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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存世甲骨管窥商代人类生活

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
布通告，对破译未释甲骨文并经
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
果，单字奖励10万元。2023年，
经甲骨文释读专家委员会评审，
入选第二批征集甲骨文释读优
秀成果的共5项。其中，复旦大
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陈剑教授和谢明文副研究员分
别荣获一等奖和二等奖，加上首
届拿下“一字10万”的蒋玉斌研
究员，让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
文字研究中心成为目前获得甲
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奖最多的科
研机构。

120多年前，甲骨文重见于
世，以成熟的文字系统勾勒出三
千年前中国上古社会的生活风
貌，确证了一个真实可循的商王
朝，被誉为“一片甲骨惊天下”。

然而，跨越千年时空，要想

做到对一个古文字的“完全考
释”，是极难的事情。蒋玉斌介
绍，自从 1899 年王懿荣发现甲
骨文以来，学者探查到存世的商
周甲骨在16万片以上，这是后
人管窥商代人类生活的线索，也
是学者追溯中华千年文明的拼
图。这些甲骨，已发表的8万多
片，上面共发现不重复的单字近
4000个。

迄今，已有五代学者前仆后
继不断地进行研究，识字大约是
1160 个，不到三分之一，仍有
2000多字有待破解，但大多都是
难啃的“硬骨头”了，面临着既复
杂又不成文的破译阻碍。“比如，
一个‘酉’旁加几个斜点，这个字
在甲骨文中出现次数达2000多
次，虽然学者对它的用法、可能
的读音有所了解，但一直未有确
释。”蒋玉斌说。

玄妙奇诡的甲骨文字如何考释？破译一个甲骨文最高可以获奖10万元的“悬赏令”引发各界高度关注。今年1月11
日，第二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获奖名单公布。加之最近“博物汉字”制作发布的甲骨文短视频火出圈，让一闪一闪“变精
灵”的甲骨文走入了更多公众的视野。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值此之际，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
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蒋玉斌。蒋玉斌曾凭借对甲骨金文“蠢”字的释读拿下“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奖励”一
等奖，成为全国“悬赏令”的首个“一字10万”得主。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甲骨文和铸刻在青铜器上
的金文同属一个文字系统，都是
早期汉字，但由于使用场景、书
写工具和书写载体等因素而各
具特点。甲骨文是目前人们能
看到的最早的成体系、大规模的
汉字资料，出现于甲骨占卜这一
特殊情境，就载体而言，大多是
刻在坚硬甲骨上。

蒋玉斌说，从研究来看，甲
骨文占卜事项众多，内容非常丰
富，例如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奴
隶的管制和逃亡、天气对农事活
动的影响、商王对贵族的委派、
天文现象的吉凶，以及生育是否
顺遂、疾病能否痊愈、田猎有无
收获等。

古书中关于商代的确切记
载十分有限，可以说，甲骨文的
这些内容绝大多数都是新资料，

弥足珍贵。如在甲骨上发现了
“星率西”（星星一律向西）字句，
这是中国最早的流星雨记录；有
些卜辞附记一旬内的天气情况，
亦可看作中国最早的气象记录。

此外，甲骨文的证史作用非
常重要。商朝见于司马迁《史
记·殷本纪》，但在近代颇受质
疑。甲骨文记载了很多商王的
名号，有些名号成序列，可恢复
出商王世系。王国维等学者利
用这些材料，证实了《史记》所记
商王世系大体可信，也纠正了其
中个别错讹，证实了商王朝的真
实存在，将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
了数百年。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古埃
及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等古
老文字早已断流。以甲骨文为
源头的汉字得以传承下来，正是

说明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与汉字
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同时，汉字
本身具备一种稳定而富有张力
的结构。在蒋玉斌看来，学者们
以甲骨文为语料，为史料，与器
物学结合，继而延伸出更为丰沛
而璀璨的早期中华文明研究。

未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
古文字研究中心教师团队将继
续深耕，各展所长，去发掘出土
文献与古文字中蕴含的历史思
想和文化价值，利用出土文献与
古文字中的具体实例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
中国形象，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
话语体系提供支撑，为增强中华
文化的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
影响力贡献力量。这也是团队
共同的信念。

在学术界，破译古文字通常
被称为“考释”或“释读”，就是把
那些不认识的文字认出来，把读
不懂的文句读通。这是古文字
学中最基础却也是最具难度的
工作。

了解一个汉字，要从“形、
音、义、用”四个维度进行。形音
义三者易理解，“用”则是指一个
字的职能，在具体使用时又可能
有不同的用法、意义。不少甲骨
文字，只可见字形，但不清楚其
构造，不了解确切的音、义、用。
学者要做的工作，就是全面搜集
并分析已知信息，为考释创造条
件。

回顾考释过程，打通关节的
关键证据往往较隐秘，细致观
察、周密分析必不可少，甚至需
要一些机缘才能发现。甲骨文
考释难，也主要难在这里。蒋
玉斌认为，如果一个甲骨文字
的“形、音、义、用”全都清楚了，
就可说它已被完全考释出来
了。

“殷墟卜辞数见用在作乱
方国名称前的一字，旧无确释。
根据细致的字形对比，该字可确
认为‘屯’，主要用为蠢动之

‘蠢’。”……获“一字10万”的悬

赏时，蒋玉斌撰写的论文《释甲
骨金文的“蠢”——兼论相关问
题》，就是从形、音、义等多个角
度对甲骨金文的“蠢”字第一次
做出了完整的解释。

蒋玉斌介绍，商周时期有一
些动乱、不安分的方国，需要通
过征伐加以平定。“比如动乱的
夷方，就叫‘蠢夷方’；动乱的盂
方，就叫‘蠢盂方’。这样释读了
甲骨文‘蠢’，顺势也就解决了西
周金文的‘蠢’，像‘蠢淮夷’‘蠢
猃狁’，这些都是先动乱、后被征
讨的方国部族。”

“‘蠢’本来就有‘动’的意
思，古代把一些动乱、不安分的
方国部族称作‘蠢邦’等。‘蠢’带
有贬斥的意味，现在大家所常用
的‘愚蠢’‘笨拙’等意思其实是
后来发展出来的。”蒋玉斌用这
样的解释方法，成功读懂了有关
的甲骨文句，同时，还进一步考
释了西周金文和传抄古文中的
相关形体，打通了之前因为“蠢”
字释读受阻而形成的理解障碍，
解决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
高这些反映王朝与方国部族关
系的材料的利用效率。一系列
的释读，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环环相扣，相互验证。

五代学者研究识字不到三分之一

破译古文字为汉字发展寻到源头

甲骨文内容绝大多数都是新资料

不少甲骨文字，只可见字
形，但不清楚其构造，不了解
确切的音、义、用。学者要做
的工作，就是全面搜集并分析
已知信息，为考释创造条
件。 ——蒋玉斌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