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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著名古文字学家、

古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复旦大

学文科杰出教授、出土文献与古

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先生

在上海逝世，终年90岁。

毕生致力古文字研究

裘锡圭，祖籍浙江宁波，

1935年生于上海，1952年，他以

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历史

系。研究生阶段师从胡厚宣教

授，专攻甲骨学与商代史。1960

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

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从助教做

起，逐步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担

任博士生导师，并获国家“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2005年，裘锡圭带领团队回

到复旦，出任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研究中心教授。“当时我们的语

言文字学正欠缺古文字学这一

方向，裘先生的到来正好填补了

这一空白。”时任复旦大学中国

语言文学系主任、文科资深教授

陈思和回忆。

裘先生毕生从事出土文献

与古文字的整理研究工作，兼及

文字学、古文献、古代史、思想史

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举世

瞩目。20 世纪 70 年代初，长沙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帛

画、简牍等珍贵文物，举世震

惊。2014年，由裘锡圭主编，湖

南博物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

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的《长沙马

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以下简称

“集成”）对这批珍贵资料作了系

统整理与注释。这一成果问世

后，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

裘锡圭广泛涉猎殷墟甲骨

文、两周青铜器铭文、战国文字

（玺印、货币、简帛、玉石等）、秦

汉文字等各个门类，尤其擅长考

释古文字资料中的疑难字词，所

释甲骨文、战国文字为学界广泛

接受为定论。

他撰写的《论“历组卜辞”的

时代》《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

否问句的考察》等文，极大推动

了甲骨学的研究进展；所撰《战

国货币考（十二篇）》《战国文字

中的“市”》《〈战国文字及其文化

意义研究〉绪言》等文，是战国文

字研究的典范之作。他的《文字

学概要》一书是中国文字学领域

的权威著作，出版以来先后印过

40余次，总印数达25万册以上，

并有英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译

本出版。他的学术论文集《裘锡

圭学术文集》及其续编收录其大

量重要研究成果。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裘锡圭曾提出治学需具备

三种精神：一是实事求是，二是

不畏艰难、持之以恒，三是在学

术问题上对己严格、对人公平。

他的学术品格和严谨作风

为学界树立了榜样。注重自我

纠错，曾公开承认并纠正自己对

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鸟形盉铭

文的误读，并在编纂文集时主动

标注错误之处。“裘先生对学术

的热爱和高要求，是我们必须传

承下去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说。

因长年伏案工作，裘锡圭饱

受眼疾困扰，90岁高龄的他，尽

管精力大不如前，却依旧每天工

作2至3小时。“他说，‘我现在心

里很焦急，手头还有很多事情要

做！’”前不久刚去探望裘先生的

陈思和回忆。而裘锡圭口中让

他牵挂不已的事情，便是完成

《老子》简注工作，这事退休后他

重点专注的工作。

1995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

史》通贯古今，其中介绍裘先生

的学术成果的占了相当大的篇

幅。书中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

甲骨文字考释上成就最大的是

裘锡圭，“其所写的古文字考释

文章，精彩纷呈，很少出现问

题。考释命中率很高”。

“这是因为裘先生对文字发

展的全貌有深刻认识，对许多汉

字的形式、时代、内容、性质、史实

背景，都有相当精到的研究。”复

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陈

剑教授说，用这样的态度去做学

问，取得这样的成就不奇怪。

裘先生还有一个习惯，写卡

片。卡片由大纸裁成，记录研究

心得，写好后按不同的问题加以

归类。看到新材料或新说法，哪

怕是某人某个意见，也随时补

入。几十年的光阴，裘先生争分

夺秒记录了无数张卡片。

到处站满听课的师生

裘先生回复旦时已 70 岁，

除了带研究生之外，学校并没有

安排他给本科生上课，但是他主

动提出来，要给本科生讲一个学

期的《古文字学》，一时全校轰

动。即使先生“当中从不下课，

每次都拖堂”，教室走道、门口里

仍站满了慕名前来旁听的老师

学生。

“裘先生授课非常严谨，逻

辑清晰，层次分明，备课非常认

真。”当时，出土文献中心研究员

周波作为助教，每节课前都要到

裘先生寓所取需要分发的资料，

每到先生家中，他总会看到裘先

生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斟酌改定

讲稿。“基本上到上课的前一天，

裘先生就不干别的事情了，只为

次日认真备课。”时至今日，裘先

生受邀讲座的手写大纲仍字迹

工整，分发的复印件被当时听课

的许多同学珍藏。

一直以来，裘锡圭都很重视

学生，对于他们的想法总会公平

对待、一视同仁。三轮车夫蔡伟

破格被复旦录取的故事，令人津

津乐道。这位当时仅有高中文

凭的古文字爱好者，曾就学术问

题致信裘先生，裘先生十分认

可，不仅发文更正，还邀请他参

与《集成》编纂。裘锡圭后来还

联合其他教授向教育部推荐，使

蔡伟得以破格录取为复旦大学

博士生。

“如果我端一次架子，可能

他们（年轻人）以后就不（和我）

说了，那得有多遗憾？”裘先生曾

说，年轻人如果对学术有真正的

爱好，又有一定的基础，只要勤

奋学习工作，并非一定要二三十

年才能“出师”，有些十年左右就

能达到很高水平。“一个学术单

位有责任培养年轻人，创造学术

第一的气氛和学风”。

任教六十余年，裘先生培养

了众多优秀硕博士研究生和博

士后。如今，他所带领的复旦大

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也已步入第二十个年头。二十

年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

心逐步建立起特色化创新性培

养体系，不断为这一学科发展注

入新鲜血液。

目前，中心已培养200多位

研究生，出版学术著作百余种，

获得近30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上海市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海成果奖，以及

60多项其他重要奖项。团队已

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研究方向全

面且交叉互补的合理结构，其中

不乏首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

域一级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

授、国家级及上市人才等。

斯人已逝，风骨长存。裘先

生对学术的执着热爱和严谨态

度，为后辈学者树立了不朽的丰

碑。他的学术精神与研究成果，

也将指引后人前赴后继、推动

“冷门绝学”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本报记者汪蒙琪 汪祯仪

缅怀文科杰出教授、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

本报讯 4月29日下午，复旦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

习举行。上海市委原常委、上海

警备区原政委胡世军同志作学

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专题辅

导报告，校党委书记裘新主持。

胡世军以《百年大变局与

国家安全观》为题，结合军旅生

涯斗争实践谈对总体国家安全

观的学习思考，对下一步深入

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

意见建议。

本报记者 汪祯仪

上海论坛聚焦创新时代的科技、发展与治理
4月25日，上海论坛2025在

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

论坛以“创新的时代：科技、发

展、治理”为题，吸引来自全球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库、高校、

政府、企业、媒体等机构的 500

余名嘉宾、代表，围绕人类共同

挑战展开对话交流，为亚洲乃至

全球发展探索更具包容性、公平

性的未来路径。

聚焦核心议题，多元主体共

探全球发展路径。日本前首相鸠

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联

合国前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

代表金垣洙（Kim Won-soo），美

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卡内基中

国中心主任华自强（Rick Wa-

ters），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主任

汉斯·克鲁格（Hans Kluge），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复旦大学

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荣誉院长

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

与观察者网创始人及董事长李世

默作主旨演讲。该环节由韩国崔

钟 贤 学 术 院 院 长 金 裕 锡（Kim

Yoosuk）主持。

本届论坛于4月25日至27日

举行，设立科技、发展、治理三大

分论坛板块，下领15个分论坛，议

题涵盖“变革与转型：国际合作与

创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藩篱

与未来路径”“数智健康 金融科

技”“超级智能机器、技术想象与

人类未来”“中美关系的大趋势与

小周期”“应对全球挑战的国际绿

色金融体系建设：变革与转型”

“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与全球治

理”“抵御地缘政治风险深化中

国-东盟科技创新合作”“技术与

贸易之变：克服中欧关系中的单

边主义”“全球转型与国家发展动

力”“ESG 与环境创新的企业实

践”“全球化和地方转型语境中适

老社会科技创新实践：关于照护

的挑战与希望”“新质生产力助力

健康中国战略”“全球南方崛起背

景下的全球治理与科技创新”“数

字经济下的劳动力市场变革：政

策应对与未来展望”。

作为多元成果矩阵中的重

要一环，复旦大学打造的系列九

本“复旦智库报告”也将亮相本

届论坛。

通讯员薛晨宇杨一
本报记者李怡洁
实习记者谢蕴

任教六十余载，毕生致力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整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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