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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

古文字研究中心教师团队获评

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

团队”。扎根“冷门”，钻研“绝

学”，团队 18 名老、中、青成员接

续奋斗，以实际行动践行黄大年

同志的精神和理想。

光华楼里通宵不熄的
灯，三代学人一脉学风

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27层，有一个实体研究机构。这

里往来的师生不多，但每到深

夜，自习室里总亮着灯光。站在

楼下仰望，这抹常常通宵不息的

灯光被称为“光华楼上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这里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

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下文简称：

中心），由我国出土文献与古文

字研究领域权威裘锡圭先生于

2005年率团队成立。如今，刘钊

教授担任中心负责人，率领团队

沿着裘锡圭先生开辟的道路继

续前行。

“在做学问这一点上，裘先

生始终是我们的榜样，始终在教

育和感染着我们。”刘钊表示裘

先生是团队的“学术核心”和“精

神领袖”，“他树立的扎实求真的

学风勉励着后继学人，指导着我

们沿着不偏不倚的研究路数攻

坚克难。”

“从来没见过裘先生这么严格

的人，他的文章总是不停修改到付

梓前最后一刻，出版后一旦发现可

改进之处，他还要改。”如今，年近

九旬的裘先生虽然视力极度衰退，

但仍在坚持学术研究工作，从未间

断。“我还能在学生和同事的帮助

下，每天工作两个小时，写我感兴

趣的文章。”即便手术后卧床不能

行动，裘先生也坚持用平板电脑听

经典古籍，反复揣摩体悟文本，为

写文章做准备。

桃李不言。在裘先生的言

传身教下，中心老、中、青三代学

人勤勉刻苦的学风接力传承。

现今中心18 位研究人员，70 后、

80后有13位，是团队的研究主体

和中坚力量，其中 8 位在中心读

博后留校工作，凝聚成一个学风

相近，互足互补，团结激励，比学

赶超的研究集体。

走路戴耳机听古书诵
读，以纯粹之心治学

跨越千年时空，要想做到对

一个古文字的“完全考释”，是极

难的事情。

以甲骨文为例，共发现不重复

单字近4000个，迄今已有五代学

者前赴后继不断地进行研究，但仍

剩下 2000 多个“硬骨头”啃不下

来。在西周、战国乃至秦汉文字

等，以及数量浩繁的出土文献，同

样蕴含着大量的待解之谜，等待召

唤着研究者前赴后继，痴心不渝。

为了研究一个字，学者们常

常需要解释一串字。不仅需要

调用毕生所学，兼用语言学、历

史学、考古学等综合知识背景，

架起一座从已知到未知的桥梁，

更需要坐冷板凳、下大功夫。“如

果缺乏兴趣，缺乏持之以恒的毅

力，就很难取得新突破。”

陈剑教授是团队年轻学者

的代表，他走路时总是戴着耳

机，不为听歌，只为听朗诵的古

书典籍。古代早期知识大都口

耳相传，在听古书诵读中，陈剑

揣摩体会古人的语感，了解古人

的用字用词习惯，培养对古书的

感知和熟悉度。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是

一个比时间、比体力、比脑力的

“竞赛活动”。陈剑教授曾说，

“选择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买

书、看书、写书”这三件事，是团

队学者学术生活的共同写照。

“你付出过多少努力，看了多少

本书，研究到什么程度了，文章

写出来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个领域对材料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各种材料，都要力争

找到最好，例如好的拓本、高清

的照片，甚至是红外线照片。此

外，掌握各种最新的资料库与检

索手段更是必须。

忘我研究、日积月累、不断学

习是研究的常态，可能“用力多而

收获少”，但团队中的众学者却乐

在其中。学者们乐于穿梭于时代

的风云，如同老吏断狱、神探破

案，根据文字的形、音、意的流变

剥丝抽茧，最终探取真相。这样

的研究过程，即便对钻研多年的

专家来说，也时刻充满着新鲜感

和神秘感。“作为学者的荣誉感超

越一切”，当终于取得突破后的成

就感、满足感带来的豁然开朗和

欢欣畅意，之前跋涉书海的艰苦

历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首部专业研究生教材
即将出版，研究态势迅猛

“汉字演变如同一个链条”，

刘钊认为，文字发展是一个连绵

不断的贯通过程，各个时期互相

勾连影响，在古文字范围内，哪个

时段的研究都不可或缺。目前，

中心研究人员的研究领域涵盖古

文字范围的全时段，既有某一领

域的专家，又有全领域的通才，已

形成老、中、青相结合，团结激励，

富有活力的一支研究团队。

例如，蒋玉斌青年研究员擅

长甲骨文研究，他曾凭借对甲骨

金文“蠢”字的释读一举成名，拿

下“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奖励”

一等奖，获得全国“悬赏令”的10

万元奖励。

团队学者研究视角多元，路

径宽阔。在张富海副教授给学

生授课的现场，经常能发现台下

坐着一些教授同事。原来张富

海擅长利用古文字研究上古音，

观点常常极具启发性，同事们纷

纷前往课堂观摩学习。

又如，汪少华教授的出土文

献与传世典籍的名物研究，施谢

捷教授和石继承副研究员的古代

玺印、封泥研究，张小艳教授的敦

煌文献研究，广濑薰雄研究员的

秦汉简帛研究，周波教授的战国

文字研究，刘娇副研究员的出土

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读，谢明文副

研究员的商周金文研究，张传官

副研究员的出土和传世字书研

究，邬可晶副研究员的文字考释

和文本解读，蒋文副研究员的出

土经典研究，任攀青年副研究员

的秦汉出土文献研究，阿列霞青

年副研究员的比较文字研究等

……都能独占鳌头，各领风骚。

自国家启动“强基计划”以

来，中心进一步优化学科体系，完

善课程设置，不仅新增十门本科

课程，还进一步提升了研究生教

学质量。中心教师集体编写的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教程》即

将正式出版，这是全国第一部出

土文献与古文字专业研究生教

材，可以帮助学生初步掌握从甲

骨文到秦汉文字全时段的古文

字，成为领域内的预备人才。

今年 4 月，由黄博、杨熠、程

名卉等博士生研发的“缀玉联

珠”甲骨缀合信息库正式上线，

是目前海内外最好的缀合信息

库。这个数据库全面整合甲骨

缀合信息，将缀合情况、出处、缀

合者等信息汇于一处，为学界提

供查检之便，得到学界赞许。

经过多年的发展培育，目前

学术团队朝气蓬勃，发展势头良

好。团队重大成果频出，学术奖

励捷报频传，先后承担3项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

金冷门绝学专项团队项目、1项教

育部重大攻关课题、26项“古文字

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资助

项目和几十项各级各类项目，获

得 20 余项国家及省部级重要奖

项，各类科研资助逾6000万元。

“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已

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刘钊在

不止一个场合这样表示，这得益

于国家出台的相关方针政策和

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

未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

究中心教师团队将继续发掘出

土文献与古文字中蕴含的历史

思想和文化价值，利用出土文献

与古文字中的具体实例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

好中国形象，为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和话语体系提供支撑，为增强中

华文化的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

的影响力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汪祯仪
实习记者段瑞怀

扎根冷门绝学，编织中华文明的绚烂华章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师团队获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全体成员合影

玄妙奇诡的甲骨文

字如何考释？出土的战

国秦汉简牍记载了怎样

的奥秘？

在复旦，有这么一群

人，他们整日与甲骨、青

铜器、竹简木牍、帛书打

交道，致力于从出土文献

中发掘历史思想和文化

价值；他们驰骋于语言

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

个领域，用古文字拼出中

华文明的绚烂图景。

本报讯 9月4日，上海数据
集团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数据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建雄
一行到访复旦大学。复旦大学
与数据集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开启全方位战略合作，共同推动
上海数据领域高质量发展。

数据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
朱宗尧，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
大学校长助理、科学技术研究院
院长马余刚代表双方签约。数
据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建
雄，副总裁李小山，中国科学院
院士、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复旦
大学大数据学院咨询委员会主
任陈晓漫见证签约。

本报记者胡慧中

上海数据集团来访

开启全方位战略合作

9月 9日上午，在“99公益
日”这一充满爱心的全民公益活
动日，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携手外联处、校团委共同在复旦
校园组织“西望”公益计划校园
主题活动，同时招募基金会服务
志愿者。

通过公益捐助、结对帮扶等
形式，“西望”公益计划活动助力
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各项
公益支教工作。主题活动设在
光华楼草坪，并同时在旦苑餐
厅、北区学生食堂、南区学生食
堂设立宣传点。这也是学校“文
化校历”第一周的活动之一。

来源：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

复旦校园迎公益日

用爱心点燃“西望”

本报讯 9月 7日至 9月 9
日，围绕“科技创造可持续未来”
主题，第二届 INCLUSION外滩
大会在黄浦世博园举行，超500
名全球科技领军企业和专家学
者参会并分享人工智能、区块
链、隐私计算、Web3.0等前沿技
术探索与创新产业实践。“IN⁃
CLUSION·外滩大会”是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峰会，永久
落户上海，并成为上海面向全球
的金融科技名片。

复旦大学共有两个科技“含金
量”颇高的项目亮相本次大会，分
别为“人工智能开启未来时刻
AI——复旦大学智能计算平台
CFFF”（Computing for the
Future at Fudan）和“6G为未
来加速——复旦大学先进6G光子
宽带太赫兹通信系统”。

来源：外滩大会组委会、新华
社、澎湃新闻

第二届外滩大会举行

复旦科技成果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