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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根谱》计23万字，共16卷，
每卷围绕一个核心初文，展开一个汉字
族群系列，16个初文衍生出16个族群
系列，16个族群系列又括及372个汉

字。初文与族群，瓜瓞绵延，根脉相
连，谱系井然。美盛兄聚数十年之功
力，深刻揭示了甲骨文缘物集合的缔
造规律，并依此发凡初文，起例族群，
逐一构建起汉字根谱文化体系。美盛
的这一创见独树一帜，不同凡响。

北京大学历史系岳庆平教授高度
评价这一研究成果：“王美盛先生祖籍
山东，与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同为半岛
乡邻。前贤王懿荣发现收集甲骨文字，
奠定了甲骨学研究基础，功莫大焉。王
美盛焚膏继晷，恒以经年，发现甲骨文
缔造规律，创立汉字根谱体系，革故鼎
新，突破瓶颈，甲骨绝学回响，夷夏历史
激活，在汉字文明探源的道路上，走出
了坚实而具时代意义的一步。”

中国作协副主席、万松浦书院名誉

院长张炜这样褒扬他：“王美盛先生既
不是硕士博士，也没有出国深造，却拥
有强大的发现力研究力，是某些领域中
的杰出者。王美盛先生的视野里，多是
古文字学、字源学、古代民俗等。他有一
颗敏悟专注之心，远离喧嚣，常常显得古
朴而有趣，善于探究，发现特异，开辟新
说，在古文字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深得
专业资深人士的肯定和赞许。他对中
医、卜问这些相关的学问，也都清楚。他
常于海边林中采挖药材，研究出一种特
效刀创药。他深入民间，身在民间，知晓
而不沉溺于时尚，关心而不跟随潮流，有
安然的定力和清寂的心态。”

王美盛先生祖籍烟台龙口，现为中国
社会科学院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是当今
著名古文字学家、先秦史学家、书法家。

探源古文字 甲骨凿洞天
——王美盛新著《汉字根谱》及其他
李世惠

由《说文解字》小篆，进而石鼓籀
文，继之又走进金文、甲骨文世界——
王美盛先生拾级聚足，踏入了古文字研
究的三重境界。

2009年4月，王美盛20万字的《籀
篆字源研究》由齐鲁书社出版，李学勤
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王美盛先生精
研书法，探源文字，新撰《籀篆字源研
究》多有创建，有俾学人。”著名古文字
学家、北京大学高明教授称赞道：“《籀
篆字源研究》目的是建立汉字字源系列，
以说明汉字繁衍发展的历史进程。应
当说，这种研究方法是非常科学的。”
2016年9月，王美盛21万字的《籀篆字
形沿革》由故宫出版社出版，李学勤先生
又撰写了序言予以推荐。由字源到字
形，王美盛全方位推进甲金文大小篆研
究，源流贯通，成果迭出，令学界刮目。

成熟篆书文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甲骨文，甲骨文研究主要分两个方向，
一是破解已识甲骨文字的字源，一是
识读尚未认识的甲骨文字。王美盛先

生的研究属于前者。甲骨学是当之无
愧的冷门“绝学”。距今三千多年前的
商周甲骨龟片，破碎严重，面世的15
万片甲骨中，碎片占90%以上。百余
年来，学者们零打碎敲，逐一识读。现
代学者则利用大数据手段，进行缀合
拼接，据形系连。然而，机器缺少灵
魂。王美盛沉浸甲骨文字烟云之中，
徜徉思考，揖志历久，最终发现，成熟
的甲骨文具有内在的缔造规律。先民
造字，依据事物特点刻画，造出一个初
文字根，然后再围绕此事物发展联系，
造出一批文字，形成家族谱系。比如
黑、黄、赤、夫、去等字，现在看来外在
形体毫无联系，但在甲骨文中，它们竟
然都是大字初文字根孳乳出来的家族
成员，具有血脉因缘。

王美盛先生在新著《汉字根谱》自
序中写道：“上古历史文献是一种文化
资源，而记录文献的甲骨文字本身，则
是一座内容更为原始，时间更为久远的
历史文化宝库。一个甲骨文字，就是一

个植入一段上古历史的文化芯片，破解
一个芯片的集成路径，就打开了一段尘
封已久的历史之门。”王美盛通过甲骨
文字探源，建立16个汉字根谱体系，向
世人展示了一帧帧上古自然生活片段，
一组组民族成长场景。他通过文字把
人们带进历史，让人们看到了教科书中
无法看到的上古大千世界，令人脑洞大
开，耳目一新。

晚清，福山籍王懿荣从中药龙骨
中慧眼识契文，首片甲骨惊天下，奠定
了中国甲骨学基础。而今，龙口籍王
美盛承继前贤，接续深研，甲骨世界凿
出洞天，发现缔造规律，创立根谱体
系，为“瓶颈”期的绝学研究开辟了新
路径，贡献出自己的智慧与心血。

唐初石鼓现存故宫博物院，是文化
瑰宝，国之重器。石鼓十个，每个重约
一吨，为花岗岩材质，高者近一米，直径
约六十厘米，共刻有十首四言古诗。盛
唐著名诗人韦应物、中唐杰出文学家韩
愈分别作有石鼓歌，石鼓名声随之大
噪，石鼓文字自此进入历代学人的研究
视野。一千多年来，学界逐步形成了石
鼓文周王刻石说和秦人刻石说两大派
别。具体年代又有周文王、周景王、秦
宣公、秦景公……见解纷纭，莫衷一是，

遂有“千古之谜”之称。
王美盛先生以《说文解字》中的小

篆为参照，上溯石鼓文字，结合历史事
实考订，最终从《左传》中找出确切证
据。2002年8月，王美盛的论文《石鼓
文年代考》，被南开大学王玉哲教授推
荐到《历史教学》公开发表。接着，王
美盛又对石鼓文宋代拓本进行考释译
注，并多角度探讨石鼓文书法艺术特
色，最终形成《石鼓文解读》一书。中
国文字博物馆馆长、清华大学国际汉

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教授为此书欣然
作序，称赞其“综括而要言不烦，博通
且富有创意”。美盛先生的石鼓文研
究结论，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已进入
大学教材和课堂。

石鼓文之后，王美盛先生以秦厘定
的小篆字形为标尺，又确定了千古之谜
诅楚文的产生年代，提出秦二世刻制新
说，出版专著《诅楚文考略》。著名汉学
家、西泠印社社长、香港中文大学饶宗
颐先生审定后，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1978年10月，王美盛考入烟师（今
鲁东大学）中文系。当年中文系规模虽
不大，但师资力量雄厚。大名鼎鼎的作
家萧平先生任系主任，讲授文学理论课；
张志毅、陈洪昕教授执教古代汉语，孙元
璋、王冰雁、韩伟等教授古代文学……
在这所当时烟台唯一的高等学府里，王
美盛接触到了篆书古文字。

在古汉语课堂上，王美盛首次听到
老师讲解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后，就急切跑到图书馆借阅，可惜书已
被借走。焦急地等到星期天，王美盛和
同学结伴翻过南山及毓璜顶，来到市里

的新华书店购买，结果又扑了个空。那
时候，人们对古文字学普遍缺乏兴趣，
书店自然也不进这类书。无奈第二年
夏天暑假，王美盛匆匆登上北去的列
车，到达北京后，饭也顾不上吃，直奔王
府井新华书店，在这里终于买到了心仪
的《说文解字》。书不贵，只有一元五
角，刚刚再版，他一下子买了两本。就
这样，王美盛与《说文解字》从此结缘。
刚打开《说文解字》那会儿，王美盛虽然
对繁体字一脸茫然，但对其中的篆书文
字却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在以后的
学习中，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

家、山大教授蒋维崧先生的高足陈洪昕
老师建议他把部首一一临写，著名语言
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东北师范大学
教授孙常叙先生的研究生张志毅老师
则指点他缘形求义。

大学毕业后，王美盛先生在机关待
过，也搞过新闻采编，虽然没有大块时
间关注研究古文字，但《说文解字》始终
带在身边，有空就翻阅。后来调到电视
大学工作，王美盛结合古代文化史、中
国书法等课程的教学，扎扎实实开始了
对《说文解字》的深入研究。皓首古文
字，须臾四十年。

2023年岁末，我收到王美盛先生从北京寄来他的新著《汉字根谱》。美盛与我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早些
年知他在龙口市电大执教，后来到万松浦书院参与大型辞书《徐福辞典》的编纂，一直痴迷于古文字研究，出版专著多部。此
刻，翻阅着美盛兄的最新力作，不禁为同窗好友取得的新成果而由衷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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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家访
副标题: 我的二本学生2

作者: 黄灯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去家访》是黄灯继《我的二本学

生》之后推出的新作，记录了她在2017
年-2022年走访自己学生原生家庭的
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在这些散落在
地图上、需要无限放大才能看到它名字
的小城、乡镇、村落里，黄灯与学生的父
母、祖父祖母、兄弟姐妹、同学发小、街
坊邻居一起交流，倾听他们对教育和人
生的体悟，进而更真切和深入地了解那
些从四面八方来到她课堂上的年轻人，
她的二本学生。

长夜难明 : 双星

作者: 紫金陈
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闹市街头，女子坠楼身亡，腹部有

刀伤。是自杀？是他杀？
著名悬疑推理小说作家紫金陈以

原创小说“高智商犯罪”系列和“推理之
王”系列被众多读者知晓。非常擅长为
笔下的故事设局，逻辑缜密，环环相扣，
情节悬念迭起，想象力超群，带给读者
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

我在上东区做家教

作者: [美]布莱斯·格罗斯伯格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曼哈顿上东区的私立学校，是资产

排名位于前1%的富豪们的角斗场。
这里的精英父母利用高超的手腕

精心运作，为孩子争取常春藤联盟为数
不多的宝贵席位，上演了一出出光鲜而
残酷的育儿战争。格罗斯伯格穿梭于
曼哈顿的私立学校与豪华公寓之间，她
做好准备应对精英阶层急迫的育儿诉
求，却意外地窥探到孩子们不堪重负、
郁郁寡欢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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