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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学人
的步履

安阳人说，习近平总书记十
分关心甲骨文。

他们清晰记得，2022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考察时说，“殷

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 3000 年前的文
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殷
墟我向往已久”。

聊甲骨文的故事，要从124年前说起。
1899年秋，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然

从药材“龙骨”上发现文字痕迹。经过反复
搜集、推敲、排比、拼合，他确认“龙骨”
是龟甲和兽骨，上面的符号是古老的文字。

“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
则确在篆籀之前。”

郭沫若说：“一片甲骨惊天下。”汉字的
起源和发展、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疑
问、商代的存续历史，都因甲骨文的发现而
获得崭新的研究方向。王懿荣被后人尊为

“甲骨文之父”，“甲骨学”成为 20世纪中国
三大显学之一。作为世界四大古文字之
一，甲骨文还为推动世界文明进程作出巨
大贡献，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记忆名录”。

2019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
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 120 周年时指出，殷墟
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
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
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
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

接续 120 余年，甲骨学人步履未停。从
考证出商王世系的王国维，到多次主持殷墟
发掘的董作宾，再到集甲骨文研究之大成的

《甲骨文合集》 编撰者胡厚宣……一代代学
者前赴后继，将解开古老文明密码作为毕生
使命。

韩江苏教授在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
学院工作，常年从事甲骨文研究。“甲骨文
字形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她起身
演示说，“人体一些关节，能够屈伸延展。

‘膝盖’的‘膝’，在甲骨文里，是‘人’身
上关节处加一个指示符号。”在她看来，每
一个甲骨文，都是一幅生动的画。研究和破
译甲骨文字义的过程，也能探索祖先造字的
思维方式。

安阳师范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院
长刘永革，还有着另外一个职务——甲骨文
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他自2004
年起，便与韩江苏教授合作，着手甲骨文图

文资料库的搭建。从一点一点将甲骨文文献
与骨片编码录入，再到搭建“殷契文渊”
数据平台，甲骨文研究插上了“数字化”
翅膀。

刘永革介绍，“殷契文渊”是集甲骨文
字库、著录库、文献库为一体的甲骨文知识
共享服务网站。它收录了甲骨著录 152 种、
甲骨图像 234762幅、甲骨论著 33368种。以
一个文字为源头，使用者能够轻松找到这个
字在哪片甲骨上出现过，长什么样子，当时
是怎样使用的。

甲骨文研究需要大量人才，刘永革身边
也总围绕着一群学生。“有一个寝室 7 个学
生一直跟我做科研，从大一做到大四。最
后那几个学生里，有好几个毕业后从事文
博工作的。”

甲骨文的身影

“甲骨文应该‘活起来’！”安阳人这么
说，也这么做。

这座城市，随处可见甲骨文身影。高铁
安阳东站，有甲骨文站名。安阳文体中心，
装饰墙上能触摸甲骨文。市区主要公交站
点、3.6 万多套道路窨井盖，处处有甲骨
文、殷墟元素。全市105座甲骨文书屋，“成
为百姓身边的诗和远方”。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近年，安阳
力推“甲骨文知识进校园、进课堂”。目
前，该市拥有37所省、市级甲骨文特色教育
学校。他们中，幼儿园以游戏为主，小学以
识记趣学为主，初中以文化积累和书写为
主，高中注重书法特长教育和文化浸润。这
些学校里，有甲骨文化长廊、甲骨大道、甲
骨文化主题区角等，甚至每一面墙都会“说
话”，随处可见师生的书法作品。

“我们希望，学生们对常见的甲骨文能
准确识读，能讲出他们蕴含的故事。”安阳
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罗明刚介绍，起初，甲骨文教学没有教材和
教程可以参考。各个学校从编写教材开始，
逐步构建起以语文教育为主，以美术课、书
法课、历史课为辅的“一主多翼”甲骨文课
堂教育模式。

安阳市北关区区直幼儿园，组织编写
了园本课程 《好玩的甲骨文》。“小班孩子
刚入园时，老师拿一些比较形象的甲骨文
让他们猜。好多都猜得八九不离十，这让
我们很意外，好像孩子先天和老祖宗有一
种共通的灵感。”园长高静说，例如，讲解
甲骨文时，“孝”是子辈对老人的关爱和照
顾。从“风霜雨雪”“山川河流”到“口目
四肢”“衣食住行”，甲骨文与自然、社会
相互交融，浑然一体。

甲骨文教育，从课堂延伸到课外。“甲
骨学堂”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是中国文字
博物馆传承汉字文化的公益性社会教育活动
阵地。它利用博物馆资源，结合中国传统节
日和汉字文化背景，研发了 100 余项汉字主
题教育项目。

这 些 项 目 中 ， 有 以 讲 述 汉 字 形 体 演
变、解读字音字义古今嬗变为主的汉字知
识类项目，也有依托中国文字博物馆基本
陈列、结合手工体验的乐游博物馆类项
目。中国文字博物馆工作人员张悦介绍，

“我们的工作就是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甲
骨文传播给更多青少年，让他们了解中华
民族的基因。”

视听作品更能吸引年轻人参与。大型歌
舞剧 《甲骨文》、网络电影 《天命玄女》 等
广为人知。《殷墟遗梦》 是一台殷商文化舞
台剧，深受欢迎。它以殷墟考古发掘开头，
用一片古老的甲骨为线索，把视角延伸到神
秘深厚的殷商文化，再现了“商王武丁与帝
后妇好大婚”“女将军妇好请缨”等历史故
事。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的时间轴线上，大
婚、占卜、出征、生离死别四大情景精彩上
演，一个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一段可歌可

泣的民族故事生动呈现。现代声光电技术、
裸眼 3D、纱幕投影与深度沉浸式的演艺效
果， 让置身剧场的观众，仿佛身临殷商王
朝，如梦似幻。

作为“中国书法名城”，安阳还把“甲
骨文书法”列入公益培训。当地邀请专家开
设甲骨文培训系列课程、举办“大美甲骨
文”国际书法大赛及优秀作品展，向社会普
及甲骨文书法及绘画艺术。

殷墟考古的持续

安阳人说，“中国、世界只有一个殷
墟，保护殷墟人人有份！”

作为甲骨文发掘地、中国考古学的摇
篮，安阳殷墟是世界文化遗产。殷墟遗址的
面积超过 36平方公里，其中宫殿宗庙遗址、
王陵遗址是核心区域，并被同时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

2001 年，“中国 20 世纪 100 项考古大发
现”评选中，殷墟以最高票数名列榜首。

2021年，殷墟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
考古发现”。

“殷墟是我国持续发掘时间最长、发掘
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
大遗址。即便如此，也还有大量未知领域需
要探索，殷墟的发掘将是长期的。”安阳市
文物局局长李晓阳亲历了殷墟申遗、殷墟博
物苑以及新馆建设等重大事件，关注着殷墟
考古的一举一动。

2021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工作队开展了商王陵及周边区域的考古
勘探。用了两年时间，工作队确认了两个新
发现的围沟是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在王陵
区东南方向半扇形空白区域，工作队还发
现了面积超过 4 万平方米的西周遗址。据
悉，这是殷墟范围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西
周遗址。

“殷墟这个地方，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
考古学者，他们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考
古学者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
土，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将对它们的
解读和认识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李晓阳
介绍，“之后，我们应该精细化发掘。哪个
地方的研究是空白，就在哪个地方做发
掘，通过科技手段尽可能多还原那个时候
的历史信息。”

在他看来，对殷墟，对甲骨文，投入
再多都是值得的，投入再多都是不足的。

“守护殷墟，就是在守护我们民族的根和
魂。还有约 16 万片甲骨分散在世界各地，
我们正借助数字技术让它们回归安阳。我
们做这些事既有强烈的崇高感，更有巨大
的责任感。”

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隔洹河相望，殷
墟遗址博物馆预计今年建成。这里将成为
研究展示甲骨文和中华文明的国际交流传
播平台。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在加
快推进，整体保护、整体展示的理念贯穿
始终。

现在，在殷墟遗址保护区，包括巡防队
员、村 （社区） 干部在内，有 360 余名殷墟
文物安全守护人。他们每天至少巡防一遍。
守护殷墟，是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

甲骨文是千年中华文明的鲜明标志。韩
江苏说，“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同甲骨文没
有根本区别，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
哲归纳的一些观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
几千年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
中是不多见的。”

甲骨文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
献。中国 （安阳） 国际汉字大会、“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甲骨文及中国古文字巡展、

《汉字》 巡展等活动，不断提升甲骨文的国
际影响力。

目前，“殷契文渊”数据库面向全球免
费开放，甲骨文资源成为世界共享的文明
果实。

28 日下午，习近平考察了位于安

阳市西北郊洹河南北两岸的殷墟遗

址。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

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

城遗址。习近平步入殷墟博物馆，仔

细观摩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出土

文物。随后，习近平来到车马坑展

厅，察看商代畜力车实物标本和道路

遗迹。他指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
我们保存 3000 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
史向上推进了约 1000 年。殷墟我向往
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
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中国的汉文
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
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在这方面，
考古事业居功至伟。考古工作要继续
重视和加强，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
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
族还会伟大下去的。要通过文物发
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
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
本途径是“两个结合”。我们要坚定文
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
豪感。

——摘自《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
阳考察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2022年10月29
日《人民日报》刊发）

“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

甲骨文“活起来”了！
陈振凯 侯婧怡 徐玉洁

3月18日至19日，河南省安阳市。

“甲骨文识读大会”初赛，在殷墟宫殿宗庙遗

址举行。600名入围者中，有 80多岁退休职工，

有不满6岁的幼儿园孩童。自1月1日起，这一活

动已吸引了河南、江苏、安徽、新疆、广西、天

津等地11万余名选手参与海选。

一些网友感慨，“甲骨文又火了！甲骨文‘活

起来’了！”

日前，笔者来到“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

阳市，寻访甲骨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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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国文字博物
馆“一片甲骨惊天下”专
题陈列区域。

徐玉洁摄
图②：中国文字博物

馆展出的子其射卜甲。
徐玉洁摄

图③：安阳殷墟考古文旅小镇沉
浸式文旅IP舞台剧《殷墟遗梦》。

侯婧怡摄
图④：安阳梅东路小学学生书写

的甲骨文。 侯婧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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