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月又至南”： 甲骨
卜辭中的朔旦冬至

凌　山

［摘　要］　本文通過分析含“至南”語詞的花東１５９卜辭，結合其他類似句

型的卜辭，表明其中的“生月”是定點月相詞語，並非如先前學者認爲的“下月”

之意，並確定生月即朔，該卜辭貞問的就是戊子朔旦冬至。並且進一步分析了

同樣含“其 ! （有）至”的《合集》１０９６４卜辭，肯定其爲占卜辛亥朔旦冬至的卜
辭。通過現代天文學軟件計算，分别確定兩片卜辭的年代爲公元前１２１０．１２．

３１戊子朔０１．０１己丑初二冬至與公元前１２４０．１２．３１辛亥冬至０１．０１二月壬

子朔。根據作者考訂的《商王年表》，確定爲武丁五十一年與二十二年，且武丁

二十二年建子。

［關鍵詞］　朔旦冬至　卜辭　至南　生月　生二月

朔旦冬至及其測定，是華夏傳統觀象授時曆法轉至推步曆法的一個關鍵概念與

實踐，最初的四分推步曆法《殷曆》以甲子日朔旦冬至爲曆元，成於春秋末期，而其形

成可能極爲久遠。① 傳統文獻記載有朔旦冬至，時間早至殷商（前１３００—前１０４６）之

前的成湯、黄帝時期。② 而殷商考古發掘的甲骨文作爲已知最早的漢字，現存約４３７８

字，③目前識讀出的有大約１５００字，甲骨文是否能給出朔旦冬至與曆法的起源信息，

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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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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