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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没有汉字就不会有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所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
从汉字的起源开始，讲述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形声制的确立、汉字字体的演变等汉字发展的历史，并
对21世纪汉字的前途作了积极的展望，指出在信息化时代，汉字已显示出无可比拟的优势。
书中还对如何阅读古籍、如何纠正错别字等问题，从训诂的角度进行了讲解。
本书语言通俗易懂，充满激情，妙趣横生，生动的故事像抒情一样打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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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唯一一个延续几千年文明没有
间断的民族，它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灿烂文明成果。
诸如“四犬发明”等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汉字对中华文明的记录与传承，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和基础，对中华文明的
传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华民族有文字的历史至少有5000年了，难怪人们称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世界上的文字　　语言是先于文字产生的，早在人类社会形成时语言就开始使用了，这种历史长达几
万年甚至更长。
那时，远古人类没有记录语言的文字，所有的信息都是靠口耳相传。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产力的进步要求有一种载体来记录现实生活实践了，这时文字产生
了。
　　现在，世界范围内的语言种类多达几千种，而文字数量要少得多了。
有许多民族至今只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的文字。
本民族的信息仍然依靠世代口耳相传。
文字是用来记录本民族语言的，它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能够传播万里，流传千年万年。
在世界文字中，曾经出现过几千种古老的文字，其中最古老的有三种：古代埃及的圣书字，古代苏美
尔人的楔形文字，还有中国商代时期的甲骨文。
这些文字都有几千年的历史。
它们都曾占据在世界文明的金字塔尖，都曾照耀过世界文明的旅途。
　　（一）圣书字　　大约在5000多年前，古老的埃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就是圣书字，俗称埃及象
形文字。
它是一种意音文字，主要由音符（表音）、意符（表意）和限定符构成。
它有3种字体：碑铭体、僧侣体和大众体。
碑铭体起初是雅俗通用的，后来成为雕刻在金字塔和神庙石壁上，以及绘写在石器和陶器等器物上的
庄严字体，成为装饰性的正体，同时也是3种字体的总称。
其符号外形很像图画，但实际上大都早巳失去象形的功能。
僧侣体是实用的草体，主要用于宗教写经。
这两种字体的内部结构完全一致。
大众体又称书信体，它是在僧侣体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化。
　　公元前525年，波斯人征服了埃及。
埃及被编制为波斯帝国的一个省。
埃及被迫使用波斯文，圣书字被限制使用了。
在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之后，在马其顿和罗马统治时期，圣书体继续被使用。
公元4世纪左右，只有很少的埃及人还能够读出这些埃及象形文字。
公元329年，狄奥多西一世统治了整个罗马帝国。
他是最后一位统治统一的罗马帝国的君主，他确定基督教为国教。
公元391年，狄奥多西一世下令关闭了所有非基督教的神殿，从此就再也没有建造过刻有埃及象形文字
的纪念碑或者神殿。
随着最后一位能够读懂埃及圣书字的僧侣的去世，圣书字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1799年，拿破仑军队远征埃及时，在罗塞塔城附近挖掘战壕，偶然间发现了一块用三种文字写成
的黑色石碑，这块石碑后来被称为“罗塞塔石碑”。
这块石碑给解读埃及古文字带来了关键性的资料。
对解读埃及象形文字做出杰出贡献的是英国物理学家、医生、波动光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扬（Thomas
Young，1773～1829）和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s；ois Champollion
，1790～1832）。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说汉字的故事>>

托马斯·扬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学者，他曾因辨识了一块埃及古石碑上的象形文字，逝世前仍致力于编
写埃及字典的工作。
商博良从1822年到1824年完全投入到对罗塞塔石碑的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成功地译解出古埃及象
形文字的结构，这些符号有些是字母，有些是音节文字，有些则是义符，一个符号代表一整个事物。
他编制出完整的埃及文字符号和希腊字母的对照表，为后来解读大量的古埃及遗留下的纸草文书提供
了非常有用的工具。
他还发现了一份记载着从拉美西斯二世以来所有埃及法老名录的纸草书的重要性。
商博良在1 830年几乎完全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
从此，世人又得以领略古老的埃及文明。
　　（二）楔形文字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发源于亚洲西部的亚美尼亚高原。
公元前4000年左右，这里就有了最早的居民--苏美尔人。
他们创造了灿烂的苏美尔文明，最能反映这种文明特征的是他们的文字--楔形文字。
它被亚述人、巴比伦人和波斯人继承，逐渐成为音形结合的文字。
　　“楔形文字”这个名称，是英国人取的，叫cuneiform，来源于拉丁语，是cuneus（楔子）和forma
（形状）两个单词构成的复合词。
这个名称表达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字最本质的外在特征。
　　苏美尔人的文字最早是写在泥板上。
苏美尔人用削成三　角形尖头的芦苇秆、木棒当笔，在用潮湿的黏土制作的泥板上写字。
在泥板上印刻，因此只适合书写较短的、直线的笔画。
由于书写时用芦苇角或木棒角按压，在按压的地方印痕较宽、较深，抽出时留下的印痕则较细、较窄
，这样，这种文字符号的每一笔的开始部分都较粗，而末尾部分都较细，就像木楔一样，“楔形文字
”由此得名。
楔形成为文字的标准字形后，以后在石块上刻写，也同样刻成这种形状。
　　为了长久地保存泥版，需要把它晾干后再进行烧制。
这种烧制的泥恒文书不怕虫蛀，也不会腐烂。
但美中不足的是，泥版很笨重，每块重约1000克，每看一块都要费力地搬来搬去。
到现在，发掘出来的泥版，共有几十万块，有的体积特别巨大，堪称巨型书刻。
　　苏美尔人发明楔形文字，是对世界文化的杰出贡献。
苏美尔语的语言体系独一无二，在字汇、文法及句法构造上都是自成一体，与后来属闪米特语系的阿
卡德语以及巴比伦语、亚述语有很大不同。
公元前第三干纪末期，属于闪米特语系的阿卡德语取代了苏美尔语。
阿卡德人在吸收以苏美尔人的语言和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楔形文字体
系。
后来的巴比伦语和亚述语，主要是在阿卡德语基础上完善的。
　　楔形文字传播的地区主要在西亚和西南亚。
在巴比伦和亚述人统治时期，楔形文字有更大的发展，词汇更加扩大和完备，书法也更加精致、优美
。
随着文化的传播，两河流域其他民族也采用了这种文字。
公元前1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已成为当时国家交往通用的文字体系，连埃及和两河流
域各国外交往来的书信或订立条约时也都使用楔形文字。
后来，伊朗高原的波斯人由于商业的发展，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进行了改进，把它逐渐变成了
先进的字母文字。
　　公元前330年，波斯为亚历山大率领的马其顿大军所灭。
古波斯消失了，但古老的文明没有因此而彻底湮灭。
楔形文字从此消失了。
　　1835年，英军少校罗林森奉命前往伊朗，出任库尔迪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
这位业余考古爱好者到任不久，就听说附近有很多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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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不会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抽时间决定去找找看，果然在贝希斯敦村附近发现了一个大型摩崖
石刻。
该铭刻上半部是一个浮雕，下半部是密密麻麻的铭文。
罗林森决心解开这个谜。
他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悬崖峭壁，小心异常地拓下一片片铭文，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释译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
踏着前人的脚步，经过12年的钻研，罗林森终于在1845年成功地译解了其中的古波斯文，而剩余两种
文字所述内容估计与波斯文是一致的。
从此，悬崖上的这种让人疑惑不解的东西不再是一个谜，人们了解到它的背后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二、汉字文化圈　　与中华文明相伴随的是汉字的广泛传播与使用，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形成了
一个广大的汉字文化圈。
这个区域是指日本、朝鲜半岛、冲绳、中国、印度支那、南洋群岛直到新加坡。
在这个区域内，有几十个独立的国家和冲绳以及中国台湾。
　　历史上，汉字对外传播有三条线路：第一条是从中国的中原地区向南和西南方向传播到中国的广
西壮族和越南的京族，从而产生了壮字和喃字。
第二条线路是从中原地区向东传播到朝鲜、日本，从而产生了谚文和假名。
第三条线路是从中原地区向北和西北方向传播到了中国宋代的契丹、女真和西夏，产生了契丹文、女
真文和西夏文。
　　（一）壮字和喃字　　广西壮族自治区从秦汉时期就开始接触汉字文化了。
最初，壮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完全是借用汉字，甚至包括汉语都一起借用了。
　　到了唐代，壮族人民开始创制自己的文字。
壮字是由壮族一些接受过汉字教育的文人（其中包括巫师）借助汉字或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的。
古壮字民间普遍使用的有4800多个字，另外，还有音同、义同而写法不同的异体字8000多个。
　　古壮字的构造方式，是借、仿、创三者结合。
借，是借汉字或汉字的偏旁部首。
仿，是模仿汉字“六书”中的方法。
创，是再创造文字。
古壮字的构字方式，大体有如下四种：　　1.形声字。
是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和意符组合而成的字。
　　2.会意字。
是利用汉字本体的意义，加上一些特殊的符号，或者是以两个以上的汉字合并而成的字。
　　3.借汉字。
是直接借用汉字，有借音和借义两种。
借音是借用汉字的正音或谐音来记录壮语字。
一经借用，其原来汉义不复存在，而是表示壮义了。
另一种是借音借义字，是既借音又借义的字。
　　4.象形字。
是依物赋形，依事描样，以简单而富有概括力的笔画，勾画出物体的基本形象。
　　古壮字在唐、宋时期开始使用，到了明清时期开始进入繁盛时期。
壮族民间普遍用它来记录或书写神话、歌谣、谚语、剧本、楹联、碑刻、药方、家谱、经文等，它是
研究壮族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至风土人情的重要文字材料。
　　1955年，党和政府组织专家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壮族文字。
1981年，壮文全部改为拉丁字母。
　　喃字是越南古代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中越文化交流的结果，是越南民族意识增强与民族文化发展
的体现。
喃字的产生与发展既反映出越南人的民族意识与性格，也反映出越南人对待外来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
的观念与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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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文字经历了汉字、字喃和拼音文字3个阶段。
公元前，汉字传人越南。
14世纪仿照汉字创造了越南形声字，称为“喃字”或“字喃”，用越南语书写文学作品。
字喃跟汉字长期并用，始终未能排除汉字的统治地位。
17世纪欧洲传教士拟订多种拉丁化的越南语拼音方案，其中法国传教士罗德（1591～1660）的方案，
经过修改成为今天的越南新文字。
1885年越南南方首先成为法国殖民地，中小学开始教学拼音文字。
1945年越南成立民主共和国，以新文字为法定文字，废除汉字。
　　（二）谚文和假名　　汉字是表意文字，谚文是音素文字。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起初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在公元3世纪，朝鲜从中国引进了汉
字。
公元4到6世纪，正是中国的南北朝时代，朝鲜的文字中汉字的数量大量增加。
公元7世纪，朝鲜语基本定型。
这时的朝鲜语叫做“吏读”，它的特点是，实词大致都是汉语词汇，这些词汇组成句子时一般按照朝
鲜语的语序，添加一定的用汉语标记的附加成分。
这些成分叫做“读”。
8世纪时，用汉字的音写朝鲜语，称为“乡歌”或“乡札”。
“乡”指的是“朝鲜国家”。
一直到15世纪，朝鲜人一直用汉字记录他们的语言。
1446年朝鲜正式公布了创制的朝鲜文字，称为“训民正音”。
俗称“谚文”。
“谚文”是通俗字体，供老百姓使用。
谚文是音素文字，但是不作为线形排列，而是拼成汉字形式的方块音节。
谚文字母由最简单的笔画构成，受到了汉字的影响。
谚文创制出来以后，一直在民间流行，书写文言文的汉字仍然是正式的文字。
在李朝时期，人们往往把汉字和谚文并用来写文章。
历代相承，积有1万多个方块，现代通用的有2700～3500个。
19世纪后期，汉字和谚文的混合体成为正式文字。
1945年，朝鲜半岛分裂为南北两部分。
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在1948年废除汉字，以纯粹的谚文作为法定文字，韩国仍旧用汉字谚文混合体，
把汉字减少到1900多个，一般出版物很多全用谚文。
　　日本学习汉字汉文大约开始于3世纪。
后来，把汉字当成记音字母，记录日本语，写成诗歌；或者跟表意的汉字混用，记载历史。
起初用汉字记音是随便写的，后来慢慢有些条理，并把汉字简化，创造出日语的音节字母，称为“假
名”。
假名字母表称为“五十音图”。
有两种体式，楷书体叫“片假名”，草书体叫“平假名”。
到7世纪，出现夹用汉字而以假名为主的日文著作。
日本也仿照汉字创造一些日本专用的汉字，但是为数不多。
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有意识地进行文字改革。
推广以东京（江户）语音为标准音的国语。
一般读物中的汉字全部在旁边注上假名，实行读音统一。
小学语文课本从半文半白的文体改为口语化的文体。
日本的文字改革运动者在1866年提出废除汉字，1872年提出改用罗马字，1973年提出限制汉字字数。
后来在1981年改为“常用汉字表”（1945个汉字），政府公文和一般出版物所用汉字以此为度。
今天日本的正式文字是汉字假名的混合体。
全用假名不是正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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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字是辅助的拼音工具。
　　（三）契丹字、女真字、西夏字　　唐代末年，契丹族的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
长期与北宋并立，直到1125年为金所灭。
契丹语中借用了很多汉语词汇。
契丹字是参照汉字创立的文字，分为大字和小字。
直到辽国灭亡以后，契丹字还在流行。
1191年，金章宗废契丹字，契丹字从此失传。
　　1115年，女真部的首领阿骨打建立金国，1125年，金灭掉了辽国。
之后，又灭亡了北宋。
1234年，蒙古灭金。
女真字属于汉字的类型，它是以汉字和契丹字删减笔画而创立的。
于1119年颁布推行，1139年左右，女真字出现了拼音形式。
女真字大约使用了200年的时间。
　　西夏是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1038年创立的。
1227年被蒙古国所灭。
党项族本来没有文字，西夏国建立后开始创立文字，它仿照汉字的楷书形式，创立了方形字体，笔画
比较复杂，主要是会意字，西夏灭亡后，西夏字消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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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面孔和灵魂。
没有汉字也就不会有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
　　本书将汉字中蕴藏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与充满情趣的故事联姻，把原本晦涩难懂的训诂知识讲
得透彻、易懂、妙趣横生，用故事形式讲述汉字的历史、文化和奥秘，揭示汉字的形成和演变规律，
对汉字同汉民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审美情趣及心理、思维习惯诸方面的关系作了阐
述。
同时收录近200幅精美图片，包括文字拓本、示意图、书影、文物照片及语言学者像等，使读者能更直
观地了解汉字文化和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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