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汉字应用已经完全融入
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伴随网
络技术、电子产品等的迅速发展普
及，现行简化字在很大程度上便利
了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
的福利。

然而，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民众的汉字应
用能力有所下降，规范书写受到一
定冲击。一方面，电子智能输入给
传统书写带来挑战。电子产品、无
纸化办公、网络虚拟社交等新事物
让人们书写汉字的频率越来越低，
提笔忘字、写错字别字的现象愈发
频现。另一方面，刻意追求标新立
异使汉字的应用出现不规范现象。
年轻一代用谐音等方式来求新求异
的现象愈演愈烈，甚至每年都会产
生一批网络热词，出现了诸如“集
美”（姐妹）、“584”（我发誓）等网络
表达形式；特别是多媒体技术的强
势发展和广泛应用，任意改造汉字
而成的表情包更因新颖独特而被年
轻人所喜用，规范汉字的形体出现
了前所未见的变异。

此外，规范汉字书写中笔顺不
规范一直是困扰汉字生活的常见现
象。如极为简单的“口”形构件，生

活中多见“竖+横折左折”或“竖折+
横折”二笔书写的不规范现象。民
众汉字文化知识的欠缺也造成了一
些汉字书写的不规范现象。比如，
将“冒”的上部写成“曰”形，将“肺”
的右边写为“市”，等等。

电子产品的使用势不可挡，但
对当下的语言文字工作来说，最为
重要的是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
推广与普及。2013年，《通用规范汉
字表》历经 10 年研制完成并公布，
它对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
化、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3月
1日，《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的正
式实施为规范汉字生活提供了重要
依据。

不同体式汉字的呈现具有特
定的时代性。面对繁简不同的汉
字历史形体，我们不能拘泥于一
隅，更不能将其片面地作为判定文
物真伪的定性标识。因此，相关专
家学者在深入发掘汉字蕴含的历史
思想和文化价值的同时，更应当重
视研究成果转化，让学术研究走向
生活，更好地传承
和传播汉字文
化和汉字知识。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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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现行简化字的来源，相
当一批为历代简体字，一些为历
代草书和行书，还有一些是“古本
字”，而古本字甚至比它们相应的
繁体的历史或“资格”还要老。比
如，甲骨文、金文中就有“云”字，为
天空中舒卷云层的象形，到小篆中
增加了“雨”旁成“雲”形，现行简化
字启用了古本字“云”。语言文字
学家李乐毅说：“80%以上的现行
简化字都是在本世纪（指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就已经流行或存在
的。其中源自先秦、两汉的竟占
了 30%左右。”

秦汉时期，下层官吏书记事务
日趋繁忙，迫于书写速度提升的需
要，由圆转篆意字体简化而成的方
正隶书又需进一步简化，于是草化
成了必然之势。从隶草到章草再到
今草的演化历程，即显示了其满足
书写便捷需求的合理性，而这种简
省从最初的随意为之，逐渐积淀成
了约定俗成的普遍现象，草书简体
字便跃然“简”上。如“爲”字，本从
爪，从象，会人手牵大象劳作之意，
汉简草书只用轮廓式笔画将其整体
的复杂形体勾勒出来而作“为”。再
如“言”字，汉简中单独成字时不简
化，而作偏旁时多简化为“讠”，如
请、谨、计、记等字。

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历代官
方多曾倡导使用正体字，但形体简
化的俗体字一直在民间大行其道。
明末学者吕留良说：“自喜用俗字
抄书，云可省工夫一半。”清代《红
楼梦》的手抄本中，就用了铁、过、
说、坏、劝等一批简体字。这些历
代出现的简体字、俗体字，都为现
行简化字提供了直接字形素材。文
字改革专家叶籁士对现行最为常用
的 521 个简化字做过统计，发现解
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新出现者只有
101 个，不及总数的 20%，而其余
420个早已有之：其中先秦 68个，秦
汉 96 个，魏晋南北朝 32 个，隋唐五
代 29 个，宋辽金元 82 个，明清 53
个，民国 60个。

不同体式汉字的呈现具有特定
时代性。汉字是以形表意的文字。
现行简化字从形体的具象性和表义
的准确性来说，确实不及象形化程
度较高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构
形也缺乏充足的理据性。但是，简
化是汉字发展的主流趋势，汉字发
展史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汉字
简化史。当然，汉字简化也要坚守
汉字自身的特性，遵循特定的规则，
并不是越简越好，1977年推出的《第
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就因造成社会
乱象而被停用。

简化汉字，历史的积淀与选择
前些时日，某博物馆举办的书画展中，清代书法家苏廷玉的行书作品中见有

数个“乱”字，在网上引发争议：“简体字是近现代才有的，清代书法作品中出现简
体，肯定是赝品。”其实，关于汉字繁简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此次更是上升到了文
物真伪判定的层面。那么，汉字繁简，到底能否成为判定文物真伪的定性标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汉字究竟起源于什么，历来说
法不一，但原始的图画与记号无疑
为汉字的萌芽与诞生提供了胚胎和
模型。尽管早期原始图画与记号的
具体意义尚不明确，但线条多寡不
一的相近形象，就已预示着未来脱
胎于之的汉字必将有繁有简。

汉字诞生后一直绵延不息而传
承使用至今，把数千年的历史生命
浸入中华文明的血肉骨髓。在汉字
强大而传奇般的生命历程中，有两
种相反的现象共同推动着它向前演
变与发展，这就是繁化与简化。文
字学家梁东汉说：“从图画文字发展
到现阶段简化汉字的过程就是一个
不断简化、不断繁化的错综复杂的
过程。”

剖开汉字发展的任何一个共时
层面，繁简并存已然是一种普遍现
象。甲骨文作为最古老的、成系统

的汉字，同字正反不定，有繁有简，
异形严重。如“渔”字，或从四鱼，或
从二鱼，或从一鱼；再如“车”字，或
因“画成其物”的“车”形各有差异，
又或因创制“车”字的“仓颉”并非一
人，也或因据以“观象”的视角多有
不同，呈现至今的繁简形体竟有数
十个之多。300多年之后，我国首部
字典《说文解字》创制完成，它“叙正
篆，合以古、籀”，将古今文字汇于一
书，全面展示出雅俗共现、繁简并存
的用字局面。

当前，我国通用规范汉字以简
化字为主，但在诸如文物古迹、书法
篆刻、题词招牌等特殊领域和场合，
仍然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我们
相信，繁体字一直是泱泱文明古国
的宝贵文化遗产，不可能也绝不会
消失。繁体字和简体字必将休戚与
共，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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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一片片精美的拓片
上是当代中国顶尖金石家、书画家
的题跋，在射光灯的映照下非常挺
括。在一旁的柜台中，横七竖八地
躺放着残破的古陶残片，稍有大
意，非常容易忽略上面的纹饰和篆
体文字。保存、研究这些古陶残
片，是近年上海金石家的一桩重要
工作。“没有大书画家们的重新肯

定，没有古文字学家的考证，这些
古陶残片抛弃在马路边，都没有人
多看一眼。”研讨会上，此次展览的
抢救性价值被学界和艺术界称道。

古陶器的拓印和题跋，数量不
如砚台、瓦当、青铜器等的拓印。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古陶器存世量
偏少，二来是上面的汉字距今久
远，难以辨认，哪怕明清时期也认

不齐全。但对明清以来的文人而
言，凡是有汉字和花纹的拓印，都
乐意去摆弄一番。活动的组织者、
上海市书协金石碑帖专业委员会
主任唐存才表示，古陶文的研究是
晚清学术界与艺术界的重要事件，
这次展览希望能进一步推动海派
金石及书法篆刻艺术继承经典，探
索创新。 （据《新民晚报》）

日前，由河北美术出版社组织策划的“《西游记》连环
画补绘工程新书推介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
同时“付爱民补绘西游记连环画原稿作品展”在济南展出。

《西游记》作为中国古典名著，其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
被大众所喜爱。据介绍，《西游记》连环画最早出现在 20世
纪 20年代，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金少梅、章兴瑞所绘。20
世纪 50年代后，刘继卣、刘凌沧、胡若佛、徐宏达等进入到
《西游记》连环画的创作领域。20世纪 80年代，全国再度
掀起连环画热潮。

2017年，河北美术出版社为确保现有《西游记》连环画
（36册）的故事连贯性和完整性，增加《西游记》连环画在文
学结构中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邀请付爱民完成补绘《西
游记》连环画工程。

付爱民用 5年时间，完成了《唐僧出世》《梦斩泾河龙》
《唐王游地府》《寻访取经人》等 4个故事的绘制，最后 1个
故事《大闹天宫》的绘制，也在筹备之中。

补绘的《西游记》连环画，在保证画面中国古典味道的
同时，也将中国画传统线描语言与当代人的审美相结合。

（据中国新闻网）

《西游记》连环画补绘工程
新书推介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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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将是古陶文发现 150 周年。近日，上海的金石
家和学者们齐聚福州路上的艺苑真赏社，参加近年规模
最大的古陶文拓印展“古陶蕴真——海上金石家跋战国
陶文拓本展”。学者们在研讨会上发出倡议，希望通过
此次展览在当下重视并研究古陶文的审美特征，挖掘更
多隐藏价值。

在陶器残片中，有许多隐
藏着历史的证据。在著名海派
金石家吴子建、书画家廉亮跋
文的《先泽吉光》这件作品前，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
究中心主任刘钊介绍，在春秋
战国时期，用印盖在未烧制的
陶瓷陶基上，就形成了这么一
个印痕。以这篇拓印为例，按
纪年推算出是公元前 239年的
燕国，“右匋尹”是指当时制作
陶器的机构，“尹”是督造者的
官衔，代表他负责监造了这一
批陶器。

印刻古陶文的陶器，最初
不是艺术作品，而是日用品。
用大篆写成的古陶文像今日
商标，代表制作者的身份，也

代表着他们的信誉。如果产
品出了质量问题，那么早在
战国时期，我们祖先就建立
了“责任追查制度”，还管这
种“责任追查制度”叫做“物
勒工名”。

陶器往往是用来储藏粮
食的。在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
前，各国有各国的度量衡标
准，且都有专门机构制作这一
类标准器。拓片的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直观记录了当时的
地名、人名与工官制度。

像这类隐藏在陶文拓片
中的历史知识点还有很多，比
如战国时期部分地区的月历以
13 月计……这些谜题有待考
古学家们去研究破解。

小小残片佐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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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防哨》《普通一兵》这都是苏
联的影片，当年非常受欢迎。”张子诚正在
给一名前来观展的小学生讲解电影海
报。老人一边模仿着电影里的人物动作，
一边讲述电影故事。今年 82岁的张子诚
收藏的电影海报有 6000余张，最近，这些
散发着光影魅力的电影“名片”通过展览
走进大众视野。

“这些老海报背后的故事是无可替
代的，希望我的海报展可以让更多人了解
中国电影的变迁。”张子诚说。自 1954年
开始从事电影放映工作的张子诚，是新中
国首批农村电影放映员之一。“当时电影
对于农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张子诚回
忆道，有一次他放映完电影《南征北战》
后，有村民提着马灯在幕布下徘徊，“我
以为他丢了东西，结果老乡觉得刚才电
影里打得那么热闹，想看看掉落的子弹
壳去哪了。”

据张子诚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电
影院很少，上世纪 50年代，随着农村电影
队相继成立，中国农村才真正开始接触电
影。为了让村民更好地理解电影内容，张
子诚每到一个村就提前贴好电影海报，每
每引起村民驻足观看。看到电影海报如
此受欢迎，张子诚萌生了收藏电影海报
的想法。60 多年来，他收藏了超过 6000
张电影海报，也见证着中国电影的发展
变化。

同为电影爱好者的石家庄民间工
艺博物馆馆长张宝林认为，电影海报有
着一定时代属性，虽然随着科技发展，
纸质海报减少，但看着这一张张电影海
报，就好像是在近距离触摸中国电影发
展史。

（据中国新闻网）

老电影人收藏
电影海报逾6000张
见证中国“大荧幕”发展

历史知识儿童读物“甲骨文学校”系列新作《大明紫禁
城》日前由新经典文化·爱心树童书推出。

《大明紫禁城》延续了“甲骨文学校”系列故事的设定，
讲述了悠悠、田田和小布丁暑假游学故宫时，跟着一只会说
话的蟋蟀，穿越到了 600年前明朝永乐时期的北京城。他们
逛庙会、吃美食，还帮助皇太孙朱瞻基破解了紫禁城三大殿
被烧谜案。在冒险三人组的视角下，一一展现在小读者们
眼前。以趣味性、幻想性和知识性主导的《大明紫禁城》不
仅大量介绍北京宫殿、城楼等建筑文化，还生动地介绍了明
朝社会的生活细节，从而引导青少年在历史语境下了解古
代文化，在阅读中自然生成对历史的兴趣和审美趣味。

该书主编李浩介绍，作者创作时参考了《明史》以及北
京建城诸多史料，同时结合古代建筑中的文化内涵，如脊兽
文化狻猊、天马、斗牛等象征。在保证史实准确的前提下，
还能够帮助小读者理解历史上北京城的民俗文化及方言特
点。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朱祖希说道：“这本书把中国古
代规划师们和故宫那些神奇的故事，变成大家都能接受的
语言，融汇到小朋友的脑海中，充满新奇。”（据中国新闻网）

“甲骨文学校”推新番
带小读者“游”大明紫禁城

日前，电影《三湾改编》江西首映式在南昌举行。电影
依托于真实历史，讲述 1927 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江西
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三湾改编”的故事。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7月21日，由银川市委党史学习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银川市委宣传部、银川市文联等
共同举办的“礼赞百年·银川之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艺术作品展（书法美术）在银川美术馆开幕。

据悉，这次展览自年初开始组织策划，自征稿以来，银
川市文联先后组织艺术家赴闽宁镇、将台堡等地开展主题
采风创作活动。全市文艺工作者积极采风创作、尽献绝诣，
件件力作融思想性、艺术性、教育性为一体，充分表达了对
党和祖国的赞美之情、感恩之心，深情描绘了党的光辉历史
与丰功伟绩，生动反映了建党百年革命史和创业史，也从一
个侧面展现了银川书法美术创作的艺术发展史。

经过多轮评选，当天共展出了 248件主题性书法美术
作品。展厅以浓重热烈的大红色为主基调，突出了“弘扬
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
发扬光大”的理念。书法作品展厅以《誓词篇》《毛主席诗
词篇》《治国理政篇》《红色家书篇》《党章小楷长卷篇》《中
国精神篇》等为主题，集老中青三代书法家集体创作结晶，
饱蘸浓墨书写出一幅新中国发展的辉煌史诗。展厅布局
紧凑、格调高雅，充分运用全新设计理念展示传统书法艺
术的不朽魅力。

美术作品展厅则以《百年风华正当时》（特邀作品篇）、
《百年征程照初心》（主创作品篇）、
《百年华诞歌盛世》（获奖作品
篇）、《百花齐放春满园》（入选作
品篇）四个篇章为主题，将《黄河
谣》《贺兰红》《致敬—银西高铁
建设者》《闽宁巨变》等大幅主题
创作作品融入整体布局，创作理
念出新，创作方式和艺术语言都
与时代紧密相连。

市民在美术作品展厅参观。本报记者 陈治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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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百年·银川之光”庆祝中国共产
成立100周年艺术作品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