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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南阳密码

“禾”与“曾”“曲”的含义相通。如前所

述，曾、曲、柔的含义相通。《诗经·小雅·采

薇》“薇亦柔止”，毛传：“柔，始生也。”《素问·

生气通天论》“柔则养筋”，司马光集注：“柔

者，少阳初生之气也。”《尚书·皐陶谟》“柔而

立”，郑玄注：“柔，谓性行柔和。”《诗经·周

颂·丝衣》“旨酒思柔”，朱熹集注：“柔，和也。”

是“柔”有“始生”“柔和”之义。

“禾”，通作“和”。《尚书·微子之命》“唐

叔得禾”，孔颖达疏：“禾者，和也。”帛书《战国

纵横家书·苏秦使盛庆献书于燕王章》“外齐

以禾，必不合齐、秦以谋燕”，蔡运章注“‘禾’，

同和，联合”［18］。战国子禾子铜釜铭中的

“子禾子”，郭沬若、张政烺皆以为“‘子禾子’

是‘田和’为大夫时之称”［19］。皆是其证。

《礼记·礼运》“以和夫妇”，孔颖达疏：“夫妇异

姓，故言和，谓亲迎合巹之事。”《庄子·寓言》

“和以天倪”，成玄英疏：“和，合也。”《素问·生

气通天论》“两者不和”，王冰注：“和，谓和

合。”夫妇和合而生子女。是“禾”亦有“生长”

“和合”之义。

由此可见，“禾人”当是陶祖的标识，意

在说明陶祖的名义和用途，应属纪事文字的

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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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1羊肩胛骨照片

图五：2羊肩胛骨文字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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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1残陶祖照片

图四：2残陶祖文字摹本

八里桥遗址发现的 1件羊肩胛骨卜骨，

未经修治。残长 15.3 厘米，最宽处 6.3 厘米

（图五：1）。在其“下部正中刻有上下两个小

字‘ ’”（图五：2）［20］。
李维明先生认为：“羊肩胛骨上出现上下

两字，似为‘乙乙’。《说文解字》14下乙部有‘乙

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阴气尚强其出乙乙也。’不

知这一甲骨刻辞内容是否与气象有关？”

［21］。这则卜骨刻辞上下两字，均与甲骨文

“乙”字的构形相类［22］，确为“乙乙”2字。

那么，卜辞“乙乙”的含义是什么？《史

记·律书》载：“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释

名·释天》说：“乙，轧也。”《集韵·迄韵》：“乙，

象春艸木冤曲，其出乙乙也。”《文选·陆机

〈文赋〉》“思乙乙其若抽”，李善注：“乙，难出

之貌。”《谷梁传·襄公十九年》“轧辞也”，范

宁注：“轧，委曲。”因此，这则卜辞的大意是

说，事情进展艰难委曲吗？

由此可见，这件卜骨刻辞应是夏代曾国

贵族占卜的真实记录。

四四、、八里桥卜骨文字释读八里桥卜骨文字释读

1.方城八里桥古缯国遗址的规模宏大，内

含丰富，具有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心聚落的基本

特质。这里发现的陶盆残片、陶且（祖）和卜骨

上的“刻划符号”，是目前所知二里头文化遗址

发现内容最丰富、也最为重要的文字资料。

2.特别是，与方城八里桥古缯国遗址周期

或之前的遗址均尚未发现“甲骨文一类当时

的自证性文书资料出土”，来“解决都邑的族

属和王朝归属问题”。

3.八里桥古缯国遗址这 4件内容较为丰

富、且具有“自证性文书资料”的发现，证明史

书和春秋金文所说姒姓曾国的始祖号“曲

烈”，从而说明这处遗址正是姒姓曾国的始

封地。从而证明了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

的信史时代。

综上所述，八里桥古缯国遗址文字资

料的发现和释读，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

二里头文化的性质以及姒姓曾国的历史

等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文得到南阳市文化与旅游局原局长

白振国，赵振华、李维明、严辉等先生的大力

帮助，特致谢忱！）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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