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王 旭 美術編輯：劉國光

習近平：殷墟我嚮往已久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歷史 才能更有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要聞A 4 2024年5月22日 星期三
中
國
fb

古
為
今
用

提
供
借
鑒

●

殷
墟
出
土
的
甲
骨
文
為
我
們
保
存3 00 0

年
前
的
文
字
，

把
中
國
信
史
向
上
推
進
了
約1 00 0

年
。
殷
墟
我
嚮
往
已

久
，
這
次
來
是
想
更
深
地
學
習
理
解
中
華
文
明
，
古
為

今
用
，
為
更
好
建
設
中
華
民
族
現
代
文
明
提
供
借
鑒
。

中
國
漢
字
非
常
了
不
起

●

中
國
的
漢
文
字
非
常
了
不
起
，
中
華
民
族
的
形
成
和
發

展
離
不
開
漢
文
字
的
維
繫
。
在
這
方
面
，
考
古
事
業
居

功
至
偉
。

更
好
傳
承
優
秀
文
化

●

考
古
工
作
要
繼
續
重
視
和
加
強
，
繼
續
深
化
中
華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
中
華
文
明
源
遠
流
長
，
從
未
中
斷
，
塑
造

了
我
們
偉
大
的
民
族
，
這
個
民
族
還
會
偉
大
下
去
的
。

要
通
過
文
物
發
掘
、
研
究
保
護
工
作
，
更
好
地
傳
承
優

秀
傳
統
文
化
。

（2 0 2 2

年
10
月
28
日
，
習
近
平
在
河
南
安
陽
殷
墟
遺
址
考
察
時

強
調
）

「我們將加強與
世界知名博物館的交

流與合作，推動殷墟博物館走出去。」 殷
墟博物館黨總支書記、常務副館長趙清榮
表示， 「讓殷墟博物館走向世界是目標，
也是我們的責任。」

今年2月26日，殷墟博物館震撼開館，
舉世矚目。承載世界文化遺產殷墟百年考
古成果，殷墟博物館打造中華文化新地
標，建設世界一流博物館，助力安陽市
「中國博物館名城」 建設邁向新高度。
「殷墟博物館將進一步加強館藏文物的保
護、研究、展示、利用和傳播工作，高標
準展現商文明在世界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持續拓展科研教育、國際交流等功能，全
力打造世界一流博物館，為更好建設中華
民族現代文明凝聚力量！」 趙清榮說。

據記者了解，殷墟博物館展出4000件

（套）文物，其中3/4以上的珍貴文物屬於
首次亮相，一系列考古新成果首次展示。
展覽採用從國史到國家再到國人的邏輯體
系，以文物為本，以研究成果為要，以成
組器物展示的方式，全景式地展示了偉大
的商文明以及早期中國的出彩時代。在展
覽形式上，殷墟博物館充分利用現代科技
手段，賦予文物、文獻、甲骨記載等新的
時代表達方式，構建文物、歷史與數字虛
擬空間交互場所，為觀眾提供鮮活豐富的
深度沉浸式觀展體驗，具有很強的歷史穿
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

殷墟博物館新館一開即成 「頂流」 。
據了解，殷墟博物館開展 「商傳千年鑄未
來」 等多項特色研學活動，開設的 「禮文
宮」 文創商店、 「子饗」 餐廳、 「甲骨
文」 咖啡廳，讓遊客愛上博物館。

大公報記者劉蕊

高鐵

上午11：00乘G80：
●香港西九龍到武漢中轉，換乘G338到安陽東站
上午9：48乘G306：
●香港西九龍到鄭州東站中轉，換乘G690到安陽東站
到達安陽東站後，乘坐出租車或坐公交車到殷墟博物館新館

門票信息

門票價格：80元人民幣。60周歲（含）以上老年人憑身份證免
票；身高1.4米（含）以下兒童免票。人民教師憑有效證件；
18周歲（含）以下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學本科及以下學歷學
生，憑有效證件享受半價優惠。殷墟和紅旗渠等國家5A景點
對港人免費入場。

●預約方式：個人觀眾可至多提前7天在殷墟博物館微信公眾
號、殷墟景區公眾號預約，每天分為以下三個預約入館時
段：8：30-11：30，11：30-14：30，14：30-16：30。

●開館時間：8：30-17：30（16：30停止售票），全年無休
（臨時公告閉館除外）。 大公報記者劉蕊整理

兩個多月前，安陽殷墟博物館新館正式開
館。遙遙望去，新館造型頗具巧思──鼎形的
建築矗立水畔，古銅色的大門，青銅飾面為幕
牆， 「大邑商」 彷彿從3000年前款款走來。
3300多年前，商王朝建都安陽小屯村一帶。
隨着商王朝的滅亡，商都逐漸荒廢，變成廢墟
被淹沒地下，史稱 「殷墟」 。 「殷墟我嚮往已
久，這次來是想更深地學習理解中華文明，古
為今用，為更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借
鑒。」 2022年10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
這裏，仔細觀摩青銅器、玉器、甲骨文等出土
文物，察看商代畜力車實物標本和道路遺跡。

殷墟考古發現 甲骨文重中之重
殷墟遺址位於河南安陽市西北郊，是我國

歷史上第一個文獻可考、為考古發掘所證實的
商代晚期都城遺址，也是中國考古發掘時間最
長、次數最多、面積最大的古代都城遺址。
2006年7月，殷墟作為中國20世紀百項考古大
發現之首，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
遺產名錄。

在殷墟諸多考古發現中，甲骨文是
重中之重。3000多年前的一天，商王帶
領他的軍隊浩浩蕩蕩去召塞巡視。他們
進入麥山山麓，捕獲到一隻長有鋒利尖
角的猛獸─兕。商王對下屬官員
「亞」 進行了賞賜，並將此事用文字記

錄下來，同時鑲嵌上珍貴的綠松石。於
是在殷墟博物館新館中，便有了我國博
物館現存唯一一件文字鑲嵌綠松石的甲
骨。一片甲骨，一些符號，讓我們觸摸
到了3000多年前的中國。習近平總書記
在殷墟考察時指出： 「殷墟出土的甲骨
文為我們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國

信史向上推進了約1000年。」
中國信史，記載真實可靠的中國歷史。從

120多年前發現的第一片甲骨，到目前的十幾
萬片，殷墟甲骨文忠實而嚴謹地記錄了商代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比如在科
學技術領域，甲骨文對商代日食和月食均有明
確記載；商代還有較為先進的陰陽合曆曆法，
頗有利於農業生產；在醫學方面，甲骨卜辭記
載了許多疾病的情況和名目，對人類疾病有了
一定的分類，甚至已經可以預測分娩時間……
這鐫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一筆一畫，呈現出殷
商文明的燦若星河。

甲骨文是漢字的源頭。漢字經甲骨文、金
文、篆書、隸書、草書、楷書、行書一路變
革，從未間斷。在已知的世界四大古文字體系
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為代表的中國古文字體
系，穿越時空，將生命延續至今。習近平總書記
在致甲骨文發現和研究120周年的賀信中指
出： 「甲骨文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
的成熟文字系統，是漢字的源頭和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的根脈，值得倍加珍視、更好傳承發
展。」

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深厚底蘊
幾千年歷史煙雲，中華文明的燦爛和輝煌

激發我們不斷叩問 「從哪裏來、到哪裏去」 的
深刻命題，探尋 「何以中國」 的時代答案。
「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思考推進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個重
大問題。」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
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只有全面深
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
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從一座博物館到一場座談會，建設中華民
族現代文明有了清晰的目標和實現路徑──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現在還在往前探源，我
相信，我們的文明史更悠久。傳到現在，要繼
續往下傳。」 「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

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
代化以深厚底蘊。」 「對歷史最好
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
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
新形態。」 ……

弦歌不輟，薪火相傳。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跨越時空、歷久彌新，
在賡續傳承中煥發出蓬勃的生機活
力；中華文明與時俱進、守正創
新，在 「日新又新」 中綿延不絕。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殷墟考察時所
說：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從未中
斷，塑造了我們偉大的民族，這個
民族還會偉大下去的。」

習近平考察殷墟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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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綠松石刻辭骨柶
●這件甲骨於2005年在殷墟
出土。它是我國博物館現
存唯一一件文字鑲嵌綠松
石甲骨，記錄了商王與軍
隊巡視捕獵的事件，彰顯
商王權威之餘，使整片甲
骨顯得非常華美。

2172屯南甲骨
●這是一版晚商時期的牛
骨，1973年於安陽小屯南
地出土。在這版牛骨上發
現了93個單字，文字清
晰，大小均勻。共十一條
卜辭，卜問商王田獵是否
有災禍，歷時三十八天。

「亞長」牛尊
●亞長牛尊於2001年出土於
安陽市殷墟花園莊一所墓
葬，是商代 「長」 姓家族
的禮器，也是迄今為止安
陽殷墟發現的唯一一件牛
形青銅器，通高22.5厘
米，長40厘米，重7.1千
克。

「司母辛」銅方鼎
●司母辛方鼎於1976年安陽
市殷墟婦好墓出土，商代
晚期，通高80.1厘米，口
長64厘米，寬48厘米，足
高31厘米，重128千克。
口下長邊一面內壁中部有
銘文三字：司母辛。

大公報記者劉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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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3日，遊客在殷墟博物館新館參觀。

▲參觀者在殷墟博物館新館內參觀。
新華社

▲殷墟博物館新館內展出的甲骨。新華社

▲位於河南安陽的殷墟博物館新館。

央視新聞5月20日發表題為《 「殷墟我嚮往已久」 》的文章。文章表示，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2023
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

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
明。2022年10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安陽市殷墟博物館考察時表示： 「殷墟我嚮往已久，這次來是想更深地學習理
解中華文明，古為今用，為更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借鑒。」 習近平總書記的 「文化足跡」 遍及全國，指引我們從
傳承與發展中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