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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之 发现篇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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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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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探源·委员漫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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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新年伊始，国家
图书馆携手阅文集团发起

“甲骨文推广公益项目”，以
“让中国字源远流长，让好
故事生生不息”为主题，通
过甲骨文与网文的跨千年碰
撞，以网文助力古老的甲骨
文在数字文明新时代焕发生
机，完成了一次经典传统文
化活化和传播的经典案例。

先是在 2022 年元旦前
夕，“2022阅字如愿”网络
互动小游戏正式发布。在互
动 过 程 中 ， 用 户 学 到 了

“虎”“犬”“贝”“吉”等甲
骨文，感受到甲骨文的魅
力。一时间手机刷屏，分享
页的打开率一小时后便已高
达63%。到1月10日，已有
83万人次参与互动。

元旦当天，“甲骨文+
网文跨千年展”在天津“国
图·津湾文创空间”开幕。
截至 1 月 9 日，近 7.9 万人
次现场观展。津湾广场上，
超过 100米的“祈福之河”

“文字飞瀑”和“甲骨文+
网文故事银河”贯通着历
史、现在与未来。“祈福之
河”展现了中国字的几千年
变迁，从上游的甲骨文到下
游的现代汉字；同事们精心
挑选出的8个适合新年祈愿
的文字——吉、安、喜、
乐、美、梦、立、来，观众
扫描甲骨文上的二维码，就
可以获得自己的 2022 年度
幸运关键字。“文字飞瀑”
艺术化地用文字和金句组成
悬挂的壮观瀑布；首次在阅
文平台向社会公众发起“甲
骨文”主题征文，竟在 10
天时间内收到来自2200位阅文作家的2500多部优
秀作品，超过70%是“90后”“00后”作家。70位
深度参与项目的阅文作家，被授予“古文字唤醒
者”荣誉称号。以甲骨文为主题的网络文学，既有
关于前沿未来的科幻题材，也有来自中国远古的神
话故事，既有家国天下的历史情怀，也有关照当下
的现实题材；脑洞大开的创作，穿越3000年的惊
艳碰撞，成为国家图书馆和阅文给读者的新年饕餮
文化大餐。

配合展览，国家图书馆联合阅文集团还举办了
“甲骨文推广公益项目”主题发布会与“甲骨文与
网络文学的跨千年交汇”对谈沙龙，阅文集团白金
作家“孑与 2”分享了他创作的短篇故事 《家之
初》。这篇故事以甲骨文“家”为灵感，结合了

“四方风”甲骨的内容，让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风
及风神在网文中重现。

有趣的是展览现场，在四个方向有出风口的
装置是根据四方风甲骨的记载来设定每个出风口
的风力，让观众可以一边阅读，一边感受3000年
前的风。

甲骨文是商代（约前17世纪—前11世纪）中
晚期的文化遗存，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存世15
万片的甲骨中，国家图书馆藏有35651片，是最大
的收藏机构。“四方风”是一件著名的文物，对这
片被称为“四方风”的牛肩胛骨，著名甲骨学家、
史学家胡厚宣先生进行过认真考证。他认为，该骨
字体遒整，文气古奥，文理通达，属武丁时期（前
1250年—前1192年） 刻辞，骨面刻有24字，是
有关四方神及风神的记载。胡先生在1944年发表
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中释文：“东方曰析，风
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微；西方曰夷，风曰彝；北
方曰宛，风曰伇。”把四方与时节相配，参照草木
禾谷生长的特点衍生出了析、夹、夷、宛四方神
名，象征着草木禾谷春萌生、夏长大、秋成熟、冬
收藏。在四方神名后面协、微、彝、伇，是根据四
方风在不同时节的特征而命名的。协指和煦之风，
微指微弱之风，彝是指大风，伇是指烈风，3000
多年前，人们能对四方神名和四方风神给予准确的
命名，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很大的影响，也令今
人叹为观止。学者研究可以《尚书·尧典》及《山
海经》诸古书证合之。

国家图书馆丰富的甲骨资源，通过阅文集团的
全平台汇聚的数亿用户，在传承和创新甲骨文上迸
发出巨大的优势，新技术、新手段、新思维，让甲
骨文在现代社会焕发生机。甲骨文版站内互动活动
2.15亿曝光量，让甲骨从象牙塔走进生活，或许
其中有些幼童会对甲骨文感兴趣，会破解人类幼年
时期的文字，令人非常期待。

2019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曾专门致
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要求大力推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古文字与中华文明
传承发展工程”随之启动实施，至今已近三年。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以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
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深入发掘蕴含其中的
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揭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创新转化成果，服
务时代需求。在研究挖掘的同时，加大公众普及的
力度，或许那些不认识的文字会有机会被破译，源
远流长的中国字、悠久的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将生
生不息。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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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我向往已久，

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

理 解 中 华 文 明 ，古 为 今

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提供借鉴。”不

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河

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时

如是感慨。

1928 年，从考古人以

甲骨为线索在河南省安

阳市小屯村挖起第一铲

黄 土 的 那 一 刻 起 ，一 个

3000 多年前璀璨的王朝

——殷商王朝的面纱被

徐徐揭开。自此，殷墟考

古发掘几未中断，宫殿、

王陵、甲骨文、青铜器等

的惊世发现，确认殷墟即

商王盘庚迁殷后的都城，

商代历史由此成为信史，

中国的信史也因此向前

推进了近千年。

90 多年来，殷墟考古

不断取得新突破，商代文

明的真实面容正一点点

浮现在我们眼前。日前，

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

国 ”重 大 项 目 进 展 工 作

会，公布了河南省安阳市

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研究

的重要成果及新进展，为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再添

新证，而那些埋藏在历史

深处的中华文明源头密

码仍待一一破译。

“大邑商”面貌愈发清晰

作为甲骨文的发现地，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
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
城遗址，也是中国考古发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
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在诸多实证中华文明
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遗址中，“殷墟上承四方汇
集文明之趋势，下启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格
局，是中华文明进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记者：对每个中国人而言，殷墟可以说是既熟
悉又陌生的存在。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其考
古成果。

徐良高：殷墟考古发掘至今已经90多年，陆
续发现殷墟宗庙宫殿区、居址区、王陵区、墓葬区、
手工业作坊区等重要遗迹，以及与之毗邻的商代
中期都城洹北商城，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铜器、
陶器、玉石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基本廓清了殷墟的
分布范围与结构布局，构建起殷墟文化分期编年
体系，为探索早商乃至夏代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基
础。商代都城制度、墓葬制度、祭祀制度、手工业生
产体系，以及建筑、水利、精神信仰等各方面研究
不断深化，实证了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系统展现
了商代社会文化面貌、商代文明发展成就。

记者：您在国家文物局 11月 10日召开的“考
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通报了河南
安阳殷墟考古重要成果及新进展。我们该如何认
识这些重要新发现？

徐良高：2018年至2020年，我们对殷墟宫殿
区进行了大面积勘探与试掘，目前已确认新发现
一处大型池苑遗迹，面积达6万平方米以上，最深
达16米。东侧的宫殿建筑有水沟与之相通，北部
则通过水道连通穿城而过的洹河，带来满池活水。
另外，在池苑中央，还发现一处“核心岛”。此外，我
们在甲组基址北侧发现东西向长达105米的夯土
墙，东至洹河西岸，西至池苑，基槽宽 2 米，深
0.5—1.8米，基槽内发现有黄组刻辞甲骨。

通过对殷墟宫殿区勘探与发掘，特别是池苑
与核心岛的发现，使得我们对宫殿区布局有了全
新的认识。同时也说明，对于殷墟宫殿区结构、布
局等问题仍需进行持久的工作。

在对商王生前居住的宫殿区发掘重启的同
时，2021年下半年开始，考古队也重启了王陵区
的考古勘探。目前，发现并确认了王陵东西两区外
围，各环绕一条宽度超过10米的围沟，最深达3.5
米。另外，在密布祭祀坑的王陵东区，又探测出
460多座新祭祀坑。此次的勘探与发掘未见围沟
与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东围沟
东、西段的北端与殷墟商代建筑的方向一致。王陵
围沟的发现刷新了对商代陵园布局的认知，极大
推动了对商代陵园制度的研究。

另外，这些年还有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殷墟内
部的道路系统不断被揭示出来。殷墟宫殿宗庙区
南约1公里处，发现两条直通宫殿区的南北向道
路，洹河北岸发掘出宽达15米的大型道路，道路
之上有碾压清晰的车辙痕迹，刘家庄北地道路两
侧还曾发现大量祭祀坑。多条道路已初步构成道
路网，道路两侧是分布密集的居址、墓葬、手工业
作坊等。

道路是古代都城布局的框架，代表城市交通
枢纽和都城之内不同功能区的界线。由道路形成
的“街区”对探讨殷墟族邑分布及社会形态至关重
要，为进一步探索3000多年前商代晚期都城的整
体布局、交通网络及功能分区等提供了又一关键
材料。

记者：青铜文化的繁荣与发达，让我们领略到
3000 多年前的殷商王朝在手工业方面就有高度的
发展。我们注意到，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进一步证
实了这点。

徐良高：是的，殷墟是目前所知古代都城内发现
铸铜作坊最多、规模最大的。以公众熟知的司母戊大
方鼎、青铜牛尊等为代表的大量青铜礼器，表明当时
青铜冶铸水平已高度发达。

手工业与技术的研究是从殷墟发掘早期直至当
前，学术界一直高度关注的课题。自2015年始，历时
8年，考古队员们对位于洹北商城郭城北部的手工
业作坊遗址进行了详细的勘探与发掘，调查、勘探面
积约50万平方米，发掘约5000平方米，发现了大量
与铸铜、制骨、制陶生产相关的遗迹与遗物，作坊区
面积不小于8万平方米。大量的生活遗存及成排分
布随葬有铸铜工具的墓葬，充分表明作坊区是集生
活、生产、墓地等为一体即所谓的“居葬合一”的族邑
布局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独特的“纹饰范嵌范”铸铜技术、
“剥片式”取料制骨技术、“熟土区夯筑”陶窑技术充
分显示出商代中期手工业创新求变的理念。洹北商
城手工业考古发现、发掘极大地填补了商代中期手
工业考古的空白，对研究洹北商城都邑布局同样至
关重要。

总之，考古让甲骨文中记载的“大邑商”面貌愈
发清晰。

殷墟考古对于中国考古事业作出的许
多贡献都足够载入史册

殷墟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意义，不唯其埋藏着丰
富的地下遗存，更在于它的发掘与中国考古事业息息
相关。因为殷墟，中国信史上推至商代。更重要的是，
以殷墟为支点，建构起夏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体系，
也为探究更早的文明提供了重要抓手。

记者：作为甲骨文的发现地，殷墟是中国现代考
古学的摇篮。一部殷墟考古史，可以说就是大半部中
国考古学史。在您看来，殷墟对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
有何影响？

徐良高：1928年开始、前后历时十年的殷墟早
期发掘，围绕安阳小屯在不同地点共进行了15次发
掘。可以说，这是中国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
接受和有计划、有组织实施，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
的序幕。

安阳殷墟是在中国境内由中国学术机构发起、
中国学者带有明确学术目标主持进行的首项大规模
考古发掘，既是中国考古学形成阶段中的重大事件，
也是中国夏商周考古学正式诞生的标志。殷墟考古
发掘与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极大地推进了殷商古
史重建的历史任务。“周因于殷礼”对殷墟文化的深
入研究，也极大地促进了对其继承者周文化的探索。

此外，殷墟发掘不仅再现了3000多年前殷墟
青铜文明的鼎盛面貌，同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考古
学人才，形成的优秀学术传统、出台的文物保护法
规等也对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产生巨大影响，并延
续至今。

同样，殷墟对世界考古学史也有深远影响。殷墟
早期考古发掘发现了王陵宫殿以及跟甲骨文同时出
土的大量青铜器，受到全世界的关注，90多年来，殷
墟都是国际考古学界关注的热点。

记者：如您所说，伴随殷墟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
的，除了甲骨文、青铜器等丰富的历史遗存，还有一
大批熠熠生辉的考古学家的名字。

徐良高：对。殷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
篮与人才培养的基地。中国考古史上的名家董作宾、

李济、梁思永、夏鼐等,都在殷墟先后主持或参与发
掘，也正是在这些前辈的指引下，中国考古人逐渐摸
索出中国风格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例如，李济先生在主持安阳殷墟发掘工作之初，
就开始安排对遗址进行地形测绘，当时绘制编辑的
图录在今天看来都很惊艳，先生对殷墟陶器和青铜
器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的肇始，而梁
思永先生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
学的基础。

此外，殷墟考古对于中国考古事业作出的许多
贡献都足够载入史册：中国考古学的自然地层发掘
法和10×10探方布控法是在殷墟发掘中摸索成熟
的；中国考古事业中现行的“考古证照”制度源于殷
墟发掘；公共考古传统伴随殷墟发掘始终；殷墟考古
为重建中国上古史提供了最早的“已知点”，奠定了
中国上古史研究的科学基础。

“考古写史”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01年，殷墟在“中国
20 世纪 100 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中名列第一；
2006 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价值得到
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2021 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百
年之际，在“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评选中，殷墟再次毫
无争议地位列其中。

3000 年历史烟云，从大邑商到世界文化遗产，
殷墟考古使我们对商文明的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对于这个消逝的王朝，我们也许还要经过
相当长时间、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更贴近它的
真实面貌。

记者：从“一片甲骨惊天下”开始，殷墟实证了商
王朝的存在，催生了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对于
探源中华文明，殷墟有何深远意义？

徐良高：毋庸置疑，殷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
和基石。因为殷墟，中国信史上推至商代。更重要的
是，以殷墟为支点，建构起夏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体
系，也为探究更早的文明提供了重要抓手。

可以说系统、全面、细致的中华文明探源离不开
殷墟。殷墟被证明是商王朝后期都邑，使之成为中国
上古史研究的一个“已知点”。有了这个“已知点”，则
商王朝早期、由此上溯的夏王朝，以及知之甚少的
史前中国，都可以由此出发来研究。1931年“后冈
三叠层”的发现首次用考古学方法回答了仰韶文
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这可视
作中华文明探源的早期尝试。郑州商城、二里头遗
址、两周城址性质的确认，离不开以殷墟为基点的
比对与辨析。同样，周边区域青铜文化，如草原青
铜文化、三星堆文化、先周文化、珍珠门文化等性
质与年代的判断，以殷墟为坐标和参照，其年代与
内涵才能更加清晰。

至于甲骨文，不仅极大丰富了殷商文化的内涵，
把中华文明信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由其演化而
来的汉文字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连绵不断地传承
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谓是维持华夏儿女团结一
心最强大的文化基因。

记者：除了甲骨文，人们一提到殷墟就会联想到
青铜器。您如何看待青铜器这一符号在探源中华文
明中的作用？

徐良高：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
断，中华大地不同文明彼此间互相影响、交流、借鉴，
青铜器便是力证之一。

作为古代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高度
发达的殷商文明，对周边区域的青铜文明影响深
远，而周边青铜文明也对殷商文明产生重要影响。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殷商文明一步步走向了我国青
铜文明的高峰。大家熟悉的三星堆文明就与中原殷
商文明关系密切。比如，三星堆青铜器上的云纹、夔
龙纹等，都是中原青铜器常见的纹饰。同时，殷墟也
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青铜器、陶器、硬陶、原始瓷，以
及青铜原料、货币、龟甲等珍稀资源。可见，殷商时
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就已经得到进一步
巩固与强化。

记者：进入新时代，殷墟考古又取得多项突破性
进展。现在站在中国考古事业又一个百年的起点，您
如何展望未来？

徐良高：进入新时代，在聚落考古理念引领下，
殷墟考古深化多学科、跨学科合作研究，不断取得新
突破。辛店遗址、邵家棚遗址、陶家营遗址等多处考
古新发现不断揭示出“大邑商”不可比拟的文明高度
和强盛国力，让我们在看到“大邑商”地域范围之广，
政治组织与社会管理健全有序，防御体系完善有效，
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同时，进而探寻中华民族刻
入基因血脉的文化自信之根源。

几十年来，通过多学科手段，中国考古学在古代
历史信息的获取数量、质量和系统性方面都有了巨
大进步，研究上也由专注于传统考古发掘和遗存年
代、性质研究到重视多学科结合的考古发掘和多角
度、全方位的古代社会、文化与人地关系的研究与阐
释。考古写史在中国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获得诸多具
有突破性和填补空白性的成绩，中国考古学证明了
自身的价值，尤其是在中国上古史方面展现了广阔
前景。

这些成果证明了考古学完全有能力担当重写中
国上古史的重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过几代
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
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
活化了历史场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
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
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我也相信，殷墟考古研究将在新理念新方法的
指引下，逐步还原更加全面、真实、鲜活的商代文明。

殷墟：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和基石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徐良高

本报记者 王慧峰

邵家棚遗址 （位于殷墟的一处商代晚期聚落） 墓葬出土的铜礼器组合 （国家文物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