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歸入上一個月份）。在武王伐紂之後，商人的丑正新年第一天轉爲寅正十二月初

八，即臘八的民俗流傳下來。這大概是上古改正朔（改月首）的極其罕見的一絲

殘留。

本文提出，甲骨卜辭的“生月”一詞爲月相語（與“滿月”相對），即爲商人表達“朔”

的用語，從而花東１５９甲骨所言“生月又至南”，其意即爲朔旦冬至。而卜辭中的生二

月爲二月朔，生某月即爲某月朔日。① 甲骨卜辭中占卜朔旦冬至的確認對華夏上古史

研究意義重大。②

附記：作者感謝編輯與審稿人的審閲與建議。初稿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４日寫於一柱居，感謝

李宗焜先生與＠西米ＣｉＣｉ。

附圖一　花東１５９

·０５１· 甲骨文與殷商史（新十三輯）

①

②

《合集》２６５３爲典賓類：１．“鼎（貞）：生十三月帚（婦）好不其來。”２．“癸酉卜，亙鼎（貞）：生十三月帚（婦）

好來。”貞問殷曆閏十三月癸酉朔婦好來否，查詢武丁後期（公元前１２２７—１２０２）曆日，定爲公元前１２２３．

１２．２４癸酉朔（現代計算爲次日甲戌日２２：５６朔）。

凌山：《殷墟卜辭中的曆法、月首與諸帝紀年》，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