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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考古走进群众
“拿着考古神器，细细扫去浮尘，

就像打开‘考古盲盒’一样，又惊又
喜。”苏州女孩沈桑雨回忆起在安阳做
考古志愿者的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

沈桑雨是安阳招募的考古志愿
者之一。在安阳，定期向全国招募考
古志愿者，是当地开启“公众考古模
式”，活化利用文物事业的重要举措。

“从最基础的考古知识教起，打
通专业知识与考古实践的壁垒，让他
们体会到，真实的考古就是双脚沾
泥、以田野为家，从而带动更多人保
护文物。”谈起自己带领志愿者体验
考古乐趣的经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考古人员申文喜很有感触。

目前安阳市有102座甲骨文书
屋建成投用；安阳殷墟考古文旅小镇
揭开神秘面纱，一个又一个城市文化
地标崛起，让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更完善，走进文化场馆成为越来越多
安阳人推崇的文化休闲方式。

甲骨文和简化字的双标展示、
文体中心的甲骨文公益广告标识、
36000多套道路窨井盖上的甲骨文
字装饰……行走在安阳的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的甲骨文元素，也时刻昭示
着这座城市与甲骨文的不解之缘。

而将甲骨文、古城文化、汉字发
展史、碑石篆刻等特色文化融入“网
红”的仓巷街，开展制陶、拓片、研学
游，还经常性举办文化讲座进行互动，
将新业态引入其中，吸引了成千上万
游客光顾。“网红街”热度持续不减。

展示利用更是如火如荼。殷墟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殷墟遗址博物
馆、考古小镇等文旅项目稳步推进，
甲骨文表情包、甲骨文雪糕、殷墟青
铜器数字藏品、中国文字博物馆 IP
新形象“小仓颉”等文创层出不穷，
持续创作的大型歌舞剧《甲骨文》、
网络电影《天命玄女》等作为艺术精
品不断推出，高规格国际学术研讨
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甲骨文及
中国古文字巡展等交流活动连年开
展，殷墟元宇宙、全球甲骨文全息影
像采集等数字化工程方兴未艾……

3000多岁的殷墟，文化优势和
文化实力在安阳这座城市里不断活
化、融化、转化，再次火了起来。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世界记忆遗产甲骨
文出土地，河南安阳被誉为“文字之都”。三千年前殷商王室为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篆
刻的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如今正以全新的形式传承发展甲骨
文文化，书写古老文字在中华大地焕发新机的鲜活故事。

擦亮文化瑰宝 传承发展绝学
——给甲骨文建一个“家”

进入12月，在古城安
阳的城市中轴线上，中国文
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和汉字
公园项目陆续建成开放。
这也意味着甲骨文、中国文
字的“家”在安阳全面建成。

而在城市的另一边，与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隔洹河
相望，殷墟遗址博物馆正在
紧张有序施工中，主体工程
已封顶。2023年建成后，
这里也将成为研究展示甲
骨文和殷商文明的国际交
流传播平台。
记者 余嘉熙 通讯员 闫明杰

午夜时分，寒风四起，室外地面
温度已经 0℃以下。殷墟遗址保护
区巡防队员杜保平和他的同事们还
在巡查中迎接新一天的到来。

“看护遗址保护区就像看护自己
的孩子一样。”作为巡防队员，杜保平
每天都需要进行实时数据的采集、检
查土坡面渗水、监测设备运行情况
等，29.47平方公里的殷墟遗址保护
区，留下了他日复一日的巡查轨迹。

像杜保平这样的殷墟文物安全
守护人有 360余名，用他们的话说，
自己就像是古城遗址的管家，小到里
面的一草一木，大到遗址点的安全，
每天都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巡查。

“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保护、保

护、再保护。有了文物资源的安全
传承，才能谈文物资源的利用，才能
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殷墟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邓兴华说，殷墟的价值和影响，绝不
仅仅局限于安阳，它是中华民族的，
也是人类文明的宝库。

在邓兴华看来，殷墟遗址就像
一棵大树，青铜器、甲骨文、玉器等
出土文物就是树上的果实，“我们最
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守护好这棵大
树，让它根固叶茂”。

“让甲骨学冷门不冷，代有传承，
是我们的责任。923片甲骨，我们摸
清了这个家底，一片一片保护珍藏、
建档管理，不敢有丝毫懈怠。”安阳市

文物局局长李晓阳说，还有约 16万
片甲骨分散在世界各地，“我们正借
助数字技术让它们回归安阳”。

“甲骨文大数据平台”使前沿科
技和古代文物“亲密接触”，更是让
甲骨学焕发新生机。

目前，“全球甲骨文数字化建设
工程”正抓紧推动实施。将运用三
维数字扫描技术对甲骨片进行全息
影像采集，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约 16
万片甲骨进行高水平、高精度的数
字化信息采集和整理，让它们回归
故乡安阳，向全世界展示，推动甲骨
文收藏保护进入新阶段，也将进一
步助力甲骨文缀合、释读、研究和文
化产业发展迈上新高度。

11月21日，在殷墟宫殿宗庙遗
址附近的安阳市甲骨文研学劳动
实践基地，河南省高级民间艺术
师、安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董焕娇向小朋友讲述自己和剪纸
艺术的渊源，并展示她参加河南省
民间艺术展的获奖作品《甲骨文十
二生肖图》。

不仅有讲座，研学劳动实践基
地还设置有甲骨文文化展厅、非遗
劳动工坊、农耕责任田和少年果园
等片区，目前已累计接待学生超过
5000名。如今，安阳已建成 17所省

级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37所市级
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

而中国文字博物馆常年开设的
公益课“甲骨学堂”，更是能让孩子
们领略汉字之美。截至目前，安阳
全市已有 4.5万余个家庭经常性参
与文字文化教育活动，80多位国家
级文字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知名专
家学者前来传道授业。

为了让甲骨冷门绝学热起来，
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
目，《殷墟甲骨学大辞典》《甲骨学
初阶》《甲骨学堂》《甲骨文常用字

字典》《甲骨文成语故事》等一批
甲骨专著和普及读物出版，古老
而充满活力的甲骨文“飞入寻常
百姓家”。

“殷墟、甲骨文始终是世界公认
的中华文明探索的出发点和基点，
我们持续推进殷墟考古就是要让
3000多年前的国家、城市、人鲜活起
来，让殷墟从书斋走向大众、展示独
特魅力，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
何毓灵说。

“守护好这棵大树，让它根固叶茂”

“我是安阳人，学点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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