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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春已晚，处处见花稀。

明日来应尽，林间宿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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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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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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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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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

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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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逋隐居在杭州西湖孤山，无妻无子，以种梅和养鹤自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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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产生于夏商之际的汉字，童年期即具备了充盈的血脉

和坚固的筋骨。经过历史长河的汰洗和文化烟尘的熏染，

汉字因其基因强大、遗传优异，至今依然具有旺盛的生 

命力。

汉字的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思想和文化，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精神

风貌、气质特点和文化品格。汉字是我们了解古代世界的

主要手段，是我们与古人沟通对话的一座桥梁。试想，如

果没有汉字，我们对古代世界将懵然无知。汉字具有跨时

空的效力，既历经三千多年传承至今基本不变，又可以超

越不同的方言区，让人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从这个意义上

说，汉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无论如何高估都不 

为过。

既然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脉，又是真正的中华基因，

它就不能仅仅是学者需要研究和理解的对象，而应该是整

个中华民族需要研究和理解的对象。因此，我们要把汉字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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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研究的成果请出书斋，面向社会和大众进行普及，让更多

的人熟悉汉字的历史，了解汉字的文化，领会汉字的意义。

随着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提倡，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深入探索中华早期文明，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发展

战略中一个重要的步骤。对汉字的研究阐释和传播应用，

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

本、进课堂、进校园，通过汉字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是每

一位学者和老师都需要考虑的重大且紧迫的问题。

袁勇先生的《汉字里的中国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产生的一部面向中小学生和中等文化水平读者的讲汉

字的书。

这本书收文十九篇，每一篇都有一个能引发读者兴趣

的标题，每一篇都讲一个或相关的几个汉字。从字形到词

义，从训诂到义理，不妄言，不戏说，在汉字讲解中糅进

古代故事，并充分利用古典诗词让讲解充满诗情画意，同

时饱含知识性和趣味性。文章浅显平易、生动鲜活，展现

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是一本可以融入青少年心灵，

让青少年通过汉字故事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好书。

作者袁勇先生为河南省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文心书

馆馆长，曾长期担任语文类少儿报刊编辑、主编，多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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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社会开设别开生面、独具特色的中小学语文与传统文

化类课程，同时笔耕不辍，点校、编撰并出版了《澄衷蒙

学堂字课图说》、“纯美儿童文学读本”丛书、“漫画小古文”

丛书、“藏在诗里的汉字”丛书等优秀图书，在业界颇有

影响。

我与袁勇先生相识多年，他一心扑在中小学传统文化

教育上，我对他的这种追求和敬业精神颇为敬佩，故引为

知己，视为莫逆。蒙他不弃，在《汉字里的中国故事》出

版之前索序于我。我很高兴为他的这本书写序，同时祝愿

他人越活越年轻，生活越过越美满，事业越干越红火，文

章越写越老辣。

刘  钊

2022 年 8 月 

于上海书馨公寓索然居

刘钊，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殷商文

化学会副会长，著有《古文字构形学》《郭店楚简校释》《古文字考释丛

稿》《书馨集》等，主编《新甲骨文编》《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全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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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对羊无比喜爱。

这 从 与 羊 有 关 的 一 些 汉 字 中 就 不 难 看 出， 比 如“ 鲜 ” 

“美”“善”“祥”“羡”。“羌”，一个以牧羊为业的游牧部落的

名称，更是在商代甲骨文中留下了许多记录。

古人对羊肉的喜爱，非常生动地体现在“羡”字里。“羡”，

在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写作“羨”，字形下部

的“㳄”，文字学家通常认为是“垂涎三尺”中“涎”的本字。

“欠”的古文字形  像一个人张大嘴巴，其左边的“氵”表示

口水。“羡”表示人们见到羊肉就垂涎欲滴，想立刻、马上、

当即就享用。这羊肉该有多好吃啊！

“羔”，现在表示小羊或动物的幼崽，这是一个多么惹人怜

爱的字啊！可是请不要搞错，古人发明这个字，本意只是为了

表明：小羊肉嫩，最适合烤着吃。有儿童诗诗人曾经把“羔”

下面的四点看作小羊羔的四条小短腿，其实，这是过于多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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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汉字里的“灬”，通常表示火。原来，“羔”里隐藏的，

竟是人类对鲜嫩羔羊肉那抑制不住的贪欲。

“羹”，在《说文解字》中写作“𩱧”。下面的“鬲”，表示

古代一种足部中空、用于蒸煮的炊具。鬲里面炖着什么呢？羔

羊肉。字形中，“羔”两边的“弓”，其实是从鬲中袅袅冒出的

热乎气，跟用作武器的弓没有一点关系。这样看来，“羹”的

本义是羊肉汤。这不难从古书中找到例证。古人对羊肉汤的食

欲是很强烈的。《左传》和《史记》中就记载了宋国的一场败 

仗，这场败仗竟然是由羊肉或羊肉汤引发的。

《左传·宣公二年》中记载，宋国大夫华元在这一年（前

607 年）与郑国的战争中，失败被俘。其直接原因，竟然是在

战前宰羊炖肉犒劳将士时，他没有让为他驾驶战车的羊斟吃

上羊肉。所以，在打仗的时候，羊斟对华元说：“之前分羊肉，

你说了算；现在驾车，俺说了算！”说着，他竟直接驾车闯入

了郑国的军队中，把华元送给了敌军。司马迁在《史记·宋

微子世家》中，记载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其御羊羹不及”，

也就是华元的御者羊斟没有得到羊肉汤。如此看来，这碗羊肉

汤真是太重要了！

《战国策·中山策》中还记载了一起由“羊羹”引发的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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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件。司马子期是中山国的士大夫。在中山君款待国都中的

士大夫时，司马子期因没有吃到羊肉汤而耿耿于怀。后来，他

就叛逃到了楚国，并说服楚王灭掉了中山国。

羊斟和司马子期，这种因为个人私欲没有得到满足就背叛、

出卖主人和国家的人，是令人厌恶、唾弃的。当然，这两起事

件表面上看是由羊肉汤引起的，事实上，是分配羊肉汤的事对

二人的自尊心或虚荣心造成了伤害，从而引发了事件。

当然，也有因为擅长做羊肉汤而备受帝王器重的例子。《南

史》（卷十六）和《宋书》（卷四十八）中，都记载了毛修之的

故事。

毛修之本是东晋的将军，被夏国俘虏后又被北魏俘虏，成

为北魏的将领。他擅长制作羊肉汤，深受北魏太武帝的喜爱和

器重，因而被封官加爵，并长期担任太官令，掌管御膳的进献。

看来，掌握一门美厨手艺，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能派上大 

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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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豆类和豆制品是一类重要的食物。

我们常吃的豆芽、豆浆、豆粥和豆腐，都富含人体不可或缺的

营养。

可是你知道吗？在汉代以前，豆通常指一种容器，而不是我

们吃的各种豆类食品。在汉代以前，“豆”的字形是这样的：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隶书

作为容器的豆，是什么样子的呢？原来是下面这样的：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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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你早已经看出来了，“豆”是一个象形字，样子

像高脚的盘子，大多有盖子，也有没有盖子的。上面的甲骨文

字形，所表现的就是没有盖子的豆。

豆是做什么用的呢？豆是古代的饮食用具，有时作为祭祀

时盛酒肉的礼器。它主要用来盛放肉类食物，贵族们吃肉时常

常用到。豆有陶制的，也有青铜铸造的，还有木制而外面涂 

漆的。

可是，作为肉食器的豆，和我们平常吃的各种豆子，比如

黄豆、绿豆、豌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吃的豆类，在古代

又用什么字来表示呢？

肉食器豆和我们吃的豆子的关系，可能是：豆里面曾经盛

放过豆。哈哈，这只是一种玩笑的说法。

有 的 文 字 学 家 认 为， 古 人 吃 的 豆 类 作 物 总 称 为“ 菽 ”

（shū），“菽”与“豆”的古音很接近，于是人们就借用“豆”

字来表示豆类作物了。

“豆”与“菽”古音接近，从一些汉字的构型中可以找到

证据。比如下面这些读作 shù 的字：“裋”（粗布衣服）、“澍”

（及时雨）、“樹”（简化为“树”）、“侸”（树立、确立）、“尌”

（树立、建立）、“豎”（简化为“竖”），字中的“豆”均用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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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读音（有时也表示意义）的声旁。

用“豆”来表示豆类作物，最迟从汉代就开始了。在汉代

人的作品中，“豆”就常常指豆类作物。我们今天用来做豆芽、

豆腐、豆腐皮的黄豆，名称在汉代也已经出现。

2009 年，考古人员在发掘位于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的

曹操墓时，发现了一个刻写着“黄豆二升”字样的石牌。学者

们在其他地方出土的刻写于东汉熹平二年（173 年）的镇墓文

中，也发现了“黄豆”的名称。

不过，在汉代之前，人们通常用“菽”来表示各种豆

子。“菽”是各种豆类作物的总名，而比“菽”更早的字“尗”

（shū），是“菽”最初的写法。

《说文解字》中说：“尗，豆也。象尗豆生之形也。”意思是

说，“尗”就是豆子。“尗”是象形字，像豆子刚长出来的样子。

有的文字学家认为这种解释是错的，但如果我们见过形形

色色的豆类植物发芽时的样子，就不得不佩服创造“尗”字的

古人是多么尊重事实、尊重科学。

“尗”中间的一横，也许可以看作是地面；上面的笔画，

像刚刚钻出地面、张开两个豆瓣又歪向一侧的豆芽；下面的笔

画，可以看作是豆类作物的根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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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类作物发芽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豆芽都是“歪脖子”

的。发明“尗”字的古人，准确而巧妙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更

令人惊叹的是“尗”字对豆类作物根部特点的表现。

古文字“尗”，通常在下垂的根须下部有两个或三个小点：

   

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在《说文释例》中，就根据“尗”的小

篆字形  指出：豆类作物有垂直向下的主根，主根左右是细根，

细根上“生豆累累”——生长着聚集在一起的小豆子。

王筠可能不知道这些小豆子是什么，而现在的植物学家把

它们命名为“根瘤”。根瘤源源不断地为豆类作物提供生长所

需的营养。可以猜测，创造了汉字“尗”的古代中国人，或许

最早发现了豆类作物生长根瘤这一现象。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古老而神奇的汉字里，蕴含着古

代中国人对世界与生活的全部思考和发现。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