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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甲骨惊天下。100多年前
的世纪之交，清代学者王懿荣在一
种被称为“龙骨”的中草药上，发现
了细小的刻画。这些神秘的符号
经专家考证，被认定就是上古时期
的文字——甲骨文，由此把中国有
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1000年。

100多年后的今天，甲骨文成
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再次“惊”
了天下。

10多万片殷墟甲骨正得到精
细化整理

开展海内外甲骨藏品家底清
查、编著集大成性文献《甲骨文合集
三编》、构建数字化甲骨文字库……
近年来，随着一个个项目相继开展，
10多万片殷墟甲骨已经或正在得
到精细化整理，殷墟甲骨文进入全
面整理和研究新时期。

“现在对甲骨文的整理研究是
全盘的、精细的、与时俱进的，把保
护放在了第一位，每一个小片都不
会漏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中国先秦史学学会会长宋镇豪
对新华社记者说。

目前，海内外甲骨藏品家底及
保存现状已基本摸清，约有 16万
片甲骨，共有单字4300多个，已释
读字有1600多个。

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甲骨文合集三编》启动，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历
经7年多努力，辑集了新中国成立
后编著的《甲骨文合集》与《甲骨文
合集补编》两书漏收未收甲骨约3
万片，又一部全面反映当今甲骨学
研究前沿水准的大型甲骨著录集
即将问世。

当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与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山东
博物馆等几家甲骨文大宗收藏单
位互相支持，密切协同，正分别对
三大批7万多片甲骨进行彻底整
理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还与多
个公私藏家合作，对总计达1万片以
上的甲骨进行了专业性拍摄、墨拓
与整理著录，此外还搜集公布了一
批民间新见新获甲骨拓本。

此外，随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委托项目“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

的甲骨文字考释研究”正式实施，
中国还将建立甲骨文全文数据
库。“甲骨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
的现代化方面将会有更多突破。”
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郭旭东教授说。

“冷门”不冷，代有传承

离甲骨文最早发掘地小屯不
远的安阳市区，有一座专门以文字
为主题的国字号的博物馆。在这
个名为中国文字博物馆二层的甲
骨学堂，一群孩童有模有样地在纸
板上写着。一个字从甲骨文、金
文、小篆、隶书再到楷书，稚嫩之笔
抒写着中国文字的演变历程。

在世界著名四大古文字中，中
国的甲骨文与写在水草上的古埃
及象形文字、刻在泥板上的巴比伦
楔形文字，以及雕在石头上的印第
安人玛雅文字一起交相辉映，都曾
在世界文明宝库中大放异彩。

“遗憾的是，后三种文字都已
失传，成为永远无法破解的历史之
谜，唯有甲骨文历经3000年，一脉
传承地‘活’到了今天，并演变为今
天的汉字。”郭旭东说。

但甲骨百年，却经常面临“专

家兴趣盎然，百姓兴趣寡然”的尴
尬。此次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
录》，对于长期从事甲骨文研究和
推广的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喜
事”。“社会大众对于甲骨文知识的
认知度将会不断扩大。”郭旭东说。

“近年来，甲骨文已经逐步从
书斋走向大众，但要让群众真正了
解，还需要在传播方式上多下功
夫。”中国文字博物馆甲骨学堂的
负责人杨军辉说，“比如，我们会挑
选一些象形程度高的字介绍给孩
子，通过解读文字背后隐含的历史
文化信息，以及这个字从古到今的
历史演变发展过程，让他们理解和
掌握汉字的一些特征。”据悉，截至
目前，甲骨学堂已经举办汉字教育
活动800多场，吸引了近3万个家
庭参与。

古老的甲骨，年轻的甲骨学

2016年 10月 28日，一则发在
报纸上的“悬赏令”引起大家的注
意：对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并经专家
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
奖励10万元。

虽然在甲骨学研究方法和研
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有很多突破，

但在等待释读的甲骨文中，任何一
个字的破译都将是一场“攻坚
战”。甲骨文百余年的研究史上，
虽然几次出现有轰动效应的种种
破译全部甲骨文字的“新方法”，但
在“轰动”过后，并没有使真正的文
字考释工作有所前进。

“都说这是‘悬赏令’，在我看
来却是‘招贤令’。”郭旭东说，近年
来，甲骨文研究一度进入“低迷”，
尤其是文字破译工作。

“甲骨文写法很不固定，一个
字有很多种写法，多时达到十几个
异体。加上甲骨文早期表意文字，
有一定的不规则性，容易释读的早
就被先人破译了，剩下的都是‘硬
骨头’。”郭旭东说，值得高兴的是
现在冷门不冷了，“招贤令”发出后
效果显著，目前，第一批投稿已经
进入筛选阶段。

“我们这个行业，70岁都还算
是年轻人，但甲骨文的传承和发
扬，需要培养更多的接班人。”郭
旭东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将
使甲骨文研究的低迷形势得到改
观，让更多的有志之士来参与到
甲骨文的工作中，也让更多的人
学好汉字、用好汉字、爱上汉字、
传播汉字。 （李嘉南）

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100多年后甲骨再次“惊”天下

郭国堂，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叶县群众文化联合会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其书法作品曾入选2016年河南省第
25届群众书法展。

本报讯 香港佳士得 11月 28
日举办“千秋名韵——孔祥熙
家族旧藏傅抱石《琵琶行》”专
题拍卖，拍品以咨询价形式上
拍，从 7000 万港元起拍，1.8 亿
港元落槌，最终以 2.0485 亿港
元成交。

香港佳士得 2017 年秋季拍
卖于11月24日至29日在香港会
展中心举行，本届秋拍呈现逾
3000件拍品，涵盖亚洲20世纪及
当代艺术、中国瓷器及艺术品、中
国书画、现代艺术及珠宝佳酿等
领域。 （新华）

傅抱石《琵琶
行》2亿余港元
成交

本报讯 据一些媒体报道，12
月 16日，一具冰河时期的猛犸象
骨架将在法国里昂拍卖。预计，
这具骨架最终的拍价可能达到
50万欧元。

据报道，这具猛犸象骨骼有
15000 年的历史，在西伯利亚被
发现。它高3米多，完整的骨架
附有两根3米长、总重超过160公
斤的象牙。

拍卖公司方面称，由于猛犸
象骨架个头巨大，因此少有买家
能把它放在家里当“装饰品”，因
此此次拍卖潜在买家更多的是历
史博物馆、基金会、私人收藏家或
企业。

此前在2006年，一具猛犸象
骨架以15万欧元的价格卖出，之
后被放在了法国加尔的一个酒窖
里展出。 （中新）

冰河时期
猛犸象骨架
将拍卖
拍价或达50万欧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