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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安阳市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之际，一封
写于20多年前的青春书信浮出水面。近日，展览策

展人与书信作者、昔日的上海高中生、今日的在职公务员王寅接上了头。
那么，王寅还会不会故地重游殷墟博物馆呢？在接受青年报记者

采访时，她的回复虽意外却在情理之中：“暂时不会，不想过多打扰，也
不想被聚焦。等热度淡去，我会悄悄地回访。”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21年前，一位名叫王寅的上
海高中生向当年主持殷墟考古
发掘工作的著名学者杨锡璋寄
去了一封信，和这位长者聊一聊
自己对历史文化的热爱，也寻求
对方对未来方向的建议。

21年后，如今在青浦农工党
工作的 85 后姑娘王寅意外“出
圈”了。“这封信是不是你写的？
你知道吗，媒体都在找你。”日
前，王寅昔日在华师大附属东昌
中学的语文老师找到她。她才
知道自己当年写给杨爷爷的信
竟然成为新馆的一件展品，且经
媒体报道后上了热搜。

当接到高中语文老师的来电
时，她还没看新闻，也不知道很多
人已经读了这封信。她兴奋地将
这件新鲜事告诉了父母，“我小时
候的信被人家博物馆收藏了。”

事后，还有同事对她说，“我
能看出来是你写的。这么多年
了，你的文风几乎没有变。”

王寅告诉记者，其实这么多
年过去了，自己早已不记得当初
写了什么内容。她到网上翻出
当年那封信的照片时，自己也忍
不住笑了，“上面有涂改的痕
迹。因为我写信的时候是高二
（7）班，寄出去的时候已经是高
三（11）班了。随信一起寄过去
的还有一篇获奖征文。我还用
了当年时髦的黄色记事贴，给我
的这封信划重点，向杨爷爷提问

‘学历史，真的是寂寞的追求知
识吗？’”

王寅与杨老的缘分始于一次
征文比赛。当年，她去上海博物
馆“中国历史玺印馆”参观时，一
眼看中了一枚“真水无香”之印。

“没有理由，就是有一种一眼万年
的感觉，有一种中华文化血脉觉
醒的感觉。仿佛有人在对我说，

‘好的，就是它了’。正如我文章
中所写的，我们传承的不仅是文
物，更是先人驰神运思的智慧和
他们寄情沟壑的人生境界。”

谈及写下这篇作文的感受
时，王寅告诉记者，“对于一名即
将参加高考的高中生来说，平时
的学业比较繁重。在博物馆这
样安安静静的环境里，没有压
力，可以用平和的心情参观文
物，我是抱着仰望的心态的。我
在赞叹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也
感叹上博人慧眼识章。”

洋洋洒洒的两页作文，也打
动了当年的语文老师，看毕作
文，她也去参观了“真水无香”印
章。

殷墟博物馆陈展部工作人

员徐军委接受本报专访时透露

说，2003年王寅去参观的是社科

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的陈列室，

还不是博物馆。原本当地只有

一个殷墟景区的地下博物馆，是

2005 年才开的。今年河南省安

阳市和社科院考古所联合建了

新馆，于2月26日开馆。

徐军委透露说，此次殷墟博

物馆的开馆首展《探索商文明》

展厅的策展人是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毓灵,社

科院考古所博士杜博瑞和他负

责协助。“一开始我们和何老师

做大纲的时候，在梳理研究殷墟

时期的考古专家的个人物品，在

梳理杨锡璋物品的时候，何老师

意外发现了这封信。我们几个

都对这封信非常好奇，因为大部

分专家的个人物品都是考古工

具、学术文章和手稿等，突然有

一封小朋友的信，十分引人注

目。让我们惊讶的是，时隔20多

年，这封信还被保存得这么好，

而且小姑娘的提问也很有意思，

我们便想到将这封书信作为展

品，想要让给更多人看到。”

如今，这封信被亚克力的透

明板扣着，出现在展板上。徐军

委表示，自己完全没想到那么多

人会关注这件事。“也许是这封

信背后的故事感动了大家，觉得

这是件充满温情的事。”

徐军委透露说，这件事被媒

体关注后，带着好奇，原本几位策

展人想要策划“博物馆寻找你”的

活动，寻找写信的女孩。但因为

那段时间馆内工作特别多，此事

就搁置了下来，没有真正落实。

直到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作为全

国人大代表的何毓灵遇到来自上

海的媒体，传达了自己的想法，这

件事才有了眉目，没想到很快就

找到这个女孩的线索了。

“坦白地说，她能那么快被

找到我也有些意外。幸福来得

太突然。其实，我们几个对到底

什么时候能找到人是没有预期

的。那天晚上我听到消息后，反

倒有点手足无措。”

记者又分别联系到了策展

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何毓灵和殷墟博物馆常

务副馆长，两人均表示，是否会

邀请王女士回到殷墟博物馆看

看要征得本人同意，一旦有消

息，会告知媒体。

一封信背后的温情故事
感动了21年的岁月

后来，这篇作文获得了当年
“我看博物馆”中学生征文比赛
高中组的一等奖。随后，上海博
物馆特意安排获奖学生远赴河
南安阳，观摩了解殷墟考古的现
场工作。

“我之前只是参观过上海的
文物。但那次能近距离地观摩
考古现场，对一名中学生来说堪
称是迈进了一个‘新世界’。”王
寅回忆说，当初他们参观的是社
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的陈列
室，还没有现在的殷墟博物馆
呢。也正是在那里，她见到了杨
锡璋爷爷。对方热情接待了参
观的学生们，为大家细细讲解每
一件文物珍品的来历。

杨爷爷眼中的光芒给当时
还在读高中的这个小女孩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王寅回忆说，“杨
爷爷那么大年纪了，但和蔼可
亲，谦逊有礼，和我们一群孩子
分享对文物的热爱。他兴高采
烈地讲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
历史文明，他对文物真正的懂得
和珍惜深深打动了我。”

有一个细节让王寅十分动
容，杨爷爷平时不喜欢开空调，
却专门为孩子们而开。“他关空
调时的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们学生一走，他立马就说‘关
了’。”

回到上海之后，王寅在语文
老师冯齐的鼓励下，写下了一封
情真意切的书信表达了自己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并附上了获奖
的征文，一同寄给了杨爷爷。很
快，她就收到了杨爷爷的亲笔回
信，信中老人家不仅回答了王寅
提出的疑问，还鼓励王寅要持续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热情拥抱自
己的理想。

看毕被晒到网上的这封信和
作文，网友们的点评纷至沓来。
网友“木棉”评价说，“这封信具有
穿越时空的感人力量！这力量美
好又干净，又像清香的空气，沁人
心脾！这就是美好少年的力量！”

还有一名叫“虎嘯”的网友
点评说，“我看完了这篇报道内
心久久不能平静。作为高中生
的王寅对考古工作如此热爱真
的令人感动，不愧为一位少年才
子(才女)。同时令我肃然起敬的
还有策展者何毓灵老师，他是一
位了不起的伯乐。他决定把王
寅20多年前写给杨锡璋先生的
那封信展出并想通过媒体找到
王寅，确实很有意义的。这不仅
仅是何老师的愿望，也是我们广

大读者的共同愿望。”
刷着这些评论，王寅莞尔一

笑，默默地点了一个又一个赞，
“想必这些点评者自己内心也藏
着一颗少年之心。”

很多网友好奇，20多年前的
小姑娘如今变成了啥样？王寅
笑着给记者看了她的近照，“我
的小学老师、高中老师都说我没
有变。他们对我的印象还是我
小时候文静的样子。”

大学毕业后王寅成为一名
公务员，成为农工党青浦区委的
首位专职干部，现在的她是四级
主任科员，平时的工作涉及思想
建设、课题调查、参政议政等。

20多年过去了，她仍不改初
心。由她撰写的《让和美乡村由
内而外美起来》的社情民意中就
提及了传统文化的传承。比如
她建议通过组织《诗经》、田园诗
诵读等方式，开展传承中国传统
耕读文化活动，吸引更多群众参
与主题教育，以书香和诗意让和
美乡村由内而外美起来。

当记者问她会不会受邀故
地重游时，她表示：“现在这件事
热度比较高，我生怕会给博物馆
带来麻烦，等热度降低后，未来
我会悄悄地去打卡。”

“我的小学老师、高中老师都说我没有变。他们对我的印象还
是我小时候文静的样子。”

“现在这件事热度比较高，我生怕会给博物馆带来麻烦，等热
度降低后，未来我会悄悄地去打卡。”

公务员王寅

“正如我文章中所写的，我们传承的不仅是文物，更是先人驰神
运思的智慧和他们寄情沟壑的人生境界。”

“对于一名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中生来说，我是抱着仰望的心态
的，我在赞叹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

“高中生王寅”

王寅和她写于21年前的青春书信。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博物馆展陈的青春书信作者找到了！

热爱传统文化
她21年未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