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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造字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之一。仓
颉，又称苍颉，复姓侯冈，号史皇氏，轩辕黄帝
史官，曾把流传于先民中记录事情的符号加以
搜集、整理和使用，如结绳记事和刻木记事
等。他根据野兽的脚印和自然形象研究出了
汉字，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
中华民族的繁荣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

一、仓颉造字的传说与记载

现在普遍认为，汉字由仓颉一人创造只是
传说，不过他可能是汉字肇启者，所以被后人
尊为“字圣”。《荀子·解蔽》说：“好书者众矣，而
仓颉独传者，壹也。”《淮南子·本经训》曰：“昔
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论衡·骨相》
载：“仓颉四目，为黄帝史。”东汉许慎《说文解
字·叙》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
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
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

据《万姓统谱·卷五十二》记载：“上古仓
颉，南乐吴村人，生而齐圣，有四目，观鸟迹虫
文始制文字以代结绳之政，乃轩辕黄帝之史官
也。”不过有关仓颉出生地，至今仍存争议，还
无定论。

全国有多处仓颉纪念遗迹，我市鲁山县仓
头乡仓头村亦有仓颉祠、仓颉冢，该村因冢得
名，并被载入县志。当地自古流传，此处乃仓
颉故里。连续两年世界汉字节的举行，不但给
仓头注入了仓颉文化的丰富内涵，也给仓颉这
一汉字鼻祖以更生动的文化形象。

关于仓颉造字的故事，简单的解释是，仓
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就是说，在仓颉造
字以前，人们结绳记事，即大事打一大结，小事
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后又发展到
用刀子在木竹上刻以符号作为记事。随着历
史的发展，文明渐进，事情繁杂，名物繁多，用
结绳和刻木的方法远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炎
黄时期是上古发明创造较多的时代，那时不仅
发明了养蚕，还发明了舟、车、弓弩、镜子和做
饭的锅等。仓颉作为黄帝的史官，专做记录事
件的工作，极需创造出一种更为准确的方法，
以记录越来越复杂的事情。在这个背景下，仓
颉从“羊马蹄印”产生灵感。他日思夜想，到处
观察，看尽了天上星宿的分布情况、地上山川

脉络的样子、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
状，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
号所代表的意义。黄帝看了非常高兴，就把这
种符号叫做“字”。

二、仓颉造的究竟是什么字

那么，仓颉造的究竟是什么字？关于造字
问题，《策海·六书》《陕西金石志》等史料记载
较为详细：仓颉随轩辕黄帝南巡于洛南之西北
四十五里黑潭，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
水，遇灵龟负书，丹甲青文，遂穷天地之变，仰
观奎星圆曲宇宙之势，俯察龟纹鸟虫之迹，指
掌而创二十八字，曾镌刻于玄扈山阴，从此石
破天惊，字引人类，终止结绳，天降谷雨，鬼哭
龙藏。二十八字其释文曰：“戊己甲乙、居首共
友、所至列世、式气光明、左互从家、受赤水尊、
戈干斧芾。”

但是，从今天看来，这二十八个字，未必是
仓颉创造的全部字形，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被刻石留存。那么，仓颉到底创造了多少字？
民间传说有一斗芝麻那么多。因为太多，后人
怎么也学不完，就是后来的孔圣人，也只学了

七升，还有三升没有记全。这虽系传说，但也
说明了仓颉创造的字，远远不止二十八个。这
是因为，仓颉造字是为了实用，为了改变结绳
记事的不足，若二十八字够用，就没有必要去
煞费苦心了。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仓颉造出字后，黄帝
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渐渐
地，这些符号的用法就推广开了并被刻到了石
头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
情况：“每皇华过境，必拓复印，镌持以去。而官
史督责，工役骚然，民甚苦之。一夕雷雨大作，
居人乘机纵火焚之。”大火烧过之后，黑岩亦在，
遗迹尚存，但是，文字只剩下那二十八个了。

当然，说文字都是仓颉所造也是没有根据
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中，汉字是随着历
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为满足人们思想交流的需
要而不断增添完善。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仓
颉造字，只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而已。

三、仓颉造字是中华文明的灿烂之光

如前所述，仓颉所造二十八个字的石崖刻
石已成为稀世珍品，“仓颉造字传说”和“谷雨

公祭仓颉典礼”已列入非遗名录，这些都是我
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所以，说仓颉造字是中华
民族文明发展的灿烂之光，一点不为过。

一是推动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记录与传
播。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虽然有文字
记载留存下来的只有三千多年，但这并不能说
明，现存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就没有文字，而
仓颉造字的传说，更证明了汉字悠久的历史。
虽然炎黄之后的一两千年，没有详细的文字记
载，但古代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
是存在的。没有如二十五史那样留存至今，是
因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多重原因造成的，如战
争和自然灾害等。但是，许多如三皇故事、五
帝史实、日月传说，甚至连仓颉造字故事本身，
都是借助文字得以流传下来的。在这个方面，
仓颉造字功不可没。

二是强化了华夏民族的智力与文化基
因。中华民族是一个由远古多部族融汇而成
的民族，自炎黄蚩尤三大部族结合后，原来自
然形成的中原河洛文化圈、江淮荆蛮文化圈和
太昊、少昊东夷文化圈，逐渐融合一体，成为国
家的原型。炎黄时代，是中华民族初步形成和
文明基因剧变的时代，许多在当时极其先进的
文化、艺术、历法都脱颖而出。仓颉造文字，则
是这次“科学大爆炸”的引领和主导。可以这
样说，没有文字，其他一切皆无可能。这从世
界上其他民族的发展过程也可以看得出来，如
其他三个文明古国，都是从文字的产生而步入
文明发展之路的。这是因为文字作为思想的
交流工具、社会经验的记录、历史资料的留存，
以及民族文化脉络的延续，已深入到民族的肌
体之中，作为基因代代传承下来。

三是肇启了华夏书画艺术。仓颉从猎人
按虎、狼、牛、羊的脚印捕猎的故事中得到启
发，造出了象形文字。这既是中国最古老的文
字，也是中国最古老的绘画。其实，文字这个
词本身，就有书和画的含义。我们平常所说的

“书画同源”，这个源就是仓颉造字。从汉字六
书中，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象形造字法。象
形，正是仓颉造字的灵感，也是中华民族几千
年绘画艺术的源泉和动力。

总之，仓颉造字造化了中华民族，造化了
炎黄子孙，也造化了古今中国。其字圣之光，
永远辉耀神州，垂帷青史。

照彻中华文明的千古之光
●杨晓宇

仓颉原本写作“苍颉”，而今多写成“仓
颉”。从姓氏起源上讲，“苍”姓源自苍颉，而

“仓”姓则出自仓官，二者是不同的。所以仓颉
的“仓”当以“苍”为是，而非“仓”。西安碑林有
一方东汉延熹五年（162）刻立的“苍颉庙碑”，
就是明证，是后人把“苍”“仓”混为一谈了。“苍
颉”有四重身份。

其一，上古人物。具体说是母系氏族社会
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时期的一个氏族首领或
部落酋长，被尊为“苍帝”。任黄帝的史官，被
授予氏号“史皇氏”。凡氏号中有“皇”字的，据
说都是三皇的后裔。

其二，中国古文字创始期的集大成者。鲁
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指出：“在上古社会里，
苍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
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
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

了。”《荀子·解蔽》也称：“好书者众矣，而苍颉
独传者，壹也。”文字是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
世界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埃及的古文字大约
产生于公元前 4000年，距今6000年；印度的古
文字大约产生于公元前2500年，距今4500年；
巴比伦的古文字大约产生在公元前3500年，距
今 5500 年。中国的古文字最早出现于何时？
如果从商代甲骨文算起，只有3600年，而商代
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所以，中国文字
的出现肯定要比商朝早得多。早在何时？考
古材料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文献记载非常
清楚。中国古文字创始期的集大成者苍颉生
活在黄帝时代。《说文解字·叙》称：“黄帝之史
苍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
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这段文字记
录的就是苍颉造字的事迹。《说文解字·叙》又
说：“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

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黄帝至今有5000年，
也就是说中国文字已有5000年的历史。这样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就文字的产生而言，中国应
当排在第三位。我们不是事事非争第一不可，
但我们也不愿意有违史实地居于人后。

其三，道教神仙体系中的字祖，被尊为“苍
王”。《历代神仙通鉴》称：“伏羲时有臣苍颉，姓
侯冈，名颉。生而龙颜侈侈，四目电光。幼善
画，养灵龟一头。揣摹其文理；又见群鸟践迹
沙地，乃依龟文鸟迹，一画一竖，一点一圈，撇
捺钩挑，配聚而成字体。”宋人叶梦得著《石林
燕语》卷五言：“京师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钱
为赛神会，往往因剧饮终日。苏子美进奏院，
会正坐此。余尝问其‘何神’？曰‘苍王’。盖
以苍颉造字，故胥吏祖之。”据此知宋时尝祀苍
王。道教神仙体系中的字祖“苍王”，实由中国
古文字创始期的集大成者苍颉神圣化而来。

其四，汉字文化的永恒符号。秦灭六国之
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罢其不与秦文合
者”，在全国推行简易规整的小篆字体。为了
顺应这一“书同文”的文字改革国策，丞相李
斯作《苍颉篇》，共7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
篇》，共 6 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共 7
章。三人所作共计 3篇 20章，世称“秦三苍”。
汉初，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
断 60 字为一章，凡 55 章，共 3300 字，并称《苍
颉篇》。汉扬雄采摭（zhí，拾、捡之意）众家之
说，辑成《训纂篇》，续《苍颉篇》，凡34章，章60
字，共 2040 字。东汉的班固在扬雄续作的基
础上又续作了 13 章，章 60 字，则为 1380 字。
东汉和帝时，郎中贾鲂（fáng）又在班固续作
的基础上扩充为 34 章，章 60 字，则为 2040
字。这 3 篇世称“汉三苍”。 魏晋之后，又有
张揖《三苍训故》和郭璞《三苍解诂》。这些以
苍颉为名的字书亡佚于宋室靖康倾覆之际。
清代整理古迹出现了：孙星衍辑《苍颉篇》三
卷，任大椿辑《苍颉篇》二卷、《三苍》二卷，马国
翰辑《苍颉篇》一卷、《三苍》一卷，陶方琦《苍颉
篇补本》二卷，陈其荣《增订苍颉篇》三卷，曹元
忠《苍颉篇补本续》一卷，顾振幅《苍颉篇》一
卷，龚道耕《苍颉篇补本续》一卷，臧礼堂《增订
苍颉篇》三卷，程廷献《苍颉篇辑本》，陈荛春

《苍颉篇逸文》，龙璋《苍颉篇》二卷，王国维《重
辑苍颉篇》二卷等。自《说文解字》，特别是《康
熙字典》之后，字书虽不再以“苍颉”为名了，但
我们并未忘掉字祖，至今人教版小学五年级语
文课本仍有《仓颉造字》一文。

汉字蕴含着中华先人的独特智慧，纪念苍
颉是对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期许和自信。汉
字所具有的优美、辨识度高、易懂，关联性强，
形象，直观达意，信息量大等五个特点，无疑会
使其在帮助感知、理解等方面都有较大的优
势，能够实现阅读速度、理解速度、记忆速度的
协调发展。

这恐怕也是中国能迅速崛起的基本素质
之一。汉字不失，华夏永存。

“苍颉”的四重身份
●潘民中

鲁山县仓颉文化资源很丰富，有仓颉祠墓、乡村
名称、古代碑刻，还有古今沿袭的祭祀民俗，随着现
代的挖掘与传承，其海内外影响日益扩大，形成了一
种仓颉文化现象。鲁山仓颉文化具有渊源性，基于
这种渊源性探讨仓颉姓氏文化，有重要意义。

姓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
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而以人文始祖仓颉为渊源的
姓氏，构成了一个姓氏系现象，成为中华姓氏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姓氏系就是由内在渊源的多个姓氏
构成的一组姓氏，这种关系往往用大树来表示，称为
姓氏树。凡一姓氏，有源头，有分支，源头为主干，分
支为支脉，瓜瓞绵绵，清清楚楚。所谓怀山之水，皆
有其源；参天之树，皆有其根。仓颉姓氏系就是仓颉
本人姓氏及其裔孙支脉姓氏。

最早系统论述仓颉姓氏系的是宋代罗泌的《路
史》。罗泌，南宋史学家，著名学者，积数十年之功，
于宋孝宗乾道年间撰成《路史》，主要内容是记述两
汉前的历史，成为研究上古历史的重要专著。该书
有《史皇氏纪》篇，系统论述了仓颉姓氏系的源流。
其认为，仓颉就是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仓颉
的裔孙分别以其姓名和官职为姓，形成了仓氏、史
氏、侯氏、侯冈氏、夷门氏、仓颉氏等诸多分支姓氏。

1.仓
仓姓的重要渊源就是仓颉，仓颉为得姓始祖。

《路史》依据《姓苑》的引载，明确指出：“仓氏出于仓
颉。”

仓姓除了源于仓颉说，还有其他说法。如《古今
姓氏书辩证》一书认为，汉文帝时有个官吏叫长子
孙，掌管仓务，其后人以仓为姓。《左传》还记载周代
有个叫仓葛的人，其后人以仓为姓。还有汉代有个
叫淳于仓的，号仓公，其后人以仓为姓。民间还有黄
帝赐姓仓颉的传说故事。据说，仓颉本来不姓仓，但
他发明文字贡献极大，被天下人敬重，连黄帝也很佩
服，就赐他仓姓，意思是君王上面一个人，从此大家
都叫他仓颉。但仓颉很惶恐，不敢居君之上，就在仓
上加个草字头，意思是草民，称自己为“苍颉”。这个
故事是仓姓与苍姓来源传说之一种。

2.苍
苍姓也有一支源自仓颉。古代文献认为，仓颉

就是苍颉，苍就是仓颉本人的姓氏。这在黄帝赐姓
仓颉传说中可以看出来。苍姓出自仓颉也是有依据
的，如《仓颉庙碑》就有“苍颉”的记载。

不过不少姓氏学家反对苍姓出自仓颉的说法，
而认为苍姓源自苍舒。如《路史》和《古今姓氏书辩
证》即持这种观点。后者载言：“苍出于高阳氏，才子
八人，天下谓之八恺。其一曰苍舒，后世以苍为氏。”

3.仓颉
仓颉姓是属于仓颉裔孙的支脉姓氏。该姓氏在

《路史》中有引载，“《姓纂》有仓颉氏”。这是以全名
为姓。《元和姓纂》是一部唐代姓氏书，为唐宪宗时宰
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姓氏学
文献。

4.颉姓
颉姓也是仓颉裔孙的一个支脉姓氏。《古今姓氏

书辩证》载言：“颉：黄帝史官苍颉之后。”
5.侯冈
古时有侯冈姓，源自仓颉，认为侯冈就是仓颉本

人的姓氏。如《路史》援引古文献《地记》的记载，认
为仓颉原本不姓仓，而姓侯冈，名颉，全名叫侯冈
颉。现在的一些侯姓家谱也认可这个来源。《地记》
是南北朝时期宋朝任昉所著，是中国历史上早期的
方志学丛书，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作“丛书之祖”。

6.侯
侯姓的一支也是以仓颉为渊源。这是以侯冈姓

的首字为姓。汉代有《汉上谷长史侯相碑》记载，侯
氏出自仓颉之后，商周之后，侯姓人士开始显著，在
楚、魏、秦、齐等诸侯国都有名士。

7.史
史姓的重要渊源也是仓颉。以其为黄帝史官，

因以官为姓。《路史》记载：“仓颉后有史氏。望出宣
城、武昌。”史姓是一个多元化姓氏。有认为是周大
夫史佚之后的，以史佚为始祖。另据《急救篇注》记
载，周代还有史籀，晋国有史黯，秦国有史颗，卫国有
史狗、史鰌，他们都被称作史姓先祖。史姓还有一
支，是隋时康国裔孙分封史国，其子孙以国为姓。其
他还有改姓、赐姓的渊源。实际上，从罗泌《史皇氏
纪》篇看，罗泌十分认可仓颉史皇氏的渊源，史皇氏
就是仓颉，因称之仓帝。从姓氏学规律看，史皇氏称
谓也彰显出仓颉作为原始部落首领的渊源，符合远
古时期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8.夷门
夷门姓也是以仓颉为渊源的一个支脉姓氏，该

姓氏在《路史》中有明确记载。但唐代的《元和姓纂》
则记载了夷门姓的另一个渊源。古代有处士侯嬴，
为夷门守护兵，其后人以地为氏，侯嬴为得姓始祖。

以上为仓颉姓氏系主要姓氏的源流情况。从仓
颉本人看，有仓姓、苍姓、侯冈姓三种说法，各有依
据。从其支脉姓氏看，主要有以官为姓的史姓、以名
为姓的颉姓、以全名为姓的仓颉姓，夷门之姓则为裔
孙支脉姓氏。

综之，鲁山仓颉文化中的姓氏资源十分丰富，也
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深入发掘、研究。

仓颉姓氏文化琐探

●王宝郑

5月13日，中国（鲁山）第二届世界汉字节在我市鲁山县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文艺界人
士和社会各界群众5000多人相聚仓颉故里——鲁山县仓头乡。

仓颉，原姓侯冈，名颉，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人物。据史书记载，仓颉面长四目，天生睿德，常观奎
星圆曲之势、察鸟兽蹄远之迹，依其类像之形首创文字，革除当时结绳记事之陋，开创文明之基，被尊
奉为“文祖仓颉”。

触文脉之根祭文祖仓颉

第二届世界汉字节现场，书法家挥毫泼墨，以纪念仓颉。 冯洪波 摄

◀鲁山县仓头乡仓颉祠一景 何进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