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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汉字文明高地 促进中原文化崛起
◇李运富 何余华

汉字既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

的载体。河南是古文字资源大省，在汉字文化研究

方面具有地域优势。在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的过

程中，汉字理应放到突出位置，快速发展汉字文明学

科，是构筑河南文化高地的基础性工程。

但就总体而言，河南现在的汉字研究情况跟河

南丰富的文字资源和辉煌的历史传统还不能相称，

跟全国同行相比也不占领先地位。主要问题，一是

没有形成合力，各自为战，互不协作沟通。二是缺乏

学科意识，项目至上，限于具体材料和零散目标，缺

乏理论系统和宏观布局。三是缺乏国际眼光，封闭

考察，静态描写，没有跳出河南的圈子考虑文化的传

播和交流。这三种缺陷制约了河南汉字文明研究的

高度，使得河南距离真正的汉字学术强省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设性意见:

（一）建立省级“汉字文明与传统文化研究基

地”，组织和协调全省的汉字与文化学术活动，将分

散的各自为战的相关机构和单位联合起来，共同为

河南省的汉字文化建设出力。要实现这一目标，必

须得到省政府支持。研究基地可以隶属省委宣传

部、文化厅、教育厅等部门，但最好依托某个具有一

定实力并且研究方向涵盖面比较宽的现成学术机

构，帮助其组建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使其有能力承担

起汉字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并有资格协调全省的力

量分工合作，共成大事。该省级研究基地在取得一定

成就后应该争取成为国家级或部委级的研究基地。

（二）从学科系统和文化性质的高度统筹规划，

全面启动河南汉字资源的多角度利用和研究。河南

现在对甲骨文的研究已有很好的基础，但还很不全

面。我们应该扩展到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一是

材料上不必限于甲骨文，与甲骨文同样具有文化研

究价值的文字资源还有很多，都需要“有人做”。为

此研究基地首先要统筹进行的一项工程是摸清家

底，即全面调查河南境内的古代文字资源，包括已经

公布和有著录的，也包括发现而尚未公布的，还要尽

量搜集隐藏在民间和各地博物馆、文化馆仓库而未

被发现的，然后撰写《河南省古代文字资源总目提

要》，介绍每一批（种）文字材料的发现过程、形制、数

量、内容、价值、收藏处、刊布和研究情况等。这一工

程是河南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非常重要。而要实

施这一工程，必须由政府组织、全省协作方可实现。

没有政府组织，很多馆藏根本看不到;没有全省协

作，任何单位都难以独立完成。

二是研究内容上不必限于文字材料的整理和数

字化，也不限于疑难字词的考释，而应该从学科属性

和文化建设的高度系统考虑。某个人、某个单位可

以偏重研究某个方向，但全省合起来在学科总体上

应该面面俱到，有宽广的基础才能形成高台。这就

需要统筹规划、分工合作。而政府的立项支持也应

该照顾到各个方面的汉字研究。首先，汉字学科的

理论研究是不可忽视的。河南产生过《说文解字》这

样包含文字学理论的巨著，影响至今。当下的河南

省要想重筑汉字文明高地，也必须在汉字理论方面

有所创新。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近年来提出

“汉字学三平面理论”，该理论从汉字的本体属性出

发，主张汉字学应该包括形体平面、结构平面和职用

平面三个维度的学术系统，从而建立三面一体的汉

字学新体系。该理论已引起学界关注，评述和引用

者众多，今后可以立足河南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其

次，汉字发展的历史应该成为汉字学研究的重要对

象，也是跟河南的文字材料和人文历史联系最紧密

的。从前汉字历史的研究多只关注形体特别是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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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汉字结构的发展近来也有人做，但汉字的主

要价值应该体现在职用上，汉字职用的发展演变研

究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只有弄清楚每个时代的

用字面貌，描写出基本字词的纵横对应关系，以及其

他用字现象，并进而揭示汉字职用的演变规律和影

响因素，汉字文明的大厦才能得以呈现。再次，是汉

字应用的研究。就是要将汉字理论、汉字发展史这

种纯学术性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现代人的文化生活

中。例如字典辞书的编撰、古籍整理、汉字规范、汉

字教学等。其中汉字教学在河南有悠久的传统，《说

文解字》《仓颉篇》《三字经》《千字文》等与汉字教学

有关的书籍都出自河南，河南应该成为全国汉字教

学的示范地区。目前的汉字教学受到“六书”的束缚

和“俗解”“戏说”的淆乱，效果并不理想，我们可以运

用“汉字学三平面理论”加以纠正和拓展。同时，组

织全省中小学师资培训，广泛开展汉字文化教育和

各种汉字文化知识竞赛，让河南人民了解甲骨文、青

铜器、许慎和《说文解字》、碑刻墓志等文字珍宝，感

受河南汉字文明的资源优势和学术传统，从而提升

河南人民的汉字文化素养和对中原文化、华夏文明

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三）致力于汉字研究的国际化，从跨文化的视

角开展汉字传播和域外汉字研究。汉字传播是汉字

传承发展的重要方面，包括向境内的非汉语民族地

区的传播，也包括向域外不同国家的传播。汉字传

播必然伴随着经济交易和文化输出，所以跟“一带一

路”的历史和现实密切相关。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

源地，也是汉字传播的起点，所以跨文化的汉字传播

研究应该成为河南汉字文明建设的特色。

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汉字传播

博物馆”。汉字在河南起源后，开始向中国境内的少

数民族和中国境外的国家传播。在这种跨文化的传

播过程中，留下了很多文献和文物，有直接传承传抄

的汉字文献文物，也有他族他国人创作的汉字文献，

还有受汉字影响而新造的类汉字及其文献。博物馆

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

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

特殊作用。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广西

壮族自治区参观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时说:“博物馆

建设不要‘千馆一面’，不要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展

出的内容要突出特色。”河南已有“大而全”的中国文

字博物馆，还可以建设一批具有“突出特色”的专题

性文字博物馆。汉字传播博物馆就是以传播为特

色、以跨文化汉字材料为收藏对象的专题博物馆。

这项工程最好能由河南省政府出面组织并给予长期

支持，因为河南是汉字的故乡，汉字是河南的骄傲。

“汉字传播博物馆”可分设“汉字故乡”“汉字之旅

——民族篇”“汉字之旅——国别篇”三个主展厅，分

别展示河南汉字起源和发展的文字材料，汉字传播

到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及现状，汉字传播到境外不

同国家的过程及现状。该馆建立后将成为对世人进

行汉字文化和爱国主义素质教育的基地，同时也将

成为汉字传播研究中心乃至国际性的文化交流中

心。

其次，要开展系列跨文化汉字研究项目。可以

跟国外学者合作，也可以聘请国外学者来做专题研

究。例如“世界汉字传播史”就是急需进行的课题，

可以分国别和区域形成系列，如“日本汉字传播史”

“西亚汉字传播史”等。这是文字性的叙述，还可以

把汉字的传播历史用实物、实景、实地、实人、实事拍

摄成电视片，既便于保存，也便于宣传。

再次，为广大的来华留学生提供体验汉字文化

和学习汉字知识的乐园。利用河南的汉字资源和汉

字研究成果，利用汉字传播博物馆的场所，利用国际

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开展汉字传播的现实体验，组织

留学生来河南参观学习，为对外汉字教学提供师资

培训，为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提供带有河南故

乡风味的汉字文化教材和教案。

总之，河南应该充分发挥汉字源头优势，努力使

河南从汉字资源大省走向汉字学术强省，把汉字文

明打造成河南文化高地的闪亮品牌。这不仅是河南

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需要，同

时还会对世界的文化交流产生积极影响。

作者简介：李运富，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

究中心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自《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2期，原文约14700字，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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