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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之選堂：饒宗頤先生與甲

骨學研究
陳民鎮
北京語言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

饒宗頤先生兼取「甲骨四堂」治學的長處，在甲骨學領域卓然

成家，是「四堂」之後的一代巨匠。饒氏注重基礎材料的蒐集與整

理，較早蒐羅海外甲骨材料，並主編《甲骨文通檢》。其《殷代貞

卜人物通考》一書以貞人為綱，就甲骨卜辭作綜合研究，著力於殷

禮的鈎沉與殷商史的重建，是甲骨學史上的重要著作。對於甲骨文

字考釋的方法論，饒氏亦有長期的關注與反思。饒氏還提出「三重

證據法」，尤其注重以甲骨文的材料研求古史地理問題。

關鍵詞：饒宗頤 甲骨學 貞卜人物 三重證據法

* 本文為 2018 年度中山大學饒宗頤研究院「饒學」研究招標課題資助項目「饒宗頤
與出土文獻及古文字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本文吸收了兩位匿名評審專家以及吳麗

婉女士提出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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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文中，王國維先生

開宗明義：「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1王氏繼而臚列 19

世紀與 20 世紀之交所發現的五項地下材料，分別是殷墟甲骨文字，

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

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其中殷墟甲骨文字

催生了甲骨學。1899 年以來，甲骨文的發現、考釋以及殷墟考古工

作的開展，為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尤其是殷商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

料。饒宗頤先生（1917–2018）便是甲骨學研究的重要參與者，他

曾指出：

由於甲骨文就是商朝的原始檔案，所以它不但為商

朝的歷史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展開了上古史的

一個新領域，而且同時是中國早期語言、文字最確切的記

錄。中國歷來自認為有五千年文化，但周朝以前的歷史、

文物，孔子在他的時代已經覺得太久遠，有文獻不足徵之

歎。自從有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證實了傳世殷史是相當

可靠的，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大量殷社會、殷文化的素

材。「甲骨學」這一門已經確立的專門學問，正式把中國文

化向前古拓展了整整五六個世紀。2

近一百二十餘年來，甲骨學研究雲蒸霞蔚，成為國際顯學。甲骨學

是饒氏學術研究最重要的領域之一，也是他持續最久、用力最勤的

領域之一。饒氏孜孜以求，得風氣之先，在甲骨材料的整理、研

究、傳播等方面均有卓著貢獻，以下試作概述。

1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收入姚淦銘、王燕編：《王國維文
集》第 4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頁 33。

2 饒宗頤：〈略談甲骨文與龜卜〉，《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
學出版社，2009 年），卷二「甲骨」，頁 833。

一、「甲骨第五堂」

劉鶚、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諸氏揭啟了甲骨文整理與研究

的序幕，其中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董作賓（彥堂）、

郭沫若（鼎堂）世稱「甲骨四堂」，在甲骨學的早期研究中有突出

貢獻。因饒宗頤先生號「選堂」，且於甲骨學有卓著貢獻，世人多

有譽饒氏為「甲骨第五堂」者。如著名古文字學者劉釗先生指出：

「綜合看來，在甲骨學研究方面，饒宗頤教授（號選堂）的貢獻足以

與甲骨學研究的四位大師，即所謂『甲骨四堂』相並列而成為甲骨

學研究史上的『第五堂』。」3史樹青先生曾說：「大家稱古文字研究

中有四堂，即（羅）雪堂、（王）觀堂、（郭）鼎堂、（董）彥堂。現

在我看應該加上（饒）選堂，稱為五堂。」4劉以煥先生亦強調甲骨

學中堅五氏同「堂」，5強調饒氏的世界性眼光。據饒氏弟子、著名

武俠小說作家梁羽生先生所言，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便已經有人將

饒氏與「甲骨四堂」並提了。6當然，饒氏始終是謙虛辭謝這一美譽

的。7對此，陳煒湛先生有過很好的論述：

相對四堂而言，選堂為後學，且所處時代不同，各

人遭際境遇大異，誠不宜妄加比擬評議。然就治學而論，

選堂別具特色，與四堂亦不無可比處。選堂才氣橫溢，極

富聯想，與郭近；熟讀典籍，左右逢源，與王近；不落窠

臼，勇創新說，則與郭、董近；而摩挲甲骨實物，目驗手

摹，不如董、羅而與王、郭近。選堂復精通日、英、法諸

3 劉釗：〈談饒宗頤教授在甲骨學研究上的貢獻〉，《中國圖書評論》201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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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堆、金沙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一書所作序言，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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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讀〉，《北方論叢》2001年第 6期，頁 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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