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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甲骨文文化，守护文明根脉

乘坐高铁驶入安阳站那一刻，就进入了一座
甲骨文之城。气势恢宏的殷商建筑风格、甲骨文
和简化字双标展示、随处可见的甲骨文公益广告
标识，让人迅速感受到文字之都的魅力。

“甲骨文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血液里，我们能
在安阳文化体育中心装饰墙上触摸到甲骨文，在
街头巷尾的公交站台看见甲骨文，这就是我们的
城市名片。”10 月 31 日，在中国文字博物馆的

“甲骨学堂”上，跟随着老师的讲解，来自安阳各
小学的学生牢牢记住了安阳独有的城市符号。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每个周末都有学生自发
报名参与这里开设的公益课堂。孩子们化身“小
小讲解员”，身着亲手制作的手绘甲骨文T恤，置
身于甲骨文的海洋，一次次领略汉字之美。

“我们总说，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就到了甲骨
文、汉字的家。不仅如此，我们也把甲骨文文化带
到学校、社区、偏远山区和革命老区。”中国文字博
物馆副馆长魏文萃说，“多年来，‘甲骨学堂’先后举
办文字文化教育活动 1500余场，4.5万余个家庭参
与其中。80 多位国家级文字学、历史学等学科的
知名专家学者来到‘文博大讲坛’传道授业，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群众传播最新的文字研究成
果。中国文字博物馆已成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
践教育基地，让更多的青少年树立文化自信。”

守护中华文明根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安阳一直在路上。

走进安阳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北校，一条依
甲骨片造型打造的甲骨大道分外醒目，学生们不
仅可以在学校阅读 《有趣的甲骨文》 读本，还可
以找寻属于自己的甲骨文生肖，玩甲骨文点位游
戏，书写甲骨文字，讲甲骨文故事等。“我们就是
要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有趣的课堂学习和生动
的娱乐活动，让孩子们了解、认识、热爱并传承
甲骨文文化。”校长侯华丽说。

甲骨文走进校园并非个例。如今，安阳市已
建成17所省级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37所市级甲
骨文教育特色学校，让孩子们从小接受甲骨文教
育的熏陶，领略文字之美、树立文化自信。

如果说甲骨学堂、甲骨文特色学校等让甲骨
文文化传播得更广，那么，遍布安阳城市街头的
甲骨文书屋，则是浸润古都安阳的另一张文化
名片。

家住文峰区东方名苑小区的北方工业大学研
究生沈梦宇，整个暑假都泡在家门口的甲骨文书
屋里备考，她每天第一个报到，一学就是一整
天：“这里环境好，读书氛围浓，我在这里享受的
是沉浸式阅读，学习效率很高。”

短短两年多，甲骨文书屋以其独特的文化内
涵走进了社区、公园、工厂、学校、村庄，成为
安阳百姓身边的诗和远方。

“我们的书屋建设还在继续，预计年
底前总数将达到 105 座，成为书香安阳
最亮丽的城市会客厅。”安阳市文广体
旅局三级调研员姜红旭介绍。甲骨
文正通过多种形式融入安阳人的生
活，更多普通民众了解甲骨文、
认识甲骨文、爱上甲骨文。

活化文化遗产，融入城市发展

“殷墟、甲骨文是中华文明探索的出发点和基
点，世界公认。我们持续推进殷墟考古就是要让
3000多年前的国家、城市、人鲜活起来。”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说。

2020年11月，安阳市文物部门开启公众考古
模式，面向全国公开招募考古志愿者，让公众走
近考古、了解中华文明。

西南大学古文字学专业研究生韩曈曈第一时
间报名，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他至今仍记忆犹
新：“作为一名安阳人，当听到家乡招募考古志愿
者的消息时，我专门请假回来参加，能够近距离

感受殷商文明，觉得非常自豪。”
让考古走进百姓，把产业融入生活。这是安

阳在探索保护、利用文化遗产这笔宝贵财富时摸
索出的特色之路。

近年，安阳市大力推动文旅融合，文旅产业
厚积薄发。安阳市文旅集团全面运营殷墟景区，
正逐步将文化资源转换为发展优势，投资建设的
广益佰年文旅考古小镇，作为殷墟大遗址公园配
套服务项目，正向建设世界级考古文化体验目的
地不断迈进。

“我们联合相关单位开发的‘亚长牛尊’‘亚
址方尊’和‘司母辛鼎’3款3D数字藏品，每份
藏品一万份，5秒内全部售罄。”安阳殷墟景区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威威说。

借助数字时代的东风，安阳市积极推进中国
文字博物馆“玩转汉字”项目、殷墟景区数字化
展示提升项目等，通过“科技+体验”，打造数字
化驱动下的甲骨文活化应用新场景。推动甲骨文
与区块链、元宇宙等现代科技融合应用，不断拓
展甲骨文活化利用的新形式、新空间。

搭乘文旅融合的快车，安阳市组建文旅文创
融合发展研究院，连续举办文化创意大赛、十佳

“安阳礼物”评选等活动，甲骨文文创开发方兴未
艾，甲骨文表情包、甲骨文盲盒、甲骨文雪糕等
系列文创产品成为爆款。即将启动的2022年中国
安阳“甲骨文之礼”国际文创设计大赛，将推动
安阳文创产业与国际接轨。

随着大型歌舞剧《甲骨文》、网络电影《天命
玄女》等艺术精品的涌现，“遇见最美安阳”短视
频大赛吉祥物“牛娃娃”、中国文字博物馆 IP 新
形象“小仓颉”的诞生，殷墟与甲骨文的 IP 重
塑，一个新的安阳城市形象不断鲜活起来。

“我们要通过推动文旅文创融合发展，让博物
馆里的甲骨文、青铜器活起来，把文旅资源用起
来。努力将安阳打造成为一座‘来了不想走、走
了还想来’的魅力之都。”安阳市文广体旅局局长
薛文明说。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文脉绵延，生生不息。
在古城安阳的城市中轴线上，中国文字博物

馆续建工程和汉字公园项目即将建成开放。届
时，中国文字博物馆将增加“字里乾坤”“字书琼

林”“汉字民俗”“书苑英华”4个专题展陈，汉
字公园将建成“汉字之源”“汉字之变”“汉字

之趣”“汉字之美”“汉字之韵”“汉字力
量”6 个汉字文化展示园地。甲骨文、中

国文字的家将全面建成。
而在城市的另一边，与殷墟宫殿宗

庙遗址隔洹河相望，殷墟遗址博物馆
正在紧张有序地施工中，主体工程

已封顶，初显大气磅礴的身姿。
2023 年建成后，这里将成为研究
展示甲骨文和殷商文明的国际交

流传播平台。
据安阳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晓阳介

绍，除殷墟遗址博物馆之外，殷墟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也正在加快推进，规划范围涵盖整个殷墟保
护区，未来将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成为中国的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

“我们正全力推进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
设，服务好殷墟遗址博物馆、考古文旅小镇以及
正在谋划的后冈遗址博物馆建设，力争把殷墟打
造成具有全球视野、世界水准的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和中华文明标识工程，守好文化根脉，推进文
化自信自强，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殷都区委书记、殷墟管理委员会主任雷鸣表示。

文字归巢闪耀3000年文明之光，文化传承展
现新时代文明硕果。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史
长河中，安阳正奋力契刻浓墨重彩的工笔画。

在秋意盎然的园林中移步换
景，与生旦净末擦肩而过；在专业
剧场看名家名剧，“皮黄”“水磨”唱
出百味人生；专家大咖共聚一堂，
畅谈戏曲未来；名角好戏进社区下
基层，京城戏迷皆开怀……11 月 4
日至 11月 10日，第六届中国戏曲文
化周在北京园博园举行，一场与戏
曲跨越时空的相遇再次如约而至。

中国戏曲文化周是由文化和旅
游部、北京市政府主办的国家级戏
曲文化活动。本届戏曲周以“和合
共美”作为年度主题，举办各类活
动约 400 场。除了看戏外，游客还
可以通过丰富的展览、精彩的互动
游戏、好玩好逛的文创生活市集等
多种形式深度体验戏曲文化。

与戏曲“撞个满怀”

在各具特色的中式园林中，不
经意和戏曲演出“撞个满怀”，是中
国戏曲文化周的独有体验。11月初
的北京，秋意正浓，园博园中浓浓的
秋色与台上精彩的演出相映生辉。

“园林中的戏曲”板块汇聚名
团名剧名家。“龙腾虎跃”的京剧
武戏、雅致的昆曲 《牡丹亭》、京
梆双演的 《穆桂英挂帅》 等经典剧
目亮相开幕式演出。获得过戏剧梅
花奖、文华表演奖的戏曲名角儿联
手优秀青年演员以及中国戏曲学院
的学生登台，星光璀璨。

委约作品是每年戏曲周的一大
亮点，今年，北京风雷京剧团带来
沉浸式京剧 《古厝·西游记》，让

《西游记》 的故事回归山水之间。
主舞台升级改造后的阳光剧场集中
上演京剧 《大探二》、评剧 《花为
媒》 等名角诠释的经典作品；闽
园、忆江南等中式园林化身小剧
场，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观演体验；
晋中园的古戏台集纳优秀青年创作
人才，聚焦小剧场戏曲作品。此
外，戏曲周还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中
设置舞台，苏州畅园、余荫山房好
戏连台。

“剧场中的戏曲”板块则走进
北京市内专业剧场，为观众带来高
质量的专业演出。长安大戏院、吉
祥戏院、正乙祠古戏楼等剧场分别
上演京剧 《红鬃烈马》、昆曲 《牡
丹亭》、跨界戏曲名家演唱会等。
其中，全本 《红鬃烈马》 已经多年

未在舞台上演出，本届戏曲周特地
安排了两天四场十三折共10小时的
全本演出，让戏迷看个过瘾。无法
到现场的观众可以通过“网络中的
戏曲”板块，过足戏瘾。

好看好玩更好逛

中国戏曲文化周一直坚持以更
多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展现戏曲
深厚的文化积淀。

本届戏曲周安排了互动体验、
国风市集、展览展示等活动。银杏
披金的园博园遇上国风霓裳，汉服
达人带领游客穿越古今；散布于园
博大道上的各种戏曲互动装置，让
游客秒变剧中人，体验沉浸式游园
的乐趣；北京戏曲文化发展成就
展、黑胶唱片特展、戏曲视听展、
京剧旦角艺术展，为不同群体打开
深入了解戏曲艺术的窗口。

为了给广大戏曲爱好者搭建展
示交流、互动参与的平台，本届戏
曲周还拓展了中国戏曲票友大赛的
时空范围，持续推进“戏炫生活
共享小康”以及“小戏台”“嬉
戏”亲子剧场等群众性戏曲常态活
动，打造不落幕的戏曲周。

秋季丰收的喜悦还未散去，阵阵
西北风起，寒气渐侵衣，立冬悄然而
至。立冬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于公
历 11 月 7-8 日交节。《礼记·月令》记
载立冬有三候，一候“水始冰”，水面开
始结冰；二候“地始冻”，土地开始出现
冰冻；三候“雉入大水为蜃”，雉为野鸡
一类的大鸟，蜃即是蛤蜊。立冬后，天
上的大鸟已不多见，海边出现了蛤
蜊，蛤蜊的花纹与雉鸟的羽毛颜色相
近，古人便认为这是雉鸟跑到水里变
成蛤蜊。生命的流转、物种的变迁，
被古人演绎成浪漫的想象。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云：“冬，
终也，万物收藏也。”自然界草木凋
落，动物准备冬眠，粮食也收入仓
库。民间有俗语说“霜降腌白菜，立
冬不使牛”，秋收已毕，农事稍歇，
人们欢欢喜喜地为冬季的来临做着各
种准备。

按照传统，从立冬节气到第二年
立春，这段时间气温低，最适合做黄
酒，称为“冬酿”，立冬前后则是黄
酒开始投料的日子。浙江绍兴俗语讲

“儿子要亲生，老酒要冬酿”，“老
酒”是绍兴人称呼黄酒的土话。古法
冬酿要经过浸米、蒸饭、落缸、投
料、前发酵、开耙、灌坛后发酵、压
榨、过滤、煎酒、封坛陈化等一系列
步骤。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开耙。开
耙指的是人工调节饭醪温度，其中工
艺极为复杂，须得由经验丰富的老师
傅来把关。这些老师傅在酒厂里被亲
切地称为“酒头脑”，是酿酒过程中
的灵魂人物。酒醪的发酵程度全凭

“酒头脑”看、摸、闻、尝的感觉来

掌控，若是发酵得宜，成品酒的口感
便会甘润、鲜灵。开耙后的酒醪单独
装入一个个陶土坛中，盖上荷叶、坛
盖，整齐码放在户外，进行“后发
酵”，静待3个月后的立春开榨。

立冬日，人们杀鸡宰羊或是以其
他营养品进补，称为“补冬”。俗话
说“立冬补冬，补嘴空”，意思是嘴
馋了，该吃点好东西了。人们食用一
些驱寒的食物补充热量、充实元气，
为抵御严寒做好准备。北京人在立冬
喜欢吃荞面；潮汕人讲究立冬日吃甘
蔗，俗信以为可以保护牙齿；汕头一
带在立冬日吃莲子、蘑菇、板栗、虾
仁、红萝卜做成的炒香饭；无锡人在
立冬这天流行吃团子。南京旧有立冬
吃生葱之俗，冬季江南多湿冷天气，
葱味辛、性微温，能解毒调味、发表
通阳，使气运通畅，减少疾病发生，
因此民间有“一日半根葱，入冬腿带
风”之说。

旧时因条件限制，冬日里洗澡不
那么勤，疥虫、跳蚤等容易繁殖，引
起皮肤病，立冬日清洁身体、保持皮
肤健康的“扫疥”习俗就显得非常必
要了。南宋周密 《武林旧事》 记载，
立冬日，人们用各色香草伴着菊花、
金银花泡水沐浴。民国初年的《沪谚
外编》也记载了立冬日用菊花、金银
花、香草煎汤沐浴扫疥的习俗。

从春耕夏耘到秋收冬藏，顺天应
时的智慧随着节气习俗而传承不息。
立冬奏响了冬的序曲，人们备办过冬
衣物，以美食滋补身体，以健康姿态
迎接寒冬的考验。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传统手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造物的古老智
慧、审美意识、技术能力、伦理观念、产业功
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艺术、科技、
教育及经济价值。不久前，文化和旅游部等六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的意见》，从七个方面擘画文化产业赋能乡
村振兴蓝图，手工艺便是重点领域之一。

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传统手工艺
历史悠久，不仅有玉雕、石雕、泥塑、面塑、
刺绣、剪纸等众多传统手工艺，还有享誉国内
外的各类香包。香包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技艺
的典型代表，徐州香包中最有名的马庄香包，
以元宝形、蝴蝶式、花瓶型、人物娃娃等造型
而出彩，讲究色彩对比、用料搭配，具有收藏
和装饰价值。其传统主题纹样大多取自中国民
间美术，内容以纳福招财、延年益寿、驱邪禳

灾等主题为主，如龙凤双喜、鸳鸯戏莲、松鹤
延年、喜鹊闹梅等。凭借徐州“五省通衢”的
独特地理位置，马庄香包将当地传统手工艺特
色与其他地域的民间风俗相融合，虽历经千年
发展演变，但仍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在
漫长的实践中得到持久传承。

近年来，当地手工艺人对马庄香包的题
材作了扩充，在技艺上进行了革新，增加了
戏曲人物脸谱等元素，将苏州发绣、刺绣与
徐州香包艺术相融合，并针对当前市场需
求，创造了新型的绣法和配色方式，增强香
包工艺的艺术性，制作出符合当下人们生活
需要和审美趣味的香包绣品，受到市场欢
迎。利用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再结合
短视频平台辅助宣传推广后，马庄香包不仅
受到国内消费者的喜爱，还远销意大利、英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在充分运用现代创意设计，增加时尚元
素，推动香包特色化、品牌化发展的同时，当
地还带动农民结合实际开展创作生产。作为徐
州香包项目保护单位，徐州文化馆每年定期开
设20个徐州香包培训班次，邀请徐州香包代表
性传承人授课，全市各县 （市） 区设有徐州香
包展示馆和传习所 （工坊） 700 多个，培训 3
万余名香包爱好者，带动2000多人就业。在文
旅融合的大潮下，“非遗+旅游”模式使徐州香
包产业在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带动了地方文旅业的繁荣发展。

非遗与旅游的连接，丰富了旅客的游览体
验，也激发了当地传统手工艺人的创新热情。
自被列入国家第一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试点开始，马庄村就不断探寻新的发展方向，

“马庄香包小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逐渐成为许
多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地”。2021 年，马庄村
旅游接待总人数65万人次，产值800万元。以
香包为核心建立的乡村手工艺文化产业组织体
系，将香包工艺从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产业，
既实现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发展，也为乡村振兴
做出了积极探索。

（作者单位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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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之都”安阳

讲好甲骨文的当代故事
郑 娜 张俊军 李靖瑜

手工艺为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武雪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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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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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中国文字博物馆、
被誉为“一片甲骨惊天下”的小屯南地甲骨、
甲骨文书屋、文创产品甲骨文魔方。

安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3000年前，殷商王室为占卜
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甲
骨文，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根脉。

河南安阳，作为世界文化遗
产殷墟所在地、世界记忆遗产甲
骨文出土地，被誉为“文字之
都”，正以全新的形式传承发展
甲骨文文化，书写古老文字在中
华大地焕发新机的鲜活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