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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工程

弘扬文字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汉字与文明大讲堂”讲座述要

 常荩心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习近平总书记 2022年 10月视察安阳殷墟时，强调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汉字对中华文化的记载传播及其对中华文明

的传承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20年 11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语委、文化和旅游

部、科技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

传承发展工程”总体规划，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这一重大学术文化工程，以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从而发掘

蕴含其中的历史信息与思想文化价值，揭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

作用。

对于汉字的演变和发展，尤其是古文字相关知识和解读方面，普通读者知之甚少。为了

向广大公众普及汉字与中华文明相关知识，介绍古文字工程的研究成果，在教育部语言文字

信息管理司指导下，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与郑州大学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合作，

联合举办“汉字与文明大讲堂”系列讲座。邀请十位汉字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举行了十场

高水平讲座，从多个角度深入浅出地解读汉字和中华文明相关知识。

讲座主要涉及三方面主题，其一、对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不同时期古文字的释读

及其文化内涵的揭示，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先生《甲骨文与甲骨学》、北京

大学历史系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凤瀚先生《商金文与商文明》、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刘钊先生《中国古代的相马术》三讲。甲骨文是汉字和汉语的鼻祖，是世界人类社会发展进

程中的五大自源古典文字之一，也是中国独特而最早的成文记忆文献元典遗产；商金文则是

灿烂商文明的宝贵文字印证，从多方面反映了商人浓厚的祖先崇拜、宗教观念、社会组织形

态，其中还包含着迄今尚未能确知的具有深刻奥秘的文化内涵；马王堆帛书是简帛文字中具

有重要意义的发现，通过解读其中的《相马经》可以一窥汉代发达的相马术。三位老师讲解

了不同时期古文字所反映出的历史与思想内涵。

其二、对古文字、古汉语与古文献的溯源、考释和解读。汉字不仅有记录语言的功用，

而且有凝聚人心、传承文化的社会功用，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全面理解汉字。而具备一定

的古文字和古汉语的知识，才能正确地把握这些珍贵文献的确切含义，揭示其中的文化内涵，

真正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菁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守奎先生《汉字的溯源、观流与

便用》、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籍研究所匡亚明特聘教授吴振武先生《中国的古文字及其考释

方法》、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伟武先生《古文字和古汉语之于古文献解读》以及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李运富先生《沟通古今的桥梁——谈〈说文解字〉的现代价值》四场讲座，

向读者介绍了古文字释读出的一些有趣的出土文献资料，通过文字构形重构其编码理据，揭

示其文化内涵；同时讲解古文字学家考释古文字所用的四种主要方法，并通过大量图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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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不同历史时期的古文字特点，剖析中国古文字的独特魅力。《说文解字》涉及文字学、

训诂学、音韵学、文献学及古代文化、古代科技等方方面面，是一部百科全书，值得各个学

科领域去挖掘探究。

其三、对汉字与中华文化及文明传承的具体阐释。汉字中蕴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很多中华文明所涉及的问题可以从中深入挖掘。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黄德宽先生《略说汉

字与中华文化的存续》介绍了汉字起源与中华文明的形成，指出汉字是特色独具的文化符号

系统，其形体构造客观记录和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这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所

在，汉字在传播统一的思想文化观念，维系中华民族的特性，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

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教授黄锡全先

生《中华稻作文明与古文字中的“稻”字》讲解中华稻作的考古发现及历史、传播，梳理有

关探讨古文字中“稻”字的不同意见，进而揭示古文字中“稻”字的奥秘。中华民族创造了

灿烂辉煌的农业文明,其中稻作文明具有典型代表性。中华稻作及传播，为中华民族的生存

与发展，为世界的稻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先生《从古文字正

读中华文明》深入细致地阐述了汉字对中华文化的记载传播功能及其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

深远影响，讲解文字的创造以及古文字与今文字关系，从文字正名的角度正读中华文明，阐

释汉字对于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意义。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记载和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存续的根脉所

系。宋镇豪先生在讲座中提到：“梳理旧知，意在达识。我们要对标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服

务国家重大需求，崇文鉴史，经世致用，激发以甲骨文和甲骨学为代表的古文字研究与考古

学探索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的内生动力，在新时代的学术生态中，寻绎中华思想之渊薮、

中国精神信仰之发轫与传统文化基因之由来。”汉字记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

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传播中华文化核心思想观念、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维系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汉字与文明大讲堂”系列讲座带领听众分

析文字中蕴含的历史信息与思想文化价值，阐释古文字中深厚的文化积淀，向听众传播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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