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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文化复兴，国人对传
统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对汉字的
产生、演变过程也产生了极大兴趣，相
关的汉字解读读物也越来越多。比如
流沙河的《白鱼解字》、高晓松的《鱼羊
野史》，都是传播极广的通俗读物。

我手头的这本《汉字形义考源》，
作者何金松，是武汉出版社于 1996年
首次出版的，距今已过去26年。虽是老
书，却不陈旧，内容和文笔俱佳。作者
考证严密，行文流畅，读起来犹如穿越
崇山峻岭、跨江渡海般的寻宝故事，最
后拨云见日，豁然开朗。

相对于当下一些汉字解读书籍，
《汉字形义考源》少了许多套话、空话、
废话，每篇都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
干货满满。我的阅读感受是酣畅淋漓。
当然，由于自身水平有限，对一些汉字
的起源毫无了解的，在阅读的过程中，
就会觉得这些章节的信息量太大，需
要反复多读几遍，好好理解一番，才能
吃透。

因为好读，又有料，《汉字形义考
源》一度成为我的床头书。

头顶之上

《汉字形义考源》解读了上百个常
用汉字，其中不少观点都是作者独创，
解决了许慎《说文解字》以来存在的一
些疑点，也纠正了《说文解字》存在的
一些错误说法。

以本书解读的第一个字“天”为
例。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两个“天”
字，一个表示头顶，一个表示天空。表
示头顶的“天”字，在甲骨文中，由“大”
字上面加一个框（如“口”形，这是甲骨
文的“丁”字）组成：“大”是四肢张开正
面站立的人的象形，空框表示头顶之
上无特定之物，亦表声。到了金文中，
空框变成了一个实体圆形符号（这是
金文的“丁”字写法）。在甲骨文和金文
中，表示头顶的“天”字都是从大，丁声。

表示天空的“天”字，由“大”上面
加“二”组成。“大”指人，“二”在甲骨文
中是“上”的意思——人的头顶之上，
不就是天嘛。可见，这个“天”，是会意
字。“天”是至大无边、至高无上的，世
间没有什么比天更大的了，因此，在甲
骨文中，它又与“大”通用。

篆文在规范文字时，把两字合一，
选择了前一种字形，“大二”组合的字
形被淘汰。这直接导致许慎《说文解
字》解释含糊，后代段玉裁、王国维皆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吊诡的是，表示头顶的“天”字字
形虽然被保留下来，“天”在后世却基
本丧失了头顶的意思，由颠、顶等字取
代；表示天空的“大二”组合字形虽然
被淘汰，统一后的“天”字的主要字义
却是天空。

蛟龙何异

书中对一些文字字形和字义的考
究，真的如探险家一般，峰回路转，柳
暗花明；又像超级侦探那样，抽丝剥
茧，层层递进，最终解开谜团。

比如，最具代表性的中华图腾，当
属龙了。那么，龙为何物？历代众说纷纭。

一种说法，龙的原型是鳄鱼。何金
松先生考证认为，鳄鱼不是龙的原型。
在我国古代，有三个字均指鳄鱼：鳄、
鼍、蛟。“蛟”字产生于战国时期，出现
最晚。蛟者，咬也，是从鳄鱼吞咬食物
的角度造字的。《说文解字》说“蛟，龙
之属也”，已经不清楚它本义了。鳄鱼
生活在水里，体型庞大，威力强大；蟒
蛇也有水陆两栖的，体型、威力相当。
人们惧怕它们，神化它们。在造出“蛟”
字的战国时期，就有不少蛟、龙连用的
例子。如《庄子·秋水》：“水行不避蛟龙
者，渔父之勇也。”《楚辞·九章》：“鱼葺

鳞以自别兮，蛟龙隐其文章。”《荀子·
劝学》：“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
渊，蛟龙生焉。”这些文句里，蛟、龙都
是水中之物。

说龙之前，我们先看看鳄鱼的名
字是怎么造出来的。甲骨文中表示鳄
鱼的文字为“噩”。这个“噩”字的特别
之处，我们在小学识字的时候就已经
感觉到了——它有很多个“口”。何金
松解释，甲骨文“噩”字形状如鳄鱼，几
个口表示鳄鱼吼叫声。《山海经·海内
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
鼓其腹，在吴西。”神话学家袁珂考证，
雷泽即今太湖。古时候太湖多鳄鱼，鸣
声如雷，故名雷泽。

另 一 个 表 示 鳄 鱼 的 甲 骨 文 是
“鼍”。同样，这个字中也有很多“口”，
但它相对笔画更多、更复杂些。这是因
为，鼍是由“噩”和“單”（对应简化字为

“单”）两个字组成的会意字。“單”的原
意是弹弓，引申为“打”，所以会意字

“戰”（简化字为“战”），是“單”“戈”组
合，表示打猎、打仗的意思。同理，“噩”

“單”组合成的“鼍”字，是从鳄鱼摆尾
袭击猎物的角度来造字，造字者把最
后一笔的竖线改成竖弯钩，犹如尾巴
摆动，更加形象。

在甲骨文中，“噩”还含有“丧”义。
鳄会吃人，古人对鳄鱼特别关注，他们
能从鳄鱼洞穴的细微特征判断出，此洞
穴有无鳄鱼。由此，“噩”引申为“亡逸”。

到了周代，人们以“噩”为形、以
“亡”为声造出了“喪”（对应简化字为
“丧”）字，来承担“亡逸”义。金文也有
写作“噩”“走”组合的，表示鳄鱼走了，
含义同上。也有人在“喪”的基础上加

“走”字，变成一个累增字。
现当代甲骨文研究专家，如叶玉

森、闻一多、于省吾等，都把“噩”“喪”
“桑”等字混为一谈，没搞清它们的来
龙去脉。

其实，“桑”跟“噩”毫无关系，倒是
跟“叒”有关。甲骨文中，“叒”如一人坐
着，双手捋发的样子，表达“捋顺”的意
思；后经篆文讹变、隶书定型，最终写
作“叒”。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养蚕织
丝的技术。蚕以桑叶为食，人们采摘桑
叶的动作是顺着枝条往下捋，跟捋发
的动作相似。古人便借“叒”来表示

“桑”，便于识别和书写。这在造字法上
叫假借。“叒”是植物，后人又以此为构
件，底下加木，于是有了专字“桑”。那
么，“桑”为什么读作[sāng]呢？何金松
表示，“桑”字因捋桑叶动作而来，而桑
树嫩叶被捋掉，含有丧失的意思，与

“喪”义近，故古人以“喪”为音。
由此，我们也知晓了，古人造字，非

一时一地一人造出来的，而是历代先民
集体智慧的结晶。后来经大一统统一
文字，汉字越来越规范化，逐渐定型。

龙之为龙

再来说龙（繁体字为“龍”）。根据
古代文献记载，龙是一种无足、能屈伸
盘绕、能吃得下整头大象的巨型动物。
以此对照，鳄鱼、蜥蜴等动物都不符
合。唯有大蟒蛇，能一一对上。

在上古时期，古人便驯化了龙，使
之成为劳动工具；龙肉还能食用。《左
传·昭公二十九年》：“古者畜龙，故国
有豢龙氏，有御龙氏。”书中还说到“乘
龙”。语言学家杨伯峻注释为：“乘龙，
驾车之龙。”上古的人们不但驯化了大
蟒蛇，还能驱使它们拉车。但是，春秋
战国以后，这种现象已不可见。《庄子·
列御寇》：“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
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朱泙漫学得屠龙本事，却无龙可屠。

解读甲骨文，恰能帮我们打开这
段奇异的历史。甲骨文里，专家发现不
少人牵龙、人牵象、人牵牛的字，这说
明，龙、象、牛在上古时代都是可以豢

养、驯化的。因为蟒蛇是食肉动物，不
同于食草动物的象和牛，不可放养。不
可放养，必得投喂。甲骨文、金文里有
三个相关投喂龙的字，马叙伦《说文解
字六书疏证》说，这些字同“龔”（简化
字为“龚”）。《说文解字》解释为“给”，
即供给的意思。给龙投喂食物，可不就
是“供给”吗？

从年代先后来讲，龙可能是古人
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之后才驯化了
象、牛等。

甲骨文里的龙，有多种写法，有一
类写法极其简练，龙头用U形表示，龙
身是一条弧线，专家解读为“巴”。《说
文解字》：“巴，虫也，或曰蛇吃象。象
形。”还有一类，在“巴”头上加“辛”，经
金文、篆文演变，就成了“龍”字。这些

“龙”的不同写法的共同点是“大口、卷
身、无足”。古人不知道彩虹出现原理，
以为是两龙交尾，于是以两个“巴”字
组合，造出“虹”字。

“龍”还是“寵”（简化字为“宠”）的
先造字。龍从巴从辛，巴（龙）是威猛的
巨型动物，辛是婴儿的形象。婴儿驭
龙，是父母寄予儿子健壮威猛、成为英
雄的希望，含有宠爱、荣耀的意思。《诗
经·小雅》：“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周
颂》：“我龙受之。”马王堆汉墓帛书《老
子甲本·道经》：“得之若惊，失之若惊，
是胃龙辱若惊。”这些文献中的“龙”
字，各家皆解释为“宠”。

商周以后，由于气候环境变化、人
类生产力水平提高、蟒蛇栖息地缩小
等原因，巨型蟒蛇越来越少，畜龙、龙
车等成了遥远的历史，“龙”逐渐被艺
术化，成为威猛强大和王权的象征物。

在周朝，龙的形象广泛出现在器
物、旗帜、衣服、车驾、建筑上。从朝廷
到民间，从龙位到龙灯，龙的形象出现
在社会方方面面，艺术造型愈演愈烈。

龙（蟒蛇）本无脚、无鳞、无须等，
在此时期一一被添加上了。为什么加
上？无非是增加龙的能力，使它上天入
地下海，无所不能。也有为政治服务需
要的。周人将周王的武将比作爪牙。

《诗经·小雅》：“祈父，维王之爪牙。”
《国语·越语上》：“夫虽无四方之忧，然
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
龙作为王权的象征，添加上四肢，自然
更形象了。

从秦始皇开始，龙与帝王的关系
越来越密切。秦始皇被称为“祖龙”。所
谓祖龙，注家解释，就是最早的皇帝。
之后刘邦被描述为“隆准而龙颜”。再
之后，龙就成了君王的象征，比如“真
龙天子”“龙颜大怒”等词中的“龙”。

关于“龙”的读音，也很有意思。
我们现在读作[lóng]，在古代口语中，
龙是个双音节词，读作[móng lóng]。读
[móng lóng]这个音时，前一个音节须
短促，快速掠过，标注为[mlóng]可能更
好理解。从这里也可知道，“龙”是先
有语言，再有文字的。从发音来看，它
是一个联绵词。但汉字是一字一音，
在造出“龙”字后，它既读作[móng]，又
读作[lóng]。为了使[móng]音有独立字
表示，古人又造了“蟒”字，后来演变
为[mǎng]音。

……
书中还有很多字，诸如氏、工、册、

巫、古等，作者解读，都很有新意。
甲骨文研究虽然已有一百多年历

史，但仍然是一门“新学科”，至今尚有
约 2000个甲骨文无法释读。何金松先
生的解读很精彩，但未必都是百分百
准确。随着甲骨文研究的深入，一定会
有更多的甲骨文被释读出来，释读得
更准确。

总之，《汉字形义考源》内容丰富
而不枯燥，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本很
不错的读物。如果读者觉得意犹未尽，
也可找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等大家
相关学术著作来研读。另外，我觉得线
装书局出版的《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丛
刊》系列也很不错。

有趣的汉字

日前，在临海市括苍镇山头何村，村民
在清理山体垃圾时发现“有鱼的石头”，后据
浙江省地质调查院鉴定，带有鱼图案的石块
是距今上亿年的鱼化石。

石头里沧海桑田的秘密

山头何村位于括苍山脉。9月11日，该村
进行环境整治时，挖土机在山体边清理出一
堆碎石，引起一阵惊喜的喊声。

村民们说，当时有人看到“一块石头里
有条鱼”，后来又陆续有人发现“有鱼的石
头”，有的“像鱼的尾巴”，有的“像是鱼
身”……

山头何村党总支书记何经永当时就在
现场，他说：“大家看到最完整的一块，十几
公分长，像鲫鱼一样。”

45岁的何经永说，自己一直在这个村里
生活，共见过两块这么完整的鱼化石，一块
是这次看到的，一块是小时候看到的。

括苍山，地处浙东中南部，其主峰米筛
浪海拔1382.4米，是我国大陆沿海海岸线60
公里范围内的最高峰。浙江括苍山国家森林
公园生物多样性高，有维管束植物 1012种，
两栖类以上脊椎动物 241种。括苍山脉形成
于中生代晚期，总体上表现为一个巨型环状
火山构造。

这次出土发现的完整鱼化石，据浙江省
地质调查院专家推测，来自距今约 1.17亿年
前的侏罗纪。

为数不多的鱼化石产地之一

事实上，山头何村早在80多年前就有专
家前来探访过。据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

《临海海洋文化研究文集》记载，中国细胞生
物学和实验生物学的重要奠基人朱洗院士
回乡办学，在 1938年，曾带领回浦学生去山
头何采集化石。

1978年，省地调院（原区测队）在开展地
质测绘工作时，依据古生物时代将地层确定
为早白垩世馆头组。1995年，省第五地质大
队重新采集化石并确定其层位，结合火山构
造研究将地层定为晚侏罗世茶湾组。

在这一带，科研专家曾发现过浙东副
鲚鱼、寿昌中鲚鱼、秀丽华夏鱼以及大量的
介形虫、植物化石。这处遗迹成为了当时浙

江晚侏罗世茶湾组地层中产鱼化石的唯一
已知实例，是浙江为数不多的鱼化石产地
之一。

那么鱼化石是怎么形成的呢？笔者采访
了浙江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金幸生。原来，这
里是一片湖泊，适合鱼类栖息和繁衍，后来
火山喷发，少数生活于河湖水中的生灵，被
降落的火山灰掩埋在地下，又经漫长地质作
用，演变为化石群。

该地的化石群出露好，且其化石组合特
征代表了晚侏罗世茶湾组古生物类群。产出
的动植物化石，门类与属种多，佐证地层时
代依据充分，均属浙东同期地层罕见。

珍惜穿越时光的“伙伴”

在山头何村的文化礼堂里，村干部们将
近期发现的这些鱼化石进行了简单处理，并
妥善地保管起来。

“我们希望这块地方，能够得到更好的
保护，供专家们科研考察用。”何经永表示，
希望这里能建一个鱼化石博物馆，让更多人
领略到生命演化的奥秘和魅力。

据了解，在2017年公布的第二批浙江省
重要地质遗迹点（地）名录中，临海括苍镇山
头何村榜上有名。当时有报道称，这里的临
海小岭鱼化石遗迹，距今约 1.17亿年。该地
的保护等级被确立为省二级，设立了地质遗
迹保护标志，在保护边界范围内，禁止开山
采石等大型工程活动。

浙江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金幸生表示：“这
些鱼化石的发现，对于我们探索古生物的生
活和栖息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也期待能够
在这块遗迹中发现更多生物生活的足迹。”

笔者获悉，临海市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加
强这块区域的保护，请广大市民不要私自前
往挖掘！

发现鱼化石后
临海山头何村人希望就地建个博物馆

1亿多年前的括苍山
是怎样的

宣侠父，他是台州第一个党组织——创
建于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的中共海门小
组创建者。在椒江葭沚的台州第一个党组织
纪念馆里，他的照片和事迹摆放在显著位
置。但凡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一定并不陌生。

宣侠父(1899年-1938年)，又名尧火，号
剑魂，浙江诸暨人。中共早期党员，杰出的政
治活动家。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
校，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准公费去日本
留学。后因研究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社会
活动，被母校停止公费留学待遇。1922年回
国，在杭州、台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3年
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

他自 1924年春在水产学校发展党员建
立党组织开始，就受党委派，带领一些人赴
广州就读黄埔军校。宣侠父是黄埔一期学
生中的特殊人物，后被蒋介石开除。他在高
吟“大璞未琢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这
两句诗后离开了军校。这两句诗是根据北
宋包拯诗《书端州郡斋壁》中的两句改编
的。包拯诗这么写：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
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宣侠父略加
修改，以此为志，说明了自己如包拯般，为
了真理宁折不弯。

宣侠父是一位很有文才的革命家。曾写
过自传体小说《西北远征记》，由上海北新书
局出版，颇有影响。后又完成一部 20万字的
长篇小说《入伍前后》，描写一个贫农出身的
青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但最终接受了革
命思想，率部投奔红军的故事。他自费印了
200本，赠送给“左联”成员和一些同道中人。
许多知名作家都很惊讶，过去只知道宣侠父
出身行伍，没想到写小说也如此出色，堪称
佳作。被“左联”吸收为秘密盟员。

宣侠父的才华在水产学校时就非常突
出，那时正值他年少气盛文思敏捷之时，可
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他在这段时期
所写的相关文章。笔者有幸于2014年底在上

海图书馆翻到 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
行的《学生》杂志，发现了宣侠父当年在海门
（椒江）写的七律《登枫山》诗一首，甚感意
外。诗全文如下：

登枫山

宣尧火

四面风光眼底收，海天云外几孤舟。
百年梵宇护苍竹，万里平沙飞白鸥。
数杵钟声万代梦，一江流水古今愁。
重寻帝子登临处，老树参差满目秋。

这首诗描述的情境是，在水产学校学习
之余，宣侠父一行人登上了海门的枫山。枫
山是附近最高的山峰，四面的风光自然一
览无遗。向东望，在海天相接白云飘渺之处
隐约有几艘渔船在扬帆出航，更增添了几
分诗意。近处苍松翠竹护绕着古老的百年
梵宇——清修寺，远处外沙方向平坦的沙滩
上翻飞着几只白鸥。只有寺中杵杆撞击发出
数声悠远的钟声，警醒着一代代仁人志士为
壮丽的梦想而奋斗。当今的社会却如这东流
的椒江水，承载着一江忧愁。我们又寻访当
年宋高宗赵构皇帝曾登临的高处，本应意气
奋发激情澎湃，但我满眼看到的却是秋天到
来后这伸向天空参差不齐光秃秃的老树，这
是多么的悲怆和凄凉呀！

这首诗借登海门枫山的所见所闻，既描
写了椒江的优美景色，也表达了作者对当时
社会没落沉闷的忧郁。诗歌写景言志，抒发
了作者立志改造社会的抱负。1938年，宣侠
父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年仅 39岁。他以自己
一生的奋斗，实现了寻“万代梦”的宏伟志
向。可惜啊，斯人早逝，怎不令人感叹唏嘘。

这首七律诗，是宣侠父在 19岁时写的。
如此年轻，能写出韵律严谨、词句优美、意味
深远的诗，实属难得。尽管有些青涩，但文学
才华堪称一流，细细品来，让人获益匪浅。

宣侠父鲜为人知的《登枫山》诗

包建永 /文

▲甲骨文中“龙”字有多种写法（此图为部分写法）

▲表示头顶的“天”字，
在甲骨文中，由“大”字上面
加一个框（左），而在金文中
空框变成了一个实体圆形
符号（右）。

江振辉 /文

钱梦华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