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一提起「商朝」，大家腦子裡浮起的形象大都

是孔武英俊，卻又「荒淫無道」的紂王，美麗到「傾

城傾國」的妲己；酒，多到可以注成小池隨便舀飲；

肉，多到懸掛成林隨便割食，甚至還有更令人驚心動

魄的餘興節目⋯⋯。其實，這許多「罪狀」大都是後

人胡編的「欲加之罪」，其中比較真實的可能是「酗

酒」，而且不只紂王酗酒，商的臣民也酗酒，照《尚書》

的說法，連上帝都聞到了酒精味，生氣起來就把殷商

亡了。

殷商為什麼能夠生產如此多的「酒」、「肉」？酒

來自五穀，而肉來自畜牧，這代表殷商的農牧業是不

差的。然而農牧業要發達，除了文化之外，也要老天

「風調雨順」幫忙才可。一個有趣的問題來了，殷商時

代的氣候狀況是個什麼情形？

中國上古史料

在以前的〈歷史文獻與氣候變遷〉一文中，筆者

曾指出，歷史文獻可以作為復原過去氣候狀況的原始

資料。在那篇文章裡提到的資料是直接的「白紙黑字」

式的歷史記載——史家或文人所紀錄的史實或至少他們

以為是史實的記載，比如像正史、方志、奏摺、日記

等。

這一類的紀錄最早可以推溯到周代的史書《竹書

紀年》。沒有人知道《竹書紀年》寫成的正確年代，它

之所以為後人所知，是因為在西晉太康二年（西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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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從甲骨文導出商代氣候？

甲骨文是遠自商代的「文物」，因而提供了復原古代氣候環境的史料。

我們有辦法從這些看似與氣候沒有直接關係的文物中，

用「科學慧眼」看出當時的氣候狀況來嗎?

王寶貫

甲骨片由於堅脆厚薄不同，再加上三千多年地層的壓力和水的

浸潤，不免「身首異處」，斷裂成許多碎片，成為「斷爛朝報」

的資料，所以需要經過綴合，好讓它們「重聚一堂」。這片牛的

肩胛骨留下最堅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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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年），有一個汲郡的盜墓賊叫「不準」的，盜取了

戰國時代魏襄王的墳墓，得到「竹書數十車，其紀年

十三篇⋯⋯」，這便是《竹書紀年》的由來。當時被認

為是魏國的史書，內容與一般正史紀錄大同小異，不

過對人物的正反褒貶看法卻有許多不同，因此可以看

成是戰國時期的作品，比司馬遷的《史記》還早一

些。

可是，即使是這麼

古的「史書」，其內容

也只有周代的紀錄可信

度高一些，而書中所載

從夏代以來直到周代之

前的部分就很難說了。

有許多學者認為那一段

記載只能稱之為「傳

說 」， 不 能 當 作 「 信

史」。中國上古史的紛

歧記載，使得在十九世

紀末二十世紀初，有不

少中國及外國的學者甚

至不相信中國歷史上有

所謂「商代」的存在。

他們認為，《史記》中

的〈殷本紀〉只不過

是「傳說」。

然而商代的存在

終究是被證實了，這

完全要歸功於甲骨文的發現。從這些埋藏在地下的實

物文字研究，證實了司馬遷〈殷本紀〉中所載的殷商

的「先公先王」都是實有，而不是他憑空捏造或道聽

塗說的傑作。在甲骨文出土以後，沒有人再懷疑「商

湯」、「武丁」、「紂王」等人物的存在了。

因為甲骨文是遠自商代的「文物」，比之《竹書紀

年》又更早了幾百年以上，因而提供了我們作為復原

古代氣候環境的史料。我們有沒有辦法從這些看似與

氣候沒有直接關係的文物中，用「科學慧眼」看出當

時的氣候狀況來？這些「點子」是怎麼想出來的？

卜辭的內容

經過大批學者的研究，人們終於明瞭，甲骨文基

本上是商王室的占卜文字，因此又稱為「卜辭」。他們

在龜甲或一般是牛肩胛骨的獸骨上挖了許多橢圓形的

小洞，並不挖穿，而是留下一薄層。占卜時以火棒燒

灼，薄層會「卜」的一聲裂開。在種種占法中之一

是，占卜的人（所謂的「貞人」）

根據裂紋的交角來決定占卜的結

果是「是」還是「否」。如果裂

紋交角接近90度，則答案是

「是」，如果是遠小於90度，則

答案是「否」。如果在中間，呵

呵，就很難說了!

對本文的目的而言，更重要

的是，占卜的問題往往會刻在那

被燒灼的洞（鑽鑿）附近，更有

許多連卜後的「應驗」也刻在同

一塊龜甲或獸骨上。這些問題及

事後應驗的文字就在無心的情況

下成為珍貴史料。

甲骨文占卜的內容十分豐

富，有的很有趣，有的很恐怖。

例如，有占卜妃嬪生育順利與否

的，有占卜征伐外國軍事行動

的，有問收成好壞的，有占卜蓋

了房子或祭祀先王要殺多少人、

牛、羊、犬來「慶祝」的，有占

卜日蝕、月蝕、吉凶的。對於本文而言，最重要的是

有關天氣及氣候的占卜。

卜辭中的天氣及氣候資料

由於大量的文字甲骨曾被人們當作藥材「吃掉」，

所以我們不可能會有「完整的」甲骨文資料。我們有

的，只是一堆零散的甲骨文字，有的有日期，有的沒

有，有的有「占卜問題」，沒有應驗文字，當然也有只

有應驗文字，而「問題文字」卻遺失了的。所以我們

的任務是，怎樣從這一堆記載著「五四三」的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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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片商武乙時期牛的肩胛骨刻成的卜辭，背面有

鑽、鑿、灼，卜辭中提到天氣「其雨？」「不雨？」和

田獵時擒獲「兕」牛（今通稱犀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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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推測出氣候狀況來？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同時也

是展示科學方法的一個好題目。

而正當中國學者十分努力地在推敲每個符號的意

義時，一個「洋人」——魏特夫格（Karl August Witt-

fogel）卻想到以下的問題：有沒有辦法從甲骨文字中

看出中國北方（安陽附近）在商代時的氣候狀況？下

面我們便來介紹他想出來的「點子」。

分類研析

當我們對一個科學題目感到像「蚊子叮鐵牛」一

般無處下「嘴」時，有一個簡易可行的辦法便是「分

類」，資料分了類之後，便有路線可循而繼續下去了。

對於甲骨文而言，首先便需把文字內容分類。第一個

條件是，把有時間記載（年、月、日或季節）和沒有

時間記載的分開，因為如果沒有時間記載，顯然很難

派得上用場。

結果從超過14,500片的甲骨中找出317片有時間

記載（至少有月份）的甲骨來，只有總數的2∼3％，

實在少得可憐。但是因為得來不易，即使如此少的資

料也要從中擠出一些信

息來。

第二步是把這317

片按內容再分類，其中

有108片是有關天氣

的，有42片是有關收

成的，其餘167片是有

關軍事、旅行、狩獵及

其他的卜辭。

有關天氣的部分，

現代科技這麼發達，人

類生活都免不了受天氣

的制約，古代更不用說

了。因而商代人常常占

卜天氣的晴雨。占卜天

氣的卜辭有的簡單，有

的複雜，內中有卜風

的，有卜雨的，有占雪

的，不一而足。舉一片較複雜的例子：

「癸亥卜，鼎（貞），旬。二月。乙丑，夕雨。丁

卯，明雨。戊（辰），小采日，雨，風。己（巳），

明 。壬申，大風自北。」

這是卜整個「旬」（10天）的天氣，是在二月癸亥

那天占卜的，癸亥是第20天。據考證，這片是文丁六

年（西元前一二一七年）的占卜，「鼎（貞）」是貞

問。自「乙丑」開始，是真正的天氣概況。我們憑此

可以勾出下列天氣輪廓：

癸亥：多雲

甲子：多雲

乙丑：多雲，夜雨

丙寅：多雲

丁卯：早晨下雨

戊辰：黃昏時段（小采日），下雨而且刮風

己巳：早上天晴

庚午：晴

辛未：晴

壬申：刮滿大的北風

中間沒有資料的部分是

利用「常識」「猜」出來

的，但基本上應符合天氣

學規律。

由於卜辭有的有應驗

文，有的則無，因此在統

計分析及理解時，要用到

一些「占卜心理學」，譬

如，魏特夫格在統計中發

現不少占卜雨的骨片發生

在冬天。要不是在當時冬

天有下雨的可能，那些卜

者大概不會沒事找事去卜

卜看會不會有雨。反觀今

日華北冬季下雨的機率極

小（下雪還比較可能），

因此，由當時卜雨在冬季

竟然也不少的事實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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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從甲骨文導出商代氣候？

凡是用來占卜過的甲骨，一般都有鑽、鑿、灼，也有一些只有

鑿灼或鑽灼的。「鑿」是指長方形或橢長形的凹槽；「鑽」是

指圓形或半圓形的窪洞；「灼」是指占卜時施於鑽內或鑿旁的

痕跡。這片是商武丁時期的龜甲，背面都有鑽、鑿、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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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知當時冬季比現在暖，而且

可能也較溼。

有 關 收 成 的 部 分 ， 例 如

「癸未卜，爭貞，受黍年」。

「爭」是貞人的名字，「受黍年」

是豐年的意思了。僅僅從占卜

豐欠與否不易看出與氣候的關

係，但是如果把它們和上面占

卜雨的卜辭放在一起統計就有

點意思了。這又是和「占卜心

理學」有關。如果是春天占卜

收成好壞，那多半便是「希望

有雨」。如果是秋季占卜收成好

壞，那多半便是「求老天別下

雨」，因為春雨不足或秋雨綿綿

都是造成歉收的主要氣候因

素。於是乎，從占卜收成的月

份分布，便可以約略了解當時

穀物「生長季節」的規律，從而推知，當時的作物生

長季節與現在相去不遠。

有關軍事、旅行、狩獵的卜辭，雖然並非直接的

天氣資料，然而這些行動無疑和天氣的關係極大。你

若挑個大雨滂沱的時節去打仗，除非你是在「出奇

兵」，要不然把大隊人馬陷在爛

泥淖裡進退不得，恐怕只有等

著被敵人修理了。同理，在如

此季節去狩獵只怕被野獸捕獲

的機會更大。打獵最好是秋高

氣爽，「草枯鷹眼疾，雪盡馬

蹄輕」的時節。因此，從這幾

樣行動的卜辭所代表的月份頻

率分布，也可以看出乾季、雨

季的情況。

魏特夫格統計的結果是：

六月戰事卜辭最少，代表這一

段時間一定是不適合打仗的雨

季，大軍根本不打算出動，因

此也不勞占卜晴雨吉凶了。如

果和「卜雨」的紀錄相比，則

更顯出兩者的一致性。在四月

至七月，占卜雨水的頻率驟

降，而占卜軍事順否的頻率也

驟降，代表這一季節一定是多

雨，不適合打仗。

而從八月到十一月（尤

其是十月和十一月）卻是卜收

成的好壞頻率多，卜雨頻率降

低，代表這一段期間一定比較

乾燥。

商人打仗何時多？似乎

是在春季以及秋季，而以二月

及十月為高峰點。不過，這個

有點神秘。二月春季，照講應

該是農忙季節，開始播百穀。

為什麼能有多餘人力，可以打

仗？魏特夫格有個很妙的看法。卜辭中的「黍」是啥

米東西？很多人以為，「黍」便是「高粱」，而卜辭中

一大堆「我受黍年？」的紀錄，可能代表商人的主食

便是高粱。這倒也不無可能，因為高粱也可以釀酒，

誰人不知高粱酒的清冽！而卜辭中的確也有卜酒糧

的，例如「癸未卜，爭貞，受

酋年？」那個「酋」據說乃代

表釀酒穀物之意。商人喝酒是

出了名的，連出土的青銅盛酒

器製作之精美後代都無出其

右。紂王除了寵愛妲己之外，

另 一 大 罪 狀 是 造 「 酒 池 肉

林」，前面已經提過了。酒多

到可成池，可見高粱產量一定

不少。

而根據巴克（J. L. Buck）

的意見，高粱在春季所需農力

不多，只是夏秋二季的一小部

分而已，因此在這時節抽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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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人常常灼龜占卜，每占卜一次，就在兆

枝的左或右上方刻下兆序。兆序由一至十，

十以後仍由一開始。而且占卜時往往從正面

問了之後，又從反面問，這就是所謂的「正

反對貞」。此圖版可看到從一至七的兆序，也

可看到「其來」、「不其來」的對貞。

郭
沫
若
主
編
︽
甲
骨
文
合
集
︾︵
一
九
八
二
︶

第
三
九
四
五
、
四
二
六
四
號
正
面

這片牛的肩胛骨正面、反面都有刻辭。反面記載

著占卜「應驗」的結果，商武丁時期從北方、東

方來的「入寇」，曾在四日庚申那天，俘擄了十

五人；又在五日戊申那天，俘擄了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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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力來打仗倒是可能的。

然而商代的十月卻是收

成季節，何以竟能夠有餘力

可以打仗？魏特夫格認為，

除了天氣乾燥較利於行軍打

仗之外，只有詳細的經濟分

析才能來理解這點了。

我們在這裡不妨來猜測

一下。秋天，除了「秋高氣

爽」之外，同時也是「秋高

馬肥，胡人南下牧馬」的時

節，古代華族的難兄難弟

——匈奴（彼時稱為「薰育」

或「葷粥」）──早就分布在

今天的陝西、山西一帶。此

外，卜辭中還有一堆「土方」、「鬼方」、「邢方」、

「祭方」、「羌方」、「犬戎」、「鬼戎」等等，都無非

是圍繞在商族四周的一些部族，有些可能和後世的

「胡人」有關係。「愛好和平」的華族偶然會去「征伐」

這些夷狄，而胡人則免不了南下「入寇」，於是戰爭就

打起來了。十月的戰爭高峰，依筆者的猜測，便是這

種「征伐」加上「入寇」的總效果。

卜辭中便有許多徵兵（登人）的文件。在殷王武

丁三十年七、八、九三個月中，為迎擊 方的來侵，

連續徵兵七次：

「七月己巳，登人三千。

八月戊寅，登人三千。

庚寅，登人三千。

癸巳，登人五千。

丁酉，登人三千。

庚子，登人三千。

九月丙午，登人三千。」

總共動員二萬三千人，顯然戰況激烈，打到九月

還在進行中。準此，則秋季戰爭絕對頻繁。

從以上的資料，我們大致可以推出殷商時期的氣

候概況。本文的主旨在指出「點子」，因而並沒有作詳

細的分析，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深度閱讀資料。從各

種分析，氣候學家們大致認

為，殷商時期，華北氣候可能

比現代暖而溼。水災似乎也不

少。從《尚書．盤庚》中：

「茲由不常寧，不常厥邑，于

今五邦」以及《國語．魯語》

中 的 ： 「 冥 勤 其 官 而 水 死 」

（冥是商的一位「先王」，因太

努力治水，結果淹死），許多

人認為是指由於水災頻仍，結

果弄到遷都遷了五次之多。如

此事屬實，也是潮溼氣候的一

個旁證。

近代的考古發掘，在殷墟

挖出大量水獐、竹鼠、水牛、

象等遺骨，這些都是當今出現在較暖溼氣候的動物群

落，尤其是象。當然，「象」也有可能是南方進貢之

物，不見得是殷墟原產。不過，卜辭中曾有打獵時獲

得一頭象的記載，而河南古稱「豫」，有人認為是一人

牽一象的象形文字。似乎在在顯示，象是當地野生，

而非外地引進。如果屬實，則又是殷商時期華北暖溼

氣候的另一佐證了。 □

王寶貫

威斯康辛大學大氣與海洋科學系

2002 12 360 75

怎樣從甲骨文導出商代氣候？

魏特夫格根據317片有時間記載的甲骨片來推斷

天氣，這片是卜整個「旬」（10天）的有關天氣

的卜辭，並利用「占卜心理學」來補充其中的空

白。卜辭作：「癸亥卜，鼎（貞），旬。二月。

乙丑，夕雨。丁卯，明雨。戊（辰），小采日，

雨，風。己（巳），明啟。壬申，大風自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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