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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多元文化  解读文字起源
□文│牟堂娟

文字起源一直以来都是早期文明研究的一大

热点，也是探讨文明社会的重要观察点。前文字是

盛行于史前社会和部落社会的多种原始视觉表达方

式，对前文字的系统深入研究，将为新媒介条件下

的“类文字”符号创意提供充足的学理依据，尤其

对于汉字起源和中国文明研究具有多重意义。黄亚

平的《艺术、考古与文字起源 ：前文字研究》（商

务印书馆 2023 年 11 月出版）一书，融原始艺术、

神话、考古于一炉，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新颖的研

究方法，在对前文字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深刻地剖析了前文字与汉字起源的紧密关联，具有

深厚历史底蕴和多重学术价值。

艺术、神话与考古的多元融合。该书实现了原

始艺术、神话传说与考古学的多元有机融合，构建

了一套立体化、跨学科、多维度的文字起源研究范

式。首先，作者通过原始艺术对文明的促进作用及

其发生的社会语境来探讨字符的来源和文字系统形

成的制度性基础，并灵活借鉴了原始艺术的研究方

法与理论思考进行前文字研究，实现了前文字研究

与原始艺术的结合，使得文字起源研究有理可依、

有迹可循。其次，充分重视对前文学材料的考古学

文化类型学语境还原，将史前符号研究置于考古学

类型学语境下，为史前符号研究建立了系统、科学

的基础。最后，早期口述文学即神话叙事同前文字

研究之间也联系密切。作者深入挖掘视觉表达形式

的前文字与以神话为代表的多种早期口述文学形式

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了对前文字材料和含义的科

学、精准解读，加强了内容的趣味性和多元性。原

始艺术、考古学与神话的多元融合，打破了前文字

研究及汉字起源研究的学科壁垒，也为读者提供了

一种新颖有效的研究范式。

视觉符号与文字叙事有机结合。黄亚平在书中

提出了“前文字研究”的四大研究方法，即语境还

原法、神话叙事与前文字互证法、标准图案与标准

器确立法、符号考古法。基于这四种研究方法，该

书在前文字分类研究和汉字起源的论证分析过程中

十分重视对视觉表现的图画、纹路、符号及其相关

场景和实物照片的呈现，同时善于用图表形式进行

古文字数据资料的比较分析和统计整合，体现了图

文并茂、资料翔实、论据充分的鲜明特点。第一，

书中包含了世界各地史前器物图片以及各种记号、

图画、图案和纹饰等原始视觉表达形式，各类神

话中人物及动物形象岩画、雕像、图腾和文字片段

等，作者善于将相关图案集中并列进行对照说明和

整合分析，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广泛的学

术视野，同时也为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完备且

详细的研究资料素材。第二，作者坚持图文对照进

行分析论证，做到了视觉符号与文字叙事的有机结

合，所有文字阐述分析都建立在直观的视觉资料基

础上，加强了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其中首倡并

运用的“符号考古”研究方法，凸显了文物图画和

符号在文字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为文字研究提供了

宝贵的方法思路指导。

汉字史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进展。该书下编聚焦

前文字与汉字起源关系的专题研究，在前文字研究

成果基础上对汉字字符的来源、文字制度的建立与

探索等进行了详细分析，这是对现阶段本国文字研

究的现实回归，彰显了宏大的研究视野和务实的研

究态度。作者明晰了汉字传承与中国文明延续的辩

证发展关系，明确了汉字起源研究的中心任务和出

发点并作出有益探索，全面展示了汉字的来龙去脉，

揭示了前文字于汉字起源之间密切的关联，体现了

汉字的历史传承性。同时最值得强调的是，对于汉

字史研究，作者明确提出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

路。即在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将其融入世界文字

研究大潮之中，将前文字阶段纳入其研究考察范

畴，从而深入挖掘汉字体系形成对中国文明成熟

定型的巨大作用，连通了文字史研究的整体脉络。

这也为广义文字学理论建设、世界文明史研究、符

号学研究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新颖的研

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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