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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8月8日，北京举行了第29界奥运会的开幕式，整个开幕式气势恢宏,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古老文化
的厚重底蕴，开幕式无疑更助长了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学习汉语、汉字的热潮，尤其是汉字文化
圈内的几个国家更加突出。
2009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了大型电视纪录片《汉字五千年》，节目的播出，在汉字文化
圈内，乃至世界，又一次将学习汉语、探究汉字之风推向高潮。
人们对汉语、汉字的学习热情，说明了汉语、汉字自身所具有的强大魅力。
基于此，我们编写《汉字五千年》这本书，希望本书能对喜爱汉语、汉字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书主要分为汉字发展简史、汉字字形演化过程和汉字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典故三部分。
汉字发展史简介部分也就是本书的序言部分，主要将汉字的发展历史做了简单概述，从结绳记事到汉
字简化，每一过程都做了简单描述，让读者对汉字的整个发展历程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
汉字字形演化过程部分也就是本书的正文部分，我们选取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400个汉字
，将它们字型演化过程及与本字相关的历史典故做了叙述，让读者对这些汉字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
    汉字发展史中的典故部分也就是本书的小版块部分，主要以词条形式，将某些汉字五千年来的发展
变化的一些典故呈现给读者，让读者朋友在掌握汉字基本常识之余，了解一下汉字发展史中的逸闻趣
事，增加些许乐趣。
这部分知识是以小版块形式向大家展现，使每个历史事件都作为一个点呈现给大家，便于读者阅读欣
赏。
本书在编排形式上，采取图文混排、彩色印刷的形式，让读者能够更直观形象地了解汉字发展的历史
。
对学习和掌握汉字或许有些帮助。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因各方面原因，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错漏，还请读者朋友多多谅解，并请各界朋友多提宝
贵意见！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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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丰富　用故事形式讲述汉字的历史、文化和奥秘，揭示汉字的形成和演变规律，解读汉字同政治
经济、艺术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种种关系，挖掘汉字蕴藏的思想和史化内涵。
　　图片精美　文字拓本、文物照片、书影、历史人物画像及照片等各类图片与文字内容紧密结合，
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汉字文化和中华文明。
  　形式新颖　将艺术理念贯彻于每一个细节，通过编写体例、图片及版式设计的有机结合，使读者
在轻松获取知识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文化熏陶、审美享受和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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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寒梅，女，湖北省武汉市光谷鲁巷中学高级教师。
先后有《呐喊》、《彷徨中的人性美》等作品在各级刊物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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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体形象与汉字　　◎人　　“人”是象形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
　　在甲骨文中它形象地表示了一个朝左站立的人，这是人的侧面，上端是人的头部，直立着，手向
左下方垂，中间是身子，稍微有点弯曲，就像原始的人类有点驼背一样，下面是腿。
　　金文的“人”和篆体的“人”与甲骨文一样都是人的侧面形象，只是稍微有点变化，胳膊部分变
得越来越长，腰部弯曲得比原来更厉害一些。
　　而楷书中就看不出人的样子了，所以有人解释，“人”就是一个大步向前走的人，而今我们知道
这是错误的。
我们的祖先用一撇一捺如此简单的一个字，竟明确地表达了一个字义，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人”的本义是人类，即能够直立行走并能够创造和使用生产工具进行劳动的一种动物。
后来随着中国文字的含义逐渐丰富，人还出现了人体、人品、别人等意思。
　　用“人”字最多的估计要数唐朝人了，唐朝人为忌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必须把所有的“世”和
“民”都去掉。
聪明的唐朝人直接把“民”改成了“人”，于是出现了一些新词，“民间”改为“人间”，“居民”
改为“居人”，“民情”改成了“人情”，“人”的内涵又丰富了许多。
　　◎大　　“人”是人的侧面，而“大”就是人的正面了，它也是个象形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
　　不管是甲骨文字样还是金文、篆文，它显示的都是人的形状，而表示的却不再是“人”的意思。
一个伸展开双臂、叉开双腿的人站在那里，就像大力士吸足了气，在充分显示自己的伟大力量。
　　“大”字的本义就是活动着的人，因为它的示意图很像一个人在活动四肢。
引申后表示活动能力强大的人，即“大人”，与“儿”字相区别。
后来“大”的含义逐渐丰富，它还表示面积、体积、容量、数量的范围广或程度深等。
　　“大”还表示对对方或有关事物的尊敬，如“大手笔”，这还有一个故事呢。
晋朝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王殉有一次做梦，梦见有人送他一支笔，这支笔可真大，大得像房顶上的椽木
，醒了以后，他就对别人说。
“此当有大手笔事”。
恰好没过多久，晋孝武帝驾崩，有许许多多的文件都交给王殉来亲笔题写，这是历史上罕见的殊荣啊
。
于是后人就用大手笔、大笔如椽、如椽大笔等来形容一个人文章写得好，文笔雄健有力或文章气势宏
大等，大手笔也用来指有名的作家。
　　◎太　　“太”原本是会意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
　　在甲骨文中，“太”是由“大”下面一个人组成的，表示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头上，有“过于”
之意。
后来那一个人被写作一点。
　　金文中的“太”与“大”形体相似。
　　篆文中的“太”又被写作“大”下面加了两横。
　　后来人们又恢复到甲骨文中的写法，一个“大”加一个点。
“大”字表示人在活动时的样子，而“太”字在活动的人下面加了一点，就表示活动得有点过分了，
从而产生了极端、过分的含义。
　　“太”的本义就是过分、太多了、超越极限了。
引申义为对大两辈的长辈的尊称，如太爷爷、太上皇等；或者指对妻子的尊称，例如太太。
　　◎走　　“走”是会意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
　　甲骨文中的“走”很简单，就是一个甩着双臂，迈着大步向前走的人的样子。
　　但是在金文中，在原来人形的基础上又多了一部分，人下面加上了脚，即人下面是一个张开脚趾
的脚。
　　在篆文中没有太大变化，只是那个脚变得不像了，像一个“止”字。
　　从以上的几种字体我们可以了解到，“走”都是用一个人甩开双臂活动的样子来表示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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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古代并不是现在的行走的意思，它的本义是“跑”。
　　例如“走马观花”，典故来自于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
花。
”这里描述的是一位新科状元中榜后得意、兴奋的样子，“疾”即“急”，那“马蹄急”怎么可能是
漫步式的走呢？
在这里“走”便是指的“跑”。
现在的走不仅表示行走，还表示移动、逃跑、往来、离开等意思。
　　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起源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几千年，尚无人把它讲清楚，直
至今天，仍然扑朔迷离，还是拿不出让所有人都信服的说法。
汉字的起源主要有这样几种说法：八卦起源说、结绳起源说、刻契起源说、仓颉造字说及劳动人民创
造说等。
　　仓颉造字　　◎女　　“女”是象形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
　　一个人面朝左，双膝跪地，上身直立，双手交叉于胸前，这就是甲骨文中的“女”字，很形象地
表现出顺从、听话、跪地干活、没有地位的女性形象。
　　金文中的“女”基本上与甲骨文类似，就是人的头顶上多了一横，可能是个装饰品吧，并无其他
意义。
　　篆文中，双膝跪地的人已经改成了弯腰直立的人。
　　到后来的隶书时，“女”已经变成大步朝前追赶人的“女”了。
　　“女”的本义就是妇女，后来引申为“女儿”之意。
　　在唐朝诗人刘禹锡的《石头城》里有这样的诗句：“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李贺的《城晓》也记载了：“月落大堤上，女垣栖乌起。
”这都是什么意思昵？
什么是“女墙”、“女垣”呢？
难道墙还有男女之分吗？
原来这里的“女墙”、“女垣”都是指古代城墙中的矮墙。
　　◎立　　“立”是象形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
　　尽管现在的“立”已看不出为什么是象形字了，但我们的祖先在造字的时候表明的意思是很明显
的。
甲骨文中的“立”是一个人站立在地面上。
上面是人的样子，有脑袋、胳膊、身躯和腿，腿是叉开的。
下面是一横，这一横就代表了地面。
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机智啊！
　　在金文中“立”字更加突出了上面人的形象，脑袋比原来更大了，两腿还是叉开的，只不过看起
来人像是半蹲的样子。
构成基本与甲骨文一样。
　　篆文中的“立”字已经不太像人了，脑袋小了，身躯也没有了，两腿加长了很多。
当人们简化汉字的时候就干脆把人脑袋简化成了圆点，两腿成了一点一撇，地面还是横线，形了今天
的“立”字。
　　“立”的本义是站立。
引申后表示竖起、建立、设立等意思，“立刻”则表示时间的短暂。
　　在杨万里的《江山道中蚕麦大熟》诗中有：“晒茧摊丝立地干”，这里的“立地”可不表示站在
地上，它表示时间短、马上。
　　结绳记事　　结绳记事起源于旧石器时代后期，开始主要用来记数，如不同数量的横列的结绳分
别表示“一、二、三、四”，交叉结绳表示“五”；不同数量的竖列结绳分别表示“一十、二十”等
。
后来，随着人们的需要，结绳又有了新的含义，如使用单股麻绳打结，标明田价银子的数目，买卖双
方各执一根，作为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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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很多地方仍使用结绳来表达一些信息。
如河南某地12名矿工因事故被困井下时，就是通过结绳来传递的生命信息，他们将矿灯绳打了两个结
，一个完好无损，表示“1”，一1个分成两岔，表示“2”，以此告诉外面他们12人在一起，因此而最
终获救。
　　◎位　　“位”是会意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
　　在甲骨文中，“位”表示站立在地上的一个人。
金文的写法和甲骨文类似。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位”和“立”是同一个字，到了篆文把“位”和“立”区分开了，于是这两个
字有了不同的分工。
　　“位”字的本义是官吏在朝廷上站立的位置。
后来被广泛应用为座位、位置，以后又引申为官位、职位、地位等。
　　在《论语》中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句子，就是说不在他的位置上，就不参与他的政务。
这里的“位”是指的官位。
韩愈在《师说》中有“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这里的“位”则表示地位。
今天和“位”有关的词还有爵位、王位、职位等。
　　◎色　　“色”是会意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
　　甲骨文中的“色”是由一把刀和一个跪着的人组成。
到金文时，字形发生了变化，“刀”变成了“手”，跪着的人也好像站了起来。
到篆文时，刀变为人，后简化为现在的字形。
　　“色”的本义为脸上的颜色、神情、气色，是由其原始构成刀下面人的表现所表达的含义，相当
于现今的脸色。
色在古时还有生气、变脸的意思。
后引申为成色、姿色、情欲等意思。
　　三国时“竹林七贤”中的阮籍，极有个性，放荡形骸，不拘于礼法，但个人“喜怒不形于色”，
显示出其极高的个人修养。
这里的“色”即表示人的神情、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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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对于中国话来说，对于汉语来说，汉字是最好的文字。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许嘉璐教授了解汉字不仅可以使大家更准确地使用汉字，还能够增进我们
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体会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时代即将过去，“书同文、语同音
”的时代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全球化的21世纪，中国将以一个现代文明的大国屹立于世界。
——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说汉字五千年>>

编辑推荐

继大型电视纪录片《汉字五千年》播出后出版的第一本汉字书一百多个汉字发展历程中的典故，带你
重温先人们造字的艰辛历程表音、表意、象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字蕴涵着如此丰富的文化元素
，唯有汉字；甲骨文、金文、篆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字能贯通数千年的古老文明，唯有汉字；
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字能演化出神乎其神的书法艺术，唯有汉
字。
说文解字，看字读史，阅一字而知千秋，只有汉字能承载如此厚重、悠久的东方文明，只有汉字能如
此饱经沧桑而青春常在。
汉字，不仅仅是一种文字工具，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大历史，它本身就有无数精彩的故事可以言
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所以有人说，汉字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
《图说汉字五千年》精心挑选了400个最有故事可讲、最有文化可说、最有智慧可显的古老汉字，同时
配以精美图片，全面展现了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以独特的视角解读中华五千年文明。
《图说汉字五千年》——父母送给子女的最好礼物，老师颁给学生的最棒奖品，你我随身携带的智慧
读本。
精选四百个生活中最常用的汉字  附以数百幅珍贵史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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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