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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9月3日下午，与我在8月15日烟台“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举
行前只有一面之识的刘佳女士，带着她新完成的《话说甲骨文》书稿，在山东出版集团钟永诚先生（
来京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的陪同下，兴冲冲来到北京方庄我的“入帘青小庐”寓所。
作为在山东会议上结识并远道而来的“老”朋友，自然是倍感亲切。
刘佳女士开门见山说：“谢玉堂先生让您帮我审阅书稿，并希望您给写一篇序”云云。
德高望重的谢玉堂先生是我的学术知己，多年来对我的支持、关心很大。
既然有他的嘱托，自然义不容辞。
我连忙答应说：“好吧，我一定认真学习！
”说实话，我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刘佳女士的书稿究竟写得如何，心中确实没有什么把握。
此外，手头正在赶写应邀出席陕西宝鸡“己丑年宝鸡全球华人省亲祭祖大会”期间举行的“姜炎、炎
帝文化与民生高层论坛”的论文，时间正紧。
心中暗道，谢老这不又是给我“找事”，增加我的负担么？
虽然如此，但看到刘佳女士期待和信任的目光，我还是高兴地说：“你不容易呀，我一定要认真学习
、认真看看！
”在与刘佳女士、钟永诚先生寒暄的过程中，我顺便浏览了全书目录，初步的印象是涉及的“面”比
较齐备，标题立意新颖。
至于内容如何，要读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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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话说甲骨文》主要内容简介：甲骨文解读的时代背景、考据学的发展、金石学的发展、甲骨文是世
界上最长寿的文字、甲骨文是保存至今的神秘刀笔文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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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佳，山东蓬莱人，1963年生。
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政治系，曾在大学任教，教授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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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文字起源一、文字传说八卦画字说结绳刻契说仓颉造字说起一成文说二、原始文字早期的刻
画符号最早的汉字最早的文章甲骨文之前的符号文字三、书画同源岩画中的图画记事图画文字四、从
象形文字到“六书说”第二章 甲骨春秋一、甲骨文之谜商甲骨文周甲骨文商周甲骨文的异同甲骨文与
金文同时代并存二、甲骨文解读的时代背景考据学的发展金石学的发展三、甲骨文是世界上最长寿的
文字四、甲骨文是保存至今的神秘刀笔文字为什么在甲骨上刻字甲骨的来源甲骨占卜之谜五、世界上
最早的图书馆第三章 发现之旅一、利用“甲骨文”药用价值的人们小屯村出土“甲骨”片片剃头匠李
成把“甲骨文”卖进中药铺中药铺伙计首先发现甲骨片上有刻画文字李成自制“刀伤神药”在集市和
庙会上叫卖“人吞商史”潍县古董商范维清把甲骨文带到北京二、甲骨文之父——王懿荣收藏甲骨
文1500片为什么是王懿荣第一个发现了甲骨文王懿荣之死王懿荣收藏甲骨文的下落三、出版甲骨文著
录书第一人——刘鹗收藏甲骨文5000余片墨拓甲骨文，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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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谈到文字的起源，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指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
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
至于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是更在其后的。
”一般认为，文字的出现是社会进入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
近现代的考古，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
化等遗存中都发现了比甲骨文更古的与文字起源有关的陶文刻画符号，有些与甲骨文字极其相似。
仰韶文化彩陶刻画的符号和大汶口文化灰陶尊上刻画的符号，都是一种文字产生过程中的指事现象。
这类陶器符号，有的是刻画的，有的则是用毛笔一类工具绘写的，在数量上刻画的多于绘写的。
如果按其结构分类的话，大体可以划归两个系统：一是记号性质的线条系统，是抽象符号的数目字，
二是状物性质的图形系统，是具象符号，与古汉字非常相似的文字。
从符号发展的历史逻辑看，这些记事符号的出现，应该比图形符号早。
如果从汉字构成的角度来观察，古人不管是用哪种方法造字，凭借的基本部件符号不外乎抽象的线条
和象形状物的图形。
这恰好是汉字构造和形成的两大“基因”。
到目前为上，从我国发掘的陶器资料来看，新石器时期单字陶文刻符在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临
潼姜寨遗址、青海乐都柳湾遗址等地均有发现。
而成语成句的陶文刻符只有在山东省各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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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午夜时分，当我把《话说甲骨文》书稿看完最后一遍，心中生出许多感慨。
两年来的日日夜夜就像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
记得上中学时，曾听语文老师说起过甲骨文，但那时感觉非常古老和遥远；上大学时，尽管叶公好龙
地练过一阵儿书法，由于资料匮乏且没有名师指点，也不可能对甲骨文作深入研究。
后来虽然知道甲骨文是300。
年前中国最早的文字记录和书法起源。
对它的来龙去脉却从未想到要去探究，更没有料到会与之结缘。
而今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更由于国家的强盛，随着文化的复古与繁荣以及近年来国学的热
门，对中国文化的起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特别是在多次参观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各大博物馆，欣赏了很多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名作后，认真
研读了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
同时，也开始试着临写书法，虽然真草隶篆都有涉猎和尝试，后来却发现对篆书似乎情有独钟。
而两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位老领导讲起中国文化的渊源。
从三皇五帝伏羲氏轩辕黄帝尧虞舜，讲到夏商周，进而讲到齐鲁文化，特别提到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陶
文等，甚至讲到中国汉字的延续和传承，他那如数家珍的表述，使我深受感染，无形中也有了一种冲
动，非常想知道中国方块字是怎样产生、发展和传承的，便逐渐走进了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甲骨
文的世界。
面对那小形大势、生动轻灵的象形文字，不知不觉中我喜欢上了甲骨文，像小学生一样每天只能记住
几个字，并且随时都在纸上或腿上用手比划着，试图与古人对话，天长曰久便对甲骨文着了迷。
除了对文字本身和书写感兴趣，还对甲骨文具有占卜的神秘性和产生甲骨文的文化背景感兴趣，随着
研究的深入，不仅惊叹300。
年前古人对甲骨文的创造和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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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话说甲骨文》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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