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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26日，首个全
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国家重大考
古专题博物馆——殷墟博物馆
新馆对公众开放。

走进殷墟博物馆新馆，迎
面而立的高墙上镌刻着一行醒
目的大字，“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礼记》记载，这九字箴
言是商王朝建立者汤的盘铭，
向参观者展示了一个民族一以
贯之的革新姿态、进取精神，展
示了中华文明从历史中演化创
造、于传承中生生不息的守正
创新之道。

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
——写在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之际

工作人员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新馆的展厅内
修复车马遗迹。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工作人员在对殷墟洹北
商城出土的陶片进行整理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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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追寻 揭开文明起源面纱
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南安阳小屯村一

带，是殷墟遗址所在地。从山中流出的洹水，
穿殷墟而过，蜿蜒远去。

洹河南岸，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地上建
筑早已湮没无存，但50余座形制阔大的夯土
建筑基址，足以令人神驰想象三千多年前的
王朝气象。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在这里，繁盛的
城市文明、完善的礼乐文明、举世瞩目的文字
文明以及高度发展的手工业等，共同构筑了
早期中国的华彩篇章。

洹河北岸，殷墟王陵遗址。作为中国墓
葬王陵制度的源头，一个个考古探方之下尽
显繁华遗迹，中国古代青铜器之最——后母
戊鼎便发现于此。绚烂的青铜器皿、精致的
玉石雕刻、精美的马车遗迹，是对商文明的生
动诠释。

往东，洹北商城遗址，考古人员正为新近
发现的商代晚期大型祭祀遗存兴奋不已。作
为商王朝中期的都城遗址，它与殷墟王陵遗
址以及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共同构建起规模
宏大、气势磅礴的大殷墟遗址保护区。

向西，以“鼎”为设计意象的殷墟博物馆
新馆拔地而起，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
望。新馆集中呈现了持续近百年的殷墟考古
成果。

“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
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2022年10月28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省安阳市，考察位于
安阳市西北郊洹河南北两岸的殷墟遗址。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在殷墟，总书
记嘱托考古工作要继续重视和加强，继续深
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就考古学而言，目前没有哪处遗址的重
要性超过殷墟。”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
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说，殷墟遗址的发现
让商代历史成为信史，上承1000余年四方文
明汇集之趋势，下启3000余年连续不断、多
元一体文明之格局，以殷墟为支点，建构起夏
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体系。

历经百年筚路蓝缕，一代代考古工作者
把商代晚期的兴衰荣枯，从史书中的文字变
成了镌刻于大地之上的实证，在宫殿、王陵、
甲骨文、青铜器、古车马等一件件文物中探寻
中华文明的起源，勾勒文明发展脉络。

近年来，殷墟王陵区、宫殿宗庙区、洹北
手工业作坊区等不断有新发现，“大邑商”面
貌得以更加细致入微地“还原”。

“新一代考古人更要肩负起为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的文化使命，扎根田野，孜孜以求。”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
毓灵说。

甲骨传承 夯实文化自信之基
走进殷墟博物馆新馆甲骨文专题展厅，

刻于龟壳、兽骨的文字，在光影映衬下显得愈
加神秘。三五游客围簇在展柜旁猜测着一笔
一划的意义，不时传来惊叹声。

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遗址考察时指出，
“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
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殷墟出土的甲
骨文为我们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
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殷墟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文物，甲骨文无

疑是分量最重的一类。“三千年而一泄其密”，
作为中华民族最早使用的成熟文字，甲骨文
虽然深埋地下数千年，却一出土即可被部分
识读。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甲骨文发现
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甲骨文是迄
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
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
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2024年
新年贺词中，总书记再次提到殷墟甲骨的文
字传承。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李立
新认为，殷商文化和甲骨文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瑰宝，是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一把金
钥匙，是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
借鉴。

2020年底，安阳积极推动“古文字与中华
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
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资源建设和管理机制
创新等方面进行探索。

2022年，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全面建成、全馆开放，依托数
千件文物精华，构建起完整的中国文字文化
展陈体系系统。

依托甲骨文信息处理实验室，越来越多
甲骨碎片利用人工智能图像技术进行自动缀
合；甲骨文大数据平台“殷契文渊”收集了世
界各地的甲骨文著录、文献，建立甲骨文字形
库，并向全世界免费开放；“甲骨文动画还原
3000年前的战场”等系列创意视频成为网络

“爆款”，镌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动”起来、“活”
起来。

“作为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甲骨文肩负
的是三千年文化传承的使命，记录了中华民
族前进的足迹，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
和伟大创新精神，对其研究传承、活化利用，

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大意义，也
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安阳市文物局局
长李晓阳说。

目前殷墟已出土16万余片甲骨文，发现
单字约 4500 字，已释读的大概有三分之
一。为发挥甲骨文研究在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中的积极作用，中国文字博物馆曾发出破
译一字奖励10万元的“悬赏令”。不久前刚
公布了第二批获奖名单，两个未经释读的甲
骨文单字被破译，鲜活的商王朝“拼图”，又
被补上了一角。

与古为新 延续文明传承之光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

经·商颂·玄鸟》中，用热情洋溢的笔调赞美了
商朝的诞生和繁荣。

殷墟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
考、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
都城遗址，成为管窥3000多年前商代文明的
重要缩影。

“与建于2005年的原殷墟博物馆相比，
新馆不仅规模大，而且展陈内容、设计理念、
展陈形式都有重要创新。”殷墟博物馆常务副
馆长赵清荣介绍，新馆展厅面积约2.2万平方
米，展陈文物数量多、类型全，是商代文物展
览之最，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珍贵文物属于
首次亮相，一系列考古新成果属于首次展示。

殷墟博物馆新馆通过近4000件出土文
物和数字技术，全景式展示商代在政治、经
济、军事、农业、手工业、文字等方面的伟大成
就。为增加观众参与感，车马遗迹展厅采取
边修复、边展示的展陈方式，甲骨文展厅里设
置了数字海报和数字互动环节。

“殷墟是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辉煌阶段，
城市、冶金术以及文字，文明三要素在这里完
全齐备，通过博物馆等形式和载体让国人了

解认识并认同我们辉煌的历史，增强民族自
信心和凝聚力，是文博人的文化使命。”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
席专家王巍说。

“殷墟灿若星辰的珍贵文物、甲骨文献和
考古成果，有助于深度阐释商文明蕴含的中
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安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高永说，新馆的投
用，让古代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这里
交相辉映，为宣传阐释中华文明密码、延续中
华文化根脉提供了新的支撑。

全息投影、虚拟数字人、多媒体交互
……殷墟博物馆新馆科技与文化创意融合，
打破传统展厅的静态展示，调动游客多维感
官沉浸式体验。3000多年前的殷墟以更青
春的姿态走进公众视野，在赓续传承中焕发
蓬勃生机。

“殷墟的价值及其背后的文化影响已深
入华夏民族的血脉中，它展现了中华民族的
卓越智慧，是中华民族精神力量之源、文化自
信之根，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
了强大精神动力。”王巍说。

雪后初霁，65岁的何永献一大早就出了
门。他是殷墟所在的小屯村党支部书记，也
是文保专职干部。对殷墟遗址重点区域进行
巡查，几乎是他每天必做的事。

“小屯是殷墟核心区所在地，每一位居民
都签了保护责任书。”何永献说，守护殷墟是
小屯人的使命。

“安阳既有殷墟甲骨文文化地标，又孕育
了红旗渠精神，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和
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在新时代担当新的文
化使命的基础所在、底气所在，对其传承发展
也是我们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贡献
的努力方向所在。”安阳市委书记袁家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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