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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陽舉辦的「紀念甲骨文發現120周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甲骨文文化

傳播與發展主題論壇活動引起了一眾媒體的
特別關注。在這樣一個嚴肅又高冷的學術研
討會上，為何安排了一場如此「活潑輕鬆」
的分活動？漢字藝術設計研究與甲骨文設計
專家，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陳楠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這個分活動是他特意爭取來
的。

學術與創意平衡發展
陳楠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吉祥物「福
娃」的設計者之一，是首款甲骨文設計字
庫、章草設計字庫設計者，他帶動了中國古
老文字融入了當下設計潮流。「甲骨文發現
120周年了，但真正的甲骨文熱是這幾年的
事情。」
在陳楠看來，「漢字並不是只用來閱讀
的，它有可能融入到中國衣食住行用的每一
個環節。」據了解，此次活動的標誌也是由
陳楠團隊設計。據陳楠介紹，這個圖案是古
代的甲骨文裡的「見」字，也可以說是「發
現」的「現」字，是一個跪坐着的大眼睛的
人。這個圖案寓意着，當我們今天回看
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時，使用甲骨文的古
人同時也在看着我們，看着3,000多年之後
的中國人以及世界的人如何對待古老的文
化、古老的文字，這是互相對看的標誌。
陳楠告訴記者，如果對古文字的研究只停

留在學術層面是很危險的，它的生命力就會
止步。因此他一直致力於用現代傳播與設計
理念來傳播古文字，「用學術以外的方法去
研究和傳播，更能為普通大眾所接受，也更
能與時代同步。」
陳楠從1999年起，
就開始進行對甲骨
文的藝術研究與
創作。近 20 年
間，他設計發
表了大量關於

甲骨文的表情包、動畫，賀卡等創意
設計產品。目前，陳楠已經創作「甲
骨文吉祥話」、「甲骨文熊貓俠」、
「生肖甲骨文」、「甲骨文萌表情」
等7套甲骨文表情包。他的這些創意帶
動了大量年輕人重新關注中國傳統文
化。「嚴謹的學術研究應該與活潑的
創意設計平衡地去發展。給文化創意
一定的寬容度，會有更多的人去接觸
去喜歡。

在一百個愛好者中有那麼一兩個去真正研
究，這就是一種帶動作用。」

追根溯源漢字愈走愈遠
小象漢字創始人劉良鵬亦在

本次活動受邀之列。「社會上
關於甲骨文的普及活動以及文
創產品等愈來愈多，更多的人
去找尋中華文化的源頭，中國
漢字會愈走愈遠。」劉良鵬說
道：「甲骨文更形象化，易於孩
子理解。」他在製作識字卡的時
候，會根據孩子的理解與接受能
力，再進一步地讓甲骨文形象
化。如今小象漢字的識字卡
有二三十萬套的銷量，全網
目前有 60 多萬左右的用
戶。
中國文字博物館館長、中國文字

學會會長黃德寬在接受記者採訪時
也表示，青少年在學習漢字時應該學
到漢字的源頭。過去我們學習漢字只教

漢字應該怎麼寫，不能怎麼寫，現在通過甲
骨文追溯漢字，從源頭上講漢字更有利於漢
字的學習。
外國人在追根溯源中也能體會到學習漢字

的樂趣。中華漢字文化體驗園項目課題負責
人桂帆說，通過甲骨文，將文字畫出來，告
訴學習者每個字都代表了一層含義，代表了
一個故事，這讓那些原本覺得漢字很難的外

國人變得很容易接受漢字。
「漢字叔叔」斯睿德就是漢字追根

溯源的忠實粉絲。「我不喜歡死記硬
背，我想要了解漢字的構件。」頭髮已經

全白的斯睿德告訴記者，「每一個漢字的每
一個構件都有一個來源，我想找到

這個構件的本意和漢字之間
的邏輯。」在此過程中他
逐漸愛上了漢字，每一
個漢字對他來說都是
一個故事，學漢字，
就好像在閱讀一個
個故事。在他創辦
的漢字字源網站上，
可以查到現代所有漢
字從甲骨文演變以來這
3,000多年間不同階段的

字形和字音，以及對每個漢
字字形構件的分析和解釋。
斯睿德在接受採訪時，向

記者展示了他隨身攜帶的筆記本，寫滿了現
代漢字字形的各個構件，以及構件的演變過
程。他表示，他打算寫一本書，幫助更多人
學習漢字。在研究甲骨文過程中，他也結識
到很多朋友。「最初在美國我是孤身一人研
究漢字的象形來源，現在身邊研究甲骨文和
象形文字的愈來愈多，我有了很多朋友」。

甲骨文是中華文明的古老基因
1899 年，一片甲骨驚天下，距離現在
3,000多年的甲骨文從數千年沉睡中被逐漸
喚醒。120年來，海內外的專家學者不斷投
身甲骨學的研究領域，甲骨學從剛開始時的
冷門學科已經成為了國際顯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

院甲骨學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宋鎮豪介紹，
120年以來，據不完全統計，已出土甲骨文
約16萬片，甲骨文單字約4,500餘個，出版
甲骨著書約280種，發表各類論文30,000餘
篇，包括美國、加拿大、韓國，日本等在內

的16個國家的約3,800人都在甲骨學
各個分支深鑽細研，作出獨特貢
獻。
目前發現的殷墟甲骨文材料約16

萬片，甲骨文單字約有4,500個，其
中被考釋確識的約有1,500字。宋鎮
豪告訴記者，剩餘的未被考釋的
2,000字大多是古代的人名、地名等
專有名詞，後來隨着使用環境的改
變，這些字體被歷史淘汰，在現代
不存在與之對應的漢字。
研究了一輩子甲骨文的宋鎮豪

說，甲骨文的文字考釋，不僅僅是

對字形字音字義的考釋。甲骨文是3,000多
年前商人留給我們真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可以讓我們了解鮮為人知不見於文獻的極為
豐富的商代資料，可以說是商代社會的百科
全書，對於研究早期文明與社會形態有重要
價值。可以說甲骨文是中華文明古老的基
因，研究甲骨文是要了解文字背後的中國歷
史，以此勾勒出歷史上人們的衣食住行等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甲骨文字可以拆散，
對各構件進行分析，可以了解每個字的來
源。更重要的是，通過對甲骨文的考釋，我
們可以追溯到中國思想與信仰的源頭，了解
到中國人品德性格的特徵。」
宋鎮豪感慨道，在40多年的學術生涯
中，自己研究揣摩過甲骨數萬片，考釋甲骨
文字20多個，發現甲骨文新見字與新見字
形近60個，出版了數本著作，對甲骨學與
中國上古史諸多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闡
釋。「這固然是個人刻苦鑽研、不斷耕耘的
結果，更大程度上得益於近年來甲骨文研究
受到各方關注，甲骨學發展趕上了一個好時
代。這也是激勵我不斷奮鬥、繼續求索的力
量源泉。」

黃德寬告訴記者，信息化使得
研究條件的改善也推動了甲骨文
的研究。「十幾萬片甲骨文是若
干個完整的龜板破碎以後形成，
只有拼合完整才可以確定這片甲
骨的時代以獲得更準確的信息。
這些碎片之前是靠人工尋找、拼
合。現代計算機計算功能強大，
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逐漸被用
來進行數據統計，為甲骨文的考
證提供了材料服務。」
日前，「殷契文淵」甲骨文大
數據平台在甲骨文故鄉河南省安
陽市發佈，該平台為甲骨學研究
提供大數據支持，標誌着甲骨學
研究進入智能化時代。據介紹，

該平台是由中國社會科學
院甲骨學殷商史研究中心
和安陽師範學院甲骨文信
息處理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合作建設的非營利性網
站，包括「三庫一平
台」，即甲骨字形庫、甲
骨著錄庫、甲骨文獻庫和
甲骨文知識服務平台，將
為甲骨文與甲骨學研習者
提供便利。
宋鎮豪則表示，甲骨文發現

120年來，相關資料浩瀚紛雜，
資料獲取難度大，一般人不易進
入。「殷契文淵」平台是世界上
現有的資料最齊全、最規範、最

權威的甲骨文數據平台，對全世
界免費開放，任何對甲骨文感興
趣的人都可以借助這一平台認
識、學習、研究甲骨文，這是甲
骨學研究的一個里程碑。

最早出土於安陽殷墟的甲骨文最早出土於安陽殷墟的甲骨文，，是中國目前考證的最早漢字是中國目前考證的最早漢字，，對於研對於研

究中國歷史和漢字源流有着極為重要的作用究中國歷史和漢字源流有着極為重要的作用。。在安陽重見天日在安陽重見天日120120年年

後後，，甲骨文迎來了它的甲骨文迎來了它的「「高光高光」」時刻時刻。。不僅有象牙塔內的學者甘坐不僅有象牙塔內的學者甘坐「「冷冷

板凳板凳」」研究成果斐然研究成果斐然，，更有民間愛好者將甲骨文融入尋常生活更有民間愛好者將甲骨文融入尋常生活，，創意頻創意頻

出出。。學院與民間齊頭並進學院與民間齊頭並進，，甲骨研究已經從甲骨研究已經從「「冷學冷學」」成為國際成為國際「「顯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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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甲骨文被發現紀念甲骨文被發現120120年年「「冷學冷學」」迎熱潮迎熱潮

古文古文字融入生活字融入生活 延續延續生命力生命力

黃德寬最近非常忙，除
了參加在安陽舉辦的「紀
念甲骨文發現120周年國
際學術研討會」，他還參
加了在鄭州大學舉辦的中
國文字學會第十屆學術年
會。他在學術年會上總結
道，新中國成立 70 年
來，漢字研究在繼承傳統
「小學」的基礎上，立足
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文
化進步的新要求，得益於
甲骨文等大量古文字材料
的新發現，取得了全面發展和顯著
成就，逐步發展成為獨具特色的現
代學科。其進步主要表現在開拓新
的研究領域、深化漢字理論研究、

完善漢字發展史研
究、重視漢字與中
華歷史文化關係研
究以及建立專業學
術團體等幾個方
面。
在談到3,000多年

來漢字為何能夠保
持穩定性傳承至今
時，他認為，中華
文明的傳承沒有中
斷是其根本原因。
中華文明的精神成

果，都是通過大量由文字記載的典
籍來記錄。歷史上的「六經」、
「九經」、「十三經」等典籍甚至
被刻到石碑上，供歷代讀書人嚴格

研習，尤其在隋唐時代的科舉制度
下，經典更神聖不可侵犯，漢字就
這樣被一代代學習並傳承着。所以
漢字與中華文明相互鑲嵌，是中華
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
而良好的造字系統也促進了漢字

的發展。他說，形聲造字法——漢
字的這種構造方法，使得漢字具有
強大的生命力，能夠不斷創造新字
以適應社會需求與語言發展。首先
通過「形符」，把原有符號系統中
象形會意的文字材料繼承下來，然
後通過「聲符」把讀音記下來，再
通過「假借」，借已有符號的同音
字來表達一個抽象的概念，在適當
的時候再加上一定的「意符」標
記，就形成完整的字。

■■「「紀念甲骨文發現紀念甲骨文發現120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安陽開幕在安陽開幕。。

■■書法愛好者在書法愛好者在
現場進行甲骨文現場進行甲骨文
書法創作書法創作。。

■■與會人員手持甲骨文表情包合影留念與會人員手持甲骨文表情包合影留念。。

■■陳楠推動中國古老文陳楠推動中國古老文
字融入當下設計潮流字融入當下設計潮流。。

■■劉良鵬表示劉良鵬表示，，
關於甲骨文的普關於甲骨文的普
及活動和文創產及活動和文創產
品愈來愈多品愈來愈多。。

■黃德寬認為，信息化
使得研究條件改善，推
動了甲骨文的研究。

■■「「漢字叔叔漢字叔叔」」斯睿德是漢字追根溯源的忠實粉斯睿德是漢字追根溯源的忠實粉
絲絲。。

■■宋鎮豪認宋鎮豪認
為為，「，「殷契殷契
文淵文淵」」平台平台
是甲骨學研是甲骨學研
究的一個里究的一個里
程碑程碑。。

■■「「紀念甲骨文發現紀念甲骨文發現120120周年周年．．全國甲骨文全國甲骨文
書法篆刻展書法篆刻展」」吸引參觀者拍照留念吸引參觀者拍照留念。。 新華社新華社

大數據雲計算助力甲骨文研究進程
中華文明為漢字傳承提供堅實基礎

■■小象漢字製作的甲骨文識字卡小象漢字製作的甲骨文識字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