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照学校“十四五”规划设
立的文理交叉重大科研项目
——中华早期文明跨学科研究
计划项目，研究团队积极探讨中
华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正
式运行一年以来，中华早期文明
跨学科研究计划项目集中多个
相关学科优势，强强联手，集体
攻关，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

5月16日，在以“璀璨中华，
文理交融”为主题的校庆学术报
告会上，围绕历史地理、古文字、
语言学、考古、遗传、世界文明参
照系等6大方向，以及项目研究
成果的最终呈现系统，研究团队
成员分享了各自研究进展。

穿越时空
找寻古代文明的框架

中华早期文明起源及中华
文明的演进过程，是五千年以来
在中华大地上这一时空范围中
不断发展、形成的。要开展这一
时空演进过程研究，首先要推动
中华早期文明时空框架建设。

“我们的工作不仅涉及历史
地理学，也包括考古学、分子人
类学、语言学等其他学科。比如
很多早期历史遗迹的考证，是无
法利用历史文献完成的，这就需
要考古学的贡献。”中国历史地
理研究所所长张晓虹表示。

利用学科交叉手段，依托于
现有两大平台——复旦大学与哈
佛大学合作研发的中国历史地理
信息系统（CHGIS）、中国历史地理
信息平台，张晓虹团队开启了构建
中华早期文明时空框架的工作。

对于文明的认定，有哪些要
素和通行标准？这离不开对世
界古代文明的参照。历史学系
教授欧阳晓莉介绍了世界古代
文明参照系子项目的情况。

欧阳晓莉说，域外古代文明
的研究为中华早期文明研究提
供了参照和比较对象，也利于将
中华文明的研究发现融合到世
界文明的研究体系中，使得世界
古代史的学科建设既保持自主
性，也体现包容性和开放性。

横贯古今
揭开基因交融的奥秘

中华民族如何演进至今？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徐书华分享
了基因大数据方法在中华遗传
源流溯源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大家庭包含众多的族
群，但我们之间有共同的基因纽
带，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身份
认同存在遗传学基础。”

以现生人群为研究对象，徐
书华团队构建出了汉族、北方少
数民族、南方少数民族的主要基
因遗传格局。

从考古学视角出发，中华民
族的基因又是如何交融的？科
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介
绍了团队基于生物剖面的早期
中国人群基因组研究。

一字一语
解码融合演化的历史

出版120万字的第一部古文
字专业研究生综合教材《出土文

献与古文字教程》、成功申报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多个重大项目和专
项项目、入选第三批“全国高校黄
大年式教师团队”……出土文献
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传官
介绍团队近年获得的成果时说，
这既离不开大家辛勤的努力与优
异的学术能力，也是数据库建设
推动古文字研究的重要体现。

这些数据库在建设过程中，
不仅重视学术方面的专业性，也
考虑了信息公开的便利性。“这
些数据库都是对外展示的，非常
方便查阅。大家都可以自己去
点击，熟悉它的体例、功能。”张
传官现场演示时说。

与文字相似，语言也在历史
变迁、人群融合中不断更迭。那
么，诸多语系是如何起源并演化
的？现代语言学研究院研究员
张梦翰以侗台语为切口，开展了
相关研究。他带领团队构建了
早期侗台语在约4000年前于中
国南方沿海地区分化并向外传
播的模型。

一“元”集成
打破学科数据的壁垒

在跨学科研究中，不同学
科的数据差异性很大，海量数
据形式多样、来源广泛且分散
在各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 器 。 如 何 储 存 跨 学 科 数
据？如何支持跨学科学者交
换、查询、利用数据，从而实现
跨学科数据的融合式、可视化
呈现？

“在跨学科研究中，需要图
书馆把不同学科的数据集成起
来。”人文社科数据研究所副教
授潘晓声介绍了团队探索制定
的人文社会科学平台核心元数
据标准。

通过标准制定，团队完成了
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
字、历史地理学、遗传学等多学
科数据资源的规范性描述、快速
定位、检索和共享提供支撑。

本报记者 殷梦昊
实习记者余敏之 葛近文

要闻
一、二版编辑/黄文发2 星期日 2024.5.19

精心打造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学习宝典”
作为一项冷门绝学，古文字

学涉及汉语言文字学、文献学、

历史学等多个学科。合格的古

文字学人才需要具备多学科的

知识和能力，人才成长周期长，

培养难度大。

“历时 4 年，《出土文献与古

文字教程》教材是出土文献与

古文字研究中心坚持‘有组织

科研’打造的一个精品，致力于

成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从

入门到专业的‘学习宝典’，从专

业到专精的‘参考秘籍’。”出土

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负责人

刘钊教授颇有感触。

观一书
知千年古文字来龙去脉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

介绍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

相关专业知识及研究方法，包

括古文字考释、古文字与上古

音、古文字与古汉语词汇、出土

文献与传世典籍整理、古文字

工具书与数字化资源等五大专

题，是学习、研究出土文献与古

文字者所需掌握的基础知识和

方法；下编大致按书写载体和

时代分类，每一类选取若干原

始材料进行读解，涉及商周甲

骨文、商周金文、战国简帛、秦

汉简帛、战国秦汉金文、玺印封

泥陶文及其他文字等。

本书采用繁体印刷，拥有精

装版（全一册）、平装版（全三册）

两种版本，以供读者择选。作为

教材，它可以帮助学生初步掌握

从甲骨文到秦汉文字全时段的

古文字，成为领域内的预备人

才；作为专业书籍，它面向对古

文字已有初步了解并有学习意

愿的读者，助其一窥古文字研究

之堂奥。

2021年，复旦大学入选首批

由中宣部、教育部、国家语委等

八部委共同启动实施的“古文字

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

攻关创新平台建设单位，本书即

是“古文字工程”资助项目之一。

黄德宽教授说，“复旦编写

的这部教材既汲取前人经验，也

吸纳最新的成果，对学科、学术

的发展，对人才培养都富有长远

的意义。”吴振武教授说，“这部

教材由一个高水平的团队和作

者群打造，它最大的特点是体现

了当今古文字学的最前沿的成

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会超过

以往任何教材。”

4年13人120万字
复旦师生的心血之作

在复旦光华楼西主楼27层，

一代代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中心师生日夜埋首于甲骨、青铜

器、竹简木牍、帛书等出土文献，

遨游于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

等学科的浩瀚天地，扎根冷门绝

学，编织中华文明的绚烂华章。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

正是中心三代学人数十年来的

学术成果积淀，教学育人的经验

总结，融众人心血与智慧于此一

书，成洋洋百万字之巨著。

“我们平时注重梯队建设，

本书每一章甄选相应老师负责

撰写，恰恰让他们在自己最熟

悉、最擅长的领域大展身手，非

常契合。每一部分都有一个最

合适的人来做，各擅胜场。”刘钊

对全书谋篇布局进行总体统筹，

对章节编者协调安排，保证全书

的整体推进有条不紊。

在教材的编撰过程中，每位编

者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充分沟通

交流。四年来，刘钊带领团队召开

多次会议，让编者们互相审稿，互

相校对，提出意见，审慎修改。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专列

《古文字工具书与数字化资源》

一章，体现对信息化手段、数字

化 资 源 推 动 古 文 字 研 究 的 关

注。该章节介绍了近两年由中

心学生研发的“缀玉联珠”甲骨

缀合信息库、“贯联汗青”简牍缀

合信息库，两大信息库全面整合

了甲骨、简牍缀合信息，为学术

检索提供极大便利，受到海内外

学界的广泛关注。这充分体现

了中心的育人成果，载入教材之

中，持续产生深远影响。

冷门绝学后继有人
复旦薪火相传

古文字学是一门以铸刻或书

写在遗物、遗迹上的先秦秦汉文字

及其所记录的上古历史文化为主

要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也是

一门事关文化传承的冷门绝学。

与一般学科相比，古文字学人才成

长周期更长、培养难度更大。

自国家启动“强基计划”以

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进一步优化学科体系，完善课程

设置，新增十一门本科课程，申

报复旦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

并进一步提升研究生教学质量。

“裘锡圭先生对学生一向非

常严格，在先生的言传身教下，中

心将严谨踏实的学风代代相传，

对学生严格要求。”刘钊说，“除了

高质量的课程培养，中心教师在

学术上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引导，

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渐入佳

境，并始终强调学风的重要性。”

随着《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

程》这部研究生教材的出版，复

旦大学古文字专业人才培养将

更上新的台阶。中心教师期待，

在课堂上使用复旦自主编写的

教材，并随着教学科研进展而更

新修订本书相关内容；同时期

待它为全国古文字专业教学与

人才培养贡献复旦力量，为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

供支撑，为传承中华文明注入

不竭的动力。 本报记者 胡慧中

学术报告会上，文理团队分享跨学科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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