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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字的发明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文字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文明发展的历史。
世界因为有文字而精彩，人类因为有文字而文明。
文字本身是书，文字本身是历史，文字本身是故事。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字的杰出代表--汉字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一部中国文字发生发展的历史。
假如您想了解"汉字家庭"的身世，倾听汉字发生的故事，本书将引领您追溯汉字起源的足迹，探讨汉
字初创时期的演进历程，解开汉字起源之谜，感悟中华文明的深厚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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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于阗地区曾是古代中西交通的重要门户，历史上曾是于阗人与印度人以及汉人交汇融合的重要地
区。
　　于阗人最早使用的是怯卢字和汉字。
公元4世纪时期，印度芨多王朝的婆罗米字传人了于阗，其后不久，于阗人便参照婆罗米字创制了属
婆罗米字系统音节文宁的于阗文。
唐朝名僧玄奘当年到天竺取经，取道于所见的文字便是这种婆罗米字式的于阗文。
于阗文与婆罗米字有许多共同特征，不仅字形相似，而且表达方式也是采用附加符号表示元音。
于阗文所记录的语言被称为于阗语、于阗塞克语或北雅利蜜语、东伊朗语和印度斯基泰语等等。
于阗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东南语组。
现在的前苏联和阿富汗边境的瓦罕走廊有一种语言称瓦罕语，　与于阗语有很多的共同点。
　　于阗文有楷书、草书和行书三种，字多合体连写。
于阗文有很多字母与占藏文相似，两者的附加元音符号也相同。
就字形比较而言，或认为于阗文字可能足古藏文锥形范本。
　　突厥文　　“突厥”一词分广义和狭义。
狭义足专指公元6-8世纪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建立突厥汗同的突厥族；广义则包括突厥、铁勒诸部。
占代突厥文既是中国历史上曾活动于蒙古草原的突厥汗国(551-744年)和回纥(后称回鹘)汗国(744-840
年)使用的文字，也是古代居住在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人(今柯尔克兹人的祖先)曾经使用过的文宁。
突厥文因外形与古代北欧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卢尼(Runic或译如尼)文相似，所以义被人称为“突厥卢尼
文”，因灾厥文重要碑铭资料曾发现于鄂尔浑河流域和叶尼塞河流域，所以又有“鄂尔浑　叶尼塞文
”之称。
此外，突厥文还有“蓝突厥义”、“前伊斯兰文”和“西伯利亚文”等叫法。
　　突厥文是一种音素和音节混介型文字。
它既不是纯音素义文字(一个符号只表一个音素)，也不是纯音节文字(一个符号只表一个音节)。
突厥文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所使用的字母数日和形体也不完全相同。
一般为38-40个字母。
其中许多字母在不同文献十有变异，有时一个字母变体多达五六种。
有学者认为，古代突厥文38个字母中的23个字母源白阿拉美文(后期塞姆ScmiLlc)，它们是通过中亚伊
兰(Iranic)系民族传人突厥的。
至于突厥人在何时、何地接触到阿拉美文并使其成为占代突厥文的原型问题，目前还不清楚，还需作
进一步的研究。
但有资料表明，直到公元6世纪末期，突厥人仍在使用粟特文、栗特语作为官方文字和语言，古代突
厥义还未发挥出记录突厥语的效能。
突厥文的书写形式比较有特点，通常是从右向左橫巧，但电有从左向右横写的和“牛耕式”的。
　　突厥文碑铭和与本在丙伯利亚、蒙古、叶尼塞河流域、新疆、甘肃和中业彼此相连的广大地区都
钉发现。
其使用时间大约在7-10世纪之间。
　　粟特文　　粟特文是记录粟特语的文字，粟特语属印欧语系伊朗浯族东伊朗语支。
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粟特已盛行于中亚泽拉犬善河流域。
苏联泽拉夫善一带居民所操雅格诺布语中尚保存有少数粟特语。
　　粟特在中国古籍中亦称粟弋和窣利，是一个名扬中业的丈明古国。
粟特同原位于今人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泽拉夫尚河芥，公元前曾先后被阿基梅尼德帝国、亚厉山大帝
国和塞琉古帝国统治。
　　后来受到阿拉伯人的攻击，于8世纪上半叶覆亡。
粟特人擅长商业活动，公元前3世纪与中国已有接触。
以后东来者口众，唐代在鄯善有粟特人聚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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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粟特人商业活动的足迹所至，粟特语言和文字也因此流传开来，乃至在粟特广国之后，)(义字
传统还被中国的回鹘人、蒙古人和满族人沿袭下来。
　　在蒙古布古特附近发现的6世纪时突厭第一汗国碑铭，是用粟特文书写的。
在黑城子所发现的9世纪时九姓回鹘可汗碑，刻有汉、突厥、粟特三种文字。
19世纪末以来，在敦煌、叶鲁番等地曾发现大量粟特文文献，这足以说明粟特语当时在巾国西北是重
要语言之，突厥人也用过粟特语。
粟特字母起源厂阿拉美字母。
在中国境内发现的粟特文文献丰要有三种字体，即佛经体(也称标准体)、古叙利业体、摩尼体。
　　粟特文因字体不同，其字母数及音值也不同。
佛经体字母有17个，古叙利亚体字母有22个，而摩尼体字母则有H9个。
　般认为粟特文元音有11个，其辅音音位实际上是29个。
粟特义写法一般自右至左横书，少数则自上而下，如布古特铭文。
　　察合台文　　察合台文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音素文字，是现行维吾尔文的前身，是记录察合
台语的文字。
察合台语属于突厭语族的东部语组，是维吾尔和乌兹別克等突厥语民族从14-20世纪初共同使用的书面
文学语言。
察合台语是在喀喇汗王朝(10-13世纪)的官方语言和渚灾厥民族的共同文学语言回鹘浯(即占代维吾尔
语)的基础卜发展形成的。
在这一过程中，也受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影响。
它既保持了东部突厥语的基本特点，义吸收了西部突厥语的某些成分，并且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借
用了大量词语和一些句法格式，在风格上受厂波斯语的较大影响。
它一般被称作“突厥语”或“喀什噶尔突厥语”。
因为它曾经是“察合台汁国”的官方书面语，所以也称作“察合台语”，这一名称在学术界比较通用
。
　　察合台文以保持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在阿拉伯义和波斯文中的书写形式为原则，采用了阿拉伯
文的28个字母和波斯文的4个字母，全部共32个字母，但是，没有为突厥语本身所特有的一些语音增没
新的字母。
　　满文　　满文是记录满族语言的文字。
满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占斯-满语族满语支。
满族的先民在古代先后称肃慎、挹娄、勿古、和女真。
满族机居长白山及黑龙江、松花江流域。
白16世纪起，以建州女真为主体，融合东北其他各部族，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族体。
1635年自称颟珠，汉语称满洲。
17世纪初，满族完成了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到1644年，清政权迁都北京，逐渐完成统一
全国的大业。
嗣后，八旗兵驻防北尔及全国各土要城市，其后世子孙繁衍生息，散居在全国各地。
现代满族聚居较集中的地方主要有哈尔滨、长春、沈阳、辽阳、北京等大中城市和北一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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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王仁湘　　无论阅历丰富还是闻见浅显，在你我他心中总会有净土一方，那里存放着自己
用理解拼对出的一部珍贵的古国历史，或隐或现，或晦或彰。
　　虽然它也许只是一些残缺篇章，或是断断续续，或是不拘短长，有精彩有平淡，有许多的片断模
糊蒙胧，也有许多的片断让人铭心难忘。
　　那些片断是那样的悠远晦暗，那样的不可捉摸，又是那样的不可言喻。
　　那些存留在我们脑中千差万别的影像，却原来只是我们的主观重构与想象，是我们从故纸堆里提
炼出来的故事，或是由口口相传中获得的感悟。
　　它们虽是曲折流荡，却又影踪难寻，它们虽是波澜壮阔，却又声色俱无。
　　久远的历史已然逝去，它成了只能追述的数不清的往事。
但是历史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被后来的时光深深地埋藏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年万载，由
新而旧，由旧而古，在人类的记忆中渐渐忘却，变得不再那么清晰。
　　当历史的尘埃被层层拂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幕生动的活剧，有影有形，有声有色，这是
色彩斑斓的真实的历史。
　　历史原来可以复活，历史原本是五彩斑斓。
历史是看得见的真实存在，它是可以用十指触摸的陈迹。
这不是历史学家发黄的书本中的平面历史，而是考古学家们从大地下发掘出来的立体场景。
　　在作为考古学家的丛书作者们奉献的这些册子里，我们发现历史的本相原来是这般的丰富多彩，
是这般的亲切自然。
　　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次古代文明之旅，你很快便会有许多发现，古老的历史原来可以观摹可以摩挲
，千万年的往事原来可以直接面对面。
考古学家寻找回来逝去的辉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慧眼穿透千万年的迷雾，来感受历史长河泛溢的斑
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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