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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甲骨文一直被视为冷门绝
学。何毓灵在殷墟考古一线工作了 25
年，如何深入研究和活化利用甲骨文，传
承好优秀文化，也是他一直关注的问题。

在安阳的这几天，我们欣喜地发现，
甲骨文正以令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走进寻
常百姓家。

“这个动作应该这么讲解，向下经前，摆
置前上，外手在上⋯⋯”走进安阳师范学院
里的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我们循声来到音乐学院舞蹈老师龚慕凡的
工作室。四五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龚慕凡
和一位体操老师面对镜子，边演示边商议
怎样更好地讲解甲骨文广播体操动作。

龚慕凡是舞蹈老师，也是甲骨文信息
处理实验室助理实验员。去年以来，主要
由她编创的甲骨文广播体操火遍全国。
如今，不仅跳广场舞的大妈喜欢，安阳全
市的中小学生也在跳。此外，甲骨文广播
体操还推广到了北京、山东、湖南等地的
部分学校。

“身体左转，手臂前伸，双腿微屈加
提腕，这就是甲骨文的‘人’字；两腿分
开，两臂伸直，五指张开，手臂内旋，便
是一个甲骨文的‘舞’字⋯⋯”龚慕凡现
场用广播体操动作给我们演绎了 19 个
甲骨文，短短 5 分钟的广播体操，既能锻
炼身体,又能帮助“识字”。她在推广中
发现，由于体操和舞蹈的专业术语存在
较大差异，在教授过程中容易出现动作
分解不到位的问题。于是她特地请来体
操老师再校准，致力于实现甲骨文广播
操的标准化、规范化。

不远处的另一间工作室里，甲骨文实

验室字形识别与分析研究室主任张展，正
在用计算机给破碎的甲骨片“拼拼图”。

殷墟出土了大约 16 万件甲骨碎片。
这些数量巨大的甲骨文分别收藏于国内
外博物馆、图书馆、科研机构、高校等至少
174 家机构。得益于甲骨文大数据平台

“殷契文渊”的建立，它将世界各地的甲骨
文著录、文献收集起来，建立甲骨文字形
库，并向全世界免费开放。

张展利用甲骨文自动缀合系统，在已
录入系统的上万块甲骨碎片中按照边缘、
纹理和残辞匹配的目标进行搜索，分分钟
就能做到现存甲骨碎片智能缀合。他告
诉我们，目前他们团队已经缀合甲骨碎片
60组。

实验室还推出“了不起的甲骨文”小
程序。进入小程序，里面设有“猜字”“临
摹”等游戏。我们点击已考释甲骨文中的
任意一个字，可以猜字、临摹，学习甲骨文
的造字规律，还可充分发挥想象力来“创
造”现代汉字的甲骨文。安阳师范学院宣
传部副部长张爱善表示，“了不起的甲骨
文”小程序形成了甲骨文研究与传承双向
互动的参与“众创模式”，颇受好评。

殷墟的“家底”是如此丰厚，虽经近百
年考古，被挖掘部分仍不到总面积的
5%。巨大的宝藏、谜题的破解，正在期待
更多的人才。

走出殷墟博物馆新馆，回望迎面而
立的高墙，上面镌刻着“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9 个大字，它出自商朝开国
国君汤盘铭上的箴言。这 9 个字，历久
弥新，在今天依然被一代代中国人认
知、理解、践行。

做一做甲骨文广播操
殷墟出土的大量文物中，甲骨文无疑是

分量最重的。
孔子说：“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文献不足故也。”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商代历
史的研究资料匮乏。直到 1899 年，情况才
有了改变。

“当时，清朝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精于
金石、擅长书法、通晓医术，他发现一味叫龙
骨的中药材上刻有图形符号，可能是一种古
文字。于是，他有意搜集，由此开启了甲骨
文研究的历史。”瑞安市甲骨文学会会长曾
定煜多年来致力于甲骨文学术研究和艺术
创作、传承弘扬甲骨文化，他为我们讲起了
甲骨文初研时期的故事，这些故事，和浙江
人关联密切。

清末浙江瑞安人孙诒让（1848-1908），
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名字。曾定煜说，孙诒让
幼承家学，在古文字方面有极高造诣。他在
1904年得到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甲骨文著录
书《铁云藏龟》后，凭着自身的古文字功底，
对该书拓片上的甲骨卜辞进行分类，逐个辨
析大部分单字，考释出 180 多个甲骨文字，
写出约 5 万字的《契文举例》。这本书是最
早阐释甲骨文结构和文义的著作，孙诒让也
因此被称作“考释甲骨文第一人”，甲骨学的
开山鼻祖。

1905 年，孙诒让又从文字学的角度总
结自己研究甲骨和金文的成果，写了《名原》
一书，开创了用甲骨文考证古文字的先例，
也开辟了古文字学的研究新途径。

为了更好地传承、弘扬甲骨文化，并纪
念孙诒让的历史贡献，2012 年 11 月，瑞安
市甲骨文学会成立。

还有一个祖籍浙江上虞的人，也名列甲
骨文研究史，他叫罗振玉（1866-1940）。他
经过多方打探，得知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
的小屯村，也就是殷墟。然后，他亲自到殷
墟去调查、探访。

他著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
释》，考释出 500 多个甲骨单字。有了这几
百个关键的常用字，许多甲骨卜辞就能够通
读。《殷虚书契考释》这本书标志着甲骨学从
初创时期进入全面阐释时期。

曾定煜说：“罗振玉在甲骨的搜集、保
藏、流传和考释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
可以说是甲骨文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而提到罗振玉的甲骨文研究，又不得不
提另一位著名的学者——浙江海宁人王国
维（1877-1927）。

在和罗振玉的交往中，王国维也对甲骨
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希望通过这些文字来
考证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他在《殷卜辞中
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
考》两篇文章里把《史记·殷本纪》中的帝王名
号、世系和甲骨文一一对照，证明《殷本纪》基
本是正确的，并对其中的小错误做了修正。
罗振玉和王国维还同列“甲骨四堂”（中国近
代四位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学者：罗振玉，号雪
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
字彦堂）。

在安阳师范学院陈列馆，我们看到了甲
骨文研究中更多浙江人的身影。

嘉兴人唐兰、严一萍，上虞人陈梦家，海
宁人金祥恒，宁波人裘锡圭⋯⋯他们在甲骨
文字考释、甲骨缀合、商代宗教礼制和其他
研究等方面各有贡献。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真骄傲——浙江
这片人文积淀深厚的土地，孕育出众多博学
多识的学者大儒，为甲骨文的文字研究、释
义贡献了才学。

上世纪20年代，有西方学者提出“中国
文化西来说”，一度引起轩然大波。殷墟的
多次发掘以及甲骨文研究不断推进，中国学
界得以有力回击这一观点。

赵清荣告诉我们，殷墟是中国现代考古
学早期发展的核心奠基地，培养出了一批现
代考古的专业人才。像多次主持殷墟发掘
的李济、梁思永等人，后来成为中国考古学
界的领军人物和知名学者。同时，随着殷墟
的多次发掘，我国考古技术和方法也得以改
进、提高，并推动了早期考古文化体系的构
建。

“甲骨文的出现，让我们进一步认识殷
墟；而殷墟的发掘、研究，既是我们认识、了
解商代文明与历史的钥匙，也为后来的中华
文明探源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赵清荣说。

甲骨文和浙江人有缘

打开小红书、B站，各类殷墟博物馆新馆的“打卡”视频层
出不穷。

“每天去那里的人，嗷嗷多。”到安阳的次日一早，我们打
车前往殷墟博物馆新馆，出租车小哥这样说。

跟着人流往里走，青铜色的大门上方，甲骨文字“天邑商”
3 个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这里曾经有全世界最大
的“青铜铸造厂”，有当时居于世界前列、东亚地区最大的“城
市”，商王朝国都富丽堂皇，是天下四方学习的榜样⋯⋯生活
在这里的人们，骄傲地把自己的国都称为“天邑商”。

67 岁的田运平，安阳市龙安区东风乡郭潘流村村民，已
经“二刷”殷墟博物馆新馆的他忍不住感叹：“你说，过去的人
怎么这么聪明，造出这么多精美的东西。”

跟随殷墟博物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赵清荣的脚步，
我们走进“探索商文明”“伟大的商文明”“世界的商文明”三大
常设展览，以及“子何人哉”“长从何来”“车辚辚，马萧萧”三个
特色主题展，见识到“文物富矿”的豪横。

殷墟博物馆新馆建筑规模 5.1 万平方米，展览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拥有大量刻辞的甲骨，成组成套展出的铜觚、铜
爵、铜斝等，还有各式玉器、陶器⋯⋯新馆展陈文物数量之多、
类型之全、造器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这里的文物会讲故事。
在“长从何来”专题展区，我们看到了备受人们喜爱的“亚

长”牛尊。其造型极为写实，牛形青铜盛酒器体态健壮肥硕，
牛抬头伸颈，背部微凹，上有一个长方形的铜盖，牛身布满了
龙、鸟、鱼等动物的纹饰，尤以腹部两侧的虎纹最为突出。牛
的脖子下面和器盖内壁还有铭文“亚长”。

一个青铜手形器也因其独特造型吸引了不少游客热烈围
观——它比成人手略小，呈微曲半握状，五指比例适中，关节
清晰，指尖圆滑，指甲微露，手背之上装饰半个饕餮纹，手腕截
面呈椭圆形。其内残留碳化木柄，功用有“假肢”“权杖”“工
具”等说法，不过目前尚无定论。

透物见人。赵清荣介绍，判断墓主人身份，最直接的线索
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牛尊、手形器等 131 件青铜器上都铸
有铭文“亚长”二字。“亚”字可能专指带兵打仗的武官；“长”是
墓主人家族的姓氏。由此，考古学家判断墓主人“亚长”是一
位来自“长”族、带兵打仗的高级武将。

“长从何来”专题展，首次系统展出了亚长墓中出土的577件
文物。成组的文物，不仅体现了亚长作为将军铁血的一面，也展
示了他的日常生活。例如，墓中出土的“调色器”等生活器具，展
现出这位大商猛将柔情的一面，亚长的形象也立体鲜活起来。

同样让游客大饱眼福的，还有司母辛鼎。这是从大名鼎
鼎的妇好——商朝第23任君主武丁的配偶、中国历史上有据
可考的第一位女将军墓中发掘出来的。上有兽面纹、雷纹，造
型大气恢弘，被称为“镇馆之宝”，真品和复制品同列左右。

新馆还有“最壕甲骨”，作为我国博物馆现存唯一一件文
字镶嵌绿松石的甲骨，它外观华美，同时彰显商王权威，记录
了商王与军队巡视捕猎的事件。

在新馆，我们还能窥见商代人的生活起居，不禁感慨古今
相通。

“子何人哉”展区，110 余片首次展出的甲骨记录了一位
商朝小王子的生活日常。考古工作者推测“子”是商王武丁和
王后妇好的儿子，是一位热衷于占卜的问卜者。其占卜内容
涉及祭祀、贡纳、军事、田猎、宴饮、舞乐等诸多事项，以“日记
式”生动再现了商王朝“王子”的方方面面。

其中一条“子其疫，弜往学”的卜辞，引起我们的兴趣。“这
条卜辞记录着‘子’入学后有一日生病，但又不敢旷课，于是占
卜，这次的病是否严重？是否能去上学？”赵清荣说，这条卜辞
也被称为“3000年前请假条”——当时的学校和现在一样，不
能无故旷课。我们猜想，“小王子”应该成功逃课了吧。

赵清荣介绍，殷墟博物馆新馆从商代史、甲骨学、考古史
和商文明的世界传播等多个角度，全方位阐释商朝的城市文
明、礼乐文明、青铜文明、文字文明和高超的手工业技术。

当我们来到二楼“伟大的商文明”展厅参观时，觉得特别
热。原以为是衣服穿多了，赵清荣笑着解密，商代时期的自然
环境与今天的气候条件有显著差异。通过考古学的研究和出
土文物的分析，商代气候温暖湿润。在这个用透镜壁画营造
的农耕渔猎场景中，大家可以沉浸式体验商代的自然生态。

这里的文物会讲故事

殷墟正当红。
“欢迎大家来殷墟博物馆新馆，赴一场与商文明的千年之

约。”近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
灵诚邀海内外人士赴安阳看“亚长”牛尊的视频走红网络。

安阳殷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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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长”牛尊则是殷墟
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盛酒器。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保存了 3000 年前的文字，
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约 1000 年。甲骨文和古埃及
圣书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古印度河流域印章文
字、中美洲玛雅文字，都是世界古代文明宝库中的瑰
宝，甲骨文是唯一真正延续至今的文字。中华文明
的记录从甲骨文开始至现代汉字一脉相承，甲骨文也
成为见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标识。

2月26日，首个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国家重大考古专
题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新馆对公众开放，它一亮相就捧出
了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甲骨等近4000件（套）文物，包括
被何毓灵提名的“亚长”牛尊。这些文物四分之三为首展面世。

3000 多年前的商代生活图景可触可感，殷墟火爆出圈，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开馆满月之际，已有约 9
万人前来参观。

如此殷墟，我们也向往已久！全新亮相的殷墟博物馆新
在哪儿？在这里如何感触商文明？带着好奇，我们近日来到
河南安阳，走近那个“人类社会朝气蓬勃的青春时代”，近距离
感受生生不息、传承至今的中华文明的力量。

走进殷墟博物馆新馆——

在这里，聆听商文明的回响
潮声丨执笔 徐 坊 肖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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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长”牛尊。 新华社发

2 工作人员在殷墟博物馆新馆的展厅内修复

车马遗迹（2024年2月23日摄）。 新华社发

3 2024 年 2 月 26 日，参观者在殷墟博物馆新馆内观看展出

的刻辞卜甲。 新华社发

4 张展用甲骨文自动缀合系统给破碎的甲骨片“拼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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