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1月30日 星期六 A15博物

编辑：马纯潇 组版：颜莉

殷墟·西夏国·敦煌宝卷
———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故事连载⑤

一片甲骨惊世界

自北宋以来，在河南安阳殷
墟一带，商代铜器就不断被发现。
千百年前，或许就有甲骨文出土，
但中国学者注意到甲骨上的文
字，还是清朝末年的事。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学术
史上的大事。甲骨文在还没有被
认出前，是作为药材“龙骨”出现
的。有了甲骨作为药材的背景，在
清末，才会有人得以能辨认出甲
骨文。1899年（清末光绪二十五
年）初，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
身患疟疾，就到北京宣武门旁的
中药铺买了一副中药，当时就有
作为药材的“龙骨”。

王懿荣此人很有学问，而且
独具只眼，在药材“龙骨”上，他发
现有一些奇怪的符号，看着好像
是文字，但又不太能认出。王懿荣
本就是著名的学者，而且是古文
字学家和金石学家，所以他并不
会因为难认就不去认，这反而激
起了他探索这些符号的念头。

王懿荣细心查看上面的文
字，这文字既不像大篆、也不像小
篆，但又似是而非，似乎有着什么
关系。突然他脑中灵光一现，这难
道是更古代的文字吗？

王懿荣想到这一点，立刻出
发到药店买回来了一切带有刻痕
的“龙骨”，通过各种手段，他共搜
集到了1500多片。经由细致的研
究，王懿荣成功辨认出了“雨”

“日”“山”“水”等文字，而且他还
认出了一些商代君王的名字，也
因此，他断定这些“龙骨”就是当
时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非常可惜的是，王懿荣没来
得及深入研究甲骨文就去世了。
八国联军逼近北京城，王懿荣面
对国难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以身殉国。王懿荣的儿子王翰甫
没有继承起父业，因为贫穷，在
1902年把家里仅存的甲骨卖给了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刘鹗
的进一步搜集下，拓印出《铁云藏
龟》一书，第一次公开出版了甲骨
文资料，并把甲骨文增加到了
5000多片。从王懿荣开始，再到后
来的学者中，逐渐形成了一门新
学问——— 甲骨学。

不过，甲骨文的破解难度实
在是太大，在今天还有“悬赏公
告”：“破译未释读的甲骨文并经专
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
字奖励10万元。”如此巨大的奖励
可见其辨识的不易，而甲骨学中，

“甲骨文发现第一人”是王懿荣，
“甲骨文著录第一人”是刘鹗，“甲
骨文研究第一人”是孙诒让。

孙诒让在研究甲骨文时，也
面临了很多陌生难辨的情况。孙
诒让解读的方式是先把已经认识
的文字的偏旁分解出来，然后把
这一偏旁的不同形式进行对比，
研究发展变化，从偏旁入手一个
一个文字辨认。文字的一部分被
认识了，再把文字的其他部分也
结合起来，最后就有可能对文字
实现解码。孙诒让的研究方法，也
被称为偏旁分析法。

在孙诒让后，甲骨学的研究
愈发光大，甲骨文的研究，也引出
了安阳殷墟的发现。刘鹗继承了
王懿荣的甲骨，而当时刘鹗有一

亲家，名为罗振玉。罗振玉听说了
甲骨来自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
就多次派人去那边收购。

在罗振玉的研究中，他认为
甲骨卜辞属于王室遗物，因而小
屯村就应该是王室遗址，亦即殷
都。后来大学者王国维进行了更
进一步的考证，证实了罗振玉的
看法。安阳殷墟也就自此被发掘，
商代的国都也终于被人们认识。

被遗忘的西夏王朝

西夏国虽然一直不曾在历史
中被湮灭，但有关西夏的史料却
相当稀少。按照中国的传统惯例，
如果一个王朝灭亡了，后来统一天
下的王朝一般会为其修史，但后来
的元朝却并未给西夏修史。而且，
成吉思汗征服西夏后，还对西夏进
行了屠杀和典籍焚毁，也因此，西
夏几乎没能留下什么资料。

对西夏历史资料的重新了
解，要到几百年后才开始。西夏尘
封的历史，是由一个叫张澍的学
者打开的。

1804年，张澍在凉州大云寺
游玩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张
澍发现了一个被封闭了很久的古
亭，看起来就年代久远，似乎隐藏
着什么秘密。古亭用砖封闭了，张
澍感到很好奇，于是就去询问了
寺内的僧人。

僧人告诉他说，如果打开古
亭，就会招致灾祸。“子不语怪力
乱神”，张澍也完全不信这些鬼神
之力，听了僧人的话只觉得更加
好奇，在张澍的持续劝说下，僧人
被说服了。于是古亭被打开，出现
了一件稀世珍宝——— 西夏碑。

西夏碑的全称是“重修护国
寺感应塔碑”，公元1093年（西夏
天祐民安四年），因地震，寺庙的
佛塔倒塌了，西夏国对寺内倒塌
的佛塔进行了重修，这一座碑就
是用于重修时记功的。整块碑上
有西夏楷书28行，每行65字，背面
则是汉字，共计26行，每行70字，
西夏文字和汉字互为对照。

西夏碑的发现极为珍贵，但
清政府对此十分漠视，张澍对西
夏碑的发现犹如昙花一现，更深
入的探索又要等到百年后。

清末民初时，一批心怀不轨
的俄国人潜入我国进行盗宝。
1908年，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
夫，势要进入中国西北盗取珍贵
的宝物。在探索中，1909年，他发
现了黑水城遗址。彼得·库兹米
奇·科兹洛夫见猎心喜，发现遗址
后，迅速打开了佛塔、王陵，攫取
了宝物十多箱，珍贵的绢质佛画、
西夏古钱币，以及西夏皇族的珍
宝被搬运殆尽。

在搬运回国后，彼得·库兹米
奇·科兹洛夫感到轻车熟路，于是
在同年卷土重来，开始了第二次
的盗宝，带不走的，彼得·库兹米
奇·科兹洛夫就给尽数销毁。

1923年，彼得·库兹米奇·科
兹洛夫再次前来盗宝，这一次他
逗留了三年，无数珍宝被他彻底
毁灭。回国后，带着珍贵的宝物，
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成了享
誉西方的探险家、考古学家，还被
俄国、荷兰和匈牙利聘请为地理
学会的会员、乌克兰科学院的院
士。西夏的珍宝，也被放在了圣彼
得堡皇家地理学会保存。

俄国汉学家伊凤阁对这些文
献进行了研究，整理出一系列辞
书，他将辞书公开，引起了世界的
轰动，也因此，中国的西夏学才得
以展开。

庆幸的是，中国还有西夏王
陵等待发掘。1970年初，一位陕西
考古工作者在乘车经宁夏前往内
蒙古阿拉善的途中，看到贺兰山
下有一片高低不同的土丘，对西
夏王陵进行了考察，但是宁夏考
古界没有重视起来这一信息。

过了一年，宁夏驻军某部为
了完成训练任务，在土丘附近进
行了挖掘。当挖到一米多深的时
候，挖出来了一些奇怪的残碑，上
面有着无法认出的文字。当时宁
夏博物馆考古工作队的队长钟侃
听到这一消息，就立即赶来辨认。

这些文字是什么呢？钟侃想
必一开始也感到疑惑，但毕竟有
前人的辞书公开，西夏学的研究
也已经起步，故而钟侃震惊地辨
认出了西夏文。

那一片土丘，被当地人称为
昊王坟，西夏开国皇帝就是李元
昊。意识到那片土丘的重要，宁夏
考古工作者立刻展开行动，终于
对陵墓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考古
发掘。战士们挖出残碑的周围，就
被寻找出1775块刻有西夏文字的
残碑片。经由学者们研究，也终于
可以确定，土丘就是历史上的西
夏陵园。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在20
世纪初，其发现过程还要从王圆
箓王道士说起。王道士是湖北麻
城人，逃荒到了河西地区，然后遇
到德高望重的道士，就皈依了道
教，当了道士。当兵结束后就接受
道士剃度，自此彻底出家了。

在当时的莫高窟，还存在一
些寺庙。莫高窟附近有两座藏传
佛教的寺庙，里面的僧人是喇嘛
僧。按照藏传佛教系统，他们不立
偶像，就对莫高窟佛像不太感兴
趣。喇嘛僧看到莫高窟里都是佛
像，对此也不管理，王道士就自己
封自己为莫高窟住持了，自此传
播道教来获得香火钱、维修洞窟。

1900年，王道士雇人给甬道
清沙，因为西北风沙很大，洞窟建
在地面上，不清理就有很多沙子。
王道士雇人清除沙子，就产生了
压力变化。洞窟里长期有沙子，但
突然沙子没有了，洞窟开裂。王道
士在裂缝中，发现了甬道的玄机。

打开洞窟后，王道士发现里
面有很多经卷、帛画等东西。王道
士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学术价
值，但他知道可以换钱。于是王道
士选了很多字迹清秀的经卷，给
了敦煌知县，不过知县对此无动
于衷。

但王道士还是不放弃，想要

换钱，于是他就不远万里到了张
掖，找了当时的防务长官，给长官
送了卷子。长官看了后，觉得卷子
上面的字还没他写得好，王道士
是在羞辱他，又把他赶了回来。后
来还是敦煌换了新知县之后，王
道士去送卷子，敦煌卷子的价值
才被认识到。

知县觉得卷子重要，就向上
报告，但是清政府对此很漠视，觉
得就地封存就好，于是王道士很
落寞地就地封存了起来。只是王
道士到底获得了藏经洞看守人的
身份，这件事很快就在敦煌当地
传开了，而且还越传越远，整个西
域都传开了。

一批一批盗宝者来到了西
域，进行大规模的搬运与破坏。著
名的有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
希和等人，他们通过对王道士进
行诓骗，攫取了大量敦煌宝物。

日本人和俄国人听闻消息也
前来敦煌探险。如果说斯坦因和
伯希和采取的是骗取的方式，俄
国人奥登堡则率领了一支小军
队，王道士不敢阻止，也因此俄国
人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严重的破
坏。最后来对莫高窟进行攫取的
是美国人凡尔纳，其总共剥离了
三万多平方米的壁画，而王道士
只不过收了凡尔纳八百两银子。

夺取宝物后的外国人到北京
进行炫耀。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
携带了几卷精美的卷子得意地向
一批中国学者进行展示，多位中
国学者到了伯希和的住处参观了
卷子，这一看，中国学者瞬间发现
了敦煌宝卷的巨大价值，而正是在
中国学者的奔走呼告下，中国政府
才终于对敦煌文物重视起来。只是
这时多少已经为时已晚，敦煌宝卷
最珍贵的部分早就被运往了伦敦
和巴黎，今天的敦煌研究还只能看
敦煌巴黎卷子的电子照片。

中国学者对敦煌文物研究的
著名故事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对失
传已久的《秦妇吟》的辨认。

《秦妇吟》已失传千年，虽经
晚唐诗人韦庄创作后，便风靡天
下，然而韦庄晚年却最恨《秦妇
吟》，因为在黄巢起义后，朝廷对

《秦妇吟》这种揭露朝廷黑暗腐败
的作品十分敏感，其中“内库烧为
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句
子，就像一把刀子，插进了当时统
治者的心间。为了避免潜在的危
险，韦庄费尽周折搜集了《秦妇
吟》的各种本子，并且对之销毁，
这首唐代的第一长诗，就此不见
于人们眼前。

直到1909年，在法国人伯希
和的敦煌卷子中，一首唐诗的抄
本被中国学者王国维发现。这一
抄本给当时的王国维展示的并不
完全，但博闻强记的王国维一下
子看到了“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
踏尽公卿骨”的字样，瞬间，王国
维就辨认出这是久已失传的《秦
妇吟》。与中国人阔别千年的宝贵
诗篇，就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被发
现。《秦妇吟》的重新发现无疑证
明了敦煌宝卷的价值，但也因此
更加让国人痛心。

如今，敦煌学业已成为国内
乃至国际上的显学，一批批学者
扑进敦煌经卷的宝库中，窥探那
段文化灿烂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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