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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字文化大观》是一部兼有学术研究和工具书作用的雅俗共赏的读物，力图吸收最新研究成果
，系统地、科学地展示汉字的文化功能、价值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汉字文化大观》又是建立汉字文化学的一项基础工程。
汉字文化学的提出并非少数人心血来潮，刻意标新，而是汉字“时来运转”，是多年来汉字研究经验
的总结、升华。
如果说汉字学有如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那么汉字文化学便是这大树分蘖出来的新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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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规范（六）汉字与佛教1.译经造字2.译经用字（七）汉字与翻译1.以汉语为原语，看汉字之“难
”2.以汉语为译语，看汉字之“妙”3.翻译中的心理因素4.翻译中用字的规范化及其他（八）汉字与
数1.汉字数字的起源2.汉字数目字的增衍与文化的演进3.汉字反映的记数工具与方式4.汉字“形”的认
识5.汉字数学思想的闪光6.数学汉字使用举隅7.汉字与序数8.数字与文化符号9.汉字的构造与数十二 竹
帛存王事——汉字与兵、法、吏（一）汉字与刑法1.虽非刑名，实系刑法的汉字2.从刑名用字看古代刑
法（二）汉字与军事1.汉字与兵器2.汉字与战伐攻守3.汉字与兵制（三）汉字与职官1.民之“父母”，
君之仆妾2.上下有服，分职定位3.中贵多黄金，鼻息干虹霓十三 点画解民生——汉字与衣食住行（一
）汉字与民俗1.巫史结合使汉字与民俗结下了缘分2.汉字表述民俗的功能3.汉字字形与民俗心理4.汉字
谐音在民俗中的运用5.汉字与民间俗信6.汉字与祭祷祈禳7.汉字与婚嫁产育8.汉字与寿丧殡葬9.汉字与
社会交往10.汉字与岁时节日（二）汉字与婚姻家庭1.从“性”说起2.两性称谓3.两性之美4.婚姻家庭（
三）汉字与服饰1.头衣2.体衣3.足衣（四）汉字与烹食文化1.民以食为天2.烹食总稍3.肉食与水4.粮食与
菜蔬5.饪法与用6.酒与饮料7.烹食器皿（五）汉字与人体、疾病1.表示人体部位的字2.表示人体脏腑的
字3.表示生育繁衍的字4.反映人体疾病的字（六）汉字与医疗1.医与巫同源2.与中药有关的汉字3.与经
络、针灸有关的汉字（七）汉字与建筑1.从汉字字形反顾我国远古时代建筑的结构形式及其发展脉络
⋯⋯十三 点画解民生——汉字与衣食住行十四 字说农工商——汉字与经济活动十五 究源法自然——
汉字与动物、植物十六 宇内有芳踪——汉字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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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编的话　　　　本书原本就叫《汉字文化大观》，后因纳入北大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大观系列
》丛书，按体例一律以“中国”二字冠首，故我们这本《大观》也加上了“中国”二字，以与“系列
”各书取得一致。
现在的修订本已与“系列”无关，故恢复《汉字文化大观》原名。
　　《大观》第一版于1995年问世，而它的实际编撰时间始于1990年。
那年4月7日，在北大出版社召开了撰稿人员会议，共同商讨了撰稿原则，确定具体分工事宜。
到会的各位先生均认识到：此事意义重大，是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
故热情很高，齐心协力，分工合作。
撰稿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
1991年，我们三人集中审读全部稿件，进行加工、统合，但因涉及的知识面太广，我们水平有限，疏
漏错失，在所难免。
　　1990年12月，北大学报发表了原书北大版前言《汉字文化学简论》。
将“汉字文化”加上“学”字，从而将“汉字文化学”作为一个具有原创意义的新概念、作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提了出来，为后来这门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初步的理论资源。
　　从1990年到2009年，已经20年了，不仅《大观》一书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汉字文化学”这门学
科也在发展，参与共建者已遍及海内外。
由粗糙到细密，由研究室进入教室，成果斐然，议论纷纷，展示了这门学科旺盛的生命和乐观的前景
。
　　1995年北大版《大观》问世，在社会上和文化界引起了普遍关注。
有不少报刊发表了评论文章，有肯定也有批评。
一位评论者指出：“喝彩的大有人在，挑毛病是为了再版更完善。
”如此厚爱友好，使我们更为书中的“毛病”而不安。
后来的两次印刷也修订了某些显误、硬伤，但很不彻底。
这次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也就是为了“更完善”。
当然，汉字文化可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本书也只是草创，有些重要问题并未涉及到，相信会有更多
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继续从事这种研究。
　　修订工作始于2008年。
2009年元月9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召开了部分撰稿人会议，讨论了修订原则和其他一些问题。
先由各位撰稿人以书面形式授权主编，由主编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签订了出版《汉字文化大观》的合同
，然后各位撰稿人重新审阅自己所撰写的文稿，在基本不动的原则下修订、补充，大部分文稿都这样
做了。
全部文稿都编了名词术语索引和例字索引，列出了参考文献，附于全书之后。
主编、顾问、特约审订人分工负责，审读全书，调整结构，并以笔谈的形式，围绕汉字文化这个主题
，阐发自己的意见，作为与读者对话的一种方式。
　　修订本的基本原则还是文责自负，观点不求一律，篇与篇之间有个别例子看似重复，实则语境不
同，使用例证的目的不同，或对例证的解释不同，各有存在的价值，不必删此存彼，也不能认为是前
后矛盾。
因为这不是个人专著，也不是教科书，诸说并存是可以的。
　　有两点遗憾：一是有四位撰稿人张紫晨、盛冬铃、尹斌庸、徐伯安先生已先后谢世，修订本保留
这些先生的原作，以表纪念；另外，有个别作者（刘英先生）地址不明，失去联系，也只能保留原作
，请刘先生谅解。
　　这次修订，特聘曹先擢先生为顾问，王宁先生为特约审订人。
二位先生都参与过汉字文化学的奠基工作，他们的全力支持对修订本质量的提高大有裨益。
　　我们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江溶先生为北大版所作出的贡献。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刘玲女士、谢仁友先生、由明智先生为修订本的出版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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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撰稿人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009年6月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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