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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40余年来古文字学的发展

历程，黄德宽庆幸这一学科的发展流

脉并未因“文革”中断，银雀山汉简、马

王堆帛书、中山王器相继被发现，古文

字和出土文献领域也为此做了不少工

作。但由于大学教育整个停滞，真正

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也就是北京

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

以及社科院等为数不多的单位。

除了学科的客观属性，在黄德宽

看来，社会大环境同样是一个重要的

影响因素。在好多个场合，他都感叹

古文字学“迎来了最好的时代”。“现在

这么好的社会环境，物质条件和技术

手段都比过去好多了。过去，古文字

信息化是个短板，但这些年随着一些

信息化技术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的应

用，给整理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但在信息化发展的背景下，书写

越来越少，提笔忘字成为常见现象，他

常常被问及汉字的发展和传承问题。

每每这样的时候，黄德宽都会坚定地

告诉对方：汉字不会出现危机。文字

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在历史发

展过程中产生发展出来的，其本身就

是文明进步的成果。

随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的提升，黄德宽认为，汉字不会出现

“五四”时期那样差点被废除的危险，但

汉字教育却需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这几年，身为中国文字学会会长的他在

很多场合提出：我们有责任推进基础教

育阶段的汉字教学改革，为使古文字传

承后继有人，要从基础教育做起，重视

汉字文化的普及，将古文字研究成果转

换成基础教育资源，让孩子们学文字变

得容易、有趣，而不要跑偏了方向。

说到这几年来清华的工作，他感

到自己与清华务实创新的学风和良好

文化环境的契合，他希望在这个平台

上，以李学勤先生为榜样，不仅要努力

把个人的学问做好，还要尽到一位学

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 中华读书报 记者 陈菁霞

古文字学“迎来了最好的时代”DD

黄德宽：古文字学迎来最好时代

2021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成果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

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四位青年教师马楠、贾连翔、程浩、石小力对简文内容进行了解读。

会议尾声时，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介绍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的研究整理情况。

2008年，在李学勤先生的主持下，数量为目前所发现的古籍文献类最多的一批战国竹简

入藏清华大学，这就是“清华简”。虽然竹简的整理编连、字词的考释理解、文献内容的解读面

临很多困难，但在李学勤先生的带领下，从2010年开始，中心每年出一辑整理研究报告，此

举，被学界誉为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的“清华速度”。

2019年2月，学界泰斗86岁高龄的李学勤先生辞世，执掌中心的重任落在了黄德宽的肩上。

2018年10月，“纪念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成立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文

字研究会第二十二届年会”在长春召开，黄

德宽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常务副主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的身份出席

会议并致辞。

时光倒流到40多年前，1978年 11月，

以吉林大学于省吾教授为召集人，在长春南

湖宾馆召开了全国性的“古文字学术讨论

会”，会上决定成立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是

改革开放后全国成立的第一个民间学术团

体。为了培养高校师资和研究骨干，改变古

文字学后继无人的状况，教育部于1982年

委托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举办古文字研修

班。因为导师眼睛不好，入学才一年的黄德

宽被南大推荐去吉大参加了古文字研修班。

古文字研修班的十来个学员中，大多来

自考古学界。“过去在南大，老师们也讲文

字，但更多的还是讲传统文字学和现代语言

学的知识，研修班开的课主要是从考古和古

文字角度，当时除了于老指导以外，我后来

的博士导师姚孝遂先生讲甲骨文和《说文》，

陈世辉先生讲青铜器和金文，林沄先生讲古

文字考释的理论和方法，青年教师何琳仪讲

战国文字研究。”一年的学习中，除了课堂上

课，还有考古工地的教学实践。先生们的课

程介绍了古文字学研究的前沿成果，为黄德

宽打开了新视野，他感到“收获蛮大”。

中文系出身的黄德宽在南京大学受到

很好的学术训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在

南大的现代语言学学习，在吉大学习的甲骨

文、金文等古文字学知识，让他有了跨学科

的感悟，奠定了后来学术发展的基础。“与学

中文的相比，我多了考古、历史和古文字这

方面的知识；与纯搞古文字和历史研究的相

比，又多了传统小学和现代语言学的训练。”

2018年1月，黄德宽出任清华大学出土

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主任。从合肥到北

京，从安大到清华，对于很多不了解内情的

人来说，这一变化多少让人感到讶异。实际

上，他和李学勤先生的渊源可回溯到上世纪

80年代。李学勤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即已成

名，认识他之前，黄德宽读过他的《战国题铭

概述》等不少关于古文字的研究文章。80年

代，李学勤经常去吉大参加学术活动，有时

候于省吾和金景芳先生的研究生答辩，也会

请他主持。

“有一次我与同学拜访于老，于老评价

了许多研究古文字学者的得失。对当时的

中青年学者，他就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裘

锡圭先生，一个是李学勤先生，对他们都有

比较高的评价，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但那

时作为学生的黄德宽和李学勤先生并无多

少接触。后来，他回到安大工作，在一些国

内国际的学术会议上和李学勤时有交集，但

没有深入交流。再后来，黄德宽先后担任安

大的副校长、校长。这期间，他曾邀请李学

勤去安大进行学术指导。

李学勤不仅关心安徽学术，对黄德宽更

是多有扶持，早年还是他的博士论文主审人

之一。后来，李学勤到清华组建出土文献研

究与保护中心，主持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

每一辑成果发布会，都邀请黄德宽参加。

2012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实施“高等

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 称“2011 计

划”）。根据“2011计划”，由清华大学李学勤、

复旦大学裘锡圭两位先生牵头，联合全国11

家高校和科研院所，汇聚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研究领域的主要力量，在清华大学组建了“出

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安徽大学成为协同单位之一，黄德宽本人也

深度参与了清华协同创新中心的工作。

大概正是这林林总总，黄德宽因李学勤

先生得以与清华大学结缘。

2020年11月16日，中宣部、教育

部、国家语委、文化和旅游部、科技部、

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河南省人民

政府联合印发《“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

承发展工程”总体规划》，启动实施古

文字工程。受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

担任古文字工程的牵头单位，并在清

华设立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秘书

处，黄德宽出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和首席专家。

“这项工程的缘起和李先生关系

密切。”2012年，由李学勤和裘锡圭领

衔组建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

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经过

几年的建设，第一期验收很顺利。“协

同中心建立了一种合作机制，大家联

合攻关，优势互补，解决了一些学术

上的疑难问题，推进了古文字学与出

土文献人才的培养，取得了一批有影

响的成果。即便后来‘2011计划’被

整合进以各高校为基础的‘双一流’

建设方案，但中心成员单位仍然希望

能保留此前的运行机制，都期待寻找

一个新的合作平台和机会。”

来清华工作了两年，黄德宽逐渐熟

悉了情况，且正好赶上2019年甲骨文

发现120周年。国家语委等部门组织

召开了纪念甲骨文发现与研究120周

年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为座谈会发来

贺信。“总书记在贺信里对甲骨文的研

究提出了具体要求，为了落实贺信和座

谈会精神，古文字学界得有所行动，后

来我们就考虑提出了实施‘古文字与中

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建议。”而这，

又正好可以与此前清华牵头的“2011

协同创新中心”的工作衔接起来。

2020年，高校“强基计划”将“古

文字学”纳入本科招生，从而彻底改

变了古文字学教育主要面向培养研

究生的局面。

清华简整理报告11部（2011~2021年），公布各类珍稀文献56种（篇）

2018年，黄德宽陪同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右）参观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

中心十周年成就展

因李学勤先生与清华结缘BB

古文字工程推动“冷门绝学”的发展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