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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姓杨。从识字起，小学老师就告诉我：你姓“木易杨”。
此后我一直深信不疑，当别人问起“贵姓”时，我就以此作答，对方

也不以为怪。直至上大学时，才知道自己足足被骗了10余年！
那是在古代汉语课上，老师告诉我们，繁体字“楊”的右边为“昜”，

读yáng。原来“杨 （楊） ”为形声字，“木”为形旁，“昜”为声旁，不能
拆分为“木+易”。

岂止我呢，相信许多人包括一些杨姓公民还都蒙在鼓里。“木易杨”的始
作俑者，可能出自京剧《四郎探母》。《四郎探母》讲的是北宋杨家将的故事，四
郎杨延辉在金沙滩一战被俘后隐姓埋名，“将杨字拆木易匹配良缘”（京剧《四
郎探母》唱词），辽国萧太后以铁镜公主招他为婿，称为“木易驸马”。

无独有偶，在金庸的 《射雕英雄传》 第九回，杨康的父亲杨铁心，在
金兵劫虏后大难不死，遂隐姓埋名，化名为“穆易”。文中称：“他不敢再
用杨铁心之名，把‘杨’字拆开，改‘木’为‘穆’，变名穆易。”看来，
文史大家金庸千虑一失，在这里也出现了不应有的纰漏。

为了弄清“杨”字，我们首先要区分“易”和“昜”，在字源上对它们
进行一番探析。

“易”的字形演变：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体

关于“易”，《说文解字》释为：“ 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秘书》说曰：日
月为易，象侌昜也。一曰从勿。凡易之属皆从易。（羊益切）”许慎认为，“易”是
蜥蜴形体的象形；《秘书》一书则认为“日月为易”，为会意字。

“昜”的字形演变：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体

关于“昜”，《说文解字》释为：“开也。从日、一、勿。一曰飞扬。一
曰长也。一曰强者众貌。（与章切） ”唐颜师古注曰：“昜，古阳字。”清段
玉裁注曰：“昜，此阴阳正字也。阴阳行而侌昜废矣”。

可见，“昜”是“日、一、勿”组成的会意字，为阳 （陽） 的古字。看
来，“昜”和“易”，虽然仅差日下一横，却是音、义完全不同的两个字。
由古到今，都不能相混使用。

我们再回到“杨”字。关于“杨 （楊） ”，《说文解字》 释为：“木也。
从木，昜声。（与章切） ”

由 《说文解字》 我们知道，“杨”是从木、昜声的形声字。从反切音
（见链接） 可知，“杨”“昜”二字均为“与章切”，可见“杨”从“昜”得
声当无疑义；而“易”为“羊益切”，与“昜”“杨”二字声韵均隔。因
此，关于“杨”姓，正确的说法应是：木昜杨。

链接
反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汉字注音方法。其基本规则是用两个汉字相拼

给一个字注音，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如“杨”的读音，
可以取“与”字的声母“y”，和“章”字的韵母“ang”拼合而成，使用反
切法注音就是“与章切”。

中华文明是在欧亚大陆东部产生的一支
原生文明。近代以来，历史学者通过对考古
学、古人类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等文献资
料的综合研究，逐渐揭示出中华远古历史在
我国大地上发展的基本脉络。从目前的材料
来看，至少在 100 万年前，人类已经在中国
广大的区域内活动。比如重庆巫山人距今约
200 万年，云南元谋人距今约 170 万年，陕西
蓝田公王岭和湖北郧县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
也都接近或早于 100 万年。近几年发现的一些
遗址，有的也可能接近 200万年。从上述的云
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等“猿人”，到广东韶
关马坝人、山西襄汾丁村人等“古人”，再到
北京山顶洞人、四川资阳人等“新人”，三个
阶段构成原始人类时期。

根据考古成果研究，我国稻作农业文化
可推进到 1 万年前。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已
经难以想象 1 万年以前祖先的生活方式。经
过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发展，中华文
明经历了从起源到逐步形成的过程，社会的
复杂化程度更加明显。夏、商、周时期逐渐
进入高度发达的阶级社会，再经过秦、汉及

其以后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衰落，
中华文明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夏鼐先生和
苏秉琦先生都提出过十分重要的见解。夏先
生认为，文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新石器时
代。苏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过程，应该有不同的模式，有原生
型，还有次生型和续生型，最后才形成以汉
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他们这些论
述的正确性不断被新的考古发现和学科研究
成果所证明。

特别是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 3500
年前后，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
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北方地区，分布
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
遗址中，发现了代表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
心聚落的大型祭祀建筑群、积石冢及以玉雕
龙为主的随葬玉器群。南方地区，长江下游
的杭嘉湖地区，发现了面积达 30 多平方公里
的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遗址群中心有
莫角山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等。这些发现以无
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中华文明的原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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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之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人类文明
的起源和发展，不能不重视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经过长时间的探讨，学术界对
中华文明的一些基本问题逐渐达成了共识。下面我就讲讲中华文明的几个基本特点。

中华文明的原生性和可信性
——谈谈中华文明的几个特点（上）

单霁翔

中华文明的原生性

中华文明的可信性中华文明的可信性

马家窑文化 铜刀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我国古代文献中，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
历史的肇始期，把夏代作为第一个王朝。中华文明
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作为历史依据，见于司
马迁的《史记》。但《史记》对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
时期的记述都属古史传说的范畴，对夏代历史的记载
也极其简略，很难据此全面地研究当时的历史。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有人怀疑中国是否
真正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部分国外学者甚至怀疑
夏朝是否真正存在过。要解决这一问题，消除学术
界存在的种种疑虑，仅仅依靠古代文献是远远不够
的。近 50年来，我国考古学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
的成就，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中华文明
的悠久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20世纪 80年代，夏鼐先生在名著 《中国文明的
起源》 中，提出了用考古学研究我国文明起源需要
着重探索三种标志性遗存，即作为政治、经济、文
化各方面活动中心的城市、文字、冶炼金属，被称
为“文明三要素”。

一是关于城市。我国已经发现不少古代城址，
其中较大规模的城址至少在仰韶文化的晚期已经出
现。如河南郑州西山古城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古

城遗址，始建距今都已超过 6000年。而更多的古代
城址，出现于稍晚的龙山时代，地点分布更为广阔。

二是关于文字。我国发现最早的古代文字是商
代的甲骨文和金文，这是完备而成熟的文字。在商
代之前仰韶时期与龙山时期的陶器上，都发现有许
多刻画的符号，特别是诸如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
等出现的一些符号，普遍认为与文字有关。大汶口
文化有符号的陶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 2500 年左
右。良渚文化陶器上和玉器上的文字，则大约出现
在公元前 3000年到公元前 2300年。

三是关于冶炼金属。在我国出现很早，如在陕
西姜寨遗址发现的半圆形黄铜铜片，是目前发现的
最早的铜器；在甘肃林家遗址发现的小铜刀，属于
马家窑文化，年代在公元前 3000年左右，是目前发
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早在 1959 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就根据古代
文献记载的夏王朝主要活动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在
河南豫西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经过近 50年来对
遗址的发掘工作，在近 4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
有纵横交错的道路，大型宫殿建筑遗迹，青铜器冶
铸、烧陶、制骨等手工作坊址和各类墓葬，出土了
高等级的青铜礼器、玉器及各类陶器等，反映了我
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王权形成。

1928 年，我国学术机构首次组织对殷墟的发
掘，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文献
中只有零星记载的商王朝的存在，更使《史记·殷本
纪》 等文献所载内容成为信史。殷墟出土的 15余万
片甲骨，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
供了我国古代独立的文字造字法则。这对 3000年以
来的我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至今仍为世界
上1/4的人口所使用。在冶炼金属方面，殷墟是出土
商代铜器最多的遗址，总数约 6000件，其所展示的
高度发达的创造文明成果的技术手段是独有的，也
充分证明了中华远古文明的可信性，并为最终形成
更为完整、系统的结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开栏的话

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文
字，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标志。本版
从今日起开设“汉字故事”专栏，讲述汉字背后的文化密码
和演变故事。这些故事，与现实中汉字的应用紧密相连，也
有助于我们理解汉字的文化内涵，规范地使用汉字。

让我们一起踏上汉字的寻根之旅。

□ 汉字故事

知否？知否？
我姓“木昜杨”

杨立新

“昜字族”汉字
（读 yáng 或 韵
母为ang）

扬 （揚）、场 （場）、杨 （楊）、肠 （腸）、
饧 （餳 xíng）、钖 （鍚）、炀 （煬）、畅 （暢）、
糃、疡 （瘍）、鰑、汤 （湯）、砀 （碭）、暘、阳

（陽）、 旸 （暘）、 玚 （瑒）、 殇 （殤）、 荡
（蕩）、 烫 （燙）、觞 （觴）、飏 （颺）

“易字族”汉字
（读yì或韵母为i）
“易字族”汉字
（读yì或韵母为i）

锡 （錫）、蜴、裼、惕、埸、焬、晹、敡

绵延起伏的太行山脉横亘着八条咽喉要道，素称太
行八陉。山之东麓的井陉县山环水绕，系“太行八陉之
第五陉，天下九塞之第六塞”。其土地虽显贫瘠，文脉
却甚为豁达。盘踞太行山深处的各色人等可谓藏龙卧
虎，数不清的能工巧匠仿佛带着神来之笔，浑身都是
使不尽的智慧和本领，尤其把石头文章做得风生水起。
而微水镇于家村，显然是一个石头书写的村落民居文化
遗产样本。

明朝成化年间，诗人于谦的后人迁于此。那大大小
小的石头开始走上台面，石头村的故事便从此演绎。

于家栖息的地方四面环山，北高南低，西俯东仰，
有一种“不到村口不见村”的高深莫测。于家村周围山
体是天然的屏障，依山而建的房屋以石头为主料和框架
结构基础，部分辅以砖木结构，呈现出粗中带雅、朴实
壮观的视觉效果。

石头村东西 500 多米长，南北 300 多米宽。村内六街
七巷十八胡同弯弯环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填充着上下

固本抱团的顽强与历史担当；鹅卵石路面起起伏伏，依高就
低，熔古铸今，串接了多少英雄正义的底气和铮铮铁骨。

石头村的古街巷、古民居、古庙宇、古戏台、古桥
梁、古驿道以及古井、古树等，犹如成串的珠玉，散发
着古朴的艺术气息。这些蕴含传统文化精髓和深刻营造
理念的乡村建筑，体现了就地取材的生活生产经验、代
际传承的工匠技艺和传统建筑文化的审美理想，成为太
行山区村落民居的代表作和活态的民俗文化博物馆。

于家村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共建筑如清凉阁、观音
阁、真武庙、大王庙、白庙、岳飞庙、戏台等，基本保
持了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布局形式。街巷空间格局和
石窑合院以石经纬，顺其自然。

于家古村镶嵌于山峦、丘陵、河谷、川壑之间的地
理特点，默契和吻合了太行山区的自然脉络和肌理构
造，体现出传统天人合一的理想外向型空间结构关系与
长幼有序依存和谐的内在环境氛围营造法则。

于家村内石头房屋极受居民厚待。石头房屋成本低

廉，而且左右逢源，俯拾皆是。石头材质
的隔热性能，解决了山区四季温差变化过
大的弊端。在通风和采光上，避免了地面
过潮的建筑缺憾感。石材的朴素色调，形
成石头房屋的统一风格和面貌，也便于力
量和意志的凝聚。

坚硬的石头是太行山的精魂，也是山
里人毅力的证物。村内石楼石阁、石街石
巷、石门石屋、石墙石壁、石阶石凳、石碑石
刻、石磨石碾、石槽石臼、石桥石栏，犹如天
然的石头博物馆，天工开物，不拘一格，斑
驳陆离，岁月留痕。

村内石雕，美轮美奂，寓意吉祥。石雕供桌、佛莲
花宝座、佛龛、拱券、字画、门礅、隐峰勾石、碑刻、
石狮子等，既表现出工匠们丰富的知识、卓越的境界和
良苦用心，也为子孙后代接受传统教育和学习工艺技
术，留下了多元立体的形象教科书与实物参照。那镌刻

于门楣匾额上的“根深叶茂”“默会万真”“耕读传家”
等字样，有礼制教育的传递与衔接，也彰显石头村育人
成长的本质意蕴。其先祖于谦“重名节，重成仁，重社
稷”的思想基因在这里依稀可寻。这是于家村也是广大
太行山人奉行的不变天理和王道。失之东隅，收之桑
榆。于家人在大山里打捞着祖先身后濒于失落的记忆。

□中国最美古村

井陉于家村：能工巧匠书写石头文章
王锦强 文∕图

□中国最美古村

井陉于家村：能工巧匠书写石头文章
王锦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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