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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亮 王朝鲁

点明城市的历史地位并
深挖其独特性十分重要，这事
关城市特色体现和城市品牌
打造。河南省安阳市就是一
个在历史上地位突出、在世界
范围内亦显现出鲜明特点的
城市，引起了联合国相关智库
等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

安阳是中国八大古都之
一、甲骨文发现地，中国文字
博物馆、红旗渠、曹操高陵所
在地；安阳殷墟是全球公认的
中国所能确定的最早都城遗
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为安阳市创建“世界字都”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安阳创建
“世界字都”的优势

安阳殷墟是中国第一个
有文献记载并为考古发掘所
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先后有
8代 12位商王在此建都 273
年。这里出土的丰富文化遗
存，全面、系统地展现出3000
多年前中国商代都城的风貌，
为证实人类文明史上重要历
史阶段的真实性，提供了二重
证据。2006年，殷墟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成功，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安阳出土了中国最早的
成熟文字系统、现代汉字起源
——甲骨文。截至2022年，
安阳共出土甲骨片约16万片，
记录了商王朝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为研究商代
社会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
资料。

安阳拥有中国首座以文
字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
文字博物馆。该馆是经国务
院批准建设的国家一级博物
馆，总占地面积31.36公顷，其
中博物馆占地面积 17.09 公
顷，建筑面积9.1万平方米，汉
字公园占地面积14.27公顷。
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一组具有
殷商风韵的建筑群，一期工程
于2009年 11月16日建成开
放，续建工程和汉字公园于
2022年11月16日建成开放。

安阳“文字之都”氛围浓
厚。近年来，该市将甲骨文元
素融入城市建设中，城市主要
建筑、车站名称都有甲骨文标
识；市区主要公交站点和3.6
万套道路窨井盖，都有甲骨文
元素。安阳大力开展甲骨文
进校园、进课堂活动。目前，
全市已建成省级甲骨文教育
特色学校23所，培训了400余

名教师从事甲骨文教学工
作。安阳师范学院原创首发
甲骨文广播体操，并已推广至
20多所学校。安阳还把甲骨
文书法列入市、县（市、区）、乡
（镇）、村四级文化场馆培训内
容，让广大居民了解甲骨文、
认识甲骨文、爱上甲骨文。

安阳创建
“世界字都”的必要性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只有将文化繁荣兴盛
最终落脚到满足人民精神文
化需求上，才能实现古为今
用、继承发展。“世界字都”的
价值取向之一，就是要通过对
汉字的传承创新、宣传阐释，
提升人民群众的识字用字能
力，激发人民群众学字爱字热
情。教育层面，要充分肯定文
化教育的基础是文字；生活交
往层面，要充分肯定汉字是沟
通交流的最重要工具。

承担社会主义现代文明
发展重任。“世界字都”的价值
取向之一，就是要担负起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响
应国家文化政策，为丰富社会
主义现代文明贡献力量。作
为甲骨文的出土地，安阳要讲
好中华民族的文字故事，满怀
感恩之心、勇挑担当之责，打
造“世界字都”、传承“中华文
明”，守住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在努力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过程中当先锋、作
表率。

守护绵延不断的中华文
明。文字是文明三要素之
一。汉字的一脉相承是华夏
文明延续不绝的有力印证，并
能够持续凝聚精神文明，助推
创造新的文化繁荣景象。“世

界字都”的价值取向之一，就
是要守护好中华文明的文字
根脉，传承创新，让古老汉字
中所蕴含的民族连续性和统
一性在新时代熠熠生辉。纵
观历史，统一汉字为国家实现
大一统奠定了管理基础。秦
始皇统一文字，采用小篆作为
官方文字，而后中国真正走向

“一个整体”。殷墟作为中华
民族汉语言文字的发源地，以
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
艺术价值，成为了人类文明史
中的一个重要丰碑，成为中华
文明最有影响力和持久性的
象征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这
么说：认识中华文字、了解中
华文化、感悟中华文明，从安
阳殷墟开始。

助力展示中国文化软实
力和国家形象。安阳殷墟甲
骨文、青铜器、马车牛车的出
土，直观地展现了商王武丁时
期的祭祀、田猎、农业、天文、
军事等内容，为中国古代殷商
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
资料。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
的演变史，也是一部中华文明
的发展史和变迁史，更是如今
中国在世界舞台展现独特形
象的一张亮丽名片。在“中国
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
题组提出的“中国文化符号调
查报告”阶段性成果中，汉语
（汉字）排在270项候选中国
文化符号的首位，从这里也能
够看出甲骨文及相关文化的
当代价值和发展潜力。相关
资料显示，截至2021年，汉语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传媒语言；
当今的汉字学及甲骨学已经
成为世界性的显学。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
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
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

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
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在此背景下，以汉语
推广促进文化传播很有必要，
安阳创建“世界字都”，或可称
为世界人民走进中华民族精
神世界的一把钥匙。

安阳创建
“世界字都”的可行性

安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世界字都”创建工作，并着
力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近
年来，安阳市积极推进文旅文
创融合发展，积极把殷墟、甲
骨文打造成为中华文化新地
标、新标识。实施“两步走”战
略：第一步，到2025年，通过
顶层规划设计、宣传推广，使

“世界字都”城市品牌在国内
外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和美誉
度；第二步，到2030年，建成
一批国际旅游吸引物，打造务
实的国际化会展活动，建成国
际旅游目的地。安阳市委书
记袁家健，安阳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薛崇林，安阳市副市
长王红兵多次听取“世界字
都”创建工作汇报。该市组织
开展《安阳市打造殷墟甲骨文
中华文化新地标 建设国际旅
游 目 的 地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4-2026）》编制工作，高
水平打造形象标识体系，把博
物馆建设作为“世界字都”创
建的重要载体；打造富有中国
特色的国家文旅地标，积极构
建“世界字都”超级IP矩阵，进
一步提高城市品牌辨识度，扩
大城市影响力；开发一批“世
界字都”文旅精品线路，围绕
汉字寻根、文明探源、文化朝

圣，在国内外叫响“世界字都”
研学品牌。

甲骨文活化利用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安阳始终把保
护好、研究好、传承好甲骨文
作为重大政治使命和历史担
当，积极推动甲骨文“活”起
来、“用”起来、“火”起来。在

“融入城市、融入校园、融入
社会”方面下功夫，做好“世
界字都”标识体系；推动甲骨
文元素融入城市建设，推动
甲骨文元素融入市政设施，
建成一批甲骨文街区、公园
等设施；鼓励特产包装袋等
设计采用甲骨文元素；推动
甲骨文元素融入吃住行游购
娱等文旅行业；推动甲骨文
进校园、进教材，营造“世界
字都”文化氛围。

甲骨文品牌形象体系不
断强化。安阳师范学院着力
建好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实施“全球甲骨
文数字化建设工程”，采集甲
骨文物三维数据信息，建设甲
骨文云端数据库，打造中外知
名的甲骨文传承创新区。安
阳市着手研发一系列甲骨文
相关文创产品，建设一批汉字
研学基地，开发甲骨文动画、
游戏、儿童绘本等系列文娱产
品；提升殷墟数字化展示能
力，建设相关国家重点实验
室；打造妇好剧场、国际青铜
艺术小镇等沉浸式景区，吸引
中外游客，让景区可消费、可
停留、可娱乐、可回味。

国际化传播成效显著。
安阳持续举办系列活动，促进
招商引资和中外文明互鉴，为
助力国际合作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贡献；通过技术手
段，积极融入“国际博物馆日”

“文化遗产日”等活动；积极对
接国际标准化组织、联合国旅
游组织，注重用世界通用语言
讲好中国故事；与世界知名媒
体加强合作，推出“世界字都”
宣传口号、标识系统，打造具
有世界性资源实体的三大精
品旅游线路；举办甲骨文与殷
商文明国际学术论坛，并积极
参与世界级赛事，让“世界字
都”品牌走向世界。

笔者认为，“世界字都”包
含的空间概念是全球，“字”的
元素则包含了历史与时间，

“都”指的是特点与形态，也点
明了安阳是中国八大古都之
一。这个城市品牌在全球和
历史维度上都具有唯一性，具
有强大的辨识度和传播潜
力。（作者常亮系国际标准化
组织专家，王朝鲁系英国皇家
艺术学院研究生）

以以““世界字都世界字都””刻画安阳历史与全球坐标刻画安阳历史与全球坐标

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风光。王永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