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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朱彥民教授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朱彥民教授
長期從事甲骨文和殷商史的研究長期從事甲骨文和殷商史的研究

工作工作。。他表示他表示，，目前仍有大量甲骨文目前仍有大量甲骨文
單字等待人們釋讀單字等待人們釋讀，，任何一個字的破任何一個字的破
譯工作都將是一場譯工作都將是一場「「攻堅戰攻堅戰」。」。

尚逾三千單字待確認尚逾三千單字待確認
朱彥民指出朱彥民指出，，目前我們發現的甲骨目前我們發現的甲骨
文單字有文單字有55,,000000個左右個左右，，其中經過考其中經過考
釋能夠確認含義的單字大約有釋能夠確認含義的單字大約有11,,500500
個左右個左右。。目前的甲骨文釋讀工作處在目前的甲骨文釋讀工作處在
一個瓶頸期上一個瓶頸期上。。

朱彥民續指朱彥民續指，，首先首先，，甲骨文是一種甲骨文是一種
長期沒有人使用的古文字長期沒有人使用的古文字，，其次其次，，很很
多甲骨文時代的器物如今都已消失多甲骨文時代的器物如今都已消失，，
因此由這些器物象形而來的文字如今因此由這些器物象形而來的文字如今
很難辨認出來很難辨認出來。。比如殷商時期的灶比如殷商時期的灶
具具，，甲骨文學者即使見到實物可能很甲骨文學者即使見到實物可能很
難認出來難認出來，，變成文字就更困難了變成文字就更困難了。。

借新技術破釋讀瓶頸借新技術破釋讀瓶頸
此外此外，，老一代的甲骨文學者如王國維老一代的甲骨文學者如王國維

等等，，都具備非常高的國學質素都具備非常高的國學質素，，他們研他們研
究甲骨文的時候正處於甲骨文研究的初究甲骨文的時候正處於甲骨文研究的初

始階段始階段，，可以破解很多常見字可以破解很多常見字、、容易容易
字字，「，「到今天仍然沒有破譯的甲骨文到今天仍然沒有破譯的甲骨文，，
基本上都是基本上都是『『硬骨頭硬骨頭』』了了。」。」
朱彥民進一步指出朱彥民進一步指出，，近幾年來近幾年來，，有研有研

究者利用計算機究者利用計算機、、大數據等新手段破譯大數據等新手段破譯
甲骨文甲骨文，，隨着技術發展日臻成熟隨着技術發展日臻成熟，，未來未來
甲骨文研究很可能有新突破甲骨文研究很可能有新突破。。哪怕只是哪怕只是
成功破解一個甲骨文成功破解一個甲骨文，，對於歷史研究都對於歷史研究都
意義重大意義重大，，比如破解了一個名詞或者一比如破解了一個名詞或者一
個動詞個動詞，，那麼就那麼就「「帶活帶活」」了一大批甲骨了一大批甲骨
文書籍文書籍，，有助於讓人們進一步了解甲骨有助於讓人們進一步了解甲骨
文時代的歷史文時代的歷史。。

文字博館重金懸賞
破譯甲骨單字10萬

河南安陽中國文字博物館近日發佈的一篇懸賞公告顯示，破譯未釋讀的甲骨文並經

專家委員會鑒定通過的研究成果，單字獎勵10萬元（人民幣，下同）；對存爭議甲骨

文作出新的釋讀並經專家委員會鑒定通過的研究成果，單字獎勵5萬元。該公告在博物

館官網發佈後引發網友熱議。專家表示，目前甲骨文釋讀正

處於瓶頸期，破譯一個字都是「攻堅戰」，然而隨着技術發展

日新月異，甲骨文單字仍有破譯的可能性。 ■《北京青年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前日隨同「海峽
兩岸記者四川行」採訪團走進四川
甘孜州博物館，一睹該館鎮館之
寶——百虎帳篷的風采。
據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該帳篷
是世界上唯一一頂虎皮帳篷，至今
已有數百年歷史。其外觀呈圓形，
以黃色為主色調，黑、白、紅三色
相間，主體由108張虎皮製成，底邊
鑲有水獺皮、熊皮、豹皮等裝飾，
四周還鑲嵌着15,800顆海貝，做工
精細、雍容華貴，可謂價值連城。
據《甘孜州理塘縣縣誌》記載，明

末清初，百虎帳篷由衛拉特蒙古和碩
特部首領大施主丹增曲吉贈送給長青
春科爾寺（理塘寺），幾經周折後傳
至毛埡土司手中。傳說該帳篷通達天
威、震懾天地，是身份、權勢和地位
的象徵。毛埡土司日常將其用於唸
經、祈福等活動，久旱之時，則會將
其搭建於毛埡草原上祈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廣西崇左白頭葉猴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
相關人員昨日介紹，被列入世界最瀕危動物名
錄的白頭葉猴，目前實現種群數量穩步提升。
在全球白頭葉猴唯一棲息地——中國廣西崇左
市，白頭葉猴的數量達到1,000隻左右。

逾300萬年生存史 存活量較熊貓少
白頭葉猴俗稱烏猿、白烏猿、白葉猴等，是
中國特有的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也是全球25種
最瀕危的靈長類動物。白頭葉猴是亞洲葉猴的
一種，體態修長，除軀幹為黑色，外冠毛和尾
巴均為白色，是以樹葉為主要食物的植食性舊
大陸猴類，存活數量比國寶大熊貓還要少。

崇左白頭葉猴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副局長
農登攀介紹，白頭葉猴至今已有300多萬年的生
存歷史，目前獨存於崇左市境內左江以南、明江
以北的三角形狹長地帶的喀斯特石山中。據最新
調查數據顯示，白頭葉猴的野外種群數量從
1980年建立保護區之前的370隻左右增加至130
群1,000隻左右，種群生存和恢復呈現良好狀
態。目前，崇左市建立了白頭葉猴監測、巡護、
宣教、警務等功能為一體的白頭葉猴監測點，並
在保護區建設白頭葉猴食源植物園，探索解決白
頭葉猴冬季食源緊缺的難題。
據了解，崇左市地處典型的桂西南喀斯特地

貌，氣候適宜，雨量充沛，森林覆蓋率達

53.8%，是國際陸地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熱點和
關鍵地區之一。崇左市於2013年被中國野生動
物保護協會授予「中國白頭葉猴之鄉」。

■中新社

廣西白頭葉猴種群數量增至千隻

參評者想要獲得獎金並非易事，
首先須撰寫《甲骨文釋讀成果科學論
證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經
兩名具有正高級職稱的同行專家推薦
後，才能報送中國文字博物館，然後
經由相應的專家委員會評審公示，最
終才能獲得獎勵。
中國文字博物館相關人員表示，本

次評選鼓勵甲骨文研究者運用雲計
算、大數據等現代技術手段與傳統研
究手段相結合，形成原創性研究成
果。《報告》須內容豐富、論證嚴
密、資料翔實、方法科學、表述規
範，不作格式化要求。凡屬主觀臆
測、缺乏科學依據的成果，一律不予
參評。
此外，參評者還須保證其提供的

成果未侵犯他人的合法權利，無知
識產權爭議。凡有弄虛作假、抄襲
剽竊等行為的，一經查實，立即取
消參評資格。如果獲獎，一律追回
獎金。 ■《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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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虎帳篷亮相川甘孜博館
世界唯一 價值連城

■■廣西白頭葉猴廣西白頭葉猴
種群數量已增至種群數量已增至
千隻千隻。。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百虎帳篷百虎帳篷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攝攝

■專家表示，目前甲骨文釋讀
正處於瓶頸期，破譯一個字都
是「攻堅戰」。 網上圖片

■河南安陽中國文字博物館近日發佈懸賞公告，破譯甲骨
文單字可獲10萬元獎金。圖為待破譯的甲骨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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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禮曾被聯合國教科文衛組織評為中國剪紙項目13
個大師級剪紙人物之一。他有100多幅剪紙作品被中國
美術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館等機構收藏。內地著名作家馮
驥才曾為程建禮為代表的阜陽剪紙專門題詞：「雙手能
而巧，心靈慧亦聰，紙隨刀剪轉，須臾萬象生」。當說
起程建禮的輝煌時，程娟娟和程興紅的自豪之情溢於言
表。而程建禮曾經的不易，亦成為他們至今依然堅守程
氏剪紙的精神動力。
程建禮出生於1921年。程興紅介紹，父親從小喜歡剪
紙，但家裡窮，買不起紙，就把黃泥捏成方塊，用指甲
在上面刻各種動物和花形圖案。到10歲左右，程建禮已
可以用樹葉和上墳用的紙創作簡單作品。在程建禮約13
歲時，安徽阜陽地區發生洪災，全家不得不外出以乞討
為生。一次，在安徽六安地區，程建禮和弟弟行乞到一
戶人家，恰逢這戶人家嫁女，一位婦女正在剪花。程建
禮的弟弟隨口說了一句：「還沒我哥哥剪的好呢！」這
位婦女當時就問程建禮：「你會剪？剪好了管你吃
飯。」於是，程建禮就當場幫這戶人家剪了鞋花。從這
開始，他出門都帶着剪刀，走到哪家剪到哪家。在程建
禮行乞的十多年裡，幫人剪紙成為他餬口的重要途徑。
解放後，程建禮隨父親到貴州落戶，在貴陽刺繡廠當

了五六年的剪花師傅，之後又回到安徽。程建禮於2006
年去世，一輩子生活清貧，但他從未離開過剪紙。程娟
娟說，爺爺那時候連飯都吃不上，但他堅持了下來；父
親以剪紙為生，勉強維持生活，但他也堅持了下來。
「到了我這一代，現在國家很重視傳統文化，對我來講
這就有了好前景。我也肯定會堅持下去。」

2008年，以程氏剪紙為代表的阜陽剪紙，被列
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擴展項目名錄。2012年，程氏剪
紙第二代傳人，即程娟娟的父親
程興紅，被文化部命名為國家級
非遺項目阜陽剪紙的代表性傳承
人。程興紅表示，雖然女兒現在
的剪紙技藝與其相比還有差距，
但她還會刻紙和設計。同時，在
剪紙理念方面也有自己獨到見
解，以後肯定會比自己強。程興
紅希望女兒能以繼承手工剪紙技
藝為基礎，再大膽創新，「堅持
下去，未來肯定有她的一份天
地」。

七八歲始學藝
程娟娟介紹，在阜陽地區，剪

紙以前是很常見的民間技藝，像
製作小孩的肚兜、虎頭鞋、繡花
的底樣等都要用到剪紙。而自己
喜歡上剪紙，則是受爺爺程建禮
的影響。程建禮是程氏剪紙的創
始人，是新中國民間剪紙藝術大
師。程娟娟憶述，小時候，爺爺
除了吃飯、睡覺，就是一直在剪

紙。「不需要用筆在紙上畫，就
能剪出很多栩栩如生的圖樣，像
變魔術一樣。」程娟娟說，當時
感覺非常神奇，也激起了她學剪
紙的興趣，大約七八歲時，爺爺
就開始正式教她剪紙。
程娟娟上完高中，就沒有再上

學。在爺爺去世之後，她跟着父
親繼續學剪紙，並隨父親到全國
各地參加剪紙表演等文化交流活
動，現在亦是以剪紙為自己的全
部工作。她坦言很享受剪紙帶來
的樂趣。「戴着耳機聽着舒緩的
音樂，在房間裡靜靜地剪紙，這
樣剪出來的作品也很有創造
力。」程娟娟描述這時自己剪紙
時的狀態：「比較忘我，加上剪
的都是花花鳥鳥，感覺自己融入
到大自然當中去了。」

素材源於生活
程氏剪紙在繼承阜陽傳統民間

剪紙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其風格
粗獷而又細膩、寓巧於拙、大膽
誇張。程娟娟的剪紙，更是承前
啟後，加入了女孩子特有的靈秀
之氣，別具一格。此外，相比父

親多以民俗、民間傳說等題材進
行創作，程娟娟更擅長把現實生
活帶入作品中，這反而更受年輕
人的喜愛。程娟娟稱，創作素材
源於生活，「有可能是你工作時
的一個畫面，亦有可能是兩個閨
蜜去逛街的畫面」。
近 20年的剪紙學藝與創作經

歷，使程娟娟不斷得到同行和專
家的認可。她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說起一件趣事，2016年秋天，她
到天津美院進修，班上48個人到
結業時，唯獨她沒有拿到結業
證。老師當時當眾給出的說明，
是她去的時間較晚，明年還要繼
續來學習。但私下卻向程娟娟說
明，出於對她剪紙技藝的認可，
想能更多地對她進行指導。「全
班只有我是不畫樣直接剪紙，老
師很欣賞」，程娟娟說。2011
年，程娟娟被授予「安徽民間文
化優秀傳承人」、「安徽民間工
藝師」稱號；2014年，程娟娟被
評為「安徽省工藝美術名人」。
其中，在當年評定的安徽民間工
藝師和工藝美術名人中，程娟娟
都是年齡最小的一位。

紙隨刀剪轉
須臾萬象生

19901990年出生年出生

的程娟娟的程娟娟，，是程氏是程氏

剪紙的第三代傳人剪紙的第三代傳人。。在她娃娃臉和嬌小身材上在她娃娃臉和嬌小身材上，，完全看不出她還有如此穩完全看不出她還有如此穩

重重、、成熟的待人接物方式和言辭談吐成熟的待人接物方式和言辭談吐。。程娟娟說程娟娟說，，正是因為她這種沉穩的性正是因為她這種沉穩的性

格格，，再加上只有在武俠小說才常有的再加上只有在武俠小說才常有的「「傳人傳人」」身份身份，，朋友經常跟她開玩笑朋友經常跟她開玩笑，，

說她是個說她是個「「與時代脫軌與時代脫軌」」的人的人。。但這妨礙不了她對剪紙的喜愛和執着但這妨礙不了她對剪紙的喜愛和執着。「。「剪剪

紙是我們家的紙是我們家的『『獨門絕技獨門絕技』。』。爺爺和父親以前那麼困難爺爺和父親以前那麼困難，，都堅持下來了都堅持下來了，，到到

了我這一代了我這一代，，肯定會做一輩子肯定會做一輩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趙臣 安徽報道安徽報道

程氏剪紙「90後」傳人 盼獨門技藝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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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娟 娟程 娟 娟

■程娟娟和父親程興紅（正在剪紙者）參加文化
交流活動現場。 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

■■程興紅展示程氏剪紙作品程興紅展示程氏剪紙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攝攝

■程娟娟的作品《老鼠娶親》獲2011年中國民間
工藝品博覽會金獎。 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

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

神州大地中國專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