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博物馆藏甲骨 （右） 与拓片，
为商朝祖庚时祭祀的卜骨。

宋镇豪先生和他领衔著述的 《商代史》。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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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镇豪先生的采访约

在了春日的一个午后，“从不

午休”的宋先生神色清朗，看
不出丝毫的倦意。 书房桌上

的电脑打开着， 是他正在进

行的甲骨文考释著录工作。
事实上， 记者的拜访打

乱了宋先生给自己设下的工

作 计 划———严 格 按 照 每 天

30-50 片的速度， 整理释读

山东博物馆馆藏的 10500 片

甲骨文。由于总量大，又需要

他全部独自承担，因此，他要

从早上起床做到晚上 11 点，
即便按照一天不落的速度 、
每天整理 50 片，也要 7 个月

才能干完。
“定这个计划，是要争取

今年 10 月把释文全部做完，
希望在明年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之际， 让这批珍贵的甲

骨文遗产齐整地公诸于世。”
宋先生说。

如此强度的工作， 常人

恐怕难以消受， 宋先生却笑

称自己是书斋里的 “宅男”，
早已习惯。 他拿出一本厚重

的 《夏商风俗》 放在记者面

前，这是他刚刚出版的 98 万

字学术新著， 其中珍贵的图

片资料就有上千张。 “我的休息方法，
就是交替着写。 做甲骨文释文很累的

时候，就换着写《夏商风俗》，写这本书

对我就是休息、是精神调剂。 ”
宋先生把甲骨文研究比作 “在一

个冷僻的天地和古人交流”，仿佛“穿

越”至古代世界，让他感到十分快乐。
若要追溯他从何时开始体会到这番趣

味，则要回到 50 年前，那时他只有十

八九岁， 因好古敏求， 常被同学谑称

为———古董。
宋镇豪 1949 年出生于苏州，少年

时代浸染了吴门传统文化的养分，对

古典文史有特别嗜好。 他拜师硕儒章

佩乙先生学书法、音韵、诗词格律。“文
革” 中，80 多岁的章佩乙先生遭到无

情批斗， 宋镇豪时时去看望孤独中的

老人，问经史子集，谈翰墨书法。 他还

喜欢与小街窄巷里住着的文人墨客们

来往，其中有善山水人物画的林柏希，
捉刀遒劲、出神入化的篆刻家张寒月，
碑刻大师钱荣初……他至今还珍藏着

章、林、钱三老相赠的画作及篆刻。
实际上， 宋镇豪本是理科出身，

“文革”前就读于武汉河运学校，他与

甲骨文结缘也纯属偶然。 1966 年“文

革”爆发，到处破“四旧”，校园里许多

好书被扔进火海， 他冒着招来厄运的

危险， 偷偷把一本蓝绢面的线装书揣

进怀里，这是一部郭沫若的《甲骨文字

研究》。 从此，他迷上了这三千年前的

古文字。
1969 年， 他被分配到南京工作，

仍好古不辍。 他曾经找到南京大学图

书馆的唐春和老先生， 请求看几部甲

骨文的大书。至今他还清楚记得，唐老

当时毫无二言，谨慎又大度，陪同进入

在那个年代闭馆不开放的南京大学图

书馆。 满目尘灰、寂静幽暗的馆内，恰
给了宋镇豪一个埋首读书的空间。 唐

先生把他锁在图书馆中， 他每天就带

一个馒头来， 翻开那些珍贵的甲骨论

著，从早上看到黄昏，持续数月，积累

了很多关于甲骨文的知识， 他至今都

非常感恩唐老。
1978 年， 全国恢复研究生招考，

宋镇豪以优异成绩考到了甲骨学家胡

厚宣先生门下，自此，他从一个自学青

年， 真正走上了古文字与古史研究的

人生之路。
社科院研究生院始建之时， 条件

艰苦，借北师大一隅办学，他蜗居在 5
人的宿舍， 每天奔走于图书馆与资料

室之间。一次，他在前门的中国书店看

到一本郭沫若的《殷契萃编》，时价 9.8
元，可他翻遍口袋也凑不够钱，于是走

路回北师大找同学借钱，为省钱，再走

回前门买书，徒步往返 10 多公里。
“我受到胡厚宣先生的影响，与甲

骨文有关 的 资 料 能 占 有 的 一 定 自 己

有，没有的就记在卡片上，看到就买、
就抄。甲骨文的书很贵，我常说自己是

‘穷人搞了个富学问’。 ”
上世纪 90 年代，宋镇豪陪同几个

日本学者在全国各地考察时， 随身总

是带着要买书目的卡片， 抽空就去书

店找书。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

授田中淡对他这一举动印象深刻，相

熟之后，他告诉宋镇豪，自己的祖父田

中 救 堂 有 一 位 最 好 的 中 国 学 者 朋

友———郭沫若。 祖父希望田中淡在一

生中也要交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学者朋

友，如今他认为自己找到了。 1997 年，
应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邀请，宋

镇豪赴日本与田中淡一起进行了为期

8 个月的合作研究。 在日本，他继续寻

书， 把日方提供的经费全用于买书，8
个月寄回国 23 箱书，以至于中国海关

误认为他在贩书。
“见多识广，积累的厚实，研究才

会比较透。 我也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

对学术的源流、现状有了解，然后才能

进入自己的研究。 ”宋镇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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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30 日，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消息，甲

骨 文 成 功 入 选 “世 界 记 忆 名

录”。古老的甲骨文实现了中国

记忆到世界记忆的升级， 这一

振奋人心的消息让甲骨文进入

了大众的视野。
而对于起草申报文本的宋

镇豪来说，在下笔之初，他就相

信 100%会通过。 “我心里特别

有底，为什么？作为世界五大古

典文字之一， 甲骨文是唯一一

种流传到今天， 还有顽强生命

力的文字，称得上是历史延绵、
生命不衰的古老字种， 是真正

的中华基因。 ”
事实上，甲骨文申报“世界

记 忆 名 录 ”， 学 界 期 盼 已 久 。
2013 年 7 月 国 家 文 物 局 协 同

国家档案局委托宋镇豪负责起

草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所要求的 “世界记忆亚太地区

名录”与“世界记忆国际名录”
四个中英文本。他深感，这是责

无旁贷的国家任务， 也是学者

应尽的历史担当， 便即刻投入

构思撰写中。
“甲骨文实物的收藏， 在

中国大陆地区有 90 多家机构

单位。 基于藏品单位甲骨文的

数量、 来源与递藏程序规范与否， 档案

登记明确可稽， 且经专家真伪鉴定， 级

别划分， 具备文物与文献遗产的多重国

际级标准， 我选择了以中国社科院历史

所 、 考古所 、 国家图书馆 、 故 宫 博 物

院、 上海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山东博

物馆等 11 家珍藏的约 93000 片殷墟甲

骨文为申报主体。” 在申报文本中， 他

强调了甲骨文遗产的珍稀性和唯一性，
以及保护所面临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宋镇 豪 看 来 ， 甲 骨 文 发 现 即 将

120 周年之际，能进入世界记忆名录，是

一份厚礼。 “申报材料里列的全国 11 家

机构，不论发生什么战争，任何国家不能

碰这些藏品，这是世界层面的保护。目前

各家博物馆对甲骨文的整理保护都启动

了，更加重视和保护甲骨文，这是最大的

意义。 ”
“对甲骨文研究来说，120 年里，现

在是最好的时机。”宋镇豪说，“国家层面

的重视前所未有，这既是甲骨学人之幸，
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

宋镇豪认为，是不是绝学，关键是看

有没有后继人才。 作为中国社科院历史

所甲骨学殷商史学科的带头人， 他一直

重视后继人才的培养， 强调在重大课题

实施中“出精品，出人才”。他倡导多学科

交叉，进行复合型研究，鼓励学生发挥各

自的专精， 同时对他们的薄弱面予以扶

强，奖掖提携后学。
为便于学术成果的刊布交流， 在他

的努力下，中断了 17 年之久的学科刊物

《甲骨文与殷商史》于 2008 年复刊，它是

海内外唯一一种甲骨学科的专门性学术

刊物。 同时，在他的倾力呼吁下，甲骨学

被社科院列入特殊学科建设计划中，成

为重点扶持“绝学”项目之一。
对年近七旬的宋先生来说， 正在做

的、计划要做的课题，时间表排得满满当

当。 “甲骨文尚未解决的难题很多，我脑

子里的题目也很多。甲骨文怎么刻的，有
什么规律性， 对甲骨文分期断代有什么

启示， 甲骨文的文学体式是怎样的……
课题永远是活生生、开拓性的，这都需要

我们继续奋斗。 ”
“少壮拳拳灯色暗， 玄鬓岁月渐稀

疏。”宋镇豪先生在《商代史》总序中写下

的诗句，正是他数十年来执着探索、默默

耕耘的写照。岁月催人老，但是他对甲骨

文的痴迷却从未衰退。 唯愿宋先生在甲

骨文与古史研究中继续快乐地 “与古人

对话”，嘉惠后学。

完成《商代史》，头发掉光也值了
商代距今三千多年，传世文献寥寥。

即便 2500 多年前的孔子，已经慨叹“文

献不足征”。汉朝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

篇《殷本纪》，尽管被视为信史，然而只有

2868 字，不成系统。
1999 年至 2015 年， 宋镇豪担任中

国社科院先秦史研究室主任期间， 主持

完成 11 卷本、688 万字的《商代史》著述

工作， 将中国的上古信史从公元前 841
年又上推了一千多年， 填补了商断代史

著的空白， 也补上了中国上古史体系的

重要缺环。
“没有甲骨文的研究整理，就不可能

完成《商代史》，我们的工作是立足于甲

骨文和包括殷墟在内的全国商代考古发

现来研究商代史，通过地下挖掘的东西，
使有古文字可资考索的中国上古文明史

相应上推。 ”
撰写一部恢宏的 《商代史》 绝非易

事。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 疑古之风盛

行，大批先秦时代的文献受到质疑。1921
年 1 月 28 日胡适致顾颉刚一封信， 说：
“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

百篇》做起。 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

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 然后用地底下掘

出的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 ”
就在这时， 王国维利用新发现的甲骨文

资料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为
“拉长中国古史”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由于商代史的重建属于 “新学问”
“新建设”，一直滞后。 世纪之交，甲骨学

百年之际， 商断代史著的撰述由宋镇豪

提上日程。 “立项之初，我们就确立了一

个目标：《商代史》 不应是单纯的文献整

合， 不应是古文字资料或考古学成果的

搜集和堆积，而应该是一部全方位、整体

性的断代史著作，要形成一门新学问。 ”
为了这个目标，13 位先秦史学者汇

集到一起，在宋镇豪带领下，历经 8 年时

间， 克服重重困难， 终于 2007 年稿成。
《商代史》以重建商代史为目标，最终著

成商代史论纲、《殷本纪》 订补与商史人

物徵、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社会与

国家、商代都邑、经济与科技、社会生活

与礼俗等共计 11 卷，是一部原创性和集

大成的断代史著。
《商代史》不仅突破了传统断代史著

的体例模式，重视著述的可行性，而且多

层面多视角地勾勒了复杂纷纭、 生动具

体的商代历史表象， 总结其社会内在特

征和时代演进规律， 并在学科最前沿一

线的起点与高度上完成著述工作。 书的

完成给宋镇豪带来了莫大的欣慰与满足

感， 可代价却是令他满头浓密的黑发几

乎掉光， 他却笑说：“把头发掉光完成商

代史，也值了！ 我完成了先人的期望。 ”
作为历史学家， 宋镇豪驰骋于古史

天地，他的研究视野是全方位的。 20 世

纪 80 年代后期，历史所启动两大国家级

项目，其中一个是《夏商社会生活史》，由
宋镇豪执笔。 1992 年宋镇豪交出了这本

沉甸甸的 40 多万字的著作，此书依据文

献、甲骨文金文资料和考古资料，系统阐

述了夏商时期环境生态、邑聚居宅、人口

结构、婚丧礼俗、亲族组织、经济状况等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今，这本书还是

各大高校历史系和考古系的必读书。 几

年 前 他 又 将 这 本 书 从 41 万 字 扩 写 为

112 万字，也可以说是一部新著。
“探索夏商社会生活史，不是单单去

罗列和汇编资料， 而应致力于启动现代

思维认识，会通多学科手段，以系统工程

的经纬意识， 考察夏商周生活的内涵外

延，归纳其嬗变之迹，探求其演化之途。”
宋镇豪认为， 历史教育的功能不在于浓

妆重抹历史的“灿烂”之章，而是要以现

代意识洞悉历史的底蕴， 提高历史的纵

深感， 寻绎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元素的由

来、特征、品格与传承途径，提供可资借

鉴的历史资源，造就新一代的人格。

宋镇豪：躬耕甲骨绝学 “拉长”中国古史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甲骨文，这 3000 多年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中国最早的
成文古典文献遗产，更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瑰宝。

明年将是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从“一片甲骨惊天下”到如今，几
代学人倾注了无数心血。 这其中，一位与甲骨文结缘半世纪，至今仍
在躬耕不辍的学者令人肃然起敬：

他踏遍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收藏甲骨文之处， 经手研究甲骨数万
片，争分夺秒地进行甲骨文抢救性保护整理，高瞻远瞩，孜孜不倦；

他领衔著述 11 卷本、688 万字《商代史》，通过地下掘出的史料，
将中国古史拉长千余年，以开拓性的研究烛照源流，洞见真妄；

他起草的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文本，助甲骨文成功入选，
使甲骨文的文化精髓得到世界性的认可， 显示了一个学者的历史担
当；

他编著的集大成性文献《甲骨文合集三编》，著录甲骨文三万片，
接续了他的老师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合集》中“辑集殷墟出土甲骨
文之大成”的前绪，嘉惠学林；

他相信，甲骨“绝学”不会绝，百余年来，眼下正是甲骨学研究的
最好时期。

他，就是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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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年发现甲骨文逾 15 万片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 3000 多年前

的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的鼻祖，也是中国

最早的成文古典文献遗产。 对如此重要

的学术领域，几代学人倾注了无数心血。
“胡厚宣先生从 1956 年开始，组织

了 20 余人的团队，耗时 26 年编著《甲骨

文合集》。 牢记老师走过的路，传承甲骨

学，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是我从事这一

研究的重要目标与动力。 ”
胡先生的治学理念， 对宋镇豪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胡先生把我引入门，他
告诉我们，搞研究，首先必须详尽地掌握

所有资料，前人如何认识、研究方法都要

知道。 同时，要把研究和考古发现结合，
要用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考古发现，甲

骨文的知识在甲骨文之外， 并且甲骨文

考释不能单独看个例， 要注意甲骨文的

词位词性、语法文例，放在特定语境中解

析， 还要把握古文字构形的纵向流变与

意音的时代演绎。 ”
遵循这样的理念，在 40 多年的学术

生涯中， 宋镇豪先后主持院所及国家委

托、招标或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多项，发

表独著 13 种，合著 12 种，论文 192 篇，
主编论集 23 种。

为了给学者提供检索利用甲骨文献

的方便，1999 年，宋镇豪主编《百年甲骨

学论著目》，包含了 16 个国家的 3000 多

位学者写的有关甲骨文和甲骨学方面的

文章或专著约 2 万种，被誉为“极具学术

价值的工具书”。 2001 年，他合作主编了

40 册《甲骨文献集成》，按原版原貌存真

殷墟甲骨文发现 100 年中十余个国家、
近千位学者各种语种的甲骨学研究论著

计 2470 多种，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基本

齐整的学术资料。
“在甲骨文材料整理方面，我们仍然

任重道远。 《甲骨文合集》著录 41956 片

甲骨，《甲骨文合集补编》著录 13450 片，
两部集大成性著录集加起来总计不到 6
万片， 但是百余年以来发现的甲骨文在

15 万片以上，还有很多没发表。 ”
宋镇豪说， 一批国内收藏大宗甲骨

文的单位，往往只是部分被著录，而散落

民间私家的甲骨文藏品， 数量也相当可

观， 很多都没有机会得到专业性整理和

公布。
“文物是会消亡的，上世纪 20 年代

出土的甲骨文， 甲骨上有的字已经没有

了。 我的工作，就是在前人基础上，想办

法把甲骨文材料尽量专业性整理出来，
留给后人。 ”

甲骨文的保护性整理工作， 非常艰

辛，而宋镇豪带领团队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先后整理研究与著录出版了 《云间朱

孔阳藏戬寿堂殷虚文字旧拓》《张世放所

藏殷墟甲骨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藏甲骨集》《俄罗斯国立爱米塔什博

物馆藏殷墟甲骨 》《旅顺博物馆所藏甲

骨》 等 10 种总计 8850 多片殷墟甲骨文

学术著作。
在历经前后 8 年的艰辛工作后，他

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甲骨文

合集三编》目前已结项，辑集了《合集》与
《合补》 漏收的旧着旧拓殷墟甲骨文，以
及编集 《合集》 问世后散见各处的甲骨

文，补收补拓部分公私诸家所藏甲骨文，
整合有关甲骨缀合资料， 总计著录甲骨

文达 3 万片，将提供一部材料详尽、反映

当今学术前沿水平的大型甲骨著录集。
眼下， 宋先生的主要精力放在两个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上：2014 年立项

的 “山东博物馆珍藏殷墟甲骨文的整理

与研究 ”，2016 年立项的 “大数据 、云平

台支持下的甲骨文字考释研究” 子课题

“天津博物馆藏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
“山东博物馆珍藏甲骨文 10500 片，

天津博物馆的甲骨文近 1800 片，均未系

统整理和全面公布过。 经过 60 多年‘冷
封’，有的骨片面临破碎粉化，有的文字

残泐消磨，我们遵循‘保护第一，整理第

二’原则，对两馆的甲骨文进行全面系统

的整理研究， 让这些古文明瑰宝的可贵

信息系统地传承后来。 ”
书山字海，集作叠出，宋先生已不止

著作等身，而是著作“超”身了。研究甲骨

文是快乐的，与古人交流是舒心的，但同

时，他也坦言，回到现实，有时难免感到

孤独，感到甲骨学的隐忧。 他认为，当前

的学术绩效考评往往强调成果快产出，
这不太符合甲骨学的学术规律， 有的甲

骨学课题研究要数年磨一剑， 靠短平快

是难出成果精品。同时，学术成果的发表

也是甲骨学的一大难题。
此外，他认为，对于学者用艰苦卓绝

的努力获得的研究成果， 知识产权保护

格外重要。 比如， 有研究机构在做所谓

“甲骨文大系”， 实际上是把 《合集》《合
补》 以及宋先生等辛苦所著的几十种甲

骨学著作成果直接拿去，进行汇编。
“从我们手上经过的甲骨有几万片，

最好的图版都是一片片坐在库房里闻着

药水拓摄下来的。”宋镇豪说，“在旅顺博

物馆，在山东博物馆，我带领 20 多人的

团队在库房里， 有时从早上 8 点拓到晚

上 12 点，墨拓与拍摄甲骨数万份，如此

辛苦换来的成果， 却得不到知识产权上

的尊重，有人甚至甲骨也没碰过，直接把

我们的图版拿去编编，说是重新再整理。
我想，这样的做法该如何评价呢？ ”

天津博物馆藏甲骨 （右） 与拓片，
为商朝武丁时祭祀的卜骨。

1984 年，安阳考古所工作站，宋镇豪与胡厚宣在一起。 （除署名外，均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