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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加深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是记录汉语
的符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2014年5月4
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2014年
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承
载着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文字符号就是
汉字。撇开学界关于商代之前各种出土符号的
争议不谈，从目前学界公认最早的殷商甲骨文
算起，汉字至今已经历了约三千五百年的风
雨。这个历程和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同舟共济，
在吸收融合外来文明并形成汉字文化圈的同
时，也曾遭遇过外来文明的挑战与冲击，但汉
字顽强的生命力与强大的包容性，使它最终成
为世界古老文字中唯一没有间断并传承至今的
奇迹。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汉字始终与国家命
运风雨同舟。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大致不谬的
规律，即国家统一时汉字的形式也相对统一
（如秦汉时期）；诸侯或邦国割据时汉字的形
式相对多样（如战国和魏晋时期）。但无论如
何，汉字的发展脉动和各种文字形式的内在关
联从未中断。从殷商甲骨文发展至今，汉字大
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商周至春秋

由群众创造，为庙堂专用
汉字的产生，对中华先民而言是一件“惊

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以致西汉人刘安用
“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
来描述传说中仓颉造字的神话。而对该句之注
解始于唐人张彦远：“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
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历代
名画记·叙画之源流》）。可见中华先民对汉
字之崇拜与景仰。

毫无疑问，汉字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在成
熟的甲骨文之前，汉字一定有一个甚至多个更
早的源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的在刀柄
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
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
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
逃不出这个例子”（《门外文谈》）。但我们
目前所见成体系的最早文字形式——— 甲骨文，
却基本是为商王室所专用的，西周文字的使用
范围虽有所扩大，但仍局限于周王和贵族之
间。当时的汉字是高不可攀的庙堂文化，这种
现象一直持续到东周时期。商代用于占卜的甲
骨文和西周礼器上主要用来歌功颂德的金文，
都无不证明当时文字高高在上的地位。换言
之，在当时是否会使用汉字，既是文化地位的
象征，更是政治地位的象征，由人民群众创造
的汉字长期被庙堂所垄断。

汉字由庙堂向民间回归始于春秋时期。孔
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之所以伟
大，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自他开始汉字才
由庙堂向民间传播，这是一个汉字从人民群众
中来，又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回归。孔子是将汉
字由庙堂向民间传播的文化伟人，他校订六
经，兴办私学，有教无类，桃李满园。经过数
代的流传，本来高高在上的汉字逐渐在民间普
及，同时由汉字承载的中国先秦文化也传到民
间。此后，自上而下的文化与自下而上的文化
相互交融，共同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考古发掘中，出
土了“黑夫”与“惊”两兄弟的木牍家书，这
是考古发现中最早的家书，此兄弟二人皆是秦

国的普通士兵，其家书充分说明了当时汉字在
民间的普及。

战国至秦汉

篆隶时代的文字混乱与统一
商朝与西周虽然实现了相对统一，但与后

来统一六国的秦帝国尚不能同日而语，二者存
在“王”与“帝”的本质差别。但商周时期的
汉字尚处于成长发展阶段，又为庙堂所垄断，
所以文字的发展轨迹仍然朝着越来越规范的方
向发展。然而时至东周，进入了春秋和战国两
个战乱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因长期割据而出现
了 “ 文字异 形 ” 的局面 （ 《 说 文 解 字·
叙》），汉字发展的地域特点越来越明显，以
至于六国文字之差异达到了各诸侯国间不能相
互释读的程度。

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在“六王毕四海一”
（《阿房宫赋》）的背景下推行“同书文字”
（《峄山刻石》）政策，这是汉字尚处于篆书
形式时期的整合，也是汉字史上的第一次整理
与统一。虽然当时有“秦书八体”（《说文解
字·叙》）之说，但统一后的汉字形式是通过
小篆规范。秦朝通过颁发用小篆书写的读物
《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迅速实
现了文字统一的大业，在“正文字”和“教小
学”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但新推行的小篆并
不实用，所以也不可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普
及，而是仅仅应用于官方刻石和部分官方政令
等极其狭窄的领域。加之秦朝短祚，致使后来
的秦小篆应用范围越来越小。尽管如此，我们
却不能忽略秦始皇在汉字统一方面的功绩，秦
小篆首次以国家政令形式为汉字确立了一种规
范，它不仅因中国第一部字典——— 许慎（约58
年—约147年）《说文解字》之推介而成为学
界研究先秦文字的通津，同时也成为书法艺术
领域的一支艳丽花朵。

几乎与官方以小篆统一文字同时，先于小
篆就已萌芽的另一种民间新书体——— 隶书，在
经历了由秦隶到汉隶的漫长演变之后，因高效
实用的优势被应用于更加广阔的领域和场合。
由篆书演变为隶书的过程叫做“隶变”，隶变
是汉字发展演变史上第一次显著的形体质变，
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隶变的结果，一是改变
了此前篆书的象形性特点而逐渐符号化，二是
大大提高了汉字的书写速度。秦篆汉隶，既是
大一统秦汉王朝的标志性文字符号，也是秦汉

两朝的标志性书法艺术形式。历史上的古今文
经学之争，仅从汉字形式上讲就是篆隶之别。
鉴于当时流传的经书版本各异，且多有穿凿附
会、臆造别字现象，东汉熹平年间，议郎蔡邕
（133年—192年）等用隶书书写的《熹平石
经》四十六碑，即中国最早的经典刻石，立于
洛阳太学讲堂，对维护和推动文字的规范与统
一起了积极作用。

魏晋至清

楷书时代的文字整合与延续
从汉末魏晋之乱到大唐盛世，是楷书从产

生到成熟的过程，同时也是汉字发展演变史上
的又一次由乱到治的过程。此时期的汉字又完
成了一次变形过程——— 楷变，书写更加便捷的
楷书取代了隶书并得以逐渐发展成熟。自此，
楷书也成为使用时间最长且至今仍未被取代的
汉字形式。

与汉字命运相伴随的，是自东汉亡国直至
隋朝统一之前，中国又经历了一次朝代更迭、
战火频仍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加之其间少
数民族政权的统治，汉字再度遭遇了无统一管
制状态下的自由发展阶段。亲历了当时战乱，
并由南梁而入北齐，又由北齐仕隋的颜之推
（531年—约597年）描述当时的文字纷乱情况
说：“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
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
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
或妄斟酌，逐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
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
拙甚于江南”（《颜氏家训·杂艺》）。这种
文字纷乱的局面是新统一而与秦朝同样短祚的
隋朝无力解决的，所以，汉字的整合工作一直
推迟到了唐玄宗时期。

这项工作是由颜之推的第四世孙颜元孙着
手做的，颜元孙是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伯父，
他编纂了一部《干禄字书》，“是书为章表、
书判而作，故曰‘干禄’”（《四库提要》卷
四一）。书中将当时的汉字分作正、俗、通三
体，并规定了三种字的应用场合。该书于唐大
历九年（774年）经颜真卿书写勒石流传，成
为当时文人用字的重要参考。可见汉字的第二
次整合，起初并非官方行为而是文人的个人行
为，但对当时的文字规范起了很大作用。此后
又有多种字书问世，最著名的是清朝的《康熙
字典》，但以上字书只是对汉字的收集与归

类，所以，不但没有影响汉字的发展，而且使
数量日渐增多的汉字形式得到了完整保留。宋
元明清时期，汉字一直一帆风顺地发展，尽管
其间有蒙(元)和满(清)两个少数民族皇帝统治
的王朝，但汉文化的强大根基，决定了汉字依
旧是中华民族文字符号的主导者。

20世纪

汉字遭遇两次生存挑战
时至20世纪，具有悠久历史的汉字却面临

了两次生死存亡的大挑战。一次是20世纪初开
始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另一次是20世纪末的电
脑输入法。前者主要是人为原因所致，后者
则是客观的信息时代科技挑战。无论是哪种
原因，都险些使延续了三千多年的汉字遭遇
灭顶之灾。

早在明清时期，为学习汉语和传教目的，
西方传教士曾做过用罗马字母注音汉字的实
践，这是汉字拉丁字母注音实践的源头。20世
纪初，受西方语言学界世界文字“三段论”
（即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须经历表形、表义和
表音三个由低到高的阶段）误导，加之当时国
人对汉字的性质尚缺乏正确认知与定位，致使
这一理论成为当时思想激进者认为汉字落后，
进而主张废除汉字、推行汉字拉丁化的理论基
础。在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影响之下，当时激进
的文化教育界人士纷纷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
如钱玄同“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1918年）；蔡元培
“汉字既然不能改革，尽可直接地改用拉丁字
母了”（《汉字改革说》1922年）；甚至一生
用汉字创作的鲁迅先生也视汉字为“汉字是愚
民政策的利器”“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
核”（《关于新文字》1934年）。然而理论依
据的错误，尤其是汉字拉丁化实践过程中遇到
的诸如方言、同音字词等问题，使汉字拉丁化
半途而废，而不得不被权宜的汉字简化方式所
替代。可以说，自民国政府时期开始推行的汉
字简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使汉字最
终走向拉丁化道路所做的过渡性工作。汉字拉
丁化的激进想法与实践，险些切断了延续数千
年的汉字基因，今日思之，令人不寒而栗。现
代语言学研究，不但认识到了世界文字“三段
论”的荒谬，而且也认识到了汉字进入形声造
字阶段之后，本身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表意文
字了。实践证明，汉字是最适合记录汉语的文
字符号，中西文字之间并不存在发展阶段的差
异，也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区别，而只是发展方
向不同而已。

同样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因中国大陆和
港澳台地区的汉字简化要求与程度不同，致
使今日之汉字尚有地域上的繁简差异。近年
来大陆学者提出的“用简识繁”主张与实
践，以及港澳台地区逐渐认识和接受简化汉
字的趋势，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这种历史
上形成的和而不同。

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人发明的电脑问
世与普及，汉字又一次遭遇全新的科技挑战。
汉字能否输入电脑，是其在新的信息科技时代
能否与世界接轨的大事，这使得经历了数千年
风雨的汉字再次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为攻克
这一技术难题，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海内外
华人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先后开发出多种汉字
操作系统和汉字输入法。输入法虽不是汉字本
身，而只是维护汉字在当代生存的外在技术保
障，但汉字输入法的努力与成功，无论从思想
感情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体现了海内外炎黄
子孙对汉字与中国文化的赤子之心与挚爱之
情。饱历风霜的汉字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汉
语言简意赅，在联合国用多种语言同时发布的
文件中，最薄的那本一定是中文本。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

从目前学界公认最早的殷商甲骨文算起，汉字至今已经历了约三千五百年的风雨。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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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会说话”的中华文化符号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在省尼山书院承办的荀子公开课上，南京
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颜世安以《荀
子的礼乐思想》为题，深入分析和讲述了荀子
的礼学思想，及其对后世儒学发展的长期影
响。他认为，荀子在音乐理论方面，也是一个
开创者。而从“礼”的角度讲，作为先秦儒家
一位集大成者，荀子把“乐”和“礼”合起
来，也是对先秦“礼”的理论的最后完成。

儒家重视礼乐，认为礼乐可以教化民众，
如果民众皆好礼乐，为政者不用亲政即可把政
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儒家的礼，是贵族阶层制
定并流传开来的。刚开始，“礼”和“乐”并
没有区分开，在孔子的观点中，礼和乐也是合
在一起的，乐就是礼的一部分。贵族生活讲究
礼仪，不同官阶的人见面，比如诸侯见天子，
卿大夫见诸侯，卿大夫见卿大夫，都要有相应
的礼仪，这个礼仪有时就以“乐”来表现。

后世儒家试图把礼乐从贵族的小圈子向整
个社会层面拓展。这个时候，礼和乐仍然没有
分开，一直混合在一起讲。第一个把礼和乐分
开讲的，恐怕就是荀子。

在这里，要先弄清楚《荀子》这“第一
个”的相关情况。从先秦到两汉，儒家文献中
有两篇专门谈音乐的，一篇是《荀子·乐
论》，一篇是《礼记·乐记》。这两篇文章，
哪篇时代更早呢？哪篇更早，也就意味着那是
第一次确立“乐”的独立价值和地位的文献。

要明确这个问题，最关键要弄清楚《礼记·乐
记》是什么时候写成的。

《荀子·乐论》很清楚是出于荀子之手，
作者和年代是比较清楚的。关于《礼记·乐
记》的写成年代及作者，主要有两种说法。一
种说法是战国时代公孙李子所作。郭沫若等持
此观点。还有一种说法，是西汉初年，由河间
献王召集手下的一批儒生、乐师撰写而成。如
今，学术界的主流意见认为，战国公孙李子说
恐不能成立。但是，也没有最后定论。

从考证的角度来分析，形成一个学术观
点，必须有准确详实的论据来支撑，包括考古
学的最新成果。有很多学术观点，随着新材
料、新成果的出现，会产生甚至截然相反的变
化，这方面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比如
《老子》究竟是什么年代的文献？在马王堆帛
书出土之前，学术界除一两位学者外，主流意
见基本认为，《老子》一定是晚出的。例如，
钱穆力主“晚出说”，就认为《老子》问世当
在孔孟之后、甚至庄子之后。马王堆帛书出土
后，证明《老子》形成至少可以推进到战国中
后期。接着就出现了一个传世本。这些考古成
果，对《老子》版本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
响。现在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就翻过来了。

颜世安表示，对于《礼记·乐记》，目前
没有更多新材料引证。他倾向于认为，晚于
《荀子·乐论》。理由是，《礼记·乐记》理论
更丰富、庞杂，似乎接受了《荀子·乐论》的
一些理论。相比较而言，《荀子·乐论》更像

是草创时期的理论。
由此以来，我们可以认为，荀子是儒家第

一个专门论乐的。在他之前，也有其他一些文
献谈到音乐，但都是只言片语。荀子以“乐”
为标题，专门论乐，也说明荀子已经认识到，
礼和乐虽然是相互配合的，但乐是有其独特性
质和功用的。

乐的独特性质和功用在哪里呢？《荀子·
乐论》中讲得很简洁，后世儒家也都认可。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
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
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且
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
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
乎人心矣”，乐跟感情有关，礼跟道理有
关，来确定人群秩序，把人分成不同的位
置。每个人安于自己的位置，可是每个人内
心又各有感情，把感情抒发出来，最典型的
表达形式就是音乐。

《荀子·乐论》中讲到，“乐者，圣人之
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
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
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
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意思是
说，圣人特别注重音乐，那么音乐为什么成为
礼仪的一部分？因为礼仪可以引导人去确认自
己的社会地位。荀子认为，在这方面，音乐可
以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音乐发挥的作用，
不是通过强制的方法去执行，甚至也不是通过

礼仪的形式去维持，而是通过音乐润物无声的
影响，让人内心的感情和思想发生变化。

要听什么样的音乐，不要听什么样的音
乐？《荀子·乐论》中说，“故听其雅颂之
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
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
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荀子认为，听
《诗经》的“雅”“颂”之音，这样典雅的古
典音乐，自然而然会让人领会到一种美好感
情。这种美好感情，与礼仪合拍。这也是荀子
专论音乐的一个原因。

荀子讲“乐合同，礼别异”，又说“礼
乐之统，管乎人心矣”，把“礼”和“乐”
的作用和功能区分开了。“礼”是讲礼之不
可易，也就是人群区分是一个恒常道理，永
远都不会改变。“乐”侧重讲内心的和。
“和”来自哪里？就是每个人内心的感情。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种感情逐渐发展，
大家就能够共同一致去领悟美好的道理，音
乐的功能由此也获得延伸。

后出的《礼记·乐记》，在《荀子·乐论》
基础上，对音乐的阐释又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虽说理论上更复杂，但不见得更深刻，因为最
基本的内容荀子都已经论述过，而且观点非常
精辟。所以我们说，在音乐理论的问题上，荀
子也是一个开创者。他把“礼”和“乐”结合
起来，并专门论述“乐”的价值、功能与意
义，又是对先秦“礼”的理论最后的完成，也
是“集大成”成就中的重要内容。

荀子也是音乐理论的一个开创者

“中国航海火器文物展”开幕

据新华社，我国首个国家级航海博物馆——— 中
国航海博物馆7月5日迎来开馆十周年纪念日。当
天，以航海火器为主题的文物展览“中国航海火器
文物展”开幕，多种珍贵文物首次向公众展出。

据介绍，“中国航海火器文物展”作为中国航
海博物馆开馆十周年特展，荟萃了馆藏的130余件
（套）展品，展览分为“火器溯源”“威名世界”
“中外合流”“曲折发展”“走向复兴”五个部
分，从多个角度展示我国航海火器历史面貌和航海
科技的发展历程，展期将持续至10月25日。策展人
李学茂介绍，在展文物既有元代“至正元年造”铭
文铜手铳等古代珍贵文物，也有展示当代国防建设
成果的“辽宁舰”模型。此外，北洋海军成军纪念
金杯、金牌是首次向公众展出。

此外，中国航海博物馆和泮庐集团5日签署了
“泰兴号”沉船回流瓷器捐赠备忘录，后者将于今
年下半年向前者捐赠回流瓷器100件。“泰兴号”
沉船是清代道光年间沉没于今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
的一艘中国商船，船货以清中晚期民窑青花瓷器为
主。该沉船被国外商业团队打捞后，出水文物在国
际市场拍卖出售。泮庐集团2018年从海外购回10万
余件该沉船出水瓷器，2019年曾向中国国家博物馆
捐赠了190余件瓷器。这批瓷器对研究我国对外海
洋贸易情况、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等具有重要意义。

动画作品《天宝伏妖录》

获广大观众一致好评
据光明日报客户端，在信息大爆炸、传播碎片

化的时代，如何让一部动画焕发生命力，引人入胜
的故事内容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素，而更为关键
的，还在于文化。近期播出的《天宝伏妖录》，是
晋江人气作者“非天夜翔”的热门作品。虽是玄幻
类动画作品，但其中渗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
所不在，比如开放、包容的大唐盛世成为故事背
景，不仅让观众再次领略到曾经的繁华，更润物无
声般地树立起大众心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当然，动画的文化主题与文化立意至关重要，
但毕竟动画是一种艺术形式，动画对文化的表达是
一种艺术的表达，不能把文化主题变成动画创作的
包袱和累赘，否则动画则是一个生硬的木偶。因
此，将内容顺畅表达，被观众普遍接受，同样是摆
在广大动画创作者与从业者的课题。《天宝伏妖
录》已是一部被众多读者接受的文学作品，拥有良
好且扎实的受众基础。而在此次艺术形式转化过程
中，制作方充分考量了原著粉群体需求，又创新式
的进行了合理剧情改编，抓住其绝美的画风场景、
惊艳的人物建模以及炫酷的3D特效等表达核心要
素，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歌剧《红船》嘉兴开排
据光明日报，红色血脉生生不息，红船精神永

放光芒。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歌剧《红船》5日在浙
江省嘉兴市开排。

歌剧《红船》以中共一大13位代表和见证人王
会悟为重点，重点从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的视
角切入，以点带面，展现中国共产党从浙江嘉兴南
湖一条小船上诞生，承载着历史选择、民族希望出
发，劈波斩浪驶向辉煌的史诗画卷，恢宏再现中国
共产党人开天辟地、出征起航和“红船精神”凝聚
升华的光辉历史。

据介绍，目前歌剧《红船》已完成剧本审定、
主创团队签约和音乐创作等工作，正在进行舞美、
服装、道具的设计设定和试唱选角工作。而在表现
形式上，《红船》更注重创新与突破，将嘉善田
歌、湖南湘歌等元素融入其中。进入联排阶段后，
《红船》将于8月15日在嘉兴大剧院试演后，继续
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剧目进一步加工与完善，努力
将其打造成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经典
之作，以高质量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第68届卢布尔雅那

艺术节开幕
据新华社，第68届卢布尔雅那艺术节7月1日晚

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开幕。在市议会广
场，斯洛文尼亚爱乐乐团和合唱团、钢琴演奏家携
手瑞士指挥家奉献了一场音乐盛宴，为卢布尔雅那
夏日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艺术色彩。

受新冠疫情影响，此次音乐会只允许500名观众
入场。记者在现场看到，观众入场时均被要求使用免
洗消毒洗手液，座位间距也被拉开。但在场地护栏
外，优美的音乐还是吸引了众多市民围坐观看。

本届艺术节将持续至8月30日。据了解，今年
艺术节每项活动都须得到斯洛文尼亚国家公共卫生
研究所批准，并严格遵守观众人数限制。

卢布尔雅那艺术节是斯洛文尼亚最重要的文化
活动之一，每年吸引约6万名观众到场观看，组织
方会精心准备交响音乐会、歌剧、戏剧、芭蕾舞等
多种多样的演出，邀请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
登台献艺。新冠疫情之下，今年受邀嘉宾和演出规
模都受到影响，组织方已在其网站上通知部分提前
购票的观众退票。

6月下旬以来，随着防疫措施逐步放松，国外
游客增多，斯洛文尼亚新冠疫情出现反弹，其中输
入型病例占较大比重。斯政府已将允许集会人数从
500人下调至50人，但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批准的
官方活动除外。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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