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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文学研究

论汉字发展史上的三次转折

廖才高

(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 由记事图画逐渐演变为抽象的符号, 并与语言音节相对应,这就是汉字的起源。在中华文明史上,最早

称得上文字的符号是甲骨文。甲骨文与记事图画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已成为了记录语言的符号。甲骨文后来

演变成金文、大篆,金文和大篆的形体结构松散而不稳定,且地区差异大, 尚未定形。汉字第一次成为规范定型

的符号是秦代的小篆。汉字形体结构的最终定型是兴起于汉代的隶书。隶书以后, 汉字形体结构再无多大变

化, 延续至今。

关键词: 汉字;甲骨文; 小篆;隶书

中图分类号: H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4074( 2005) 01- 0142- 05

作者简介: 廖才高( 1954- ) , 男,湖南宁乡人, 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

据考古学家, 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 地球上约 400

万年前就出现了人类,而现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不足 4000

年。在文字产生以前,人类还经历了一段有语言而无文字的

漫长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中, 虽没有记录语言的文字, 但

一定会有帮助记忆的标志性记号或图画。汉字就是由这样

一些记事图画逐渐演变为抽象符号再规范而固定下来的。

记事图画或标志演变成文字,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过去人们

对汉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记事图画, 甲骨文、金文、大篆、小

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都有所了解,但汉字形体演变过

程中,能认识到哪几种字体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人却不多, 即

使有人早已有所感知,然而明确给予揭示,突出其地位者却

至今没见其人。为了使人们对汉字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有

一个清醒的认识, 笔者试综合有关文物史料,谈一点看法。

一、类似图符的最初汉字 甲骨文

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 3000多年。真正对古代社

会情况有记载的主要是 四书 、五经 和 左传 等典籍。但是

只要我们深入考察我国古代文化遗址的各类文物,就可发现在

传统典籍(如 五经 等)出现以前,许多器物还保留着类似图画

的象形符号和大量类似图符而又接近文字的雏形文字。这些

图纹符号,有的保留在陶瓷器物上,有的刻画在崖石或洞壁上。

在形态上,有的像某一事物(主要是物)的简笔画,有的具有某

事物的大体形态特征,有的则以简单的线条构成的几何形抽象

符号。今天,我们没法找到十分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汉字的起

源,但完全可以根据人的行为心理规律推知,文字正式发明前,

由于思想交流和记事的需要,有经验的人一定会创造性地想到

通过画图保留记忆或表达内心的意思;当小孩学语言时, 大人

也会画出事物的图形通过形象来示意。这样,各种象形示意的

图纹符号就自然产生了。今天从各种古代文化遗址中发掘的

陶器、石器和崖壁上留下的图纹,应当就是这类示意性标志图

符的部分残痕。从现今遗存的陶纹、岩画、石刻等图纹看,这些

图纹符号标识的是一些模糊而不确切的意思,可以推断这些图

纹还没有记录语言的功能,因此还不是文字。如下图就是古文

化遗址保留的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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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中国古文字的起源 ,牟作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原北京大学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说: 文字本于图画,

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能读。[ 1]

判断一种图纹符号是否为文字, 最根本的标志是看它是否

与语言建立了稳固的联系,作为音节文字的汉字来说, 则要

看每一个图符是否与语言的音节相对应。所以, 这些文化

遗址中发现的陶纹或石刻岩画,都还称不上真正的文字。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 在所有与汉字有关联的古代

图纹符号中,能真正称得上文字的图符, 是清代发现的甲骨

文。由于它保留在殷商遗址的龟板兽骨上, 所以被称之为

甲骨文 。

据统计,历年发掘出士的甲骨文拓片共有 15 万片。之

所以确定它是最早的正式文字,也因为这 15 万片甲骨的许

多单字, 是多次重复使用的。单字共计 4672 个, 其中已被

确认的 1723个, 虽然还有 2900 多个尚不能准确辨识, 但从

这些符号的多次重复出现可以推断, 它们已具备了记录当

时语言的功能了。甲骨文作为占卜用的符号虽与日常所用

的文字有差别, 但甲骨文上的字与现代汉字还是能找到渊

源关系, 因此, 甲骨文对于汉字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转折意

义。

二、第一次统一规范定型的方块字

小篆

甲骨文虽对汉字的发展具有转折意义, 但发现和研究

它都是在 100多年的晚清了 ( 1899 年王懿荣发现并收藏研

究, 后经刘鹗整理成集,王国维等和当代学者又进行了大量

考古研究)。其实发现认识最早的古汉字不是甲骨文而是

铸刻在青铜器上的 金文 或 钟鼎文 。金文比起甲骨文,

显然进了一步。在结构上, 已渐趋紧凑, 在字形上渐趋稳

定, 行款排列顺序上也有了条理, 但总的形态特征仍未完全

摆脱甲骨文那种结构松散,类似图画的象形风格, 字的书写

形式也要像画画的方式来描画, 而且没有一个规则而固定

的形体(如下图)。

甲骨文 金文(献侯鼎) 天王殷
金文在甲骨文之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 大约从商代

后期到春秋战国时期, 汉字的形体结构形式一直保持着金

文(大篆)的样子。由于当时诸侯割据,交通落后, 许多字在

各自的使用传播中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对各国之间的经济

文化交流带来很大的不便。秦始皇吞灭六国, 统一天下后,

为了集权统治,采纳李斯的建议, 推行了统一度、量、衡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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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复杂, 笔道圆转回环, 有如绣花绘画一般, 不便于快捷书

写。而社会事务的日益繁杂,尤其是官府衙门的政务繁多,

对快捷书写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这样 ,书写人就自然会在

非正式公文的书写中, 自发地将描摹图画式的篆文的圆转

笔道改为方便快捷的方折笔划。为了求快, 就在大体保留

原形的前提下,省改简化某些结构或笔划, 于是一种由小篆

简化而来的俗书体就在民间潜滋暗长着。由于它方正、简

便、通俗易写, 因此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很容易被人们接受。

成熟的隶书与篆文相比,最主要的区别有如下几个方面:

(1)在整体形态上, 完全改变了汉字象形图画式的特

征。小篆虽较金文、大篆规整方正, 但仍保留着象形图画的

遗风, 总的形体为上下竖长方形。而隶书完全成了偏方形

的抽象符号。

(2)在笔形上, 小篆构字的是圆转纤细均匀绵长的线

条,隶书是平直方折的笔划。

( 3)成熟的隶书都由横、竖、撇、捺、点、钩、折等定形的

基本笔划零件构成,这些笔划已不是匀称的线条, 而是有轻

重粗细的变化,而篆书只有粗细一律, 圆转柔软的线条, 没

有定形的笔划零件。

( 4)在字体结构上, 隶书结构比篆书简省得多, 尤其省

去了许多结构复杂的象形部分。

隶书的这些变化从前面所列文物古迹影印件中完全可

以看出它们的差异(见上图)。

从篆隶两种字体可以看出,篆书发展到隶书, 是汉字发

展史上一大飞跃。不论是形态风格还是组字的线条笔划都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结构上隶书较篆书是化繁为简, 大

大地便利了书写速度的提高。从此, 汉字完全摆脱了古文

字阶段的象形特征,结束了用蜿曲圆转线条画字的历史,走

上了现代汉字的新纪元。

隶书产生于秦代, 在当时社会的日常记事书写中已广

泛应用,但秦代官方强制推行的是小篆, 因而在官方的正式

档案中仍一直没有使用隶书字。秦朝灭亡后, 秦朝的官方

律令也开始废除,于是书写方便并被社会普遍接受的隶书

就迅速取代了小篆的正统位置。到了汉代, 朝延并没有明

文废除小篆, 但人们在日常应用中很少有人使用小篆了。

原因是汉初的统治者大多来自农民起义中的头目, 这些头

目除了农民中的首领外,主要就是秦朝的基层小吏, 这些人

本来就已长期习惯了隶书,执政后, 自然乐于使用隶书而不

愿使用篆书了。于是, 隶书不须政令便自然成了全国通行

的书体。

汉隶较秦隶也有了一些发展。在秦时, 隶书的笔划没

有点画俯仰之势, 主要是把篆书的圆转处变为方析。汉隶

笔划新添了 波势 , 结构也渐趋工整规则。汉隶较秦隶最

突出的区别点是, 秦隶笔划敛束, 而汉隶笔势飞扬, 有明显

的 波磔 , 即撇与捺由轻到重,并略向上挑起来, 大部分横

画也在最后的右端加重加粗,呈波浪形上挑(如上图)

汉字采用隶书书写后,虽然在东汉开始出现了楷书 ,楷

体书写也比隶书更为方便, 但楷书的结构和笔划与隶书是

一致的, 只是在笔划的走势和笔法上稍有差别。不过, 虽然

隶书与楷书差别不大,但因为楷书写起来更为便捷, 且形体

更为端正大方, 基本笔划在楷书字体上更趋标准化, 所以楷

书流行后很快就占据了汉字使用上的统治地位, 但不论怎

么说, 汉字发展到隶书阶段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可以说它

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 隶书以前属古文字; 隶书、楷书属今

文字或现代汉字。正因为隶书在汉字发展史中的这种飞跃

性转折点地位, 所以在文字学上, 从篆书到隶书, 称为 隶

变 。这是汉字的正式定型。今天距汉代已有两千多年了,

可汉代的文字(主要是指隶书、楷书)与今天使用的文字几

乎没有差异。

汉字从记事图纹标记起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

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宋体等多个阶段, 但从整个汉字

演变发展历程看, 只有甲骨文、小篆和隶书, 才具有历史转

折性的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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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Landmar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LIAO Ca-i 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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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rawing for recording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bstract symbols corresponded to syllables,which was the or-i

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China s civilization, the symbols that could be called the earliest characters were inscrip-

tions on bon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t and drawing was that it had become the symbol of language. Later, inscrip-

tions on bones developed into Jinwen and Dazuan, which were loosely structural and were not setting for area differ-

ences. For the first time, Chinese characters became standard symbols falling into a pattern, which were called Xiaozuan

of Qing Dynasty. The f inal setting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originated from official script of Han Dynasty.

Afterwards, there s little change of the structure.

Key words:Chinese characters; inscriptions on bones; Xiaozuan; official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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