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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玉联珠”: 一个破译甲骨奥秘的“神器”

甲骨缀合，指综合利用甲骨

上的各方面信息将甲骨碎片拼

接起来，使原本破碎的材料变为

完整或较为完整的材料，是甲骨

新材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学者

的甲骨缀合成果一般通过专著、

书刊和网络文章等方式发表，往

往散见多处，不便利用，纸质出

版品亦不能满足及时增补和更

新的需求。

为此，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

古文字研究中心师生共同打造

“缀玉联珠”甲骨缀合信息库（简

称“缀合库”），致力于全面整合

甲骨缀合信息，将缀合情况、出

处、缀合者等信息汇于一处，冀

为学界提供查检之便。在中心

鼎力支持下，开发团队历时两年

多时间筹备，于今年2月正式上

线缀合库，目前已成为学界检索

甲骨缀合成果的主要平台。

古文字研究要将严谨的研

究建立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之上，

这支团队所做的正是一项基础

性工作。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

究中心研究员蒋玉斌说：“这个

数据库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是开

放的，大家都可以拿来使用，由

此就可以知道前人的成果，相当

于我们帮助大家完成了研究前

期的关于甲骨缀合的‘文献综述

’部分。”

4月20日是第14个“联合国

中文日”，也恰逢缀合库上线两个

月，让我们跟随出土文献与古文

字研究中心甲骨缀合信息库开发

团队，对话 3000 年前的文明碎

片，解读甲骨残片的神秘密码。

多位90后博士参与开发

对于研究商代文字和历史

的学者来说，甲骨卜辞是重要的

第一手资料，十分珍贵，但由于

多数甲骨残缺太甚，致使其刻辞

支离破碎，不便通读。甲骨缀合

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能使甲

骨碎片“破镜重圆”，成为可以利

用的珍贵史料。

近百年来，已有超百位学者

投身甲骨缀合工作，完成了七千

多组甲骨碎片的缀合。“建立这样

一个数据库，能够有效避免古文

字研究者的重复劳动，避免出现

花费心思整理，缀合完成后，却发

现已有前人缀过的情形。”团队成

员、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中心2019级博士生杨熠说。

杨熠与2020级博士生黄博、

2022级博士生程名卉从2021年开

始利用课余时间收集数据，包括

《甲骨文合集》出版以来学界众多

学者的甲骨缀合成果信息，涵盖

公开出版物、学术网站等多个信

息来源，接着共同商议网站的框

架，最后交由技术公司负责实现。

然而，缀合库的成功上线，

在团队成员心里只意味着工作

刚刚开始。“日后的维护更为重

要，欢迎学界师友给我们反馈意

见。”杨熠说。

为古文字研究打下基础

如何才能判断两片甲骨缀合

成功？这不仅要求甲骨的形状能

严丝合缝连接，甲骨正反两面的

纹路也要相同，刻写的字体、风

格、叙事内容也必须互相契合。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龟甲和

牛肩胛骨标本是出土文献与古

文字研究中心师生的案头之物，

大家时常观察摩挲这些标本，力

求做到对龟甲和牛肩胛骨的部

位、形态了如指掌。

甲骨残片俯拾皆是，开展甲

骨缀合工作中最难的一个环节，

无疑是能在脑海里将两片散落

不同之处的甲骨形成关联。在

外人看来，这件事无异于“大海

捞针”。

对古文字研究者来说，首

先要跨越字形关，熟悉古汉字

的写法，拥有深厚的古汉语和

历史文化功底。具体到甲骨缀

合，还要有极高的记忆水平和

敏感度，要对甲骨实物形态与

已发表的甲骨信息都很熟悉，

在头脑里形成数据库，从而在

缀合工作中灵活调用。

值得一提的是，缀合甲骨的

实际场景，并非意味着研究者亲

手拿着甲骨碎片尝试“拼图”。

由于埋藏时间过久，现存甲骨大

部分都较为破碎，边缘还可能掉

渣，必须存放于文物单位妥善保

存，研究者一般只能通过拓片及

实物照片来判断缀合可能性。

然而，拓片只能提供一些基本的

信息，形状可能也会因甲骨的弧

度而产生畸变，更何况很多实物

图还尚未公开。

“我们现在是使用 PS 软件

来进行缀合工作，会遇到很多看

起来很像但是并不是同一组的

情况。如果检查出来有一个要

素是不符合的，那么大概率就是

错误的。”程名卉笑言。

实际上，甲骨缀合并不是这

群研究者唯一的工作，而是其中

比较基础的一个部分。杨熠目

前研究的YH127坑，是殷墟发掘

中最有名的一个甲骨坑，前辈学

者花了很大功夫对其中的甲骨

进行缀合复原，但仍有不少材料

需要且能够被缀合。近年他也

投身其中，完成了大约200组缀

合，但他最终目的，是要全面研

究甲骨上记载的文字和内容。

“甲骨缀合虽然只是一个开

始，但却是一项材料性比较强的

基础工作。”程名卉强调了甲骨

缀合的重要性。完成缀合的甲

骨承载着历史文化价值阐释的

重要作用，通过缀合，研究者才

能从中获得更完整的信息，从而

进一步拓展更多历史、文化等方

向的研究。

“无论把它当作什么材料来

用，总是希望它是最完整的，这

是一项1+1＞2的工作。”蒋玉斌

期待，缀合库能够为后续的古文

字研究建立起扎实的材料基础。

传承学脉培育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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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

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

多年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研究中心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宗旨，以人才、学科、科研三

位一体的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

努力发掘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中的

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用古文字

和出土资料，讲好中国故事。

从裘锡圭先生等古文字研

究大师到中青年优秀学者，再

到立志投身相关研究工作的青

年学子，中心团队传承学脉、守

正创新，源源不断产出有影响

力的精品成果，为中华文明探

源作出重要贡献。

甲骨缀合研究的持续深入

是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需持续

努力、久久为功。复旦古文字研

究者与“缀玉联珠”甲骨缀合信

息库将为学者提供助力，进一步

提高甲骨缀合效率，为破译隐藏

在神秘甲骨中的中华智慧和文

明密码贡献复旦力量。

本报记者 殷梦昊
实习记者谢 鑫

实习记者吴睿涵 摄

▲“缀玉联珠”甲骨缀合信息库首页

▲团队成员运用PS软件开展缀合工作

本报讯 4月18日下午，上
海市教育系统关工委教育实践
基地《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及“李
大潜工作室”正式揭牌。

为了发挥“五老”作用，关心
好下一代，进一步集聚教育系统
和社会教育资源，上海市教育系
统关工委和复旦大学共同成立
以《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命名的
教育实践基地，以中国科学院院
士、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
李大潜命名的“李大潜工作室”。

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
示馆是第7个上海市教育系统关
工委教育实践基地。此前，市教
育系统关工委已成立“东方绿
舟”“中医药博物馆”等一批教育
实践基地。这些教育实践基地
既拥有共同的思想教育基因，又
具有各自的教育文化特色，为广
大青少年学生和青年教师提供
了学习考察和实践体验的新平
台和新空间，成为关心下一代工
作的重要载体。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
记张艳萍，市教育系统关工委主
任李宣海，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
尹冬梅，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
人，复旦大学“星火”党员志愿服
务队代表、书院师生代表、数学
科学学院师生代表等出席揭牌
仪式。复旦大学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陈立民主持揭牌仪式。

本报记者 胡慧中

共建教育实践基地

本报讯 日前，2023 年上海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推进
会举行。复旦大学“《共产党宣
言》展 示 馆 学 术 研 讨 会 ”在
2021—2022 年度上海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考核评估中，获颁品
牌项目荣誉。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主题
学术研讨会”每年11月举办，迄
今已举办五届。立足于复旦大
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雄厚优
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参鉴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的丰富馆
藏，在多方学术资源汇集之下，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学术研讨
会”始终以学术为引领，通过座
谈会、学术研讨会等形式构建陈
望道与《共产党宣言》中译研究
的学术交流平台，不断深入对
《共产党宣言》的学术研究和学
理阐释，深化对陈望道的生平展
示，推动了相关学科的交叉融
合，推进了《共产党宣言》和陈望
道研究前沿，收获社会各界的广
泛好评。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主题
学术研讨会”以重大历史事件节
点为契机展开讨论，主题和基调
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彰显与时俱
进的使命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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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颁品牌项目荣誉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

古文字研究中心师生共同

打造的“缀玉联珠”甲骨缀

合信息库（简称“缀合库”），

致力于全面整合甲骨缀合

信息，将缀合情况、出处、缀

合者等信息汇于一处，冀为

学界提供查检之便。目前，

缀合库内共有缀合信息

6400余条，并将持续更新。

缀合库坚持开放原则，内置

交流反馈功能，上线2个月

已有25万余次访问量，收到

70余条专家学者的反馈意

见，已成为学界检索甲骨缀

合成果的主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