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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寨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性质属甲骨文字1

1959年徐旭生先生调查二里头遗址至今已历60周
年，二里头文化自1977年夏鼐先生命名也有42年。60
年来，国内学者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内涵的
研究，一致认为二里头遗址是一代王都，二里头文化属
于青铜文化，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

笔者在8年前发表的《“夏”字形探源》一文，对密县
黄寨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的认识，因涉及二里
头文化文字问题而于近期再次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

2001年至2002年，笔者将以往
收集的约 3000 件二里头文化动物
骨骼、骨器及相关遗迹材料进行分
类。其中占卜类材料显示二里头文
化流行骨卜，卜骨多选用猪肩胛骨，
次为羊肩胛骨和牛肩胛骨，再次为鹿
肩胛骨。有少量龟卜。一般在不加
整治的骨料上直接施灼。

2007年至2008年，笔者对二里
头文化卜骨与郑州南关外期、二里岗
文化卜骨材料进行分析比较。因此
对二里头文化卜骨材料再次进行更为
细致的观察。2008年9月25日，在观
察河南密县黄寨遗址出土的一件卜骨

（编号H1：12）时，笔者发现这件卜骨
上有两个字符。由于刊出这件卜骨考
古绘图太小，很容易被人忽略。

重读刊发于《华夏考古》1993年
第 3 期的《河南密县黄寨遗址的发
掘》，报告介绍1991 年春，黄寨遗址
发掘出土的这件卜骨为牛肩胛骨，残
长 23.6 厘米，宽 6 厘米；上有 5 个圆
形灼痕，其中1个完整，4个残。结语
提到在这件卜骨正面还划有印痕很
浅的两个符号，特别是第二个符号和

殷墟甲骨文字的笔画已相差无几，很
可能属于文字的范畴。只是两个符
号的划痕太浅，加上腐蚀磨损的缘故，
符号已比较模糊。另外在卜骨背面骨
脊的一端也发现有数道刻划痕，但因
残破，看不清形状；在卜骨背面的一侧
也有几道明显的划痕。这一资料的发
现，将有助于文字起源的研究。

比较以往考古发现商代牛肩胛
卜骨及牛骨刻辞，安阳殷墟晚商文化
卜骨主要用牛肩胛骨，削去臼角、骨
脊，多施凿、灼，部分兼施钻、凿、灼。
卜骨刻辞多见牛肩胛骨，字数少者为
1至2个字，多者数十字。

郑州二里岗文化卜骨多是牛肩胛
骨，多切去骨臼，削去背脊，施钻、灼。
也有直接灼于骨面。牛骨刻辞，字数
少者为1至2个字，多者有11个字。

由于黄寨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
与郑州二里岗文化牛骨刻辞、安阳殷
墟晚商文化牛骨刻辞，在卜骨材质、
施灼、使用象形文字或由象形字构成
会意字刻辞等特征具有连贯性。据
此判断，黄寨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性
质属甲骨文字。

黄寨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有一“夏”字2

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增加了文字例证3
2009年4月，笔者在河北易县清西陵召开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

源学术研讨会”作《二里头文化骨刻字符试介》发言，介绍偃师二里头遗址出
土的骨刻象形文字，渑池郑窑遗址出土骨刻字符，密县黄寨遗址出土骨刻
辞，方城八里桥出土骨刻辞。说明二里头文化骨刻字符具有一定的分布地
域，集中出现于具有聚落中心意义的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5块骨
刻辞，约9个字符，在甲骨文发展脉络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二里头文
化进入文明时代的文字证据。这篇论文收入 2011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有学者注意到笔者提出密县黄寨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后一个

字与“夏”字有关，或可假说为“夏”字初形的认识，认为密县黄寨遗址出土二
里头文化牛骨刻辞为文字无疑（如张国硕《论夏王朝存在的依据》，发表于

《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4期）。
2011年，《东方考古》第8集刊发笔者的文章《“夏”字形探源》（又收入

《郑州青铜文化研究》一书，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这篇文章主要是依
据黄寨二里头牛骨刻辞从目从又（手）的构字要素着眼，通过商、周、汉具有
相同构字要素的同类文字系联，推断“夏”字的演进过程。

2016年，笔者发表了《说“ ”》一文，以密县黄寨二里头文化牛骨刻
辞 落实了殷墟卜辞“ ”族的具体活动地域（见文物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
常耀华主编的《首届海峡两岸汉字与书法艺术教育学术论坛论集》）。

近有学者评价：“密县黄寨遗址二里头文化甲骨文的研究……为证实夏
代文字的存在，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证据”（如张光辉《一位考古学者的艺术情
怀》，发表于《大众考古》2018年第10期）。

综上，有关黄寨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试读，是以考古发掘报告材料为基
础提出的新认识。由此得出几点启示：

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字资料对于探讨古代文字、文明及国家起源与发展，
判断文化族属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有些学术研究中所期待的重要材料，不是不存在，只是由于不认识、不
熟悉而被疏略。

二里头文化骨刻辞证明，二里头文化有甲骨文字，从而将甲骨文出现的
时代由商文化时期前推至二里头文化。

密县黄寨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存有探讨“夏”字的线索，为二里头文化
是夏文化增加了文字例证。

（本文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李维明在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
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刊发时有删减）

黄寨二里头文化牛骨上的两个
刻辞是什么字？笔者查阅相关的甲
骨文、金文材料，进行观察比对，有了
初步认识。

左字似由两个象形字组成的一
个会意字。上部像一个奔跑的兽形
动物。下部两竖道在殷墟卜辞中也
见，表示族（地），也有与豕连用的辞
例。因殷墟卜辞中有相类的会意字

“陷”，表现一只鹿掉进陷坑，坑中也
有表示尖桩的两根竖道。联系文献
中有关夏人田猎的记载推测此字像
陷坑（或尖桩、绊索），会意设置机关
捕兽。

由于结语显示摹写字形较绘图
显示摹写字形有明显差别，尤其是缺
少下部两竖道。所以对该字的释读
还有待实物材料检验，有待专家进一
步考释。

右字，绘图显示摹写字形与结语
显示摹写字形相近，上部似从目，下

部从又（手）。最初曾考虑过“得”或
“夏”这两个字。因殷墟刻辞“得”字，
均从“贝”，而不从“目”，故排除“得”
字。殷墟卜辞有上部从目，下部从又

（手）的“ ”族，隶定为“ ”。此字
所具从目从又（手）的要素，与具有相
类构字要素的商代卜辞，周代、汉代
金文排列，似与凸显目、手、止的“夏”
字形成联系。据此判断，此字似可隶
定为“夏”字。

2009 年 2 月 27 日《中国文物
报》刊发笔者写作的《夏代、商前
期牛骨刻辞试读二例》。文中对
密县黄寨出土二里头文化牛骨刻
辞进行介绍、试读，联系殷墟卜辞

“ ”，判断“ ”为族名，隶定为
“夏”字。

密县黄寨地处二里头文化分
布中心区域，属传世文献记载中
夏族活动范围，这一牛骨刻辞记
录了夏族的一次狩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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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男装重要标志
民族融合历史见证

壁画中的幞头：

洛阳唐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墓道出行壁画中有一名
牵马人物，他头裹黑色幞（fú）头，身穿翻领黄袍，腰束带，着
紧身裤，脚穿黑色长靴。人物形象高大，衣服色彩艳丽。他
所戴的幞头描绘得非常清晰细致。看到这个装扮，有没有觉
得很是眼熟呢，是的，在许多唐代影视剧中，这是男子服饰的
标配。当然，也包括前段时间风靡的《长安十二时辰》。

幞头，又名折上巾、软裹，是一种包裹头部的纱罗软
巾。因幞头所用纱罗通常为青黑色，也称“乌纱”，俗称为

“乌纱帽”。幞头是中国隋唐时期男子的普遍服饰。幞头
系在脑后的两根带子，称为幞头脚，开始称为“垂脚”或“软
脚”，后来两根垂在脑后的带子加长，打结后可作装饰，称
为“长脚罗幞头”。

幞头是在东汉时期幅巾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幅巾，
亦称缣巾，男子裹头之巾，通常以缣帛为之，方形，长宽与
布幅相等，故称幅巾。使用时包裹发髻，系结于颅后或前
额。北朝时期出现鲜卑风帽。风帽，又称鲜卑帽、突骑帽、
帷帽等，因帽后有裙能够挡风御寒而得名，制作材料早期
多为厚实的布帛，进入中原后逐渐调整为轻薄的纱罗。北
朝胡风强悍，风帽配合缺骻袍十分流行。北朝晚期北周武
帝依风帽之形、以幅巾之质裁出脚，始名幞头。隋代对幞
头不断改进，大业年间由大臣牛弘创桐木巾子，作为幞头
下的衬垫之物，即以桐木为骨，使顶部高起，幞头外形更加
挺拔，俗称山子，也称巾。到了唐代，幞头开始流行，成为
唐代男子的常服，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均可戴用，样式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多有变化。

唐幞头的早期特点是软巾式，并有两根垂带在脑后，
也有四带式的，而四带唐巾是常见的唐幞头。这种软巾幞
头相传北周武帝时裁定为四条带子，谓之“四脚”。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代幞头的造型不断发生变化。
武则天统治时期曾经遍赐朝贵臣内高头巾子,又称为“武家诸
王样”。唐中宗赐给百官“路样巾”。唐玄宗曾经赐供奉官及
诸司长官“罗头巾”及“官样巾子”，又称“官样圆头巾”。

唐幞头多种多样，后期也使用不同的材质制作，使用
多是黑色薄质罗、纱，称为幞头罗、幞头纱。纱罗材质比之
绢更适合做幞头，更为透气，易于散热，受到唐人的喜爱。

“周家新样替三梁,裹发偏宜白面郎。掩敛乍疑裁黑雾,轻
明浑似戴玄霜……”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还以唐诗来描述
唐代幞头。

唐人为了让幞头显得美观，裹法也多种多样，有紧裹
和水裹两种。《封氏见闻记》卷五记载：兵部尚书严武裹头
至紧，将裹，先以幞头曳于盘水之上，然后裹之，名为水裹，
撅两翅多有摺数,流俗多效焉。

五代帝王幞头以漆纱为之，两脚朝天。两宋时期，幞
头成为礼服中的主要首服。直脚加长的幞头，即展脚幞
头，是两宋官服中通用的式样。明代百官公服所用幞头沿
袭宋制，两脚平伸，幞头脚比宋代减短变阔。

幞头脱戴方便，华贵中显得活泼，是汉民族服饰的一
颗璀璨明珠，沿袭的时间长达一千余年，虽然今天已经退
出历史舞台，但睹物怀古，幞头仍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依
依不舍的历史情结。

唐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壁画中戴幞头的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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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发现“夏”字
□李维明

专家点评（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朱世伟）：在
今人看来，古代壁画的功能在于传递历史信息又能唤
起人的情感。幞头，作为封建社会男装的重要标志，因
穿着便利富有变化而深受宫廷内外、社会各阶层欢迎，
成为百官士庶的常服。其形制变化与发展体现了官员
服饰等级性和实用性博弈交融的特性，同时反映了民
族融合、文明交汇的历史现实。

本报记者 刘永娟 通讯员 段跃辉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