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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方块壮字是壮族人民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种有代表性的、极具特色的文化现
象。
对方块壮字的研究，是当代壮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将壮族文化从边缘文化推向中心文化的重
要步骤。
　　方块壮字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内容，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如果说秦汉时方块壮字已经开始萌芽，那时正是百越民族在我国南方活跃的时期。
百越族群当时已有高度发达的文化。
壮族先民作为百越族群的重要成员，那时已开始接受汉（华夏）文化，可见我国民族交流的历史源远
流长。
壮字的发展过程也是汉壮文化互相接触，互相接近的过程。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壮族先民将汉字拿来为我所用，用以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用于刻碑铭，写歌诗，题
楹联，续家谱，并随着歌圩的发展而普及起来，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群众基础是文化的根。
壮字所以能长期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它有坚固的群众基础。
所谓“群众基础”就是指一个事物能够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壮字的情况就是如此。
所以，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它能够在没有权力机构提倡和扶持的情况下依旧保持不绝的生命力。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方块壮字的应用功能在逐渐削弱，但它的文化功能将逐渐提高。
在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声浪中，壮字的价值将日益显现，日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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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方块壮字研究》一书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了详尽的回顾，探讨了壮字产生和演变的历史，仔细
分析了壮字的造字法，并考证方言音读和音形的差异，以及方块壮字的教育作用等等，对与壮字有关
的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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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上述理由，韦氏相信，方块壮字“在过去是曾经通用过的，直到后来才逐渐为汉字所代替”
。
　　韦氏的第二个观点涉及了方块壮字的起源年代。
他估计，方块壮字产生于唐代。
根据是：1.中原经济文化大规模向南发展，是从唐朝开始。
壮族人在这一时期借用汉字来创造方块壮字是有可能的。
2.汉人汉籍在汉代就已开始用汉字来记录壮语，如杨雄的《方言》以及相传的《越人歌》等，但其中
标记壮语词的都是汉字独体字，仅仅是唐代方块壮字的前身，尚未成为通行文字。
3.从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的记载看，方块壮字在宋代已在壮族人中间应用。
可是，由开始产生到实际应用要经一段漫长的过渡期，由此可以推测，方块壮字大约产生在唐代。
同时唐代南诏存在的许多新造的方块字也可印证。
4.现在流传的壮歌唱本中有董永行孝的故事，文体和故事内容跟在敦煌千佛洞所发现的唐代变化残卷
相类似。
5.方块壮字字音多为隋唐音。
6.壮字音读随方言的分化而发生变化，但字体却始终如一。
这表明，方块壮字产生于壮语未分化成方言之前。
　　韦氏的第三个观点涉及了方块壮字的造字法，他总结出了方块壮字的7种造字法，即1.借音；2.音
义兼借；3.借义；4.自造的形声字；5.自造的会意字；6.借字；7.自造的方块字。
他认为，在这7种字中，第l类的数量最多，第2、3、4类的字次之，第5、6、7类的字较少。
另外，他还将这7种字和日文中的汉字比较，发现第1、2类相当于日文的“音读”；第3、6类相当于日
文的“训读”；第4、5、7类相当于日文的“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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