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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农历龙年到来前，“龘”字一跃火出了圈，成为
生僻字界的“扛把子”。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
春节联欢晚会主题“龙行龘龘，欣欣家国”，到中国
国家博物馆甲辰龙年新春文化展序厅中出现的“龙行

龘龘”，再到时下应景的祝福语“龙行龘龘，前程朤
朤”，都引起民众对生僻字的关注和好奇。
　　据《康熙字典》记载，“龘”出自第一部楷书字
典《玉篇》，音同“沓(dá)”。“龙行龘龘”形容龙

腾飞的样子，昂扬而热烈。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文
字博物馆馆长黄德宽介绍，三个龍的“龘”是从两个

龍的“龖”发展而来。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将
“龖”解为“飞龙之状”，也读作“沓(dá )”。
“龘”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音义皆同。“在龙年到
来之际，用古字‘龘’来体现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期
待，希望新的一年发展得更好、更快，龙腾虎跃、龙
马精神，这是可以理解的心情。”黄德宽说。
　　他指出，事实上，作为一个生僻字，“龘”在文
字史上几乎没有实际使用过，但是中国语言文字的文
化积淀比较深厚，这些生僻字都在典籍中留了下来。
今人从浩如烟海的字典中把它们打捞出来，赋予其新
的时代意义，特别是近年来汉字文化热度高，与此相
关的文创开发等是有积极意义的。
　　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观众步入甲辰龙年新春文
化展时，会在序厅看到从1916年到2024年一共十个龙
年的相关四字词语，如1916年的“龙德正中”、1952
年的“龙行四海”、2000年的“凤翥龙翔”、2012年
的“云起龙骧”，2024年则是“龙行龘龘”。
　　该展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诸葛英良表示，“龙行龘龘”确实是今年热度比较高
的一个词，从策展角度选用这个词来祝福2024年，希
望国家发展更加昌盛，民众生活更加发达。
　　“从展览来说，为什么以‘中华第一
龙’红山玉龙起头之后，紧跟着就是甲骨
文的‘龙’字，还把馆藏的《龙藏寺碑》
拓片拿出来？其实也是从汉字这一角度来

讲述龙文化。都说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在我看来，
汉字其实也是某种形式的图腾，有着强大的力量。我
们在序厅墙上挂这些词语来表达祝福，希望观众看到
它的形，念出它的音，除了多认识一两个字之外，也
能感受到汉字的文化力量。”诸葛英良说。
　　这一力量也在四个“月”组成的“朤”中传递。
“朤”音同“朗”(lǎng)，有明亮、光明之义。前程

朤朤，即前途光明。
  “龘”字的出圈也再次唤起了大家对生僻字的关
注和兴趣。生僻字是那些在口头和书面语言中不常用
的字，但它们却是汉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像
“龘”这样的生僻字，是汉字这个庞大体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其复杂性体现了汉字的多样性和包容
性，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这次“龘”字刷屏，说明生僻字并不缺乏受众。不少
网友自发对“龘”进行了二次创作，从这个字的读音到
字体的龙形象，都成了大家新的创意灵感来源。
  “汉字本身就是最美的符号，天生就是logo。”
这次“龘”字的出圈，正是设计者顾永江的初衷，他
认为这样的设计是对汉字文化的一
种深刻理解和赞美。
  既传播文字知识，又融合时代
精神，希望这样的设计多多益善，
让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加

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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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行龘龘龘龘”看汉字的博大精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