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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最近，徐家汇商圈的重塑和大徐家汇功
能区的打造备受关注，无论是关于太平洋百
货、第六百货、东方商厦改造的消息，还是徐
家汇中心T2塔楼的“拔节生长”，又或者万体
馆文体盛事持续火爆，甚至连一只在电子大
屏上活泼可爱的“大胖橘”，都总能吸引人们
的眼球。究其原因，还是徐家汇在徐汇人、上
海人的心目中，实在太重要了！
几年前，人们常说，370米高的徐家汇中

心落成后，将再增加94万平方米的商业商务
载体，总体量在徐家汇原有基础上翻一番，相
当于“再造一个徐家汇”。几年后的今天，当
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的徐家汇商圈已从

“青春期”迈入“三十而立”的阶段，人们对于
“再造一个徐家汇”的考量，已经跳出物理空
间的范畴，有了更宽的维度和更深的思考。

2023年，徐汇区围绕“两极驱动、东西循
环、南北联动、中部提升”发展格局，确立了五
大功能区架构，并成立管委会及其办公室实
体化运作。其中，以徐家汇为核心的大徐家
汇功能区全力攻坚徐家汇商圈更新，推进中
央商务区与风貌区、科创街区融合发展。
目前，大徐家汇启动了城市设计国际方

案的征集，公开遴选太平洋百货—六百组团
经营合作伙伴，并通过东方商厦改造、徐家汇
中心部分地块投用及其余地块力争今年底竣
工验收，全面优化五条轨道交通、空中天桥连
廊和地面地下过街系统等一系列举措，加快
把大徐家汇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总部

枢纽、引领前沿科技的策源高地和闻名遐迩
的消费商圈，打造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
国际竞争力的上海国际大都市中央活动区。
只要城市在发展，城市更新就永远在路

上。如何以文化消费作为带动消费的新引
擎，打造大徐家汇活力消费新空间，同时，反
哺商务、文旅、体育等多要素发展，实现一个
良性循环，打造近悦远来的城市核心区？在
大徐家汇建设的一系列“施工图”中，浓墨重
彩的商文旅要素集合始终被高度关注。

2023年，徐家汇的文化新地标——徐家汇
书院全年迎来196万人次，成为一座现象级的
城市图书馆和典型的海派文化打卡地；为期四
天的周杰伦演唱会在万体馆举办期间，各服务
平台的旅游、餐饮、交通等消费数据都出现暴
涨；东方商厦重建方案以“当代东方艺术主题体

验中心”为核心，打造一个文商融合的世界级商
务中心；“徐汇文化C圈”影响力持续扩大，入
选首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国家文化和旅游
消费示范城市、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徐家
汇地区被评为上海市首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
基地，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让人们近悦远来。
文化，可以汇聚人心，也可以成为创造需

求、带动消费的新引擎。无论是“再造一个徐
家汇”，还是大徐家汇功能区的蝶变升级，将
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相结合的商文旅融合体
都可以成为一把“钥匙”。打造夜校读书沙
龙、演艺活动等夜经济名片，设计城市漫步线
路，形成“慢行闭环”，培育专属慢生活品牌，
导入潮牌首店、首发活动……一个更加“建筑
可阅读、街区宜漫步、城市有温度”的大徐家
汇呼之欲出，令人期待！

商文旅融合应成为一把“钥匙”
孙 云

新民眼

认出一字，离三千年前文明就更近一步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释读甲骨金文硕果累累

释读仿佛“断案”

何为释读？就是认清甲骨文每个字

的真实含义。这一次，复旦团队认出甲骨

文中的“徹”和“揚”两个字。自1899年发

现甲骨文碎片以来，已经确定甲骨文字

4000余个，其中尚有2000多个不知其

意。“释出一字，好比发现一颗新的行星。”

中心研究员蒋玉斌如是说。

对古文字研究者来说，首先要跨越字

形关，熟悉古汉字的写法，拥有深厚的古

汉语和历史文化功底。随后，根据文字的

形、音、意的流变剥丝抽茧，不断接近真

相，仿佛“断案”。陈剑是复旦这个中心团

队的代表，他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古文字

疑难字词的考释、先秦秦汉出土文献的整

理与研究，贯穿了整个古文字时段。他认

为，这项工作是为了破译中国三千年前的

文明图景。

陈剑介绍，此次破译的是殷墟甲骨

文中以前完全不认识的两个字形（如图

一、图二），其实就是“徹”字古体的另一

种写法。从已知推导未知，是破译甲骨

文的基础逻辑。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攴

部》中记载：徹，通也。而看甲骨文的一

个字形（如图三），是用“（吃完了）手指弯

曲（代表用力）撤去食器鬲”的意象表达

“徹（撤）”。陈剑通过精密论证，指出未

知的这两个字（图一、图二）就是前面那

个字（图三）的另一种写法。此后，逐渐

演变到“用力的手形”变作“攴”，又添加

了代表“行动”的偏旁“彳”，这都是古文

字演变中的常见现象。同时，它们本来

是“徹去、徹除祭品”之“徹”的表意字。

“徹去祭品”之“徹”，有传世先秦古书“既

祭，令徹”等说法作为支撑。甲骨文这些

写法，后来逐渐演变，“用力的手形”变作

“攴”、又添加了代表“行动”的偏旁“彳”，

这都是古文字演变中的常见现象。最后

变成“徹”，简化汉字写作“彻”。

“其实，这并不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

次破译。”陈剑坦言，这次破译技术难度不

算高。

“你给我一个字，我能想到很远。”陈剑

说，古文字考释就是要找寻某个字的“前世

今生”，以及它跟其他字的“恩怨情仇”，“其

实就是看你能串联起多少东西来。输入得

越多，普遍联系的能力就越强”。

“甲骨缀合”常年不辍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

心位于光华楼西主楼27层。在中国古文

字前辈裘锡圭先生的引领下，共有18位

研究人员在此日日夜夜，破译中华文明

的密码。

在这个中心，为给破译甲骨文提供

更全面的资料，还做了一项重要的基础

工作——甲骨缀合。这是指综合利用甲

骨上的各方面信息将甲骨碎片拼接起

来，使原本破碎的材料变为完整或较为

完整的材料，是寻找甲骨文及字意的主

要办法之一。

这是一项颇有意思且艰难的工作。

据介绍，因为甲骨破碎，原本一个完整的

字形被分成两半，而这两半的碎片有可能

存放于不同的国家，需要研究人员用各种

方式去缀合。在数以万计的甲骨碎片中

寻找并拼出完整的一块，如同大海捞针。

对于研究商代文字和历史的学者来

说，甲骨卜辞是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十分

珍贵，但由于多数甲骨残缺太甚，致使其

刻辞支离破碎，不便通读。甲骨缀合之所

以重要，就是因为它能使甲骨碎片“破镜

重圆”，成为可以利用的珍贵史料。

为此，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

究中心师生共同打造的“缀玉联珠”甲骨

缀合信息库（简称“缀合库”），致力于全面

整合甲骨缀合信息，将缀合情况、出处、缀

合者等信息汇于一处，冀为学界提供查检

之便。目前，缀合库内共有缀合信息6400

余条，并将持续更新。缀合库坚持开放原

则，内置交流反馈功能，上线2个月已有

300万次访问量，已成为学界检索甲骨缀

合成果的主要平台。

为了搞清一个甲骨文字，或者缀合一

片甲骨，研究者往往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陈剑说，为了一个字，一篇文章写两三年

甚至更长时间，写上几万字，再寻常不过，

“如果缺乏兴趣，缺乏持之以恒的毅力，很

难取得新突破”。因此，古文字研究称为

“冷门绝学”。这是一门清苦、需要久坐

“冷板凳”的学科。同时，这门学科还需要

集各家之长，如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

当下，还有引入现代高科技学科，如材料

学、化学、高分子学等。

用古文字讲好中国故事

如今，对于甲骨文的考释来说，可谓越

来越难。“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蒋

玉斌说。当下，一些新出土的战国竹简较

为完整，对于考释甲骨文很有帮助。与甲

骨文、金文、竹书文字等古文字打交道，原

本就是古文字工作者的日常。现在，全世

界古文字研究领域专业队伍约200人，专

门从事甲骨文研究的约50人。身处复旦

大学这一古文字研究重镇，中心研究人员

立志“要站在古文字考释的最前沿”。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

究12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新形势下，

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

传承。”

目前，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

心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以人

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提升

为核心，努力发掘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中的

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用古文字和出土资

料来讲好中国故事。本报记者 张炯强

去年11月底，中国文
字博物馆公布了《第二批征
集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获
奖名单公示》，其中，复旦
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
究中心教授陈剑的考释文
章《释甲骨金文的“徹”字
异体——据卜辞类组差异
释字之又一例》获得一等
奖；该中心副研究员谢明文
凭借对“揚”字异体考释捧
回二等奖。
昨天，获奖名单正式公

布。至此，复旦大学出土文
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为
获得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
奖最多的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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