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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自古以来，各民族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同时也丰富、发展了共同的中华民族文化。
不少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制并使用了本民族文字，这不仅对各民族文化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也为光彩夺目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增添了重要内容。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各种少数民族文字，是各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
现在行用（包括试行）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傣文、
锡伯文、壮文、苗文、彝文、布依文、侗文、哈尼文、傈僳文、佤文、拉祜文、纳西文、景颇文等。
此外还有在历史上创制和使用的少数民族文字，后来不再使用或基本上不再使用，如怯卢字母、焉耆
一龟兹文、于阒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满文、回鹘式蒙古文、
八思巴字、东巴文、哥巴文、方块壮字、白文、尔苏沙巴文、满文等。
这些少数民族文字在各历史时代，对该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各少数民族文字在加强和完善社会交际、传播知识和文化交流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显示出其重要
的社会功能，同时也形成并保存下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
在中国境内，历史上先后创制或使用过三十多种少数民族古文字，形成了种类多样、数量惊人、内容
丰富多彩的民族古籍文献。
这些少数民族文字及其文献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是关于研究“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隋唐以前民族文字文献的
滥觞、隋唐以前民族文字文献的特点、隋唐时期民族文字文献的序幕、敦煌及吐鲁番地区发现的的粟
特文文献、藏文大藏经的翻译、古代的金石铭刻和简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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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隋唐以前民族文字文献的滥觞　　在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族群称为夏或华夏，其社会
发展较快，力量强大；而周边的族体被称为“四夷”，社会发展较慢。
在殷商的甲骨文、周代的金文中，都有关于中原族体和周边族体历史的记录。
如认为商王的祖先本是东夷，周王的先民是夏人的一支，杂居戎、狄之间，与羌人关系密切。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夏族从黄河中下游向东北、西北、西南延伸。
　　殷商时代，中原地区已使用甲骨文。
甲骨文距今约三千六百多年的历史，用于统治者占卜吉凶，刻记所占事项及事后应验的卜辞或有关记
事。
目前出土数量在15万片以上，大多为盘庚迁殷至纣亡期间的王室遗物，因出土于殷墟，故又称殷墟文
字。
它记载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是现存最早、最珍贵的历史文献。
甲骨文已具备“六书”的汉字构造法则。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也叫钟鼎文，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反映了当时的社
会生活。
在战国时期，又有用帛作为书写材料的书体——帛书。
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所以帛书也叫缯书。
中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帛画是20世纪30年代在长沙的楚墓中发现的。
近些年又出土了这一时期的帛书和大批竹木简。
甲骨文、金文、帛书、竹木简，主要是书写材质的变化，文字本身随着文化的发展、材质的改变也不
断规范和进步，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没有改变。
这些是中国早期的珍贵的汉文古籍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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