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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
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
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
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
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
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
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

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
果传播出去。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
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

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以理服人，以文
服人，以德服人，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
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

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
华文化魅力。

——摘自 《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
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
力》（人民日报2014年1
月1日1版）

北京故宫西北角楼处，藏有一方小院，
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一扇木门之后，坐西
朝东的一间房，绿荫遮日，是我工作多年的
地方。来往之人都是相熟同事，也有不少年轻
人，院子里还养了几只慵懒的故宫“御猫”。

在故宫的大半辈子里，我的一生与青
铜器和古文字有着道不尽的不解之缘。历
商 至 周 ， 钟 鸣 鼎 食 ， 我 曾 拍 板 “ 马 踏 飞
燕”铜马确为国之宝藏，我还奔赴全国鉴
定流落各方的稀世珍宝，也曾穷尽史实落
笔回应“司母戊鼎”之名争论，晚年集思
挥笔将毕生所学撰写成书，出版 40 余种著
作，发表 200 余篇文献。

今年4月1日，我收到了中央文史研究馆
为我颁发的资深馆员证书。耄耋之年，当我
回望与钟鼎相伴的一生，我总觉得人生苦
短，未竟之事太多。对于文物的研究，其价
值非凡，需要一代一代人的保护，一代一代
人的传承。

花甲之年，受聘中央
文史研究馆馆员

1998 年，恰逢花甲之年，在受聘仪式
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前来现场为新任
文史馆馆员颁发聘书。我坐在台下，听到主
持人叫到我的名字，登台，从总理手中接过
聘书，合影留念，台下鼓掌声一片。

我的一辈子是与青铜器血肉相连的。这
种缘分还得从幼时说起，父母都是上世纪20
年代的大学生。少年之时，母亲常给家里七
兄妹哼起苏武牧羊歌谣，从《满江红·怒发冲
冠》 讲到 《红楼梦》。《四书五经》《史记》

《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和近代、现代
人著作，置于书架之上，懵懂孩童的我时时
取来翻阅。

启蒙于家庭，50年代中期我考入北京大
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9年随老师到河南洛
阳王湾考古实习，在现场，我负责一方墓
葬，刚掘开 8 米，曾受刖刑的缺腿人骨架逐
渐清晰，周围放置玉圭，暗示墓主是当时有
身份之人。探方 （挖掘区域被分成的若干
正方格）、墓葬编号、骨架都需一一记录在
案，现场未来得及完成，我就将骨架装在篮
筐里，搬到自己睡觉的床板之下，晚上也没
想到过害怕，因为要测量、分析骨架，唯一
的担心是不能弄丢一块古人的骨头。

毕业入职故宫博物院，彼时故宫文物
研究工作尚处于修护与保护阶段。新中国
成立不久，故宫万事百废待兴。从事文物
工作的员工加起来不过数百人，进行一系
列文物延续性保护与学习工作，还未形成
学科研究体系。

我白天做展览和陈列事宜，晚上努力阅
读文史考古资料。闲来时，去故宫记宫殿名
称也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往东路，是专
馆，青铜器馆、陶瓷馆；往西路，是宫殿，
皇帝、妃嫔居所；到古雕塑组，看馆员们把
陶鸭、陶鸡、陶猪一一编目；在宫廷历史
组，也获得了不少见识。

时任副院长唐兰先生叫我去办公室，
说：“经过领导决定，让你做古文字青铜器的
研究，但要有耐心，不要着急，打好基础。”

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很高兴，并回答：
“好，一定服从领导的安排。”

从那以后，我与青铜器和古文字的缘分
牵扯了60余年，也让我日后有机会受聘为中
央文史馆馆员。

三十载后，为“司母
戊鼎”再正名

司母戊鼎，国之重器。成为馆员之后，
我也一直对它保持关注。

前些年，我读报看到有家长给报社写
信，说孩子课本上写的是“司母戊鼎”，怎么
到了博物馆参观，牌子上又是“后母戊鼎”。
那时学术界就“司”与“后”字之争，众说
纷纭。

我想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是一
个学术问题，必须要严肃对待，必须要严
肃认真。我在相关刊物上，也提到了这个
问题。

司母戊鼎，1939 年河南安阳殷墟大墓
里出土，重 832.84 千克，高 1.33 米，是迄
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享
有“镇国之宝”美誉。在郭沫若 《中国史
稿》、范文澜的 《中国通史简编》 等著作中
都曾写到“司母戊鼎”四个字。“司”即

“祀”，是正确的。我耗费很多时间，把相
关历史文献资料查到通透，才把这个问题
理顺，2016 年 8 月论文发表，引起了文博
考古界的关注。

如果按照古文字学考虑这个问题，“司”
与“后”，形跟音、义，都是两回事的，两者
不能转注，不能假借，说俗话叫不能通用。
我根据文献研究发现，其一，在古代的商周
时期，无论是早期甲骨文还是金文 （即铜器

铭文），都没有“后”字，而是将“后”写成
“毓”，如有件铜器也称毓祖丁卣。“毓祖丁”
就是“后祖丁”。其二，铜器上铭文在春秋后
才出现“后”字，但数量较少。所以真正在
甲骨文、金文出现的“后”字离商代的司母
戊鼎却已有1000年了。

所以，说“司”字就是“后”字，那是
错误的，那个时期古文字没有“后”字。

“司”与“后”之争的问题，不仅影响学

者搞研究，还影响下一代，影响中学生、小
学生的学习。科学研究决不能信口开河。

有时，去医院拿药的路上，我会专门到
有关教育书店，看中小学生的课本里的文物
知识是否正确，只要确保孩子们书本上还是
写着“司母戊鼎”，我就放心了。

这并非我与司母戊鼎的首次交集。缘分
还得追溯到1980年，我当时首次考证出“司
母戊鼎”年代为殷墟前期，是祖庚、祖甲为

祭祀母亲戊制作的青铜器，与当时学术界认
为古鼎诞生于殷墟后期的观点不同。将大鼎
的铸造向前推进了几个王世，这在世界冶金
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该篇论文震动了当时国
内外的考古学界。

对文物研究就得严谨。我在多篇文章中
都提到了，不要以为外国人都不懂，中国先
期的考古工作很多是外国人启发的。如果中
国人研究自己的东西都说不对，让外国人看
见，会笑话的。

一生研究，传承文物
的根与魂

研究和鉴定了一辈子的青铜器和古文
字，我总觉得文物的传承是有灵魂的。一件
有趣的事发生在20世纪晚期，河北平山中山
王墓挖掘出一铜壶，轻轻一摇，发现里面有
晃动的液体，后被送到北京故宫进行检验。
一打开铜壶，一股清香的酒味从壶中飘出
来，转瞬就消失了。我还和同事开玩笑，“千
年之前的酒，没想到让千年后的故宫人给闻
到了。”我也联想到《搜神记》记载的中山人
狄希造千日醉酒的故事。

全国文物鉴定中，也发现了不少的国
宝。震惊中外的“马踏飞燕”铜马，在此前
并未受到重视。在甘肃博物馆，我见到了
1969年出土的这尊铜马，姿态优美动人，三
足腾起，一足踏在燕上，凌空飞跃，奔跑急
速。找准平衡点，别具风姿，科技价值、艺
术价值极高。这说明当时已有高超的工匠，
按照现在讲是大国工匠。据说，郭沫若第一
眼看到铜奔马时，也赞叹其是一件稀世珍宝。

我还记得当时鉴定的场景：博物馆的领
导、地方文物系统工作人员围在“马踏飞
燕”的鉴定桌旁，一行专家组仔细观察。相

“马”时，依据其科学、艺术、稀有等多方
面价值，我拍板，“‘马踏飞燕’就是国
宝”。此话一出，众人鼓掌，在国宝旁一齐
合影留念。

我到河北博物馆，发现了一件精美的青
铜器。那是1968年在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
刘胜妻窦绾墓中出土的西汉长信宫灯。灯体
通高 48 厘米，重 15.85 千克。灯点着后，由
宫女一手执灯，另一手似以衣袖在挡风，实
为虹管，吸收油烟，既防止污染空气，又有
艺术审美。我与其他专家鉴定，“设计精美，
这都是属于国宝级的文物。”

让我惊讶的是，“长信宫灯”鉴定完毕不
久，有故宫工作的一些人跑来告诉我，在故
宫的东华门处已经有仿制的“长信宫灯”开
始售卖，不少百姓买仿制的文物当做家中的
装饰品。

出土的青铜器摸得多了。或许因太疲
劳，也或许是地底下埋藏千年的文物上滋生
了大量细菌。在江西省鉴定时，我的胳膊出
现了严重过敏，同事们看都不敢看了，说您
这手都烂了，赶紧回去治吧。恰巧工作结
束，回北京诊断确定为带状疱疹，打了针，
过敏情况才慢慢好转。之后的多年里，每逢
阴天，我的胳膊还是阵阵地疼。

在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后，出版了多本
著作和论文，如 《吉金文字与青铜文化论
集》《古文字与青铜文明论集》《大师说器
——杜廼松说青铜器与铭文》《故宫青铜礼乐
器》《故宫青铜生活用器》，还有纪念故宫建
院90周年英文版《故宫青铜器》等等，有的
被评为获奖图书。论文有的收入到 《世界学
术文库》 内。我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
校和全国文物考古培训班授课，并培养研究
生。参加或主持了许多文物考古展览，并为
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介绍相关内容。接受
媒体采访，如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大
家”等栏目。上世纪90年代初荣获“国家有
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我觉得，文物本身是实物的一种历史，
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中的根与魂。通过它看
到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知道古人是怎么样
生活、劳动的，明白历史，才能加深对中华
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

如今，走在工作了60年的故宫，我总想
着故宫的老人越来越少了，人生的时间不够
了。最大的愿望是，趁着自己头脑还清楚，
手脚也能凑合用的时候，把一辈子的知识多
梳理梳理，再多写点书流传后人。

（陈振凯 杨 洁采访整理）

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在故宫见证青铜器
杜廼松

司母戊鼎

杜 廼 松
（右） 在鉴定
青铜器。

杜 廼 松
（右） 接受本
报采访。

中央文史研究馆
馆员的故事②

“马踏飞燕”铜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