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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2024

今年我印象最深的是修《石林叶

氏族谱》，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修复书

画的舒适区，正式进行古籍修复项

目。完成了修复，我成就感很足。

这一年修复书画，我在不断成

长。我的角色在发生转变，从师傅带

领到变得更独当一面。今年我独立

完成修地契。从做纸，到染色，这些

我师傅过去会提供材料，我修就好，

但现在，我自己负责，从头做起，修复

会更严谨和负责了。

很里程碑式的修复工作，仍是

《石林叶氏族谱》，让我得以从另一个

维度来看待纸质修复。我本以为能

修书画就能修古籍。但真接活儿上

手，发现不一样。像用的浆的薄厚有

差异；书画修复需要静心，古籍却要在

动态中寻找专注。修复过程中，古籍

一般花20分钟修页，就要放吸水纸，

再换吸水纸。书籍破口又相似，修得

机械化。4本族谱500页，早八晚五，

连续工作 11 天。

其间我有过不适

应，也有“不想修

了”的烦躁感，但熬

过不适应，上手就

迅速了，更重要的

是了解了不同的修

复逻辑上有差异

性，但“核心”又一

致。一页接一页，

修下来就像跑了一

场马拉松。我想，

正是通过我们一代

代修复师如此的努力，

才得以传递前人的期许和寄托。

展望2025

最想对同龄人说一句话：保持热

爱，继续进步，去跳出舒适圈。

●俞明锐

B站UP主、书画修复师。

惟手熟尔，惟心诚尔
【文/青年报记者 林千惠 图/受访者提供】

缀合中华文明绚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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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缀合这项工作已有百余年历

史，成果众多，但它们散见于各类出版

物或网络平台，查找起来很不方便。

在中心支持下，杨熠和另外两名中心

博士生共同参与了“缀玉联珠”甲骨缀

合信息库的上线和维护。团队今年又

新加入一位博士生，他们四人一起初

步完成了“四方会同”甲骨著录信息库

的前期准备工作。通过信息化的手

段，大家致力于在新时代全面整合甲

骨的著录与缀合信息，为学界提供查

检之便。

这一年里，杨熠步履不停，既有安

静的学术研究时间，也有出席重要学术

会议宣读论文的“高光时刻”，于学术交

流中互学互鉴，提升学术水平。就在上

月，他参加中国文字博物馆主办的“第

九届文字发展论坛”，他的论文《甲骨缀

合所见新字形信息及其考释》获评优秀

论文，这为他未来进一步开展古文字研

究带来了莫大的激励。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

今。杨熠研究的正是甲骨学。距今

3000多年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

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目

前存世的16万片甲骨中，碎片占到

90%以上。将散落各处的甲骨文碎片

重新拼接在一起，使甲骨“破镜重圆”，

变成较为完整的材料，这项工作被称

为“缀合”，堪称冷门“绝学”。

可能和大家想象中不同，由于甲

骨需要妥善保存，许多专业研究者接

触实物的机会其实屈指可数，甲骨缀

合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拿着甲骨实物碎

片来“拼图”，一般只能凭借着拓片及

实物照片。

甲骨文是探寻商周文化的重要材

料，对缀合所得的新材料进行研究，从

而解读甲骨文所负载的传统文化信

息，并进一步发掘其中的历史思想和

文化价值。杨熠深感这项学术工作的

深远意义，“有幸参与相关工作，也进

一步验证自己的缀合成果，为后续的

研究打开视野、深化认知。”

杨熠又举了个例子——“杠”字见

于《说文解字》，此前在古文字材料中

可以向上追溯的最早形体见于战国楚

简。他在《甲骨缀合所见新字形信息

及其考释》文章中的一部分提及的一

组甲骨缀合，缀出了一个新见的甲骨

文——这个字从木工声，可释为“杠”。

通过这一发现，可以补上“杠”字字形

演变序列的重要环节，将其上溯至殷

墟甲骨文。

展望2025

前路漫漫亦灿灿，在未来的研究

中，我将继续致力于甲骨材料的整理

与研究，并与团队通力合作，做好数据

库的建设和维护工作，推动甲骨学的

发展，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上贡献青年之力。

●杨熠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中心博士生。

学习深造至今缀合甲骨超 400

组，成为学界90后青年学者中让甲骨

碎片“破镜重圆”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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