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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名组卜辞主要出土于村中、村南，是当前甲骨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深入

探讨该组卜辞，对于推进殷墟甲骨的分类和断代具有重要意义。在前辈学者研究

的基础上，本文对无名组卜辞进行全面分类和整理，并确定各类无名组卜辞的时

代分布。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部分阐述本文的重要意义、研究方法以及无名组卜辞的学术史。 

 第一章回顾本组命名的提出，概述本组的主要特征，从中可见无名组卜辞仍

然是在传统贞人组的框架下并以字体为主形成的。同时，指出无名组卜辞中所见

的两个贞人。 

 第二章阐释殷墟甲骨分类和断代标准的优先原则。甲骨文分类史一再表

明，甲骨文的分类和断代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些时代指向性强、确定的标准将

在断代和分类中被优先采用，按照这一原则，称谓、贞人、字体、地层、钻凿等

标准被依次采用。某些在整体分类中居于次要地位的标准，将在局部性分类

中居于主要地位。在此基础上，本文主张无名组卜辞的进一步分类以字体为主，

并界定关于字体分类和命名的某些概念问题。 

 第三章在字体组合的基础上将无名组卜辞分为九类：封口 类、尖底 类、

不等肩 类、折臂 类、短颈 类、大口 类、穿顶 类、管状 类、梯形 类。

在分类的基础上，对各类卜辞的字体、文例和钻凿进行分析，归纳它们各自的特

点，并对人物、称谓、祭祀、田猎、征伐等内容分别整理和统计。 

 第四章清理无名组各类的共版现象，将无名组内部各类分别以“封口 类”、

“折臂 类”、“管状 类”为中心，分成三个共版群。它们大致分属于无名组的

早、中、晚三个时段。分析各类在钻凿形态方面的异同，找出不同类别之间的共

见人物，进而在内容方面确定各类联系的疏密度，从中可见无名组卜辞的一些特

点。 

 第五章回顾历组卜辞分类和断代的大体情况，将典型“历无名间组”划归历

组，分析该类在字体、钻凿、文例和内容方面的特点。论述历组卜辞与无名组卜

辞在出土区域、字体、人物等方面的联系，确定无名组卜辞的上限。 

 第六章回顾何组卜辞分类和断代的大体情况，论述无名组卜辞与何组卜辞的



在字体、文例、人物、共版、事类等方面的广泛联系，从中可见，两组卜辞既相

互独立，又密切相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 

 第七章回顾黄组卜辞分类和断代的大体情况，论述无名组卜辞与黄组卜辞的

在字体、钻凿、文例、人物等方面的联系，确定无名组晚期类别与黄组关系密切，

无名组晚期卜辞已经进入黄组时代，并与黄组平行发展。 

 结语根据称谓、共版、钻凿等方面的内容，综述前面各类断代的相关结论，

确定无名组各类的时代分布。在分析文例的基础上，对无名组长期存在的左卜、

右卜制度进行初步探索。 

 本文附录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本文新缀合的十一组无名组卜骨；第二

部分为无名组各类卜辞分类统计表，主要对《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

《小屯南地甲骨》、《殷墟文字甲编》、《明义士所藏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

《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等书著录的无名组卜辞进行分类统计；第三部分为本

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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