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24小时读者热线：962288 读者来信：dzlx@wxjt.com.cn

A28
2013年7月1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徐婉青 投稿：xwq@wxjt.com.cn

也
说
良
渚
文
字

张
明
华

! ! ! !近日，有媒体刊登了
题为《浙江发现中国最早
原始文字 比甲骨文早千
年》的文章，说在平湖庄桥
坟遗址石钺上发现的距今
!"""多年的象形文
字，得到了中国考
古学会理事长张忠
培、国家夏商周断
代工程首席专家李
伯谦先生的确认。

这本来是一条
令人兴奋的新闻，但
网民的反应却是一
片吐槽：“这些中国
字，你认识哪一个？”
“靠谱吗？”“又是一
个曹操墓……”看来
这个领域的许多泡沫把网
民的心给泡凉了，麻木了，
不屑一顾了。也有人比较
谨慎，“急不得，慢慢研究
论证吧。”经了解，我发现
资料还是比较可靠的，至
于由“这些刻画符号将中

国的文字史向前推了
#"""多年”，给人以前所
未见缺乏研究由此而发的
错觉，有必要加以诠释。
陕西半坡村、河南贾
湖、江苏龙虬庄、安
徽双墩、上海崧泽
等一些比良渚文化
早的新石器时代遗
址中，在出土的玉、
石、甲骨、陶器上，
早就发现过一批似
字的刻画。不过那
些刻画或描绘，究
竟哪一种、哪一家
是中国文字的源
头，它们是不是文
字，争论极大。有专

家通过对河南舞阳贾湖遗
址多个契刻符号的研究，
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早至
距今 $%&&!'$&& 年，有的
专家却直贬其观点，是一
派胡言。不过，谁也意想不
到，中国最早原始文字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上海
已有发现，并在 #('%年郭
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上
得到引证。

#(%)年，闵行马桥遗
址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
一件良渚文化的阔把黑陶
杯，由于承受不了地层的
挤压，出土时已经完全破
碎。经仔细观察，发现在杯
底上有两个纤细隐约的刻
画，形状与甲骨文形式接
近。左边一个呈长柄、弯
顶、三叉镦形结构，与甲骨

文、金文的“戈”字，金文的
“钺”、“咸”等与长柄兵器
有关的字相近。右边一个
仅剩上半截，不敢猜测。可
喜的是这个遗址还有多个
甲骨文式的字形。以后，上
海及江浙诸遗址中有了更
多的发现。金山亭林遗址
一件良渚文化带盖黑陶罐
底上的“井”字形刻画，与
甲骨文、金文，乃至今天使
用的“井”字完全一样。
#('*年，在江苏吴县澄湖
良渚古井出土鱼篓形陶罐
上出现了横向排列的四个
细刻陶文，引起了考古界
的极大重视。有识作“方钺
五偶”、“巫钺五俞”等越国
建国的珍贵文献说，有识
作中国“太阳年星历记录
的原始文章”等等。其实，
其中的八角纹刻画绵延至
今，一般认为它是太阳纹，
应该是长期使用却始终未
向文字发展的类似青铜铭
文中的图符徽记。笔者在
全面分析了甲骨文与这四
个刻画字形、字义的相近
关系，尤其是认定良渚文
化的带柄斧形礼器———玉
戚，汉字戚、钺、戊、
戌、武等直接导源
于澄湖陶罐上的第
二个刻画之后，于
+(("年在《考古》上
发表了《太湖地区新石器
时代陶文》专论，率先提出
“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
原始的文章”一说，得到时
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
先生的赞赏。以后，又在上
博建馆五十周年“长江下
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
讨会”上撰文提出：“良渚
文字，在中国文字的产生
过程中应该占有一席之

地。”+((!年，中国社科院
历史所所长李学勤先生
经过研究，认为：“良渚文
化的陶器和玉器上，业已
发现了好多刻画符号，有
象形的，有抽象的，还有
几例是若干符号连成一
串的……不承认其为文
字是很困难的。”
恩格斯说：“由于文字

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
录过渡到文明时
代。”著名学者夏鼐
先生认为：“一个文
明的重要标志之
一，便是有了文字

制度。”可见文字的起源、
产生，在社会发展、文明进
程研究中的地位是多么地
重要。我想，现在的问题不
在于社会的轰动和无端的
猜疑，而是学术界应该积
极改变过去各自为政、零
敲碎打的方式，罗列发现，
共享资源，以严谨的科学
态度，逐字逐句地分析探
讨，以求共识。

不禁想起阿达
贺友直

! ! ! !恕我直言，我基本不看国产动
画片，但前几天从电视里见到在播
放一部被叫得很响的动画片，既如
此就耐下心来欣赏，观看了几分
钟，引不起兴趣倒瞧出问题来了：
动画动画，“人物”只在讲话时眼动
嘴动，或谁讲话时就挪到前边，“人
物”根本不在用动作表演做
戏，故事是靠“人物”的嘴讲出
来的，观众其实是在听说故
事，不是通过“人物”的动作表
演看出故事的。

由此我想起阿达。
一部《三个和尚》动画片，从头

到结尾没有一句话一个说明文字，
通过对小和尚、高和尚和胖和尚的
动作描绘，把这部动画的故事情节
及主题表现得明明白白，尤其此中
有些细节表现得细腻深刻有趣，如
小和尚出场，有两只小鸟陪伴他飞
舞，一只乌龟挡道使他绊了一跤，
这些细节就增添了趣味，又如高和
尚出场，一只蝴蝶总是跟着在他的
脑壳周边扑飞，他觉得很讨厌，顺
手采枝花插在地上，蝴蝶就将注意
对象转到花上去了；再如胖和尚赶
路走得满头大汗热不可挡，到了河
岸边急忙把脑袋浸到冷水里，河水

煞时沸腾冒起一片气泡，这犹如金
属的热处理粹火，片中充满着许多
有意思的细节：如小和尚同高和尚
合作抬水，小和尚因为长得矮，水桶
总朝他的一边滑，因之他的负重比
高和尚大，为此两个和尚为互不吃
亏，要在扛棒划出最居中的点。拿什

么测？出手就是，用大拇指和食指
形成的“虎口”丈量出居中点水桶
的绳套就定位于此，互不吃亏。这
样的细节，既说明事也表现人物的
心，这实是显出动画作者懂得细节
的重要以及表现细节的本事，说
句透彻的话就是懂行。

再说一个由阿达说给
我听的有关动画片的故事。
有一年国际动画片在前南
斯拉夫评奖，阿达也是评
委，他去了，看了一部片名叫《邻
居》的前南斯拉夫本土的动画片。
一开头，银幕一片漆黑，忽然显出
一点亮光，是一窗口，镜头往前
推，进窗，有一男子在洗澡，洗毕，

对镜刮胡子，毕，穿衬衫，打领带，
穿上衣，一副绅士派头，下楼，打开
车库门，两束车灯光射出，开出来
一辆车，什么车？坦克！整部片长仅
一分钟，也是没一个字一句话，但
什么意思看的人都懂：这位居心叵
测的邻居是谁。

动画片就是要求简单明
白，有趣，动作都有内容，据说
我们的动画走不出去，是吗？
人家看不懂，无趣怎么会接纳
呢？从事动画的人不明白动画

的要义，如何能创作出真正的动
画，故此想起了阿达———他对动画
是个内行。

我虽只是个画连环画的，但连
环画与动画虽是两个品种却属同
一个根系：都是用画“讲”故事，连

环画的情节复杂，并有文字
说明，读者看画读文，若不明
白，翻到这一页，可过些时再
推究，动画则不同，它稍纵即
逝，故形象动作的表演要求

简单易懂，人、物造型的所有部位
要求都有利于表演，即画要动得有
意思做到简单明了易懂有趣，故事
是情节构成的，情节是细节丰富
的，用画画故事的要义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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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余华新作《第七天》尚未出炉，仅仅
是在书店做了一个预告，据媒体报道就
被预订掉 '"万册。这在当下长篇小说出
版中算是奇迹了。这个数字有无泡沫，无
法确证。但余氏新作比之一般作家的作
品更有市场号召力，是可以确信的。有人
称这是出版商采用了“饥饿销售法”。该
“法”有点类似古装戏，人物未出场，锣鼓
先“铿铿锵锵”地敲起来，器乐先
“吱吱嘎嘎”奏起来，等把观众的
胃口吊足了，人物便闪亮登场。
但这样的“饥饿销售法”，我

看也只对某些名家管用。换一位
作家，如是寂寂无名之辈：赵华、
钱华、孙华或李华……大概这
“法”立马失效。没有人会对一部
尚未出版的无名之辈的作品感兴
趣，甚至付订金。因此这种“饥饿
法”的市场号召力，是建立在名人
效应的基础上的。
“名家”之所以能成为“名

家”，有其复杂的因素。有机构对
世界范围内的各类名人成名经历
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名人成名的原因只
有 +!,依赖其专业成就，而 $!,是要靠
其他因素促成的。但不管怎么说，在生活
中“名人”“名家”的确备受公众的关注，
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很容易成为公众效仿
的对象。新闻教程中有句话：“名
人的烟斗也是新闻。”名气越大，
受到的关注度就越高。在这个号
称“眼球经济”昌盛的时代，很多
人通过各种正当和非正当的方
式，试图成为公众关注的名人，也就不足
为奇了。

当一位作家成为“名家”后，享受着
“名家效应”带来的种种好处：作品畅销、
四处演讲、被邀做各种活动和媒体的嘉
宾……等等时，却又不允许他人对自己

的作品评头论足，听不进批评家的逆耳
之言，这也太有悖常理了吧？要知道，“名
家”的作品，其中的“好处”会释放出较大
的“正能量”，其“坏处”也当然会导致更
大的“负效应”，因此，及时地指出名家新
作的“好处坏处”，显得尤为必要。常人都
知道：甘蔗没有两头甜。上帝把你造就成
了“名家”，同时也把你推到了被公众高

度关注的“聚光灯”下，你就得有
接受各类人从各自角度评说的气
度。更何况，如鲁迅所言：名人说
的未必都是名言。当然名家写的
也未必都是佳作。很多作家，写了
一辈子，自从那个成名作使他成
为“名家”后，他再也无法超越自
己，这样一种现象，在文学史上不
胜枚举。可是长期以来，“名家”每
有新作问世，皆“好评如潮”，听不
到真诚、真实而又精确的批评之
声，使得一些“名家”新作明明在
走下坡路，却自以为在不断攀登
新的高峰，其后果既害了“名家”
自身，又误导蒙蔽了广大的读者。

“作家一出名，批评就少了”，这样一种非
正常的批评现状，难道还要持续下去？
有专家说，没有对“名家”批评，就没

有对“名家”的超越。这是从繁荣文艺创
作的高度来认识批评“名家”的意义了。

我的认识还未达到此高度，有待
继续思考。

再说余华的《第七天》，很多
读者拿到书后发现不像介绍的那
么好，表示了强烈不满。也有专业

批评家开始发文批评了。看来，“饥饿销
售法”除了吊高读者胃口，让出版商增加
码洋、作家收获更多版税，对提升作品自
身的文学价值并无益处。因为，作品究竟
如何，最终还是要通过阅读来获得一种
客观认知的。

真情与算计
乔 剑

! ! ! !好天气加上著名钢琴家的
独奏音乐会，在清静的华盛顿特
区也算是个消遣的绝好机缘了。
下午五点刚过，我和婧怡便赶到
了肯尼迪艺术中心。

到的有点早，除了隔排有个
二十出头的洋人小伙子坐在位
子上看书，全场的座儿几乎都还
空着。落座后正要闭目养神，却
被婧怡拽了一下袖子，示意我看
那 -./手中的书———竟然是一
本又小又旧的英汉词典！为了获
得一会儿安静地享用点心的时
光，我俩装聋作哑，默契异常，连
该说的话都免了。
等我们吃完点心，那个 -./

侧过身，我们似乎都看到了他带
着的“话匣子”。他先是用英文问
我们是否来自中国。我本想用夸
张的语气敷衍地赞赏一下他的中
文水平便结账小憩，没想到他竟
能用中文回嘴：“不难，不难！喜欢
就不难。”嘿，这话让我倦意顿
失———敢情就许你们老外成天
用英语折磨我们中国人呐！愤愤

不平之下，我立即对这个小老弟
进行了一番博大精深但绝对通俗
易懂的“恐吓”。大意是中文的道
儿“深得很”，几辈子都有的学。

婧怡在一旁闭目养神，任由
我们半中半洋地聊。小老弟凭直
觉猜出了我的职业必与文字相
关，恨不能当场认作师徒；我也
打探到今天音乐会的钢琴家竟
是他亲妈！这消息一出，在一边
迷糊的婧怡眼
睛睁开了一道
缝儿，哼出的
北京土话保证
让人家再学上
三年汉语也理解不了：“还不吩
咐他顺点 01孝敬老师！”我心领
神会地把这层意思翻译成
“2345678，这场音乐会准备了什
么纪念品吗？”2345678认真地作
答：“外面的商品部有义卖，我可
以陪你到那里看看。”要不是演
出大幕拉开得及时，恐怕我这个
“老师”真会被学生亲自带到收
银台自掏腰包了。心想，这比 99

制的风俗还要狠上一筹。
演出相当成功，台下大都是

古典音乐的铁杆儿或者干脆是
2345678母亲的粉丝，因此，谢幕
的程序超复杂。我和婧怡直奔楼
上的西餐厅，边吃边聊。正说得
带劲儿，只见楼梯口一大群人簇
拥着今天晚会的女钢琴家向我
们身边一张空着的大餐桌走过
来。我预感到“宝玉”必在其中，果

然十分钟不到，
2345678 就领着
他那钢琴家母
亲来指认我们
了，这还不算，

他还跑去邻桌的其他家族成员那
里宣传起我们之间的交情，招得
他叔叔、舅舅的都来长篇大论地
跟我们讲述 2345678儿时的好人
好事以及他如何迷恋中国的事
迹。最终，2345678干脆把酒杯从
他家的餐桌上移到我们这里。这
样的真诚搞得我们的心窝也不由
得热了起来。“欢迎到北京做客，
到时教我女儿弹琴啊。”没想到

2345678不仅用中文满口答应，还
当真讨要我的住址，俨然一副要
给支票填好日期的架势。2345678

突然冒出一句：“明天到我家来做
客怎样？”听了这话，我毅然决定
把皮球踢给号称美国通的婧怡：
“妹妹，帮我把‘相逢何必曾相识’
翻给这孩子听听，也算我们师生
一场。”天知道之后婧怡是怎么
跟人家说的，反正我看 2345678

的小脸儿一阵粉一阵白的。
事隔多年，经过数次对西方

习俗的观摩和体会，我已知 99

制可以翻译成“亲兄弟明算账”，
也从美剧中了解到西方人不会
把朋友间的串门儿上升到“大事
儿”的高度，但却无从知道如今的
2345678是不是能谅解我们东方
人交往中含蓄内敛的一面。只可
惜，现在已是相逢不能再相识了，
因为除了我手上的一张大家当年

的合影，什么也
没留下来。

故
乡
的
蛇
神

蒋
星
煜

! ! ! !我的故乡是太湖之滨的溧阳（今属
常州），记得童年时代仍有祭祀蛇神的风
俗。我家的大家庭的确相当大，父亲的一
辈兄弟四人，还有一个妹妹一直未出嫁。
虽祖父、祖母早已逝世，我出生时，大家
庭只有两代人，人数却达到十四个了。我
六岁时，增加到了十七个人。
在一起开伙仓，有一大间柴房，另有

一小间，安放两只大缸，盛米用的。每年
农历过年，除祭祀祖宗之外，还祭祀灶
神、财神、蛇神。
蛇神的神像是木刻的，印在红纸上，

香烛店里有供应。就贴在放米缸那间小屋的门上。人们
口头上称之为万家菩萨，其具体形象乃是蛇身人面。儿
童时代，看了很不习惯。不久，在书本上、在金字塔香烟
的外壳上看到了狮身人面像，这才明白无论中国、外
国，都有类似的神话或传说。
蛇神的神像为什么贴在那间安放米缸的小屋门上

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那间小屋除了每天中午、晚
上煮饭之前进去挖米之外，平时都关着门，光线也较
暗，所以往往有蛇在里面出现。正因为老鼠是偷米或饭
的大患，而蛇并不吃米。而且蛇往往把老鼠
作为美食而从不轻易放过，所以我们对小
屋里的蛇从不驱赶，而且称之为“家蛇”。

我们曾亲眼看到过蛇吞食小的老
鼠，或将老鼠盘住，蛇身渐渐紧缩，将老
鼠勒死。有时小的蛇遇到大的老鼠，也会对峙一番，不
分胜负，各自散去。现在古书上虽记载了伏羲、女娲是
蛇神，其具体的形象如何？仅见《拾遗记》注明为“蛇身
之神，即羲皇也”。又有《玄中记》说：“东海有蛇丘之地，
众蛇居之。无人民，或人头而蛇身”。并没有说“人头而蛇
身”就是蛇神。但能证明“人头而蛇身”的形象并非罕见，
也很可能其他古籍中也有记载，我们没有注意罢了。
抗战开始不久，我离开了故乡。以后曾回故乡两

次，旧居早已不复存在，也再没有人谈起万家菩萨。也
许这种祭祀蛇神的风俗习惯也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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