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字的反向性中蕴含着华夏文明传承密码

! 陈藩庚

摘"要!汉字是由笔画构成的语言符号!是具有形体美与灵魂美的文化生
命体"本文则着重阐述汉字的灵魂美!从剖析笔画结构中所蕴含的儒#道#法与
阴阳家等哲思!认识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含有字德的文字"指出汉字的形体美与
灵魂美#汉字在世界文字进程中反向性发展的活力美与固执美!是构成汉字强大
的传承基因!是华夏文明五千年薪火不灭的重要密码"

关键词!汉字"反向"哲思"发展"密码

汉字在形&音&义之外!还是一个有国籍的生命#生命是指具有感觉&有知性&有繁衍
能力的物体#每一个汉字都有形象被感觉!都有内涵被感知!汉字还有强盛的繁衍力!它
的族员从秦小篆时的一万多字!扩张到现在的五万六千多字*尽管都是(人工繁殖)+#所
以!从文化意义上说!汉字具备有生命*文化生命+的条件#

我们每天都在运用汉字进行信息沟通!有没有想过汉字的生命来自笔画结构' 有没
有想过笔画结构既是字形的骨肉还蕴含着字德与哲思' 有没有想过我们怎样书写才是尊
重这些精灵' 有没有想过这些精灵每天都在潜移默化着我们的灵魂' 有没有想过它们正
通过我们每一个使用者传承中华五千年的文明' 这些思考都是产生本文的背景#希望相
关的探索!可以抛砖引玉!填补汉字研究乃至国学研究的空白!并拓阔文化传承的视野#

一! 汉字的反向性结构蕴含着先人哲思的密码

汉字反向结构的对称与均衡意识!除了在匡正汉字字块&统一笔画线状与运笔顺序中
起了决定性作用外!还蕴含着祖先多种哲思的密码#

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鼎盛!百家争鸣!其中以儒&道&法和阴阳五
行学造诣最高#鲁国推崇儒学"齐地注重儒学&道学和阴阳五行学"楚地盛行道学与辞赋"
秦地与三晋聚集法家与游说之士#作为传播文化载体的汉字!其字根及主要用字多出自
这一时期#据$战国文字编%所录!!战国时期被视为正字的#+!++个古文字中!已出现今
天作为部首的所有字根及主要用字#其时的造字者!在字形的建构中!是否反映出先秦的
文化态势' 是否传递出当时文化的核心价值' 是否融入了儒&道&法和阴阳五行学的哲
思' 从小篆中!我们得到一份肯定的答案...儒&道&法和阴阳五行学在汉字中都有着深
刻的体现#这一时期的汉字是集当时文化精华的重要符号!它不但能以句&段&篇的群性
组合书写当时的文明!而且在单位字形内!也能展示出先人的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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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天下!独尊法家!以暴力焚书坑儒!废除儒&道&阴阳五行等诸家文化!并授命法
家中坚&时任丞相的李斯整治文字#但秦代法家在整治文字&推行小篆时!竟然在文字中
保留了儒&道和阴阳五行学等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不是自扇耳光!不是讽刺!而是个智慧!
是个值得探究深思的课题#

究竟小篆中蕴含着儒&道&法和阴阳诸家的哪些智慧' 融合了哪些文化价值'

"""一#汉字的反向性结构折射出儒家$道家的核心价值

儒学的核心是(中庸之道)#$论语,庸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把(中
庸)视为高尚品德#(中)是标准!是目的"(庸)是态度!是方法#$中庸%视(中)为权重!说/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进一步指
出(中)是天下事物的根本!是天道#古人认为天道不可违!人要顺应天道#而要顺应天
道!必须以(和)为天下共行的大道#在这里(和)是(庸)的延伸演绎!是达致目标的途径#
以(和)去达致目标!需要人的经营!这是人道#通过(和)这样的人道!可以致(中)!达到
(与天地参)!即与大自然融合!也就是后来儒家所说(天人合一)的圆满境界#许慎$说文
解字%中说得更明确/(中!上下通)(庸!用也)#这里的(上)指天!(下)指地!亦指人"(用)!
就是适用!可行的路径#(和)的目标宏大!不仅要与天地(和)!还要与左右(和)#(中庸)
就是找到持久适当的良方!使事物处于上下通彻&左右兼顾的稳定和谐的状态#

(天人合一)最早是庄子阐述的!庄子是道家!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
分#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这一阐述体现了(道法自然)
的核心思想#儒家后来以此发展出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天人合一)是道家与儒家共
同的核心观念#只是重心有别!道家重自然!认为要解放人性!顺应自然!必得怡然"儒家
以天道为德!认为天道是德行之本!人类道德修行要符合天道#

汉字的字形中可不可以蕴含着道家与儒家共同的核心思维(天人合一)呢' 可不可以
使字形体现道家的法于自然以达至感觉怡然呢' 可不可以在笔画之间传递儒家(上下通)
或(与天地参)的(中和)理念呢' 或是说可否找到适当的字形结构!营造上下通彻&左右兼
顾的气场呢'

这个挑战不需要我们去面对!两千年前!祖先已经找到方法!在字形中达致(天)(地)
(人)的(中和)境界#

早期以象形为主的汉字中!有各种与(天)(地)(人)相关的字形符号#$说文解字%指
出那时造字的灵感主要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也就是来自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对客观
世界观察的角度!多是正面或侧面的!因而象形字中!模拟事物的形象也多是正面或侧面#
(天)(地)(人)中有些事物在人们心目中地位至尊!向至尊者敬意要正面施礼!所以!代表
至尊者的字形当然要赋予正面的形象#但如何造字!才能既有正面形象!又能表达敬意!
还能达致(上下通)即(天人合一)的境界呢' 这需要大智大慧#古人在世代摸索中!发现
一种造字形制可以达致上述的愿景#

这个形制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反向对应的笔画结构形制!即对称性的笔画结构形制!简
称对称性结构#含有这种结构的字叫对称字!或叫全角反向字#这些字既能呈现上下通

(



汉字的反向性中蕴含着华夏文明传承密码

彻&左右兼顾的(中和)态势!还能使字形和谐&稳重与庄正#
(天)(地)(人)中哪些事物是至尊的' 先人经长期观察!认为(天)(地)中!即自然界

中!有三类至尊者!它们都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三类至尊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三类基
本要素!即/显示事物的基本位素&构成万物的基本质素&呈现万物的基本色素#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数以(九)为大!地数以(五)为大#指天的!有(九天)(九霄)(九
星)以及传说中的(九个太阳)等"指地呢!用什么代表大自然的三大要素呢' 他们创设了
三个(五)!即(五方)(五行)和(五色)!简称三(五)#三(五)是至尊者!是祖先早期对大自
然的基本认知与描述#

五方/(东西南北中)!是五个地理的基本方位!用来判断事物的位置与变动#根据风
向或日月星辰的位置!可以掌握时间与气象的变化!可以适时耕牧渔猎!还可以在出行往
返时找到定位!在迷路时走出困局#

五行/(金木水火土)!是古人认为生成万物的五种基本质素!是人们頼以生存的自然
物质#饮食与灌溉需要水!煮食与取暖需要火!制作器具需要木和金!耕牧与栖息需要土
地#人类的生存离不开(五行)#

五色/(青赤白黑黄)!指呈现万物姿彩的五种天然颜色#三千多年前!祖先就以(五色
土)来认知华夏广袤大地的土质#赤色是黏土!黄色是硝土!白色是碱土!黑色和青色是含
腐殖质的土!青土还表示能常年生长青绿植物或青山绿水之地#*(五色土)之说在$山海
经%$禹贡%$周礼%$史记%等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

古人认为三(五)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五行)中蕴含(五色)!金...青色!青铜
之色"木...黄色!木质主色"水...白色!浪花之色"火...赤色!焰舌之色"土...黑色!
沃土之色#(五色)也可以表示(五方)!青...东部沿海!青山绿水之地"赤...岭南大地!
红土之乡"黄...中原!黄土高地"白...西部!贫瘠的大漠与戈壁"黑...塞北!沃土草
原#古人用(五色土)表示中华五个方向的疆土!显示地大物博!多姿多彩#古人还用(五
行)为天上五颗较明亮的星辰取名/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因为他们观察到!金
星色白&木星色青&水星色灰&火星色赤&土星色黄#除外!他们还用(五行)对应人体的五
脏!以示相辅相生之理/肝属木!藏血以济心"心属火!热以温脾"脾属土!化生水谷精微以
充肺"肺属金!清肃下行以助肾"肾属水!精以养肝#古人这些认知!说明三(五)与人类的
生存发展紧密相关!是古人心目中权重性的要素!即至尊者#

如果三(五)是(天道)中的至尊者!那么(人道)的至尊者是谁呢'
(人道)中的至尊者就是能导引(天人合一)的圣贤与他们的伟绩#传说中的圣贤(五

帝)就是最受敬仰的至尊者#古人认为这些至尊者是顺应(天道)&受命于(天道)的!是(天
人合一)的代表#所以!他们也用(五方)(五行)和(五色)来象征(五帝)!以表达对圣贤的
敬重#如/东方青帝伏羲!木帝"南方赤帝神农!火帝"中央黄帝轩辕!土帝"西方白帝少
昊!金帝"北方黑帝颛顼!水帝#*又一说指金帝颛顼!木帝帝喾!水帝尧!火帝舜!土帝禹+

对三(五)的敬畏!对圣贤的敬重!先秦时已反映在字形创造中#从$古文字谱%"$战
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编%汇集的古字所见!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三(五)各
字#每个字都有十多种形态!都呈现出以反向对应性为主的结构#以(东西南北中)五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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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字为例!可以看到甲骨文时期!五个字都已经出现过对称形或近似对称形#*见图#+

图!"%东西南北中&部分古字及其载体示例

图#所见!这些古字!大部分正置!也有一些斜置"大部字体是对称的!小部分的部件
反向对应了但并不完全对称#其中!(西)与(中)虽然出现过一些并不对称的字!但它们主

要部件也具有反向对应性#如古(西)字中的( )形与( )形外廓部件!多是对称的#古
(中)字的字形也多是对称或近似对称!其中一些字形虽然附加了飘带式的不对称的笔画!

但主干笔画( )仍具反向字对应性#

这五个方位字的形态在先秦古陶&古币&简牍&帛书&玺印等载体中!有所变异!但多维
持着反向对应的特性#

经过先秦千多年的探索与筛选!到了秦汉时期!对三(五)各字更为重视!治字者给这
些至尊者赋予更加严谨的左右式对称性结构!使之形象更为庄重和谐#

三(五)各字在秦汉时定形为/

五方/(东西南北中)!秦小篆为( )!除了( )是部件反向字外!其他四字都

是左右对称字#( )字战国时有作对称的( )!到了汉代隶书!将( )又改回(西)#至

此!(东西南北中)五字!全部定形为对称字!而后楷书的(东西南北中)与宋&明体的(东西
南北中)等!也都维护着这种对称结构#

五行/(金木水火土)!秦小篆为( )#其中!( )为左右对称字#(水)

字商周时作( )!象征流动形态!是对角式对称字"战国时币文有作( )!是左右对称字"秦

小篆作( )!承继了流动形态!也是对角式对称字"到隶书时作(水)!近似左右对称字*亚

对称字+#( )字在先秦时有对称的(金)或( )!汉隶还原作对称的(金)!宋&明体也定格

为(金)#这些字在发展中虽然外形有所变化!但反向对应性不变#

五色/(青赤黄白黑)五个字早在商代都已是对称字!秦小篆作( )#

还有对人主的指称/ *王+& *主+& *帝+& *皇+四字在商周时也已是对称字#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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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指称人主的(君)字!周时有写成( )( )等对称形字!秦小篆改为王者侧坐的象形字
( )!篆以后的各字形都定为(君)!是部件式反向字#

把指称上述众多至尊者的字形设计为对称性的!绝对不是巧合!而是先人深思熟虑后
的成果#以对称性的端庄!表现出敬畏与尊重"以对称性的平衡!展现了稳重与对结构美
的追求"以对称性的上下通彻!左右兼顾!体现出(中和)的取态#这种对称不是折中!不是
和稀泥!也并非平庸&死板!而是向中看齐!向中靠拢!向中调适!不偏不倚!使两个左右极
端呈现对称性#只有对称才能显示正面形象"只有正面展现!才能表现端庄"只有端庄!才
能蕴含敬意"也只有对称!才能平衡"只有平衡!才能稳定"只有稳定!才能和谐#在小篆
中!我们看到先人以精心设计的对称性!来建构(天道)中的三(五)字形"以致诚的(人道)!
表现(天人合一)!达致(中庸之道)所追求的境界#

除了三(五)字形与人主字形外!还有许多大自然元素及人类基本活动也多用对称字
或亚对称字来表达!我们从中也可以进一步感受到(中和)的境界#如/

与大自然有关的!如天体/对称的 *天+& *日+& *星+& *雨+& *雷+等!亚对称的
*云+#地理/对称的 *山+& *丘+& *岗+& *嵩+& *岳+& *谷+& *穴+& *川+&

*泉+等#生物/对称的 *草+& *木+& *竹+& *果+& *卉+& *牛+& *羊+等#物态/

对称的 *大+& *小+& *高+等!亚对称的 *平+& *宽+#

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人造环境/对称的有 *田+& *井+& *宫+& *室+&舍*舍+&

*台+& *门+& *窗+等#农耕产品/对称的有 *米+& *豆+& *粟+& *茶+& *苗+等!

亚对称的 *禾+#人造器物/对称的有 *车+& *鼎+&杯*杯+& *盅+& *缶+& *丝+&

*矢+等#人类动态/对称的有 *行+& *立+& *坐+& *来+& *去+& *言+& *喜+&

*乐+等!亚对称的 *哭+& *笑+等#

手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八+& *十+#(七)!秦之

前多作对称的( )字形!后为了避免与(十)字撞字!改()划为弯!成了( )#还有( )
*九+!因古音同(勾)!仿勾为形!未作对称字形#

这些字都与生活息息相关!除了上述对称字与亚对称字外!还有数量更多的部件反向
字#以$说文解字%录字统计!在$*(*字小篆中!全角对称字就有$')个!虽然只占总数约

#"4#但其中###个作为字根!既可以成为部首又可以成为从件!与它们相关的字!不管
是全角反向字还是部件形反向字!都成为含有对称结构的字!字数多达)!)!个!占总字
数))%)(4#就是以现代简化字的几个常用工具书统计!反向字也都高达总字数)(4以
上#统计表明对称性结构形制在汉字中占有主导地位!也说明(中庸之道)在汉字(书同
文)工程中的重要影响力#

反向对应字形结构是充满智能的汉字形制#有了这种形制!书写者在书写时会以(中
正)意识自律!不管字形中有无中轴笔画!都会努力使字形的左右或上下相应的笔画表现
出(中和)的字德#对称性结构中所传递的中正&平衡的意蕴!方正性的字块中所展示的中
和&稳重的字态!二者互相呼应!形成一方安宁祥和的气场#如把对称的左右视为兄弟!那
么就是兄弟互敬"如视为夫妻!那么就是夫妻对拜#如把对称的上下视为父子!那么就是

!!



语言与文化论坛"!"#$%!*总第#&辑+

父行子随#这些是人们可以从对称字中感受到的字德#字德可以陶冶人德!可以折射人
德#以(中正)(中和)的心态书写文字!可以修心悟性#与这些对称字相处日久!书写者与
阅读者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中庸之道)的熏陶!感受到(和谐)的愉悦!心理的修养会潜移
默化#以三(五)对称性字为例!有心者或智者还可以从中悟出(中庸之道)等更高的哲理!

如/对天下而言!要敬畏自然!维护尊者"对治国而言!要树立中央意识!以中央为依归"对
生活而言!不能偏激也不能偏弱!不能偏取也不能偏废!适可而止"待人处事!要和谐共生!

一视同仁!强能扶弱!弱亦尊严--对称性意境留下很大的领悟空间!这是世界上其他字
形所没有的气场#

除了字形的反向对称性折射出汉字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内涵外!还有字块的正
形化!也有这一效应#汉字正字的形范!成就了汉字端庄&平稳&安宁&持重的主体形象!也
蕴含着是不偏不倚&中正平和的字德#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中庸之道)所推崇的(圣人
不动情)&注重内心&不发生喜怒哀乐偏激情绪是一致的"与道家的清静释然&(万物与我为
一)的追求也是和合的#

秦统一天下!焚书坑儒!企图摧毁儒家&道家&阴阳家的人德!但却在小篆中保留了(天
人合一)(中庸之道)的字德!甚至通过反向对应形制!使这种字德更加系统&更加规范&更
加完善#东汉时!儒家董仲舒推行(独尊儒术!抑黜百家)!排挤打压道家!但也藉道家(天
人合一)观念发展出儒家的思想体系#历史往往惊人相似!说明了历代的改革者在文化继
承上对政敌的精华观念都具有慧眼!都能巧妙地予以汲取!甚至发扬光大#

秦以后的隶&楷&魏&宋等字体!仍然恪守着这种字德!都使反向对应性成为汉字的主
体特征#自秦以降!反向性对应形制能够经受两千多年历史风浪的冲击!坚固不溃!是因
为它具有科学性与哲学性的活力#这种活力!使汉字成为有形体&有灵魂的文字生命#

汉字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表现植物的基本字根多是对称性或近似对称性
*亚对称性+的!是以正面形态的象形字为主的!如对称性的 *木+& *艹+& *竹+&

*米+& *果+& *茶+& *苗+等!亚对称性的 *禾+& *黍+等#但表现动物的基本字根!

除了 *牛+& *羊+外!多是不对称的!是侧面形态的象形字!如/ *人+& *虫+& *鸟+&

*犭&犬+& *马+& *虎+& *豸+& *鹿+& *鱼+& *象+& *龙+& *鼠+& *龟+等#先

人这种设计!不等于轻视动物#因为植物是静态的!赋予对称性与正面形态可以展示它们
扎根于土壤的稳固生态#而动物是动态的!用侧面可以显示动感的足&爪&角&鳍&角&翼等

肢体!能展示其栩栩如生的活泼性#至于 *牛+& *羊+是正面形态!因为古时祭祀多以

牛首&羊首为主祭品!所以取正面首部为敬#这些形象的建构!说明造字者找到了最适当
的方法来表现大自然的生物!完全符合(中庸之道)之(庸!用也)的内涵!体现善(庸)*善
用+的高深智慧#

"""二#汉字的均衡形态蕴含着阴阳学$易经的哲思

均衡性是汉字另一特征!也是反向对应结构形制所产生的!是小篆及而后所有字体所
共有的#$论语%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还说(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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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指均匀&公平&势均力敌"衡!指权衡&掂量&比较#
均衡概念源自阴阳学#阴阳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范畴!它的历史比儒&道&法还

要早一千多年!对儒&道&法都有影响!更成为道学的理论支柱之一#四千多年前的夏朝
$连山%*亦称$连山易%+中已有(阴爻)和(阳爻)之说#$易经%中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亦指(阴)和(阳)#古代哲学家认为宇宙间万物万象内
部都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属性!他们借用阴&阳代表相互对立又相互作用的两方!并把万物
万象分为阴与阳两大类#周文王的$周易%在演绎$易经%时!就是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论
证和描述其中的运行规律#阴阳学说重视阴阳均衡!认为宇宙是阴阳二气相辅而成!阴阳
二气掌管万物"还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是宇宙的基本规律#阴阳
只有统一起来!才能推动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这样阴阳才能长期共存#阴盛阳衰!或阴衰
阳盛!都不吉利!只有阴阳均衡才能维生旺命#这是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思维#正如$周
易,系辞%所言/(阴阳合德!则刚柔有体#)这种阴阳对应的均衡法则!对许多领域都产生
影响#如/在居家上!讲究阴阳平衡的环境风水!以利家兴业"在政治上!阴阳平衡体现为
刚柔并济的治理之道"在建构上!寻求阴阳平衡的意识更进一步发展成追求结构上对称平
衡的美学观念"在医道上!认为体内阴阳调和!才能维持健康#$素问%有(德旋周普!五化
均衡)!讲的就是体内阴阳互补互济!互相平衡#

既然万物万象内部都存在着对立的阴阳两种属性!都需要均衡性#那么文字是否也
是这样' 汉字虽然是人造的!但也是一个有形有魂之物!它有阴阳吗' 如果有!是怎么体
现的' 是怎样界分的'

阴阳的最初含义很朴素!表示阳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到气候&时
令&方位&性别&动态等!泛指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两方#如/昼为阳!夜为阴"暖为阳!
寒为阴"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外为阳!内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动为阳!静为
阴"白为阳!黑为阴等#依照阴阳这种延伸的定义!我们不难划分出汉字字形的阴阳两界#
借用(田)字格套字!每个字形都可以分成左右两区!左为阳!右为阴#不论是独体字还是
合体字!不论是左右结构还是左中右结构!不论是上下结构还是上中下结构!不论是全包
围结构还是半包围结构!都可以作左阳右阴划分!使界限立明#

阴阳分出来了!均衡性又体现在哪里'
在全角对称字中!左右笔画是反向对应的!圴衡性是容易感受到的!如(田)(串)(柰)

(吕)(晶)(鼎)(燕)等字!不管字形有没有中轴笔画!左右的均衡感都十分明显#但在非全
角对称字中!左右笔画并不一定反向对应!如(勾)(女)(匠)(海)(征)(疤)(边)(虎)等字!
它们有均衡性吗'

在汉字中!均衡与对称是两个概念!均衡与字形对称性所具有的平衡并不相同#字形
对称性平衡是指形的平衡!是字形中对立双方的笔画结构具有反向对应性!具体说就是反
向双方的对应笔画具有等长&等高&等斜&等角等特征#而均衡是指势的平衡!是对立双方
具有对等或近似的气势!具体说就是双方的分量&阵容&气场具有同等或接近的态势#对
称性是形状展示!是画面!是显性的特征!可以直观看到的"而均衡性是因字制宜的过程!
是隐性的特征!要借助(田)字格作审视才容易感受到#均衡需要因字制宜!这个过程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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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中(均!调也)和(衡!平也)的原则#只有通过调适部件的形态!才能使字形左
右两方达到势的平衡!也就是阴阳均衡#

例如(槽)与( )两字!两字的左右都有部件(木)与(曹)#(槽)字左窄右宽!但给人
均衡感"(木曹)字虽然左右同宽!但有失衡的感觉#这是因为在( )字中!左边笔画少!
右边笔画多!左轻右重#而在(槽)字中!笔画多的部件(曹)!有一小部分越过中界!加强了
部件(木)的位势!使笔画少的左侧分量与阵容都得以增强#经过这样因字制宜的调整!使
整体字形有了阴阳均衡性#

左右结构的字!如果两边笔画数量悬殊较大!都需要这种调配!以使左右趋近均衡!具
稳定感!有视觉美!不会令人感到重力歪偏#

对称与均衡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共融于一体#前面提到的
全角性的对称字就是二者的共同体#在这类字中!均衡中含有对称!对称中兼有均衡#不
过!这种对称字只占总字数#"4左右!近$"4的汉字不是对称字!后者中有的字虽然某个
部件具有对称性!但并未令整个字呈现对称性#还有些字所有部件都没有对称性#这些
字中!对称与均衡也不同体!而是各司其位#这种态势说明!全角对称字的字形含有均衡
性!但均衡的字形中不一定都含有对称性#对称性是全角对称字与部件对称字的特征!即
占)(4以上的主体字形的特征#而均衡性则是全体汉字所共有的特征#均衡性弥补了
对称性的不足!使左右两边笔画不对称的字形也能表现出和谐的态势!令字形的正形性更
为稳定庄重#

均衡的稳定感是人类在大自然中长期观察中形成的审美观念#符合这种审美的造型
艺术才能产生美感!令人愉悦!否则!看起来就不顺眼#

今天被广泛应用在构图&建筑&经济&医道中的均衡观念!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已经
被先哲们所重视!到了秦国更是被娴熟地运用在整治文字中#

阴阳学&道学的(均衡观)!与儒学的(中庸之道)以及他们所共有的(天人合一)的观
念!成为汉字的生态环境#确保这种生态的常规化!是秦统一中国后法家的治字措施#由
法家强势推行的小篆中!竟然蕴含着他们视如寇仇的儒家&道家与阴阳家追求的境界#这
不是一种讽刺!而是一种智慧的融合#因为秦兼并六国之前!文字已有千多历史!商朝的
金文&石鼓文!西周太史籀整理的大篆等!已经为文字的笔画结构打下一定的基础#那时
百家著述!留下$易经%$周易%$诗经%$论语%$九歌%$吕氏春秋%等众多经典#其文字出自
各家之手!字形有正形的也有不规则形的!有对称的也有不对称的!有均衡的也有不均衡
的!各有风格!并不统一#秦国治字!不是灭他国之字再创新字!而是清理字形乱象!简化&
优化&规范之前的文字#以秦字为主!吸收他国文字之长!删减异体字!推出字形正形化&
笔顺规范化的小篆#通过小篆!以均衡性为全体结构!以对称性为主体结构!统一字形风
格!达致(书同文)的法治效果#这一改革!客观上承继了(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与(均衡
观)为汉字灵魂的观念#这一种融汇性的智慧!表达了法家也注视实际效应&取他家之优
为己所用的政策取向#

秦之后!随着时代的演变&字形的发展!汉字中对称性的权重因一些字形的简化而有
所削弱!对称字的数量有所减少!但均衡性的权重却未受丝毫影响!所有正字的字体都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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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均衡法则#均衡性不但规限旧字!而且制约以后的所有新字#

"""三#汉字的反向性展示出强势法治的密码

先秦古字繁杂!不但字类多&字形多!而且异体字也多#西周周宣王曾推出大篆!但未
能统一文字!到春秋战国时期!周室权崩!诸侯割据!各行己政!各有字款!不统于王!使繁
杂的字局更加混乱#秦统一中国!以法家为中坚!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进行一系列强势
改革!包括对文字的整治#大刀阔斧删除异体字!为官定文字小篆的书写立范!严格规定了
字形的块状&笔画线状与运笔顺序#一系列严厉的整治措施!都折射出法家的施政魄力#

#5从秦人精简文字中看反向对应形制在治字中的重要地位
先秦时异体字众多!据$战国文字编%收录!战国时被列为正字的古文字有#+!++个!

分属(&#+字目!平均每个字目有*种以上异体字$#其中*(&"个字目都有#"种以上的
异体字!有的多达数十种#而根据$古文字谱%所录的先秦异体字!现象为更严重!如(皇)
(七)有!"多种异体字%"半)(平)有'"多种&"(子)(尊)有&"多种'"(寿)(阳)更超过#""
种(#这种现象给各国之间文字的辨认与交流带来诸多不便#

秦灭六国后!取消了六国大量的异体字与生僻字#东汉$说文解字%收集小篆$*(*
字!绝大部分源自秦代!其字数与已知的战国时期#+!++个不同字形的古文字相比!精简
了近$"""字!成果卓然#这一措施!加快了以秦字形为主的汉字的流通使用!也提高了
国人对新法&新律文本的认知!有利于以法治理统一后的国家#同时!还可以削弱六国的
文化痕迹!淡化了六国的情结#

通过$说文解字%与$战国文字编%$古文字谱%的文字对照!可以发现被秦国精简的近

$"""字中!除了笔画较复杂的字外!多是外形不规则的字#保留下来的!除了笔画较简
外!多是形块较庄正或含有反向对应性部件的字#这些字经过进一步规范!更加突出字形
的反向对应性#对字形的这种取舍与改良!说明规范化与反向对应形制在秦人治字中的
重要地位!是治字成功的法宝之一#

!5字块正形化传递出令行禁止!天下守规的管治威严
先秦的字形除了部分大篆具正形性外!其他字体多是不规则形状#秦实行(书同文)

时!在大篆的基础上!简化笔画!改良形块与运笔方法!发展出标准字小篆#小篆字块呈正
长圆形!即水平端正的长圆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字块形状的追求!它在当时无疑是一项
令行禁止的条律!是结束战国末期文字形态各自为政的措施#正形的字块都受到一方无
形边界的限制!字形内所有的笔画的末端都不能越出无形的边界#正形的边界犹如一座
城池!字形笔画则如城内的街道!受制于城墙城门!不能延伸到城外#今天!书写的初学者
被要求在(田)字格内习字!不容出格!这与秦代对字形正形化匡约的影响不无关系#

字块正形化!除了追求字块统一方正外!还宣示了在国家在管治上卫戍四方&约束行
为&不容踰越雷池半步的法规意识#对字形的规管!是对文字用户的规管#文字用户都是
有识之士!都是容易影响社会的人士#他们对字块形状的恪守!对字规的遵从!无形中会
产生对立范的政权臣伏的意识#这种意识发酵后!可以加快秦王朝对社会规管控制的步
伐!这是字块正形化的延伸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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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块正形化对后来字形的发展影响深远!隶&楷&宋&明体等字形虽然不再呈长圆形!
隶书为扁方形!楷书及其后的各字体都追求正方形!匡约字形的几何形状虽然不同!但都
是受正形化的约束!都呈现水平端正的形态#不论是竖排还是横排!都给人庄重&齐整&和
谐的美感#每一个正形化的字块都像扎稳阵脚&沉着持重的金刚!这是其他民族文字所没
有的气势#当千百个同级的方正文字!成行&成段&成篇排列组合时!犹如训练有素&身高
统一&实力雄厚的军团方阵#如果没有统一的正形字块!那么!字群排列时!就会高矮参
差&宽窄不匀&粗细混编&行列凹凸!杂乱的阵容似若组织涣散的乌合之众#

*5笔画结构的对称性显示出以中央为尊的集权意识
小篆是以反向字为主的字群!反向字共占小篆总字数+)4以上!不论是全角反向字

还是非全角反向字!每个字至少含有一个对称性的部件#在对称性部件中!不论有无对称
轴!部件左右两边的笔画都是对称的!也就是都以中间有形或无形的中轴为对称标杆#对
称性的笔画从美学角度看是一种形体结构美!如从政治角度看则有更深的含意!它与环卫
中央&向中央看齐&以中央为准的政情相吻合!是秦朝以中央唯尊意识在字形上的一种
体现#

小篆作为官方文字只流行了五十多年!到了汉代不久!就被笔画更简单&更易书写的
隶书所取代#小篆后来只作为书法艺术而存世#尽管如此!笔画结构的反向对应形制与
规范化意识仍然主导着汉字的发展#除了行&草二书外!后来所有的正字字体!笔画结构
基本没变!中央唯尊的意识没变!改变的只是运笔风格与笔线艺术不同而已#西汉延续了
这种意识!还把文字规范化列入国法!吏民上书写错字要判罚#这一严厉措施进一步确保
了汉字的形制&强化了规范化意识!影响深远#

除对称性部件外!小篆每一笔的书写规则也蕴含这种意识#小篆运笔要求中间落笔
然后两边展开#也就是先中间!后左右#中间落笔...体现了中轴主导的思维!方便营造
显性的中轴笔画!或产生隐性的中轴意识"两边展开...可以把握左右的反向对应!尤其
是进行对称性的建构#这种运笔规则!除了方便表现反向对应性结构外!客观上也宣示了
中央主导&周边拱照&左右互相制衡等中央权威#

'5运笔规范化透析出施政有序!律法严明的治国方略
小篆要求(中间落笔&两边展开)的书写法则!除了具有容易表达反向对应的功能外!

还使笔画线状统一!呈现线性之美!为文字运笔规范化开了先河#秦国重视运笔顺序与线
状匀称的意识!影响了后来各字体的书写#小篆后!各字体虽然不再采用(中间落笔&两边
展开)的书写方法!而采用先横后竖*如(干)+&先撇后捺*如(八)+&从小到大*如(主)+&从
左到右*如(林)+&先进后关*如(田)+&先中间后两边*如(水)+&从外到内*如(回)+等书写
顺序!但重视运笔规范化的意识成为固有的取态#不同字体的运笔各有风格!但都以上述
顺序为规范!并注重起笔&收笔与边角笔触的形态美#如/隶书起笔如蚕头!收笔似雁尾!
右端及下端笔锋外露"楷书笔画平直!规矩整齐!折画与钩画的折处行笔先顿再折"魏碑笔
力雄劲!棱角分明&点画峻厚!有斩钉截铁之气势"颜体方正雄浑!笔画横轻竖重!笔力圆
厚!气势庄严"宋体与明体尊正端庄!点&撇&捺&钩笔画都呈现尖端棱角!横画笔端与钩画
转角都有装饰角#各字体严谨的书写态度!都有着秦国对文字严格要求的遗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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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汉字字形中的正形意识&对称意识&中央意识!都与秦国法治的理念与措施
相呼应#以反向对应形制为主导!推行字形规范化!体现了以法治字&以法治文的理念!传
递出在法规面前一视同仁&任何人都要绝对臣服的信息#这是以法治国&以法治世政治方
略在文化领域的投影!折射出秦国统一四方的气概#如果没有这一书写运笔规范化的法
则!秦国难以实现(书同文)的宏图#(书同文)与(车同道)(度量衡的统一)等措施!互相支
持!增强了社会对国家统一的认同#这些意识!也融进了汉字的字德!两千多年来成为每
个汉字的基因!也成了书写者自律的潜规则#

二! 反向性是汉语传承不息的重要密码

"""一#汉字是世界五大古文明中仅存的硕果

世界文字历史源远流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南欧多瑙河谷罗马尼亚的6787.-29及
周边多个村落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泥板&陶人等文物!上面压写的古文字!把人类文字史推
前了一千多年!使长期以来四大古文明的说法!要重新洗牌#以年代久远排序!新的四大
古文明是多瑙河古文明&两河古文明&尼罗河古文明和印度河古文明#如果计入黄河古文
明!则是五大古文明!或叫五大流域古文明#之所以不称为五大文明古国!是因为那时多
瑙河流域还没有国家与等级制度#发掘出来密集的遗址显示!那时已经有了近似城市的
群居社会!有矿址!也有了工艺制作坊"出土的数以千计泥板与陶件上的刻画!显示男女平
等!更重要的是有了文字符号#)

图""刻着类似英文符号
的多瑙河谷陶人

五大古文明中!黄河古文明虽然出现较迟!但却是硕果
仅存的一员#黄河古文明中最令人骄傲的汉字!是世界文字
中流传最久的语言符号#

汉字为什么源远流长' 它传承不息的生态与它的反向
性是否有着内在联系' 要探索这一空间!首先要简明梳理五
大古文明的文字发展/

)"""多年前!多瑙河河谷的文字已经从绘图记事&象形
文字!进入表意&表音的象形字符与抽象字符混用的阶段!有

)""多个字符!是世界已知最早的文明#字符的线段大多结
构简单!有的类似今天的:&;&0&<&=&>&?等字母!有
的像楔形符号*见图!+#*

图#"苏美尔楔形文字泥板

&"""多年前!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之间的流域+的苏美尔文字!已走过象形字符与抽象字符
混用的阶段##"""年后!其文字更进入象形文字逐渐消
失&向着类似字母的楔形符号...古巴比伦文字演化*见
图*+#当时的文字可以用以记述史事&法律&贸易&医学&
文学&碑文&祷辞及数学列表等大量高度文明的信息!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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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演算一元二次方程#那时!黄河流域正处于文明萌芽期!先人用结绳记事#

("""多年前!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字!也进入象形字符与抽象字符混用的阶段#
文字书写从圣刻体*或称圣书体+到僧书体*或称僧侣体+!再到世俗体#由庄重书写向草
写方向演变!而后又发展出一套音节系统!出现了字母的萌芽#同一时间!印度河流域也
出现了图画与形符&意符&音符混用的印章文字!也向着类似字母的表音文字发展#那时!
黄河流域进入了夏代!处于文字史初期!有了绘图记事!开始出现表形&表意的象形字符!
先人可以在龟甲或牛骨上以数十个字刻记单一事件#再过#"""多年!出现了篆书!文字
开始向系统化与规范化发展#这时!拉丁美洲的玛雅文字也开始形成#

图$"埃及象形文字与僧侣文

图%"图画与形符$意符$音符混用
的古印度印章

多瑙河古文字流行了#(""多年后!随着移民潮的
到来!在南欧与西亚字符的冲击下!逐渐被淘汰+,-"两河
流域的楔形字符风行了#"""多年!后来被更为简约&
更为字母化的阿拉亚美文字所取代"埃及古文字流行
了**""多年!最后败在闪米特人更简易的科普特体
*古希腊字母+之下"古印度的印章文字也存在了#!""
多年!在类似字母的表音文字阶段突然消失了!有学者
认为消失的原因与雅利安人的迁入及印欧语的传播有

关!但有待进一步考古#在汉字之后兴起的玛雅文字
流行了#(""年也退出舞台#只有黄河流域的汉字及
其文明一枝独秀!穿越("""多年时空!今天依然健存!
充满活力!今后仍将传承不息#

"""二#反向性发展造就了汉字不可替代的丰富性

世界文字发展的主流是从形的书写向意的书写&再向声符的书写方向发展#如作细分!

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绘图记事.以表形为主的象形文字.表形与表意混合的象形文
字.形音义混合的表意文字.表意文字与表音的抽象符号混合的文字.抽象声符*字母+#

文字书写的这种流向符合语言活动的发展规律#语言活动有两个台阶/一是话语活
动!二是书写活动#话语活动是第一台阶!先有话语活动!然后才有书写活动#话语活动
产生了记录思想情绪&记录事物等会话交流的需要#于是!便有了绘图记事!进而衍生出
字符#话语活动产生无形的声符!书写活动则产生有形的字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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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书写活动从声符表达的需求出发&最后到达字母阶段的过程!是世界文字发展
的主流呢' 这是因为话语活动是若干个基音与声调组合的表达活动!字母阶段的书写活
动是用少量的&可以书写的&有形的声符来表达无形的基音!以取代曾经用过的&繁杂的意
符#当书写活动与话语活动都能用若干个基本音符来表述时!二者自然合拍!为世界大多
数民族所接受!并成为文字发展的主流模式#

全世界的文字都经历了前期的四个阶段!但进入了形音义混合的表意阶段时!汉字与
西方文字分道扬镳!逆向发展#

西方文字在表意文字阶段后!都往抽象的声符字母方向发展!有的文字*如美索不达
米亚文字+甚至滑过表意文字与表音抽象符号的混合阶段!直接由表意文字跳到抽象的字
母#多瑙河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等诸多古文字的消失!都是把舞台让
给新兴的或外来的更简单&更易写&更抽象的声符字母#这一进程符合了上述语言活动的
规律与需求#

汉字在前期的四个阶段中!从大篆到小篆!再到隶书!字形从繁到简!笔画从难到易!
字数从多到少!也是朝着减少字符与易于书写的世界主流方向发展#如/改圆转笔画变
为直线笔画!字符从战国时的#+!++个大篆骤减到秦汉的$*(*个小篆*据$战国文字编%
与$说文解字%字数比较统计+#但在秦汉以后!汉字停留在表意阶段!再也没有跟随世界
文字的潮流前行!而后更是背道而驰...当其他古文明的文字都淡出表意的江湖!朝着抽
象字母的山顶进发时!汉字却固守山下表意的营垒!而且大张旗鼓&增兵扩军&拓展地盘#

当其他文字的笔画越来越简单*如英文字母简至不超过四画+时!汉字却以多笔画文
字为主力*最多达三十一画+#尽管!"世纪也简化了数以千计文字的笔画!但仍保留了五
万多个笔画超过四画划的文字#

这种生态!使汉字偏离以声符字母书写的主流方向越来越远#
当其他文明的文字数量越来越少&少至只有二十多个声符字母时!汉字却反向发展!

不断壮大以意符为主的字群#其数量膨胀之快从以下统计可以见到/公元一世纪时东汉
有文字$*(*字*据许慎$说文解字%收录+!到了公元六世纪的南北朝有!!("$字*据南
朝,梁,顾野王$玉篇%收录+"公元十四世纪的明朝永乐年间!增至**#)$字*据明,梅
膺祚$字汇%收录+"公元十七世纪的清朝康熙年间!再增至'++')字*据清$康熙字典%收
录+"到了!#世纪!更多达(&#""多字*据$汉语大字典%#$$!年版收录+#

统计可见!从东汉到清朝约#$""年间!汉字增加了*$(""多字!平均每百年增!"""
多字#其中以明朝永乐年间至清朝康熙年间最甚!仅三百年间就暴增了#("""多字!平
均每百年增("""多字*见表#+#文字数量如此膨胀!是世界文字中绝无仅有的#

表!"古今主要工具书收录汉字数量比较表

工具书名称 编者2出版年代 字体及字数

$说文解字% *东汉+许慎 仅录小篆#"(#&字*异体字##&*字!实为$*(*字+
$字林%*已佚+ *西晋+吕忱 仅录小篆#!+!'字
$玉篇% *南朝,梁+顾野王 仅录楷书!!("$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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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具书名称 编者2出版年代 字体及字数

$字汇% *明+梅膺祚 仅录宋体**#)$字
$康熙字典% *清+张玉书&陈廷敬 宋体(#)'!字*重复与错置!+$!字!实为'++')

字+!另录小篆#"!$*字
$中文大辞典% #$&+年版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宋体'$$"(字*部分含甲骨文&金文&小篆&隶&楷&
草书等比较+

$辞源% #$)$年版*商务印书馆+ 宋体#!+$"字
$汉语大字典% #$$!年版*湖北&四川辞书出

版社联合出版+
宋体(&#""多个#含部分小篆&隶&行&草&宋体比
较#其中小篆$+""多字#

$辞海% #$$$年版*中华书局+ 宋体#$'+(字
$战国文字编% !""#年版*福建人民出版社!

汤余惠主编+
宋体字&$#(个!相关古文字字形!""('个#

$新华大字典% !""'年版*商务印书馆+ #"#""字#含小篆&隶&行&草&宋体比较#
$新华字典% !"##年版*商务印书馆+ 宋体##!""字

""表意文字在汉字与西方文字之间命运的反差!是因为西方的表意文字大多与声符分
开!表意文字加声符才能满足语言表达的需求#当表意文字无法适应语音语法变化的活
泼性时!而抽象声符字母的拼写又可以表达语言的需求!文字当然就朝着字母方向发展!

表意文字自然被剥离&被淘汰#而汉字的表意文字是集形音义于一体!无须另加声符!即
可表达语言#而且!汉字语音与语法的需求不如西方文字活泼!如不需要前置词!不需要
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等#汉字语音与语法的基本需求在表意阶段已经得到满足!所以
不需要再朝字母化方向发展#

除此之外!汉字在表意阶段停滞不前!还因为字形的正形化&结构的均衡化在小篆阶
段已经成形"笔顺的规范化&笔画的直线化在隶书阶段也已基本定性#表意字形的结构形
制更加成熟!不再需要进一步质化发展的空间#隶书之后的!"""多年间!尽管增生了数
万新字!尽管出现了楷&魏&颜&宋&明体及现代大量的美术字与电脑字体!但它们都遵从之
前的结构形制!不同的只是笔画风格#这一态势也使汉字的持续发展失去动力#汉字的
生态!使世界文字形成了表意的形符与表音的声符两大模式#西方文字都以抽象的声符
承载语言的需求!而汉字则孤军固守!继续以形音义混合的表意字符承载语言的表达#

汉字的个体字符绝大多数都有字义!甚至有表词功能#西方的个体字母则没有字义&

更没有表词功能!只能以声符的拼写呈现词意#在这一点上!汉字比西方的字母拥有绝对
的优越性#但在不断出现的新概念&新事物&新需求面前!汉字就处于劣势#西方文字仅
仅应用已有的数十个字母的组合*有的少至!&个!如英文字母+!就能轻易生成各种新词
汇#而汉字则显得无力招架!原有的个体字符无法表达新的概念时!只有造出新字符!才
能满足新的需求#如化学周期表传入中国时!许多元素都要靠造出新字来表达#(氦)
(氩)(镅)(锕)(碲)(砹)等新字!就是这样出现的#还有!为了满足词语细分的新需求!汉
字也要增加字数#如第三者称谓的细分!英语是(@-)(A@-)(9.)!汉字则细分出(他)(她)
(它)!繁体字中还有(牠)*用于动物+与(祂)*用于神祇+#西语的细分以@&9&.&A组配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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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都是运用已有的字母!并没有增加新字母!但汉语却要造出新字#这也是汉字数量越
来越膨胀的原因之一#

所以!明朝之后!当西方文化东进渐强时!当社会急剧发展时!汉语新字就井喷式地暴
增#虽然二十世纪汉字曾有过数次简化笔画的工程!但并没有废除被简化的繁体字!而是
简繁共存!结果!推行简化字后!汉字数量不减反增#汉字这种反向的发展还在继续!只要
有新概念&新事物&新需求!字数还会持续增加#

汉字的反向发展!带来了字库不断膨胀的烦恼#二十世纪!语言专家曾尝试改变这种
大步倒退的生态!企图以注音或拼音取代汉字!但都无功而返#最后!注音或拼音只能作
为汉字的读音标识!辅助汉语初学者的学习!并不适合出现在日常书写中#

汉字的反向发展!字数量的不断增长!使学习汉字更为艰难!需要调动更多的记忆#
这种畸形生态!是一种固执#但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发展却造就了汉字的丰富性!反而衍
生出一种优势!强化了汉字的不可替代性!成了汉字传承不息的密码与华夏文明的基因#
所以!从传承意义上说!这种(不合时宜)的较劲!反而成为一种美...文字生命的固执
之美#

另外!为了管理数以万计的汉字!先人在造字早期时!就梳理出一些代表性的文字!作
为字根!进而发展成部首!并把所有的文字归辖于相关的部首#部首的运用!令繁杂的文
字变得身份明确!归属有处!提高了汉字的系统性#使汉字虽然字数众多!但阵容不乱!检
索方便#这些也优化了汉字族群的质量!进一步增强了汉字的不可替代性!使汉字的反向
发展!仍有生命的坚韧性!仍有在世界文明中继续存在的空间#

"""三#反向对应形制造就了汉字顽强的生命力

除了字汇丰富性不可替代外!汉字的反向对应形制!也是汉字传承基因的组成部分#
反向对应形制使汉字形体具有方正美&均衡美&稳重美与主体的对称美!还使笔画结构能
蕴涵儒&道&法&阴阳学等智慧美#这些也是世界其他字母所无法承担的#这些美强化了
汉字的个性!使它的华夏文明传承力更加倔强#

虽然汉字的书写不如字母那样轻巧&简便&流畅!但汉字所具有的内涵质量是字母望
尘莫及的#特别要指出的是!汉字强大的表意字汇!主力来自反向字形#没有这些字形!
汉字就没有这么丰富的表达功能!就没有这么顽强的不可替代性#如果说汉字庞大而丰
厚的字汇是繁茂的绿叶!那么字形的反向对应形制!则是汉字粗壮的树根与坚韧的树干#
反向对应形制使汉字展示出不可拒绝的魅力!具有扺御外来文字侵蚀的反制力!能牢固地
扎根在自己的土地上!成长为五千年长青不衰的丛林!自成气候!撑起一片蓝天#汉字的
土地也曾被他族入主!也曾受到入侵文化的冲击!但汉字没有被外来文化所淘汰!没有在
曾经的亡国中灭绝!反而被非汉族的统治者所青睐!使其气场阵容更加壮大#深究其因!
正是由于具有上述的不可替代性与执着性#

综上所述!反向性所成就的汉字形态美&灵魂美与活力美&执着美!铸成了汉字不可替
代性与顽强的生命力!支持着汉字生命的基本结构和性能#

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支持并传承生命现象中基本结构和性能的主要物质!是基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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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因子+#基因是具有遗传效应的分子结构!它的外部是一对互相缠绕的螺形骨架式
的磷基!内部是成对的&水平相系的硷基#磷基与硷基之间纵向与横向的有机结合!组成
生命的基因#汉字也有类似的特性!形体美与灵魂美犹如一对螺形骨架的(磷基)!互相依
托"而活力美与执着美则是内部成对的&水平相系的(硷基)!相互维护#汉字这种(磷基)
与(硷基)的有机结合!相互缠绕!相辅相成!共同建构着汉字的体肤&骨骼&品格与性能!支
持着汉字家族的繁殖#它们是人工培育的汉字基因!这些基因还衍生成华夏文明五千年
薪火不熄的重要密码#

"""四#汉字的持续发展需要维护反向对应性与规范性

在谈及汉字的发展时!需要指出一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展开的汉字简化工程!不是
一个全面类推与全面规范化的工程!其法则只适用于后来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

+#"(字!只满足于现代语言生活常用字的需要!即只考虑+#"(字的通用性&现代性和规
范性#由于是局部性的简化与规范化!所以允许$通用规范汉字表%以外的繁体字不作类
推简化!可以保留使用繁体字!这就造成了工具书与行文混乱的局面#在内地出版的字典
中!除了仅收录简体字根的小字典*如小学生$新华字典%+外!所有在万字以上简繁字并录
的大字典!都有部首不统一之弊#以$汉语大字典%的(言)部首为例!其所辖的###(字
中!有#"#!字的左旁是(言)部首!另有#"*字的(言)部件在字的右旁或下方#如照简化
法则!#"#!字的左旁(言)都以可简化为(讠)#但字典中只有#'*个左旁为(言)部首的字
获简化!其余+&$字则保留繁体字形#如果含有(言)部首的字!简化的及保留繁体的两种
字形共处一文!势必带来了偏旁部首不统一#这仅仅是(言)部带来的不规范的苦恼!还有
(门)*門+&(钅)*金+&(贝)*貝+&(页)*頁+&(车)*車+&(丝)*絲+等部首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文字简化是书写的需要!也是发展的方向#但汉字既然要固守表意文字的身份!在简
化时就不能弱化表意文字的鲜明个性#汉字的表意特征除了形音义外!反向对应形制也
是一个重要特征#历史上!汉字曾经有过一次成功的简化工程!那就是两千多年前的秦
国!把#+!++字精简成$"""字!把笔画复杂的大篆简化为简单的小篆#这是一次全面
的&规范性的简化工程!简化后的字不但没有削弱字形结构的反向对应形制!反而强化了!
增加了更多的对称字#小篆后来虽然被更易书写的隶书&楷书所取代!但新字体都固守反
向对应形制#特别是具有对称性的部首!两千年间中从未被易容!一直是众多部首中的
亮点#

秦国成功的汉字简化工程!为文字改革发展树立了典范#祖先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
汉字可以改革!可以简化!但不可以削弱它的表意特征!特别是不可以削弱它的主要特征!
即反向对应形制!尤其是不可以为了减少笔画而摈弃反向对应性#不但如此!甚至还要强
化它的表意特征#

但二十世纪汉字的简化工程!却不尽如人意#简化字中!有成功的!也有败笔#成功
的是既简化了笔画!又维护了&甚至加强了均衡性与对称性!如(态)*態+&(变)*變+&(画)
*畫+&(灭)*滅+&(关)*關+&(阳)*陽+&(数)*數+&(继)*繼+等字"败笔的!多是摈弃了原有
部件的均衡美与对称美!如用源自草书的(门)(讠)(钅)(贝)(页)(车)!取代正体字的对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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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首(门)(言)(金)(贝)(页)(车)#虽然减少了笔画!但使相关的字形都失去生动的形象
美或会意美#结果!既削弱了汉字的反向对应形制!也削弱了它的表意特征!还弱化了字
形的内涵与历史感!特别是弱化了汉字中儒&道&法及阴阳学等先人智慧对读写者的潜移
默化!得不偿失#其中!(门)(讠)(钅)(贝)(页)(车)六个偏旁部首所辖的字!如都依例类
推加以简化的话!受影响的字就有*+*'字*以$汉语大字典%录字计+#这种文字生态的
变异!使民族文化的精彩符号蒙受损失#在毁誉参半下!虽然有文字改革部门果断停用了
后来几批的简化字方案!但还是伤害了数以千计汉字的反向对应性#更尴尬的是!这种只
简化常用字但不简化其他同部首文字的局部措施!增加了汉字字典编辑工作的难度!也使
含有较多非常用字文章的书写出现了不能统一规范的局面#汉字这种尴尬的生态!使文
字改革进退两难#目前!只能保持通用层面常用字的稳定性!难有全局规范性的作为!除
非重新洗牌!进行全面的规范化改革#这个教训!是一个苦果!对今后汉字的改革与持续
发展有着警示作用#我们不能让汉字.祖先的宝贵遗产!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弱化了特性!
大失光彩"也不能只考虑当下的需求!只作局部的文字革新!而不作历史的&全局的考虑!

更不能进一步加剧整体字库规范化的混乱!影响了华夏文化传承的质量#

三! 结""语

汉字是祖先高度智能的产物!是世界上唯一至今仍在使用的古文字#汉字之所以传
承不灭!与字形结构的反向对应形制以及汉字反向性发展息息相关#反向对应形制!在汉
字字块的正形性&字势的均衡性与部件的对称性中!都起着导向性&制约性的作用#它不
但造就了汉字形体的视觉美!而且赋予汉字灵魂美#视觉美!使字形具有中正&稳重&平和
的形象"灵魂美!使笔画结构之间折射出儒家&道&法与阴阳家等先哲的智慧!酿造出千古
字德#其中!具有强烈个性的对称字!成为世界文字中独特的亮点#而汉字的反向性发
展!更使汉字具有活力美与执着美#活力美给予汉字旺盛的繁衍力!成就了汉字的丰富
性!壮大了字群的阵容"执着美!给了汉字持久的逆向力与固化力#形体美与灵魂美!活力
美与执着美!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汉字的骨骼&品格与性能!支持着汉字家族的繁殖#它
们的有机结合!不但组成了汉字的基因!而且衍生成华夏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密码#从这个
意义上说!对汉字反向性的研究!是国学不可忽略的重要财富#

注释"

!$%&'( 汤余惠/$战国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第*页&第!*&#))页&第

)) )+&'"# '"*页&第##)" ##)(&##$' ##$&页&第)"& )"+&##*" ##*'页#

" 沈康年/$古文字谱%!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

#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年版#

)* 3德4海拉,哈尔门*B1/1CDB11/E122+/$文字的历史%*D"(-+%2$/;+2@#(@#.+0+%E@#%(5.+!方奕

译!台湾晨星事业群#$$+年版!第#!&!! !(页&第#!" #!!页#

+,-上世纪七十年代!多瑙河谷古文字的发现因为是前苏联考古家的成果!受到西方的冷落#而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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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政权解体!考古一度搁置#上世纪末!相关的文物在欧美多地展出!重新吸引了西方学者的目光#德国

著名语言学家海拉,哈尔门先后在$欧洲早期文明与文字识读...文字在地中海世界的文化连续性探

论%*F$%/9 8(-(/(G$.('"$"0 :(.+%$@9(" F*%'1+/H"!")*(%9(".' 8*/.*%$/8'".("*(.9(".#+

I+0(.+%%$"+$"J'%/0+*方奕译!台湾晨星事业群#$$(年版+&$文字的历史%*D"(-+%2$/;+2@#(@#.+0+%

E@#%(5.+*方奕译!台湾晨星事业群#$$+年版+等著作中!都阐述了七千年前多瑙河谷的古文明#

"陈藩庚#男##$'&年*月出生#籍贯福建省福清市#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文学院教
授#已退休$研究方向为国际华文文学!汉语及反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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