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文字
的形成、发展、成熟是一个非常
漫长而奇妙的过程，那么，在这
个过程中，作为夏、商都城的郑
州，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标
志。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
程相辅相成，文字的形成也经
历了一个由多元到统一的过
程。我们知道，多元一体文明
是在夏商周时期形成的，而郑
州作为夏、商的都城，在文字的
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可以说，目前公认的最
早的、真正的、统一的文字——
甲骨文，便诞生在郑州。”阎铁

成说。
在阎铁成看来，中国的文

明起源是多元的。在夏商周形
成一体文明之前，各地的人们
在创造各自文明的过程中，也
都创造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字
符号。而到了夏商周时期，伴
随着中原王朝一统天下、多元
文明形成一体，对于文明表述
和表现的文字也必须要因时而
变、形成统一，这才有了甲骨文
的出现，宣告了中国文字的正
式诞生。

阎铁成说，文字必然由符
号衍变而来，文字的起源和形
成与夏商周在郑州地区建都关

系密切、相辅相成。以夏商周
的建立为标志，文字符号也最
终在郑州完成蜕变，成为真正
的、统一的文字。从郑州王城
岗出土的 4000年前的陶文，到
郑州黄寨出土的3700年前的卜
骨，再到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
3600年前的11字甲骨和朱书文
字，这些都是最直接的证明。

文字是华夏民族进入文明
时代的标志。“天地之中”郑州，
这片被夏商文化浸润过的黄土
地，也必将在汉字寻根上书写
新的传奇，让祖先留下的宝贵
遗产——中国汉字在新时代迸
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汉字寻根在商都汉字寻根在商都
传统文化的根脉传统文化的根脉、、汉字的源头汉字的源头
甲骨文解开了商代文明甲骨文解开了商代文明““密码密码””

汉字赓续着厚重的历史文脉，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结晶和世界文
化宝库中独具魅力的瑰宝。而作为传统文化的根脉、汉字的源头，甲骨文
为我们解开了数千年的商代文明“密码”。我们今时今日所见之甲骨，大
都为晚商文物。鲜为人知的是，郑州作为夏王朝都城、商王朝早期都城，
在汉字寻根、起源方面也有诸多惊世发现，为郑州成为“中华汉字寻根之
地”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也为揭秘中国早期文明提供了重要依据。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秦华/文 李焱/图

一片甲骨延绵传统文化根脉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使用最广
泛的文字之一，历来被称为民族文化的
“脊梁骨”。以汉字为架构的母语，不仅仅
是祖国的语言，更是“民族之根”。汉字的
发明，使人类文明得以传承。数千年来，
汉字这种独具特色的“方块字”，以其形、
音、义记载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说到汉字，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联想
到甲骨文。至少从甲骨文开始，汉字已
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所谓“一片甲
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120多年
前，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为人们揭开了尘
封3000多年的商王朝的神秘面纱，把中
国信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

甲骨文是迄今中国发现的年代最
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
视、更好传承发展。那些刻在龟甲兽骨
上的文字，演变成金文、篆书、隶书、楷
书……书写了一部灿烂中华文明史，奠
定了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底气。

世人皆知殷墟甲骨文。然而，我们今
日所看到的殷墟成熟的甲骨文不是凭空
出现的，学界普遍认为，一定经历过少则
数百年、多则上千年的酝酿。文字真正的
起源仍需借助考古发掘来揭开神秘面
纱。随着中国考古新发现不断问世，跟汉
字起源有关的依据也越来越多。

而郑州，这个孕育华夏民族的摇篮，
这个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夏、商王朝
的建都之地，也以多个惊世考古发现，在
汉字的寻根、起源方面书写了浓墨重彩
的篇章，为郑州成为“中华汉字寻根之
地”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

多项考古发现描摹文字起源

人间四月，草长莺飞。来
到商城遗址的城墙剖面前，一
段段清晰的剖面无声地展示着
3600年前商王朝的辉煌历史。
正是在郑州商城遗址，出土了
最早的成句甲骨文——11字甲
骨。而它，在年代上足足比殷
墟甲骨文早了300年。

“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 11
字甲骨，意义重大。郑州商文明
见证了汉字书写系统的形成。”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郑州商文明的基础
上，安阳殷墟发现的晚商时期甲
骨文、金文已经确立了相对成熟

的文字形式和书写体例，并被周
代继承。秦帝国“书同文”再次
规范了文字书写。作为文化与
制度的体现者和承载者，汉字系
统连绵不断直至今日。

除了 11字甲骨，郑州商城
遗址还出土了朱书文字，这也是
中国最早的朱书文字之一。研究
发现，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甲骨
文和朱书文字与殷墟甲骨文一
脉相承，这与郑州作为商代早期
都城“亳都”、殷墟作为商代晚
期都城的历史轨迹不谋而合。

其实，不只是“最早的成句甲
骨文发现于郑州”，去掉“成句”二

字，这句话仍然成立。著名历史
文化学者、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
阎铁成介绍，郑州新密黄寨遗址
出土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卜骨，
卜骨上有两个刻辞文字，其中一
字疑为“夏”字，有专家认为这是
夏朝的文字。“而由黄寨卜骨再向
前追溯，郑州王城岗遗址出土了
4000年前的刻画会意文字的陶
器。”阎铁成说，最早的成句甲骨
文和朱书文字、最早的甲骨文、较
早的陶文……郑州这一个个重大
发现，犹如证据链将历史片断连
接起来，让文字的形成发展轨迹
变得脉络清晰、有章可循。

最早的统一文字诞生在郑州

在郑州商城遗址出土了最早的成句
甲骨文——11字甲骨，图为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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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其事·我们身边的宝藏
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地”

系列报道

第一篇章：精神寻根（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