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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甲骨文為中國文字的開源符號，從最初的功能來說記載著卜辭的文字及占卜卦辭，代

表著當時之人在面對不可知的事物，包括對天、對人、對物之觀察與理解的紀錄，顯

現先民的宗教性思維及生活的點點滴滴，從甲骨文可以瞭解當時先民的生活體驗及面

對問題時的智慧。甲骨文之發現是近代中國史上的大事發現殷墟甲骨文之安陽縣每年

皆盛大舉辦「漢字之根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學者共襄盛舉，今年又適逢當年參與挖

掘研究甲骨文的羅振玉先生誕辰 150週年而擴大舉辦，與會學者發表研究心得，進行

學術交流，亦為學術界之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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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本次奉派率國學易經新竹學分班學生出席「2016 海峽兩岸漢字文化之根研討

會」，其目的有三： 

（一） 加強學生在國學方面之深度鑽研，從中提升學術論文寫作  

  之技巧與表達能力。 

（二） 經由田野調查，以訓練學生寫作能力及研究方法。 

（三） 促進海峽兩岸相關領域研究者之認識與提升學術交流與 

  質量。 

 

二、 過程 
(一) 本次率本所國學易經新竹學分班學員，出席此次海峽兩岸「2016 

海峽兩岸漢字文化之根研討會」，行程如下表所示： 

日期 行程概述 

7/5 出發前往河南省鄭州市 

7/6 會議報到 

7/7~7/9 國際研討會 

7/10~7/11 甲骨文之文物考察 

7/12 返程 

(二)與會學者論文關注之觀點，本體上從如下之脈絡加以發揮：《周禮》春官太

卜掌三禮，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古之連山、歸藏創于夏商之

期，易之始作於伏羲，當時僅有其象，尚未有文字。伏羲在上古先人結繩記事的基礎

上，仰觀天象、風、雷、雲、電、星辰之布列，俯察地理、山川、河流、湖泊之文理，

鳥獸翼蹄之痕跡，進一步創造發展為先天八卦刻符記事方式，其為象形文字之前奏。 

 

(三)先天八卦的天地陰陽表現形式為中華文明之源頭，其為漢字文化之肇始。刻

符記事的先天八卦符號開啟了漢字文化形成的初始階段，而殷商時期在伏羲先天八卦

的基礎上開創了象形文字的甲骨占卜卜辭文化，使得甲骨文的占卜卜辭成為漢字的根

源。論及漢字之漢化，甲骨文當居首位。 

 

(四)本次會議共發表論文 28 篇，論文主題集中在殷墟甲骨文研究、許慎《說文

解字》中的漢字學理論探討、甲骨文中的卜辭以及民國初年考古發現的總整理等主題

上，大體而言每篇論文皆能旁徵博引，言而有據，但仍有少數論文過度引申，個人解

讀主觀意識過強因而缺乏客觀性。 

 

(五)本次會議之重點在甲骨文探討，從歷史研究法上歸納歷年來研討成果，從中

得出甲骨文的現代意涵及後續可續予研究的課題，與會人士兢兢業業貢獻研究心得，

現場討論熱烈，能針對問題深入討論，確為其他會議所罕見，殊屬難得。 

 

(六)大會安排參觀文字博物館，殷墟文化考古之地，殷墟墓葬群等，對於促進瞭

解殷商之鬼神信仰、天人關係及宗法社會是有助益，並且看到在申報殷墟為世界文化

遺產成功之後，大陸對於學術界輔翼考古工作之推展予以高度肯定，發揮了一定的力

量。 

 1 



三、 心得 
(一)在大陸主辦會議若要成功，且能創造一定聲勢，則必須與上級政府密切 

配合。綜觀此次會議與會人數達二百多人，冠蓋雲集，河南省政府及安陽市政府的各

級領導皆於開幕式上致詞，可見其取得官方認可，並獲得相關支援是其會議成功的要

素，此點亦普遍成為大陸會議之現象及共同標記。 

 

(二)在會議議程的安排上稍嫌草率，並且無學術會議所應有的規範與要求，缺乏

像徵稿辦法、嚴謹的發表機制與論文集之出版前置審查作業等，雖然形式上具備，但

在實質上仍有改進空間。 

 

(三)大陸積極申辦世界文化遺產之認證，包括物質的與非物質的兩類，形成文化

上的唯一性與特色。藉由申遺爭取上級經費重新整修歷史遺跡，聘用專家學者深入考

證與研究，定期出版專刊(包括學術性刊物)，形成話語權的獨佔而獨領風騷，進而塑

造出一個具學術性與大眾性的教育及科研機構，如「文字博物館」之創建即是成功的

一例。 

 

四、 建議事項 
(一)台灣不宜固步自封，自外於世界潮流之外，更不能重蹈鎖國之覆轍，應積 

極參與各種學術會議，精進學術研究成果，提出擲地有聲的研究心得與研究發現，以

贏得他者的尊敬。 

 

(二)本所學生在論文撰寫的結構上尚稱完備，文獻資料蒐集亦稱完整，但在論證

及說理方面仍有待加強，問題意識仍然偏弱。 

 

(三)甲骨文研究在台灣算是學術界冷門的科目，連結到易經卜辭之研究更少人觸

及；而易經卜辭的研究，往往又被批評為「方術」，尚未獲得學術界認可，此點仍有

待透過學術研究的嚴謹方法，以達到系統性、理論性與可實踐性。 

 

五、 (附錄) 

 2 



 

  


	一、 目的
	二、 過程

	三、 心得
	四、 建議事項
	五、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