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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其

核心是“全面”，即追求多领域协同发展、不分地域、不让一个人掉队、

不断发展的全面小康；其内容是“五位一体”，即建成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小康，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小康生活，是广大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而小康社会，则

是我党苦苦奋斗、孜孜追求、一心想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种幸福社

会。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加快

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基本任务和总体要求，为全国人民描画了今后的幸福生活，这是全党的共

同任务，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特推出“共享小康生

活”系列读物，旨在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自身素质，共建小康社会，共享小

康生活。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首先要过上平安健康的生活。常

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和家庭因为安全或健康出了问题，导致整个人生和家

庭都不幸，因残疾而穷困，因病痛而潦倒，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很大负

担。还有些人涉黄、涉赌、涉毒、涉黑等，有些人被骗、被盗、被暴力

侵害、被传销坑害、被邪教毒害等，从此陷入人生和家庭的不幸。这些都

与建成小康社会背道而驰。小康生活就是要把“平安是福，健康是金”的

理念转化为现实。“共享小康生活”之“安全预防与平安生活”读本，主

要介绍交通出行、用电用火、网络生活、运动锻炼、食品卫生、疾病预

防、劳动防护、黄赌毒黑、社会治安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预防知识，悉心

告诫，关怀备至，是教导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每一天、幸福每一刻的最好读

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就要创造社会新风尚，过上有文

化有品位的幸福生活。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吃饱了、穿暖了、有钱了，

但仍然过着封建的、落后的、愚昧的、腐败的、丑陋的生活，这不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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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幸福生活，不是小康生活的内容。小康生活包括文化内涵的建设，要体

现出民风淳朴、文化品位的时代新风貌。 “共享小康生活”之“社会新

风与文化生活”读本，主要介绍对联与文书写作、谜语与猜谜游戏、岁时

与节气知识、民间剪纸与年画、春节与除夕庆祝、元宵节与灯会、清明节

与祭祀、端午节与龙舟、中秋节与赏月以及现代婚丧喜庆等文化知识，民

风习俗、节日庆祝，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是发扬传统、建设时代文

化的普及读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就要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享受

高雅的休闲娱乐生活。常常可以看到，本来应该高雅享受的休闲娱乐，却

被有些人搞得庸俗不堪和声色喧嚣，有人有钱就任性，有人得势就放纵，

这最终都是腐败堕落的滑梯。这些与小康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小康生活包

括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兴趣爱好的培养。 “共享小康生活”之“休闲娱乐

与健康生活”读本，主要介绍歌咏、器乐、美术、书法、舞蹈、口才、曲

艺、戏剧、表演、游艺等知识，是指导广大人民群众培养休闲娱乐爱好的

最佳读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就要养成文明的道德行为，不断

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常常可以看到旅游行程中诸如随地吐痰、乱写乱画

等不文明的行为举止，不仅国内有，而且还有丢丑到国外的。这些根本不

是小康生活的具体表现。小康生活包括行为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共享小康生活”之“休闲娱乐与健康生活”读本，主要介绍阅读、科

普、健身、娱乐、游戏、旅行、环保、收藏、棋艺、牌艺等内容，是帮助

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文明行为、提高精神生活的最优读本。

总之，推出本套“共享小康生活”系列读物的目的，是使广大人民

群众人人都投身建设小康生活，成为小康社会的建设者，也让广大人民群

众人人都能很好地享受小康生活，成为小康生活的享受者，实现2020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本套系列读物图文并茂、通俗易读，非常适合广大读者和有关单位

机构用以指导现代家庭、社区以及新农村建设。同时，亦适合各级图书馆

收藏和陈列。

编  者

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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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起源与发展

一、图书的起源

图书是记录语言的，语言是用文字表达的。没有文字就不

可能有书。文字是怎样起源的呢？那是在远古时候，文字还没

有产生，人们只能依靠语言来表达思想和传达消息。

但是，声音不能传得很远，也不能保存和记录下来，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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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交流思想，需要积累和传播知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

只有靠口传记忆了。

可是，时间长了，事情多了，就会忘记，就会记错，那怎

么办呢？我们的祖先为了补救这个缺陷，曾经创造了许多帮助

记忆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实物来唤起记忆，这就出现

了“结绳记事”“刻木记事”和“堆石记事”等各种方法。

“结绳记事”就是在绳子上打结，用结子的大小、多少和

位置来表示不同意义。后来，这种记事方法在汉族中绝迹了，

可是在我国兄弟民族中，如云南的傈族、哈尼族，台湾的高山

族等，都还有这种结绳记事习惯。除了结绳，刻木记事是在木

头上刻上许多不同符号来表示不同事物。

结绳和刻木是帮助回忆记事的，但还不算文字，如果要说

“文字”，就是以后发展起来的“图画文字”。

我们的祖先把从事生产劳动，以及与周围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的事物画在他们所居住的洞穴壁上。在我国周口店山顶洞以及法

国、西班牙的深山古洞中，都发现和留存着旧石器时代人们所

绘的画，这些画画得很逼真，使人一见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后来，人们就慢慢地只用几根线条来组成一个大概形似的

轮廓，把原来复杂细致精确的图画，简化为一定形式的图案符

号，使人看到这个符号，就能知道代表的是什么事物，这么一

来，这些简化的原始文字符号就和语言有了意象关系，以后就

逐渐地用它来代替语言表达思想，进而交流经验、传播知识，

这样便出现了原始的图画文字。

这种图画文字，起初是很不统一的，有繁有简，后来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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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整理、统一和简化，也使书写方便了。在当时，整理创造文

字的人很多，这里要说的就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仓颉造字。

传说仓颉长有四只眼睛，非常聪明，生下来就会写字。他

上观日月星辰，下看山川鸟兽，根据它们的形象，创造出文

字来。

关于我国图书的产生，还有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就是

《河图》《洛书》的来历。我国古籍《尚书》中有记载，翻译

成白话文是这样的：

伏羲统治天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

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

伏羲根据这种“图”和“书”画成了八卦，就是后来《周

易》的来源。我们后来所见到的《河图》《洛书》，是由一系

列的神秘符号所组成的数字方阵，它们是经过周、秦、汉几代

儒生方士们之手加工后的形态，其原始面貌已无法知晓了。

有人认为，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所画的立体的天象图；还有

人认为，它是由自然界的天然痕迹龟甲发展而成的抽象符号，

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并认为《河图》与《洛书》在中华文明史

上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历史，但它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历史。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在文字发明以

前，就先有了图画和一些简单的符号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我国

文明的最早发源地是在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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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文字，就有了创造书籍的基本条件。当然，并非从有

文字开始就有了书籍。人们最初利用文字，不过是用来弥补生

活劳动中语言的不足，促进思想感情的交流和信息的传递，以

唤起共同的行动。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各式各样

的材料上，以记录经验，阐述思想，并使之传播久远的时候，

书籍便开始出现了。

我国书籍最早出现于何时，很难做出准确的结论。我们还

未发现夏朝的文字和文献实物，根据其他文献判断分析，很可

能就是在夏这一历史时期，即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

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献典籍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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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书的发展

1.甲骨文的书

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当时尚未发明纸，人们就地

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记录材料，把占卜的内容刻在龟甲或兽

骨上，这就是最早的图书，也就是甲骨文的书。

甲骨文的内容被称

为“契文”或“甲骨卜

辞”，它涉及很广，有

天象，如日蚀、月蚀、

晴 、 雨 、 风 、 雪 等 ；

有 定 期 的 预 测 ， 如 卜

旬、卜夕等；有预测即

将发生的事件，如旅行

外出、渔猎和战争；有

生、死、病、梦等人事

的休咎及对祖先、神灵

的祭祀活动等。

2.青铜器上的饰纹

青铜器上常有平雕的各种不同的花纹、浮雕、半浮雕的各

种装饰等，它具备特有的历史面貌和时代风格，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当时的工艺美术特征。

青铜器的艺术装饰大多采用动物的形象，自然界中的动

物，其中有许多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关系极为密切，如鱼、

蛙、龟、蚕、羊、牛、象、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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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动物纹样中，最具特色的是兽面纹，流行于商代

及西周早期。这种动物饰纹的重要特点是：眼睛巨大，呈凝视

状，大嘴咧开，口中有獠牙或锯齿形牙，额上有一对立耳或大

犄角，并有一对锋利爪子。

这种形象以表现动物的头部特征为主。据古代神话传说，

饕餮是神人缙云氏的一个凶恶儿子，是个有头无躯的怪物。它

非常贪吃人类，直到把人塞在口中，但无法咽下去，终于害了

自己。古代儒生说，周朝鼎中有这种饰纹，其目的是让人们知

道因果报应的道理。宋代学者把这种表现动物头部的纹样称为

饕餮纹，一直沿用至今。

3.石头的书

在古代，石头也用来作为书写材料，甚至将整篇作品或整

部著作刻于石上。由于刻石的兴起，出现了拓印术。在石面上

所刻的字，都是正面凹入，先将一张薄纸用矾及白芨水浸泡，

贴在刻石的表面；再以软刷将纸刷匀，轻轻捶打，将纸嵌入铭

文的笔划之内。待纸干后，以细布包裹棉花做成的拓包，蘸以

墨汁，将它在纸上均匀捶拓。然后再将纸剥下来，便得到了相

同的复本。这一操作过程叫“拓”，用墨汁者称墨拓，用红颜

料者谓朱拓，单张的叫拓片，装连起来的叫拓本。

从许多记载中可以得知，唐代宫廷中还有专司拓印的“搨

书手”。拓印技术源远流长，千余年来一直是一种文献复制技

术。拓本成为一种图书类型，后期的主要作用已不再是传播知

识，而是书法艺术借以流传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图书了。书法爱

好者可从拓本中掌握古代著名书法家的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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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简牍的书

在纸发明以前，简牍是我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对后世书

籍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后来，有关图书的名词术语、书

写格式及写作方法等，依然承袭了简牍时期形成的传统。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

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牍写的叫“版牍”。超过

100字的长文，就写在简策上，不到100字的短文，便写在木牍

上。写在木牍上的文字大多数是有关官方文书、户籍、告示、

信札、遣册和图画。

由于文字内容有异，其称谓也不一样，军事的文书叫

“檄”，用于告示者称之“榜”。将信写于木牍叫作“检”；

在检上写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叫作“署”，这就是信

封的起源；将两版合好捆扎，在打结的地方涂上粘土，盖上阴

文印章，在粘土上出现凸起的字，这就是“封”，使用的粘土

叫“封泥”；由于写信的木版，通常只有一尺长，故信函又叫

“尺牍”。

用于简牍的书写工具有笔、墨、刀、削等。简牍上的文

字用笔墨书写，刀的主要用途是修改错误的文字，并非用于刻

字。先秦简牍，多用古文、篆文，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通行隶

书，字体变圆为方，于是公文、信函多用隶书。

简是古代书籍的基本单位，相当于后来的一页。一枚简牍

称为简，常写一行直书文字。字数较多的，写在数片简上，编

连在一起，称之“册”。长篇文字内容成为一个单位的，叫作

“篇”，一“篇”可能含有数“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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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缣帛的书

竹简虽然廉价，制作十分方便，但这种笨重的书籍携带不

便，而且每简容字有限，编简成册的长篇著作一旦散乱，则会

发生“错简”，再说简牍的编连所用的丝带、麻绳、皮带容易

被磨断，给阅读带来困难。

缣帛是丝织物，轻软平滑，面幅宽阔，易于着墨，幅的长

短宽窄可以根据文字的多寡来剪裁，而且可随意折叠或卷起，

收藏容易，携带方便，可以弥补简牍的不足。

因此，帛书与简书并存，共同构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简

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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