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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文明的象征，也是文化的载体，因
现实需要，不断演进。相传黄帝时期，中华文
祖仓颉始创文字；西周太史籀效法仓颉、改进
文字，所作文字十五篇，被称为《史籀篇》，而
由他整理的字体被称为“籀文”，也就是大篆；
秦相李斯与同僚在大篆的基础上，删繁就简，
留下小篆。到了汉朝，隶书逐渐成为书写的
主流，却产生乱讲汉字的现象。为了让世人
明白先贤造字的深刻意旨，许慎搜集整理小
篆，结合古文、籀文考查解释文字，著成中国
文字学奠基之作《说文解字》。

该期《典籍里的中国》，观众跟随节目开
场戏探寻汉字的起源与发展，聆听主持人王
嘉宁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
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中国社
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邬文玲，共同

解读汉字的演变规律以及《说文解字》的历史
价值。

《说文解字》由许慎耗费数十年心血撰著
而成，全书收录了9353个正篆，1163个古文、
籀文等重文，并采用“分别部居”的方法，提炼
总结出540个部首，形成了一套形义结合的汉
字系统。生活在隶书盛行的汉代，许慎编著

《说文解字》时，为何却以小篆作字头？节目
中，邬文玲以小篆“寒”字为例展开解读，让王
嘉宁感慨：“零下二十摄氏度起码是有了。”由
此，她也进一步解释道：“隶书虽然结构非常
规整，书写也非常方便，但是象形的意味大为
减弱，而小篆有很强的象形性，能够显示出造
字本身的含义，根据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
到“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的目的，更好地
传承古文经典。(也因如此)直到今天我们依

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释读新发现
的数千年前的战国竹简、青铜器铭文，以及甲
骨文等古文字。”

我们常说“文字”，但你知道“文”和“字”
其实是不同的概念吗？《说文解字·叙》记载：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节
目访谈现场，王立军解释道：“文”是古人最初
创造文字时，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随
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古人光靠“文”不足
以应对表达的需求，便用最初造的“文”作形
符或声符，组合成“字”。文不可以分解，因此
是“说文”，字可以解析，故而叫“解字”，这便
是《说文解字》书名的含义。”蒙曼表示：“汉字
是自带文明密码的，体现了中国人对世界的
认识，对人生的态度，对价值的认知，许慎就
是破解文字密码的人。”

这本识读古文字的桥梁 教你分辨“文”和“字”的区别

许慎，字叔重，从小广泛阅读经书，后跟从
东汉名儒贾逵为学，甚得经学大家马融尊崇。
当时大多学者世守一经，唯有许慎通解五经，
有“五经无双许叔重”的美誉。该期节目戏剧
以此为切入口，将围绕许慎名字中“慎”“重”二
字塑造其人物性格，生动演绎许慎拜师、修书、
游历、讲学、献书等故事，致敬一代代文字研究
者恪守本心、严谨治学的态度，以及后世读书
人对华夏文脉、中华典籍的传承守护。

戏剧演绎中，许慎的青中老三个不同年
龄阶段由演员陈晓一人分饰，首次参演《典籍
里的中国》的陈晓坦言这是个不小的挑战，非
常珍惜能有机会饰演这位纯粹、严谨的学
者。此外，节目组还根据史料中“考之于逵”
的记载，在戏剧中融入了许慎恩师、东汉大儒

“贾逵”一角，又据《后汉书》中“马融常推敬

之”等描述，创作出以大经学家马融为原型的
许慎挚友“马文”，并邀请演员石兆琪、李健分
别饰演。三人之间深厚的情谊将贯穿整场戏
剧，展现曾经陪伴、帮助过许慎的众多东汉学
者的缩影。

为了细致再现《说文解字》的成书历程，
精准诠释“五经无双许叔重”的先贤风采，现
场拍摄时，节目主创和三位主演依照实际表
演情况，对剧本台词、镜头调度、表演细节等
反复打磨。例如，考虑到许慎晚年被眼疾所
困、看不清文字，陈晓特意眯着眼睛看竹简，
还原了老年人的眼神状态；李健演绎马文内
心激动时走路的样子，设计加入了摔跤的动
作等。

节目再度呈现先贤的“圆梦时刻”：许慎
跟随“当代读书人”撒贝宁来到1900多年后，

亲见国家语委“通用汉字全息数据库建设”的
标志性成果“汉字全息资源应用系统”。了解
到后世专家学者在电脑里建构了数字化“说
文解字”，促进文字的学习和传承，许慎抑制
不住内心的激动，感慨道：“有形易灭，无形永
存，如此，我华夏文明当可以此技术永存不
灭！”这也让同为文字研究者的王立军教授深
受感动，他表示：“《说文解字》的价值是恒久
的，经过1900多年的流传，它又以新的面貌融
入当今时代，通过现代化手段继续发挥对汉
字研究以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作用。”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
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汉字，蕴藏着古人对
天地自然、世间万物的体验与认知，积淀着中
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与智慧。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陈晓一人演绎许慎老中青三代 戏剧舞台再度为先贤“圆梦”

你知道每个汉字的字形都有
特定含义，可以被逐一拆解吗？作
为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表意文
字，汉字在方寸之间彰显着悠久深
厚的中华文化，与我们每个人的
日常息息相关。纵观汉字漫长的
演变历史，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编
著的《说文解字》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他也因此被誉为“字圣”。
CCTV-1 26日晚八点档，《典籍
里的中国》以许慎的视角，打开中
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
识声读的字书《说文解字》。许慎
如何穷尽一生破解文字密码？汉
字的前世今生又有多精彩？该期
节目带领观众在一笔一画、一撇一
捺中寻找答案。

一招破解文字密码！
《说文解字》怎么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