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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国家图书馆藏甲骨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赵爱学

1. 2017 年 10 月国图藏甲骨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消息，2017年 10月 3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计划

国际咨询委员会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会议上，通过了新一期《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中国

甲骨文名列其中。这意味着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成功。国家图书馆是 11家联

合申报单位之一。

甲骨文是中国商周时期遗存的、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距今已有 3000余年，是中

国现存最古老的成系统的成熟文字，与敦煌遗书、西域简牍、清内阁大库档案一起，被誉为

20世纪四大发现之一。存世甲骨约 15万片以上，其中中国大陆存 10多万片，台湾地区存 3

万多片。此外日、加、英、美、德、俄、瑞典、瑞士、法、韩等 14个国家约存 2万多片。

甲骨文记载的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军事、农业、交通、宗教、祭祀等商周时期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国家图书馆藏甲骨 35651片，其中有字甲骨 34783片，是世界上甲骨藏量最多的单位，

也是此次联合申报的重量级单位，为此次申报成功做了大量工作。其余 10家联合申报单位

及所藏甲骨片数分别为：故宫博物院（22463片）、山东博物馆（10518片）、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6555片）、上海博物馆（4905片）、北京大学（2980片）、南京博物院（2870

片）、旅顺博物馆（2231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24片）、天津博物馆（1769

片）、清华大学（1755片）。申报书中对国家图书馆藏品情况介绍如下：

（原文） 34783 pieces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re kept in China National

Library. All of them were found in Yin Ruins before 1940s and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s. They were previously kept by Liu Tizhi 刘体智, Meng Dingsheng 孟定生,

Luo Zheny 罗振玉, Hu Houxuan 胡厚宣, Luo Bozhao 罗伯昭, Zhang Renli 张仁蠡,

为庆祝国家图书馆藏甲骨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我们特编纂了此期甲骨专刊。梳理国家图书馆为申

报所做的大量工作，同时也梳理国家图书馆入藏甲骨以来所做的甲骨相关工作。本专刊有关国家图书馆馆

藏甲骨入藏史、业务史等内容参考了赵爱学未刊研究报告《国家图书馆的甲骨收藏与研究》。本专刊所及国

图藏甲骨业务内容，时间上限为 20 世纪 30 年代入藏甲骨，下限为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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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eng 张珩 , Xu Bingchang 徐炳昶 , Guo Ruoyu 郭若愚 , He Sui 何遂 ,

ZengYigong曾毅公, Shao Bojiong邵伯炯, Qing Yun Tang庆云堂, Tong Gu Zhai通古

斋 and Cui Ya Tang 粹雅堂 .They were transferred into this museum around 1958, and

some of them were allocated by China Ministry of Culture. These bones are published in

these following books: Shanzhai suo cang jiagu taben 善 斋 所 藏 甲 骨 拓 本

(Beijing,1953), Zhanhou jingjin xin huo jiagu ji 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shanghai,1954),

Yinqi cuibian 殷契粹编 (Tokyo,1937)，Yinqi shiuo 殷契拾掇 (Shanghai,1951-1953) ,

Jiaguwen heji 甲骨文合集(Beijing, 1977-1982) , Jiaguwen heji bubian甲骨文合集补

编(Beijing, 1999).

（译文）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字甲骨 34783片。皆为 20世纪 40年代以前出

土于殷墟并由不同藏家递藏而来。旧藏家包括刘体智、孟定生、罗振玉、胡厚宣、

罗伯昭、张仁蠡、张珩、徐炳昶、郭若愚、何遂、曾毅公、邵伯炯、庆云堂、通古

斋、粹雅堂。这些甲骨约在 1958年入藏，其中不少为中国文化部拨交。所藏甲骨

收录于下列各书：《善斋所藏甲骨拓本》（北京，1953），《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上

海，1954），《殷契粹编》（东京，1937），《殷契拾掇》（上海，1951、1953），《甲骨

文合集》（北京，1977—1982），《甲骨文合集补编》（北京，1999）。

图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截图——联合申报单位 图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截图——甲骨文项目

《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是指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

委员会确认而纳入的文献遗产项目。世界记忆文献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延伸，侧

重于文献记录，包括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

手稿、口述历史的记录以及古籍善本等。该项目旨在通过国际合作，使用最佳技术手段，抢

救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入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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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记忆遗产名录》意味着认定该文献遗产的世界意义，肯定其对文化和社会历史产生的深远

影响。《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目前已收录了总共 427份来自各大洲的文献藏品。

2. 国家图书馆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大事记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最早倡议并开展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相

关工作。自 2010年起，近 10年来开展了多项申报相关工作。

◆2010年 5月 21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召集相关专家座谈甲骨申报世界记忆遗

产相关事宜。

◆2010年 6月，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开始启动整理甲骨申遗申报材料。12月，国家图书

馆馆内正式立项，启动相关工作。

◆2011年 8 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组织专家开会，确定甲骨文收入《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甲骨由此作为珍贵文献纳入国家古籍保护范畴。

◆2012年 4 月，为进一步做好甲骨文献的普及宣传，促进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名录》工作，宣传“世界读书日”，国家图书馆举办了“殷契重光——国家图书馆藏甲骨精

品展”。通过此次展览和媒体宣传，申报工作扩大了影响。

◆2013年 1 月 6日，国家图书馆召集古籍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社会教育部

等部处开会落实推进申报工作。古籍馆随即电话联系国内 20余家甲骨收藏单位，就联合申

报进行了初步调研。

◆2013年 4月 20日，国家图书馆邀请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区专家和中国委员会专家访问，

特地举办了内部小型甲骨展，并汇报了国家图书馆甲骨收藏情况以及所做相关工作。

◆2013年 8 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根据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

的通知》（文社文发〔2011〕12号）中关于加强“世界记忆”申报工作的要求，于 2013年 8

月上旬组织国家档案局、文化部、文物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国内主要甲骨收藏机构负

责人、在京部分甲骨研究专家，召开了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座谈会，征求专家意见，决

定开始筹备甲骨联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会议确定由国家档案局牵头，国家文物局

协同开展相关工作，并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宋镇豪先

生负责起草申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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