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串联东北亚古丝路民族文化
燕山大学启动东北亚古丝路文明研究中心建设工作
姻本报通讯员蔡常山

12月 9日，燕山大学正式启动了国内首个
东北亚古丝路文明研究中心的建设工作，该中
心计划以东北亚古丝路沿线历史上诸民族的
文化物质遗留为依托，有针对性地逐一对现
已消失或融入当代民族的历史进行研究，助
力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日、朝、韩、
俄、蒙古等国的文化交流。依托该中心，燕山大
学正在筹建东北亚古丝路文明博物馆。

东北亚古丝路是指古代东北亚地区诸民族
与不同时期中原王朝朝贡和商贸往来的通道。
陆路是指从河西走廊经漠南至东北亚的丝绸之
路，海路是指江南—北京—开原（丝关）—阿什
哈达—松花江—黑龙江—鞑靼海峡—库页岛—
日本北海道的商贸通道。

自古以来，分布在东北亚古丝路上的匈奴、
鲜卑、突厥、橐离、夫余、肃慎、挹娄、勿吉、靺鞨、

沃沮、契丹、蒙古、女真等民族，都曾在我国历史
上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条
件下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在东北亚古丝路沿
线诸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演进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并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存模式和
文化体系。
“我们建立研究中心的初衷就是要把东北亚

古丝路沿线诸民族的文化串联起来，在学校拥有
的大量不同历史时期东北亚古丝路文物的基础
上，改变目前国内零散的研究形式，进行全景式的
研究，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维护国家边疆文
化安全，促进东北亚国际间的文化交流。”燕山大
学东北亚古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专家邓树平说。

但迄今为止，在辽阔的东北亚古丝路沿线
诸省区，乃至今俄、蒙古、朝、韩、日诸国，还没有
建成一座全面系统展现相关民族历史及其创造

力的大型综合博物馆，我国更是如此，这不能不
说是我国历史文化建设中的一大缺憾。

10月 26日，包括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北
京市文物研究所原所长齐心，辽宁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研究员冯永谦，渤海史学家、黑龙江省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魏国忠等在内的国内 6位考古
学家、历史学家、博物馆学家及军事文物专家，
应邀对筹建燕山大学东北亚古丝路文明研究中
心及博物馆所需文物展开了可行性论证和价值
评估。经过论证和评估，专家一致认为，在我国
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坚定文化自信的关键时期，
燕山大学利用所处东北亚古今咽喉要冲和战略
要地秦皇岛的特殊地理位置，筹建国内首个东
北亚古丝路文明研究中心，切实可行，对于传承
中华文化、增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维系祖国的
大统一以及建设共有家园与和谐社会，助力我

国“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日、朝、韩、俄、蒙古
等国的文化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北亚古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拟下设三个研
究所（与地方联合办所），一是东北亚古丝路城
站驿路研究所；二是东北亚古丝路沿线民族民
俗研究所；三是东北亚古丝路沿线民族萨满文
化研究所。主要开展对东北亚古丝路沿线民族
的古籍文献、文物、民族民俗、考古、萨满、祭祀
等史料的整理和编撰与研究工作。

目前，燕山大学拥有一批涵盖东北亚古丝
路沿线各个历史阶段地方民族政权、军事、民
族、民俗、萨满、祭祀等内容的文物藏品，具有较
高的历史、文化、社会学研究价值和科研价值、
教育价值与展示宣传价值，对于加强我国东北
和东北亚古丝路沿线文明研究、向大学生和社
会公众普及历史文化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外人看甲骨文研究，如同雾里看花，对其研究意

义不甚明了。然而，在黄天树眼中，这是值得他“用一

辈子去研究，却研究不完”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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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大家谈

仁者无敌
姻刘晨

今年十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这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路线图与进度表，全党全国人民正在
满怀热情地贯彻落实。
《决定》强调，要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

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并且提出
“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
的具体途径。我们的干部队伍从哪里来？从
现在起到 2035 年的十五年、从现在起到
2050年的三十年，参与并领导这十五年、三
十年的基本队伍正是目前在校大学生和研
究生。目前我们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共三千
多万，作为教育工作者，谁能不关心大学生
呢？不要说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即使是作为
公民的角度，无论我们做得多好，都得将未
来交给他们。有媒体经常责怪年轻人如何缺
乏责任感、如何没有上进心、如何“自我”、如
何“剁手”（指无节制无道理地买买买）、如何
“月光”（指每月收入都要花光）、如何“啃老”
等，无疑，这些问题确实存在，可是是否想
过，这些年轻人是谁培养？我们与其将板子
打在年轻人身上，不如反思自己教育年轻人
的过失与不足，这才是真正的亡羊补牢。

就“思想淬炼”来说，继承几千年中华民
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当今大学教育最应补
的一课。如果说从他们出生到走进大学校门
近二十年时间里，我们忽视了这一点，那么
现在，无论是老师还是长辈，乃至任何一个
关心未来的公民，都应该担当起力所能及的
责任。千万不要像西方谚语所说的那样，每
一朵雪花都认为自己与雪崩无关。针对目前
在校大学生的成长需求与心理困惑，将传统
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注入干渴的心田，
善莫大焉！

我们长期误解了孔子，也错解了孔子
“仁”的核心理念。其实，孔子讲得明明白白，
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克己复
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克”就是克制、约束。“克
己”就是克制、约束自己的心念言行。只要能
做到克己，我们的言行就会符合礼仪、符合
自然规则。孔子将“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
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形成整体的道德
规范与伦理思想。
“克己”，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要一生

一世。人活世上，最难克服的不是外界而是
内心。胜人者力，胜己者强。作为新时代大学
生，要不要有一点天下情怀，要不要在建功
立业的同时追求完美的人格修养？成圣者
少，然而有成圣追求者众，这才是人类希望
所在。

在校大学生最充满激情，最拥有梦想，
最向往丰富多彩，同时要想一想激情是不是
合理？梦想是不是科学？丰富多彩是不是杂
拌着过度与偏颇？年轻人怎样系好自己人生
的第一粒“扣子”？这个“扣子”就是懂“仁”、
立“仁”、求“仁”。学校对学生不能一味甜言
蜜语，一味拍哄遮盖，一味袒护放纵。“今日
桃李芬芳，明天社会栋梁”，栋梁可是需要担
当的啊！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由于他有思想，这
话并不确切，应该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
为他懂仁、立仁、求仁。这种懂、立、求，就是
思想淬炼。这要从最简单的“推己及人”开
始，从克制自己的心念言行做起，循序渐进，
才能慢慢体会“仁”的妙义，从中得到“与人
为善”的和乐。

孔子的儒家与佛家有许多相通之处，“克
己复礼”类似于佛家的“戒定慧”。用什么“克
己”？那就是“戒”，用戒约束自己，就是“克己”；
能够做到“克己”，就能“定”，“定”了以后就生
“慧”，有了“慧”，心念言行自然也就合乎礼仪，
合乎天道规律，这就是“复礼”。

孔子伟大，但孔子也孤独。自孔子之后，
多少人真正理解孔子呢？红尘利禄之徒、官
场干谒之辈、江湖混迹之流，多少人借“仁”
说事儿，借“仁”行骗，包括现在以各种心灵
鸡汤挣高额出场费的所谓学者。冒牌货之
多，恰恰说明真牌的可贵。今天到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时刻，让“仁”成为在校大学生
的精神特质，此其时也！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世界根

本无我他，万物本一体，整个世界都是我们
自己。过去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仁者无敌”的
真正涵义，以为“仁者”最厉害，没有对手能
够打得过。这完全是幼儿园的认知，“仁者无
敌”的意思是“仁者”根本就没有敌人。如此
理解，能够减少我们多少狭隘与孤陋啊！正
如一首歌曲唱的，“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
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作者单位：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青

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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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主任黄
天树团队，费了一些小周折。最终在一幢拐角的
小楼里，记者与前来迎接的教师汇合。

拾阶而上，二层是后勤部门，三层专属于
甲骨文研究中心。中心里最多的是书，《甲骨
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小屯南地甲骨》
等整齐地摆放在改造而成的图书室里，不时
坐着三五个自习的学生。静学苦思的场景与
时空交错的研究，颇有一番“洞中方一日，世
上已千年”的意味。

翻开一页页甲骨文摹本，时间的卷轴在此
慢慢展开……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1899年，光绪年间一位著名金石学家王懿
荣无意间在药材“龙骨”上发现了不寻常的划
痕。一时间，他惊愕于划痕如此酷似文字。

王懿荣去世后，其子将“龙骨”转卖给了清
末小说家刘鹗，经他收集、整理，最终搜集了
5000多片甲骨，并编纂《铁云藏龟》一书，最早将
甲骨卜辞公之于世。

光阴如梭，120年匆匆而过，逐渐出土的甲
骨文从“药材”蜕变为“文明符号”，与汉晋木简、
敦煌文书、明清档案被誉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的
“四大发现”。

2019年是甲骨文发现 120周年。不久前，纪
念甲骨文发现 120周年座谈会、纪念甲骨文发
现 120周年古典学论坛暨《甲骨文摹本大系》编
纂座谈会等在京召开。专家学者纷纷建言甲骨
文的传承发展。而说起甲骨文研究在大陆地区
的传承发展，就不得不提及黄天树以及他所在
的甲骨文研究中心。

如果要将中国古代文献作一个简单的分
类，可以分为地上的传世古书、地下的甲骨文等
出土文献。

1978年，本科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的黄天
树，有幸遇见了“地下的甲骨文”。就在他入学的
前一年，举世震惊的周原甲骨在西安附近的岐
山县、扶风县出土，学界由此掀起了“西周甲骨
研究热”。

甲骨文走进了黄天树的视线，也激励了他
在硕士阶段正式开展甲骨文研究。后来，他师从
著名人文学者裘锡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的正
是甲骨文的分类、断代。1995年，黄天树来到首
都师范大学，也将甲骨文的研究带到这里。

毫无疑问，甲骨文是一个极冷的学科，我国
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曾经只有 50人左右。大
陆地区目前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单位主要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等少数几家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的独特性还在于，2011年国
家启动“中华字库”工程，近 30家高校、研究院
所和企业参与其中，其中的重头戏———甲骨文，
就交由首都师范大学负责，其项目名称为“甲骨
文字的搜集与整理”。

作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
新中心的组成单位之一，2012年，首都师范大学
成立甲骨文研究中心，也就是在同年，黄天树团
队带着大量图书、甲骨等资料，搬进了这座小
楼，从此在甲骨文的世界里“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他春夏与秋冬”。

“一字万金”也曾“一鸣惊人”

在这里，静谧是常态。但这样的静谧也曾在
2018年被打破。201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在《光明日报》刊发《关于征集评选甲
骨文释读优秀成果的奖励公告》，破译未释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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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一字万金”。

迄今为止，甲骨文共发掘出土 154600 余
片，约有 4600多个单字。在这 4600多个单字
中，经考释而公认的约有 1700个，仍有约 2900
个单字不识。

然而，投稿者众，2年后开奖却仅有两人获
奖，一位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
心研究员蒋玉斌，释“蠢”字；另一位就是首都师
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子杨，释“阱”字。“一般能
释出来的字，基本上都被前彦时贤释出来了，剩
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王子杨说。据评委透
露，本着正确性、重要性的两条原则，宁缺毋滥，
一下子刷下去很多成果。
“当然，甲骨文研究不只考释，还有缀合、断

代等，我们还做甲骨语言的虚词研究。”说起甲
骨文研究，黄天树显然要比介绍自己的生平更
兴奋。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甲骨文也有相当于

古汉语中的“之乎者也”，作为最早的古汉语语
料，研究甲骨中的虚词，对于古汉语研究的语
音、词汇、语法有很大帮助。

甲骨出土时碎片众多，把甲骨一片片拼合
起来，叫做“缀合”。初听起来并不像学者的工
作，可这就是他们的基础工作。其中，首都师范
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李爱辉是目前大陆地区
甲骨文缀合数量最多的人，多达四五百则。
“从已出土的 15万片甲骨中，随便拿出一

片，你要知道它的时代，这叫‘断代’。是商早期、
中期还是晚期？最好知道是哪个王。时代不清
楚，历史研究也会混乱。”黄天树解释道。

不仅要“断代”，甲骨出土时是破碎的，拿出
其中的一小片还要知道位于牛肩胛骨和龟壳的
哪个部位，否则文字的缀合和释读都会受影响，
这被称为“甲骨形态学”。

甲骨文刻在牛肩胛骨和龟壳上，并不像古
今的行文习惯———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或从上
到下，初看起来是“东刻一条、西刻一条”。“行
文的章法就是它的文例。”首都师范大学副研
究员刘影所研究的文例，就是要找出它的阅
读规律。比如，牛肩胛骨，左肩胛骨的卜辞往
左读，右肩胛骨的卜辞往右读，首先要先区别
肩胛骨的左右。

外人看甲骨文研究，如同雾里看花，对其研
究意义不甚明了。然而在黄天树眼中，这是值得
他“用一辈子去研究，却研究不完”的学术。
“你看甲骨文中的山水草木牛羊日月的形

符，与现在的文字形符大抵相当，一万年不变，
所以我们能读懂古文。甲骨文既有音符，也有形
符。汉字承袭了这一特点，这才使得汉字包括汉
语，3500年来没有中断，成为人类史上唯一没有
间断、历史悠久的文化。”黄天树说，“试想一下，
如果只靠单一的声符延续，比如废除汉字、把它
变为拼音，在方言众多的华夏民族中传播，文化

也许早就断流了。汉字在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文
化传承上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研究汉字之源，
这就是研究甲骨文的意义和魅力所在。”

为学术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9年是甲骨文发现 120周年。最牵动黄
天树的莫过于六七年前启动的《甲骨文摹本大
系》，原本计划趁着 120周年的时间点出版发
行，但是出于对学术负责的考虑，黄天树将发行
之日一推再推。

眼见着 2019年无望，团队里的年轻教师觉
得“惋惜”，但又完全表示理解。

项目启动之初，由硕士生摹写甲骨文摹本，
字体风格不像、错误百出。“这样的摹本不能用，
全部推倒重来。”一向儒雅的黄天树，难得严厉。

于是，从零开始。先从选纸笔上下功夫，纸
不选一般的硫酸纸，尝试众多后，最终选择了台
湾的硫酸纸，纸张轻薄、速干且着墨好；笔墨用
的是德国红环的针笔和墨，写出来的字又黑又
亮。见过原版的人都说堪称艺术品。

像写书法那样摹写，听着没什么费劲。但难
就难在，摹写远比想的复杂。据介绍，摹写者要
先查每版甲骨的著录情况、信息，找一版最清晰
的做底本，把硫酸纸蒙上拓本后，要分清哪些是
字、哪些不是字。一般先把龟的形态摹出来，看
是齿纹还是盾纹，与文字有何关系，再去找每一
卜兆守哪一卜辞，还要保证摹的字体风格、结构
准确无误，尽量做到和原版一致。

这也就无怪最初摹的时候手抖。“古人是刻
出来的，我们是写出来的，练了很久才保证手不
抖，还要揣摩原作者刻甲骨文的风格，最后才敢
下笔摹写。”刘影说，在 2016年摹写的那个暑假
里，眼花、腰疼、胃疼，吃盒饭吃到快吐，都是常
有的事。

“我们私下说，等《甲骨文摹本大系》发布的
时候，让我们去讲感受，一定会哭出来。跟自己
的孩子差不多，感觉很复杂。说苦，完成了不苦；
说不苦，艰辛历历在目。对家人的亏欠，只有为
人父母才能理解。”王子杨说。

很多人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做摹本，认为拍
成照片更省事儿。而他们通过做摹本发现，不少
释文是错的，然而，没有人去关心对错。仔细体
会每个字的结构，才会发现原来是这个字。大系
出版之后会订正大量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它的体例是史无前例的。从前
甲骨文著录书按董作宾 1933 年提出的 5 期分
期断代，后来学者发现第 4期分类存在不少问
题。黄天树从事分类断代研究，自无见错不纠的
道理。他们把甲骨重新编号、排列，按字体分类
做标识，准备出版第一本用字体分类做标识来
排版的集大成的甲骨文书籍。

此举操作起来的难度非常大。对每个甲骨
文分类、定性，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细致描绘
时代，比从前跃进一大步。比如，从前商王武丁
时代分得较粗，修订后细化到武丁早期、中期、
晚期，中期偏早还是偏晚。“过几十年后，如果有
人撰写甲骨文的学术史，按照黄老师分类断代
体系重新编排的《甲骨文摹本大系》，无疑会为
这个时代的甲骨学研究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说到这里，王子杨眼中重现光芒。

研究“断代”，也很可能面临“断代”

搞了近 10年甲骨文研究，圈子里有知道王
子杨大名的，也有不知道的。“10万元一字”释读
成果获奖后，王子杨的学术朋友圈突然打开了，
书法、历史、文化界学者纷纷加他好友。

出去聚会，别人问他是做什么的？“出于社
交需要，一般还是说研究古代汉语，不敢说自己
研究甲骨文。”王子杨说。说研究甲骨文，有人曾
反问他，“研究乌龟壳子有什么用？”说研究古代
汉语，人们通常付之一笑，“文言文嘛，我知道”。
“要别人关注你，就要比别人多一倍的成果。”

黄天树的教诲，时刻敲打着团队中的每个人。
在他们眼中，黄天树做人公正，从不走任何

捷径，他曾告诫众人“评职称评不上也别来找
我”。其人品、学品，无论团队还是圈子里，大家
都很服气。

所有团队成员，包括博士生、硕士生发论文
都没有花过一分钱，还能收到杂志寄来的稿费。
王子杨告诉《中国科学报》，从事甲骨文研究比
较尴尬，每年能写出两三篇论文算是很不错了。
即便写出了论文，也没有刊物愿意刊登，文章里
面出现大量的新造字，不好排版。慢工出细活，
因此他们特别看重文章质量。

就是在这样的锤炼下，王子杨在 2018年被
破格评为教授。32个学院争 3个破格名额，文科
评上的只有他一人。当然，破格也有释读成果获
奖的功劳，获奖可抵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座谈会上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
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有人说，甲
骨文的春天到了。

可随着“2011计划”的沉寂，甲骨文研究中
心似乎并不见回暖。中心没有行政人员，教师们
还要负责小到买扫把等杂事。

更重要的是，“有热情的博士进不来，而且
相比做金文、战国文字、简牍的人，研究甲骨文
的还是太少了。”刘影说。

外界有好奇心，但是真正做研究却不是人
们想象的那样。甲骨文入门门槛相对高，读拓片
要长时间才能入门，甲骨文残破难读，不如金
文、简牍清晰易读……研究成果更被认为是一
项“团体成绩”，体现不出“个人价值”。

国家虽然倡导发展绝学、冷门学科，但到了
基层却又无力与政策抗衡。西南大学有一位优
秀的学子想跟着黄天树读博，却赶上他今年退
休，招生目录上已划去了黄天树的名字，无奈只
能转投他处。

私下里，黄天树不禁叹息，台湾“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甲骨文的学科负责人也纷纷退
休。没有人接续，就等于没有发展后劲了。

反观自身团队也不容乐观。王子杨评完教
授后评博导，博导通过后一年才能招生，中间一
旦停招，就会出现断档。刘影虽然能带硕士，但
没有博导资格，硕士毕业后更热衷去中小学就
业，不再继续甲骨文研究。

研究“断代”，自身也很可能面临“断代”。这
让刘影有些着急，“要有博士，要给他们终身做
甲骨文事业的平台。真正保护学科发展，更应该
允许边缘学科、冷门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延退”。

2018年 8月 25日，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成员在加拿大多伦多
安大略博物馆观摩甲骨实物

建立研究中心的初衷就是要把东北亚古丝路沿线诸民族
的文化串联起来，在学校拥有的大量不同历史时期东北亚古
丝路文物的基础上，改变目前国内零散的研究形式，进行全景
式的研究，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维护国家边疆文化安
全，促进东北亚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图片来源：全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