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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殷卜辭的 （籫）字 

蔡哲茂*

 

提  要 

殷卜辭有一個「 」字，又可寫作「 」，後代的兩周金文及戰國文字

均未見此字形，是一個死掉的古文字。它出現在卜辭中有幾種用法，一是在

「王事」、「事」之前，或「朕事」、「我事」之前，有時候也可以把「王事」

或「事」省略，只單言「 」。分析它出現的地方，和農事、勞役、工事、

田獵、征伐有關，大體上是商王命令臣下去「 王事」，「 」也有作「人名」

的用法，學者們已有人推測此字和佐助的意義有關。現在我們利用綴合後較

完整的卜辭，發現它有一種用法和「攸雨」（脩雨）相對，從而推測它應可

讀為「驟雨」，表示短暫的雨，因而提出卜辭的「 」應是後來表示「籫」

的「箸筩」的象形字，在「 王事」的地方讀作「贊王事」，表示佐助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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