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悦读 2023年11月3日 星期五 编辑张海 版式吕燕 校对 汪智博 15

“江口沉银”文物考古研究丛书发布
全面收录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眉山彭山区数万件出土文物，
印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

说。经过多次发掘，“江口沉银：四川彭山
江口古战场遗址”（下文称“江口沉银遗
址”）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包括金、银币，
金、银锭，金、银食具，金、银首饰和金、银
服饰等器物，其中尤以蜀王金宝、西王赏
功金币等最引人瞩目。这些出土器物对
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
文化等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不久前，“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
古战场遗址文物考古研究丛书”新书发
布会暨赠书仪式举行。

历时五年集中展示全部重点器物
系统收录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

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持的江

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是百年来明清史

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为明清史学者探

究近世中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有力物

证。它的发掘，集中体现了新时代科学

考古的理念，反映了新时代中国考古的

先进水平，是新时期考古发掘工作的典

范。江口沉银遗址先后获评“2017年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百年百大考古

新发现”，出土器物修复获得“2021全国

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

“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

遗址文物考古研究丛书”因权威的编

纂团队和极高的学术价值，入选“十四

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本次

发布的丛书第一辑入选2023年度国家

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系统收录江口沉

银遗址中货币、器饰、钱币等器物的高

清图片、拓片及尺寸、重量等文物信

息，以专业、严谨、科学的研究思路，集

中展示了江口沉银遗址出土的全部重

点器物，向学界呈现了江口沉银遗址

出土文物的全貌。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

介绍，江口沉银遗址是我国重要的明清

时期考古发现，涉及明清社会的政治、经

济、历史、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是对

明代社会的全面反映。唐飞说，经过5

年的准备工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将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

果进行了整理。“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

口古战场遗址文物考古研究丛书”集纳

了该遗址最新、最全的文物整理信息和

保护研究的成果。该丛书不仅能够为

研究张献忠的历史传说、明代社会的政

治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形态提供资料，

活化历史场景，还能够展示相关考古理

念和新技术的应用，是新时期考古工作

探索的典范，是公众共享考古成果的具

体实践。

普通读者亦能从中获益
相关绘本等或将纳入出版计划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江

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志岩

介绍，“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

遗址文物考古研究丛书”共分为两大部

分。前五卷是对考古资料的客观呈现，

后五卷为目前的研究成果，包括金银器

的工艺研究，遗址所在地河流水文的分

析，对历代钱币的研究和公众考古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出版的丛书，受

众并不局限于考古学者和爱好者。刘志

岩说，江口沉银遗址不仅入选了“中国百

年百大考古发现”，公众关注度也非常

高。此次丛书的出版，希望能够将学术和

科普的形式结合起来，增进公众对江口沉

银遗址的认知。“考古爱好者可以从中看

到学术的内容，普通公众也能通过这套丛

书，全面客观地认识江口沉银遗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巴蜀

书社获悉，丛书第二辑正在紧锣密鼓地

编纂和审读之中，将于近期陆续推出。

除此之外，刘志岩还透露，关于江口沉银

遗址的绘本、口述史等读物或许也将纳

入出版计划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文物考古研究丛书”。巴蜀书社供图

对上万片甲骨文逐片分析 这套文献解读甲骨密码
古文字与先秦史，是中华文化的源

头活水。日前，《殷墟甲骨文分类与系联

整理研究》举行了新书首发式。该书是

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的全

新成果，它的出版将为甲骨文与先秦史

研究领域注入新的活力，也为四川出版、

新华文轩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殷墟甲骨文分类与系联整理研究》

由四川大学彭裕商教授主编，分上下两

册，是对殷墟甲骨逐片分类、排谱系联的

最新成果。本书在前人去重、辨伪、缀合

以及分类与断代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新观点、新方法，对殷墟出土的甲骨

文材料逐片进行组类划分，并依据卜辞

事类、人物及同版现象对各类卜辞进行

全面系联整理，使其成为更完整的史

料。全书主要由“分类”和“系联”两部

分组成，第一章至第八章以甲骨组别为

单位，对各组卜辞进行详细“分类”，再以

小类为单位进行“系联”整理；第九章对

各组类甲骨卜辞的时代及其断代的主要

依据进行总体交代。本书将为殷商历史

文化的研究提供众多相互联系的甲骨文

材料，提高殷墟甲骨文的利用率，促进甲

骨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发

展，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据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

心副研究员韩文博介绍，殷墟甲骨文自

发现至今120多年来，已公布约十六万

片甲骨，在古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

领域均取得丰硕成果，呈现综合化、精细

化的特点。既有研究主要侧重对某一组

类甲骨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分类与整

理，如自组、宾组、出组、何组、黄组、历组

等，均有专门探讨。但必须看到，已取得

的成果虽然促进了学术发展，但也存在

明显的局限性，尚缺乏对甲骨文材料进

行全面分类和系联整理的著作，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学人对甲骨文材料的充分利用，

也给深入研究殷商历史文化带来了诸多

不便。《殷墟甲骨文分类与系联整理研究》

这部两百万余字的著作，由团队历时七年

完成，主要是对公开出版的120余种殷墟

甲骨文材料（截至2018年）进行逐片精确

分类和系联整理，以期发挥出甲骨文作为

史料的最大价值。本书首先依据甲骨文

字体的自身特征与演变规律，把数量众

多、时代跨度大，相对零散、无序的甲骨文

材料进行逐片分类，以明确各片甲骨的组

类与时代；其次依据事类、人物、地名等线

索对各类甲骨进行排谱系联，可以呈现某

一事件、人物活动在确定的时段内的完整

过程，为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提

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

现在国家和学界都比较重视古文字材

料的整理和深入挖掘，对甲骨文材料的使

用和研究也越来越普遍，而对甲骨文材料

全面而精细的分类和系联整理能够适应社

会需求，方便学者精准地使用甲骨文材料，

并了解分类和年代等信息，为相关学科的

学者充分利用甲骨文材料提供便利。这

必将对进一步开展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以

及相关学科的深入研究产生积极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德玉
摄影报道

《殷墟甲骨文分类与系联整理研究》

《化蝶》：书写现代梁祝故事
梁祝化蝶是备受大众喜爱的传奇

故事。一个经典的IP力量和魅力还在

于，它会不断引发人们去进行艺术再

阐述。围绕“化蝶”也不断衍生出新的

艺术作品。浙江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

的小说家哲贵的小说《化蝶》，就是一

个现代“化蝶”故事。小说以信河街越

剧团的新团长、小生剑湫改编《梁山伯

与祝英台》为主线，牵出上一代生旦梅

如烟和杜文灯的往事，也将剑湫与旦

角搭档肖晓红、戏迷尤家兴三人紧紧

缠绕。在舞台的回溯与现实的互文

间，上演一出现代的梁祝故事。小说

探讨人与传统、与他人、与自己的关

系，以一段找寻自我的旅程，探索角色

转变间的可能。

从“草桥结拜”的“离故乡，别双亲，

求学上杭州”，到“十八里相送”的“相依

相伴送下山，又向钱塘道上来”，再到“山

伯临终”的“生前不能夫妻配，死后也要

成双对”……作家既是在对演员的排演

过程进行全方位呈现，也是在为读者细

致入微地“讲戏”。小说中，作家这样解

释团长剑湫改编《梁祝》的目的：“让这个

戏现代起来，让年轻观众走进我们的剧

场。就这么简单。”而《化蝶》这本小说，

也可视作作家让年轻读者了解传统戏曲

的尝试。

对演员职业身份特殊性的探讨也是

《化蝶》的主题之一。对小生剑湫和花旦

肖晓红而言，舞台和生活的界限是模糊

的，甚至是混淆在一起的，是说不清道不

明的。二人是舞台上相辅相成的搭档伙

伴，也是生活中暗流涌动的竞争对手；是

舞台表演中虚构的梁山伯和祝英台，也

是现实层面上某越剧团的演员、某一位

名角的徒弟、某个人的爱人。哲贵在《化

蝶》后记中这样写道：“我更感兴趣的，是

演员在处理现实生活时，舞台还在不

在？他们又如何从坚硬的现实中拔身而

出，变成舞台上的演员。”

1973年出生的哲贵是浙江温州人，

已出版小说《猛虎图》《金属心》《信河街

传奇》《我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以及非

虚构作品《金乡》等。曾获《十月》文学

奖、郁达夫短篇小说奖、首届曹雪芹华语

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等。

哲贵的文学写作特色鲜明：其文学

眼光主要探讨富人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

精神裂变，以及他们与这个时代的微妙

关系。他的写作从“信河街”以一种悠然

简练的调子出发，使用一贯朴素的叙述

形式，铺展开每个故事的线条和纹理，在

平静的语调中展现、还原出诸多温州当

代生活的日常。对于哲贵来说，其作品

中的信河街，已经构成像苏童的香椿树

街那样的原乡。《化蝶》是哲贵“信河街”

系列中的又一传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出版社供图《化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