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甲骨文出土120周年，
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事件， 首都
师范大学古文字学领域资深专家
黄天树早在 7年前就着手编纂
《甲骨文摹本大系》， 带领团队成
员临摹甲骨文， 平均每个人要摹
写8000多片， 字数达到10万。 年
至七旬依然潜心研究， 只因他不
舍与甲骨文的那份缘， 不舍 “人
民教师” 这个光荣的称号。

因一篇报道 走上甲
骨文研究之路

1978年6月29日 ， 是当时29
岁的黄天树生命中不平凡的一
天。 这天， 《光明日报》 刊登了
一篇名为 《锲而不舍 ， 金石可
镂———记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
献专业裘锡圭》 的文章， 以整版
篇幅报道了裘锡圭研究甲骨文的
事迹。 读到这篇稿件后， 黄天树
被裘锡圭先生严谨认真的研究态
度深深折服， 并由此产生了研究
甲骨文的兴趣。

1985年， 黄天树在北京大学
师从裘先生开始博士生涯， 走上
了甲骨文研究之路。 他对古文字
研究达到痴迷的状态， 在他的家
里， 一眼望过去最显眼的物品就
是书。 除了书架， 只要是空余的
地方， 都被一摞摞的书籍占满，
是名副其实的 “书屋”， 也是他
的资料室和小型图书馆。

他不仅藏书多， 读书也非常
“狠”： 跟随他几十年的书籍的内
页上基本没有空白， 红红绿绿尽
是笔记； 纸张已经翻软、 翻烂，
连后加上的衬纸都已经翻软了。
正是有着这样严谨的钻研精神，
他在研究领域成果丰硕， 在 《中
国语文 》 《考古 》 《古文字研
究》 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70余篇，
出版了 《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
代》 《甲骨金文论集》 《黄天树
古文字论集 》 《甲骨拼合集 》
（主编） 《甲骨拼合续集》 （主
编） 《甲骨拼合三集》 （主编）
等一系列学术专著， 多次获得教
育部、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项， 成为当今国内甲骨学

领域影响重大的著名学者， 担任
了国家2011计划 “出土文献与中
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甲骨文研究平台主任。

他先后被北京市总工会评为
经济技术创新标兵， 被市政府授
予 “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
术管理人才”称号，荣获“首都劳
动奖章”“第五届北京市高等学校
教学名师奖”“北京市优秀共产党
员” 等荣誉。 2019年， 他被评为
首都十大教育新闻人物。

是什么支撑着黄天树一直进
行着相对冷门的甲骨文研究？ 对
于这个问题， 他很淡然， 但话语
间充满对这门学科的深情： “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 甲骨文研究再
冷门， 也总要有人去搞。 一直以
来 ， 甲骨文研究都属于基础研
究， 沿用到现在， 我们现在所用
的汉字源头就在甲骨文。 材料数
量大， 内容很丰富， 是研究古代
语言文字和历史的重要资料。 甲
骨文研究是一门绝学， 但是绝学

不能真绝。”
他说： “现在中央提倡重视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还专门提到
甲骨文这种冷门学科要有人来
搞， 而且要有传承， 国家对这些
冷门学科还给了经费和项目方面
的支持， 让学者们更加有信心。”
他说这段话时， 语气中满是欣慰
和坚定。

认定了一件事就一定要去
做，并且要做好。黄天树就是这样
的一个人，在他的心中，只有肯低
头的学者才能真的 “干出活”。

修改学生论文 意见
几乎写满空白处

“改文章像扫落叶一样 ” ， 这
是裘锡圭先生对黄天树说的话。
他听进去了， 并且身体力行。

“博士生的论文都是在毕业
前的年底时段交， 为了给学生指
导好论文， 黄老师会利用寒假时
间， 把每一名博士生的论文一字

一句地读上一遍， 用红笔标红，
甚至细致到把标点错误都改过
来。 改完以后， 黄老师还会把学
生叫到家里谈论文的修改， 并把
作为甲骨文研究的原始材料———
《甲骨文合集》 搬出来 ， 然后把
论文中的相关材料跟 《甲骨文合
集》 一个一个对照， 经常一谈就
是一天。” 提到论文批改， 黄天
树的博士生说。

黄天树扫落叶式的改文章方
式不仅应用于博士生， 对待其他
学生也一视同仁。 在参与本科生
答辩的时候， 他会提前把手里所
有的论文全部看一遍， 依旧用红
笔标红， 在空白处还会写上修改
意见。 答辩结束后， 有的学生拿
到黄老师修改过的论文一看， 稿
纸上几乎已经没有可以再下笔的
地方。

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认真严谨
的科研态度， 他的学生也耳濡目
染， 把这种扫落叶修改文章的方
式应用到自己的论文撰写和修改
中， 由此产生大量优秀的论文作
品。 博士生姚萱获得了全国百篇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 还获
得上海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三等奖； 博士生赵鹏的博士
学位论文荣获第六届胡绳青年学
术奖； 博士生王子杨的博士学位
论文获得2013年度北京市优秀博
士论文奖， 又获得第七届吴玉章
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奖， 论文 《释
甲骨文中的 “阱” 字》 获得首批
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二等奖。

孔夫子说： “其身正， 不令
而行 ； 其身不正 ， 虽令不行 。”
黄天树对学生的影响是润物细无
声的， 他以言传身教， 影响着学
生的行为举止。

课堂座无虚席 外校
学生专门来旁听

“勤勉多思”“凡事认真”“刻
苦用功” ……这些词语是黄天树
的学生评价老师时的常用词。

他喜欢把对书籍的心得体会
写到书上， 还会附上纸条， 甚至
根据不同的心得体会用好几种颜

色的笔记录下来， 并根据不同学
科分门别类， 遇到特别珍贵的材
料还要手抄下来。 每次上课前，
学生都可以看到黄老师的书上写
着满满的笔记， 有学生戏称 “黄
老师的书像地图”。

一般来说， 一级教授过了60
岁就不再需要给本科生上课了，
可是作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 博士生导师， 黄天树常年坚
持为本科生讲授专业核心课程和
选修课程， 将最新的研究动态和
研究成果展示给学生， 并且每次
讲课前都精心备课， 在讲台上一
直站到了七十岁。

同事担心老人的身体， 善意
地劝他少上点课， 但他总是微笑
着回应 “学生爱听， 我身体也还
可以”。 多年以来， 他的课座无
虚席 ， 不仅有本校 、 外校的学
生， 甚至还有外省市的学生专门
请假来听黄老师的课， 感受他的
学识和风采。

黄天树的认真态度不仅仅体
现在教学上， 还体现在研究上。
今年是甲骨文出土120周年 ， 为
了纪念这个特别的事件， 他早在
2012年就开始着手编纂 《甲骨文
摹本大系》。 为了提取到最准确
的甲骨文拓片， 黄天树带领团队
成员开始临摹甲骨文之路， 一干
就是7年。

为了摹写一片甲骨， 年轻人
一坐就是大半天， 大样出来后遇
到不清晰的地方， 要找原始文献
进行校对 ， 又要再看一两个小
时。 7万多片甲骨、 近100万个单
字的临摹， 只有9个人， 平均每
人要摹写8000多片、 10万字。 甲
骨文研究中心成员王子杨说 ：
“工作强度很大， 黄老师岁数大
了， 我们都劝他回去休息。 可是
他一直不肯， 坚持自己校对， 他
的认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因为年至古稀， 今年春季他
从首师大退休。 但是他放不下甲
骨文情缘， 又加入了清华大学出
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继续从
事甲骨文研究 。 风雨无声润桃
李， 黑白有形画春秋， 这， 就是
一代古文字大师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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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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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王静：三代传承 守护绿林

王静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永
定 分 校 的 一 名 教 师 ， 也 是 一
个 土 生土长的门头沟人 。 在她
居住的小院里， 随处可见各种各
样的植树工具。 “我们家两代人
都和种树有着不解之缘。 从当年
公 公 响 应 国 家 号 召 承 包 荒 山
至今， 三十余年的时间里， 种树
一直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
分。” 王 静 不 仅 利 用 业 余 时 间
和爱人一起上山护林 ， 她还在
学校里、 课堂上与学生们分享着
种树的点滴。

1984年， 王静的公公李德普
响应国家号召 ， 与政府签订合
约， 承包了炭厂村附近的1300多
亩荒山， 成为家里的第一代种树
人。 三十余年过去了， 在王静一
家人的悉心照料下， 老人当年种
下的侧柏、 油松、 杨树、 柳树等
10多个品种、 30多万棵树苗已长
成了片片绿林。

王静介绍， 刚和丈夫结婚时
公婆身体还硬朗， 两位老人一门
心思都扑在种树上。 “老人总说
一天看不到这片林子， 就睡不着
觉。 所以在山上经常一住就是大
半年。 山上没水没电， 只有靠人
力去山下挑水。 晚上也只能用煤
油灯， 和外界惟一的联系就是一

台收音机。” 那时， 王静和丈夫
每周就靠肩挑手扛地往山上送食
物和修剪树木的工具。

“就这样一路坚持了20多年，
工具不知买了多少， 收音机也不
知坏了多少个。” 王静介绍。 10
年前， 老人岁数大了， 不能再上
山了。 这时， 对树木看管和养护
的重任就自然落在了王静这一辈
儿人的身上。 就这样， 他们成为
了家里的第二代种树人。 春天育
苗、 夏天浇水、 秋天整地、 冬天
防火……王静和爱人， 为了家里
的这份绿色的传承， 年复一年地
忙碌着。

因为还有工作， 王静和爱人
就 每 周 雷 打 不 动 地 开 车 往 返

于 门 头沟城区与山里 。 然后再
步行20多公里上山巡视、 修剪树
木。 这两年开春的时候， 炭厂村
的村民们经常会看到王静一家十
几口人背着工具上山补植树木的
场景。

耳濡目染， 让王静感到欣慰
的是家里的孩子们也都传承着这
份精神。 每到节假日， 都会主动
要求上山和家长们一起护林。 王
静说： “坚持了这么多年， 种树
护林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守护
好这片山林更是全家的最大心
愿 。 ” 2016年 12月王静家庭以
“祖孙三代植绿护绿， 共享北京
一片蓝天” 的事迹被评为首届全
国文明家庭。

低头结缘甲骨文 抬头专注每节课
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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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领域专家黄天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