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字博物馆外景中国文字博物馆外景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广告经营管理（010）64293890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 1．50元

■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编辑中心（010）64294608 新闻热线（010）64285598 发行热线（010）64287818

今年是中国文字博物馆开馆 10 周年，

距离发现目前中国最早成体系的甲骨文

整整 120周年。

“文字归巢”

首座国家级文字博物馆落户安阳

回拨时光的指针，2001 年，借着殷墟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东风，河南省安阳市

筹划建设一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于 2007 年正式定名

为“中国文字博物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目前建成开放的有主体馆、甲骨碑林

主题广场、字坊等，占地 81 亩，建筑面积 2.27 万平方米。沐

浴在阳光下的中国文字博物馆熠熠生辉，世界各地的参观

者纷至沓来，自开馆至今，中国文字博物馆共接待国内外参

观者 1200 万人次，为中外观众提供讲解 6 万余场次，已成为

安阳的一张文化名片和世界知名文化交流平台。

文字展示

帮助公众了解文字发展历史

中国文字博物馆在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协调帮

助下，在全国文博系统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经过 10年

的发展，目前馆藏文物及藏品共计 2.5 万余件，涉及世界文

字、甲骨文、金文、简牍和帛书、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史、少

数民族文字等多个方面。

“一片甲骨惊天下”是中国文字博物馆的专题陈列。该

展览以详实资料向观众全面展现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

发掘和研究历程。

“中国文字发展史”是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展

览以中国文字产生、发展的脉络为主线，以历代出土的文字

载体、文物为支撑，以文字书法艺术为脉络，以文字的传播

应用为注脚，生动全面地向公众展示汉字的起源、发展和演

变过程。该展览荣获“第九届（2009—2010 年度）全国博物

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特别奖”。

开馆 10 年来，中国文字博物馆秉持“贴近群众、贴近生

活、贴近实际”的建馆理念，先后举办了“故宫博物院院藏中

国历代书法展”“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民族文字文物精品展”

“翰墨春秋——全国百位老书法家作品展”“秋水文章——李

岚清篆刻艺术展”“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物文化系列展”“石

墨镌华——西安碑林名碑拓片展”“首届全国书法名家邀请

展”“秦砖汉瓦精品暨砖瓦拓片书画名家题跋展”“清风

徐 来 ——吉林博物院院藏扇面展”“文字过大年趣味文字

展”等临时展览 100 余个；结合安阳“中国书法名城”和本馆

优势，创办了“四堂杯”全国书法精品大展、“中国字·世界

情”古文字书法展和书法名家邀请展等品牌书法展览。

守护汉字

讲好中国故事

一直以来，中国文字博物馆坚持以传承和发展文字文

化为己任，以行动守护汉字，取得累累硕果。

中国文字博物馆精心打造了面向国内外的大型文化展

览——“汉字”巡展。该展览系统全面地展示汉字的起源、

发展、演变及应用，生动鲜活地再现汉字的书写艺术及数千

年来积淀下来的妙趣精华，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版本，采用

“1+N”的展览模式，即“汉字”展加若干辅助展览和活动，更

加突出参与性、互动性和体验性。

“汉字”巡展已在国内外成功展出110余场，先后走进亚非

欧美等五大洲的26个国家和中国澳门、台湾、香港等地区。其

中，国内展分为以文物为支撑的馆际交流展和以“进校园、进社

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军营”（以下简称“五进”）为主的图片展，

目前馆际交流展已展出16场，“五进”系列图片展已展出近80

场。展览所到之处均产生了较大影响，架起了让世界认知中

华文化的沟通桥梁，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展览被有关部门作为中国的文化名片在国内外推广，入

选“2014河南省涉外涉侨十件大事”；2015年成功入选国家文

物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

推介项目；2018年被中宣部列入“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重点任

务项目清单”。该巡展逐步成为安阳市、河南省乃至国家讲述

中国故事、传承中华文明、促进对外文化交流的闪亮名片。

中国文字博物馆立足开放式办馆理念，建设馆外体验

示范基地。截至目前，在江苏（镇江）、重庆（人和街小学）、

贵州（铜仁）、吉林、河北（沧州）、山东（青岛）、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江苏（常熟）建成 8个体验基地，并设

立了海外体验基地——“中国文字博物馆——韩国（清州）

体验基地”。

文字传承

学术研究硕果累累

冯其庸、李学勤、黄德宽先后担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

中国文字博物馆聘请12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担任中国文字博

物馆顾问，并成立了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书法艺术委

员会和书画院，先后举办了“中国文字发展论坛”“中国文字·书

法论坛”等 30余场学术研讨活动，会集海内外古文字学、考古

学、历史学、语言学、书法领域的 200多位著名专家，就我国当

前文字研究、文化艺术领域前沿课题进行研讨。

中国（安阳）国际汉字大会自 2015 年开始连续 3 届在中

国文字博物馆举办。大会以汉字为载体，以“汉字里的中华

文化”“汉字与世界”为主题，以汉字论坛和“汉学家进校园”

为主线，搭建了高层次、可持续、富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外文

字文化对话和文明互鉴平台。

“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今年 10

月 18 日在中国文字博物馆举行。11 月 1 日，纪念甲骨文发

现 120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些重要活动

的举办意义重大，特别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 120周年，为新

时代甲骨文传承和研究指明了方向。

为更好地推进甲骨文研究工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下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 推

进甲骨文释读工作的通知》，将“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

骨文考释研究”列为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由中国文字博物馆承担该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该项目共

包括 10 个子课题，由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安阳师范学院等高

校参与。其中，中国文字博物馆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

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合作承担子课题《甲骨文已识字有

争议字和未识字综理表》，目前已完成项目验收，并出版阶

段性成果《甲骨文常用字字典》。

中国文字博物馆《关于征集评选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

的奖励公告》第一批评审结果于 2018 年 6 月对外公布，今年

5 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征集评选第二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

果的奖励公告》，征集评审工作正在进行。

文字普及

社会教育活动丰富多彩

文字文化的普及传承活动向社会公众更广泛地展示了

文字的魅力。2014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开辟了甲骨学堂作为

广大中小学生的第二课堂，这是面向青少年受众的公益性甲

骨文教育推广课堂。甲骨学堂以馆藏文物为基础，以最新研

究成果为依托，研发了 90多项汉字主题教育项目，在馆内外

举办汉字教育活动近千场。“舞动的汉字”

等社教活动项目被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评

定为博物馆优秀青少年教育项目，“我画甲

骨文字画——狐假虎威”在“2015—2017年

度中国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课程优秀案例推

介展示活动”中被评为历史文化类优秀教

学设计案例。

2017 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入选第一批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目前，

研学活动共接待国内外学生1.1万余名，丰富多彩的文字活动

让青少年走近甲骨文、爱上甲骨文、传播甲骨文。今年，中国文

字博物馆“汉字精神励少年”研学实践教育走进安阳汤阴辛庄

小学，拉开了研学实践教育活动走进贫困地区的序幕。

“鼎甲·古文字艺术创作研修班”依托中国文字博物馆

在文字文化研究传播方面的优势，以文字研究和书法艺术

创作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国范围内古文字研究和

古文字书法艺术创作的中坚力量进行学术指导。

目前，中国文字博物馆已建成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培训基

地、中国书法家创作培训基地、中国文化传播与推广基地、

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

文字创新

文字“活”起来走进百姓生活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文创工作紧紧围绕基本陈展，突出文

字主题，以汉字文化、甲骨文化、殷商文化、书法艺术为主要

内容，结合消费群体的需求，研发具有中国文字博物馆内涵

和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创产品，10年来累计开发文化创意产品

千余种，自主研发文创产品 300余种，合作开发近百种。中国

文字博物馆将文创与文化服务和互动体验相结合，开创了互

动型文创产品，如甲骨文十二生肖雕版印刷，甲骨文拓印、活

字印刷、甲骨诗词填空等文创互动体验项目，并多次获奖。

中国文字博物馆通过举办文字文化类赛事，积极推广

文字文化艺术活动：2015年，举办“天和杯”汉字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和以“传承汉字文化 开启创意生活”为主题的汉字

文化创意产品展览会；继 2017 年举办文字文化创意产品设

计大赛后，举行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2019 中国文字博

物馆汉字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共收集参赛作品千余件，评选出百余件优秀作品。

目前，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和汉字公园已开工建

设。续建工程占地 175 亩，建筑面积 6.83 万平方米，包括文

字文化演绎体验中心、研究交流中心等，主要满足博物馆学

术研究、文化交流、教育培训等功能的需求。续建工程完成

后，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服务功能将更加完善，可以满足观众

多元化休闲娱乐需求。

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黄德宽表示，在安阳这座历史厚

重的文化名城，以汉字为抓手开展当代文化建设和文化传

承将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文字博物馆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

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 12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深化文

字文化研究、保护和传承创新，讲好中国文字故事，讲好中

国文化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文图均由中国文字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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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晚，由四川省成都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主办，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

2019 中国—中东欧国家音乐周将在成都举行

闭幕演出。此次音乐周以“丝路迎宾客·雅乐

荟蓉城”为主题，在 7 天时间里，来自中东欧国

家的 6 支优秀乐队为四川观众带来 17 场免费

演出，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中东欧国家的

美妙音乐。

音乐周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音乐人和

音乐组织开辟了新的交流平台，免费让观众与

高水平的演出亲密接触，实实在在提升了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业内人士认为，以音

乐为媒介，此次音乐周开创了成都与中东欧国

家之间的城际文化交流新局面，进一步推进了

成都“三城三都”建设，为成都加快建设世界文

化名城添彩助力。

开创城际文化交流新局面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有深厚的传统友谊，民

意基础好。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推进，17 国

的交往力度持续加大，政治互信不断提高，经

贸合作不断扩大，以文化艺术为代表的人文合

作迸发出蓬勃生机。2019 中国—中东欧国家

音乐周在成都举行，就是落实《第二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成都宣言》，推动中

国和中东欧国家文化深入交流，推进四川文化

强省和成都世界文化名城建设的具体举措。

“成都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之一，不仅

是因为这里的人热情，还有饮食和文化。”克罗

地亚驻华大使馆参赞碧塞拉·法布里欧曾多次

来蓉，对成都十分喜爱。今年是中克文化和旅

游年，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赴克罗地亚的中

国游客人数实现同比两位数增长，中国市场成

为克罗地亚旅游业的重要增长点。“每年到克

罗地亚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这让我非常开

心。随着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加强，我们更能

了解彼此。所以，我很期待克罗地亚管弦乐队

在音乐周上的表演。”在碧塞拉·法布里欧看

来，音乐有着让人们聚集起来的能量，通过音

乐，不同国家之间可以了解彼此的文化。

世界舞台彰显成都文化自信

此次音乐周邀请了克罗地亚、拉脱维亚、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爱沙尼亚 6 国的优

秀演出队伍来到成都，为观众带来 17 场免费

音乐大餐。除成都市区，演出队伍还分赴成都

市双流县、德阳市区、眉山市区、眉山市洪雅县

等地，将充满异域风情的音乐带到观众身边。

明快的节奏，磅礴的气势，热情、生动的音

乐语言……音乐周上，管弦乐曲《节日序曲》带

领观众走进经典音乐的世界；克罗地亚无线电

视坦姆布里扎琴管弦乐队、拉脱维亚 coconuts

乐队带来的《马刀舞曲》《在我所见的世界之

间》等乐曲，让观众感受到浓郁的欧洲风情，陶

醉在异域的音乐里；在为小提琴与钢琴而作的

二重奏中，来自黑山大学音乐学院的钢琴家马

丁诺维奇与小提琴家克里沃卡皮奇用行云流

水般的演奏，为观众带来好莱坞上世纪的经典

电影音乐。观众随着音乐轻轻摆动身体，沉醉

在回忆中的电影画面里。

值得一提的是，在音乐周期间，这些乐队

还与成都乐团、成都爵士乐团等知名乐团同台

竞技，中外经典音乐碰撞出火花，展现了成都

音乐人的文化自信。音乐会上，成都交响乐团

的演奏家用交响乐形式为观众带来了不一样

的《成都》；成都童声合唱团带来的《闲聊快速

波尔卡》，用音乐营造出轻松欢快而幽默的气

氛，彰显了非凡实力；一曲彝族民歌《远方的客

人请你留下来》道出中国音乐家欢迎远方客人

并共度美好时光的愉悦心情。混搭跨界的音

乐为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音乐体验。

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贾李斌表

示，此次音乐周不仅搭建了一个文化交流的平

台，也在世界音乐舞台上，彰显了成都的文化

自信。据了解，音乐周演出不仅有成都音乐力

量的集体发声，还展现了成都音乐硬件场馆的

建设成就。云端剧场、华侨城剧场、四川大剧

院、武侯梦想剧场……这些音乐场馆赢得了中

东欧国家音乐家的赞叹，让更多人感受到成都

建设“音乐之都”的底气和信心。

对外交流展示成都形象

此次音乐周活动仅仅是成都市对外文化

交流中心承办的对外文化活动中的一项。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与成都市政府在摩洛

哥首都拉巴特共建拉巴特中国文化中心，开展

“欢乐春节”品牌活动、天府文化周活动、部省

合作项目和版权登记……历数近年来成都市

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工作内容不难看出，成都

正不断提升对外文化交流和版权公共服务工

作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展示成都的城市

形象。

据了解，2018 年，原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

中心和原成都市版权事务中心合并为成都市

对外文化交流中心（成都市版权事务中心）。

在过去一年中，该中心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

对外交流合作，开展了 2018 部省合作（韩国）

项目，约旦、土耳其、黎巴嫩文化交流活动、摩

洛哥系列活动，中美洲文化交流活动，“家在成

都”工程等。今年，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外籍人士“家在成都”工程建设方

案的通知》要求和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安

排，该中心开展了外籍人士“家在成都”主题文

化活动；上半年还组织开展了“欢乐新年”新春

文化活动、“蓉城之旅”主题文化行活动、邀请

在蓉外籍人士观看成都特色话剧演出等，丰富

了他们在成都的美好生活体验。

提升版权公共服务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加强中国与摩

洛哥文化和旅游交流，促进与拉巴特中国文

化中心互动合作，春节期间，成都市对外文化

交流中心组织天府文化团赴拉巴特开展“走

进 中 心 过 大 年 ”—— 拉 巴 特 中 国 文 化 中 心

2019“欢乐春节”活动，通过文化展览及体验、

京剧国粹、成都非遗、魔术杂技等项目展示，

吸引拉巴特当地民众及华人华侨上千人次参

与活动。包括中国网、央视新闻直播间、央广

网、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四川日报等中国

国内主流媒体及知名栏目与摩洛哥 MAP 电

视台，对活动进行了详实的图文和视频报道，

向海外民众介绍了活动盛况。

成都也正为全市健全完善版权公共服务

体系不懈努力。根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的

安排，今年 1 月，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组

织 27 家四川省内文化企事业单位、42 人组成

的四川“文创军团”参加第 17 届香港国际授权

展，现场接洽授权业机构 1000 余个，成功对接

品牌及项目授权 500 余个。此次活动为版权

国际化授权业务与流通拓宽了道路，为成都文

创企业走出四川、走向世界提供了平台，在文

化贸易和版权国际授权上，配合成都国际化区

域中心城市建设，实现了文创领域知识产权的

国际化授权。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中心负责

人表示，为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贯彻新发

展理念”“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部署和要

求，今后中心还将积极在文化原创和再设计产

品的版权服务上下功夫。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活动主办方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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