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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8 月 13 日夜，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甲骨文实验室”）的一支专项团队，完成

了赴韩国采集数据的任务后返回河南。随他们一起回来的，还

有 7 片甲骨实物的高保真数据。这是我国流失海外的甲骨文化

遗产，首次以数字化形态与故土重逢。

甲骨文，这一源自 3000 年前的神秘文字，蕴藏着古人的

文化精髓和先民的创造智慧，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变迁。然

而，在这些镌刻于龟甲、兽骨的特殊符号被彻底破译前，甲骨

文却面临着风化侵蚀、流失散佚等挑战。随着科技的进步与

跨学科合作的深化，这一古老神秘的文字，正在实现跨越时

空的永生。

破解谜团需迈过三道槛

“此次赴韩国采集甲骨数据过程中，实际上我们采集了 8

片甲骨数据，因为其中一片因长期风化裂为两片。”甲骨文实

验室主任刘永革告诉记者，“尽管韩方工作人员操作非常小

心，但仍无法避免甲骨片出现小块脱落的情况。”

自“甲骨文之父”、金石学大家王懿荣偶然揭开甲骨文的

面纱，百余年间，为了破译“文明密码”，我国学者焚膏继晷，

至今仍面临三大难关：风化侵蚀严重、大量流失逸散、释读难

度极大。

3000 年来，现存的甲骨，每一刻都在与风化、虫蛀等自然力

量进行着无声的抗争。甲骨本身极为脆弱，在出土、保存、展示

等各个环节，都极易因自然与人为因素受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曾无奈地表示：“存在社科

院的甲骨，仅仅过了几年，有些字就已经模糊不清，无法辨认。”

此外，因历史原因，大量甲骨散落于海外。刘永革介绍，殷

墟出土的甲骨总量约为 16 万片，现分别收藏于国内外 181 家博

物馆、图书馆、科研院所及高校等机构中。其中，国内约有 12

万片。

当前，尚有数万片甲骨被私人藏家持有。而由于私自滥掘

和盗卖，3万余片甲骨流失海外，散落于卡内基博物院、苏格兰皇

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普林斯顿大学等地，还有不少未公诸学

界，这都构成了中国文化遗产无法估量的损失。

2016 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出的甲骨文破译“召集令”——

“破译一个字，奖金十万元”，曾让这一冷门学问成为热点话题。

高价悬赏，激发了更多人参与甲骨文释读的热情，一定程度上也

揭示了甲骨文字研究的艰巨性。2018年，经专家委员会认可，复

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蒋玉斌，凭借对甲骨

文“蠢”字的释读拿到奖励。此后再无人获奖。

据统计，甲骨文单字共有 4000 余个，其中仅有约三分之一

的字形被成功破译。在这些古老的甲骨文里，一部分象形文

字由于它们的形态与现代汉字差异较大，很难准确辨识其含

义。对于同一个甲骨文字符，不同学者的解读往往存在显著

差异。

宋镇豪表示，容易识读的字大都已经破译，剩下的都是难度

大的。只有认真探索，根据甲骨文例、语境、文字属性、字体构型

分析，结合金文等其他古文字以及往后的简牍文字，查其流变，

集结成不同历史时期每个单字形体构型的信息包，才有可能破

解谜团。

数字缀合技术显身手

9月 15 日，在甲骨文实验室，甲骨文字形识别与分析研究室

主任张展向记者边演示边介绍。只见他登录“殷契文渊”网站

后，在字形库中选择甲骨文“焚”，所有包含该字形的甲骨片信息

悉数显现。

“这是该实验室打造的甲骨文大数据平台。该平台于 2019

年向全球学者开放。这一平台集甲骨文文字库、著录库、文献库

三库于一体，目前已上线甲骨著录 153 种，甲骨图像多达 23.9 万

余幅，甲骨论著共计 3.3万余种。”张展说。

“ 数 字 化 、数 据 化 、智 能 化 ”是“ 殷 契 文 渊 ”的 三 个 关 键

词。刘永革介绍，该平台的建设初衷是对一百多年来所积累

的相关数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建成世界最大的甲骨文数

据中心。

“这个甲骨文形似电视机，还‘长’了两个耳朵。其实，它代

表‘灯’，寓意一种祭祀形式。”张展向记者展示道，“这个字是凭

借数字技术缀合破译的。”

甲骨缀合，是一项根据甲骨形态及所刻甲骨文，精确复原甲

骨碎片位置的拼接操作。在数千年的埋藏过程中，甲骨因地层

压力、水湿浸润及发掘翻动等因素，往往由完整一片断裂成多

片。数字缀合，正是突破这一研究瓶颈的关键技术。

张展进一步介绍，拼接后的甲骨文如获新生，成为历史考古

的新材料，价值倍增，因此这项技术被称为甲骨文的“再发掘”。

该实验室正致力于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甲骨碎片进行自动

缀合，目前已缀合 70组甲骨碎片。

甲骨脆弱，令人揪心。对此，研究人员通过建立数字化全信

息数据模型，为甲骨文物赋予永恒的“生命”。

2022 年，甲骨文实验室联合腾讯公司推出“甲骨文全球数

字焕活”计划。目前，他们已经取得“微痕分析”和“甲骨三维

建模”等技术突破，构建起包含三维模型、微痕增强图、微痕灰

度图、数字摹本、数字拓片及科学影像层等在内的“甲骨文全

信息数据模型”，实现了甲骨实物在数字空间的高保真还原和

保护。

“这是一项比绣花还精细的工作，也是一项堪比科学实验的

复杂工作。”刘永革说。

在用高精度相机拍摄甲骨片时，研发人员需综合运用高清

拍摄、微距拍摄、三维建模、红外线拍摄、多光谱拍摄等一系列技

术手段，对每一片甲骨拍摄 150 余张照片，确保进行全信息采

集。研发人员再将不同甲骨图片进行精确对齐与叠加，每个图

层都显示不同的信息。

“比如这个字，它在甲骨拓片上是看不到的，甚至实物都看

不清。”腾讯 SSV 数字文化实验室首席架构师王朝阳指着一张甲

骨图片介绍，“但是借助微痕增强、高保真等技术手段，我们得以

窥见这些‘隐藏内容’。”

在甲骨文实验室的三维研究室，负责人郭安向记者展示了

数字空间里高保真还原的“甲骨实物”。在屏幕上，这个数字

化的甲骨实物可以 360°自由旋转，也能根据需要进行放大或

缩小。

通过微痕分析，记者不仅能看清甲骨片上的文字刻写风格

和笔画叠压关系，还能深入了解钻凿形态、卜兆裂纹、材质纹理

等信息。

郭安告诉记者，未来，“殷契文渊 2.0”将采用甲骨文全信息

数据模型，形成甲骨文保护与整理的新技术规范和标准。

AI协同打造“朋友圈”

人工智能，能否成为解锁古代“密码”的钥匙，为甲骨文释读

带来新可能？

“我们的‘人机协同助力甲骨文考释’项目，目前已成功构

建了包含 173 万个甲骨文的庞大字库。该项目的推进，就是为

了解决甲骨实物‘看不清’、文字‘查不到’等基础性问题。”刘

永革说。

“AI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王朝阳告诉记者，“在‘殷契文

渊’AI协同平台上，我们事先采集高清的甲骨信息，然后把实物

文字和标准文字进行关联，供专家学者查找。”

该平台已有 4500 个标准字形，其中 1500 个已被破译、3000

多个未被确认。使用者只要输入当今汉字或者文字图片，就可

以查询到甲骨片或者文字。

“这个平台，不仅仅是一个‘人机协同’的搜索工具，更

是一个‘人人协同’的社交媒介。”王朝阳说，“在这里，每位

专家都拥有标注的权限，只要他们愿意，便能将个人的研究

信息与同仁共享，实现知识的‘相互看’，彼此间灵感碰撞，

共同激发新的研究思路。在这样的协同合作下，我们将会

实现‘1+1＞2’的效果！”

王朝阳进一步举例说明：“以‘车’字为例，甲骨文中‘车’字

的出现频率极高，但要将它们聚合起来却并非易事。而现在，借

助计算机匹配与 AI协同技术，我们可以迅速在甲骨片上找到并

标注出‘车’字。”

此外，甲骨文单字的写法千变万化，为了准确识别一个文字

的标准字形，开发人员需要了解与其相似的文字有哪些，这个文

字在哪些文献中出现过，以及它的偏旁部首是什么。为了解答

这些问题，我们与中国文字博物馆和正大文字中心紧密合作，将

更多珍贵资料导入了平台。

他 补 充 道 ：“ 再 如‘ 丁 ’字 ，在 这 片 甲 骨 上 是 这 样 写

的 ，而 在 其 他 甲 骨 上 又 是 如 何 呈 现 的 呢 ？ 只 需 轻 轻 一

点 ，相 关 信 息 便 会 立 刻 呈 现 在 眼 前 。 通 过 字 形 匹 配 ，众

多信息被紧密关联起来，为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带

来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甲骨文实验室还免费提供了甲骨文手写字、甲骨

文字检测、甲骨文字识别等三个开放数据集，这些数据集已

被国内外各大研究机构和科研院所广泛使用，下载次数已超

过 3.5万次。它们为甲骨文的“数字化”与“智能化”研究提供

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游子”回家的新机遇

2017 年，甲骨文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

忆名录。而在这之前 30 年的 1987 年，在河南安阳举办

的纪念殷商文化学术研究会上，一位日本学者提出了

甲骨文回乡的倡议。这一倡议如一粒种子，深植于

我国学者的记忆中。

年逾古稀的宋镇豪，是当代我国甲骨学的

领军人物之一。3 万余片甲骨流失海外，始

终是他的心头之痛。几十年前，他也曾立

下甲骨回乡之愿，并倾尽心力投入到甲

骨文的整理工作中。他先后整理出版

了 16 种、近万片甲骨文材料，“聊作弥

补”。

2023 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站

副站长何毓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郑

重地提出了“让甲骨文以数字化方

式回归故乡”的建议。他表示，“保

护、传承、研究好甲骨文，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甲骨文的数字化回

归，已经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今年 5 月，第六届全国甲骨文

整理与研究暨首届数字甲骨共创

计划发布仪式在安阳举行，标志

着“ 数 字 甲 骨 共 创 计 划 ”正 式 启

动。这一计划为甲骨“回家”带来

了新机遇，也让“甲骨文大数据

回 乡 之 愿 ”在 科 技 的 助 力 下

逐步变为现实。

“数字甲骨共创计划”

之下，天津博物馆、安阳博

物 馆 率 先 自 行 配 套 资

金，实现甲骨文从采集

建模、研究考释、展览

研学的全流程研究开

发。“数字甲骨共创中

心”还与法国、英国、欧

盟等相关学术机构洽

谈，助力流失海外甲骨

“回家”。

刘永革给记者手写

了一个字，深情说道：“这是

甲骨文的‘月’字。中秋时节，

古人望月思乡。我希望终有一日，

远在异国他乡的甲骨，都能以数字化的

形式回归故乡，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团圆。”

数字技术让千年甲骨获数字技术让千年甲骨获““新生新生””

如 果 说 甲 骨

文是一种“密码”，

那么顺着破译后的

线索，我们得以拨开

浓浓的历史尘烟，追溯

神秘的上古中国史，探寻

先民的“日常”。可以说，

甲骨文就是来自 3000 多年

前的 VLOG。

从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

上的 VLOG 里，能读出什么内

容？

其中，有真实存在的商王室

谱系，有各种各样的商朝人日常，

还有殷商社会的“小百科”：无论

是商王国政治疆域、地理架构以及

相应的内外服制度，还是风霜雨雪、

水旱虫灾、粮食耕作，抑或是名类繁

多的建筑名、乐器名、祭歌名、病患记

录……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甲骨卜辞中均有

展现。

“在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商王朝王

位继承法与婚姻亲属制的特点 ，王事与臣属

活动的政治景观，重大事件中的人物思想情

感表现，商王与诸侯方国的关系，社会生活中

权贵与平民、奴仆的阶级结构，经济产业的管

理者与手工业劳动者的等级关系……”中国文

字博物馆工作人员刘浩认为 ，这些内容使得

商代成为有出土古文字记载的信史时代 ，填

补了史书的缺载，也让遥远的商王朝变得生

动了起来。

甲骨文，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远古时代一

路走来，沾满了千年的泥土，也承载着文明的厚重。在今天，它已经

融入了文明的血脉，焕发出新的生机。

9 月 23 日，由中国文字博物馆与哈密

市博物馆联合发起的文化交流活动——

“文字边疆行·甲骨进校园”，走进哈密

市第十一中学，一场跨越 3300 多年、

2500 多公里的古今对话、文明互鉴

就此展开。

在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殷

墟博物馆近年来分别打造了国家

级研学基地，全力拓展“殷商文

化和甲骨文”主题研学游活动。

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的“我爱甲

骨文”主题课程、殷墟博物馆开

发的“字有乐园”“梦回殷商”主

题课程，每年吸引着线上线下超

过百万名青少年游客。

从“汉仪陈体甲骨文”字库的精妙

设计，到全息影像“甲骨文·宇宙”的震

撼呈现，再到生动有趣的“甲骨文表情包”

和创意十足的甲骨文动画，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教授陈楠向记者展示了他近年来创作的一系列

甲骨文作品。这些充满创意的文化产品，不仅吸

引了众多年轻人的目光，更让他们对甲骨文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与热爱。

谈及甲骨文的传承，陈楠深有感触：“当下，

我们更应以现代设计的视角回看传统文化中深

刻的哲学思维、艺术秩序与设计智慧，助推中

国传统文化当代性转译、活化的研究与传播。”

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等地，

多场甲骨文国际巡展先后展开，通过百余件

文物和雕版印刷、甲骨拓印、毛笔书写等互

动体验项目，观众亲身感受到中华文明的

源远流长。

“‘甲骨文热’已经来临，但仍有许

多未解之谜在等待我们。”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表示，“相信

在研究者的努力和科技赋能之下，

我们定能破译出更多 3000 年前

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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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考古发掘的河南省安阳市殷墟考古发掘的 YHYH127127
甲骨窖穴甲骨窖穴。。

图②图② 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南地发现的屯南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南地发现的屯南
21722172甲骨甲骨。。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图③图③ 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博物馆新馆展出的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博物馆新馆展出的
刻辞卜甲等刻辞卜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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