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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先秦時期巴蜀使用漢字看中國上古華夷觀 

念之可靠性 

楊靜剛*
 

提  要 

不少中外學者曾經指出，先秦時期，華夏國家都有一種輕視周邊民族文

化的心理。它們稱自己為中國，稱周邊民族為夷狄。這種傳統華夷觀念及大

漢沙文主義，一直維持到近代，才逐漸消退。但是，隨著近年來不少周邊民

族先秦文物的出土，部分考古學者指出，周邊民族的文化，實在並不比中原

文化為遜色。遺憾的是，他們都沒有對華夏及周邊民族文化作通盤的比較研

究，來落實他們的意見。當然這是一件很龐大及繁瑣的工作，筆者目前也完

成不了這樣廣泛及深入的研究，只是作為冰山一角，試圖通過巴蜀符號之考

察，以及以巴蜀之使用漢字為例，探討巴蜀及中原文化之高下。文章首先根

據先秦考古及文獻資料，討論巴蜀符號之性質及其與文字之關係，接著比較

巴蜀符號與商周文字之成熟程度，最後指出巴蜀曾大量使用漢字，希望籍此

能對先秦時期中原國家文化沙文主義及華夷觀念之成立與否，作一個初步的

觀察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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