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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兕」「象」

—「甲骨文所見的動物」之六 *

單育辰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本文是「甲骨文所見的動物」系列論文中的第六篇，探討了甲

骨文中的「兕」、「象」兩個字。有些學者認為「兕」是指「犀牛」，

本文利用出土材料、古文獻材料中的各種證據加以研究，認為先秦

典籍及甲骨文中的「兕」指「聖水牛」。本文討論了甲骨文中含有

「兕」、「象」二字的辭例，也討論了構形中含有「兕」、「象」形的

甲骨文諸字，對一些疑難句詞做了解釋，著重探討了甲骨文中的「 」

字，認為有可能讀為「隨」。

關鍵詞：	動物名 兕 象 商 甲骨文

* 小文曾請蔣玉斌、王子楊先生審閱，並依據他們的意見修正了若干錯誤，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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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兕」

甲骨文中有一種動物作下形：1

Ⅰ型： 《合》24358 《合補》2472 《合》10399 《合》

10430 《甲》3916 《甲》3939 《合補》11301 《合》

28411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 · 甲骨卷》（以下簡稱 

《國博》）261 《合》37379 《合》32631

Ⅱ型： 《合》10448 《合》10398 《合》10308 《合》

10433

此字舊有一些不同說法，2 後自唐蘭始釋為「兕」，他說：

《說文》，「 如野牛而青色，象形。」蓋即卜辭之作

形，而小异耳。《說文》舊有校語云，「與禽離頭同。」則

別本篆當作 ，是又 形之異也。然則以字形論之，甲骨刻

辭中此字，當釋為兕，即《說文》之 ，可決然不疑者。

〈海內南經〉，「兕其狀如牛，蒼黑一角。」《爾雅》「兕似

牛。」郭注云，「一角，青色，重千斤。」〈左傳疏〉引劉

欣期〈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

形如馬鞭柄。」按兕角可為酒 。《詩 · 卷耳》，「我姑酌彼

兕觥，」〈韓詩說〉，「以兕角為之，容五升。」蓋兕角之

巨可知。然則一角之獸，而其角又特大者，當為兕之形，

亦皎然無疑者也。3

1 字形舉例可參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580–583。

2 參松丸道雄、高嶋謙一：《甲骨文字字釋綜覽》（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1993 年），頁 275–276；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1602–1604「兕」條。

3 唐蘭：〈獲白兕考〉，《史學年報》第四期（北平：景山書社，1933 年），頁 123–
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