生確立甲骨斷代標準的學前意義，認為這標準是探

求漢字演變規律，掌握漢字演變面貌的重要于段。 [4) 學者對斷代

標準各持異說，但基本上皆認為董作賓先生之說較完整齊備，是

主要的斷代標準原則。如詩t~齊先生曾撰文，對林蓓先生認為甲

骨文宇體是斷代的“唯一"標準提出質疑，并指卅董作賓先生的

十項標準才是行之有妓的原則。 [5) 有些學者則探求新的方向和

標準，如陳練軍等根據轉換生成語法的原理，通過研究祭祖動詞

在各期的分布，以建立斷代標準。 [6) 另一些學者則集中在難以斷

代的帝乙、帝辛的問題上，如峽西師大的王暉等[7)本書作者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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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雄先生則提山另一項新的斷代標準 “鑽鑒" ( <<鑽鑿對←

辭斷代的重要性}，曾發表於《中國文字》第 37 期， 1970 年 9

月)。

商代祭租的主主本規律是許先付三經常探討的研究課題，這規

律和殷膺，甚至商代王位繼承均有直接闆係。本書《對張光宜

先生的〈商王廟號新考〉白色幾點意見》一文(曾發表於《中研院民

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期， 1965 年) ，指出張光宜先生(1931-

2001 )的分析結果不合乎事實。張光宜先生以人類學的交表婚

觀點來解釋尚朝的王位繼承法，作者以為張氏選擇史證不移慎

重，且未能正確讀解甲文。許先生文帝先以列表展示張先生

“兩大集團"輪流繼承王位之說，俾讀者能瞭解其說(頁 36-

37) 。然後以甲骨文←辭世系及《史記﹒殷本紀》商不繼位吹序

的王位繼承世系表，對照張先生繼承系統之說，許先生的資料表

列清楚明晰，使讀者知所去取(頁 37-38 )。在分析對比仲丁、

外主、河直甲、祖乙四王世序時，許先生表列《殷本紀》、《三代世

表》、《世本》、《古今人表》等各家說法，頗能理清析說理路，有助

許先生證實其觀點(頁 41) 。值得注意的是，許先生在證明儒家

正名說與“吋以于貴"的關係時，羅列《春秋》巾記載妻葬名號的

記錄十六則，論證充足(頁 45) 。文章最後對張先生之作提山四

點疑問，分析甚為詳盡。探討商代祭祖的有《甲骨←辭中五種

祭扭扭首的商討》一文(曾發表於《中國文宇》第 22 期， 1966 年

12 月) ，許先生仔細比較甲骨材料後，提出以“盟"為祖首的看

法，甚具創見。五種祭祖指五個字巳典，是一種景密完整、連綿不

斷的祭典，董作賓先生名之為五把統。董先生提出“多為祖首

說陳夢家先生從其說。島邦男則針對董先生的論據缺失而

提出“祭禹祖首說"。作者於二家之說有所存疑，於是引用多條

甲骨←辭作為論據。為配合其說，作者以四個附表列明資料，四

個附表為《至更為把首，把馬祖統時》、《祭禹祖首，把馬祖統時》、

《多為祖首，把為把統時》及《祖為王及位年時)) (頁 6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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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從而提山以“盟"為五種祭祖之祝首此一較“多為祖首說"

和“祭禹祖首說"更恰當的看法。

2. 通過古文字深入淺出地分析古代社會制度、習俗

人們通過古文字可認識古代文化的各個面貌，并從廣闊的

文化曆史層面，對古文字作出多角度的全面的審視和整理。近

年興起的“主化主字學便是以主化學的觀點來分析語吉夫;字

現象。據今人劉志成所述，“文化文宇學"的內容主要是研究語

吉夫字的發生、演變及其與文化之間係。它從主化的各方面:思

維、哲學、政治、宗教、民俗、稱謂、服飾、建築、飲食、生產、科技、

藝術等，探討文化各層面和語育的關係。文化文字學主要有兩

個觀點: (一)以文化的觀點看文字，研究華夏文化對漢字的起

源、演變規律、結構彤成的作用; (三)從文字角度看主化，探究

漢字的性質和功能對華夏主化的適應程度，以及漢字對華夏之

化的反映和作用，從而判斷漢字的前途。 [8)

許先生在多篇論文里，均從“文化文字學"的理論和角度審

視古文字，運用多種最新的學科知識對古文字的造字意義及演

變作全面的闡述。古代祭把對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特別娃對

宗教、政治、思想、社會制度等，均有深遠的影響，探求古文字中

祭租的名稱，是研究古文字的演變及古代文化面貌的一個重要

切入點。在眾多祭祖儀式巾，“素"祭是源於原始宗教的古老祭

祖方法，它是眾多祭把方法之一，其流傳和影響極為廣泛和深

遠。西周時畫著祭十分盛行，東漢以降，雖然儒、釋、道三大宗教磅

磚於中國社會，并滲透人普通大眾的生活之中，但作為原始宗教

儀式的東祭，在民間仍然十分流行。中國的原始宗教有廣泛的

民眾基礎，生命力旺盛，其中奈祭便是典型例子。 [9) 許先生以數

篇論文，從“文化文字學"的角度探討“翁"字的涵義及它和古建

築，以至政治制度的關係。《說京》一文(曾發表於《中國文字》

第 13 期， 1964 年 9 月) ，分析“素"字本義及其宇形變化規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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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商代各期甲骨文中的“寶"字字彤表列，清楚展示其化衍之

渣。作者廣引典籍，留心經史注文，從巾找出頭緒，如分析“素"

祭與封禪的關係時，引用《禮記﹒槽器》經文“因名山升巾於天"

之鄭室主及孔疏，理據詳明(頁 31) 0 ~京祭、封禪與明堂建築》

(曾發表肘《中國文字》第 19 期， 1966 年 3 月)一文，解說“素"、

封禪和明堂「者間的關係，對解釋明堂用途甚有創見。文中引

用民族社會學家的觀點，指出古代自犀和把火有十分密切的關

係，如引用李宗個先生於《中國古代社會史》所說，指出中國古

代的主乃出自把火，這顯示作者能從廣闊的文化角度剖析古

文字。

3. 學術與普及井童，對深入研究及推廣甲骨學大有神益

推廣文字學知識，使甲骨文廣為大眾接受及認識，進而促進

群眾通過古文字加深對古代歷史文化的理解，是古文字學者的

重要工作之一。推廣古文字知識，既應注意論點的準確性，亦要

顧及內容和文字的可讀性，收到“雅俗共賞"的效果。由於收錄

在本論文集的文章都是發表於學術期刊的專業論文，有別於

《古事雜談》等一類普及性著作，故行文較嚴謹細密，論證詳盡

而術語亦多。然而，部分文章語吉較通俗易懂，術語較少，但采

取論證豐富，涉及多種現代學科知識，方便大眾讀者閱讀瞭解。

有關文化制度的文章多深入淺出，主、l古文字研究者或一般大眾

讀者都具可讀性，使能各取所需。

《識字有感一》一文(曾發表於《中國文字》第 1 期， 1980 年

3 月)里，作者解釋“桑"與“吏"的關係，通過“喪"字從甲骨夫、

金文、小萃的變化，以《儀禮》、《左傳》、《言的的等典籍及漢印和

漠磚作考證，得知甲骨文“喪"是“桑"的借字。第二部分解釋

“庶"與“變"、“變"的關f系，作者為論證“庶"是燃石燒食的會意

宇，引用臺灣抽公阿美族的石煮及竹煮法作例證，證明二:字的確

是古代先民石煮及竹煮的會意宇。除從民俗學角度分析文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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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過程，作者亦從地理氣象學的知度解釋竹煮在華北流行的

原附:削字時華北氣溫平均比現在高 2"C左右，華北先民普遍運

用石煮和竹煮的飲食文化確實曾存在。此文正反映作者能通過

多角度釋解之字，展現古代人類的日常生活面貌。

(于)從社會民俗學、考古學等不岡學科

觀點出發，對古文字作綜合性考釋

唐蘭先生(1901-1979) 早在 20 世紀 30 年代已指出，科學

客觀的文字學研究，應建基於豐富而價值高的材料，更應以踏實

的治學態度加以研治，通過多種現代的學科知識互相配合，以一

定的客觀標準為規矩，這樣才不會“趨於拘守成說或恣意放

盲能“建立起是非的標準，并開闢出研究這一學科的新途

徑。，，[的〕唐蘭先生強調治學研究需有科學客觀態度，儘量以多學

科知識從不同魚度探討問題，在當時抱有先進的治學態度。現

今科學一日千里，學者更應持有唐先生的信念，運用現代各種先

進知識研治文字學，而許先生能實踐唐先生的理念，把跨學科知

識運用在探討文宇學上。康殷先仟了一 (1926-1999 )亦曾在《古文

字學新論》里提出今後的學者應以多學科知識的跨學科方法，

對文字學進行綜合分析和整理，并詳細列山各項古文字的研究

方法。 [11)可見不同時期有卓識的學者皆認為以多角度及跨學科

知識研治文字學的高度重要性。許先行有的論文皆能實踐二先作

的期望，而大部分的文章論述巾，大都用民俗學的相關知識。民

俗學是研究人們在 H常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通過語吉和

行為傳承的各種民俗事象的學問。 這種事象表現為一種傳統的

文化模式，供人們模仿和傳承。可以說，民俗學就是研究這種民

俗文化模式的學問。[12) 許先生的諸文章，大都以這種“民俗主化

模式"作為分析探討的主主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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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鹿皮與伏羲、女禍的傳說》一文(曾發表於《大陸

雜志》第 59 卷第 2 期， 1979 年 8 月)里，作者從《春秋》與《儀

禮》等文字記載，探討鹿皮與婚姻制度的關係，繼而弓 Ij主臺灣阿

美族的創生傳說，把鹿皮、伏羲女蝸傳說和婚姻制度三者間的關

係作出分析探討。作者在分析過程巾運用了語吉學、社會民俗

學、考古學等諸科學知識，并參考漢代壁畫資料，對人類創生傳

說作出一綜合性、多角度的析述。比較純以文字資料及文字學

觀點角度作出分析，作者能以多學科知識作多角度分析， ff二見作

者能靈活運用各種知識，融會貫通的互相印證，令其言侖證深具說

服力，亦表現這正是作者論著的風格特色。《追尋長生與其社

會意義》一文(曾發表於《王叔由民先生八十壽慶論之集》編輯委

員會主編《王叔由民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大安山版社， 1993 年)

巾，作者探討春秋時代開始至秦漢間，古人追求長生不死的思

想。春秋時期的金文大量卅現“萬年無疆"等一類希望活得長

久的辭旬，意昧著春秋時期人類壽命的延長是可以達到的願望。

延長壽命的主要方法是醫療保健，作者引述數種有關醫學和考

古的引文，女日耿鑒庭《葉城商代遺士Ir.中出士的桃f三和郁李1---:} 和

Vivelo FrankR. 著的 Cultural Anthropology ( ~社會人類學})等文

章里有關商代醫學雖已發展，但水平并不高。作者父引述杜石

然等人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稿》里有關舊石器時代北京古猿

人壽命不長的資料，來比較春秋戰國時代醫學技術的高度發展O

由此可見，作者能以多種學科材料審視古之字和肯文化，展示客

觀而嚴謹的治學和研究態度，是值得鼓勵和推廣的。

結論

本論文集收錄的學術論著，充分展示作者在治學研究巾，以

多種學科知識來探討、審視古文字材料。這種跨學科的綜合性

研究態度和方法，能讓研究者充分運用現代各種先進的學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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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包括理工學科知識，對古文獻材料作山客觀、科學的華理和

研淌。比較歷代學者探用的以文獻互證的方法，以至如主國維

先生提倡的“二重譜據法作者運用現代的各種學科的科研知

識，對古文宇及文化作全面的審視和重點的深入探討，在文字學

的理論和實踐上是極具科學性而大有進步的。要知道，堅實的

學科理論和知識須基於客觀而開放的科研態度，這一種務實的

科學態度始於清代學人的樸學傳統，繼而有王國雄、章太炎

(1869-1936) 、顧頡剛 (1893-1980 )、楊伯峻 (1909-1992 )等

諸先生的繼承和發揚。其中如楊伯峻先生所著《春秋左傳注》

(北京:中華書局， 1990 年) ，其中廣徵材料，充分展示以科學的

研究方法研伯文史材料的卓越成果。楊先生展現客觀而嚴謹的

治學態度，殊於後學大有樽益，可為規矩楷模。而今許進雄先生

一若楊氏，可謂承先賢之業，而啟後之學人矣。

香港大學中國語吉文學系碩士研究生翁餘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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