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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55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1899年，当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古董商售卖的骨头上发现神秘的符号时，即认定其上文字是比籀文更加古老的
殷商遗物。

“一片甲骨惊天下”。王懿荣也许未能想到，他的一次偶然发现，让沉睡地下3000多年的甲骨文开始走进人们
的视野。在一百多年后的2017年11月24日，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
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在多个场合被提到。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
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而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和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和见证，甲骨文印证了中华
民族一路前进的光辉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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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并在贺信
中指出，希望广大研究人员坚定文化自信，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学风，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
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殷文始识
从中药“龙骨”

到“一片甲骨惊天下”

如今，当人们走进甲骨文的故乡
——河南省安阳市，就能看到中国文
字博物馆矗立其中。这是我国唯一的
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游客
到访安阳，除了探寻名震海内外的殷
墟、传承甲骨文的文化基因外，追溯汉
字的传承与历史，也是必不可少的“打
卡”项目之一。

1899年，甲骨文的“横空出世”，在
学术界引起轰动。但在此之前相当长
的时间里，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掘
地得骨，将出土的大量甲骨作为中药
的“龙骨”以极低价格售卖。直到王懿
荣认为甲骨“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
则确在篆籀之前”，甲骨的学术价值自
此逐渐吸引世人的目光。

不幸的是，王懿荣虽被后世称为
“甲骨文之父”，但在发现甲骨文的价
值后不久就离世，未能对其进行更深
入的研究。王懿荣身故后，其所收藏
的甲骨，于1902年大部分转归好友刘
鹗。可刘鹗收藏甲骨，主要目的是为
了把玩，并无出版的念头。

这时，怀揣着极大热情的罗振玉
出现。他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对甲骨
文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
用，使其也成为了甲骨学的奠基者、享
誉学界的“甲骨四堂”之一。

1903 年，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资料
集《铁云藏龟》问世，此书从刘鹗所藏
的甲骨中采用 1058 片，由罗振玉选
拓，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开
启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

1904 年，学者孙诒让在刘鹗著作
基础上，著成《契文举例》一书，被后世
认为是第一部甲骨文的研究性著作。
而在罗振玉之后，如王国维、郭沫若、
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
胡厚宣等著名学者都对甲骨文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
专门的学问——甲骨学。

跑遍全国
破解古文明密码

一代代学者前赴后继

甲骨文的出世，无疑引发了学界

的极大关注和瞩目。但令人叹息的
是，甲骨文的发现生逢乱世，时值国运
衰微，西学东渐，一些学者甚至开始怀
疑中华文明。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殷
墟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国人自主进行
的科学发掘也陷入停滞。随着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彷徨的知识分子们
看到了甲骨学的曙光。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甫一成
立，就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恢复了殷
墟发掘。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12
年远景发展规划中，《甲骨文合集》赫然
在列，并得到周恩来的关心。值得一提
的是，胡厚宣提出编辑《甲骨文合集》的
建议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

1959 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内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任的编
辑委员会，先秦史研究室成立了编辑工
作组，由胡厚宣兼工作组长。1961年，
在组织了各方面力量正式组成十多人
班子后，《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正式
启动，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

为了详尽占有资料，编辑组除了
掌握已著录甲骨文的全部书刊之外，
对全国各地各单位所收藏的甲骨也都
作了实地探访。对流散到国外的甲骨
文资料，则尽量利用出国访问或讲学
的机会加以搜集，或请外国友人和出
国考察的其他专家帮助搜集。

与此同时，为了搜集资料，胡厚宣
跑遍了全国 25 个省区市、38 个城市、
95个单位，探访47位私人收藏家。可
以说，凡是有收藏甲骨的地方，他都跑
到了；凡是国内收藏的甲骨，他都摸遍
了。且当时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胡
厚宣跑遍全国，在交通食宿方面吃了
不少苦。在山东，当胡厚宣听说济宁

一中收藏有甲骨，于是就乘着牛车，星
夜兼程来到济宁，找不到旅馆，只好住
在门房里。

1978年，甲骨文集大成著录《甲骨
文合集》诞生，至1982年，该书十三巨
册的印刷出版全部完成。此书选录了
80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殷墟甲骨拓
片、照片和摹本41956片，一经出齐，就
受到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的表彰和奖励，特别受到时任小组组长
李一氓的重视，称该书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文化上最大的一项学术成就”。

经过数年的岁月流转、坚持不懈，
编辑组的学者们终于等到了《甲骨文
合集》的全部面世。但遗憾的是，1978
年 10 月《甲骨文合集》第二册首先出
版，而郭沫若还未看到出版的样书，就
于同年6月与世长辞了。郭沫若的辞
世，让编辑组“化悲痛为力量”，尽快编
成出版。

生根发芽
“冷门绝学”不冷

甲骨学在四川薪火相传

2019年11月2日，四川大学古文
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挂牌成立。在传
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
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和冷门学
科受到重视的大背景下，中心将围绕
古文字与先秦史两大方向培养人才、
组建学术团队，并开启修订《甲骨文字
典》等重大学术项目的相关工作。

说到国内古文字研究的四大重镇，
自然少不了地处西南的四川。而这一
切，都要由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
超等人的著名学者徐中舒讲起。1937

年，徐中舒只身赴成都到四川大学任历
史系教授，开启了四川甲骨文研究先
河。在这里，被誉为甲骨学划时代的巨
著，也是徐中舒晚年主持的重要成果之
一——《甲骨文字典》迎来诞生。

上世纪80年代，徐中舒开始《甲骨
文字典》的编写工作。彼时，甲骨学的
研究已近70年，学界却无一本对甲骨
文进行全面介绍的字典。在编写工作
开始时，徐中舒已83岁高龄，仍笔耕不
辍，不分寒暑节假工作。“每日早晨8点
我们到时，先生已经在古文字研究室，
而等我们离开时，先生仍在伏案工作。”
徐中舒弟子彭裕商在《徐中舒先生与川
大古文字学》一文中这样回忆道。

1988年，《甲骨文字典》全书脱稿，
徐中舒为之作序。该字典编纂历时 8
年，以徐中舒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为基
础，首创了字形、解字、释义结合的编纂
体例，自出版以来，至今享誉学术界。
但就在为该书作序后的次月，徐中舒即
因病入院治疗，于1991年与世长辞。

可以说，徐中舒的到来，让甲骨文
研究从此在四川生根发芽。而在历经
数十载后，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
研究中心的挂牌成立，表明在蜀地之
上，甲骨文研究这一冷门“绝学”正薪
火相传。

2019 年，是甲骨文发现 120 周
年。直至当下，甲骨学已经发展成一
个国际性学科，研究者遍布中国、美
国、日本等数十个国家，成为认知中国
早期历史和古代文明的重要工具。

参考文献：
1.赵银平《文化自信——习近平提

出的时代课题》新华网，2016年
2.《习近平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

120周年的贺信》新华社，2019年
3.崔凯《那么远，这么近——走进

契于甲骨的文化记忆》中国教育报，
2020年

4.郭胜强《胡厚宣先生对甲骨学的
贡献》1990年

5.孟世凯《郭沫若与<甲骨文合集
>》2006年

6.吴晓铃《八十二年 三代人苦修
甲骨学在四川薪火相传》四川日报，
2019年

7.彭裕商《徐中舒先生与川大古文
字学》2021年

“一片甲骨惊天下”

从神秘符号中解密汉字之源
他们这样守住中华文明的根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 1983 年，徐
中舒（前排左
二)与助手和研
究生一起进行
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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