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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字與文明 

如果說斧錘的發明十倍地增加了人類的力量，弓箭的發明百倍地延

長了人類的手臂，那麼文字的發明則無限地擴展了人類的智慧。文字打

破了時間、空間的局限，使人類在生產生活中獲得的各種知識技能、各

種經驗教訓可以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進行交流和傳播，人類社會因此

得以突飛猛進的發展。一般認為，文字的出現是社會進入文明的主要標

誌之一。美國學者摩爾根在他的《古代社會》一書中，提出文明社會“始

於標音字母的發明和文字的使用”，這個觀點得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

和國家起源》的肯定。 

文字是文明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可以說文字的出現標誌著人類文明

的誕生，同樣，漢字的出現也正是中國古代文明第一線曙光。西元前 3500

年以前，西亞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創造了楔形文字，或稱“釘頭字”，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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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北非尼羅河流域的古代埃及人創造了“聖書字”，距今都有 5000 年以

上的歷史，而中國發現的最早的成系統的文字是甲骨文，距今只有 3000

多年的歷史，我們一般也說中華 5000 年文明史，但就文字的出現看，似

乎中華文明沒有埃及和兩河流域那麼悠久。古史辨派大興疑古之風，甚

至把中華文明史打個對折，認為“東周以上無史”（胡適語）。其實我們

完全不必如此自卑，隨著考古發現的不斷豐富，我們正一步步走出疑古

時代。從考古發現、文獻記載和神話傳說諸方面考察，中國漢字的出現

完全可以追溯到距今至少五、六千年的伏羲時代。 

2. 伏羲畫八卦與漢字起源 

唐蘭先生曾根據大汶口文化發現的陶器符號，認為中華文明有 6000

年的歷史①，郭沫若也認為甲骨文已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在此之

前至少經歷了二、三千年的發展。② 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認為伏

羲作八卦與漢字起源有關。八卦以象類物，卦象可以代表萬事萬物，具

有載負資訊、傳遞資訊的文字功能，中國歷史上曾存在一個卦畫記事的

時代，後來由卦畫而發明了文字。原始數字卦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不少

發現，往往由六個一組的數字組成，唐蘭曾認為是一種失傳的文字③，張

政烺首先揭開了這一謎團，認為是數字卦④，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同，已

成鐵案，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曾存在一個卦畫記事時代的確證。 

《周易·系辭上》記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處的聖

人指伏羲氏，伏羲氏據河圖洛書而畫成八卦。晉王嘉《拾遺記》卷一也

說：“伏羲為上古，觀文于天，查理於地……是以圖書著其跡，河洛表其

文。”根據學者的研究，河南孟津老城河邊為“河出圖處”，河南洛甯長

水為“洛出書處”，而把河圖洛書作為一項古代著名的文化成果和內涵豐

                                                        

① 唐蘭，〈從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國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報》

(1977.7.14) 

②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1972) 

③ 唐蘭，〈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考古學報》2(1957) 

④ 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4(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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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文化觀念，認定它產生於河洛地區。① 

河圖洛書和伏羲八卦均為原始的數字占卜圖式。甄鸞注《數術記遺》

描述河圖為：“一與六共宗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

居乎東，四與九為友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洛書為：“戴九履

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漢書·律曆志》：“自

伏羲畫八卦，由數起。”原始的數字卦在金文和甲骨文中，被大量發現。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漢字起源於數字。于省吾先生斷言：“中國的古文字

自紀數位開始，紀數位乃古文字中之原始字。”“雖然幾個集畫字極其簡

單，但又極其重要。因為它是我國文字之創始，後來才發達到漢字紀事

以代語言。”② 

河圖洛書和伏羲八卦曾具有文字記事的功能，後來原始的巫師們正

是根據代表不同意義的卦象創制了不同的漢字。宋楊誠齋《易傳》雲：“卦

者，其名。畫者，非卦，乃伏羲初制之字。”劉師沛《文字教科書》：“八

卦為字之鼻祖，乾坤坎離之卦形，即天土水火之字形。”《易·系辭傳》

雲：“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畢也。”由此可見

八卦卦象具有記錄思維、語言內容，儲存和傳遞資訊的功能，從某種意

義上說它已是一種記錄語言和思維的工具，具有文字的功能。 

古人關於漢字源於結繩的記載、倉頡造字的傳說、漢字源於八卦的

命題其間是可以系聯的，③ 追根溯源，漢字起源可上溯至伏羲氏。寫于

戰國時代的《易·系辭傳》曰：“古者庖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孔安國在《尚書序》中說：“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

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致，由是文籍生焉。”《論衡·齊世》載：

“故夫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樸，臥者居居，坐者幹幹，群居聚處，知其

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頗文，知（智）欲詐愚，勇欲恐怯，強欲

淩弱，眾欲暴寡，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漢書·律曆志》也載“自伏

羲通八卦，收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禮緯·含文嘉》：“伏羲

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 

眾所周知，在我國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上有很多刻畫符號，有的符號

                                                        

① 王永寬，《河圖洛書探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7-8 頁。 

② 於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一至十之紀數字》(中華書局，1979) 

③ 李立新，〈“河圖洛書”與漢字起源〉，《周易研究》3(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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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陶器上重複的出現，郭沫若認為它們是“畫押或族徽”一類的東西①。

在甲骨文特別是金文之中存在著大量的族徽文字，在《金文編》中被列

為附錄，占很大的篇幅。這些族徽文字往往處於銘文的最後，就象今天

書法作品的題款和簽名，有的銅器僅有一兩個徽號文字，用以標明銅器

的族屬。這些族徽文字的特點是象形性很強，有的甚至象圖畫，歷代金

石學家對此解釋紛紜，但均不得其要，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郭沫若首先

指出此種銘文實是古代民族之“族徽”②，此後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

一書中進一步認定這種文字類似於氏名③。這些結論今天已為學術界所公

認。 

裘錫圭先生是當今頗具盛名的古文字學家，他進一步認為：最早的

漢字是族徽文字。“在上古，往往用家族或氏族的名稱稱呼個人，也就是

說，人名往往就是族名。所以陶器上的記號大概都是族的標記。見於商

周文字的某些族名和族徽，跟這種記號顯然有密切的關係。在商周時代

的青銅器上，常常用比當時一般文字更古老的字體，銘記器物主人的族

名或族徽。我們稱這種文字為族名金文。”“用象形符號表示族名，很可

能是原始表義字產生的一個重要途徑。在商代文字裏寫法特別古老的族

名金文大量存在的事實，對我們的這種推測是有力的支援。”“我國古代

表義字的產生可能跟象形符號的用作族名有密切的關係。大約在西元前

第三千年中期，在某些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原始的象形字大概已經相

當流行了。在氏族林立的古代，在一個地區內流傳著上百個甚至幾百個

用作族名的象形字，是完全可能的。這必然會推動原始文字進一步發展。”
④ 明代李摯《史綱評要·太昊伏羲氏》雲：“上古男女無別，太昊始制嫁

娶，以儷皮為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雖然

這些族徽文字到今天大部分已經成為死文字，和今天的文字無法溝通對

應，但它們卻正是漢字之源，我認為原始的族徽文字是中國最原始的姓

氏，正是伏羲氏“正姓氏”時所發明的，伏羲氏正姓氏和造書契是可以

                                                        

①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1972) 

② 郭沫若，《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收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人民出版社，

1954) 

③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學社，1941) 

④ 裘錫圭，〈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中國語文》3(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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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通的。 

中原是伏羲氏建功立業和終葬之所。河南淮陽被視為羲皇故都所在

地，淮陽縣城東南四公里的平糧台遺址被認為是宛丘。平糧台遺址發現

於 1979 年，是一座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平面為

正方形，長寬各 185 米，城址總面積 5 萬平方米，其絕對年代為西元前

2100 年左右。因平糧台遺址的位置與文獻記載的宛丘位置一致，因此被

認為是“太昊之墟”。淮陽有關伏羲的地上文物遺跡還有太昊伏羲陵、畫

卦台、白龜池、女媧城等。據《錄異記》載：“陳州為太昊之墟。東關城

內有伏羲女媧廟……東關外有伏羲墓。”《歷代陵寢備考》雲：“太昊伏羲

氏，風姓……陵在河南陳州府城北三裏淮寧縣界。”《綱鑒易知錄·太昊

伏羲氏》雲：“帝崩，葬于陳，神農氏踐位。”在淮陽縣城北關，現存太

昊陵廟，陵高 20 米，其上古柏參天。太昊陵早在春秋時已有陵，據《孔

子家語》載：“孔子自衛適陳，陳侯啟陵陽之台。”漢代立祠，唐太宗李

世民於貞觀四年（630）頒詔“禁民芻牧”。五代周世宗顯德元年（954）

禁民樵采耕犁。宋初太祖趙匡胤詔立陵廟，並于建隆元年（960）置守陵

戶。明代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重修了太昊陵，清乾隆十年（1745）

又給予大規模修葺。今存陵園占地 500 餘畝，多為明代建築，分外城、

內城、紫禁城，規模宏大，殿宇巍峨，鱗次櫛比。並存有歷代碑刻 200

餘通。被稱為“天下第一陵”。河南其他有關伏羲的遺存還有滎陽汜水紫

金山伏羲廟、上蔡伏羲廟與蓍台、商水伏羲祠、鞏義伏羲畫卦處、孟津

負圖寺等等。 

3. 倉頡與漢字起源 

文獻關於倉頡造字的傳說記載頗多，“倉頡”就是“創契”之意。正

如漢許慎《說文解字·敘》所載：“古者皰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制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

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

契。” 可見結繩記事、伏羲八卦和倉頡造字是一脈相承的。倉頡號史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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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是黃帝的史官，他根據日月形狀、鳥獸足跡創造了漢字。從歷史角

度看，複雜的漢字系統不可能由一個人發明，成熟的漢字非一人所創是

可以肯定的，但是創制漢字的應是原始巫師階層，並非一般的百姓。倉

頡可能在漢字的搜集、整理、統一上做出過突出貢獻，所以《荀子·解

藪篇》雲：“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李斯《倉頡篇》：“倉

頡作書，以教後詣。”《淮南子·本經訓》記載倉頡造字時天地震動：“昔

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王充《論衡·骨相篇》說：“倉頡四目。”

後人多斥之為荒誕不經，但是裝神弄鬼正是巫師所操之業，如果我們考

慮到上古巫術的盛行情形並把倉頡看作一位遠古的巫師，這種描述就是

再合理不過了。文獻記載倉頡是黃帝的史官，上古時代巫、史不分家，

倉頡應該也是黃帝之巫。今河南省濮陽市南樂縣梁村鄉吳村是倉頡的故

里，這個村子以前就叫史皇村，現在村裏人還大多姓史。這裏現存倉頡

陵一座，占地 70 多畝，是一處新石器時代古文化遺址。陵前有倉頡廟，

始建年代不詳。據廟內現存碑刻記載，“曆漢唐以來，未嘗稍替”。 座殿

內有寇准題的“盤古斯文地，開天聖人家”楹聯，還有明代名人篆額題

聯和倉頡夫婦的石雕像。 

倉頡是黃帝的史官，而據《淮南子·天文訓》：“東方木也，其帝太

暤，……南方火也，其帝炎帝，……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後土，

執繩而制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北方火也，其帝顓頊。”

黃帝乃五帝之中的中央天帝，其統治地域當在中原地區。又據文獻稱黃

帝為有熊國君，《史記·集解》引皇甫謐曰：“有熊，今河南新鄭縣也。”

《帝王世紀輯存》雲：“新鄭，古有熊國，黃帝之所都。”《路史·後紀五》

注雲：“（黃帝）有聖德，援國于有熊，鄭也。”據此可知黃帝都有熊，其

地望在現在的新鄭市。准此則漢字的產生地域為中原地區。 

4. 考古發現與漢字起源 

由於資料的局限，對漢字形成確切時間還無法確定，學界比較保守

的觀點對其形成時間的推測大約有如下三種觀點：其一，主張漢字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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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夏初。①
 其二，“漢字基本上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的時代，可能是夏商

之際。”②
 其三，認為“中國象形文字出於商代後期（盤庚、武丁以後）

的蔔人集團。”③
 究竟誰是誰非，我們姑且不論，因為漢字形成的確切時

間並非本文討論的重點，但無論是夏初、夏商之際，還是商末，當時的

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疆域主要集中于中原一帶。因此，即便依據漢

字起源比較保守的觀點，我們也可以斷定，漢字的起源和中原地區有著

密切的關係。 

文字是紀錄語言的符號，只有當某種符號和語言相結合，用來紀錄

成句語言中的詞，這種符號才可稱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字，而此前的各種

零星的符號，我們最多只能稱之謂原始文字。根據目前發現的資料，商

代的甲骨文是中國最早的可以完整紀錄語言的文字，相當成熟，已經脫

離了原始文字階段而形成了完整的文字體系，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推斷：

“單以甲骨文而論，已經是具有嚴密規律的文字系統。後人所謂‘六書’，

從文字結構中所看出的六條構成文字的原則，即所謂指事、象形、象意、

形聲、假借、轉注，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出不少的例證。文法也和後代

的相同。故中國文字，到了甲骨文時代，毫無疑問是經過了至少兩三千

年的發展的。”④
 商代甲骨文以前，可以記錄語言的符號還沒有系統的發

現。但隨著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迅速發展，主要是五十年代以來，與漢

字起源有關的資料不斷出土，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

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劃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契刻在甲骨、

玉石器等上面的符號。這些符號相當複雜，大題上可以分為甲、乙兩類。

甲類以幾何形符號為主，可以把西安半坡、臨潼薑寨等仰紹文化早期符

號作為代表；乙類以象形符號為主，以莒縣陵陽河、大朱村等地發現的

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的符號為代表，良渚文化的一些玉器上也有發現。

關於甲類符號，郭沫若在《古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一文中說：“彩陶上的

                                                        

① 孟維智，〈漢字起源問題淺議〉，《語文研究》1(1980)，106-108 頁。李先登，〈試

論中國文字之起源〉，《天津師範大學學報》4(1986)，75-79 頁。 

② 裘錫圭，〈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中國語文》3(1978)，162-170 頁。 

③ 徐中舒、唐嘉弘，〈關於夏代文字問題〉，《先秦史新探》(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

339-361 頁。 

④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1972)，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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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刻劃記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

的孑遺。”于省吾等大批學者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關於乙類符號，唐蘭

先生認為已是規格化了的成熟文字。①
 但是，如果把是否能夠代表語言

即具備語音功能來作為界分文字與記號的標準，那麼甲類符號和乙類符

號均因為大多是單個出現無從證明是表音的語言符號，而均應排除在文

字範疇之外，而歸於原始記事的範疇。然而甲類、乙類符號均與文字的

發明存在緣發關係的結論，卻是學者們的共識。 

一般認為，漢字大概是以中國原始社會晚期出現的象形符號（即乙

類符號）為基礎，並吸收改造了原始社會晚期流行的一些幾何形記號（即

甲類符號）而發展起來的。甲類符號主要分佈在中國西部的關中地區，

乙類符號主要分佈在中國東部的海岱地區，聯繫關中地區和海岱地區的

樞紐地帶正是中原地區，只有在中原地區才最有可能對甲、乙兩類符號

兼收並蓄，創制出中國最早記錄語言的符號――漢字。所以，我們認為

中原地區是漢字的發源地。 

依據現代部分學者的觀點，漢字形成于夏初、夏商之際或商末，《史

記·夏本紀》雲：“禹辭避舜之子商均于陽城。”《集解》引劉熙曰：“今

潁川陽城是也。”則河南登封王城崗龍山文化城址很可能是禹都陽城之所

在。商初的都城亳最有可能是鄭州商城或偃師商城，二者均在河南；商

晚期的都城殷墟也在河南安陽，據此仍可以的出漢字源于中原的結論。 

考古發現也不斷證明漢字源于中原地區。距今七、八千年屬於裴李

崗文化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中，就已發現了和殷墟甲骨文極為相似的契

刻符號②，這些符號刻在龜甲、骨器和石器上，是迄今中國發現的較早的

符號。一般認為夏代已進入階級社會，應該有文字，河南登封王城崗龍

山文化遺址和偃師縣二裏頭文化遺址發現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號③，特

別是王城崗發現的三個符號，其形體與甲骨文極為想像，有的學者便認

為這些都是文字，是真正的文字，“不但是仰紹文化及大汶口文化刻劃符

                                                        

① 唐蘭，〈從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國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報》

(1977.7.14) 

② 〈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六次發掘簡報〉，《文物》1(1989)，1-14 頁。 

③ 《登封王城崗與陽城》(文物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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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或文字的繼承和發展，而且開啟了商代甲骨文的先河。”①
 商代前的陶

器符號在二裏崗、南關外等遺址發現了 30 多種。②
 其刻劃形態和風格與

偃師二裏頭遺址所見陶器符號的刻劃形態和符號相近，且絕大部分都刻

在大口尊的內口沿上，具有明顯的遞承關係。商代前期的文字資料雖然

比較零碎，但已公認是文字。鄭州白家莊出土的一個商代早期銅罍的頸

部鑄有三個蛙類動物的圖形，唐蘭釋為“黽”字；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

的一件傳世的商代前期銅鬲的口沿上也有一個“黽”，裘錫圭釋為“耳”

字，河北槁城台西遺址發現了一些早於殷墟甲骨文的陶文，有“止”、“刀”、

“目”等字。此外，鄭州二裏崗還曾發現兩件商代字骨，一件只有一個

“出”字，出於商代早期地層，一件字數較多但地層不明。鄭州小雙橋

遺址發現了 10 余例商代中期朱書陶文③。上述發現均早於殷墟甲骨文，

並可以直接和殷墟甲骨文相比序，應該是甲骨文的源頭所在，而中原也

最有可能是漢字起源的地方。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伏羲依據河圖洛書而畫成八卦，形成中國最

早的文字形式，並引發漢字的發明，最早的一批漢字應是族徽文字，伏

羲氏畫八卦、正姓氏、造書契，開創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從文獻記載

看，無論是伏羲畫八卦、造書契，還是倉頡造字，都發生于中原地區。

從考古發現看，以數字為代表的指事字，大概來源於關中地區仰紹文化

的原始記事符號；而以象形會意為特徵的漢字的主體部分，可能與海岱

地區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號有一定的傳承關係。中國四方遠古文化在中

原地區不斷交匯、融合、發展、昇華，首先在中原地區形成漢字體系，

放射出中華文明的第一線曙光。 

 

 

                                                        

① 李先登,〈夏代有文字嗎〉，《文史知識》7(1985)，51-52 頁。 

② 《考古學報》1954 年 8 冊 105 頁圖十二；1957 年第 1 期 68 頁圖十四；1973 年 1                 

  期 48 頁圖十五。 

③ 宋國定，〈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陶器上的朱書〉，《文物》5(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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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arliest characters in China originated from the Eight 

Diagrams drawn by Fuxi who was enlightened from Hetuluoshu and the 

characters resulted in the inven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earliest set of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the clan emblems. Drawing 

the Eight Diagrams, categrizing family names and scoring signs, 

Fuxi initiated the history of 5-thousand-year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recordations of literature shows that the activities of drawing 

the Eight Diagrams and scoring signs by Fuxi and creating words 

by Cangjie were both from central China. Seen from the archeological 

findings, the self-explanatory words represented by numerals 

mostly originated from the primary recording signs of Yangshao 

Culture in Guanzhong Rigion, the central Shannxi Province,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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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construct components of characters having the pictographic 

and associative traits might have certain connections and lineage 

with the pictographic signs of Dawenkou Culture in the rigion of 

Haidai, Shandong Province and its neighbors. It was in Central 

China that the Chinese ancient cultures developed in the way of 

exchanging, melting, expending and booming, and it was also there 

that the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was firstly formed, where Chinese 

civilization sent out its first light. 

 

Key words: Fuxi, Cangjie, Pottery signs,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ent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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