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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字和汉字学

 汉字构形学

 汉字字体学

 汉字字源学

 汉字文化学



二 汉字形体发展过程

 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历史



汉字的起源

图形文字来源于图画

记录人类早期活动的岩画



中国内蒙古曼德拉山岩画



中国内蒙古曼德拉山岩画



中国内蒙古曼德拉山岩画



中国广西花山岩画



中国广西花山岩画



中国宁夏贺兰山岩画



中国宁夏贺兰山岩画



巴西岩画



美国印第安人岩画



文字画



埃及



埃及



Sumerian Cuneiform



一、汉字的起源

文字的出现：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的标志

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 Lewis 

Henry Morgan，1818年11月21日---1881年12月17日）在
其著作《古代社会》提出：文明社会“始于标
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



一、汉字的起源

四种摄取、储存、传输信息的方式：

体态语言、音节语言、

符号（包括结绳、契刻等）、

文字（包括图画文字） ----何九盈



一、汉字的起源

“其中语言符号和文字符号的产生，是人类

改变自身改变世界的两个伟大转折点。”

体态语言、音节语言、

符号（包括结绳、契刻等） ---- 纪事性

文字（包括图画文字）--- 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



一、汉字的起源

《周易·系辞传》：“上古结绳而治，后世
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中国少数民族生活：
广西瑶族人说理辩论
西藏僜人邀集宴会





一、汉字的起源

结绳记事



一、汉字的起源

契刻

成语“得人遗契”，典出《列子·说
符》：“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
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
‘吾富可待矣！’”



一、汉字的起源

《说文解字·序》：“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

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

《易》、‘八卦’，以垂宪象。 ”



一、汉字的起源

《说文解字·序》：“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

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

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

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仓颉 Cāng Jié

造字的传说

黄帝的史官

“双瞳四目”

“天雨粟，鬼夜哭”

造字还是整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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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字的历史

一般的说法：
jiǎ gǔ wén          jīn wén         xiǎo zhuàn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lì shū             cǎo shū         háng shū         kǎi shū 

隶书 草书 行书 楷书



二、汉字的历史

 图形化 -- 甲骨文/金文

 线条化 -- 大篆/小篆

 笔画化 -- 隶书/草书/行书/楷书



图形化--甲骨文

王懿荣wáng yì róng 

1899年
国子监祭酒
商代文字
1600 B.C.



图形化--甲骨文

中国
河南
安阳

小屯村

1908年，罗振玉确定甲骨发现地点，与王国维断定乃殷商晚期旧都；

1928年殷墟发掘，中国现代考古学肇端



图形化--甲骨文

中国
河南
安阳

小屯村

《史记﹒殷本纪正义》“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

夏商周断代：商后期自盘庚起，公元前1300年—前1046年



















甲骨文是中国历史上商周时期（大约公元前16--
公元前10世纪）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
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中较为完整、时代
最早的文字。

wáng yì róng 、liú è 、sūn yí ràng 、wáng xiāng 、luó zhèn yù 

王懿荣、刘鄂、孙诒让、王襄、罗振玉

luó zhèn yù 、wáng guó wéi 、dǒng zuò bīn 、guō mò ruò

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
（号雪堂） （号观堂） （字彦堂） （字鼎堂）



图形化--甲骨文



图形化

甲骨文



其--箕

图形化

甲骨文



图形化

甲骨文



图形化

甲骨文

癸卯卜
guǐ mǎo bo 

今日雨？



图形化

甲骨文

天干

地支

夏历中用来
编排年号和
日期用的



图形化

甲骨文



图形化

甲骨文



图形化

甲骨文



图形化

甲骨文



图形化

甲骨文



图形化

金 文
西周文字

1000 B.C.

鼎
Dĭng



金文是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在历史上
的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年）至周朝
（公元前1046--前256年）晚期曾广泛使用

宋朝 刘敞 《先秦古器记》
欧阳修《集古录》
赵明诚《金石录》

烹饪器、礼器、酒器、乐器、兵器 etc.



图形化

金 文

司
母
戊
鼎



图形化

金 文

毛公鼎



毛
公
鼎



图形化

金 文

尊
zūn



何
尊



何
尊

宅
兹
中
国



图形化

金 文

簋
guĭ



图形化

金 文

散氏盘



图形化

金 文

散氏盘



墙盘

图形化

金 文





 作

 寶

 簋

 其

 子

 孫

 萬

 年

 永

 寶



青铜器的制作流程



青铜器的制作流程



青铜器的制作流程



青铜器的制作流程



青铜器的制作流程



青铜器的制作流程



青铜器的制作流程



青铜器的制作流程



甲骨文是中国历史上商周时期（大约公元前
16--公元前10世纪）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
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
中较为完整、时代最早的文字。

金文是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在历史上
的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年）至周朝
（公元前1046--前256年）晚期曾广泛使用。

图形化时期的汉字具有较强的象形意味，许
多汉字有多种写法，还没有定型。



二、汉字的历史

 图形化 -- 甲骨文/金文

 线条化 -- 大篆/小篆

 笔画化 -- 隶书/草书/行书/楷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