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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
承发展工程”于 2020年启
动，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宗旨，全面系
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
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深
入发掘蕴含其中的历史思
想和文化价值，揭示古文
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
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该工程围绕古文字与中华
文明研究、甲骨藏品整理
与保护、古文字与中华优
秀思想文化传承、古文字
研究协同创新以及古文字
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五大
计划，设立 11 项重点任
务，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研
究 从 学 科 建 设 、 人 才 培
养、科学研究、学术平台
建设、资源建设和管理机
制创新等方面作出全面规
划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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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

体，主要包括甲骨文、金文、简

帛文字等。在人类文明发展史

上，语言文字连接古今，对历史

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有不可替代的

基础性作用。一次又一次的惊世

发现，常常成为复原历史的重要

“拼图”。

前不久，一场名为“古文字

与中华文明”的国际学术论坛在

清华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美

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日

本、德国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120余

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从世界眼

光探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传承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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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了 《水下考古工作规程 （2023
年）》（以下简称 《规程》），对水下考古工作作出规范。这
是中国针对水下考古工作制定的首部行业规范。

工作规范逐步完善

早在 1984 年，我国就颁布了 《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试
行）》，2009年，又对其进行修订。田野考古工作规范的逐步
完善，为水下考古工作规程的制定奠定了基础。2011年，国
家文物局委托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现国家文物局考
古研究中心） 组织编制《水下考古工作规程》。

编制单位完成文本编制后，持续组织在10余处水下考古
调查项目、3处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开展试行工作，并结合南海
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深海考古等最新技术与成果，
不断对文本进行修改、完善。

据了解，在此过程中，编制单位还广泛吸收国内外水下
考古相关成果和文物管理部门、水下考古机构、专家及一线
水下考古专业人员的意见建议，形成最终印发稿。

《规程》共分正文、附录和表格样式三部分内容。正文包
括总则、项目实施单位和项目负责人职责、水下考古调查、
水下考古发掘、出水文物现场保护与管理、资料整理、成果
发布、资料管理、水下考古安全管理9章。

《规程》 以水下考古工作流程为主线，归纳吸收水下考
古、海洋考古理论、技术和方法，结合最新的考古技术、数
据记录要求，以及田野考古、海洋物探、潜水安全等相关规
范成果，明确了水下考古工作不同阶段的原则、目的、内涵
和操作要点。在此基础上突出和强调了作业主体权责、出水
文物的管理、现场保护和水下考古安全。

考古工作服从文保需要

据介绍，《规程》突出水下考古工作的技术规范，明确了
水下考古技术要点、统一数据采集标准、考古记录等方面内
容和要求，同时强调与其他涉海管理部门的工作衔接，具有
较强的创新性和可操作性。《规程》还强调水下考古中的文物
保护原则，坚持水下考古工作服从文物保护的需要，加强出
水文物的现场保护。

比如，《规程》的第七条强调，水下考古调查的任务是寻
找、确认和研究水下文物。水下考古调查应坚持无损伤原则
和最小干预原则，优先使用非破坏性的技术。

此外，《规程》在资料整理、成果发布、资料管理中对水
下考古研究、让文物活起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注重推
动考古成果的价值发掘与展示利用。《规程》重视水下考古作
业的安全管理，有利于提升水下考古工作安全系数，降低作
业风险。

“ 《规程》 的制定和推广将在规范水下考古工作、健全
考古工作标准体系、加强水下文物保护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
用。”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说。

设施水平进入世界前列

据该负责人介绍，水下考古和水下文物保护工作一直是
中国文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水下考古和水下文
化遗产保护发展迅猛，取得重要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
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修订实施，241处水下文物点调查确认，
北礁沉船遗址等 5 处水下文物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广东、山东、福建等省划定水下文物保护区。国家文物
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北海基地一期交付使用、二期筹备
建设，南海基地落成揭牌，第一艘考古工作船“中国考古
01”号投入使用，中国水下考古设施水平进入世界前列。

“此外，水下考古探测关键技术及海洋出水木质文物保护
关键技术研发项目成果迭出。‘南海Ⅰ号’发掘提取各类遗物
18 万余件，甲午海战沉舰调查确认致远舰、经远舰、来远
舰等，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入坞，南海1500米深度调查
确认沉船，重大项目亮点频出。”该负责人说。

甲骨记忆证古泽今

3000年前，商王室为占卜记事，将
文字镌刻、书写于龟甲与兽骨之上，因
此而得名的甲骨文成为汉字的源头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经过一代代学
者潜心研究，已被释读的甲骨文内容丰
富，为了解和研究中国早期历史提供了
更多凭证。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国际学术论
坛上，数位与会学者带来了同甲骨文相
关的新近研究成果。

年近九旬的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目
已 近 盲 ， 正 在 撰 写 中 的 《说 “ 道 ”

“德”》 是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
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娇以及硕士研究
生汪祖康、胡乔瑞的大力帮助下完成
的。在提交给本次论坛的文稿中，裘锡
圭认为，涵义与文化人类学上的“马
那”类似的“精”这个词，在殷墟卜辞
以及西周早期晚段的青铜器铭文中已经
出现，只不过，该词不是用“精”，而
是用“晶”来表示的。

殷墟卜辞中有字被释为“晶”，此
前有学者认为，“晶”与读为“精魂”
的“精”读音实同，可以通假。裘锡圭
认可这一观点。他同时建议，对于研究
中国古代文明的问题，理解、整合、相
互补充印证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同
时，还要注重文化人类学上的有关资
料。世界上其他族群中有不少与中国古
人相似的思想观念，对研究者较好理解
中国古人思想的真实面貌有很大帮助。

甲骨文研究著述卷帙浩繁，参与研
究的学者遍布世界。达慕思大学教授、
清华大学杰出访问教授艾兰是欧美早期
中国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拥有
深厚的文献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素养。
她在熟稔中国传统文献材料的同时，还
能够及时吸收最新的学术材料，并融会
中西方研究理论与方法，创见屡出。

在题为《蛇与龙：从商代艺术母体
的观点看甲骨文字》的演讲中，艾兰分
析了蛇纹在中国早期艺术中的发展，并
将其与甲骨文、金文中常被释为“它”

（蛇）、“虫”（虺） 等字 （以及包含
“它”“虫”元素的字形） 的演变过程进
行对比。她认 为 ， 殷 商 时 期 的 艺 术
里，蛇纹表现出两种不同形式的背部
鳞纹，并经常交替使用，这种对蛇的
二分法在甲骨文的“蛇”字 （以及包
含“蛇”元素的字形） 中也有体现。
对比表明，蛇纹与“蛇”字的演变存
在明确的相关性。

清华简研究取得新进展

2008 年夏天，近 2500 枚珍贵竹简
被小心翼翼地运送至清华园，经测定，
简的年代在战国中晚期。如今，在清华
简入藏之地举办这场国际对话，更有别
样意义：岁月长轴缓缓铺展，十余年的

光阴于研究“冷门绝学”而言，用“白
驹过隙”来形容并不过分。

清华简研究是本次论坛的一个热
点，与会学者从清华简字词释读、文本
构成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展示了新的研
究成果，这些成果对继续深入开展清华
简的整理和研究具有启迪意义。

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研究了 40
多 年 的 商 周 古 史 ， 能 说 一 口 流 利 中
文。1981 年，他同两位美国汉学家一
起来到山西太原，参加古文字第四次
年 会 。 而 后 几 十 年 ， 他 与 许 多 考 古
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领域的中国
杰出学者成了朋友。夏含夷说，这让
自己非常有收获。

“1984 年，我经常在裘锡圭先生家
谈学问，我当时对甲骨文和金文有兴
趣，裘先生劝我学战国文字。当时没有
多少战国文字，只有一些陶文、货币文
字，我觉得毫无意思。然而，裘先生说
得有道理，对陶文有认识，以后就能读
竹简。”夏含夷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这
样说过。

论坛上，夏含夷带来了题为“想要
与致使：四论周代‘甶/思’字用法和
意思”的演讲。他认为，出土文献中的

“思”字大多时候表示的词义是“想
要”，而非通常认识中的“致使”。

夏含夷举出清华简第 1-12卷“甶/

思”的用例，以及“使”的用例，认为
“使”字的语言用法往往是动词，后接
的宾语多是“人”或“人名”，这不同
于“甶/思”的用法。

在“新见清华简‘谦’‘诚’二字
形构的沉思”演讲中，香港恒生大学中
文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名誉教授张光
裕认为，“谦”“诚”二字形构理应晚
出，又因辞例显示其词性隶属之印证，
进而推测，清华简中部分简文的书写年
代有可能隶属战国晚期偏晚。

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承办，记者了解到，作为校
级重点文科科研机构，该中心自 2008
年成立以来，先后被遴选为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与国家级协同创
新中心牵头单位。

为做好清华简的保护、整理与研
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同时开展甲骨文、金文等其他出土文献
的研究工作。截至目前，该中心已出版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整理报告 12
辑、《甲骨文摹本大系》（共 43 册）、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研究与英译系
列丛书首卷《〈逸周书〉诸篇》等相关
著作。

“冷门绝学”不再遇冷

过去，人们一提起古文字学，难免
会有“枯燥”“艰深”之感。由于门槛
高、培养周期长、难出成果等原因，长
久以来古文字学专业人数相对较少。

为确保“冷门绝学”有人做、有传
承，2020年，古文字学入选教育部实施
的强基计划，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
招生改革试点。国内十余所高校每年各
招收数名至 20 多名学生不等，清华大
学正是其中一所。这些入选学生在未来
很可能成为古文字学者，不断为学界注
入新鲜血液。与此同时，随着公众对古
文字学的认知更为成熟，这一“冷门”
专业的吸引力正在增大。

也是在 2020 年，“古文字与中华文
明传承发展工程”正式启动，全面系统
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
研究。

强基计划如今已实施 3年，推动了
中国古文字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逐
渐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学术水平过
硬的研究队伍，也有具备影响力的研究
成果产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
护中心主任黄德宽认为，如今，参加强
基计划的重点高校已初步建立起课程体
系，师资队伍得到加强，学生培养方案
更趋完善。

伴随着青年学生、学者们的成长，
也给一些家喻户晓的经典古文带来了新
的解读视角。

就在 8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举办
了首届“树人杯”未来古文字学者学术
征文大赛，这一比赛面向全国汉语言文
学专业 （古文字学方向） 强基计划学
生，共收到参赛作品 60 余篇，基本囊
括开设古文字学强基计划的所有高校。
最终，来自复旦大学中文系的 2020 级
学生彭若枫获得一等奖。她带来的论文
是《据海昏侯孔子衣镜铭重思“博学而
笃志”之义》。

公众对“博学而笃志”的含义再
熟悉不过，彭若枫在论文中重新探讨
了“笃志”的意思。根据西汉海昏侯
墓出土的孔子衣镜铭“博学而孰 （熟）
记”这一新材料，再结合前人研究，
彭若枫认为，相对于“笃定志向”，将

“笃志”理解为“专注、切实、持续地
进行记忆”或许更为合理。不可否认
的是，历代学者在注释 《论语》 时，
常 常 对 同 一 句 话 的 确 切 意 义 存 在 分
歧。在担任评委的几位古文字学者看
来，彭若枫的论文在对旧说做了详细
研究的基础上，又据古文字新材料拿
出了可信新说，这正是她的作品赢得
青睐的原因。

“ 《荀子·劝学》 有言：无冥冥之
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
无赫赫之功。意思是，没有精诚钻研
的心志，就很难明辨是非；没有专心
致志、埋头苦干，就很难在事业上获
得赫赫成就。裘锡圭先生常用这句话
勉励学生，治学要踏实，求真求实。”
毕业后，彭若枫将进入复旦大学出土
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继续深造，治
学之路或许寂寞，但常常不经意间与
绚丽风光相遇，她已经在古文字学中
找到了乐趣。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清华大学
提供）

中国水下考古工作
首部行业规范出台

本报记者 赵晓霞

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等联合组成的深海考古队搭乘“探索一号”科考
船，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海域进行第一阶段
调查。该科考船载有“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用于水下
考古数据采集。图为“探索一号”科考船行驶在南海西北陆
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海域。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破译古文字的文明密码
本报记者 孙亚慧

破译古文字的文明密码
本报记者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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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已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
遗址确认两处沉船的保存状况。图为一号沉船遗址核心区三
维影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