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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ZI DE GU SHI

汉字是怎么来的？

我们已经用了这么多年汉字了，可谁能告诉我汉字是怎么来的呢？

也许你会说，那还用说？当然咱们中国人造的，不然怎么叫汉字

呢！咱们汉族人发明出来的嘛。

那么汉字已经有多久的历史了？它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

它产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这好像挺难的，那好吧，我们一起来

研究一下。

首先我要说，汉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几种语言之一，汉字，就是为

了记录汉语而创造的。我们的祖先创立的这套我们至今每天都在使用的

汉字系统，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符号体系，它不仅将中华文明全部融入在

里面，而且也给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作为炎黄

子孙感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汉字是中华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

不但承载着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而且也是从古到今，东南西北的人们进

行沟通的重要工具。由汉字衍生出来的书法艺术，更是中华文明的瑰

宝。所以有人对汉字这样进行评价，“汉字”作为一种创造，其地位甚

至可以和“四大发明”并驾齐驱，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也不过

分。我们从小就能很好地掌握这种工具，其实这是一种荣幸，我们可能

感觉不到它的魅力，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已越来越感受到汉字的奇异

魅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努力地学习汉语和汉字。

人都是由动物进化而来，这一点没有人会反对。人从动物这个群

体中分化出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出现了几件奇妙

的事情，比如原始人开始使用工具，开始直立行走，开始使用火，当

然人与动物之间最重要的一个不同点就是开始出现了语言的交流。汉

语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我们的祖先远离了动物的生活状态，进入了人类

社会的历程。

万事万物的产生都会有它的原因：原始人的大脑越来越发达，工作

越来越复杂，需要交流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但是第一，声音不具备持续

性，声音一旦从发音器官发出来很快就消失了，也许昨天约好了今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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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故事

起去打猎，但今天就忘记了，后来想起来也错过机会了；第二，声音也

有使用范围的限制，说话十米能听见，五十米，使劲喊也勉强能知道在

说什么，一百米呢？一千米呢？现在人类已经可以飞到月球上了，就算

我们把声音喊成刀郎那样，月球上也听不见。在这种情况下就促使当时

的人发明出一种既可以持久，又能不受空间制约的传递消息的方式。我

们的祖先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结绳记事、契刻、画图等等，这些都

会在我们后面的故事里面提到，但是到最后发现，还是创制一种系统的

符号比较方便，书写比画图更容易更简便，并且表达意义固定，不会让

理解产生错误，字形源自于物体象形，又便于记忆，所以汉字便在这千

呼万唤中出现了。

汉字的发展还经过了几个阶段，建国以后，湖北杨家湾大溪文化遗

址、山东大汶口遗址、西安半坡遗址等都出土了大量陶器，出土的陶器

上和彩陶上的几何符号和象形符号都可能是原始文字形成中（或形成

前）不同阶段的表现。接下来就出现了和这些符号很相近的甲骨文，甲

骨文顾名思义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再后来秦始皇一道命令又

一次让文字大变样，这次统一文字的结果就使字体变成了小篆和隶书，

小篆和隶书的字形也就和我们现在看到的繁体字很相近了。

汉语，从中国人开始发声交流算起来估计已经经历了几十万年的历

史了，我们慢慢地向前寻找，会发现汉字的历史虽没有汉语那么古老，

但也是很久远的，从被认定为成体系汉字的甲骨文出现到现在就已经有

3400多年了，如果把更多的零散的文字资料搜集起来进行研究，就能知

道汉字的历史其实还要久远得的多。在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

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都有比甲骨文更古老的刻划符号，在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里发现的符号，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我们再回过头来算算，8000年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已经产生了文

字，这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汉字家族把中国人带入一个多么奇妙缤纷

的世界啊，安子介先生曾说：“有这样的文字，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说

汉字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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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远邻与近亲

我们常说一个词——远亲近邻，意思是一家人在社会上可以有各种

不同的关系，汉字也是这样，与汉字有关系的文字我们叫它“远邻和近

亲”，你们听说过吗？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语言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有两个必需的基础，首

先人类由于生存的需要，开始使用工具了，这才促使人类的大脑发达起

来，加强彼此工作和协调的能力；第二，也只有使用了工具，大脑发达

起来了，需要配合着进行工作了，才会考虑到要进行交流，要使用语

言。不仅在中国是这样，世界上所有地区的语言的产生过程大体都是这

样的，就好像不同种族的人们也许皮肤颜色不一样，但是都是爸爸妈妈

生出来的，具体模样有些小差别，生长的起点和过程都差不多。文字又

是在人类社会相当成熟，语言相当发达以后出现的产物，而语言和文字

的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类思想、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进行了广泛

的传播和日益提高，使人类的智慧得以充分发挥，使人类的生活越来越

光辉灿烂，丰富多彩。

掰开指头算算，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一共有三种：古苏美尔人的楔

形文字、古埃及圣书字和中国的殷商甲骨文。前两种可以算是中国古文

字的远邻了。这些古老的文字都是从图画发展而来，并且最后发展为表

意的象形文字，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

圣书文字渐渐为历史所淘汰，只剩下落满灰尘的记忆和只有少数专家能

读懂的古代文化资料了。只有中国的汉字跨越了漫长而崎岖的历史历

程，从图画变成了甲骨文，从甲骨文又逐渐演变成了现代文字。汉字仍

然属于表意性质，是世界上至今唯一一种仍然在使用的表意文字。

楔形文字——周杰伦曾经在歌曲《爱在西元前》中提到了这样一个

地方，“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是希腊语的名字，这个地方在现在的

西亚，也就是中东地区，在叙利亚的东部，处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

河之间，所以“美索不达米亚”翻译过来就是“两河之间的地带”，也

称为“两河流域”。又因为这片土地从地图上观看，狭长，弯曲，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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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初升的月亮，自古以来这一方肥沃的水土养育了一方文明，是世界上

著名的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所以这里又被人们称为“新月沃地”。

距今差不多5500年前，生活在两河流域的两群人，南部的苏美尔人

和北部阿卡德人建立自己规模不大的国家。公元前1894年，由这些小国

组合而成的大型的奴隶制中央集权国家——古巴比伦王国正式建立，在

这个统一的大帝国里，文化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苏美尔人最早创制

了苏美尔文字。苏美尔文字的特点就是在一块湿软的泥土版上，用一头

宽，一头尖，横截面是三角形的笔来“书写”文字，所谓的“书写”就

是把这支“笔”的三角形侧面敲进泥板当中，留下一个类似楔形或者钉

子形的印迹。根据语言记录的需要，把多个这样的印迹拼凑在一起，就

形成了这种楔形文字。这种楔形文字也是由象形的图形文字逐渐演变而

成的。

印有这种古老文字的泥版被晒干，整齐的排列在木架上便成了世界

上最早的书籍。为了保证能结实而且要刻入足够深度的字，每块干泥板

重都在一公斤以上，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后来波斯帝国（前 550-前

330）兴起，征服了整个西亚、埃及以及其他地区，形成了横跨亚、

非、欧的大帝国。公元前 330年，亚历山大大帝率军打垮了波斯帝国，

从此，楔形文字便被废除而消亡。

古埃及圣书文字——埃及古文字一共分为三种字体：碑铭体、僧侣

体和人民体。这三者合称古埃及圣书文字。古埃及圣书文字是希腊人对

它们的称呼。碑铭体出现得最早，也最庄严，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也

就是第一王朝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种字体主要用于在神庙墙壁和

金字塔的石碑上进行书写和雕刻。僧侣体顾名思义就是僧侣们在书写和

传抄宗教经典时所使用的文字，为了提高书写速度，字通常会写得很

草。人民体又叫书信体，或土俗体，比上述两种文字的出现要晚2000多

年，也比这两种文字更简化，主要应用于大众写信、记账和交流。

圣书字的释读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1799年，拿破仑的大军远征

埃及，一位法军军官在埃及的罗塞塔（Rosetta）发现了一块石碑，这块

石碑上奇怪的文字吸引了他，他把这块石碑带回了自己的国家，这块石

碑上面用古埃及文字的碑铭体、人民体和希腊文记录了同一篇颂扬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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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的颂词，因此便成为了打开古埃及文字的钥匙。法国学者商博良

（Champollion）刻苦工作，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利用罗塞塔石成功

地破译了了碑铭体和人民体古埃及文字。

汉字除了远邻以外还有些近亲，之所以说它们是近亲，是因为它们

都受到了汉字非常深的影响，它们和汉字之间存在着割不断的“血缘关

系”。以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为原点，汉字的影响向太阳的

光芒一般辐射出去：

第一，向北影响了大片北方地区，其中包括现在的东北黑吉辽三

省、内蒙古、宁夏和甘肃等区域，产生了具有典型北方特色的北方民族

文字，例如女真文字、西夏文字以及契丹文字。

唐朝末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了辽国，在后来的 200多年当

中一直和五代与北宋并立而治。在这期间契丹人创立了契丹文字，契丹

文字分为大字和小字，大字是和汉字相近的方块表意文字，小字则是用

偏旁组合的拼音文字。公元1125年，女真族首领阿骨打率领大金帝国军

队灭掉了辽国，从那以后，契丹文字便也从历史上消失了。虽然契丹文

字被废除了，但是其后女真族所创制的他们自己的文字，却是建立在汉

字和契丹大字的基础之上的，女真人增减这两种文字的笔画创成自己的

文字。公元1038年，党项羌族拓跋氏首领李元昊建立了大夏国，大夏国

本无文字，在汉字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笔画，也创造出西夏国自己的文

字，这种文字要比汉字繁复得多，在蒙古大军吞没掉大夏国以后，西夏

文字便也被湮没在历史的灰尘之中了。

第二，向东影响到了日本和朝鲜，现在日文中的假名和朝鲜、韩国

使用的谚文都来源于汉字或者是汉字的部分结构。

我们都知道日文和谚文都是拼音文字，像英文一样，是由字母拼写

出的单词来表义的，这和汉字是有着巨大的差别的，尽管如此，日文和

谚文还是从汉字中采用了大量的材料。日文吸收了汉字的楷书并进行改

造，形成了后代日文中的片假名，吸收了汉字的草书并进行改造，形成

后代日文中的平假名。谚文首先是采用了汉字的字形特点，仍然保持着

汉字方块的形状，同时谚文的笔画也和汉字的笔画形状非常相近。

第三，向南影响到了中国的广西一带，再向南影响到了越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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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产生了如壮族特有的壮文和越南曾经使用过的喃文。

早在唐朝时期，壮族就仿照着汉字，创造出了方块形的壮字，这种

字的结构也像汉字一样，是方块字，同时还把汉字或者汉字的部首夹在

其中，构成新的字。到了1955年，中国制定了新的文字使用方案，创制

并推广了拉丁字母系统的拼音壮文，代替了原有的方块壮字，一直沿用

到现在。汉字在越南最早被称为“儒字”，这很好理解，就是儒家经典

里使用的文字。越南人不仅取来了部分汉字的偏旁来创制他们自己的文

字，还按照汉字造字的方法来造字。这种类似汉字的方块字便被称为

“喃文”。“喃文”一直被使用到1945年越南独立才被拉丁化的拼音文字

所取代，拼音文字学习起来比较简便，但有人认为拼音文字在越南使用

后，并没有原来以汉字为模板创造出来的文字效果好。

值得注意的是，汉字没能从中原向西方影响过去，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古时候。活动于中原西部的吐蕃族，就是现在藏族的祖先。藏

族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这就是藏语和藏文。古藏文和古汉字一样

都属于象形文字，也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年龄也许也不比汉字小多

少，当汉字的影响向外传播的时候，藏文已经是一个完善的文字体系

了，所以汉字那个时候对藏文的影响比较小。

汉字在历史上的影响是这么广大、深远。近些年来，学术界把中国

和受到汉字影响的地域称为“汉字文化圈”。

造字的传说

前面我们说过了，我们祖先在劳动的过程中，除了说话沟通以外，

还创造了汉字用以交流，但是谁创造了汉字？汉字的产生又有哪些故事

呢？我们一起向前探究吧。

仓颉造字说——各个民族都有着关于语言文字产生的传说，多数传

说都告诉你，这种语言文字之所以这么完美神圣，是因为这是神发明出

来的。比如西方世界里传说，上帝不仅创造了人，还创造了语言文字。

在我们中国也是如此，流传最为深远和广泛的一种说法就是“仓颉造

字”。相传仓颉是黄帝的一名史官，他异于常人，有四只眼睛，所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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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看到身边别人所看不到的事物和情况，才有超乎常人的智慧，比如太

阳的东升西落，月亮的阴晴圆缺，鸟兽的足迹，四季的轮回，从这一切

自然变化中他找到了特点和规律，受到了启示，进而创造了汉字。他的

这个创造太过伟大，以至于惊天动地，鬼神皆知，老天爷受到触动，漫

天下雨一样下起了小米，鬼神也随之“鬼哭神叫”，可见这一事件的非

同寻常。

八卦造字说——中国关于造字的传说远不止一个，许慎在《说文解

字·叙》中认为，最初伏羲氏创作了八卦符号以显示“宪象”，也就是反

映客观的外部世界，一直到黄帝的史官仓颉造出了可以书写的文字，官

民才真正得到管理。所以八卦是汉字的前身，汉字的产生也是得到了八

卦的启发。或者说，汉字是由八卦演变出来的。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八卦不过是一种数学上的排列组合游戏，用两个基本的符号

进行组合，可以得到八个卦象符号，再用这八个卦象符号进行组合，一

共可以得出八八六十四种排列方式，每一种排列方式就是代表一独特意

义的卦象，古代人凭借对这些卦象的分析预测事件或人生的未来。这八

个卦象符号是这样的：

有些人找出了一些汉字的古字的写法，希望能证明汉字是从八卦中

产生的这一说法。例如“水”字，篆字的写法是“ ”，字形很像横过

来的坎卦，还有“坤”字的古文写法是“巛”，他们认为这就是坤卦竖

过来的变体写法。再比如，甲骨文中从一到八都是由四根以内的小草棍

拼凑摆设而成，

1 2 3 4 5 6 7 8

其中“五”的样子很像“爻”的一半，“教”字的古字是 ，其中包含

了一个“爻”字，也就是两个“五”字，“学”字 含有 “ ”这

个部分，是由两个“五”和一个“六”组成的，相当于八卦中的巽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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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在一部分汉字当中，确实有把部分八卦符号作为汉字的部件的现

象，但这绝对不代表汉字就是从八卦当中脱胎出来的，因为八卦与汉字

是两种性质和用途都完全不同的符号系统。

结绳记事说——神话故事毕竟只是神话故事，大多数人很难相信中

国历史上真的有一个四只眼睛的怪人为我们创造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

字。所以人们便去追寻汉字产生的真正原因。

生活中总会产生一些我们想要记住的事情，也许是好事，也许是坏

事，但不管怎样我们都不想忘记。没有文字的时候人们怎么办呢？也许

有人找来一块石头帮助记忆，但是后来发现石头并不方便，大事情用大

石头，小事情用小石头，时间一长满地是石头，根本分不清是什么时候

发生的事情，先发生的什么，后发生的什么，而且用石头摆出的形式不

容易保存，很容易被扰乱。所以忽然有一天一个聪明的原始人找来一根

绳子，发生一件事情就在上系一个疙瘩，大事情系大疙瘩，小事情系小

疙瘩，这样不仅区分开事情，还能帮助记住事情的顺序。《周易·系辞

下》：“上古结绳而治”。说的是古代曾有一个时期，统治者用结绳的方

法管理国家。

可我们也知道，事情少，绳子少的时候还好，如果你一进屋，发现

屋子里已经挂了超过100条绳子，每个绳子上还有十多个大小不一的疙

瘩，你连绳子的先后顺序都找不到了，怎么去记忆那些疙瘩呢？生活中

的事情太多，太复杂，用结绳的方法完不成把它们记录下来的使命，这

就激发了人类去创造更为有效的工具——文字，只有用准确的手段来记

录信息，你才能保存住想要记录的内容。另一方面，从古代汉字的字形

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说明在汉字产生前曾有过结绳记事。比

如“廿”（二十），“卅”（三十），“卌”（四十），等等。

这些字形很像在绳子上打的结，有人认为这就是结绳记事的遗迹。

契刻说——人类最早所能想到的记录方式大体都是差不多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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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人们所需要记住的事情通常都是数量，所以往往想各种办法来记住

数字，结绳记事是这样，契刻的目的也是这样。

契刻无非就是在东西上刻下痕迹以记录事情。古时候人们通常在木

片或竹片的表面和边沿刻上痕迹来记录数量，这和结绳记事其实是非常

相似的，但很明显，契刻的办法已经比结绳记事先进了许多了，至少携

带轻便简单——可以揣在兜里，不易错——不会因为疙瘩滑开而缺少数

量，还可以作为当作交接时的信用凭证，例如将一片已将制作好的木片

从侧面平分劈开，这样两片木片大小，切口都是可以完全重合，简单方

便。从这一点也可以间接证明，契刻记事要比结绳记事更晚出现。

同样道理，契刻与结绳一样都只能简单地记录数字，不能记载更加

复杂的内容，而且都没有与语言发生联系。所以当人们发现在木片上契

刻不能满足对于记事的要求时，便也必然要求产生一种更复杂，也更详

细的对事情的记录方式，于是汉字便应运而生。

图画说——从中国的古老文字当中，我们能发现很多汉字都是象形

文字，也就是从最开始的描摹物体的图画到后来由图画变成的象形字。

我们前面说过，世界上几种最古老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这说明人类文

字起源有着共同的规律，人类思考和创造事物都是遵循着一个相似的发

展轨迹。那么图画造字说也就不是一种猜想或者故事，而是人类所必须

经历的文字早期发展阶段。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些古代的文字：

魚 象 鳥 牛

保 乳 游 郷

惟妙惟肖的摹画，使人从表面上就能看出一些含义来，这就是象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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