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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欢迎您来到甲骨文的故乡参观，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使

您对殷商文化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片甲骨惊世界”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不但结束了仓颉造字的神话，也使一

个普普通通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屯村举世闻名。随着对安阳殷

墟的全面发掘，一个古老王朝的都城遗址及光辉灿烂的殷商

文化昭然于世。殷墟，是商朝后朝的文化遗址，位于安阳市

的西北郊。它的范围是以小屯村为中心，包括分散在村北和

村西洹河两岸的一些地方。据史书记载和夏商周断代工程断

定，公元前1300年，商朝第20位国王盘庚把都城由山东“奄

”(今曲阜)迁到“殷”(今安阳小屯)，并在此建立都城，经

历8代12王，共254年。从此，这里成为殷商王朝政治、文化

、经济的中心。到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来商以后，这

片土地逐渐荒芜，变成了一片废墟，史称“殷墟”。 1961年

，国务院把殷墟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

护和利用殷墟，使其不再遭受人为破坏，经国家有关部门的

批准，在殷墟宫殿区遗址上兴建了“殷墟博物馆”。 殷墟之

所以闻名世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甲骨文、青铜器和

都城。首先就是甲骨文(有关甲骨文的情况稍后再介绍)。我

们先来看看进苑的这座大门，这座门是由北京著名古建筑学

专家杨鸿勋教授专门设计的，它是仿甲骨文的“门”字的写

法而建。它看似简单，却是最原始的大门，可称其为华夏“

门”的鼻祖。我们再看看门框上的这些图案，浮雕着凤、虎



、饕餮和蝉等花纹。门额苑名由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题

写。整个苑门庄严大方，朱墨雕彩，古风古韵，古香古色。

门两侧墙上浮雕殷代龙形玉决，仿佛显示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此苑门和仿殷殿建筑的人文景观已经成为古都安阳的象征

。 当世界上多数民族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这也正是殷墟闻名于世界的第二个原

因。 您现在看到的这件青铜器，就是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的

仿制品。司毋戊鼎1939年从王陵区出土，通高1.33米，长1.10

米，宽0.78米，重达875公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掘的最

大的一件青铜器，是我们的国宝。如此大的重器，浇铸起来

特别困难。据估计制造这样的重器需要明确的分工和协作，

从炼铜的浇铸，从制模到拆范需要130多人同时施工。青铜器

中，铜、锡、铅的含量比例，与现代所铸青铜中铜、锡、铅

的比例基本相同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治炼技术是何等的高

超。鼎最开始的作用只是一口煮肉用的锅，到后来，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逐渐变成了权力的象征。 提到殷墟闻名于世的

第三个因素，无疑就是商朝的都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

是建筑在商朝都城宫殿遗址上复原的仿殷大殿。它好似殷都

的心脏，是商王议事朝拜的场所。这个建筑是“茅茨土阶，

四阿重屋”的建筑方式，也就是茅草盖顶，夯土台阶、四面

斜坡、双重屋檐，整个大殿宏伟庄严。 大殿现在陈列着甲骨

文，让我们进入大殿系统了解一下甲骨文的一些知识。甲骨

文是1899年由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首先发现的。当年我们

脚下这片土地还是片农田，周围的村民经常在泥土中挖出一

些甲骨片。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就随便扔掉了。

后来村里的剃头匠李成，为顾客剃头时，经常会划破头皮出



血。他没钱买药，就用这些骨片磨成粉末涂在伤口上，发现

血竟然止住了，才知道这便是中药的一味，唤作龙骨。于是

开始大量地卖到药店。当时药店大多只收购不带字的龙骨。

所以许多农民把骨片上的字刮掉后再出售。非常遗憾，不知

多少病人把这些甲骨文都喝到肚子里，幸好有些带字的甲骨

卖到京津两地，被王懿荣发现，并确认为我国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 甲骨文的发现，使“龙骨”身价一步登天，导致周

围的村民纷纷来挖掘，有的还以此为生。但当时的挖掘都属

于私挖，破坏性很大，而大规模有组织地掘是从1928年开始

的。考古学家们在1928年至1936年这十年间，共进行了15次大

规模的挖掘。这几次挖掘永远载入了考古学史册，开创之功

，功不可没。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殷墟的发气被中

断。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发掘工作才继续进行。我们

先来看一个展柜，这是著名的H127甲骨文堆积坑模型，

是1936年在小屯北地一个窖穴里出土的，是目前殷墟发现甲

骨文最多的一次，总共有17096片。大部分是龟甲组成的，上

面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结果，以及商朝的天象、历法、家业

、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社会内容。这个甲骨坑被专家们认

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和档案库。 从这个档案库中我们不

难看出，商王从事的占卜活动特别频繁，几乎是无日不占，

无事不卜，那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商朝人是怎样占卜的。商

王占卜一般是由专人来进行的，他们先在已选好的龟甲或牛

肩胛骨的北面凿一些排列整齐的小圆孔，圆孔的旁边再凿一

条长槽，然后把燃烧的木炭放到里面灼烧。骨头受热以后，

正面就会随着“卜”的一声出现裂纹，商王就是根据这些裂

纹来判断事情的吉凶。现在您看到的这些甲骨片上的文字就



是占卜祸福、判断吉凶的简单记事，因此我们也称这些文字

为甲骨文卜辞。 我们现在来到了甲骨文的碑林。在全国，各

种碑林不少，但殷墟的碑林与众不同，它不是名人碑刻，也

不是行草隶篆，而是保持了原甲骨片甲骨文碑刻。下面我把

碑林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甲骨文碑林，是由我国著名甲

骨文学者王宇信，杨升南先生精选，以原甲骨片大而成石碑

，共30通。其内容涉达125个，记载了大将与两方国即土方和

工口方的战争。 自1899年王懿荣认定甲骨文以后，甲骨文就

受到金石学家的重视，多方收购，古董商为获取更大的利润

对甲骨文的出土地秘而不宣、封锁消息。1911年，著名金石

学家罗振玉派他的弟弟罗振常来到安阳调查，不仅弄清了甲

骨文了出土殷墟的准确位置，带收购到大量的刻有文字的甲

骨片，其中就有这块甲骨王，一块完整的龟板。听说出卖这

片甲骨的人，用赚来的钱，买了20亩土地呢。 咱们再看这块

碑，它主要记载了天象情况，从时间和窨上准确地记录了彩

虹的形成条件和出出的过程，是我国关于天象---彩虹的最早

的、最完整的记录。这块碑记录的则是中国最早的一次交通

事故，是商王出行打猎时遇到车祸的情况。 下面请朋友们认

真看一看，您能辨认几个字，从义和形上云研究琢磨，充分

发挥您的想象，看看是什么字，如果想验证一下，甲骨文碑

刻的背后是现代文字，可以对照一下，看看是否猜对了。 现

在我们来到殷商车马坑殿厅。我们知道，畜力车是古代先民

陆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殷代的车子，考古屡经发现，而且

结构基本定型，距它最初发明的时间应该有一个的分阶段了

。据文献记载夏代就发明了车，但至今没有发现夏代车的遗

存。殷墟考古发掘的殷代车马坑，是华夏考古发现畜力车最



早的实物标本。展出的6座殷代车马坑，是中国古研究所安阳

工作站和安阳文物工作队分别于1999年3月----2000年5月在安

阳刘家庄北地、南地和孝民屯东地发掘的。商代道路遗迹是

航空运动学校南地发掘的。这几具车马，保存基本完整，具

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展示价值。每坑葬车一辆，其中五坑殉

葬两匹马，4坑殉葬各一人。经鉴定，殉人中3人为男性，一

人为少年。 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曾多次了现过车马坑遗

迹。因受当时发掘水平的限制，都未能将坑中所埋木质车辆

的遗迹全部清理出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这一技

术难题才被考古工作者突破。后来，随着发掘经验的积累和

技术水平的提高，发掘和清理木质车子遗迹的工作日臻完善

。这里陈列的6座殷代车马坑，是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新

成果，它与本苑的宫殿建筑遗存一样，是我们的镇苑之宝。

在车马坑最南边的，就是殷代的道路，这上面很清楚地显现

有车辙，道路比较宽，除有两道车辙以外还有人行道。这里

陈列的道路遗存，是在航校南地发掘的，由此可见，殷商时

期交通，包括车子和道路，都是比较发达的。在建国以后出

土大量甲骨文的同时，妇好墓的发现，也着实让所有考古工

作者为之振奋。妇好墓在宫殿区的西边，现在让我们参观一

下中国第一位将军的墓葬。各位面前的这个建筑是妇好享堂

，而这尊汉白玉雕像就再现了华夏最早的巾帼妇好生前的英

姿和风采。那么妇好是何许人也?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她

能文能武深受武丁宠爱，多次参与国家大事，为武丁的江山

社稷立下汗马功劳。据甲骨文记载，她多次率兵东征西战，

最多的一次竟带兵13000多人，不少男性都归她指挥。妇好有

一次率军征伐巴方，由于她运筹帷幄，事先在一个地方设下



埋伏，配合正面的进攻，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妇好不仅

能率兵征战，还能主持重大大的宫廷祭祀，在王室中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连年征战，妇好终因积劳成疾，先于武

丁而亡。武丁很悲痛，破例将她厚葬于宫殿区内，并在墓坑

上精筑享堂，以示纪念。 这就是妇好墓，我们顺梯而下就到

达复原后的墓坑。妇好墓深7.5米，在这里出土了大批随葬品

共计1928件。计有：青铜器400多件，玉器750多件，骨器560

多件，以及石器、象牙制品、陶器、蚌器、海螺、海贝等，

简直就是一个商代文物博览会。更重要的是在出土的青铜器

中，有不少都铸有妇好“二字的铭文，甚至在一件兵器上也

有”妇好“的名字，学者们经过研究，得知这就是在甲骨卜

辞里出现过200多次的武丁的妻子妇好。 在随葬品中，除了有

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等以外，我们还看到壁龛里的尺骨，这

是当时被殉葬的奴隶。这些尺骨共有16具人骨和6具狗殉狗。

其中殉人男性4具，女性2具，儿童2具，其余的因被截肢，已

经不辨男女了。我们仅从这个殷代王的墓葬，就能盾到奴隶

社会的缩影。 讲到这里，殷墟博物馆的全部内容就讲完了，

如果您有机会的话，欢迎再次来殷墟博物苑叩访我们的祖先

，再次感觉博大精深的殷商文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