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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
郑州晚报记者 秦华/文
中国文字博物馆供图）
记者从中国文字博物馆
获悉，该馆续建工程和
汉字公园将于 11月 16
日对外开放。

中国文字博物馆坐
落于甲骨文故乡安阳，是
经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一
座集文物保护、陈列展示
和科学研究功能为一体
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该
馆一期工程建设主要包
括主体馆，于2009年11
月16日开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续
建工程和汉字公园项目
总占地面积389.4亩。
续建工程占地 175.4
亩，建筑面积 68300
平方米，包括文字文
化演绎体验中心、文
字 文 化 研 究 交 流 中
心、人防工程等三部
分，主要满足博物馆学
术研究、文化交流、教
育培训等功能需要。

续建工程的专题陈
列展示分为“字里乾坤”
“字书琼林”“汉字民俗”
和“书苑英华”四个专题
展，涉及青铜器、拓片、
墓志、瓷器、书法作品等
各类展品600余件套。
专题陈列以文字为媒
介，侧重文字应用体验，
以观众喜闻乐见的展览
形式进行展陈设计，是
对主体馆基本陈列的有
力补充和拓展，将与基
本陈列共同构建起系统
完整的中国文字文化展
陈体系。

汉字公园位于中国
文字博物馆东西两侧，
占地面积 214 亩。汉
字公园集科学性、知识
性、趣味性于一体，将
汉字文化的多维度表
达方式融入景观设计
中，形成“汉字之源”“汉
字之变”“汉字之趣”“汉
字之美”“汉字之韵”“汉
字力量”六个汉字文化
展示园地。

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
将于11月16日对外开放
博物馆东西两侧的汉字公园将于同日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冯时系统介绍了120余
年来甲骨文发现与研究的重
要成果。他透露，至今已发
现甲骨文约15万片，经科学
发掘的有35000余片，单字数
量已逾4000字，内容涉及商
代政治与生活的各方面，是
重建殷商信史的直接史料。

冯时说，殷墟甲骨共有
三次重要发现，分别是殷墟
内出土数量最多的完整窖藏

小屯YH127坑、具有明确年
代的小屯南地甲骨和史料价
值独特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
骨。殷墟甲骨直接证实了古
史记载中“商”王朝的存在和
安阳小屯为殷商王朝的王
庭，将中国信史的上限提早
了1000余年，开启了殷墟90
多年的考古与历史研究历
程，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字学
的革新与发展。

此外，新时代甲骨学研

究在推动思想史、天文历法、
历史地理相关领域研究方面
取得重要成果，解决了数字卦
问题，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
史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和价
值。例如，通过释读甲骨文记
载的日月食资料，结合天文学
推演，考订了发生于公元前
1161年 10月 31日的乙巳日
食，证明了殷人已经掌握交食
周期，对于甲骨文断代乃至地
日运动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考古中国”发布殷墟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殷墟甲骨文直接证实“商”王朝的存在
辛店铸铜遗址、陶家营遗址、邵家棚遗址有多项新发现

11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
作会，专题通报了安阳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研究重要成果及新进展。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秦华/文 图片均据新华社

殷墟外围区域有多项新发现

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
市，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
址。自1928年起，中国考古
工作者开始对殷墟进行科
学考古发掘，拉开了中国现
代考古学的序幕，至今已经
90余年。

考古工作系统揭示了
洹北铸铜、制骨、制陶手工
业生产方式和“居葬合一”
的族邑布局模式。新发现
宫殿宗庙区存在大型池苑、
水道及相关建筑遗迹，改变
了以往对于宫殿宗庙区整
体格局的认识。殷墟王陵
区东区、西区外围各发现一
条围沟环绕其外，突破了对

于王陵区布局的认识，是商
代陵园制度研究的重大进
展。殷墟内部的道路系统
不断被揭示出来，部分道路
两侧密集分布居址、墓葬、
手工业作坊等，为进一步探
索殷墟城市布局、族邑分布
提供了重要线索。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孔德铭在会上介
绍了殷墟外围区域多项新
发现，辛店铸铜遗址发现商
代晚期铸铜作坊 7处、房址
10余处、墓葬近百座，出土
“戈”字铭文铜器，显示该遗
址可能是一处由“戈”族管
理的青铜器铸造遗址。陶

家营商代中期环壕聚落遗
址发现了布局有序的陶器
生产区、居址区和墓葬区，
进一步深化洹北商城周边
聚落社会形态认知。邵家
棚商代晚期聚落遗址发现
了由 18座房址组成的 3组
多进式院落，以及由 1 座
“中”字形大墓、23座中小型
墓葬和4座车马坑组成的墓
地，出土刻“册”字铭文的多
件青铜器，显示邵家棚遗址
可能为晚商时期史官“册”
族居住地。

已发现甲骨文约15万片，单字数量已逾4000字

辛店遗址
出土的部
分陶范

邵家棚遗址发掘区航拍

洹北商城铸铜作坊出土花洹北商城铸铜作坊出土花
纹范的正面纹范的正面 中国文字博物馆内部展示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