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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政府的要求下，长期以来，学校文化艺术活动作为学校教

育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广大青少年建立兴趣爱好和

成材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学校德育工作发挥巨大作用的主要因素。营

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为广大青少年开拓广阔的成材之路，这是加

强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培养青少年未来实现中国梦想的要求。

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活动，能够使广大青少年达到开阔

视野、陶冶情操、增长才智、提高素质、沟通人际、适应社会以及改

善知识结构和掌握实用技能等方面的效果。在这些文化艺术活动中，

广大青少年通过接受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有益教育，能够起到潜移

默化的作用，这对造就和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适

应中国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新一代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校对于开展丰富的文化艺术活动和营造浓郁

的校园文化环境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投入和努力，学校里的音乐队、合

唱团、舞蹈队、书画社、兴趣小组等，简直琳琅满目。因此，校园文

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策划与指导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就需要坚持先进

文化的正确方向，以育人为根本目标，努力发展符合实际需要、并为

广大师生喜闻乐见，且具有实效的校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体系，真

正营造五彩校园的文化氛围。

PREFACE
前言



为此，根据党和政府有关政策和部门的要求以及国内外最新校园

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特别编撰了《五彩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丛书，

不仅包括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管理、策划方案等指导性内容，还

包括阅读、科普、歌咏、器乐、绘画、书法、美化、舞蹈、文学、口

才、曲艺、戏剧、表演、游艺、游戏、智力、收藏、棋艺、牌技、旅

游、健身等具体活动项目，还包括节庆、会展、行为、环保、场馆等

不同情景的活动开展形式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娱乐性、指导性和

实用性。

本套丛书适当配图，图文并茂，设计精美，格调高雅，不仅是广

大学校用于开展丰富文化艺术活动的最佳指导读物，也是大中小学学

校领导、教师，在校大中小学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有关人员学

习的最佳实用读物，还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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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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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流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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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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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族等，都还有这种结绳记事习惯。除了结绳，刻木记事也非常流

行，就是在木头上刻上许多不同符号来表示不同事物。

这种结绳和刻木是帮助回忆记事的符号，是书的前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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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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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后就逐渐地用它来代替语言表

达思想，进而交流经验、传播知识等，这样便出现了原始的图画文字

了。

这种图画文字，起初是很不统一的，有繁有简，后来就有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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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的就是传说中的仓颉造字。

在我国古代，曾有这样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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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就根据它们

的形象，创造出了文字来。

历史上是否真有仓颉这个人呢，这就很难说了，这都是根据传说

和古书的记载流传下来的。不过，传说仓颉长有四只眼睛，文字是他

一人创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文字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社会生

活共同创造的，仓颉只不过对文字进行搜集和整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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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历问题，我国最早的古籍《尚书》中具有记载。有人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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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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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文化的源泉也可以说就是“河洛文化”，而《河图》《洛

书》)则是河洛文化的最初的基础，它所建立的辩证思维的模式，对后

世的思想、哲学、文学和科学都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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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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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之地是在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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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以唤起共同的行动。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各式各样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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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作出较准确的结论。我们还未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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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夏朝的文字和文献实物，

根据其它文献判断分析，很

可能就是在夏这一历史时

期，即公元前21世纪至16世

纪，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献典

籍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图书的发展

1.甲骨文的书

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就出现了有关占卜吉凶的书。当时

纸尚未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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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甲骨的书。

甲骨文的内容，即卜辞它涉及很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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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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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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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饰纹旧称饕餮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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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古代神话传说，饕餮是神人缙云氏的一个凶恶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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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有头

无躯的怪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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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称之为饕餮

纹，一直沿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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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拓印枝术。在石面上所刻的

字，都是正面凹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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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轻轻捶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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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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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木版写的叫“版牍”。超过100字的长文，

就写在简策上，不到100字的短文，便写在木版上。写在木版上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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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是有关官方文书、户籍、告示、信札、遣册及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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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写于木版，然后再加一版叫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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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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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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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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历史

人类许多伟大的创造，大都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过程，并聚合

无数人的心力，时刻成长、壮大，图书也不例外。以我国为例，它至

少已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的发展历史，其间人们所投入的智慧与劳力，

更无与伦比。图书经过不断的创造改进，才有今天的面貌。大体上来

说，历史上除了某些为特殊目的所制作的图书之外，书籍的发展略有

脉络可寻。

最早人们的交往，在彼此示意之时，可能只借手势或音量作为媒

介。后来，从经验的累积，进而确定一些固定的音节，来代表某种特

定的意义，于是人类跨出

了有声无言的时代，迈入

到有言无文的社会。

有 了 语 言 ， 人 类 往

往借助于记忆力，把听到

的话牢牢记住，再对别人

复述出来，或将心中的理

想、个人的经验，借语言

加以传播。这种目的及办

法，与日后图书的功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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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因此，可以称之为口传的活书。

人类的记忆到底有限，有时更会走样，口传的活书，必然有许多

缺陷。于是，聪明的人类发明了许多帮助记忆的方法，其中最富代表

性的便是结绳。以结绳的大小、松紧、多寡及涂上不同颜色等方式，

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意义，称之为绳书。

绳书能传到远方，也能长期保存，比起语言，自有某些长处。

然而终因其式样变化有限，无法满足快速进步中人类社会的需要。于

是，人类再着手改进，从模仿天性里描绘外界形像加以简化，使之蜕

变成为简单的图像，再用它来做为意象的符号。这种图画，已有文字

的雏形，一般人称之为文字画。之后，经过多次改良演进，渐渐成为

定型的象形文字。又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终于成就了无数的字体，供

人们应用。

文字的出现，既为人类文明开拓了崭新境界，也为书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我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前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

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时期的金文也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

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和

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

其实也是“辞”。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

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有了文字，首先需要寻找写刻的材料。最早的书写材料都取自于

自然界，如石块、树皮、树叶、兽皮、兽骨及动物的甲壳等，但这些

材料各有缺陷，都无法充分发挥文字的记录功能。春秋战国时代，知

识日渐普及，著书立说大行其道，为适应这一需要，简书和帛书相继

产生。

“简”是用竹或木制成狭长的条片，书写时，由上而下，一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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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接续下来，然后再依顺序由右而左的排列，并以绳索加以编连，这

样一部著作，便能连贯而完整。帛书是丝织品写成的图书，由于帛柔

软又轻便，携带及阅读都非常的便利。只是简书笨重，帛书昂贵，都

不利于知识的普及及图书的长期发展，因而人们又发明了纸张来取代

它们。

纸的出现，约在西汉时期，史书正式的记录是公元105年。由于纸

张具有轻柔及低廉的长处，因而很快的成为生产图书最主要的材料。

纸出现以后，虽然解决了图书生产方面的许多问题，但是生产图书，

还是停留在逐字逐本的抄写阶段，既费时又费力，还是欠缺方便。人

们遂从长期使用印章和捶拓碑碣文字的经验中，启发了雕版与印刷技

术的结合使用，终于发明了便捷快速的生产图书方法。

雕版印刷术约在初、盛唐时代出现，由于它是手工业时代生产图

书的好方法，因此很快被推广使用，成为五代、两宋时期生产图书的

主力。为了使印刷技术更便捷与美观，宋仁宗庆历年间又有人发明了

活字排版印刷。而元朝末年，更进步到彩色套印的印刷领域。从此之

后，印刷技术不但成熟周全，印刷成品更是鲜丽动人。

图书除了文字、纸张、印刷之外，如何装潢？这也是要件之一。

自竹木简策之后，我国图书的装潢技巧就不断的改良提升，其演进的

方向，大都遵循简便实用、美观大方的原则。历代以来，图书装潢的

形制约有卷轴、册叶、经摺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多种演进过

程。

近代的图书，虽然采用机械操作装订成平装、精装等形式，但有

些影印出版的古书，还常用线条来增加古意，颇能引发思古之幽情。

然而无论生产图书的方法如何改变，其基本原理都脱离不了旧日的方

式。今日制版、印刷、造纸等制作图书的要件，可以说无一不是从国

人旧有的发明中蜕变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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