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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春秋》 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 编

读书朋友圈

晚饭后，我去小妹家送些东西，小妹在

客厅等我，茶几上放着一本她正在读的散

文集。书房里传来读书声，原来妹夫和小

外甥也在阅读，这般情景让我恍若回到多

年前的老屋……

冬季的午后，雪后初霁的阳光照进窗

棂，洒在暖洋洋的炕上。大姐倚着炕头的

被褥，二姐趴在炕尾，我和小妹坐在书桌

前，而父亲则守在火炉旁，一边看书，一边

不时地往炉膛里添几块木头。我们每一个

人的思绪都沉浸在手中的书里，整个房间

静悄悄的，窗外冰天雪地，室内怡然温馨。

我们姐妹几个喜欢阅读，是因为从小

就受父亲的影响。从我记事时起，父亲只

要一有空闲，总会手捧一本书认真地看

着。调皮的小妹有时会爬到父亲的膝上，

拉扯父亲手中的书，每到此时，父亲就会

把小妹抱在膝上，给我们读一段书中的内

容；有时，我们闹着要听故事，父亲会让我

们点一个，然后他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听。

还记得有一个傍晚，我们几个姐妹围

坐一圈听父亲讲花木兰的故事，正讲至精

彩处，父亲却停了下来，慢慢地呷了一口

茶，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们眼巴巴

地等着父亲继续讲，但父亲却站了起来，

伸了伸腰，拿出早就放于一旁的书，对我

们说：“我还有事要忙，你们自己看吧。”一

阵失落过后，几个小脑袋凑到了一起，小

的还不识字，便让识字多些的姐姐来读，

遇到姐姐也不明白的地方，我们便七嘴八

舌地猜测一番。第二天，父亲让我们每个

人说一遍他昨天没讲完的故事，然后才开

始讲下一个……

如此这般，我们不知不觉地成长着。渐

渐地，我们已不满足于父亲讲的故事，开

始如饥似渴地自己找书来读，而父亲总会

时不时地在家中简陋的书架上悄悄地放上

几本书，我们一旦发现，便迫不及待地抢着

看，那样的场景我至今仍不时地回味。

现在，父亲依然离不开书。父亲满足于

每日的粗茶淡饭，但没有书看却不行，他

的炕头、桌上时时都放着几本书。有一次，

我回去看父母，刚进门，母亲就说：“你爸

正盼着你回来呢，好像是让你上网帮他买

什么东西。”我满腹狐疑，因为平时我每次

要给父亲买东西时，他都是大手一挥，说：

“哎呀，啥也不用买，我不需要！”听到我和

母亲说话，父亲笑着走出了书房，说：“你

不是总埋怨我不要你的礼物吗？那你就给

我买一套大字版的《大秦帝国》吧。今天我

看见你李叔拿了一本，不用老花镜就能看

清楚，真好！”原来，老父亲唯有想看书时，

才会急不可待地“要”礼物。

我们姐妹几个也是如此，每日若不读

点母亲口中的“闲书”，便好像缺少了点什

么。姐妹中谁如果发现了好书，会立即分

享到家庭微信群中，过生日也从不用发愁

送对方什么礼物，反正，只要是好书，肯定

会喜欢。

长期的阅读，使我们的写作能力都很

不错，上学期间，我们的作文经常被当范

文来读，也获得过一些奖项。当然，读书不

但让我们在学习上受益，还丰富了我们的

思想，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的人生

态度更加积极进取。

《小窗幽记》中写道：“万事皆易满足，

惟读书终生无尽。”父亲用一生的习惯践

行了古人的这句话，还将我们姐妹几个也

领上了读书之路。每日读书让我们精神富

足、心情愉悦，阅读，是父亲送我们的财

富，我很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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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殷墟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为贯彻落实有关甲骨文的讲话

精神，推动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

意义的甲骨学研究，2018年教育部、

国家语委牵头筹备有关纪念活动，经

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在有关单位与专

家的大力支持下，《甲骨春秋——纪

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于今年 10

月正式出版。

有关甲骨文发现和保护的历史

告诉我们，正是一代代中国人对中华

文化的珍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长

河才得以不断孕育出百川汇聚的生

机。文化传承，需要世世代代的接力，

而为了让接力得以坚持，需要厚重的

文化自信和务实的科学态度。此书以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甲

骨文发现120周年献礼为契机，广泛

宣传甲骨学知识，激发读者对甲骨文

等古文字的兴趣、对中华文明的尊敬、

对传统文化的向往，从而增强文化自

信，促进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全书分为甲骨初识、甲骨发掘、

甲骨藏录、甲骨内容、甲骨研究、甲骨

学者、甲骨影响等七章，附录“甲骨学

120 周年大事记(1899-2019)”，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再现甲骨文诸方面的

实际情景，反映甲骨学研究的发展历

程，收录了很多珍贵资料，为读者了

解、学习与研究甲骨文提供了大量有

价值的参考。

将此书推荐给大家，是因为了解

我们从哪里来，与知道我们向哪里去

同样重要。

《甲骨趣闻》的作者是书法篆刻

家王本兴。

清末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到中药

房抓药，意外地发现一味叫作“龙

骨”的药材上有很多划痕，类似篆文

而不识，后经研辨，发现了甲骨文；

“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

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

我之责也”，这是国学大师罗振玉初

见甲骨文拓本时发出的既惊且喜的

感慨；国学大师王国维治商周史考

证出商王世系，对甲骨学的研究贡

献巨大……且看《甲骨趣闻》一书中

《王懿荣第一个揭开甲骨之谜》《甲

骨四堂罗振玉之功过》《董作宾为甲

骨学奋斗了一生》《国学大师王国维

其人其事》等章节，一代代学者大师

前赴后继，孜孜不倦地致力解开甲

骨文的古老文明密码。

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跃然纸上……

还有孙诒让、郭沫若、王襄、容

庚、商承祚、于省吾、唐兰、胡厚宣等

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甲骨学者，为甲

骨文的发展研究贡献出毕生的精

力，这些感人的事迹皆在《甲骨趣

闻》中详尽记述。

此外，这本书中《三次有趣的甲

骨鉴赏》《甲骨文的真骨‘伪刻’”“占

卜用的甲骨从何而来》《有趣的甲骨

文合文》《整治甲骨趣闻》《关于甲骨

文的‘习刻’》等章节，都是通过逸闻

轶事的形式，对甲骨文的历史知识

进行生动的呈现。读者读完此书，会

发现晦涩难懂的甲骨文竟然也如此

形象有趣，而甲骨流转的经历，竟是

那么扣人心弦……

阅读甲骨文图书，可以让我们重

温民族的文字史，对中华悠久的文化

史、文明史进行触摸和巡礼……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五

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关于何

谓“不求甚解”，我的解读就是：读到

好文，不要急于把内容提炼、升华、

概括、总结，而是把让自己感动的那

一部分保存下来，因为只有那份感

动，才是独属于自己的阅读体会。

“好读书”者，把读书视为一种

兴趣爱好、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不愿

把时间过多地耗费在闲聊、打牌等

事情上，唯独喜欢与书籍相处。“好

读书”者从读书中学会了倾听心声，

学会了严谨治学，学会了珍惜光阴，

学会了以书为媒了解世界。

读以为学，可以增长知识；学以

致用，可以助推事业的发展。如果把

读书与人生结合起来，发挥书籍对

成长、成才的作用，把知识转化为有

用的生产力，岂不是读书最大的乐

趣和意义所在？

“好读书”最是滋味长。爱好阅

读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幸事。爱读书

到痴狂，更是一种境界。非痴无以沉

浸其中，非沉浸其中无以得到大收

获。“好读书”者在读书过程中会体

会到很多感受，这些感受是随时出

现的，比如读到某一页，读到某一句

话，读到某个情节，忽然就哭了，就

笑了……这些随时出现的感受，说

不清，也道不明。

“好读书”也要“读好书”。读好

书的重点在“好”上。好的，就是出类

拔萃的、优秀的，而优秀的书籍似一

面镜子，能映照出人类社会的历史

与现实，勾勒出未来的美好图景，捕

捉到人们心灵深处最细微的感受，描

绘出超乎人们想象的种种画面，使人

或沉浸其中，或幡然醒悟，或浮想联

翩……好书可以直击读者的心灵，因

为优秀的书籍融入了作者丰富的想

象力、精湛的语言和巧妙的构思，汇

集了作者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与感

悟力、对人性真善美的执着追求。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总会需

要一些理论和一些方法，但是我们

要明白，任何理论和方法都只是一

个运用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的阶段。

冯至在《十四行集》中说，一片水本是

泛滥无形的，当一个人用一个椭圆形

的瓶子去取水，这些水就有了形。理

论的好处，是可以用它来把握你暂时

很难理解的内容，就像用那个椭圆

形的容器去取水，可是，你所理解的

内容是否真的是椭圆形的呢？

“好读书”者也会有困惑，会在

读书过程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

题。这就要求“好读书”者要学会和

问题相处，既不要如五柳先生般“不

求甚解”，也别急于去提炼、升华、概

括、总结。遇到问题时，人们总是很

着急地去解决它，觉得解决了就轻

松了，其实，不妨让那个问题在你的

脑海中停留的时间长一点——有时

候，能给予我们营养的，并不是解决

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一个问

题停留的时间越长，它能给予你的

营养就越多，因为这些问题如同一

个有形状的容器，我们为了取水而

需要这个容器，但总还是要把这个

形状打碎，让水自然流淌。或许，这

才是“好读书”者真正意义上的“读

好书”了。

刻写在骨头上的历史与故事
——几册甲骨文图书阅读札记

杜浩

对读者而言，关于“甲骨文是什

么”“甲骨文记载了哪些内容”等问

题，《甲骨春秋》都一一进行了解答。

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兽骨上

的文字，用来占卜的龟甲和兽骨，主

要是龟腹甲和牛肩胛骨。在使用甲

骨进行占卜之前，要对其进行加工，

使之平整，以便于钻凿和刻辞。甲骨

文一般包括前辞（或称叙辞）、命辞

（或称贞辞）、占辞、验辞等。前辞，指

记录占卜时间（干支名）、占卜者和

地点。命辞，指记录所占卜的具体事

情。占辞，指根据兆纹所呈现的占卜

结果进行判断。验辞，指记录占卜过

后的应验情况。占卜时，在钻孔内或

旁边用点燃的枝条烫灼，甲骨因高

温会爆裂出“卜”字形的小裂纹，占

卜者依据兆纹兆象作出判断，并将

占卜之事记在裂纹的旁边。

文字语言起源于社会生活，能

够折射出时代景观。从对中华古文

字的贡献来看，甲骨文是比较成熟

的书写符号系统，不仅具备“象形”

“会意”“形声”“指事”等基本结构，

还有“假借”“转注”等用字方法，能

够简要记录语言。甲骨文所记载的

内容涉及当时的天文、历法、气象、

地理、世系、家族、人物、战争、刑狱、

农业、畜牧、田猎、交通、祭祀、疾病、

生育、灾祸等，这成为研究中国上古

社会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

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甲骨春秋》中，作者将甲骨记

载内容分为商王世系、神灵祭祀、方

国战争、田猎农耕、自然现象、天文历

法、疾病生育、记事刻辞八类，每一类

都选取了有代表性的甲骨文物并附

上高清图片，并以图表、文字等方式

予以解释说明，使人读来不觉晦涩。

自 1899 年发现甲骨
文至今，中国甲骨文的发
现和研究已进入第 120
个年头。近日，纪念甲骨
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
国国家博物馆举办“证古
泽今——纪念甲骨文发
现 一 百 二 十 周 年 文 化
展”，各个出版社陆续出
版有关甲骨文研究方面
的图书，甲骨学已成长为
举世瞩目的国际性显学，
甲骨文也从书斋逐步走
向大众，甲骨文知识科普
时代正在到来。

当下，广大读者尤其
是青少年，阅读一些有关
甲骨文方面的图书，对了
解甲骨书刻之美，感悟中
华 文 明 历 史 是 很 有 必
要的。

《甲骨文的故事》为我们认知甲

骨文提供了具有重大文化价值、历

史价值和文明价值的阅读。作者之

一董作宾尤值得一提，他是中外知

名的甲骨学权威，也是“殷墟考古第

一人”，曾数度亲历殷墟发掘，发现

了大龟四版与贞人说，并将甲骨文

分为五期，提出十个断代标准，构建

殷历，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殷代的制度

与地理，学术成就卓著，并与罗振玉、

王国维、郭沫若合称“甲骨四堂”。

翻阅《甲骨文的故事》第二章

《寻根：发现甲骨文的故乡》，我们可

以看到殷商王朝灭亡后消失的王都

即“殷墟”的建筑规模，“殷墟的范围

大约有三十平方公里，至于殷墟宫

殿的遗址占地也非常广大，面积大

约有七十万平方公尺，可以想见商

王朝当年有多么强盛”，而出土的大

量的商代遗物，绝对称得上是中国

二十世纪以来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

一。在本书的第三章《回溯：甲骨文

的诞生和演进》中，作者详细介绍了

占卜的方式，卜辞的颜色，甲骨的储

存、掩埋、处理等……为我们重现了

三千多年前殷商社会的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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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曾指出，中国文字发展到

甲骨文时期，至少已经历了一千五

百年的历史。中国文字从甲骨文、金

文、小篆、隶书、楷书一路走来，基本

的形体一脉相承，虽然书写方式有

了改变，但构成逻辑还是相同的：圆

圆的太阳，是“日”字；弯弯的月亮，是

“月”字；三山耸立，是“山”字……这

些都是我们熟悉的甲骨文文字图形。

在书中第四章《阅读：一起来认识甲

骨文吧》，作者从“人体篇”“方位篇”

“自然篇”“动物篇”“植物篇”“数字

篇”“器物篇”等方面，分析了甲骨文

的造字原则、规律和结构。比如，甲

骨文的“人”字是两划，很写实地把

人类的形状描绘出来；甲骨文的

“牛”字选用牛的正面像来造字，可

以清楚地看到牛角及牛耳……由此

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

《甲骨春秋》书写百世

《甲骨文的故事》发现社会文明密码

《甲骨趣闻》甲骨学人传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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