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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以前汉字发生研究的历史回顾 
  

 王元鹿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上海 200062) 

 

摘要： 汉字发生研究的开展有赖于对以前相关研究的回顾与总结。从先秦至十九世纪末，已有许多关于汉

字发生的记录。分析这些材料，至少可知：这一时期对许多相关问题的解释，是一致的；《说文解字叙》代

表了这一时期的主流观点且内容全面而详细；关于汉字发生的研究不如关于汉字结构的研究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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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汉字发生的研究，我们至今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相关成果还嫌不足。因此，过去我

们关于汉字发生做了哪些工作，是一个值得总结并研究的问题。即便是从先秦到清末甲骨文

发现这一阶段中，亦有许多可贵的文献记录对我们认识汉字发生问题有助益或有启发。本文

即是对十九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之前的汉字发生研究状况的简要回顾。 

需要首先申明的是，本文的回顾是鸟瞰性的。然而，这一回顾实际上是对二千余年中关

于汉字发生问题研究过程的总结，二十世纪中的相关研究及我们今后的相关研究当是在前人

的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更广阔更深入地展开的，因此这一总结又是关于汉字发生研究的一个重

要部分。 

其次，需要说明，之所以说本文的回顾是一种鸟瞰，是因为我们将不在本文中过于经院

地汇集历代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说法。我们将从古住今来的有关研究中，抽取出那些在

结论上具重要意义或在方法上具启发意义的那一些进行介绍，而对于仅仅因袭前人结论或纯

粹沿用前人方法的研究将尽可能忽略不谈。 

汉字的产生，至少在距今 3500 年以远。然而，咱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关于汉字发

生的论述，当至远推至距今约 3000 年以近的春秋时代。 

十九世纪末之前的汉字发生研究有三个不足：一是在那个漫长的历史时段中有关研究长

期间不受重视与不易进行；二是在甲骨文发现之前，由于考古材料尤其是科学考古材料的缺

乏，那个时段中的有关汉字产生的研究工作缺乏足够考古实证的依据；三是由于古代文化交

流的不发达，这项工作缺乏足够的比较文字学方面的依据。综合以上不足可知，其实，汉字

发生研究在二千余年中，基本上处于除传世文献之外尚无较充分材料依据的状态，所以，到

约 1900 年之前，从总体上而言，汉字发生研究进展不快而成果有限。 

在严格意义上讲，从先秦到甲骨文在 19 世纪末，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

关于汉字发生研究的。具体来说，关于汉字发生问题，从春秋战国到清代，确乎有许多传世

文献有所记录，从这些文献中，只能看到历史的记载而看不到有价值的研究及研究成果。然

而，由于这些记录对后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我们还是必须对它们作较为详尽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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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秦文献对汉字发生的记录 

可以认为，最早的一批对于汉字使用状况进行记录的是一批春秋至战国时代的典籍。 

在一些先秦经书中，就讲到过汉字的使用。 

《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 

《诗》：“爰契我龟。” 

《左传》：“……远方图物，……铸鼎象物。”。 

《尚书》、《诗》与《左传》是我国较早的典籍。 

从以上第一则记载，可以看出，商代已经有了文字记录，否则，无从谈到”典策”；从

第二则看，则可知在龟上刻字已经记入《诗经》；而第三则则记录了上古存在用“图画”及

铜器铭文记录事物之事。即使把二、三两则看作是前文字的东西（契刻、原始图画与铜器纹

样），至少亦属对于文字发生的记录。 

成书时间略迟的《周礼》中，也有多处关于文字使用的记录。如： 

《酒正》：“凡有秩酒者，以书契换之。” 

《司会》：“掌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财用，凡在书契版图者之贰。” 

《夏官·大司马》：“掌嵇市之书契。” 

以上三则，均把“书”与“契”并称，其中第二则又把“书契”与“版图”并称。 

又，《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剂约，……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 

这一段中，“书”、“图”、“约”等均出现了，当是记录当时或更早时代文字使用状况的

内容十分丰富的记录。 

此外，经书中，《左传》已有“止戈为武”、“反正为乏”与“皿蟲为蠱”的说法的记录。

可知在春秋末，已有对造字问题的注意乃至研究的萌芽。 

应该认为，以上所引，均属时代较早的的经书。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些时候的经

书中，尚未见到对“仓颉作书”的叙述。直到产于战国时代（尤其是战国末年）的一些子书

里，才明确地记录了“仓颉作书”。 

《老子》在子书中属早期者，虽提到“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又说到“对人执右契而不

责于人”，但未述及仓颉。 

时间晚于《老子》但尚属战国时期的《庄子》，亦未提及“仓颉”之事。 

《庄子·胠箧》：“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

也，民结绳而用之”。 

可见老庄之书，只记载了结绳。而时间可能早于战国末年的《列子》，则记录了“契”： 

《列子·说符》：“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藏之，密数其齿，曰：‘吾多所待矣。’” 

真正频繁记录“仓颉造字”之说的，始于战国时代的一些子书。例如： 

《荀子·解蔽》：“好书者众，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谓之厶，背厶谓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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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勿躬》：“史皇作图。” 

《吕氏春秋·情势》：“周鼎著象。” 

这里，《吕氏春秋》中的“仓颉作书”，当是第一次把仓颉是汉字的创始者这一可能是史

实的情况提出来。此外，战国时所传的《世本》，亦记录了造字：“仓颉作文字”。到秦代，

李斯《仓颉篇》中有：“仓颉作书，以教后诣。”（居延汉简）可以认为亦为较早的关于“仓

颉作书”的出土文献。 

而更早的出土文献，周代《散氏盘》有“厥左执要史正中农”。 

此外，《淮南子》当是西汉人所作，其中亦有关于“仓颉作书”的故事。如： 

《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这里，不仅记载了仓颉作书，还具体描绘了作书时的情境。 

又，《淮南子·脩务》：“史皇产而能书。” 

后人有以“史皇”即“仓颉”的看法。 

总结以上叙述，我们大致可以认为： 

一、先秦的关于文字及文字渊源物（结绳、刻契、图画等）的记录，在春秋时代即已有

之。 

二、对先秦的关于造字的记录，是战国后期才出现的。虽然说法众多，但以“仓颉”为

文字创始者几乎是一致的看法。 

三、西汉之后对汉字发生的记录 

从西汉开始，关于上古文字起源的种种说法则愈来愈多。上文所述的《淮南子》当为西

汉人所著。这方面的说法，在汉代人手中，逐渐趋于具体化、理论化和细节化。 

这种记录首先多出于汉代人对经书的解说。如： 

高诱注《淮南子》：“史皇仓颉，生而见鸟踪，知著书，号曰史皇，或曰颉皇。” 

郑玄注《易》：“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易·系辞下传》：“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品以察。” 

对于经书的注文，还有注于唐代的。如： 

贾公彦《周礼·地官·保氏》疏：“案《孝经纬·援神契》‘三皇无文’，则五帝已下始

有文字，故论者多以仓颉为黄帝史，而造文字起在黄帝，而后滋益而多者也。” 

贾公彦《周礼·质人》注：“书契取予市场之券也。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 

此外，《鶡冠子》虽可能为伪托，但其时间当亦不迟于汉代。 

《鶡冠子·王钺》：“古史仓颉作书。” 

《鶡冠子·近迭》：“仓颉作法书从甲子。” 

除此之外，主要是汉代所出的一些纬书，亦不乏论及汉字发生问题之处。同上述一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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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及经书注疏一样，似在仓颉其人及造字过程方面，叙述得更为具体化和细节化。如： 

《春秋元命苞》云仓颉“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与。于是穷天地之变，

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夜为鬼哭，龙乃潜藏”。 

《孝经授神契》：“仓颉神龟而作书。” 

另有一些纬书，提出了八卦为文字源的说法。如《易纬·乾凿度》以八卦的八个爻为天、  

地、火、水、风、雷、山、泽。 

此外，汉代子书类作品中对仓颉其及作书，亦有较详记录。如王充《论衡》记载： 

“仓颉四目。” 

“仓颉以丙日死。” 

“仓颉起鸟迹。” 

“仓颉作书，业与天地同。” 

“仓颉作书并非凶兆。” 

除上述种种之外，我国的两部极早的工具书，亦有关于汉字发生的说法： 

《释名》：“契，刻识其数也。” 

《说文解字叙》作为我国最早的字典和最早的文字学专著，说明汉字发生的内容尤其详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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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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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

品以察。盖取诸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文字——字者，言孳乳而

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

有二代，靡有同焉。” 

在十九世纪之前的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说及汉字发生问题时，是相当详尽

的。至少，这一段二百来字的文字，至少提供了关于汉字发生的这样一个方面的信息： 

一、 汉字产生的准备：易、八卦和结绳。 

二、 汉字产生的准备的时代：庖牺氏时代和神农氏时代。 

三、 八卦的依据：取于身和物。 

四、 造字的原因与目的：庶业其繁，饰伪萌生。 

五、 造字者：史官仓颉。 

六、 造字的时代：黄帝时代。 

七、 造字的依据：鸟兽蹏迒之迹。 

八、 早期汉字的发展过程：从独体的文到合体的字。 

九、 早期汉字的书写工具：竹和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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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文字起始的大致时代：五帝三王时代；从秦上推七十二代。 

可以认为，《说文解字叙》至少是我国上古与中古这一漫长阶段中最为多方面地记录汉

字起源有关信息的文献资料。《说文解字叙》所记者，多采自先秦及秦汉时文献，另外亦有

若干其他文献所不具备者及其他文献所记有关者。 

后汉以降的近 2000 年中，罕有与先秦与汉代典籍所计迥异的有关记录，更罕见新的有

关见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前文所未提及的一些有关记载一一提出，以资参考： 

《韩诗外传》：“古封太山梁甫者万余人，仲尼观焉，不能尽识。” 

郑玄注《易》：“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九家易》：“古者无文字，其为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

寡，各执以相考，亦是以相沾也。” 

《易林·大畜之未济》：“符左契右，相与合齿。” 

孔安国《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

文籍生焉。” 

郭象《庄子注》：“（结绳）是以纪要而已。”  

孔安国《尚书正义》：“其仓颉则说者不同。故《世本》云‘仓颉作书’，司马迁、班固、

韦诞、宋忠、傅玄皆云仓颉黄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

云：‘在神农、黄帝之间。’谯周云：‘在炎帝之世。’卫氏云：‘当在庖牺苍帝之世。’慎到云：

‘在庖牺前。’张揖云：‘仓颉为帝王，生于禅道之纪。’如揖所言，则仓颉在获麟前二十七

万六千余年。是说仓颉，其年代莫能定。” 

此外，南宋郑樵《六书略》之《起一成文图》与《因文成象图》中，分别认为汉字由一

笔和绳形而来，其意义在于析文字源为笔画和结绳两端，且有较多的论证。 

还有，《经学六变记》则以孔子为文字的创始人。 

四、小结 

总结本节以上部分，我们可以对先秦起至 1899 年间的汉字发生研究史作以下几点总结： 

一、严格意义上的汉字发生史的研究尚未产生，但是关于汉字发生的各种说法得到了较

为全面的记录，这一工作大致到汉为止。 

二、由记录的对象而言，大致上涉及了以下一些问题：汉字的创制者，汉字的创制时代，

汉字的渊源物，汉字的早期形态，汉字的创制动因，汉字的书写工具。 

三、由记录的观点而言，多种典籍虽有区别，但是在汉字的创制者是仓颉、其创制年代

在夏代、结绳与契刻为文字渊源物等方面，多数记录是一致的。 

四、《说文解字叙》代表了文字起源的主流观点，且所记详尽而全面。在近两千年的时

间里，汉字起源的新的记录极为少见。即使在小学发达的清代亦是如此。显然，这在科学史

上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现象。然而，与之造成强烈对比的是，对文字结构的研究却不断继续且

有较大进展。 

我们以为，对上述现象的解释，大致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出发： 

一、从研究的难度看：由于文字发生比文字使用更为古远，且使用文字是代代相继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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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文字就理论而言是一瞬间的事，二者的研究孰易孰难当不难判定。何况《说文解字》等书

提供的关于文字结论的材料当远远比文字发生的材料来得丰富。 

二、从研究的需要看：由于文字发生似在实践上的意义不及文字结构为重，所以后来的

学者易在研究上专注于后者而忽略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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