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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好 甲 骨 文 的 当 代 故 事
【光明日报】3000 年前，殷商王室为占卜记事而

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河南安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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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文字之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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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甲骨文文化，守护文明根脉

乘坐高铁驶入安阳站那一刻，就进入了一座甲骨

文之城。气势恢宏的殷商建筑风格、甲骨文和简化字双

标展示、随处可见的甲骨文公益广告标识，让人迅速感

受到文字之都的魅力。

“甲骨文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血液里，我们能在

安阳文化体育中心装饰墙上触摸到甲骨文，在街头巷尾

的公交站台看见甲骨文，这就是我们的城市名片。”10

月 31 日，在中国文字博物馆的“甲骨学堂”上，跟随

着老师的讲解，来自安阳各小学的学生牢牢记住了安阳

独有的城市符号。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每个周末都有学生自发报名

参与这里开设的公益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讲解员”，

身着亲手制作的手绘甲骨文T恤，置身于甲骨文的海洋，

一次次领略汉字之美。

“我们总说，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就到了甲骨文、

汉字的家。不仅如此，我们也把甲骨文文化带到学校、

社区、偏远山区和革命老区。”中国文字博物馆副馆长

魏文萃说，“多年来，‘甲骨学堂’先后举办文字文化

教育活动 1500 余场，4.5 万余个家庭参与其中。80 多位

国家级文字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来到‘文

博大讲坛’传道授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群众传

播最新的文字研究成果。中国文字博物馆已成为全国中

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让更多的青少年树立文化自

信。”

守护中华文明根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安

阳一直在路上。

走进安阳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北校，一条依甲骨

片造型打造的甲骨大道分外醒目，学生们不仅可以在学

校阅读《有趣的甲骨文》读本，还可以找寻属于自己的

甲骨文生肖，玩甲骨文点位游戏，书写甲骨文字，讲甲

骨文故事等。“我们就是要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有趣

的课堂学习和生动的娱乐活动，让孩子们了解、认识、

热爱并传承甲骨文文化。”校长侯华丽说。

甲骨文走进校园并非个例。如今，安阳市已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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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们从小接受甲骨文教育的熏陶，领略

文字之美、树立文化自信。

如果说甲骨学堂、甲骨文特色学校等让甲骨文文

化传播得更广，那么，遍

布安阳城市街头的甲骨文

书屋，则是浸润古都安阳

的另一张文化名片。

家住文峰区东方名

苑小区的北方工业大学研

究生沈梦宇，整个暑假都

泡在家门口的甲骨文书屋

里备考，她每天第一个报

到，一学就是一整天：“这

里环境好，读书氛围浓，

我在这里享受的是沉浸式

阅读，学习效率很高。”

短短两年多，甲骨文书屋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走

进了社区、公园、工厂、学校、村庄，成为安阳百姓身

边的诗和远方。

“我们的书屋建设还在继续，预计年底前总数将

达到 105 座，成为书香安阳最亮丽的城市会客厅。”安

阳市文广体旅局三级调研员姜红旭介绍。甲骨文正通过

多种形式融入安阳人的生活，更多普通民众了解甲骨文、

认识甲骨文、爱上甲骨文。

活化文化遗产，融入城市发展

“殷墟、甲骨文是中华文明探索的出发点和基点，

世界公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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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说。

2020 年 11 月，安阳市文物部门开启公众考古模式，

面向全国公开招募考古志愿者，让公众走近考古、了解

中华文明。

西南大学古文字学专业研究生韩曈曈第一时间报

名，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他至今仍记忆犹新：“作为一

名安阳人，当听到家乡招募考古志愿者的消息时，我专

门请假回来参加，能够近距离感受殷商文

明，觉得非常自豪。”

让考古走进百姓，把产业融入生活。

这是安阳在探索保护、利用文化遗产这笔

宝贵财富时摸索出的特色之路。

近年，安阳市大力推动文旅融合，文

旅产业厚积薄发。安阳市文旅集团全面运

营殷墟景区，正逐步将文化资源转换为发

展优势，投资建设的广益佰年文旅考古小

镇，作为殷墟大遗址公园配套服务项目，

正向建设世界级考古文化体验目的地不断

迈进。

“我们联合相关单位开发的‘亚长牛

尊’‘亚址方尊’和‘司母辛鼎’3 款 3D

数字藏品，每份藏品一万份，5 秒内全部

售罄。”安阳殷墟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申威威说。

借助数字时代的东风，安阳市积极推进中国文字

博物馆“玩转汉字”项目、殷墟景区数字化展示提升项

目等，通过“科技 + 体验”，打造数字化驱动下的甲骨

文活化应用新场景。推动甲骨文与区块链、元宇宙等现

代科技融合应用，不断拓展甲骨文活化利用的新形式、

新空间。

搭乘文旅融合的快车，安阳市组建文旅文创融合

发展研究院，连续举办文化创意大赛、十佳“安阳礼物”

评选等活动，甲骨文文创开发方兴未艾，甲骨文表情包、

甲骨文盲盒、甲骨文雪糕等系列文创产品成为爆款。即

将启动的 2022 年中国安阳“甲骨文之礼”国际文创设

计大赛，将推动安阳文创产业与国际接轨。

随着大型歌舞剧《甲骨文》、网络电影《天命玄女》

等艺术精品的涌现，“遇见最美安阳”短视频大赛吉祥

物“牛娃娃”、中国文字博物馆 IP 新形象“小仓颉”

的诞生，殷墟与甲骨文的 IP 重塑，一个新的安阳城市

形象不断鲜活起来。

“我们要通过推动文旅文创融合发展，让博物馆

里的甲骨文、青铜器活起来，把文旅资源用起来。努力

将安阳打造成为一座‘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魅

力之都。”安阳市文广体旅局局长薛文明说。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文脉绵延，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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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建成开放。届时，中国文字

博物馆将增加“字里乾坤”“字书琼林”“汉字民俗”“书

苑英华”4个专题展陈，汉字公园将建成“汉字之源”“汉

字之变”“汉字之趣”“汉字之美”“汉字之韵”“汉

字力量”6 个汉字文化展示园地。甲骨文、中国文字的

家将全面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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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施工中，主体工

程已封顶，初显大气磅礴的身姿。2023 年建成后，这

里将成为研究展示甲骨文和殷商文明的国际交流传播平

台。

据安阳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晓阳介绍，除

殷墟遗址博物馆之外，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正在加

快推进，规划范围涵盖整个殷墟保护区，未来将建设成

世界一流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中国的文化地标和

精神标识。

“我们正全力推进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服务好殷墟遗址博物馆、考古文旅小镇以及正在谋划的

后冈遗址博物馆建设，力争把殷墟打造成具有全球视野、

世界水准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中华文明标识工程，守

好文化根脉，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

播力影响力。”殷都区委书记、殷墟管理委员会主任雷

鸣表示。

文字归巢闪耀 3000 年文明之光，文化传承展现新

时代文明硕果。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安

阳正奋力契刻浓墨重彩的工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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