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墟出土疾病卡辭的考釋

徐錫台

河南吉夫陽市殷墟曾出士十多萬片申骨，中外學者多有考釋，其中有關脹娟的字和

辭，筆者以為前人論述多不完備，今擇其要者考釋如下:

一、殷墟出土疾病字的考釋

( ﹒)、口 ( (乙〉二七七二)與~ ( (乙〉二七七八)。前人將其釋為片或封，

〈說文〉中有片無詞，六書故雲唐本釘封部，段玉裁〈說文注補〉云: “封宇於丹立末，

反片為封，讀若牆。"我忍為此字旺可釋為Jí"或詞，亦 nJ釋為「字，如〈六喜過〉中將

疾書為“耗"字， fy;{ 、封為f字的佐證，若將此字釋成f字，殷墟←辭中屬於 Ji 月的

偏旁字，就可以觸類旁通。

(二)入、+恃~ ( (乙〉 七三 -0 )扒，象人生病臥在目林牛上自的3姿態。因此，這個宇不當釋成

γr"字，而應將其禪為繭宇O1柯!r! ，象人F化i仁:病臥在林上，流若汗水，並非汐研F字，此字從f

從人'當良即p瓜字。如〈集韻) : “趴i汰人， y描昆i阪仄水流兒或省兒"，故其亦當即病字。病字f從垃

f從人， 企如口〈六書通〉哥引I (古老于〉中病書為“月材牙

可資件徒島證， 商周←辭中的病字，屬於象形兼會意字，至於西周末年，特別是戰國印中

的病(指 ) ，則與〈說文〉中的“柄"近似，其為形聲字，是後起的字。這個病字，由

象形黛會后:發展成形聲字。若將疚與爪釋成病字，就有許多{薩卡辭迎刃而解。

(三)、 '1r ，從此字的結構來分析，左從r~ ， 1î從先字。先字，見殷墟卡辭巾有

“ t" ( ({失〉 一九九)和“ r " ( (前〉三三- )。故將其釋為接字。抗通賄，如l
〈正書通) : “啦 IpJ賠"。撓字的用法，如股墟卡辭云: “......撓......受.......有"

( (京〉三三八四三)。

(四)、詐 、斜 ，從此字結構分析，第一個字右從f~，左從及，而不從叉，故

其不當釋成夜，而應釋為接字。 “吱"字，如〈唐韻〉、 〈集韻) :“並呼切音飲"; <說

文) : “病，劣也"; (廣韻) : “呼盔切音訊胞吱"。第三個字右從r" ，左從咽， 亦

是坡字。 “吱"字的用怯，見殷處←辭云:“丙辰卡，殼貞:帝(婦)好混祉(延)龍

(腫)" ( (甲〉六四0) 。

(五)扒、司叭令 , 此字左從r ， 右從恆， 當即廠字。 “叮j俑侃缸"通痕， 如〈集韻) : “飯

同反

叉〈集韻〉恥: “方方-顯切芷皈"九。皈與反義同。(集韻) i還罩云:“芳反切上聲心惡吐疾也"九O 

〈揚于方言) : “痕，惡惡、也，南楚凡人殘罵謂之鉗，艾謂之垃，癡駛也"九。其字的用法，

直如口殷墟卡辭云:“......于卡，叩(御) . .....廠(按) ......女(汝) ......" ({乙〉八八七之)。

(六)、時 ，此字在從r ， 右從仍，當即病字，通吶。兩字，如〈廣韻)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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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切" ; (集韻) :“汝玄切並布上聲病也";又〈集韻) : “囊豆豆切音冊"。 “病"字，

見股墟卡辭云: “佳紡往... ..." ( (京〉四九O九)。

(七)、缸 ，此字右從r ， 左從宙，非小臣也，當即瘖字。省字，如〈字彙補):

“古文首字"。即病首也。其字，見殷墟←辭云: “......搞不其得" ( <存〉一、八五

(八)、研 ( (燕〉七九)。此字右從r，左從虫，不當釋抽，而應釋其為也字。

“區"字，如〈廣韻〉、 〈集韻) : “並徒冬切吾彤"; (說文) : “癌，動病也，從

f晶省聲"0 (集韻〉、 〈額篇) : “叫持中切苦晶病也"。

(九)、;法 ，此字左從r~ ， 右從休，當即痲字。椒 ，此字左從r~ ， 右從林，身

與人義同，亦當擇其為痲字。痲字，如〈廣韻) : “許尤切"; (集韻) : “處尤切的

甘休"， (玉篇) : “息下賄]病也"， (集韻) : “許救切昔麒黎瘡"。其字用法，如

殷墟卡辭云:“痲龍(睡) "( <乙〉六同一三)。 “......不其痲" ( (乙〉六三二)。

(十)、盟，此字內從r- ， 外從井，當即癖，芋。“f弄"通盤宇，如〈集韻) : “症，

巨井切，說丈量急、也"。其字用法，見殷墟卡辭云:“乙商卡，報貞﹒呼輝與民" ({合〉

二八二)。

(十一)、1m，此字內從病，外從井，當即痲字。從人從井，見〈集韻) : “冊，魚

莖切同徑急也'， Q 掃興辨同。(店韻) : “其頸切"; (集韻) : “巨井切措音涅";

〈內經) : “諸歷項強皆屬於濕方書以中寒濕發熱惡寒，頸項強急力反張立口中風狀述製，

從口張為痺，俗作嘩"。其字用法，如殷墟←辭云:“內于扎實貞:令吳膀，我於有骨

告+i併" ( (續〉 五、 [J月三)。

(十二)、肘 ，此字右從1 ，左從口，非1 日， fllJ當前，通的字，如〈廣韻) : 

“雨、暐乳汁狀"。其字，見殷墟卡辭云: “喂拈來" 0 ( (續〉五五六) ; “后入"

( <陳〉一三七)。

(十三)、峙 ，此字左從1~，打從夕，當即fJ7字，非葬字。〈說丈): “剿 ，骨，

之殘也，從半骨a凡夕之屬，皆從少夕，讀若孽"。徐銷曰: “f'l 剔肉置甘也，夕，殘骨

也，故從半柄"。徐拉問: “義又應有中 J秦刻石之逗，音截巧骨徐同，又肘陵切昔就

義同"。其字用法，見殷墟卡辭云:“癸口貞: ;r;:......待" ({甲骨文編〉後下、四、一六、

0) 。

(十四)、哼 ，從此字結構分析，左從1.~，布從床，當即攝字。如〈廣韻):“莫

拔切"， (集韻) : “莫眼切拉已二末時嚷也"， (止字通) : “通摸"。 “摸"通緝，

如〈唐韻) : “慕各切"; (集韻〉、 《韻會〉、 〈正韻) : “末各切，討 i肖首』主三莫"; (說

丈) : “病也"0 (詩.小雅) : “亂離癢矣

“叫;癢寞病也，東齊海岱之日慎"。痲字，見殷墟←辭云:丁丑王卡，貞:今囚巫九吐囚典糊

口原勿......尤眾下痲，余其此口亡叉(動) ，自上下......妥帖，不曹吃囚......呂商亡壹

才......" ( <前〉閩、三七、五)。

(十五)、性 ，此字左從r ， 右從缸，當即啦字。 “貓"通緝字。錯字，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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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 “訛壺切已三吾"。其字用法，見殷墟卡辭云: “乙亥......貞王.......吭叉......茲佳

且(祖)辛......鳴" ( (京〉 四、 J二二)。

(十六)、物 ，此字左?是1~，右從句，當即病字。勾字，如〈唐韻〉、 〈集韻):

“的武切吾例覆也"，又〈集韻}:“薄皓切音抱義同"。其用法，如殷墟←辭云: “貞:

i三咐......" ( (天〉八五)。

(十七)、的 ( (前〉六、三一、五) ，此字左從1~，右從受，當即控字。文字，如

〈玉篇} : “平表切瓢上哇"， <論文} : “物落土下相附也，從爪從文" ; {玉篇}:

“今{乍喇芋"， (集韻) : “文作主言，牌小切與通落也"。故“賠"通峰字， (集韻):

“房尤切昔浮火鷹"。

(十八)、蹤 ，從此字結構分析，右從1 ，左從民或見，不當釋為“寢，'，而應

釋為痕字，可當夢字用。夢者， RIl印象丘克痕泣也。韻書對“痕"字的解釋，如〈集韻〉、

〈韻會〉、 〈正韻} : “胡恩切的音軒"; {說丈} : “抵廠也"; {玉篇} : “悔痕

也";文〈集韻} : “五斤切音舟"， “病旁也"; {博雅} : “占|良切音具體病"。

其字於卡辭中當夢字用，如殷墟←辭云: “庚長卡，貞:多鬼痕，由病見" ( (籃雜〉

尺fí.)。辛己←，貞:痕 l 佳( ? )若(?)"((林〉三、三九、九) ;于乙卯痕

(夢) ( (乙) -四二八)。

(卜九)、吉布 ，此字右從r ， 左從頁，頁與〈散盤〉銘文中“屑"字同。眉輿做

|口J'聲韻，假眉為散字，故者， (論文) : “妙也"。妙者夢也。故其字當釋為“牆"或

“煩"。 “蝠，'，屬於一種夢病。如殷墟←辭云:貞:指(嘍)“三月" ( (扶〉九一

(二十)、峙 ，此字左的"- 右從頁主(主頁) ，或從駝，當即;戚或j叡字。屬於夢

病也。見殷墟←辭云:“癸丑卡，自貞:龍亡囚，王固曰:有殺有鴻毛(夢) ，甲寅允有來

瞎叉告日，有住揖白瓷卡人有二" ( (菁〉三)。

(廿一)、司; ，此宇右從r ， 左從尤，當即吐字，如《廣韻) :“羽求切"; (集

韻) : “于永切廿昔由"， (玉篇) : “結病也"， (釋名) : “丘也，俏皮上聚晶宮口

地之有丘也"。見殷墟卡辭云: “貞:王有菇，亡咎" ( (合〉一六八)。

(什三)、悴 ，此字左從1~，右從己，當即疤，非府字也。見廢墟←辭云: “巳

也......自至" ( (存) --，三三四)。

(廿三)、坊 ，此宇左從r-，右從哎，當即蝕，非掀字。 el~字，如《論文}: “敢

做大剛卯以逐鬼魅也，從交芭哇，讀若己，古云切"。其字用法，見殷墟卡辭云:“貞:

鼠不其得" ( (鐵〉二九.二) ; “辛丑卡，賓貞:克蝕得" ({後門三九﹒一四)。

(廿四)、鼠 ，此字在從r-，右從拉(成) ，當即廠字。見殷墟卡辭云:“恥"

( {乙〉八六C五)。

(廿五)、計 ，此字右從j~，左從闕，當即蝙字。明字，如〈說丈}: “日見也，

從日從見，見亦聲，詩日晚日梢，胡甸切"0 (廣韻) : “闕，日光也，故甸切"。視

字的用法，如殷墟←辭云; “偏于若" ( (抉〉三九六) ; “蝙于有" ( (前〉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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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六)、諦 ，右從r-，左從狀，當即痲字。 f1z字，如〈篇海) : 明梁同";
〈正韻) : “津私切並音咨"; (類篇) : “硬也" ; (爾雅﹒釋草疏):“樂者樓也。"

咨通夜，如〈廣韻) : “去劫切"; (集韻) : “津私切音咨典故同"。其字見殷墟

←辭云: “貞:王我家舊蔽臣亡老(扯)我"， (或“貞:我家舊臣亡苦因......妝......
我......" 0 ) ( <前〉四﹒一五.四)。

(廿七)、艘 ，此字左從:j--，右從醬(稟) ，當即瘋字，非牆字。“)j" 字， (廣
韻) : “力給切"; (集韻) :.“力錦切並音攝"， “寒病"， “筆錦切音稟疾也"，

“渠金切音琴義同本作鷹"。其字，見殷墟卡辭云: “宙小臣嗜(攝)令呼比受祐

.( <粹〉一一五一)。

(廿八)、棚 ，此字左從f-，右疑從肢，即揖字。(說丈):“研、曹曹銳意也，

從二克，子林切"。 “雄"通嗜字， <集韻) : “瘤，痛哇.， 0 (集韻): “居氣切昔

缸，癡也或作疙"。其字，見殷墟卡辭云: “悔" ( (遺〉三二一)。

(廿九)、昂 ，此字上從雨，下從病，即聶字(合文)。其字，見殷墟←辭云:
“貞:王口露"( <乙〉二八一個。)

(卅)、恥 ，此字左從以 r-，右從虎，當即攝字，疑虐字。其字，見殷墟卡辭云:
“己已卡，貞，有競玉，今八月" ( (甲〉一一二八)。

(卅一)、糕 ，此字的叫:右從崖，當即療字， 非 1月字。反字，如〈集韻) : 

“同屐俗省"; (廣韻〉、 〈集韻) : “奇逆切" ; (韻會〉、〈正韻) : “竭載切並音

劇"; (說文) : “履，層也，從履省支聾，奇逆切"0 (增韻) : “木屐也"。痕，

病也。其字見( (菁〉三二)。

(卅二)、嗨 ，此字左從r-，右從樂，當即癱字。(唐韻〉、 〈集韻) : “力照

切"; (韻會〉、 〈正韻) : “力弔切並音僚"; (說丈) : “治也" , (詩﹒陳風):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筆云:泌水之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癱飢"; (集韻):

“弋的切音「藥"; (博雅) : “病消日癱" ; (廣雅﹒釋詰):“痺，病也，療，病治、。

爆也， 一切經昔義五引〈三蒼)"; (額篇) : “或作療"。其字，見殷墟卡辭云:
“......王......癱......" ( (快〉九O王)。

二、殷墟出土一些病類卡辭考釋

殷墟卡辭中所反映出當時人們的疾病分類有十幾種，但有些疾病已經根據某主要特

徵，予以專門名稱:

(一)、病首，見殷墟卡辭云: “甲辰扒出貞:病首亡(完)祉(延) ((後下〉

七一三)。按“病首"，即病頭痛，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 “齊侍御史成自病頭

痛。......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按病頭痛，即頭痛病也。

(二)、病目，見殷墟卡辭云: “有病目不仕(延)" ( <合〉一六五) ; “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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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其仕" (同上) ; “貞:玉其病目" (同上) ; “貞:王弗病目" (同上)。按“病

日，\即息眼科疾病也。

(三)、病白，見殷墟卡辭平: “貞:商病自佳有虫" ( {乙〉六五八王)。按“病

自"，即鼻患疾病。{集韻} : “鼻白，雕至切， {說文〉引氣自昇也，古作白"。

(凹)、病耳，見殷墟←辭云: “貞:病耳佳有虫" ({遺〉二七- )。按“病耳"，

必 [J岩、耳科此病也。

(瓦)扒、病 l口.:1 ，見殷墟←辭云: “貞:病御七甲( {合〉一二三)九。按“病口

即居患、口腔病也。

(六)、病舌，見殷墟卡辭云: “甲辰卡，古貞:病舌佳有虫" ({截〉三四、六)。

按病舌，即唐、舌疾病也。

(七)、病齒，兒殷墟卡蘭卡云: “貞:病齒御于父乙" ( (前〉一、二五、一) ;“苦

l 婦)好弗拉ìi 齒" ( (乙〉三-六四) 0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 “商中大夫病齒

騙"。按“病齒"，即唐、牙齒疾病也。

(八九病音(即 p 字) ，見股墟卡辭云: “貞:吾其有病" ({措〉一、三三五)。

“旨"與心同，如《居說) : “於今切"; <集韻〉、 〈韻會} :“於今切"; {正韻}:

“於禽切並音音"， (說丈) :“不能言也，從f吾聲"; {釋名} : “舟畸然無聲也。

如去韻} : “每.虛交「日車陶宿"0 (禮記· .:1:制篇) : “情童基疲覽"; (釋名﹒

禪從病) : “侍者失音也" 0 (史記﹒扁鵲倉立之列傳):“臣意嘗吟，安陽武都里成卉方，

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君、謂之病苦蓓風，三歲四月主不能自用，使入瘖。瘖即死。今聞其

VLI月交不能用，情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所以知成閒病者，診之，其服法奇

頓三至曰:‘騙氣相反者死\切之，再腎反肺，法 R: 三歲死也"0 (集解〉哥 i徐廣曰:“作

背，首才亦反"0 (索隱) : “播者，失音也，讀去口音。文作瘖。瘖者，置也，言使人

過買其一手足也"; {國語﹒暫語} : “覽后不可使言U; (素問奇病論) : “人有重

身，九月 I而指"。按“繭音'，'，則咽喉系統愚病。

(九 )λ、病身，見殷墟←辭云: “貞:御病身于父乙" ( (乙〉六三四四) ;“貞:

11 病身御( {乙〉七/花L/λ〈八) 0 拉“病身

(十)扒、病屯，見肢墟卡辭云: “貞:有病屯E且豆小囚御于.….叮..….…" (代〈乙〉七四八八)九
。

按“病屯，"，\，即屬於積聚病也O 如〈玉篇) : “屯，聚之處"， (繭雅.釋天) : “風

與火為J句屯" {集韻} : “室中]工±也，居也"。

(十一)、病包，見殷墟卡辭云: “王戊扒古貞:御病包匕癸" ( (乙〉四五凹

…) ; “御病包于七獎" ( (乙〉四五四0) 0 {集勸} : “被教切吾砲，體病，通作

包皮，"又“皮教切音抱，面生氣也。按“病包"，即屬於腫瘤病范疇也。

(十二)、降病，見殷墟卡辭云: “丁U ←，貞:亡(無)降病" ( {林〉三、二

、一三)。按“降禍"，即屈、肛腫病也，如〈爾雅﹒釋詰} : “降，落也"， (爾雅

﹒釋言) : “降，下也"。降通牌痺， {集韻} : “胖，肛瞳也，或作眸嘩"。

(十三)、病骨，見殷墟卡辭云: “貞:病骨佐虫" ( {乙〉王八六凹) ; “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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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弗有其病骨， ~巨:回日:今病" ( (扶) i丘王六五 )μ。按“病骨

(十十-f7L門L刊l刊)、病 Æι( 足) ，見殷墟卡辭云: “貞:病疋龍(腫)" (仗〈乙〉→ -j八\七)九O 

按“病疋"，即足病也。

(十五)、病止(趾) ，見殷墟←辭云: “病也" ( (乙〉三二。六) ; “御病止

于父乙霄" ( (南輔〉一七)。 “庄"通准， (宇彙) : “直里切音雄下部病"九。按“病

止

(十六 )λ、兩病，見殷墟卡辭云: “貞:今多夕r其雨病" ( (俠〉五六fî. ) 0。按“雨

病"，即/可趴在!也。所謂λ淫，即風，寒、暑、濕、燥、火等六氣反常，侵入人體，謂

之八控疾禍。

(十七)、病役，見廢墟卡辭去: “貞:病役其祉(延)" ( (乙〉七-.-0) ; 
“甲子卡，殼貞:的一位不址(延)" (同上)。 “仗"通役與疫， (集韻):“JiiJ:同疫'，;

〈釋名} : “疫，役也，言有鬼役也"; (周禮﹒春官﹒占夢) : “進今始難歐疫，'，

住云: “疫， 1革鬼也"; (史記﹒啟事) : “茂氣全民無夫疫"， (廣韻) :“疫， (說

丈〉云: “民皆疾也"。按“病仗"，即瘟撥(疫)病，屬於傳染病，如天花麻疹，

霍亂荊疾，傷寒跨跤，禍炎鼠疫，猩紅熱與百日咳等使病也。

(卡八)、肇病，見殷墟卡辭云: “貞:佳帝肇~E病" ( (乙〉七三。四) ;“貞:

社受多匕肇 L:病" ( (乙〉六三三位1.1 )。 “宰"即JE 也，如〈國語﹒齊聶} : “搏本肇

末"注: “搏，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表也"。按“正"與診同聲韻，

假借“正"為診字，故“肇"為診也。

-‘、
是主吉吾

從上述卡辭看，三千三百多年前的殷商時期，人們對疾病已經開始進行科學地考察

與分析，近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世界醫療史上的偉大創舉，是中國人民對人頭文明的

文→卓越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