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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漢字是一種文化現象，所以首先要研究漢字與其文化背景的關係。要想全方位考察漢字，就

要研究下述五個課題：一是漢字與漢人，二是漢字與文化，三是漢字與自然，四是漢字與經濟，五

是漢字與社會。從漢人、文化系統、文化生態的角度研究漢字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研究一個個具

體的漢字；二是研究漢字的一些理論課題，如漢字的性質、漢字的特徵等等。

【關鍵詞】

漢字；文化現象；文化背景；文化系統；文化生態。

中國學者對漢字的研究開始得很早，這方面有漢字學史的著作可以參看，如黃德寬、陳秉新

兩先生的《漢語文字學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這裡不再贅述。

當代漢字研究，主要有兩個角度，一是就漢字（有時聯繫漢語）研究漢字，這方面的著作很

多，如王鳳陽先生的《漢字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裘錫圭先生的《文字學概要》（修

訂本）（商務印書館2013年）等等；二是從文化學的角度研究漢字，這方面的著作也有不少，如何

九盈先生的《漢字文化學》（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和《漢字文化大觀》（人民教育出版社20

09年版）、王繼洪先生的《漢字文化學概論》（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周有光先生的《漢字和文

化問題》（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劉志基先生的《漢字文化綜論》（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版）等等。可見，當代學者對漢字研究的視野是開闊的，對漢字的研究也是深入的。

* 張玉金，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gdhszy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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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漢字研究的文化生態視角

正文筆者主張，不但要從文化的角度研究漢字，而且要從文化生態的角度考察漢字。

所謂文化生態，是一個借用概念，它本是生態學的基本範疇。生態學是德國動物學、進化論

者恩斯特·海克爾於19世紀60年代創立的，是一門探討有機體與週邊環境相互適應狀態的科學。20

世紀70年代以來，生態學的研究重點逐步從以生物界為主體，發展到以人類社會為主體，從主要考

察自然生態系統過渡到主要考察人類生態系統。這種研究與文化學結合，便產生了文化生態學。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斯圖爾德在1955年出版的《文化變遷理論》一書中闡述了文化生態學的概

念。文化生態學是以人類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與天然環境及人造環境的相互關係為物件的一門學

科。文化生態主要是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體憑以從事文化創造、文化傳播及其他文化活動的背景和

條件，文化生態本身又構成一種文化成分。

馮天瑜等指出，作為自然——社會的雙重存在物的人，是在自然場與社會場相交織的環境中

創造文化的（《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自然場是指人的生存與發展所賴以依

託的自然界，社會場是指人在生存與發展過程中結成的全部社會關係的總和，可以大略分為經濟和

社會組織兩個方面。所謂文化生態，是自然場和社會場的整合，可以從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社會

組織環境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自然環境，是指被人類改造、利用，為人類提供文化生活的物質資源和活動場所的自然系

統。地球表面的岩石圈、水圈、大氣圈、生物圈、外太空，以及對人類生活發生久遠作用的宇宙因

素，共同組織這個自然系統。自然系統日益滲入人類的主觀因素，所以可以稱為“人化的自然”。

經濟環境，是指物質生產方式，如農耕業、遊牧業、手工業、商業等。這些經濟環境本身既

是廣義文化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又是狹義文化（即觀念形態文化）植根的土壤和賴以生髮的物質

前提。

社會環境，是指各種人際關係的總和以及按照一定方式結合而成的大大小小的人類社會群

體，如家庭、家族、種族、民族、階級、階層以及各種各樣的社會集團。社會環境既是廣義文化的

組成部分，又是狹義文化賴以生長發育的社會組織前提。

文字是一種文化現象，首先要研究文字與其文化背景的關係。文字跟別的文化現象一樣，都

是由人創造出來的，所以要研究文字與它的創造者——漢人的關係。文字是在文化生態環境中創造

的，因此還要研究漢字與文化生態的關係，即文字與自然、文字與經濟、文字與社會的關係。要想

全方位考察漢字，就要研究下述五個課題：

一是漢字與漢人；

二是漢字與文化；

三是漢字與自然；

四是漢字與經濟；

五是漢字與社會。

從漢人、文化系統、文化生態系統的角度研究漢字，其實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研究一個個

具體的漢字，研究一個個漢字的字形、字義和形義關係，二是研究漢字的一些理論課題，如漢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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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漢字的特徵、漢字的壽命、漢字的發展、漢字的結構、漢字的形音義關係、漢字的傳播等

等。

2、文化生態視角與具體漢字研究

首先要從漢人、文化系統、文化生態系統的角度研究一個個具體的漢字，為研究漢字的一些

理論課題奠定基礎。為此，筆者主編了《漢字中國》叢書，旨在系統探究漢字與漢人、漢字與文化

系統、漢字與文化生態系統的關係。

《漢字中國》叢書目前共包括5大研究課題39個子課題，每個子課題都寫成一本書。

1）漢字與漢人

漢字與漢人這個大課題下目前只有1個子課題，即“漢字與人體”。古人創造漢字時，“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人體是古人創造漢字時最常描摹的物件。許多漢字是由人的整體形或部分形所

構成的，如“大”像正視的人形，“女”像雙手交叉在腹前跪坐的女人形，“口”像人嘴形。除此

之外，還有許多漢字是由人形和其他事物之形組合在一起構成的，如“爭”像雙手爭奪一物之形。

2）漢字與文化

漢字與文化這個大課題可分為四個中課題，即漢字與物質文化、漢字與制度文化、漢字與精

神文化、漢字與文化心理。這種劃分是依據對文化結構的分析。研究文化的學者們認為，文化結構

首先可以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個層次，在這文化結構的每一層次中都蘊涵著文化

心理。文化心理的結構也可以分為表層結構、中層結構和深層結構三個層次。文化心理每一層面與

其相鄰層面之間都是一種雙向對流的關係，在這種互相制約、互相滲透的關係中，文化心理的三個

層次被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

漢字與物質文化這一中課題，探究漢字與物質文化的關係。所謂物質文化是指以滿足人們物

質需要為主的文化產物，包括飲食文化、服飾文化、居處園林文化、日用器物文化、舟車交通文化

和工具器具文化等等。在這些文化中，勞動工具文化處於核心位置，它制約著物質文化各個方面的

面貌。物質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民族特點，其中凝聚積澱著制度文化的因素和觀念形態文化，

它還是表現民族文化心理特點的最直觀的方式。本叢書漢字與物質文化這一中課題下，目前有6個

子課題，即漢字與飲食、漢字與服飾、漢字與建築、漢字與交通、漢字與玉石、漢字與文房四寶。

每個子課題都寫成一本書。

漢字與制度文化這一中課題，探究漢字與制度文化的關係。所謂制度文化是人類處理個體與

他人、個體與群體關係的文化產物，包括社會經濟制度、婚姻制度、家庭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等，

實行上述制度的各種具有物質載體的機構設施，以及個體對社會事物的參與形式，反映在各種制度

中人的主觀心態等。在上述制度中，政治法律制度以揚棄的形式包含了社會的經濟制度、婚姻制

度、家庭制度的主要內容，把各種制度以法的形式確立起來。制度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其中凝

聚積澱著觀念形態的文化。特定的政治制度總與人的文化心理所達到的歷史水準相適應，是由作為

物質文化核心的人與自然作物質交換的特殊方式所規定的。本叢書漢字與制度文化這一中課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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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只有2個子課題，即“漢字與刑法”、“漢字與度量衡”。

漢字與精神文化這一中課題，探究漢字與精神文化的關係。所謂精神文化是人類的文化心態

及其在觀念形態上的物件化，包括社會意識諸種形式。社會意識形態按照它與人們現實的社會存在

之關係的遠近被區分為低級意識形態和高級意識形態。低級意識形態是指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

德倫理學說等。高級意識形態包括藝術、宗教、哲學等。各種社會意識形態都直接地反映著當時社

會文化心理的一般狀況，具有時代的特色和民族的特點。精神文化是由物質文化所決定和制約的，

也為制度文化所制約。本叢書漢字與精神文化這一中課題下，目前有8個子課題，即“漢字與樂

舞”“漢字與書法藝術”“漢字與神話”“漢字與對聯”“漢字與數目”“漢字與醫療”“漢字與

色彩”“漢字與經典”等。

漢字與文化心理這一中課題，探討漢字與文化心理的關係。前面說過，文化心理的結構，也

可以分為表層結構、中層結構和深層結構三個層次。所謂文化心理的表層結構，是指浮現在社會文

化表面、籠罩和散發著感情的色彩和光輝的某種意向、時尚或情趣，它包括人們的情感、意志、風

俗習慣和審美情趣等要素。直接制約著文化心理表層結構的，是文化心理的中層結構，它包括社會

經濟觀念、政治觀念、道德觀念以及審美觀念、宗教觀念、哲學觀念等，是文化心理的理性積澱的

層面。制約文化心理表層結構和中層結構的是深層結構，它根源於各民族由野蠻時代跨入文明時代

所走的不同路向，是對人類心靈深處所包含的五對永恆矛盾的解決方式的總和。這五對矛盾是入世

的與出世的、情感的與理性的、個體的與同類的、理智的與直覺的、歷史的與倫理的矛盾。對於這

五對永恆矛盾的解決方式，構成不同民族的基本人生態度、情感方式、思維方式、致思途經和價值

尺度。本叢書漢字與文化心理這一中課題之下，目前有9個子課題，即“漢字與民俗”“漢字與姓

名”“漢字與避諱”“漢字與測字”“漢字與字謎”“漢字與宗教”“漢字與道德”“漢字與審

美”“漢字與思維方式”等。

3）漢字與自然

漢字與自然這一大課題，探討漢字與其他自然環境的關係。所謂自然，就是地理環境。依據

學者們的研究，中華文化賴以產生的自然環境，在古代是半封閉的大河大陸型環境，在近代是逐漸

開放的大陸——海洋型環境。中華文化，它的產生與發展是與這種自然環境密切相關的。所以研究

文化時不能不考慮文化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漢字是一種文化現象，所以考察漢字時，也要聯繫它的

自然環境。在創造漢字之時，自然環境對漢字的影響是很大的，古漢字有不少是法之自然的。不唯

漢字如此，其他幾種古老的象形文字亦然，如古蘇美爾文字的圖形就受自然因素的深深制約，這種

文字的圖形準確地再現了西元前4000年代中期美索不達美亞的自然景觀。我們的漢字作為一種表像

符號，它同樣映現著創造漢字之時漢人所處的自然環境。本叢書漢字與自然這一大課題下，目前有

4個子課題，即“漢字與植物”“漢字與動物”“漢字與地理”“漢字與天文”等。

4）漢字與經濟

漢字與經濟這一大課題，探究漢字與經濟環境的關係。所謂經濟指物質生產方式，它為中華

文化提供了經濟生活的土壤。依據學者們的研究，中華文化賴以產生的經濟環境，在夏商周時代是

原始協作式農業自然經濟，在秦漢至明清時代是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地主經濟，在近代是

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地主經濟同工業商品經濟並存。研究中華文化時，要聯繫到它的經濟

環境，研究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漢字時，也要聯繫到它的經濟環境。本叢書漢字與經濟這一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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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目前有4個子課題，即“漢字與農業”“漢字與漁獵”“漢字與手工業”“漢字與貿易”。

5）漢字與社會

漢字與社會這一大課題，探究的是漢字與社會環境的關係。所謂社會，是人類為了自我生存

及繁衍而在生產勞動過程中按照一定的關係和組織形式、制度形式結成的各種群體。依據學者們的

研究，中華文化賴以產生的社會環境，在夏商周時代是家國一體的宗法分封制社會，在秦漢至明清

是家國一體的宗法君主專制社會，在晚清民國時期是宗法君主專制、宗法軍事獨裁制。任何文化都

是社會文化，它隨著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因此研究文化問題不能拋開社

會，要把兩者聯繫起來進行考察。漢字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它的產生和發展也和人類社會息息相

關。要想真正弄懂漢字，就要全面而深入地考察社會對它的影響和制約。不考慮社會因素，許多文

字現象無法得到科學的解釋。本叢書漢字與社會這一大課題下，共有5個子課題，即“漢字與婚姻

家庭”“漢字與宗法”“漢字與職官”“漢字與戰爭”“漢字與漢語”等。

《漢字中國》叢書共有39個子課題，每個子課題都包含豐富的內容。總的原則是在漢人、文

化系統、文化生態系統的背景下闡釋一個個具體漢字的形義。這樣可以揭示每個漢字所蘊涵的豐富

文化資訊，能夠說明每個漢字何以有此形、何以有此義，何以有此形義關係，從而達到對漢字的深

刻理解。下面看看《漢字與玉石》這本書的綱目：

一、玉料與治玉

（一）玉料及相關漢字

（二）治玉及相關漢字

二、玉石與崇玉

（一）玉石及相關漢字

（二）崇玉及相關漢字

三、玉器與用玉（上）

（一）祭祀用玉器及相關漢字

（二）喪葬用玉器及相關漢字

四、玉器與用玉（下）

（一）政治用玉器及相關漢字

（二）裝飾用玉器及相關漢字

以“珩”字為例，如果查字詞典，只知道它的意義是佩上的橫玉。从玉、行聲，為形聲字。

但如果聯繫文化生態背景，則知道它是古人在腰間佩帶的一組玉佩上的橫玉。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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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考察知道，古人佩玉，主要不是用以裝飾自己，表現外在美，而是表現人的精神世界

和自我修養程度，也就是表現道德。依據《禮記·聘義》的記載，古人認為玉有仁、智、義、禮、

樂、忠、信、天、地、道、德等十一種品質，而這些品質是一個君子應該具備的。所以古代君王必

佩玉，也即要求君子時時刻刻用玉所具有的品質要求自己，規範自己的道德，用鳴玉之聲限制自己

的行為動作。

知道這些內容，我們對“珩”字的認識就更為深刻。同時，我們會認識到，“珩”字中的聲

符“行”不僅僅有表音作用，應該也有表義作用。因為“珩”作為玉佩的重要成員，與其他成員一

起，起到節制佩帶者行步的作用，使其行步合于章法。

3、文化生態視角與漢字理論研究

實際上，從漢人、文化系統、文化生態系統角度，不但可以研究一個個具體的漢字，更可以

研究一些漢字的理論問題。

從漢字與漢人的角度，可以很好地解釋漢字的簡化、繁化等問題。漢字的簡化主要表現在中

文字元的簡化和漢字字體的簡化上。漢字的字元（也就是漢字的組成成分，如“梅”中的“木”和

“每”）從古至今主要是簡化，以“車”為例，它在殷代的金文中像是古代的單轅車，字形比較繁

複，到了篆文裡，它已經簡化為“車”了，到了今天更簡化為“车”。漢字字體也是不斷簡化。漢

字字體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古文字階段、隸書階段和楷書階段。古文字變為隸書應該看作漢

字形體上的一次重要簡化，因為隸書比古文字寫起來容易得多，而由隸書變為楷書也是這樣。中文

字元、漢字字體為什麼一直在簡化，這顯然要從人的需要來加以解釋。文字是由人寫出來的，而書

寫漢字的人對漢字有便於書寫的要求，中文字元和字體的簡化正是適應了這樣的要求。

與中文字元和字體的簡化趨勢相反，漢字的結構則有繁化的趨勢，如“祖”字原來只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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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賜”字原來只寫作“易”。漢字的結構為什麼會出現繁化的趨勢呢？這也應該從人的需

要出發來加以解釋。漢字是一種自治的交際工具。它不但有發的一方，還有收的一方。漢字的接收

者對漢字有便於理解、便於由形知音義的要求。因此，漢字的結構才會有繁化的趨勢。其實，任何

文字體系在歷史的發展中都會有“簡化”和“繁化”兩種趨勢。以西文拼音文字為例，它的書寫單

元（字母）雖然盡可能簡化了，但是它的書寫形式（字）卻不能不繁化，否則人們就沒法看懂這種

文字。

從漢字與文化的角度，可以較好地解釋漢字的結構特點。與西方拼音文字不同，漢字中的一

個書寫單元大都是由多個成分組合而成的，具有“群”的特徵。例如“寇”是由“宀”“元”

“攴”構成的，“聖”是由“耳”“口”“壬”構成的。而西方拼音文字一個書寫單元則具有

“單”的特徵。這種特徵還表現在其他的文化現象上，如中國的建築，諸如皇宮、侯門、相府，都

不是孤立的一宇一室，而是由主屋、從屋或者宮殿、樓閣、門廊、亭榭構成的龐大建築群。而西方

的建築具有“單”的特徵，如歐洲的皇宮是一宇一室的孤立建築，平地突兀而起；其鄉村的保壘，

也是一宇一室的建築物。中國漢字結構的“群”特徵，可以從中國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來加以解

釋。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是，在個人與社會群體這對關係中，更偏重於社會群體。之所以會是這

樣，是由於中國保留了血緣宗法制度，個體與宗族之間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有密切的聯帶關係。在經

濟上，“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在政治上，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由於中國的思維模式

偏重於類，所以漢字的書寫單元乃至其他一些文化現象，都呈現出“群”特徵。西方的思維模式，

在個人與社會群體的關係中，更偏重於個體，所以西方文字乃至其他一些文化現象具有“單”的特

徵。

從漢字與自然的關係，可以較好的解釋漢字壽命的長久。我們知道，世界上幾種古老的表意

文字體系都死亡了。古埃及文字，由於埃及先後被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和羅馬所征服，由於希臘——

羅馬文化和基督教的傳播，逐漸被希臘文字排擠出去。蘇美爾文字，也由於山區埃蘭人部落對蘇美

爾的蹂躪，不再被人們使用。而漢字卻一枝獨秀，不但能生存下來，而且至今呈現出勃勃的生機。

這其中的原因，除了可以從語言上加以解釋（漢字較好地適應了漢語的特點）之外，還可以從文化

上加以解釋，這就是中國文化突出的延續性、保守性和不同尋常的抗排擠能力。古希臘羅馬文化因

日爾曼人入侵而中斷，古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衰亡，而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綿延不絕，一以貫

之。這是漢字長壽的文化成因。中國文化的這種特性，跟它的地理環境有很大關係。中國地理環境

是相對隔絕的，它的北邊是比較難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是萬里黃沙，西南是最高大最險峻的青

藏高原，東邊面臨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這樣的地理環境，使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華文

化形成了一種隔絕機制。這種地理環境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文化的延續性和漢字壽命的長久。

從漢字與經濟的角度可以較好地解釋漢字的結構特點和發展特點。漢字是語素文字，而語素

是最小的音義結合的單位，語素的音要求一個漢字的字形反映它，語素的義也要求字形反映它，這

就是一對矛盾。在上古時代，人們常用簡要的圖形反映語素的意義，這樣產生的字是表意字。有時

用現成的音同音近字反映語素的聲音，這樣的字叫假借字。表意字和假借字都是走極端，不是“執

其中”。後來人們處理這對矛盾時是採取折中的辦法，在一個漢字中，既反映語素的意義，也反映

語素的聲音，這樣產生的字就是形聲字。一讓兩有，形聲並列。形聲字是以調和折衷的辦法解決矛

盾的，所以在周人取得天下之後，經歷了不長時間，形聲字就在全部漢字中佔有絕大多數了。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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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漢字結構的中庸精神。前面說過，漢字在發展過程中，既有字元和字體的簡化，也有一個漢字結

構的繁化，它的發展並不是一味的簡化，而是簡明。此外，漢字的發展既有音化，也有意化。這就

是漢字發展的中庸之路。中庸之道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這在許多方面都有反映。中國人的基本

人生態度，既非積極的，也非消極的，是即世間而求出世的。因此，漢人既少有古希臘人那樣征服

自然的精神，也很入陷入印度式的出世的玄想。古代君子的為人，不應該“過”，也不應該“不

及”，“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要“文質彬彬”，要“溫柔敦厚而不愚”。古人為政，應該

是“寬以濟猛，猛以濟寬”的和政。古人的音樂也是“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用而不匱、廣而不

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低、行而不流”的中聲。中庸精神與中國古代的經濟環境是有密

切關係的。中國古代主要是農業文明，這種經濟環境影響到漢人。農業型自然經濟造成的人群心態

趨勢是安居一處、企求穩定平和，這種心態使得漢人崇尚中庸，少走極端。中庸精神是一種順從常

規節律的精神，這同農業社會的運行機制直接聯繫著。

從漢字與社會的角度，可以較好地解釋漢字學中的一些理論問題。前面說過，漢字壽命之長

久是很獨特的，究其原因不但與自然環境有關，與古代的社會環境也有很大的關係的。前面說過，

中國古代社會是宗法制度的社會，宗法制度規定社會全體成員按照各自的宗族系統尊祖敬宗、孝親

睦鄰、崇尚古代、尊重傳統。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形成的中國文化是非宗教的文化，因為中國文化不

是以玄虛的“彼岸世界”調整人們現實的不平，而是以宗族組織、血緣心理、倫理親情、道德追求

來調節不平心理。在中國古代，具有崇高地位的不是神靈，而是祖宗、聖人。漢字過去認為是聖人

倉頡創造的，在人們心目中是尊嚴無比的，過去主張崇拜聖人，敬惜字紙。在這種文化背景下，要

廢除漢字是不可想像的。

古代漢字學的崇高地位，也可以從中國的社會環境加以解釋。前面說過，中國古代社會是家

國一體的宗法制社會，這種社會環境下形成了中國倫理——政治型文化範式。倫理與政治的聯姻是

中華文化系統的一大特徵。由於是這樣一種文化範式，所以尊崇儒學就是必然的。因為儒學就是一

種“倫理——政治”型學說體系。這種學說體系包括內在的人的主觀倫理修養論和外在客觀政治論

這樣兩個彼此聯繫的部分，前者即所謂“仁”學、“內聖”之學，後者即所謂“禮”學、“外王”

之學。由於儒家學說主要記載在以十三經為代表的經學著作中，所以古代經學的地位十分崇高，如

同今天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及其著作。經學重要，漢字學也就重要，因為經學是先秦時代的古書，要

想通經，必須明白漢字的形音義。所以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

政之始。”許慎之子許沖也說“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蓋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說文解字·

後敘》）

此外，考察漢字的產生、漢字性質的變化、文字異形、文字整理等課題，都必須聯繫到漢字

所處的社會環境。比如完整的文字體系之所以最終形成，是由於國家的誕生。國家的誕生對漢字完

整的文字體系的形成有了強烈的需求。正是適應這種需求，漢字才產生的。漢字最初是表詞文字體

系，隨著社會需要的變化，漢字由表詞文字變成了詞素——表詞文字。又如國家的分裂，會導致文

字異形；國家的統一，就要進行文字整理，統一文字。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從文化生態的角度來研究漢字的理論問題，只是舉例性的。但由此已經

可以看出從文化生態角度來研究漢字理論問題的重要性。

總之，可以從文化的創造者——漢人、文化系統、文化生態系統的角度對漢字進行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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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但可以研究一個個具體漢字的形義，也可以研究許多漢字的理論問題。由於不是僅就漢字

論漢字，或僅就漢語論漢字，而是對漢字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對漢字的認識就更為深刻。目前對一

個個具體漢字的形義進行全方位的考察，這已經做了一些工作，期待今後對漢字的理論問題也進行

這樣的研究，從而推動漢字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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