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汉字的艺术素质

文字的书写成为一种艺术形式，这种现象在

世界上是少见的。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够成为这

样的艺术形式？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但首先无

疑在于汉字本身的独特性质。已经有很多前辈，

对这个问题作出过有价值的思考。学习书法艺

术，这是不能不先作了解的一种基础知识。

第一节　　汉字的产生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三种，汉字、苏马利

亚人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图画文

字。后两种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被废弃不用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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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至今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是

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之一。

关于汉字的产生，在我国古代文献里有许多说法。其中最

重要的说法是“仓颉造字”。据黄德宽、陈秉新先生研究，《世

五蠹》、《吕氏春秋本》、《荀子 君守》等都解蔽》、《韩非子

保存着关于仓颉造字的相同的记载①。

东文 许慎 文解字《说 叙》说：

昔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

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

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

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

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 初造书契。百工以乂 万品以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文字产生的较为系统的推测，它的核心

是“仓颉造字”。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它把八卦、结绳也引进

了文字创造的渊源里了。实际上，八卦、结绳与文字并没有必

然的联系。许慎关于八卦、结绳的说法，均来自《易 系辞

下》，云：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

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

作八卦。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

①参见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 第版年 页。

民以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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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并未以八卦、结绳为汉字的前身。现代文字学家也

指出，“决不能⋯⋯认为汉字起源于八卦”、“结绳法只能算是

原始的记事法，而不具备文字的性质”。但他们同时也肯定，

八卦、结绳虽非汉字的来源，却与汉字有一定关系。詹鄞鑫

说，“原始的八卦符号与数字符号有着相同的来源，都源于用

算筹记数的古老记数法”，因为“从甲骨文的数字看，八以内

的数似乎都是用一至四根算筹摆成的”；“汉字中，跟原始占筮

术有关的一些文字，也采用了原始记数符号”，如“爻”由两

个“五”构成，“教”字中也包含了“爻”，“学”由两手的形

象和一个“五、五、六”组成的形象构成。“原始文字⋯⋯也

可以采用结绳符号作为构字符号。比较明显的是代表‘十’和

‘十’的倍数的文字，都像结绳的形象”，此外，“世”字等字

是“间接取形于结绳 黄德宽、陈秉新也认为，许慎将八”。

卦、结绳和书契三者结合起来，反映了人类记事方法演进的一

个过程。

尽管如此，对于汉字产生的科学解释，这些传说都不能给

出。必须以考古发掘材料为主，与文献资料相结合，才能得出

较为 世纪合理的答案。 年代至 年代，考古学家在一

些原始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西周以前的 余件刻划陶符，其中

重要的有：陕西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陶符（ 年

年发现），陕西省临潼县姜寨仰韶文化遗址陶符（ 年

年），山东莒县陵阳河的大汶口文化遗址陶符（

年），河南偃 年师二里头文化遗址陶符（ 年 ），河

北省（殷中期）藁城台西村陶符（ 年），江西省（殷中

期）清江县吴城陶 年 年）等。符（

①参见詹鄞鑫： 《汉字说略》，辽宁教育出版社， 年 月第

版 页。，第

②参见黄德宽、 陈秉新：《汉 页 。语文字学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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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古文物的相继面世，使文字学界关于汉字起源的研

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同时也引发了许多分歧。

从造型手段看，这些符号大概可以被分成两种类型：一类

比较抽象，一类接近象形符号。对这两类符号的性质，文字学

家的认识都有差异。

第一类符号，代表 年，郭沫是仰韶文化遗址陶符。

若发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认为可以以西安半坡村遗

址距今的年代（ 年左右）为指标来确定汉字的起源时

间，并明确把汉字发展的历史确定为 年左右，将半坡遗

址彩陶上的刻划符号看作中国文字的起源，代表汉字的原始阶

段。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则不仅认为仰韶文

化遗址发现的陶符是原始文字，而且通过与商周文字相互比

较，对其中一些符号进行了考释。但意见并不统一，如后来裘

锡圭先生主张，半坡符号是原始文字的可能性非常小，更不是

完整的文字体系，除了少数符号（主要是记数符号）被古汉字

所吸收外，它们与汉字的形成大概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还

认为，汉字形成过程的开始时间，大约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

年中期，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的时间大概在夏商之际（约前

世纪前后）。李学勤先生认为用后世的文字去比附这些几何

线条形符号是有些危险的。詹鄞鑫把这些意见归纳为两类：

“前一类把陶器刻符视为早期汉字，后一类把它们视为对汉字

产生有一定影响的符号，但并不视为文字”，他赞成后者，认

为“这些刻符不具备象形符号的特征，但很可能具有标识数目

的作用，⋯⋯就很有可能是数字的前身。”①

第二类符号，代表是大汶口文化陶符。除了西安半坡村仰

韶文化遗址等地发现的符号外，考古工作者 年在山东陵

①参见《汉语文字学史》，第 页；《汉字说略》，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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