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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文明最突出
的特性之一就是连续性，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
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我们的文明为什么会如
此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其中原因多种多样，但汉字是
不容忽视的核心因素之一。汉字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字
体系中，作为古老自源的表意文字系统，只有汉字沿用
至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汉字在中华文明传承中
的重要作用。2014年 5月，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
的墨韵堂里，总书记对正练毛笔字的孩子们说道：“中国
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
多年，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
的中华基因。”2022年10月，总书记在河南殷墟遗址考
察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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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汉字与中华文明起源

文字的创制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恩格斯
曾经指出，人类“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
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人类
在经历过的几次“信息革命”中，第一次是发明了语言，
人与其他动物有了分界；第二次是距今五六千年前发明
了文字，从野蛮人变成了文明人。人类一旦创造出记录
语言的文字，知识来源就不再受限于时间和空间，不再
是口耳相传，因而知识快速积累，人智大开，社会快速进
步。而没有文字的社会即使在某些方面取得巨大进步，

受到时空限制也难以向前发展，不是陷于停滞
就是慢慢消亡，最终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一个考古遗址，一旦发现了文字，其中的
一切就是有史以来的文化，就是文明的存在。
然而，每个时代的文字不一定都能保存在遗址
中，距离我们年代越远，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就
越小。在距今 8000多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
址，出土了刻画在龟甲、骨器、陶器和石器上的
大量刻画符号，不能排除它们具有文字属性的
可能性。距今 4000多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
址，出土的陶扁壶上“文”清晰可见。约公元前
20世纪至公元前 16世纪的河南二里头文化，
被认为属夏王朝时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
上也发现过许多刻画符号，有许多可以在甲骨
文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在二里头文化之
后发展起来的二里岗文化，分布地域范围大为
扩展，文化类型也大大增加。属于二里岗文化
最晚阶段的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陶片上
刻有“目”、“天”、“止”等象形符号，河南郑州小

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缸上有朱书的“尹”、“帚”、“天”、“東”
等符号，其形体特征一如殷商时期的文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我们
现在看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它能够完整地记录当
时的语言，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统。自发现以来，
出土的有字甲骨约有10万片，单字数量已达4000个左
右，当时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在甲骨文中都有所表现。
甲骨文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是研究汉字发展
和中国早期历史的宝贵材料，也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
实证。20世纪初，著名学者王国维根据甲骨文验证了商
代世系真实性之后，就“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
然之事也”，有“中国考古第一人”之誉的李济更是“把甲
骨文的原始推远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了”。2017年，
甲骨文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西周时期，文字使用功能更加扩大，文字系统获得
长足发展。这一时期主要文字载体发生了很大转变，现
存主要式样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这些铸刻在青
铜器上的铭文，其书写程序是先刻写于范坯，再经烧铸
而成。东周时期，发现的文字载体日渐丰富，金文资料
仍然占有相当比重，简牍、丝帛、玉石、陶器等材质也都
是当时实用文字载体。特别是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战
国时期的楚帛书、楚简和秦简，保存了大量用软笔书写
的文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逐渐发展成为
一个成熟的、富有逻辑性的文字系统。它具有强大的生

成新字的能力，拥有巨大的表达潜能，可以游刃有余地
承担记录汉语的功能。

文字是历史的见证者，是传统的守护者，还是文明
的传播者。汉字由最初的刻画符号和象形图形发展出
表意、表音和形声等编码方法，突破以形表意，体现出中
华民族由形象思维到复杂抽象思维的发展演变。古老
的汉字见证着中华民族曲折辉煌的成长历程，成为中华
文明的“活化石”。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形体构造往往
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若干细节；春秋
战国时代，字分五系——秦、楚、晋、齐、燕的局面逐步形
成，秦国的篆文、古隶与东方六国的古文字并行，折射出
列国争雄的历史场景；秦汉时期，繁难的小篆多应用于
特殊场合，古隶和八分先后活跃于日常书写领域，与此
同时，草书得到了迅速发展，凡此种种，无不是大一统国
家机器有效运转、文化越发昌明兴盛的写照；魏晋南北
朝时期，行书和楷书逐步走向成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
那个时代的风貌，《平复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

《伯远帖》等流传千古的书法名帖映衬着优雅从容的晋
代名士风度。汉字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同呼吸、共命
运，历经时代变迁而不改本色，既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
重要体现，更为中华文明连续性奠定了重要基础。追溯
汉字的演变历程，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脉搏，感受到中华
文明深厚绵长的底蕴。

二、汉字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悠久而持续。这个特点是如何
形成的？我们的文明为什么能够从未间断？从中华文明
的核心要素汉字可以窥见一斑。汉字是自源于中华大
地、以记录汉语为主并具有多种功能的书写符号系统，是
表意文字体系的典型代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突出表
现在汉字的延续性上，汉字超越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一
直使用至今。这个文字系统虽然在形体上有所变化，但
其内部深层结构从未发生根本的改变，所记录的语言古
今一脉相承，所形成的文献丰富而连续。一个能读古书
的现代人，如果打开2000多年前西汉人抄写的古书，阅
读障碍很小，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日本知
名学者白川静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说过：“从某种意义
上说，中华文化就是汉字文化，汉字所具备的各种特质，
给中华文化添上了浓烈的色彩。”“汉字还辐射到了周边
民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即汉字文化圈。”

（未完待续）
（作者：李守奎，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文

字学会副会长。本文原载《求是》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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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扁壶（中国考古博物馆藏）。
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

在老挝万象，提起寮都公学，当地人都会竖起大拇
指，学校是公认的培养精英的摇篮，入学名额一个难
求。建校87年来，学校曾七迁校址，历经风雨，教学却
从未中断，成为老挝华文教育的旗帜。

寮都公学是万象中华理事会下属的华文学校，由老
挝华侨华人于1937年集资创办。“在此之前老挝没有华
文学校，寮都公学的建立让华裔孩子们有学可上。”寮都
公学董事长兼校长林俊雄说，早年间华侨称老挝为“寮
国”，因此将学校命名为寮都公学，初建时仅有一间教
室，十来个学生。

最初学校经营非常困难，资金和师资极度匮乏，是
老挝华侨华人的热心支持让学校能坚持下去。“我常开
玩笑说，以前我们学校就像一座庙，有华侨华人捐款，我
们就把捐款人的名字写在墙上。那时候还有位老职工，
常常开着破摩托车四处为学校筹钱。”林俊雄说。

如今这种状况已经彻底改变，寮都公学已发展成当
地规模最大、学生最多的华文学校，设有幼儿园、小学、
初中、高中和大学预科班，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老双语
人才。

林俊雄介绍，目前学校有在校生 3100余人，其中
80%是非华裔，20%是华裔，当地一些政府官员也将子女
送入寮都公学念书，还有来自泰国、菲律宾和越南等国
家的学生。

除了完善的教学设备和平民化的收费标准，寮都公
学最吸引人的是双语教学模式。在林俊雄看来，教学要
充分尊重和融合本土文化，华文教育才能持续发展。

“寮都公学的学生修完小学和初中的老挝语课程，

要参加老挝教育部主办的统一考试，也要参加汉语水平
考试(HSK)。毕业生会有两张毕业证书，一张老挝文
的、一张中文的。”林俊雄说。

“我们也很注重教师的本土培养。”林俊雄说，学校
有40余名本土中文教师和70余名老挝语教师，很多中
文教师曾到中国进修和学习；从中国来的外派教师还会
定期培训本土教师，帮助他们夯实教学基本功。

寮都公学还将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承相结合，让学生
深入了解中华文化。林俊雄说，学校会定期举办中文歌
比赛、中文朗诵大赛、中华才艺大赛等文化活动，学生们
还组建了舞龙舞狮队和舞蹈唱歌才艺队等兴趣社团。

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两国经贸合作日益深
化，也带动“中文热”在老挝持续升温。林俊雄说，在中
老铁路、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等重大合作项目带动
下，越来越多中资企业落户老挝，对双语人才的需求大
幅增加。

“很多中资企业配备了老挝语翻译，但仍愿意雇佣
会讲中文的老挝员工，因为他们更了解当地情况，有利
于业务拓展。”林俊雄说，每到毕业季，掌握中文的毕业
生总被一抢而空。

现在林俊雄最烦恼的是招生问题。“想学中文的学
生太多，学校条件有限，实在有心无力。去年我们招收
120名学生，招生日的凌晨 1点多就有人来排队报名，
两个小时就报满了。”

去年11月，寮都公学新教学大楼建成，为学生提供
了更好的学习环境。林俊雄说，以前50到60名学生在
一间教室上课，现在可以实现小班教学，学校还有多媒

体教室、理化生实验室、图书室和卫生室等，设施越来越
完善。

“一路走来寮都公学经历太多艰辛，今天的成就离
不开一代代老挝华侨华人的坚守，不管条件多么艰难，
大家传承中华文化的决心不曾改变。”林俊雄说。

他表示，先辈们创建了寮都公学，每一个“寮都人”
都有责任为后代有书可读接续努力。

（吴侃 来源：中新社）

80 余 载 寮 都 公 学 为 中 老 友 谊 添 注 脚

2023年11月，寮都公学的学生们在上课。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