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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淵遠流長探源導讀系列

以究本源系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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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中國古文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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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4700~2900年
紅山文化

◎西元前3400~2250年
良渚文化

◎西元前2780年-1080年
三星堆文化



附件二、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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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金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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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金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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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竹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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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竹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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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牘封泥

附件四竹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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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文字

包括齊、魯、邾、滕、薛、莒、杞、紀、祝、倪、任等國。是一種頗具特色的東方文字體系。
書寫者任意，異體字繁多，裝飾筆劃醒目。

文字蒼勁有力，很符合當時身處最北方的燕國。對於當時的其他國家文
字，有著特異的北方風格，而且由於燕地身處邊疆，因此他的字也比較
穩定

燕國文字

秦國文字

主要指秦國文字。
更多地繼承了西周文字的遺風，比較穩定。後來發展出規整和潦草兩種類型。

包括楚、吳、越、徐、蔡、宋等大國以及漢、淮二水之間星羅棋佈的小國。
字體頎長，有特殊的形體，特殊字體。王國維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楚國文字

附件五、戰國各國文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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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國文字

附件五、戰國各國文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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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春秋戰國時期的種族遷徙分化(3)

春秋時期，秦國向西大舉開疆拓土，兼并和征服了西北大量的戎人、羌人。秦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
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河湟差人，由於地處邊遠，秦國勢力一時還達不到，故得以保存
其原來的種族和文化。
戰國初，分布在黃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一部分羌人，還處於原始社會末期。當時「河湟間、少五穀，多
禽獸，以射獵為事」。他們較之先期進入中原地區的羌人及姜氏之戎等，發展水平緩慢得多，而且自公

元前7世紀初以後，由於秦國的強大，西部羌人再也不能像過去即從上古以來那樣向東方乃至中原地區頻
繁地遷徙了。河湟地區的羌人不得不改變自己原始的生產方式，向農耕兼畜牧的生產方式過渡，這種改
變與秦國的影響有著重要關係。

據《後漢書・西羌傳》記載，秦獻公(前384-前362年)時秦再次向西擴張勢力，秦兵來到渭水源頭，滅了
狄戎和獂戎，使羌人受到極大的威脅。於是一部分羌人率部遠徒，從此與湟中羌斷絕了往來。其所徙之
地當在今青海西南界或西藏的東北角。這支「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的羌人，即是後來的「發羌」、
「唐旄「，成為藏族先民的一個組成部分。還有一部分羌人長途跋涉到了新疆天山南麓，為後來文獻上
所記載的「婼羌」的組成部分。
此外，還有大量羌人陸續向西南移動，有的到了白龍江流域，名為武都羌；有的到了涪江、岷江流域，
名為廣漢羌；有的到了雅礱江流域，名為越巂羌。這些遷徙的羌人與當地原有的居民共同生活，發展成
為西南藏彝語族各支的先民。由於自然條件的差別，有的處河谷地帶，有的據丘陵地區，有的則生活在
深山密林之中，加上其他因素的影響，決定了他們後來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有的強大，有的弱小，
或農耕，或遊牧，或與漢族同化，或與土著結合形成新的民族，為我國多民族大家庭增添了更加豐富多
彩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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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大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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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大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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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大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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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小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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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小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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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秦始皇挾書律說明

記載
1.史記.秦始皇本紀：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
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
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
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2.漢書·卷二·惠帝紀：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顏師古註：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挾書律，是指中國秦朝始皇帝嬴政在建立秦朝以後，實施焚書時同時頒布的一條
法令。「敢有挾書者族」，即對私自收藏持有違禁書籍的人施以滅族酷刑。
挾書律與秦朝的其他文化政策共同形成了秦朝對文化的高壓態勢，使得許多士人
受到迫害，許多重要的文化書籍被焚毀，使得東周以來出現的百家爭鳴的文化開
放局面結束，使東周以來的學術和文化傳承受到破壞，同時也使得秦的政策遭到
當時及後世廣泛而強烈的批評，並使得當時的社會矛盾更為激化，對秦朝的滅亡
有推動作用。網路上皆無挾書律的詳細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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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漢代的隸古定與隸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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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漢代的隸古定與隸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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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漢代的隸古定與隸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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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漢代的隸古定與隸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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