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關於甲骨卜辭“冬至”的争議

至，甲骨文爲 ，字形象遠處射來的箭落到地上，表示到達，引申指到達了極點。

《三禮義宗》言冬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之冬

至也”。傳統文獻中，冬至稱爲“日南至”。《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

南至”。《左傳·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對於甲骨卜辭中是否有占卜冬至，長久以來一直在争議中。董作賓堅持商人有

冬至的相應知識並以四分曆編制《殷曆譜》，膽識令人敬佩！① 常玉芝在《殷商曆法研

究》一書中專辟一章節“卜辭日至説疑議”分析各方觀點，否認有冬至日的卜辭，其結

論是“總之，以上所論證明各家提出的所謂日至例證都是不能成立的”。②

１９９１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安陽工作隊在殷墟花園莊東地發現一個堆積有

甲骨的長方形窖穴，發掘清理出１５８３片甲骨，其中帶字甲骨６８９片，彌足珍貴。２００３

年１２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著的《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一書由雲南人民出版

社正式出版。③ 其中兩片甲骨（花東１５９、花東２９０）有“至南”二字，確定無疑屬於商人

占卜冬至日的甲骨，從而爲此一争論畫上句號。

二、花東甲骨中兩版有關冬至的記載

第一版：花東２９０（占卜甲寅冬至）

１癸子（巳）卜：自今三旬又至南？

２亡其至南？

·３４１·“生月又至南”： 甲骨卜辭中的朔旦冬至

①

②

③

董作賓：《殷曆譜》下編卷四“日至譜”，１９４５年。

常玉芝：《殷商曆法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頁８６。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花園莊東地甲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