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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身的《新课程百科知识》进入学校
有两年多时间了，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给我们提
出了很多好想法和好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关心本书的
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社会在进步，知识在更新，观念在嬗变，我们的工作也不
能停下来。第一版《新课程百科知识》在知识结构设计和内容
的深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让学生朋友们更易于接受新观
念，更乐于学习新知识，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对其进行了适当
的删减和更新，删除了一部分专业性太强的篇章，对一些较深
的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再阐述，对一些过时的数据进行
了更新，浓缩成现在的《新课程百科知识》。

相信《新课程百科知识》第二版更合您的品味，我们期待
您关注的目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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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９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体字版的完成出版，宣告
“华文世界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时代结束了。为了适应不同
读者的需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编写了
这套《新课程百科知识》。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针对青少年朋友精心编写的百科知
识书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新课程标准
全套书共５０册，涵盖了科技、艺术、文学、动植物、地球、

历史、地理等５０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
关于中学生学习的八大领域划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特意
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潜移默化到字里行间，是青少年朋友在
接受新知识的同时逐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

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
本套书涵盖了中学阶段各学科的相关知识点，包括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了使青少年朋友
能够在轻松与快乐中学习知识，编写者们采用讲故事、猜谜
语、讲笑话等多种形式对各知识点进行深刻透彻的阐释。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３０多位专家学者们艰险努力的结晶，
希望看到此书的小读者能像对待自己 的朋友一样好好珍视它，
钻研它，让《新课程百科知识》成为与你心灵相通的知己。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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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原始文字

文字起源于图画。原始图画的发展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发展为绘画艺术，另一方面发展为文字技术。原

始的文字材料可以分为：刻符、岩画、文字画和图画字。

刻符，是指陶文和木、石上的刻画符号。岩画，指岩

洞、山崖、石壁和其他地方的事物素描。刻符和岩画都是

分散的单个符号，没有上下文可以连续成词，一般认为它

们不是文字。但是，刻符表示“指事”，岩画表示“象形”，

它们都具有文字胚芽的性质。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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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符和岩画的遗迹。文字画（文字性的图画）使图画开始

走向原始文字。图画字（图画性的文字）是最初表达长段

信息的符号系列。从单幅的文字画到连环画式的图画

字，书面符号和声音语言逐渐接近了。北美印第安人中

遗留了不少文字画和图画字的资料，是研究文字起源珍

贵的资料。

原始文字一般兼有表形和表意两种表达方式，如：画

一只小船，船上画９条短线，表示有９个人在划船。小船

是表形符号，９条短线则是表意符号。又如画一只貂和

一头熊，它们的心脏之间画一条线连接，表示貂氏族和熊

氏族是同盟关系。貂和熊是表形符号，线条是表意符号。

楔形文字

公元前４０００年代后期，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

创造了图画文字，最初是一种刻在石头上的图画符号，它

可以代表人的身体各部位，以及人们所看到的植物、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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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自然现象或接触到的工具、武器等。后来这种图画文

字经过发展，改用削尖的小木棍或芦干等在柔软的湿泥

板上压写，笔画成楔形，故称之为楔形文字或钉头字。泥

板晒干或烘干后就成了可以长期保存的泥板文书。约公

元前３０００年代，楔形文字进一步发展并完善，形成了一

定的文字体系。目前已发现这样的泥板文书近２５万

多块。

楔形文字最初掌握在神庙的书记员手中，用于记录

契约、合同书、财产清单、公文、法律条文等，不久以后就

被商人所采用，作为记账目的主要手段，通过商人在社会

上普遍流行开来。随着贸易的往来，楔形文字又很快传

播到周边国家，为西亚各古代民族广泛采用，而且还对腓

尼基字母文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西亚各民族尽管语言不一致，但他们大都采用

楔形文字书写自己民族的语言。为了适合本民族的语言

特点和实用需要，他们对楔形文字都作了相应的修改。

巴比伦人首先简化了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用６４０个基

本字符组成全部词语。到亚述人时期，只用了５７０个基

本字符。楔形文字传到波斯人时已接近字母文字了，只

有４１个楔形符号。希腊的亚历山大灭亡波斯帝国（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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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３３１年）后，楔形文字和泥板压写方法不再有人应用

了。直到１９世纪中叶，英国人罗林森通过贝西斯敦铭

文，经过１２年的努力成功地释读了古老的楔形文字，从

而诞生了一门亚述学。

埃及圣书字

公元前４０００年代末，古代埃及人创造了圣书字。埃

及文字的书写最初是碑铭体，大约公元前３０００年代中

期，产生了祭司体（又称僧侣体），到公元前７００年左右，

又出现了人民体（又称世俗体），原来的碑铭体主要成为

一种装饰文字了。碑铭体是刻写在金字塔和神庙石壁

上，以及绘在石器和陶器等器物上，祭司体和人民体则书

写在纸草上。古埃及人把文字叫做“神文”（ｍｄｗ－ｎｔｒ，

上帝的文字），希腊人把碑铭体称为“神圣铭刻文字”（ｈｉ－

ｅｒｏｇｌｙｈｉｋａ），又译“圣书字”，其狭义上指碑铭字体，广义

上包括３种字体，是埃及字的总称。由于碑铭体保留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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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图画象形符号，我国史学界习惯将埃及的文字译

为“象形文字”，而文字学界则译为“圣书字”。

古代埃及第一件真正的圣书字文物，是在上埃及的

希拉贡波利斯出土的那尔迈调色板，它产生的年代约为

公元前３１００年。调色板的正面，绘有头带白冠的那尔迈

王，他右手持权标，左手抓住被打败的敌人酋长的头发。

右上方有一头鹰站在带人头的一束（６茎）纸草上。那尔

迈身后是“执履”的官吏，下端绘有被打败的企图逃跑的

敌人。那尔迈的名字是鱼形（读作ｎｅｒ）和凿子形（读作

ｍｒ）的结合，放在正上方两个牛头人面像之间的长方形

框内。带有人头的一束纸草是一组表意文字，代表盛产

纸草的地方，亦即尼罗河三角洲；附在土地上的人头指三

角洲的居民，６束纸草意为众多的俘虏。鹰是那尔迈王

的象征（即荷拉斯神鹰）。整个画面表明那尔迈王征服了

三角洲，使那里的居民成为俘虏。那尔迈调色板正面所

示的圣书字，既有表意符号，也有表音符号，这就证明了

埃及圣书字体系在公元前３１００年左右业已形成。

公元前４０００年代末，埃及文字诞生以后，一直持续

到公元４世纪的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现存最晚的圣书字

文字资料是在菲莱岛（Ｐｈｉｌａｅ）上发现的一件公元３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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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铭文。公元前３３２年，亚历山大征服了埃及，此后，希

腊文字被定为官方文字。统治埃及的希腊人和上层埃及

人讲希腊语，埃及土著居民则讲其祖先传下的语言。因

为受到希腊语的影响，古老的埃及语言的形式发生了变

化。从公元３世纪初开始，埃及人利用希腊字母来书写

他们的语言，埃及人对希腊字母进行了改造，这种被改造

过的希腊文字称为科普特文字。埃及人自己的圣书字几

乎已不再使用了。公元６４０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科普

特语又逐渐被阿拉伯语所取代，只有少数信仰基督教的

埃及人不继续使用科普特文字。此后，科普特语言作为

宗教语言一直被保留了下来。

１７９８年，拿破仑率法国远征军征服埃及，第二年，法

国士兵在埃及尼罗河河口的罗赛达镇附近挖掘战壕时，

发现了一块刻有埃及圣书字的石碑，这块石碑因此被称

为“罗赛达石碑”。碑文从上到下，分别用三种文字即碑

铭体文字、人民体文字和希腊文（科普特文字）记录了同

样的内容。碑文传到欧洲后，西方学者们借助于希腊文

开始尝试译读埃及的碑铭体文字和人民体文字，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法国著名学者商

坡良最后成功地译读了埃及的文字，使得一个湮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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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多年的古老文明重现展示在世人面前，为现代埃及

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印章文字

印章文字是印度最古老的文字，存在于哈拉巴文化

时期（公元前２３００—前１７５０年），它与埃及的圣书字、西

亚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一起，被认为是古

代东方最早的４种文字类型。但是，印章文字至今尚未

被完全解读。

这种文字主要刻在皂石、赤陶、象牙和铜制成的印章

与护符上，因此称为印章文字。迄今已出土印章文字的

文物多达２　５００件，其中有１　７５０枚印章，通常是２．５厘

米见方，也有呈长方形的。印章文字的文字符号约５００

多个，大多图文并茂，文字符号用直线条组成，字体清晰。

印章上的铭文一般都不长，最仅五六个符号，至多不超过

２６个，而且多为单行，从右到左刻写。常见的基本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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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２２个，有许多符号是象形的，如画有神祗和动物（包括

真实的和虚构的），其中有三面神兽像、水牛、雄鹿、大象

等，象征对神和兽的崇拜。据推测，印章文字的用途可能

与商业活动有关（在两河流域地区就发现了一些属于哈

拉巴文化时期的印章），例如用作商品的商标或制造者的

印章；印章也可能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用印章来敬神，或

用作避邪。

由于印度河流域先民的种族还没有定论，印章文字

所记录的语言也存在一些争议，一说是古泰米尔语，属于

达罗毗荼语系；一说是吠陀雅利安语，属于印欧语系。普

遍认为该文字的创造者是达罗毗荼人，也有人推测为苏

美尔人或雅利安人。所发现的印章文字的数量虽然不

多，内容也没有解读出来，但它们属于文字的性质却是无

人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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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文字

公元前后，玛雅人创造了象形文字，是美洲唯一留下

的文字，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玛雅文献属于公元３２８年。

据统计，玛雅文字有字符８００多个，分为意符、音符和定

符三种，由复杂的图形和符号组成，约有词汇３万多个。

和中国的甲骨文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一样，玛雅文每个

字尽可能写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方块，多数方块表示一个

单音节词。

玛雅文字大多刻写在石柱上，还有刻得写在木头、玉

石和贝壳上。此外，玛雅人还发明了笔和纸，笔是用毛发

制成的，纸是用美洲的一种无花果树皮制作而成的。玛

雅人先将树皮捣成纸浆，然后渗入胶液，这种有胶的纸浆

压平晒干之后就成了硬纸板，最后，玛雅人在硬纸板上涂

抹一层又细又白的石灰，把灰面擦拭得平滑而光亮，一张

即可以写字又可以画画的纸就制成了。把几十页甚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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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页这些的硬纸折叠成册，就是玛雅人奇特的书了。玛

雅人的书籍有历法、礼仪活动、神话故事、历史事件和预

言等，甚至还可能有叙事诗和剧本等文学作品。玛雅人

因为没有发明印刷术，每一页、每一本，都是由专门的人

员即神庙的祭司去书写，由于象形文字的艰深和这种特

殊纸张的昂贵，以至于书籍异常珍贵，只有祭司阶层、国

王和贵族才能拥有。文字的书写技术始终掌握在神庙祭

司手中，从未传到社会的其他阶层，而且自文字产生之

后，书写形式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１６世纪以后，西班牙人入侵中美洲，殖民主义者把

他们看不懂的玛雅书籍视为“魔鬼的谎言与迷信”，他们

烧毁书籍，屠杀土著祭司，到了１７世纪，玛雅文就成了无

人认识的文字。现在，古代玛雅文献仅存三部残缺不全

的写本，分别藏于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图书馆。几百年

来中美洲丛林中的玛雅文化遗址陆续发现，其石碑、祭

坛、建筑物的墙壁和各种器物上都存有大量的铭文，它们

往往比写本更早，都是极为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通过近百年的努力，玛雅文献的破译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８００多个字符已读懂了近１／１０，但大部分文字符还

没有破译。因此，玛雅文明给人们留下了很多难解之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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