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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汉惊现古蜀国甲骨文及神秘图案

张如柏

（成都理工大学，成都　６１００５１）

　　摘　要：四川广汉发现了古蜀国时期的两种甲骨文。与以往媒体和文献中报导不同的是，其中一种甲骨

文还带有神秘图案，即既有文字，又有图案。这是甲骨文的新类型，颜色从灰褐到黑褐。这可能就是考古学上

所讲的燎祭的产物。另一种甲骨文与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一致，其时间应早于殷墟的甲骨文。这一发现，再次

说明四川古蜀国的文明程度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值得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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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广汉惊现古蜀国时期甲骨文

当人们提到甲骨文时，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河

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并认为那是中国最早和

最“成熟的文字”。古埃及的圣书文字、古巴比伦的

楔形文字、古印度的印章文字等，在历史的长河中均

已先后消亡，唯有中国的甲骨文却一脉相承地演变

成为现今中国的汉字。甲骨文是中国汉字（方块字）

的祖先，因而汉字也就成为世界上寿命最长、使用人

数最多的文字。然而，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并非

是突然出现的，在它之前肯定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发

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至少有数千年之

久。例如，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古蜀国时期的玉（石）

器指南针上的东、南、西、北四个古文字，其中，除

“东”字外，南、西、北三个字在漫长的文字演变过程

中，字形都变了样子［１］。如果说殷墟甲骨文是“中国

最早的文字”的话，那么与其同时期抑或比商王朝更

为久远的四川广汉古蜀国时期出现的古文字是否是

对殷墟甲骨文提出的严峻挑战呢？殷墟甲骨文中的

一些古文字，可以在古蜀国时期的古文字中找到［２］。

我们在文献［３］中就已经指出：“在广汉古蜀国

发现的玉器、青铜器、竹简、蚌壳、蛤壳、龟壳、鳖壳、

树皮、牛甲骨、动物牙齿等等，其上均发现了大量的

古文字。”此外，最近还发现了凿刻在紫铜片上的古

文字，这是四川广汉古蜀国时期的古文字的又一新

载体［４］。在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考古遗址中发现如

此众多的古文字载体，这在中国考古史乃至世界考

古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大事件，可惜至今未能引起中

国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古文字学家的关注。一般

而言，文字、青铜器（金属器物）和城池的出现是国家

存在的标志（也有例外）。四川广汉出土的古蜀国时

期的器物上发现的古文字，说明当时古蜀国的文明

程度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四川广汉的古蜀国，不仅具备了上述国家存在

的三要素，另外还已形成了十分完善的法律制度、等

级制度，同时也有大型商贸活动和宗教祭祀活动（在

青铜器上、玉器上有大型祭祀场景）。如果没有十分

完善的制度，社会生活很难有序进行；如果没有文

字，众多社会活动都无法开展，知识技能也不可能传

承。正因为有了严格的度量衡的统一，才使得四川

广汉古蜀国时期的玉器、青铜器、陶器等器物制作技



术十分成熟，而且非常符合人类的审美观。据此推

断，四川广汉古蜀国时期出现古文字也是十分自然

的事情。然而时至今日，一些媒体在报导中说三星

堆出土文物中未发现文字（１）；也有的专家在其研究

专著中公开提出“三星堆没有文字”的论断［５］。这都

是不符合实际的。如前所述，四川广汉古蜀国时期

的古文字是在纸张未发明前就出现了，是古蜀国人

用金属工具（当时已经有高炉炼铁了，已经有铁器）

凿刻在玉（石）器上、树皮上、竹片上（竹简），还有雕

刻在动物牙齿以及牛的肋骨、肩甲骨上，等等。对于

已出土的这些器物上的文字，专家们都视而不见，实

在是令人费解？难道当地考古界就没有发现过一件

有古文字的实物吗？还是已经发现而不敢公布呢？

据了解，国家收藏的三星堆青铜器上早就发现了古

文字，至于民间收藏的玉器，也在数年前就已发现了

其上的古文字。

二、古蜀国时期的甲骨种类

第一种既有图形又有文字的甲骨，是迄今为止

在我国所发现的前所未有的新类型。这些甲骨上不

但有文字，而且有神秘的图形。这些图形有的是用

“圆圈”互相以线条连接起来；有的是用“菱形”互相

以线条连接起来；有的是用“圆圈”与“菱形”组合起

来再用线条连接起来，等等。在这些图形上有古文

字、有太阳、有月亮、有人像、有器物等，我们把这种

既有文字又有图形的甲骨，称为“图文并茂”的甲骨，

这种甲骨在殷墟以及其他地方出土的甲骨中是从未

发现过的，是甲骨文的新类型，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应当引起考古、历史、文字学等方面的专家重视。现

将我们收集到的既有图形又有文字的甲骨公布如

下，以供专家学者研究。

这种既有文字又有图案的甲骨，呈黑褐色，是否

与考古界所认为的燎祭有关，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参

见图１～ 图１０。

第二种是只有文字没有图案的甲骨，此类甲骨

上的文字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完全一样，与文献［２］

中的古文字在风格、类型、笔划上基本一致。具体参

见图１２～图１５。

以上所公布的甲骨中的神秘图案，我们认为，可

能是一种星象图（天象图）。由于宇宙间的天体时刻

都在运动之中，星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应该是处于运

动状态。这些凿刻在甲骨上的星象图案，是否代表

了古蜀国“天官”所看到的当时情景呢？

早在殷墟甲骨文中，就曾记录和观察到了那个

时代新星爆炸的现象。据李约瑟博士的资料［６］，在

我国的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卜辞中，就有关于天象的

记载：在一片公元前１３００年的甲骨卜辞中就有（从

左至右）：“七日己已夕 新大星并火”（图１１）；另

一片据考证是公元前１３３９年－公元前１２８１年的卜

辞中就有“鸟星”的记载。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在商

朝时期古人对天上的星星位置（星图）就进行了研

究。这也说明，在商以前古人就已经积累了大量的

观察资料，所以才能得出天空中新星爆炸的结论。

图１２～图１５为第二种类型的甲骨，这类甲骨

只有文字没有图案，此类甲骨上的文字与殷墟出土

的甲骨文完全一样，与文献［２］中的古文字在风格、类

型、笔划上基本一致。文中我们公布了其中的一部

分。

三、余论

本文所阐述的两种类型的甲骨文，其中第一种

类型比较少，第二种类型比较多，后者与河南安阳殷

墟出土的甲骨文基本一致。无论在甲骨的形状与古

文字的结构、风格、字的类型均无二样。笔者认为，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必定有其渊源。

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的收藏家黄震先生经过

数年的努力和实地考察，收集了散落在湖南、江西、

福建等地的有古文字的甲骨约有三万块之多，其中

包括有龟壳、牛甲骨等（２）。据黄震先生告知，保守估

计有古文字近百万字。在一次民间专家座谈会上，

专家们对黄震先生收集到的甲骨文给予了充分肯

定，其上的古文字与河南殷墟、四川广汉古蜀国发现

的甲骨文在笔划、字型和凿刻方法上都十分相似。

所以笔者认为，黄震先生收藏的这批甲骨文，应当引

起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高度重视。古文字的出

现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某

些古文字也会被误传、讹传或者笔划发生改变，这些

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在过去的论文中已经指出。

文中不妥之处，请专家们指正。

注释：

（１）《华西都市报》２０１４年３月９日１６版

（２）请参看《甲骨疑云》电视记录片（Ⅰ，Ⅱ，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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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甲骨及其上的古文字和图案

注：甲骨长２１．２ｃｍ，上宽１２．８ｃｍ，下宽６．３ｃｍ；骨上有４个文字，

其中“Ｘ”在我们过去公布的古文字中曾出现过。（右图为平面摹

绘）

图２　甲骨及其上的古文字和图案

注：甲骨长２２．８ｃｍ，上宽１３．２ｃｍ，下宽５．８ｃｍ。（右图为平面摹

绘）

图３　甲骨及其上的古文字和图案

注：甲骨长１４．２ｃｍ，上宽１３．１ｃｍ，下宽６．０ｃｍ。（右图为平面摹

绘）

图４　甲骨及其上的古文字和图案

注：甲骨长２５ｃｍ，上宽１３．６ｃｍ，下宽６．２ｃｍ。右图中太阳、月亮、

水、山在同一个图形中

图５　甲骨及其上的古文字和图案

注：甲骨长２５．２ｃｍ，上宽１２．３ｃｍ，下宽６．１ｃｍ。图中圆形与菱形

组合，左右及下方均具有古文字，下面三个字可能是“姜，蜀，

有”。（右图为平面摹绘）

图６　甲骨及其上的古文字和图案

注：甲骨长２４．３ｃｍ，上宽１５．１ｃｍ，下宽７．０ｃｍ。图中太阳、月亮、

山、水、草、动物组合，“人”（子）在中间。（右图为平面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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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甲骨及其上的古文字和图案

注：甲骨长２５．９ｃｍ，上宽１５．８ｃｍ，下宽５．．５ｃｍ（右图为平面摹

绘）

图８　甲骨及其上的古文字和图案

注：甲骨长２１．３ｃｍ，上宽１２．９ｃｍ，下宽５．５ｃｍ。右图为平面摹

绘，一个太阳、两个月亮的天象，是否在古代就有？图下的中间

是慧星图形

图９　甲骨及其上的古文字和图案

注：甲骨长２２．６ｃｍ，上宽１４ｃｍ，下宽６．８ｃｍ。（右图为平面摹绘）

图１０　甲骨及其上的古文字和图案

注：甲骨长２１ｃｍ，上宽１３．５ｃｍ，下宽５．８ｃｍ。由１１个圆圈构成

的神秘图形和古文字组合，有的字在文献［２］中有，“万”字是左

旋的。（右图为平面摹绘）

图１１　殷商时记录新星大爆炸的甲骨文
［６］ 图１２　甲骨及其上的古文字和图案

注：甲骨长１４ｃｍ，上宽８．８ｃｍ，下宽４ｃｍ。（右图为平面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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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甲骨及其上的古文字

注：甲骨长２２．５ｃｍ，上宽１４ｃｍ，下宽６ｃｍ。甲骨及其上的古文字

与殷墟出土的一样，空白处字看不清。（右图为平面摹绘）

图１４　甲骨及其上的古文字

注：甲骨长１９ｃｍ，上宽１１ｃｍ，下宽５ｃｍ。（右图为平面摹绘）

图１５　甲骨及其上的古文字

注：甲骨长１９．１ｃｍ，上宽１１ｃｍ，下宽５ｃｍ。（右图为平面摹绘）

图１６　黄震先生收集的雕刻在龟壳腹部的甲骨文图

图１７　黄震先生收集的雕刻在甲骨的背部与腹部的甲骨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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