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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custom of finding a bride for Hebo in the State of Wei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in ancient China has been well known since it was 

recorded in Shi Ji-Funny Biographies. In fact, the custom took place even 

earlier. In Late Yin Dynasty there existed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of Qu Nv, 

marrying a girl, and Xian He, dedicating to the river. And that was the custom 

of Hebo’s Wedding in Yin Dynasty. The custom of finding a bride for Hebo is a 

form of flattering the gods to sacrifice the river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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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滑稽列傳》裡有一篇《西門豹治鄴》非常有名，是中學語文課本的經典篇目。

文章不長，迻錄於此，以便討論：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

河伯娶婦，以故漸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

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

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

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

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

河伯娶婦在殷商 

——甲骨文祀河卜辭研究 

 

常 耀華 

 

〈Summary〉 

The custom of finding a bride for Hebo in the State of Wei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in ancient China has been well known since it was 

recorded in Shi Ji-Funny Biographies. In fact, the custom took place even 

earlier. In Late Yin Dynasty there existed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of Qu Nv, 

marrying a girl, and Xian He, dedicating to the river. And that was the custom 

of Hebo’s Wedding in Yin Dynasty. The custom of finding a bride for Hebo is a 

form of flattering the gods to sacrifice the river god.   

〈Key words〉 

finding a bride for Hebo; oracle inscriptions; oracle inscriptions of sacrificing the river 

 

 

《史記·滑稽列傳》裡有一篇《西門豹治鄴》非常有名，是中學語文課本的經典篇目。

文章不長，迻錄於此，以便討論：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

河伯娶婦，以故漸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

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

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

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

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

59



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

伯娶婦，水來漂没，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

父老賓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賓女。‛皆曰：‚諾。‛ 

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

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

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

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賓之。‛即使

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

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

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

豹簪筆磬折，向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曰：‚巫嫗、三老不來還，

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

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

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這篇文章，繪聲繪色，狀兩千多年前之情景如在目前。 

有趣的是，甲骨文中也有類似河伯娶婦的記載。《甲骨文合集》8935版： 

貞見河。|…取于 。 

見通獻，河指河川，亦指河神，亦即魏國鄴地所稱的河伯。取通娶， ，地名，也是族名。

‚取于 ‛極有可能是取 族之女。或曰以此殘辭孤證，似不能推定商代有為河伯娶婦習俗，

不妨再看以下辭例： 

令須 多女。  《甲骨文合集》675 

，有徵集之義。 

取 女。  《甲骨文合集》676反。 

，地名。 

甲午卜，□，貞于“河 ”報。 

貞 于河，報。   

貞 王亥。   

貞乎雀 河五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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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五十牛“ ”于河。 

五十牛于王亥。 

五十牛。 

河三十牛，以我女。  《甲骨文合集》672 

丁酉卜，貞于河女。   

惠四牛。  《甲骨文合集》683 

，侑，祭名。《詩·小雅·楚茨》：‚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毛傳：

‚侑，勸也。‛ 孔穎達疏：‚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儀禮·特牲饋食禮》：

‚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 鄭玄注：‚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 ，

亦祭名，應與酒食有關，有人認為 祭實際就是酒祭。王亥，又名振，契的六世孫，冥的長

子，上甲微之父。王亥協助父冥治水，有大功。殷人祀河伯時同時也祀王亥或其他先祖。 

來辛亥燎于王亥三十牛。   

我 于河女。 

河。  《甲骨文合集》1403 

…圭、女…四 。《甲骨文合集》15147 

上揭辭例中‚ 于河女‛，‚乎雀 河五十〔牛〕‛，‚ 五十牛于河‛諸語，與褚先生筆

下的‚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

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何其相似乃爾！ 

褚先生‚為具牛酒飯食‛的話，一筆帶過，略嫌籠統，甲骨文則交代得很具體：‚ 五

十牛于河‛，‚燎于王亥三十牛‛，‚圭、四 ‛與‚女‛並列。 

 貞 河。 

 王占曰：其 隹羌。 

 翌辛亥乎往于河， 于女。  《英國所藏甲骨集》1163 

第(1)條中的 字從卣從皿，當為酒器，也應是祭河神之祭名。王占曰‚其侑隹羌‛，所選

擇的河女當是羌女。羌是殷商的敵國，甲骨文中常有伐羌的記載。‚ 于女‛， 亦祭名。 

鄴地為河白娶婦的習俗為何能夠風行？褚先生沒有明言。甲骨祀河卜辭有這樣的內容： 

貞亡其 。   

貞勿取河。 

貞翌癸卯其雨。    《甲骨文合集》14576正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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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其有 。 

貞取河。 

貞翌癸卯雨。    《甲骨文合集》14576正乙 

庚申卜，殼，貞取河， 从雨。    《甲骨文合集》14575 

‚亡‛通‚無‛。‚其‛，語氣詞，表推測。‚ ‛，當是‚ ‛（疾）字之簡寫。 ‚其有

‛ ‚亡其 ‛是卜問會有疾嗎？不會有嗎？疾，痛苦，困苦。《管子·小問》：‚凡牧民

者，必知其疾，而憂之以德。‛《漢書·溝洫志》：‚﹝治河 ﹞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从，‚ 縱 ‛的古字。‚从雨‛即‚縱雨‛也。 

‚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禱雨祈年，才是帝王祀河原因之所在。應劭《風俗通義》卷

八《祀典》云：‚日月星辰，昭印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祭祀

山川河流，是為了報答其生殖之功，沒有山川生殖萬物，烝民將無以為生。故《西岳華山廟

碑》亦云：‚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遍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

是以唐虞疇諮四岳，五歲以巡狩，皆以四時之仲月，親至其山，柴祭燔燎。‛依此，奉祀山

川，可溯至三皇五帝時代。三皇五帝的確切資料難易確定，坐實可信的最早資料當屬甲骨文。

陳夢家在其《殷墟卜辭綜述》中指出：‚卜辭中山川之祭是存在的。除了岳和河……，尚有

其它的山川之神。‛ 1）魏國鄴地為河伯娶婦實際上是上古祭祀山川禮俗之孑遺。甚至可以

直截了當地說，鄴地為河伯娶婦之上水可以直接導源于殷商。為什麼敢於這麼肯定？因為鄴

本來就是殷商故地。《漢語大辭典》鄴字條下云：‚古都邑名。春秋齊桓公始築，戰國魏文

侯建都於此。秦置縣。漢後為魏郡治所。東漢末年又先後為冀州、 相州治所。 袁紹鎮此。 

建安十八年(西元213年)，曹操為魏王，定都於此。曹丕代漢，定都洛陽，鄴仍與洛陽、長

安、譙、許昌合稱五都。晉避司馬鄴 (湣帝)諱，改名臨漳 。十六國時後趙、前秦、北朝東

魏、北齊皆定都於此。有二城：北城曹魏因舊城增築，週二十餘裡，北臨漳水 ，城西北隅

列峙金虎、 銅爵、 冰井三台。舊址在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南城築于東魏初年，大於北城，

今屬河南省安陽縣轄境。隋開皇十年(西元590年)復名鄴縣，宋(熙寧)六年(西元1073年)併

入臨漳。‛ 

西門豹治所治之河，並非是古漢語中所謂的黃河，而是安陽西北邊的漳河，漳河發源於

山西長治。由於流域上游的清漳河、濁漳河，落差巨大，下游下泄不暢，所以歷史上漳河就

是一條災害頻發之河，甲骨文中之所以有數百版祭河卜辭，蓋緣於此。漳河非旱即澇，其旱

尤烈，安陽‚紅旗渠‛就是與天地河岳之神抗爭的奇跡。 

吃飯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天地山川風雨雷電諸神，主宰著天下烝民的命運，人類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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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飯，所以，不能不乞靈於天地山川諸神。 

于河禱年。  《甲骨文合集》10080 

戊午卜，賓，貞 禱年于岳、河、 。  《甲骨文合集》10076 

戊寅卜，爭，貞禱年于河，燎三〔小〕 ，沈三牛，宜 。 

辛亥卜，古，貞禱年于岳，燎三小 ，卯三牛。二月。 

     □□“卜”，殼，貞我受年。 

     …我受黍年。二月。 

…禱年于河，燎三 ，“沈”□□，卯三牛，宜 。  《甲骨文合集》10094正 

[王占曰：吉。]甲其雨。受年。 

乙巳卜，殼，貞于河禱年。  《甲骨文合集》10094反 

乙巳卜，殼，貞于河禱年。  《甲骨文合集》10092 

□卯卜，殼，貞 年娥于河。  《甲骨文合集》10129 

□□“卜”，賓，貞侑報于“河”。  《甲骨文合集》10942 

丁未卜，爭，貞 雨，匄于河。十三月。   

□子卜，“殼”，貞王令…河，沈三牛，燎三牛，卯五牛。王占曰：丁其雨。九日丁酉

允雨。   

□□卜，殼，“貞”“王”勿令…河。二月。  《甲骨文合集》12948正 

丁。王亦占曰：其亦雨。之夕允雨。  《甲骨文合集》12948反 

從上揭卜辭看，祀河、祀岳多系祈雨禱年。史載:‚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

湯乃以身禱于桑林……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2）殷人對於旱災的印象難以

磨滅。 

往“于”河… 

    往于河，亡“其”从雨。  《甲骨文合集》8333 

貞“京”受黍年。 

辛丑卜，□，貞往于岳，有从雨。  《甲骨文合集》9981 

既然祭祀河岳之神關乎著天下烝民的福祉，那麼，為河伯娶婦的媚神之舉也就不是什麼匪夷

所思之事了。《甲骨文合集》14755中以下幾條刻辭確有可能是祈雨取女之占：  

貞翌丁卯禱舞，有雨。   

翌丁卯勿亡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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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有从雨。   

貞 王亥十牛。   

貞 東。  

貞 允其取女。 

上辭‚取女‛應即娶婦。 ，祭名，大概是一種用牲方式。由此辭看，禱雨的祭儀相當熱鬧，

所謂‚禱舞‛，應該就是美輪美奐的桑林之舞。《書》傳：‚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湯乃

翦髪斷爪，以身為牲，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謂禱桑林以得雨，遂以名其

樂。‛
3）

《左傳·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 ，請以《桑林》。‛ 杜預注：‚《桑林》，

殷天子之樂名。‛《莊子·養生主》：‚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

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用牲十牛，可以想見其場面之宏大。《甲骨文合集》14588辭曰：‚丙子卜，賓，貞 、玨，

河。‛該辭是說：丙子日卜人賓貞問，要不要用 、玨為犧牲 祭河伯。 字不識，從

字形看，兩人挾一女，很容易讓人想到河伯娶婦的場景。為河伯娶婦之事若發生在殷商，一

點也不應該感到驚奇，大凡參觀過殷墟者，相信對殷代人殉的淒慘場景一定揮之不去。身首

異處者，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甲骨文裡不止一處提到活人祭： 

□亥卜， 二方白其用于祖丁、父甲。  《甲骨文合集》26925 

…方白用…    《甲骨文合集》38759 

‚方白‛即‚方伯‛，為諸侯之長。《史記·周本紀》：‚ 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 齊 、 

楚 、 秦 、 晉 始大，政由方伯。‛ 裴駰集解引鄭司農曰：‚長諸侯為方伯。‛ ，羌族

之別種。‚用‛，殺人以祭或殺牲以祭謂之‚用‛。《左傳·僖公十九年》：‚夏， 宋公使邾

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杜預注：‚蓋殺人而用祭。‛ 楊伯峻注：‚ 昭

十一年《傳》云：‘ 楚子滅蔡 ，用隱太子於岡山 。’《論語·雍也篇》云：‘犂牛之子騂

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殺人以祭，殺牲以祭，皆謂之用。‛ 二方白其用于祖丁、

父甲‛即用 方兩個首領的頭祭奠祖丁和祖甲。 

如果說，上面所談的用方伯作祭牲是處置戰俘的方式，還不足以證明祈雨祭牲也用人

而且是用女性的話，那麼，下面這版卜辭則足可以把此鑄成鐵案： 

貞今丙戌 （烄） ，有从雨。   

貞 ，亡其从雨。   

惠己丑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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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惠今己。   

舞岳侑。  

勿舞岳。   

于翌庚禱。   

勿于庚禱。   《甲骨文合集》9177正 

王占曰，隹翌丁不雨，戊雨。 

庚“寅”有“从雨”。  《甲骨文合集》9177反 

烄 。   

女乇。四月   《甲骨文合集》19801 

有大雨。  吉 

其烄永女，有雨。  大吉 

弜烄，亡雨。  吉   《甲骨文合集》30169 

□□卜，其烄 女，有大雨。  大吉    《甲骨文合集》30172 

戊申…惠雨，禱于… 

戊申卜，其烄永女，雨。 

 …烄永女。  《甲骨文合集》32297 

戊申卜，其烄永女。 

弜烄，雨。 

□□，貞…“禱”禾。   《甲骨文合集》32298 

丙戌卜，烄 。   

丙戌卜，烄女。   

己丑卜，今日雨。 

庚戌卜，王 直大甲。   

庚戌卜，王 直祖乙。   

庚“戌卜”，燎一□，宜…于“岳”。   

庚戌卜，燎一牛，“宜”一牢。 

庚戌卜，惠王自禱于岳。   

庚戌卜，王 直大乙。   

丙辰卜，于土寧“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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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寧風。 

王禱雨于土。 

己雨。  《甲骨文合集》32301 

，從交從火，應隸作烄，《玉篇》：‚交木然之以燎柴天也。‛此版也是祈雨祭，提到的

祭祀對象是岳。河岳之神地位相侔。由 字字形可知，交字非從木，而象人雙脛交叉狀。此

字是一幅活脫脫點天燈燎人圖。祭河沉水，祭山火燎升天，符合事理。烄後的‚ ‛字，從

女從才，當是女性人牲。4）祭山神與祭河神一樣有樂舞，其舞亦為桑林之舞無疑。 

禱祀河伯與祭山岳一樣，也有樂舞。例如： 

…河，舞…从雨。  《甲骨文合集》12834 

褚先生筆下的河伯娶婦沒有樂舞場面的描寫，作為一種習俗禮儀在流傳過程中或有損益

是極為正常的。《西門豹治鄴》中所描寫的故事主幹，在甲骨文中都有存在。 

 

 

 

注 

 

1）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第 504頁。 

2） 見《呂氏春秋．順民》篇。《竹書紀年》亦謂：‚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二

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見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竹書紀年,卷上。 

3） 【清】張尚瑗：《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三傳折諸，左傳折諸》卷十五。 

4） 被作為人牲烄祭的還有 ，《甲骨文合集》1136、1137 辭同文：‚貞…有〔从〕雨。|

貞烄聞，有从雨。|貞勿烄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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