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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儒家文化
 李红 孟子研究院

汉字作为地球上

最早的文字之一，其发

展演变与集传统文化

之大成的儒家文化思

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汉

字逐渐发展成为我国

传统文化思想内涵的

重要载体，而儒家文化

也逐渐体现在汉字的

造字结构之中。通过研

究儒家思想中所涉及

的文字，可以进一步

理解儒家文化。

汉字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
汉字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智慧的载体，

是我国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资源。

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汉字的

魅力更是无穷。汉字源于图画，它不

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其中更渗透

着浓厚的文化气息。作为我国传统

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与汉字

的关系更是源远流长。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石，也是世

界上唯一一种五千多年没有中断的

表意文字。汉字代表了我国五千多

年的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我国五千

年文化历史。另外，汉字不仅是我国

的文化宝藏，还是整个地球上人类文

明的珍宝。儒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汉字的构

型中凝结着儒家文化气息，渗透着以

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主要

思想。因此，汉字与儒家文化思想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语言学家

陈寅恪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

文化史。”可见汉字背后所蕴含的文

化信息是多么丰厚，所以有人说汉字

是中国人的ＤＮＡ，是中华文明的基因
密码。

汉字的起源和发展

　　汉字与其他国家的古老文字相
似，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由最初

的图画文字发展到后来的表意文字。

然而，汉字也有特别的地方，其他国

家的古文字都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

丧失了生命力，只有汉字一直传承至

今。而且汉字逐渐成为世界上唯一

体系严密、结构完整的表意文字。几

千年来，我国汉字的发展从来没有间

断过。

■ 汉字的起源
关于汉字的起源，有几种不同的

说法。由于时间久远，对于汉字的起

源，只能根据一些已经被发现的史料

进行逻辑推测，建立科学的假设。关

于汉字起源的传说，主要有以下几个。

１．结绳说
早在汉字产生以前，人们曾经用

实物来记事，结绳便是其中的重要手

段之一。最早记录结绳记事的是

《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

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

以察，盖取诸‘夬’。”而对于具体该

如何进行结绳记事，也有相关记载。

唐代的《周易集解》中提到：“古者无

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

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

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人们将绳子和生活联系在一起，

用来记录发生的事情。在原始社会，

人群活动范围很小，虽然结绳记事有

其限制性，效率也很低，但在当时极

大地满足了人们的日常需要。

２．依类象形说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需要

用更多的符号与文字记载大量的内

容。人们从身边经常可以见到的鸟

类、野兽那里得到了灵感和启示，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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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创造了最初的象形文字。“古人通

过辨别各种鸟兽的足迹来获得鸟兽

活动的信息，逐渐懂得不同的图像和

纹路可以表示不同的事物和意义。”

长此以往，人们从鸟兽的足迹得到了

图画、象形文字的启发，最后形成了

文字。

人们根据人自身以外的自然界

的形象造字，把造字时采用的形象称

作“取象”。这些从自然界取象所造

的字，即是最早时期，也就是汉字起

源初期人们所创造的字。

３．仓颉造字说
提到汉字的创造，历史上一直有

各种各样的传说，其中为人们所熟知

的便是仓颉造字说。仓颉造字说最

早被记录于《吕氏春秋》这本战国时

期的书中，书中记载：“奚仲作车，仓

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

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后来历史的车轮发展到秦汉时期，也

有书中记载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

其中，《淮南子》一书中记载：“昔者

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纵观文字的产生，其与国家的形

成是密不可分的，国家的形成过程与

文字的产生有着重要联系，巫史便是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相传，仓颉

是黄帝的史官。“史”是书写、收藏薄

书的官，要书写、记录、整理、收藏很

多重要内容。仓颉整理和规范百姓

的陈述和收集的资料，逐渐形成了体

系完备的文字系统。所以说，仓颉是

一个收集整理文字方面的专家。汉

字之所以能从原始文字过渡到较为

规范的文字，仓颉是功不可没的。

■ 汉字形体演变的发展历程
如今所能看到的最早成批出现

的古老汉字，是商代后期刻在龟甲兽

骨上的甲骨文，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

的历史。从甲骨文到现在的汉字，其

形体发生过很多次演变。按照先后

顺序，它们分别是：甲骨文、金文、篆

书、隶书、楷书等。

１．甲骨文与金文
１８９９年，京师团练大臣、金石学

家王懿荣得了疟疾，在吃药时发现有

一种叫“龙骨”的药上面有歪歪斜斜

的符号，便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古老

的文字。于是他把药店的龙骨全部

买下来，收集了 １５００多片甲骨。他
就是最早发现甲骨文的人。殷商时

期盛行占卜，凡是遇到战争、渔猎、灾

害、疾病、出行等，人们都要事先占

卜。而占卜的结果被刻在龟甲、兽骨

之上，一般多用龟的腹甲和牛的肩胛

骨。被记录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便

称为甲骨文。因为大量甲骨文文物

是在清末殷都遗址出土的，所以甲骨

文又称“殷墟文字”。

金文，是我国古代铸刻在青铜器

上的文字，古代称铜为金，所以把刻

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商代

前期，人们便学会了用青铜器制造各

种器具。西周时期，青铜器的使用越

来越广泛，一旦发生重大事件，人们

便会用铸刻的方式将其记录在青铜

器之上。

２．大篆与小篆
大篆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

文字。秦国占据西周的中心地区关

中，把西周文字发展为大篆。大篆以

籀文和石鼓文为典型代表，大篆笔道

匀称，结构整齐，是当时官方指定的

标准文字。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三统

一：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

字。李斯等人以大篆为基础，改大篆

为小篆，字形既求整齐方正，又要求

笔画简化，连偏旁写法也要求一致。

经过整理简化之后的标准字体在全

国推广，这便是小篆。

３．隶书与楷书
由于篆书曲折难写，人们更乐于

采用简便的写法，于是出现了一种篆

书的草体字———隶书。隶书分为古

隶和今隶，古隶又叫秦隶，今隶又叫

汉隶。汉隶由秦隶演变而成。汉章

帝以后，秦隶被汉隶取代。隶书摆脱

了古文字的象形性、图画性，使汉字

走向符号化道路，而且奠定了后来方

块楷书的基础。

楷书形成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

期，楷书萌芽于西汉时期，到东汉末

期逐渐成熟，魏晋以后成为汉字的主

要字体。“楷”是模范、法式，楷书就

是供人学习模仿的标准字体。

汉字与儒家文化思想

　　汉字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的
文字中唯一现存的文字。当今世界，

拼音文字占主流，而汉字是世界上唯

一的表意文字，也是世界上使用人

口最多的文字。独一无二的汉字生

命力旺盛。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

想一直是我国的主导思想，包括宗

教、哲学、道德、教育等领域都以儒

家思想为支柱，它铸造了中华民族

的民族精神。儒家思想体现着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汉字中

便浓缩着中华民族精神，渗透着儒

家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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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儒”“仁”所体现的儒家
文化思想

《说文解字》一书对“儒”的解释

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

声。人朱切。”“儒”的本意是洗澡，

最初是一个行业的名称，最初指春秋

时期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一

部分人。他们熟悉诗、书、礼、乐，为

贵族服务，相当于现在的司仪。当时

的儒者在每次大型仪式之前，都会洗

澡，以示内心的敬意。洗澡可以清除

身体上的污垢，让人容颜焕发。后来

“儒”又有了修身的意思，修身可以清

除灵魂上的污垢，让思想上“出淤泥

而不染”。

后来“儒”逐渐演变为现在所说

的“儒家”“儒者”“儒教”。子谓子夏

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论语·雍也篇》）这里所说的“君

子儒”，不再是术士之称，而是蕴含了

深厚的儒家思想在里面。以孔子为

代表的儒家学说，强调对孝、仁、义、

礼、智、信等基本道德的实践和修养。

《说文解字》中说：“仁，亲也。”“亲

者，密至也。”人在社会中生活，不可能

不与他人接触，必然要与他人交接往

来。如父子、夫妇、君臣等，这些关系是

最直接、最亲近的关系。孔子认为，生

命情感的最重要内涵就是仁。儒家最

讲究仁，求仁、行仁也是一个君子毕生

最大的追求，仁者爱人也，还需要有仁

民爱物的初心和使命担当。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对于恻隐之心，《孟子》中有这样一段

描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

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

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

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提出，每个人

都有一颗不忍人之心，也就是恻隐之

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其中，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端”字

本作“耑”，《说文解字》中说：“耑

……上象其生形，下象其根也。”换句

话说，这里的“端”指代的是一个事物

最初的萌芽、开始状态。“端”表明孟

子所提到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

等，并不是固定的状态，而是说它在

这个过程中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正

如一棵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一样，也

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说人虽然有

“四端”，但依然要继续扩充，就像星

星之火一样，起初虽然很渺小，但是

依然可以发展成燎原之势，像汩汩泉

水汇聚成江河湖海。可以说，孟子对

仁的理解，深化了“仁”字本身的含

义，也影响着后人对“仁”字的理解。

■ 汉字中所体现的儒家文化思想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代表，对汉字的发展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是汉字的选

择，更是儒家文化发展的选择。汉字

和儒家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是相辅相

成的，是互相影响的。

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是以孝悌

为本的伦理思想，“孝悌也者，其为仁

之本与”。汉字，从原始社会人们的

图画开始，到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

解字》问世，“对汉字进行‘分别部

居，不相杂厕’的编纂归类，并规范和

标准化汉字形体。其发展历程正与

儒家伦理思想从父系家长制的‘尊

尊’‘亲亲’思想雏形，到孔子创立学

派、完善体系，再到汉代‘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历程一致。儒家思想与

封建政治经济紧密结合，并与汉民族

统治思想的发展过程同步”。在这同

步发展的过程中，儒家文化思想浸润

到汉字的创造之中，也成为必然。

第一，儒家重视以和为贵的思

想。汉字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

求和。“和”这个字，可以说不仅代表

了汉字的文化内涵，而且深深地影响

了历代中国人的思想，在文字和文化

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第二，儒家文化重视以人为本的

思想。“民为贵”这一观点历来被儒

家谨记于心，老百姓是所有人的衣食

父母，儒家讲究重民、保民、安民、富

民，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早就被写进了

儒家经典中。这种思想也反映在汉

字形态和语言形态上。

第三，儒家文化重视中庸之道。

中庸自古就被看作是一种传统美德，

儒家也将中庸看作一个人在道德方

面的最高境界。儒家的中庸之道更

是深入汉字文化之中，深入到了每一

个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之中。

例如，《说文解字》中对“礼”的

解释是：“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

也。从示从豊，豊亦声。”礼的本义为

祭祀的各种仪式，引申为特指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泛指表敬

意或隆重而举行的仪式。礼在古代

有两个作用，一是用来区分上下、亲

疏、远近，使之有差别；二是用来和合

上下、亲疏、远近，使之能和谐。

孟子说：“夫义，路也；礼，门也。

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

认为，义是人与人交往的正路，礼是

人们出入的大门，只有有德的君子，

才能出入礼的大门，行走在义的大路

上。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与仁、义

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礼，集中

体现在人的言行举止上，以仁义为基

础，做到合乎社会秩序、伦理规范。

此外，汉字的字义演变，有时也

很有趣。例如，圣、贤一直是儒家的

理想人格，但“圣”最初的含义是聪

明，“贤”最初的含义是多财，推崇既

聪明又多财的圣贤人格，表明儒家的

理想人格论在最初那个出发点上充

满人情味。需要注意的是，儒家所说

的多财肯定是正义的多财，是通过行

义而换来的财。

〉〉〉结语

汉字，从最初的存在形式开

始，已经从原始图画的形态有了

质的飞跃和改变。尤其发展到东

汉时期，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

出现，其发展历程与儒家的文化

思想紧密结合。在这一进程中，

儒家文化对汉字的创造和发展

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儒家

文化重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

让，这些思想深深地刻在每一个

汉字之中；儒家文化重视以人为

本的思想，也体现在汉字的构型

之中；儒家的中庸之道更是深入

到汉字的文化之中，深入到每一

个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之中。汉字

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不仅代

表着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书面符

号系统，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瑰宝，是我国儒家文化的重

要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