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7日    星期二

6版
责任编辑：王星  美编：兰莹莹  校对：刘林忠

文   化

请用手机
扫描此二维
码，参与“两地
书”征集活动 

陈仓荟萃

两地书·高考祝福

你的拼搏点亮青春
亲爱的儿子 ： 

又到一年高考季，还记得两年前妈
妈写给你的文字—— 

2018 年的高考悄然落下帷幕，不知
你现在的心情如何？ 

十年寒窗，风雨兼程，只为今朝。目
送你走进考场，我的心就开始敲起了小
鼓，额头上的汗珠子不断往出冒。担心的
话，只好写在纸上。 

儿子，我想对你说 ：高考是海，青涩
的你惧怕它、试探它，然而当你懂得人生
的成长，便是一次次从此岸到彼岸的跨
越，你已经努力接触它、拥抱它，并且跨
越它。再苦再难也要刚强，从小到大你已
经历十几年的大考、小考，心中有团火，
付出终有回报。高考犹如登山，只有意志
顽强的人，才能胜利，愿我儿坚强。请记
住，贵在坚持，难在坚持，成功也会在坚
持之后随之而来，你人生最重要的步伐
已经到来，你已尽力拼搏 ! 并且拼命搏
击了，此生无憾 ! 

儿子，高考不是你的终点，而是你
人生一个新的起点。只要你坚持了，拼搏
了，尽心尽力了，也就不留遗憾了。无愧
于你的青春！任何结果，我们都接受，用
科学理智的心态去面对。继而，走好人生
的每一步。 

那一刻你笔酣如泉涌，才思敏捷 ；
顺利完满答卷，自信出考场 ；你信心满
满誓言摘取桂花香，努力回报十多年的
辛苦。儿子，愿你如愿凯旋 ! 

儿子，世界很大，考场很小。考试是
个点，人生是条线。不会因考试赢得所
有，也没有因考试而输掉整个人生。成败
乃常事，青山依旧在，青春就是你的本
钱，千万别让它虚度。试卷小天地，人生
大考场 ；试卷是张纸，未来才是由你亲

手执笔的一幅画，涂的是什么，全靠你
自己。 

没有满分的人生，更没有零分的境
遇，金榜题名固然好，名落孙山咱不怕。
只要你尽心尽力，不留遗憾，考好考坏，
妈妈等你回家。 

高考一结束，看着你满脸绽开了久
违的笑容，高兴地给我述说着你的答题
过程和你的假期计划，我的心情也豁然
开朗，如同拉开了窗帘，明亮的阳光顿
时照了进来。

顶着炎炎烈日送了一个暑期外卖
的你整装待发，拒绝了我们送你去大
学报到而执意只身前往。看着你被太
阳晒得黝黑的小脸和胳膊，拖着硕大
的行李箱微笑着向我挥手告别，我的
眼泪再也忍不住落了下来。你深知我
一个人养你的艰辛，及我身体的不便，
是想为咱家省钱，更不想麻烦你的舅
舅和姨妈他们。孩子，我为你的勇敢、
坚强自豪！ 

如今你已是成人了，回头看看我
们 走 过 的 路，有 风 雨 泥 泞，但 通 过 我
们坚持不懈的努力，重重困难被我们
踩 在 了 脚 下，心 中 坦 然。你 马 上 要 升
入 大 三，要 用 更 高 的 标 准 来 要 求 自
己。为 你 以 后 立 足 社 会、服 务 社 会 并
把我们的社会建设得更加美好，打下
坚实的基础。 

大学是你人生长河中的里程
碑，年少时懵懂，如今知事懂理。
你上大学后几个假期打工的表
现，我完全可以放心了。孩子，你
既然选择了从医，我希望你像大
漠中的骆驼沉着、坚韧，一步一个
脚印踏踏实实地做下去。记得你
刚填报完志愿时我说过 ：你自己

选择的路再难走，即使跪着走你也要把
它走完。 

以后的路还长，我希望你走好每
一步。愿你是航船，在知识的海
洋中乘风破浪 ；愿你是水
晶，永久保持一颗纯洁
的心 ；愿你是雄鹰，翱
翔在广阔的蓝天！ 

祝 我 儿 好 运 常
相伴！ 

永远爱你的妈妈   

2020 年 7 月 

（作者孟润梅系我市

列电西院小区居民）

周原龟甲记事
■ 陈亮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夏商周三

代由于时代早，文献不足，后人无法

从古代文献的记述中去了解其历史全

貌。虽然诸子百家以及文人雅士对商

周之际这个大动荡、大变革时代颇为

关注并多有议论，但留下的只言片语

并不足以解决问题。相反，少得可怜的

点滴文字又歧说纷纭、舛驳甚多，更使

后人一头雾水、真相难知。甲骨文的发

现为缓解这一矛盾提供了钥匙，使商

周历史上的不少千年谜团得以破解。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

字。因为龟的长寿，上古先民视其为灵

物，称为“神龟”。龟即有灵，可以通人

神之交，这大概是用龟甲做占卜工具

的主要原因。考古所见，最早用兽骨进

行占卜是在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

址中发现的，至四千年之前的龙山文

化时期，龟骨占卜之风已很普遍。如在

河南淅川下王岗、郾城郝家台、洛阳王

湾、甘肃武山傅家

门、陕西长安客省庄、河北磁

县下潘汪、邯郸涧沟和龟台等早期

文化遗存均有少量卜骨发现，并且大

多只灼，不钻、凿。到商周时，崇拜至上

神、祖先神和自然神的原始宗教是占

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统治者有疑难

诸事一定要烧灼龟甲或牛胛骨，看甲

骨上的裂痕——兆纹，借以判断吉凶

祸福，以定出入行止。

商周时，常把卜问的事项及其结

果用青铜刀刻在甲骨上，或先写后刻，

或不写径刻，每字一般先刻直画，后刻

横画 ；或刻后再涂以朱墨，有的甚至

在笔画中镶嵌绿松石作为装饰，这种

与占卜有直接关系的刻辞通称为“卜

辞”。占卜的方法，先将龟甲( 主要用腹

甲) 以火烤灼，致使出现裂纹痕迹，即

所谓的“施灼呈兆”，然后据这种裂纹

来断吉凶。占卜完毕，还要将占卜的内

容刻在龟板上，作为“档案”记录。这就

是甲骨文。因为甲骨不足，有些卜辞也

刻在兽骨上。

商代甲骨主要发现在安阳殷墟，先

后出土有 15 万片甲骨，字数逾百万，单

字近 5000 字，已辨识的达 1000 多字。

在典籍中，有关周人占卜的记载很多，

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最早发现的西周

甲骨，是 1951 年在陕西彬县获得的，为

牛肩胛骨的骨臼部分。1952 年山西洪

洞坊堆村出土两片卜骨，其中一块牛肩

胛骨上刻有 8 字，这是首次发现的西周

甲骨文；1956 年以后，又先后在长安沣

西张家坡，北京昌平白浮、房山琉璃河、

镇江营，陕西岐山凤雏，扶风齐家、强

家，河北邢台南小汪等处西周遗址发现

了有字甲骨文。其中以陕西岐山凤雏遗

址出土数量较多且内容丰富，曾一度在

历史、考古、古文字及书法篆刻等领域

掀起了研究的高潮。

周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一片西周

卜骨，是 1957 年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李长

庆在扶风齐家村调查时采集到的。1960

年陕西省文管会在齐家村东壕又发现

一片。1972 年至 1976 年，扶风县文化

馆先后在齐家村采集了 5片甲骨。1977

年和 1979 年，在清理凤雏遗址时发掘了

两个窖藏，出土了周人留下的 17000 余

片甲骨，其中有刻辞的 292 片，900 余

字，但这批甲骨都已成碎片，很难缀合复

原。1979 年以后，考古工作先后在扶风

齐家、云塘强家、齐镇、召陈等村发掘，

又征集到西周甲骨 62 片，其中卜骨 46

片、有刻辞 6 片，卜甲 16 片、有刻辞的 1

片。这些甲骨上的文字大多小如粟米，

笔画刚劲有力，雕刻工艺精湛，须用五

倍放大镜方可看清，与殷墟甲骨上的文

字形成明显区别，其工艺水平可与当今

的微雕相媲美。周原甲骨文的内容主要

记载上起先周王季或文王，下至康昭时

期的卜祭、卜告、卜年、卜出入、卜田猎、

卜征战等事项，有反映殷周关系的，有

卜殷王田猎的，有记周初的大臣和地名

的，也有反映周人和其他方国往来的，为

探索周文化的渊源，研究商末周初的政

治、经济、年事、文化及对外关系提供了

珍贵的实物资料。如“征巢”“伐蜀”等甲

片表明了周初国力情况，说明远离镐京

的“巢国”（在今安徽）已被周文王征服,

证明《论语·泰伯》载周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的说法是可信的。但由于文字内

容中存在的周王祭祀殷先王“帝乙”“成

汤”“太甲”这一难解之谜，对其属性，学

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或以为是周人之物，

或以为是商王室的东西，或以为卜祭者

为商王，而记录者是周人等等。周原甲

骨中有殷王庙号的甲骨应属于伐商前

后的周人甲骨。除其甲骨的卜法、文辞、

记事与商甲骨有所区别外，另据《逸周

书·世俘》载：“（武王）告于周庙曰：‘古

朕闻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

稷。’”既然先秦历史文献中已记录有周

文王使用殷人祀典的故事，因此，在甲骨

文中出现周人祭祀殷祖的现象并不奇

怪。在周原甲骨文中，还发现了不少卦画

符号。张政良先生研究认为，这些卦画符

号既不是异体字和族徽，也不是少数民

族遗失了的文字，而是由数字组成的八

卦符号，它是研究《易经》产生形成的重

要资料。

2003 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周公

庙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调查、钻探

和抢救性发掘，取得包括发现 22 座西

周时期最高等级墓葬和出土 760 多片

西周卜甲的重大考古发现，其中有刻

辞的卜骨 99 片，可辨识的文字达 495

字。刻辞记载的事情多与行军打仗和人

名等有关，如多次出现“周公”“王”“太

保”“新邑”等字样，3 次出现“戎斯弗

克×× 师”等记载。周公庙是周原遗址

的一部分，周公庙甲骨文的发现，极大

地丰富了西周甲骨文的内容，邹衡教授

认为就其学术意义而言，堪与上世纪河

南殷墟遗址的发现相比肩。

人类由“野蛮时代”走向文明的重

要标志，就是文字的出现和使用。中华

民族首次大规模地创造和使用文字，

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甲骨文。耐人寻

味的是，这些文字的创造和使用，并不

是为了方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是

用于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占卜、祭祀是

神圣之事。占卜、祭祀之事是神圣的，

就必须郑重记录、善为保存。那么甲骨

文字的执刀刻写者，必须是以占卜为

业的巫和记录祷祝祭祀之事的史。

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也是最早

的书法作品。它以象形、假借、形声为

主要造字方法，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

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有名

词、代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

和结构序位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

尽管当时的刻写者并没有艺术的自

觉，但当时在甲骨上捉刀刻写是非常

专业和神圣的事，作为捉刀刻写者的

贞人和巫史，这些早期的文化人自然

会把他们不自觉的审美意识倾注到这

些文字的刻画上。从已发现的甲骨文

来看，其中大部分当是先写而后刻的，

也有直接刻上去的，有的甲骨上仍留

有部分未刻的朱书墨迹。据专家考证，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毛笔的存在，在

宝鸡北首岭遗址和后来发掘的陕西姜

寨遗址中，出土了迄今所知最早的彩

绘用具，如石砚、磨杵、陶杯及色料块

等，虽然彩绘用的笔迄今未见实物，但

从出土彩陶纹饰本身来看，已有明显

的笔迹。如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陶钵，彩

绘行笔随意，毫无做作之感，其娴熟的

程序和审美意识甚至可与当代画派相

媲美，也真实地再现了毛笔的特性。甲

骨文在造字方法上还没有明显的规律

可循，它只不过是为后来的篆书提供

了一个不甚成熟的范型，但书写甲骨

文的贞人和巫史，作为筚路蓝缕的文

化艺术拓荒者，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他

们肃然起敬。
（作者系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院

长、陕西省社科研究院宝鸡分院特约

研究员）

周原地区发现的甲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