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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呢？”
“你瞅啥？”
“怪我咯？”
“呵呵。比心。”
一段情侣间甜蜜又搞怪的微信

聊 天 开 场 白 ，可 以 靠 甩 表 情 包“ 斗
图”来实现了。这款表情包最大的
特点在于其似字似图，基于甲骨文
创 作 而 来 。 上 线 半 年 ，“ 疯 狂 甲 骨
文”表情包下载量超过 8 万次，创作
者李子一被 400 多位用户打赏。这
位爱画漫画的 90 后考古专业女生
说，自己的创作初衷只是觉得好玩。

在微信上，甲骨文表情包已上
线 4 个系列，设计者们用各自的创
意，让古老的甲骨文年轻起来。

创作，让甲骨文动起来

去年，李子一随手翻开一本甲
骨文字典，惊讶地发现：甲骨文里的
象 形 字“熊 ”，怎 么 画 了 一 对 翅 膀？
这寓意熊的耳朵、鬃毛，还是熊背后
中 了 箭 ，又 或 者 是 只 手 舞 足 蹈 的
熊 ？ 她 的 考 证 虽 然 没 得 到 确 切 答
案，但李子一用漫画记录了这个有
趣的过程。

不久，同学李舒桐的一句玩笑
话，让李子一灵感乍现：“甲骨文很
像表情包啊。”

何 不 试 试 ，让 甲 骨 文 动 起 来 ？
李子一选了马、齿等几个字，一边手
绘 草 图 ，一 边 上 网 学 习 制 作 动 图 。

“刚开始做，很费劲。”比如，“梦”字

的甲骨文形态是一个大眼睛的人躺
在床上。李子一设计，一个人从右
侧走到左侧床边坐下，眼睛渐渐睁
不开，然后躺下开始做梦，寓意“睡
觉”。可画中人物每走一步，就得画
5 张图。在制作“回家咯”动图时，她
觉得“家”字的甲骨文字形颇像一只
小乌龟，那就用小乌龟的爬行来表
达回家含义吧。为了画得生动，李
子一蹲着观察家里养的乌龟，用手
机录下它的爬行过程，再慢速回放，
看乌龟的眼睛怎么眨、尾巴怎么摆。

提交的成稿被审核人员连续 3
次打回，要么是缩略图没截取在最
能表情达意的一帧，要么是图像上
有脏点。李子一就一遍遍地修改完
善，屡败屡战。

去年 8 月 19 日，李子一收到微
信平台消息，这款表情包终于通过
审核，上线了。彼时，她在人头攒动
的 上 海 虹 桥 火 车 站 兴 奋 地 蹦 个 不
停。“周围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看我，”
李子一笑道，“那条短信我至今都舍
不得删。”

3000多岁的甲骨文“花式卖萌”

甲骨文是汉字的早期形式，是
现存中国王朝时期最古老的一种成
熟文字，最早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
殷墟，是商朝文化产物，距今 3000 多
年，有些字或多或少具有象形图画
的痕迹。从 19 世纪末首次被发现至
今，代代学者投身考古发掘和汇编

整合，推动甲骨学发展。去年底，甲
骨文还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李子一本科就读于郑州大学考
古系。大一的《古文字学》课就勾起
了她对甲骨文的兴趣。主讲教师王
建军常常带大家朗读青铜器上的铭
文，感受古文字音韵。这么有趣的
课，却只有考古和历史专业学生能
体验到，多可惜啊。“大家可能觉得，
甲骨文太生僻了。”李子一说，那她
就 把 甲 骨 文 转 化 成 通 俗 有 趣 的 形
式，让它适合在网络时代传播。

微信上的 4 款甲骨文表情包出
自不同设计 者 之 手 。“ 甲 骨 文 精 灵
小 鼎 ”系 列 表 情 包 ，以 甲 骨 文 的

“ 鼎 ”字 为 原 型 ，设 计 主 人 公 形
象。它卖萌求下载，自称是从远古
时期穿越到这个时代的，“有木有人
来收留我，好想好想融入到你的生
活里呀。”

出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
达设计系副主任陈楠之手的“生肖
甲骨文”表情包，融合动物绘画和动
物甲骨文，让 12 生肖的动物们逗趣
十足，“咩？”“你说神马？”“想吃狗
粮”“扭起我的水蛇腰”等网络用语
在此一网打尽，可憨可萌可搞笑。

在李舒桐看来，文创和拟人化
相结合将成为发展方向。比如，与
其让大家死记硬背“鼎”的器形、判
断年代，不如开发鼎的人物漫画形
象 ，并 赋 予 它 端 庄 、严 肃 的 人 物 形
象，贴合它在古代作为权力、地位象
征物的定位。

“疯狂甲骨文”微信表情包还会
出第二个系列吗？

“不会。”设计者李子一的回答
出 人 意 料 ：“我 的 优 势 是 爱 玩 、‘ 脑
洞’大，但是做图实力一般，所以放
一枪就跑。”

本月初，李子一花 5 分钟随手绘
制了 9 张简笔画，让大家根据图中信
息猜出对应的遗址名称。没想到短
短几天，这条微博阅读量就超过 20
万次，转发近 500 次。画技更精湛的
网友随即跟进创作，形成圈内一小
波 看 图 猜 遗 址 热 。 李 子 一 爽 朗 笑
道：“很多人都开始玩了，目的达到
了，我就去开发别的啦。”

在她看来，大多数公众没能领

略的何止古文字文化，不少人对于
考古学尚存有误解，比如把考古等
同于挖墓寻宝、鉴宝估价。对此，李
子一绘制出版了漫画书《考古入坑
指南》，用画笔将考古故事讲得幽默
生动，令人会心一笑。考古人学什
么、要干什么、须具备什么样的知识
素养、得遵守什么样的职业操守、有
什么样的酸甜苦辣，答案都在书中。

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者王仁
湘评价，用漫画描述考古，李子一不
能算是第一，“但在学考古做考古时
画考古漫画，而且画得这样出色，那
就再没有第二位了。”

向公众传播考古成果和中华历
史文化，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和参与。90 后北大考古专业硕士生
奚牧凉创办微信公众号“挖啥呢”，
分享考古学知识和他对公众考古的
思考；被网友称为“考古女神”的 95
后孙晓彤，拉起一支小团队，在喜马
拉雅 App 等移动平台上推出自制广
播剧《殷墟》；首都师范大学学生申
珅，在读研期间坚持每周到北京一
所中学，给学生们上考古兴趣课。

去 年 夏 天 ，“ 大 英 博 物 馆 百 物
展”在上海博物馆免费展出，也带火
了展览定制的系列周边产品。其中
最受欢迎的当属造型萌萌的贝斯特
喵咪玩偶，以及以埃及猫神形象制
作的茶点。

李子一说，在英国安南普顿大
学读研时，考古专业学生每个月会自
发组织一次考古日活动，在校园里扎
帐篷，自选主题为公众讲解，展示水下
考古设备、讲解骨骼考古学等。现
在，她的目标就是像英国博士学长
那样，专业扎实，又能腾出手做好公
众传播，让大家认识了解考古，把考
古变得有趣。“每一个学考古的都可
以参与，而且能量很大。”

甲 骨 文 不 仅 有 表 情 包 ，还 有 字 库 和 嘻 哈 歌
曲。2017 年底，“汉仪陈体甲骨文”设计字库上
线。这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视觉传达系副主任陈
楠与汉仪字库合作开发的，包括 3500 多个字符。

陈楠的设计初衷是，让汉字不局限于作为记录
语言的单一角色，而融入到衣食住行用的每一个细
节中，用最年轻、最有活力的方式传递传统文化。

他尝试用自己的方法重新“设计”甲骨文。结
合古籍文献考证，遵循几何与图案学原理，建立一
个由方形和圆形构筑的网格状母图，根据现存的
甲骨文形象，再把网格上节点间的线段组合成为
文字。

陈楠将这个字库视作一个甲骨文 IP。团队
在此基础上开发了甲骨文嘻哈歌曲、微信汉仪陈
体甲骨文转化器等新媒体产品。此外，还有甲骨
文十二生肖丝巾、手绘本、甲骨文百家姓元素的手
机壳、T 恤衫、电脑包、新年红包等文创产品。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由中国环境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主
办，《环境教育》杂志社承办的“公
众最喜爱的十本环保好书”评选
近日揭晓。《寂静的春天》、《狼图
腾》等 10本国内外图书获选。

本次活动旨在深化公众环境
教育，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 银 山 ”的 发 展 理 念 。 评 选 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正式启动，历经
公众网上推荐、网上投票、专家评
审等几个阶段，共有 15 本译著和
15 本国内作品入围。结合公众
网上投票和专家评审意见，最终
遴选出 10本环保好书。

“公众最喜爱的十本环保好
书”分别是：美国作家蕾切尔·卡
逊《寂静的春天》，美国学者艾尔
弗雷德·W·克罗斯比《哥伦布大
交 换 ——1492 年 以 后 的 生 物 影
响和文化冲击》，英国学者伊懋可

《大 象 的 退 却 ：一 部 中 国 环 境
史》，美 国 作 家 阿 尔 多·李 奥 帕
德《沙 郡 年 记》，美 国 作 家 梭 罗

《瓦尔登湖》；中国作家姜戎《狼
图 腾》，徐刚《伐木者醒来》，杨通
进《生态》，钱易、何建坤、卢风主
编的《生态文明十五讲》，北京市
环境保护宣 传 教 育 中 心 编 著 的

《环境保护 365》。

◆本报记者陈妍凌

甲骨文字库有嘻哈

考古传播：博大精深变妙趣横生

文化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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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李子一设计
的甲骨文微信表情：好、
一言九鼎、比心。

上图为陈楠设计的
甲骨文微信表情：咩、猴
塞雷、你说神马。

楼上听涛

公众最喜爱的环保好书揭晓公众最喜爱的环保好书揭晓

文化动态

传统文化试题应成为生活一部分传统文化试题应成为生活一部分

当当甲甲骨骨文文变变身身表表情情包包 ◆杨奕萍

考题一：近日，在故宫博物
院的官方网站上推出了几张图
片，皇帝居然走起了卖萌的风
格，请问故宫的工作人员为什
么要推出这样的图片？

考题二：《国家宝藏》节目
中，有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
的石鼓，请你识别，下面同学收
集的作品中，属于石鼓文的是
哪一项？

考题三：看图后说出下列
哪一项说法是错误的？A.白棋
2 共有两气，B.黑棋 1 这手棋叫
作“打吃”，C.连着的六颗黑棋
一共有 7 气，D.靠右的两颗白
棋如果连上最下面的白棋 2，
就不会被提子。

这些都是北京地区刚结束
的中小学语文期末考试题。这
几天在笔者的朋友圈上，多位
家长晒出孩子的语文试卷，阅
读试题包含中国书法、围棋、电
影等主题，试题越来越跨界、灵
活。笔者也不禁抹了把汗，没
有一定积累，有些题根本就答
不出来。

近年来，中小学语文教学
改革，传统文化占据的比例越
来越重。一位从事语文教研工
作的老师告诉笔者，自从去年
统编版教材施行以后，偏向中
国传统文化指向愈加明显，阅
读理解通常是以思想健康、文
字优美、具有启发性和教育意
义的材料为首选。

传 统 文 化 试 题 比 重 加 大
的现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引
起更多学生和家长对于传统文
化的关注，很多家长会考虑带
孩子去参观故宫、学习围棋和
书法等，甚至报各种学习班，去
熟悉和了解试题中出现过的那

些传统文化知识点。
但让家长困惑的是，当前

的语文教学多局限于课本中，
考试却远远地跳离课本，孩子
该 如 何 来 把 握 语 文 的 课 堂 学
习？

一位语文老师告诉笔者，
她所带的一名高三学生，就是
因为看了《我在故宫修文物》，
产生热爱与共鸣，高考时毫不
犹豫地选报了文物修复专业。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的传
承既需要从理性上认识，更要
从感性上喜欢，要有长期的浸
润。一种文化只有让人们喜欢
并受到浸润，才可能得到真正
的长期传承。

很多学校将传统文化引入
课堂，但有时学生的兴趣不浓，
究 其 原 因 ，无 非 是 离 生 活 较
远。但当读到中国茶具文化的
材料时，大家却一点不觉得枯
燥，会一直感叹中国茶文化的
魅力，原因无他，只因中国的茶
文化根植于生活，散落于我们
的具体日常。

这一点，对北京语文教研
员王老师来说，感触更深。传
统文化阅读出题，是她特别苦
恼的事，阅读材料不能古板陈
旧，又要文字优美，充满思想启
迪 。 直 到 期 末 考 试 前 的 两 个
月，她在报纸上看见一篇讲述

“京胡制作大工匠”的文章，一
下被吸引住，急忙与作者联系，
才完成此次理想的出题。

这次考试的阅读题，由于
贴近生活，孩子们读后很受启
发，对京胡的制作充满好奇。
这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继承
传统文化要从教育入手，让学
生乐于接受并学习，让传统文
化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或许这
样，文化的传承才能越行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