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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西曆 2009 年剛介入漢字繁簡爭論之時，我就有過把自己

的觀點整理集中的想法。經過一年半的關注以及資料查閱，直到

2011 年年初才開始正式動筆。雖然當時初稿已經完成，但由於

想法並非一時而現，後來屢經增補刪減，而又未經整合，以致本

書結構混亂，內容參差。兩年多期間未曾對它進行任何整理，之

所以如此，各種瑣事阻撓顯然只是藉口，事實只因陷入繁簡之爭

的泥潭，見了諸多情緒化的言論而導致心力交瘁，文思不捷，每

每談及此事，總有倦怠之感，越是熱愛漢字，這種感覺越是強烈。

但久而久之我卻更覺不安，內心驅使我必須填完這個坑，於是我

才不得不靜下心來好好思考這個問題，便於 2013 年孟夏對本書

重新整理，適當刪減，並改“伸冤”為“申冤”
①
。迄今又是一

年有餘，這一年我忙於它事，很少再關注這方面的爭論，直到最

近幾個朋友邀我在小範圍宣傳講座，我才重新拾起這個問題，其

時也有些小插曲，一方面是因為自己口才有限，另外的確因為太

久沒管也有些細節沒有適當處理，故再次萌生修改完善的想法，

這幾週得閒方打算從頭到尾捋理一遍。

有人說，據此書內容來看，定名為《為繁體字申冤》較為妥

當。早期我確實如此認為，但後來漸漸覺得採用“繁體字”這個

相對概念並不靠譜，我建議將傳統漢字
②
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而分析漢字簡化運動的利弊以及對這個整體產生何種影響，而不

必把“繁體字”和其他傳統漢字分割開去看待，因它們本就是一

① “申冤”重在理論，“伸冤”重在行為，愚以為必須先從理論上澄清，

然後方能施諸行為；
② 包括所謂“繁體字”和未經簡化的其他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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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正式論述之前，讓我們先來看看下面兩段話：

“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

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①（縱）

“今天，華人、華裔遍佈世界各地。不管是在天涯海角，還

是在西歐北美，只要你是漢族人（哪怕不是漢族人），是熟悉漢

字的，那麼只要見到哪一個個橫平豎直的方塊兒，心中總會油然

升起一種親切感，一種對於故國文化的嚮往情。漢字，千真萬確

的成了我們心中一面具有偉大號召力的民族旗幟，成了聯結所有

華夏後裔的文化紐帶。”在 2011 年 1 月進行的一次中國文化符號

評選中，漢語漢字也高居榜首。中華文化多種多樣，中華古籍浩

如煙海，而它們基本上都是靠漢字記載並傳承的。可以說，漢字

是中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
②
（橫）

人類文明社會自何時始？自有文字始。有了文字，方能記載

典籍，布施王道。前人之經驗如何傳予後人？口口相傳只是細枝

末節，文字記載才是主幹，而後人如何學習前人經驗，主要仍是

要靠文字。文字是文化傳承極重要的載體，懂得文字，方能懂得

世間的大道理，人類文明便是如此積累下來。對於記載著浩如煙

海古籍的傳統漢字
③
，尤其如此。不識傳統漢字，經典何從繼承？

此為其一。

我國幅員遼闊，漢族群體亦是散居四方，各地風俗千差萬別，

①《說文解字 序》漢，許慎
②《漢字學基礎》張其昀
③ 或曰，論其傳統，盍言甲篆？愚以為，非言其早，乃言其久且深且續，

猶隸楷方能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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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紛繁複雜，彼此不能通話，但漢族群體仍然能夠緊密聯繫在

一起，沒有統一的文字恐怕是不可能的。漢字雖不可謂其全部，

但絕對功不可沒。此為其二。

漢字從遠古走來。在其他表意文字相繼失傳之後
①
，她卻延

續到了今天，繼續屹立在世界東方。一個令中國人魂牽夢繞的，

被稱為中國第五大發明的漢字，竟能有如此魅力。隨著改革開放

進程的加深，中國正走向繁榮富強，中華文化開始闖進世界舞臺，

曾經帶給人們無限驕傲而又轉入自卑的漢字，如今，也重新開始

使人自豪。漢字是我們祖先偉大的發明，是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

的古老文字，它記載著我國幾千年的文化，更為著我們的現代化

服務。我們還有理由不熱愛她嗎？

可是，在這繁榮的假像背後卻隱藏著巨大的混亂，那就是漢

字字形的繁簡差異。而今是國際文化大交流時代，相比經濟軍事

競爭，文化軟實力顯得愈發重要，各國想方設法對外輸出自己的

文化，尤以語言文字為先鋒，而漢字的分歧卻令學習者無所適從，

嚴重影響了自身的傳播。

有分歧，則必有爭論。在國內，自從簡化字頒佈之後，這種

爭論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這不能不說是世界文字領域的怪像。

爭論是必定的，但不管持哪種觀點，我始終認為，我們首先

應做到的事拋棄誤解、偏見和習慣，做出評判不應是看不看得慣，

而是是否合理。
②

其次，樹立一種對漢字尊重的態度，懷著一顆對漢字敬佩的

① 文字大體可以分為兩種，表音和表意，現存屬於後者的只有漢字；
② 譬如“高、書”二字筆畫相同“動静、見看、專惠、處虞”四組字中都

是後者筆畫較多，觀（观）罐（缶又）二字簡化方法相同，但是主觀看上去

會以習慣作為評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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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我們應視漢字為寶貴的文化遺產，而不是單純地把她當做一

種即用即棄的工具
①
或是早該淘汰的封建頑石。

第三，不要想當然簡單地認為漢字簡化運動就一定是進步之

舉，恢復傳統漢字就必定是復古倒退。此處所言並非表明簡化字

就一無是處，而傳統漢字就得一個不落地恢復，而是教大家一個

看待事物的方法而已。若一件事物本在發展，強求恢復定是復古

倒退，若僅是誤入歧途，則只有恢復才是正道。在半個多世紀以

後簡化字早已深入人心的今天，反簡言論的產生必不是無本之

末、無源之流，無風不起浪，這種爭論的存在是有著深刻原因的。

我們該做的不能是純粹的一刀切，而是重新審視漢字簡化運動，

對於簡化漢字的各種優劣進行客觀理性地分析，不單純地以習慣

或時間先後論好壞。

當然，若簡化字完完全全是進步之舉，恢復傳統漢字也自然

就是倒退，但事實上簡化字進步之處卻是值得商榷的，它取代傳

統漢字並非自然規律。港澳臺的現狀也早已證明，傳統漢字並沒

有絲毫不適應時代發展之處，反倒是簡化字的存在造成了很多難

以解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卻鮮人知曉。

既然本書名為《為漢字申冤》，在這場漢字簡化運動之中也必

有冤情可以申訴。所以，希望我們能瞭解這段冤情，為了華夏書

同文，也為了漢字的未來……相信總有一天真相會大白於天下。

如今漢服運動發展火熱，從事漢文化復興的人也越來越多，

① 文字是工具卻不只是工具，更是文化載體。單純的工具須不斷更新換代，

唯恐落後時代潮流，就如同汽車代替步行一樣。而文字肩負傳承功能，在

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並不會隨著時代變化不停改動，除非到了不改變社會

就無法前進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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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始終認為，漢服終究只是一個很小的部分，我們固不能拋棄，

但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飾，卻不是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

族文字，有如此多文獻記載的民族更是少之又少了。博大精深的

漢文化中，文獻典籍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它總是靠一種東西記

載的，那就是：漢字。如果人們連漢字都不尊重，又何談重視漢

文化呢？

漢服雖斷層已久，但靠民間努力其境況便會越來越好，前途

甚是樂觀；漢字雖未完全斷層，且其時間也不甚長久，但文字不

同於服飾，只要不從小學習，認字的人只會越來越少，前途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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닄ꑀ론ꅇꙗ뭐맪

定義

顧名思義，繁體字是相對於簡體字而言的，筆畫較簡體字多，

因此得名，它指的是大陸 1956 年漢字簡化方案公佈以前的官方

字體。人們對繁體字不管認識多少應該都有一個大致的印象。但

後來經過一些事後才發現，許多人對傳統漢字的無知竟到了令人

吃驚的地步。

還得先從一件小事說起，我曾網購過一把摺扇，給賣家留言

為：扇子背面書法要是繁體字的，簡化字的不要。不久賣家就打

電話過來，大致對話如下。

賣家：我看見了你的留言，恐怕不能滿足你。

我：怎麼回事？

賣家：你說不要簡體字的，可現在只有港澳臺才用繁體

字（這倒清楚）。我這裡只有簡體字的。

我：是，可這是書法啊，書法一般很多都是繁體字的。

賣家：是這樣，我看了一下，這上面有的是繁體字，有

的是簡體字。（原來他把我們用的漢字全部當成了簡化字）

我：不是所有字都對應繁體字的，只有少部分經過簡化

了才……（一串解釋）

賣家：你們是知識份子，這些我不懂。要不這樣吧，我

給你看看，只要有一個傳統漢字的話，就給你發貨好嗎？

我：只要是長篇，不可能只有一個傳統漢字的，一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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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占三分之一。

賣家：不會要我給你數吧？

我：不是不是。呃，就按你剛才說的辦吧。（解釋無果，

只好如此）

很多人看了繁體字的書籍之後都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其中只

有部分是繁體字，而其他的我都認識，姑且算作簡化字。持這種

觀點的人不佔少數。他們誤以為我們所用的文字全部是相應繁體

字簡化過來的“簡化字”，所以我們用的每個字都有相應的繁體

字。

其實我們所說的“繁體字”僅僅只是簡化字總表中被簡化的

漢字而已，其總數為 2236 個，大概占通用漢字的三分之一，除

去類推的純繁體字大概只有四五百個，只有這些字才有繁簡關係

（我們所討論的也就是這些字罷了）。我們一般所稱呼的繁體字

簡化字是指的相應的兩岸三地的漢字體系，其實這個稱呼是不合

事實的。

三分之一之外，其他如簡單的“天、地、人”以及繁雜的“囊、

矗”等大部分沒有經過簡化，並無繁簡之別。所以我們用的三分

之二的漢字都是與繁體字同一層面的，或者更準確地說這些字的

繁體字就是它本身。可以這樣講，若把港臺所用的全部定性為繁

體字的話，那我們所用漢字的三分之二也是繁體字。

舉例來說，譬如“马到成功”的繁體字為“馬到成功”，只

有一個是繁（簡）字，“正大光明”四字無繁（簡）字，“龙飞凤

舞” 繁體字為“龍飛鳳舞”，有三個字為繁（簡）字。前面一段

話可以轉換成簡化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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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之外，其他如简单的“天、地、人”以及繁杂的

“囊、矗”等大部分没有经过简化，并无繁简之别。所以我们用

的三分之二的汉字都是与繁体字同一层面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

些字的繁体字就是它本身。可以这样讲，若把港台所用的全部定

性为繁体字的话，那我们所用的三分之二的汉字也是繁体字。“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部分繁體字，部分簡化字”了。

“繁體字”和“簡化字”這兩個稱呼本就很主觀，只是有了

漢字簡化運動才產生的相對的概念而已，因此沒有絕對的“繁簡

字”。比如，“車、溯
①
”兩個楷書字，“車”字筆畫很少，我們把

它簡化成“车”了，它就變成了繁體字；“溯”筆畫稍多，但我

們沒有簡化它，它就不是繁體字。

試看，我們把“徹”簡化成“彻”，那“徹”就被稱為繁體

字，但“撤”字又為何不是呢？只因為我們一直用它，沒有將其

簡化。如果當時公佈簡化字的時候沒有“車”，那它自然不是繁

體字，又若是把“溯”字簡化了，那它當然也是繁體字了。又或

者當時少簡化幾個、多簡化幾個，簡化成別的形體
②
呢？那我們

對這些字的稱呼又會如何？“像”曾經也簡化成了“象”，後來

又恢復了，我們會說“像”是繁體字嗎？同樣是自古運用的字，

此三分之二和彼三分之一其實沒有任何區別。說到這裡，有人已

經混亂了，我們只需瞭解一個事實，那就是：繁體字這個概念在

產生的時候就是很隨機的。

我們不妨這樣看待，將傳統漢字作為一個整體，那麼我們可

以將所謂繁體體系與傳統漢字基本對應，而簡化字體系則可以認

① “溯”有一個早已存在的俗字為“泝”；
② 或選用別的俗字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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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三分之二傳統漢字和三分之一簡化漢字的混合。這應該是沒

什麼問題的。

所以，根本上沒有所謂的挺繁派和挺簡派，我們的焦點也不

應該是“支持簡化字還是繁體字”，而應該是“是否支持漢字簡

化”“哪些漢字應該簡化”以及“漢字該以何種方式簡化”。所謂

的爭議也只不過在某些字該不該簡化以及該怎樣簡化上有些分

歧罷了。看到這裡，人們會認為筆者是挺繁派，而事實是我並不

反對漢字簡化，只是覺得現行簡化字確有很多不合理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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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

我國在五十年代以前官方用的漢字是繁體字，這一點大家應

該都沒有什麼疑義，但如果你穿越到某個朝代，去問問古人會不

會寫“繁體字”，他保準會一臉疑惑地看著你，並反問道：繁體

字為何物？即使現在，對於一直使用傳統漢字的臺灣人而言，他

們也並不一定會認同這個稱呼。

“繁體字”這個概念並非自古就有的。

其實歷史上只存在過“正體字”的概念，“正”就是規範的

意思，正體字是歷代官方使用的規範漢字，與民間流行的俗字和

異體相區別。那“繁體字”這個名詞是怎麼產生的呢？當簡化方

案公佈後，政府開始推行簡化字，於是就把相對應的已經經過簡

化的原來的筆畫較多的正體字稱為“繁體字”，簡化以後的漢字

稱為“簡化字”。仔細想想，這其實與曹丕追其父曹操為魏武帝

還頗有點相似。 “簡化字”的概念並無不確，因為簡化字筆畫

的確簡化了，而繁體字卻並未增繁，漢字傳承下來本就如此，我

們未曾無故增加一筆一劃，何“繁”之有？
①
另外，不是還有三

分之二未經過簡化的“傳承字”嗎？以此來稱呼簡化運動之前的

整個漢字體系未免有些以偏概全。

對於至今猶在使用傳統中文的港臺來說，這個稱呼就更加不

公了，他們沒有簡化漢字，其所用的漢字完全沒有繁簡之分，都

是傳承字，本用得好好的，卻無緣無故有一部分被變成了“繁體

字”，過去用“馬到成功”，現在還是“馬到成功”，突然之間“馬”

字就變成了繁體字，是何道理？於他們而言，“繁體字”只不過

是我們的強稱罷了。讓我們來轉換一下思維方式，換位思考一下。

①二人體型相當，卻因一人變瘦而稱呼另一人為胖子，自然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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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們沒有簡化漢字，還會稱我們自己用的字為繁體字嗎？又

或是我們沒簡化，而是他們簡化了，並且稱我們用的為繁體字，

我們又作何感想呢？假如他們將“剩”簡化為“ ”，於是我

們一直使用的“剩”就被稱為了繁體字，事實上我們並沒有對這

個字做任何改動。

除此“繁體字”還是個帶有貶義色彩的詞，看到它人們只會

想起“筆畫多、繁雜難學”，同時“繁”還諧音“煩”，使人一聽

上去就感覺不自在，大有貶謫傳統漢字之嫌，表面上所謂的繁難

其事實也並非字如其名（這一點後面會一一證明）。

故而愚以為更名也是必要的
①
。那如何更名呢？有臺灣人士

強烈要求改為本來的稱呼：“正體字”，這一點馬英九也曾經多次

申明。這樣一來，我們大陸同胞就有些不平了，我們是中國的主

體部分，幹嘛你們為正我們為副？應該我們為正。雖然孰正孰副

本就一目了然，而且這樣的稱呼也算是有理有據，但難免觸動兩

岸敏感神經而引起不必要的正統之爭，再者雖然所謂繁體字基本

與過去正體字重合，而簡化字又多來源於古代俗字，但二者概念

範圍依然不同
②
，而且“正體字”和“繁體字”的概念也並不完

全相等
③
，只不過因為簡化字所代替的正字一般來說筆畫較為複

雜，才將二者混用。

①簡化字與簡體字這兩個概念雖然經常混用，但二者並不完全相同，一字

有多種形體，那筆畫多的就稱為繁體，對應的稱為簡體，它們實質是一種

異體，在歷史上也早已流傳，而簡化字則特指 1956 年之後中國大陸所採用

的經過簡化的漢字。簡化字其來源很多都為民間簡體字（俗字），本書所說

的一般是指“簡化字”；
② 俗字正字是使用領域的概念，與簡繁還是有所不同。
③正體字“妝”的俗字“粧”筆畫反而更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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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解決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們可以借助英文的叫法

traditional Chinese 來稱呼為“傳統字”，這樣既合理客觀，

又不失偏頗，對兩者都沒有貶低之意，可謂兩全其美，希望兩岸

能達成共識。

本書由於顧及大陸習慣，偶爾仍然把傳統字多稱為“繁體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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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爱”

正完名，就該進入正題了，在這之前，咱們先談談一個典型

的簡化字，這就是“爱”。“爱”，繁體為“愛”，為什麼說這個字

呢？因為“爱”是繁簡之爭中較有代表性而且又飽受爭議的一個

字，常被人嗤之以鼻並稱為“無心之愛”。

有人是這樣解釋的：人有無愛心實質與“愛”這個字並沒有

什麼聯繫，難道字裡面多了個心愛就有心了嗎？英文 love 幾個

字母什麼涵義也沒有，別人不一樣有愛心嗎？我們的愛就無心了

嗎？所以如此簡化並無不妥。

的確。“愛”之有心無心與人們的感情可以說毫無關聯，一

個字的字形怎樣似乎絲毫不會影響它所指代事物。但我們在講漢

字，當然要關注漢字本來的理據性。漢字的表意性是世界上獨一

無二的，其中含有深刻的文化氣息，它傳達了人們的思想，同時

也能方便記憶並加深人們對字義的理解，本來就沒有相應含義的

或者由於訛變而失去理據性的字我們無從追究，但“愛”之“心”

是很確切的。為了那麼一點點筆畫刻意破壞本有的理據性怎麼說

都有點不划算。

因此對於該字而言，我們去掉“心”的“過程”，其破壞性

是毋庸置疑的：其一：破壞漢字表意性，漢字優點在表意，如

果看了“愛”字再與“心”聯繫起來自然有利於人們對漢字的理

解，就如同“悅、怒、情、思”等字一樣，而“爱”則意境盡失

（或許還有那麼一點點，畢竟下面還有個“友”），同時還造成了

歸部的變動，本屬“心”部如今卻被歸在了“爪”部；其二：貢

獻不大， “愛”字本來筆畫並不多，“爱”的筆畫也沒有太大的

改變，特別是對於人們寫行書草書時的便利程度更是不會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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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從“愛”到“爱”的簡化完全沒有必要；其三：造成文

字體系的變動，破壞了漢字的穩定，所有簡化字莫不如此。

至於和英文 love 的比較就更加荒誕了。漢字是表意的文字，

優點是從字形可以窺探字義；英文是表音的文字，優點是從字形

可以看出字音，各有千秋，無從比較。

據此來看，“爱”這個簡化字的合理性就值得懷疑了，總結

起來是弊處不少利處不多。不過對此無心之“愛”嫉惡如仇的人

倒也不必將此上升到道德的程度。

“爱”確實成了一個反面教材，但在看了更多慘不忍睹的簡

化字之後，我才發現，這個簡化字還真算不上太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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닄ꑇ론ꅇ슲꓆멾꙲ꪺ굉뒺

若在當今，有人提出要簡化漢字，必定多數人都會反對，認

為這是瞎折騰，為何如此？人們不是支持簡化字的嗎？非也。文

字具有惰性和慣性，一旦從小習慣某種文字或字形之後便不會輕

易改變
①
，而與他使用的是傳統漢字還是簡化字無關。

自古以來，漢字一直是受到特殊尊敬的，漢族從來都有“愛

惜字紙”的傳統，在科舉考試中，官方對考生的漢字書寫要求則

更為嚴格，這種漢字崇拜的思想一直影響著國人，而其承載的傳

統文化更是無比輝煌。自漢字隸定之後，歷朝歷代雖然都對漢字

進行過系統整理，但卻從未有過漢字改革的想法。但當中國進入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飽受列強侵略之時，這種崇字心理便漸漸

開始改變，人們開始反思：為什麼我們會挨打？是因為列強船堅

炮利；為什麼列強船堅炮利？是因為他們科技水平高；為什麼他

們科技水平高？是因為他們教育普及；為什麼他們教育普及？是

因為他們字母文字簡單易學。他們只有有限的幾十個結構簡單的

字母，而我們卻有成千上萬個筆畫複雜的漢字，其學習效率的差

距是顯而易見的。就這樣，仁人志士們便把中國落後的矛頭直指

筆畫繁難的漢字，漢字從此遭遇了從未遭遇過的大浩劫，百年冤

情就此開始。此種危難關頭下，有識知識份子便紛紛大聲疾呼救

國，而救國的方案中就有一項是改革或廢除漢字。瞿秋白、錢玄

同、魯迅等就是廢除漢字的積極擁護者，瞿秋白把漢字比作“世

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1918 年錢玄同在

《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稱：“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

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欲使中

① 民眾之所以反對恢復傳統漢字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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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之民族，必須以廢孔學、滅道

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

本解決之根本解決”“處處都足以證明這個老壽星的不合時宜，

過不慣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時代的新生活”；魯迅曾經呼籲：“漢字

不滅，中國必亡！”甚至說“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勞苦大眾

身上的結核，不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胡適則認為，“要

想廢除漢字採用拼音文，必須先把文言文變為白話文，然後逐步

代替”。

也許在現在看來這些言論有些不可思議，甚至可笑，但在當

時確是很普遍的觀點，我們根本無法想像當時廢除漢字的呼聲有

多強烈。

由於有近代挨打的陰影，人們自卑心理作祟，便迫切希望與

“封建舊文化”斷絕，所以同一切封建糟粕一樣，文字就首當其

衝了
①
。在那個中國人民受盡屈辱的年代，這些文人學士們表達

的無不是救國救民的苦心，這點我們也能理解，但把中國落後的

原因歸罪於漢字未免本末倒置，有些過激。在這樣的呼聲下，漢

字成了封建社會舊文化無辜的替罪羊！可幸天佑中華，漢字並沒

有失去其生命力，而是頑強地存活下來！

但這種思想並未完全熄滅，改革漢字的呼聲從未銷聲匿跡，

漢字的命運也沒有變得平順，更大的坎坷還在等待她。1935 年

國民政府曾提出過簡化漢字，只不過由於內憂外患和眾多學者的

反對而未能實施
②
。解放後，百廢待興，而佔大多數的文盲已經

嚴重影響了發展，因此改革漢字的想法漸漸又被提上了日程。

① 文字即是封建糟粕的載體，其所記載的也是我們要斷絕的。
②簡化漢字的政策並非我們首創，但我們卻是其強力推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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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至 1955 年，新中國的文字改革進入研究準備階段，1949

年 10 月 10 日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
①
，而後決定把研究拼音文

字作為主要任務，首批簡化字在 1955 年 10 批准，在 1956 年 1

月 31 日公佈方案，並於 1956 年 2 月 1 日全國推廣，歷時僅僅

三個月的時間。而在 1956 年 1 月 27 日中共中央《關於文字改革

工作問題的指示》批准的文字方針是“漢字必須改革，漢字改革

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

漢字，以利目前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工作。”而該

方針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決定的，1955 年 4 月 7 日的一篇文

章也證實了最初目標是廢除漢字。漢字簡化的方針是“約定俗成，

穩步前進”。同時，推廣普通話和制定漢語拼音方案也成為語言

文字工作的另外兩項任務。而一年之後 1957 年 3 月開始了整風

運動，不久開始反右派並且鬥爭擴大化，簡化字被強制推行。在

時隔近二十年之後就推出了《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由於遭到

很多人反對而草草廢除，1986 年為了平息混亂公佈了《簡化字

總表》並強調：漢字的形體在一個時期內應當保持穩定，以利應

用。至此，漢字拼音化的目標才明確放棄。之後有個小插曲，由

於電腦的普及，漢字字數龐雜，錄入電腦的問題還沒得到解決，

差點又陷入被廢除的危機，
②
可幸王選發明了漢字激光照排系統，

最後漢字的生命才得以挽救。

總的來說，漢字簡化運動的歷程大致如此，我們簡化漢字，

終究是為了提高人們的文化水準以求國家民族的發展，這個出發

點毫無問題，但好心不一定能辦好事，在實施簡化漢字的過程中，

①今改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②若漢字真的不能適應當代信息科技，真的無法錄入電腦，那我們也只好

惋惜地對它說再見了，傳統固應繼承，我們更不應落後於時代，但是只要

有一線希望我們都應該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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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重重：

毛主席曾經明確表明：漢字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走世界文

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我曾在一本中文教材《漢語史稿》（王力

著）上看到這樣一些話“漢字簡化只是漢字改革的第一步，還不

是根本的改革。毛主席指示我們……（同前），漢語拼音方案先

作為漢字注音和普通話拼音之用，將來一定會實行拼音文字……

漢字的根本改革必須實現，而且是可以實現的……在不久的將

來，漢字拼音化了，更使國際友人學漢語多一層便利”在其他書

上也屢次見到，就不一一列舉了，可見在當時很多學者的眼裡，

漢字拼音化還是個可行之策。既然漢字遲早要廢除，簡化字只是

一個暫時的過程和權宜之計
①
，以利過渡之用，動機本來就不太

單純。正是由於簡化字不是最終方向，因此簡化是否合理
②
就沒

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所以許多簡化字就成了粗挑濫選的畸形兒。

制定者們既然把漢字當做“舊文化”來看待，所以並沒有抱著一

種對傳統文字和文化負責的態度，甚至有人要使每個漢字儘量不

到十筆，這純粹只是為簡而簡。那時誰也沒有料到這件半成品居

然一用就是半個多世紀，並大有繼續使用下去的趨勢，到達如今

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實屬意料之外。

民國《簡體字表》和《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公佈時都遭到了多人反對，而第一次簡化卻沒有什麼聲音！其實不然，在整風運動中是有很多文人學士提出意見的，但是卻遭到了無情的打壓，被說成是“一些右派分子對文字改革進行了惡毒的攻擊，說漢字簡化搞糟了，群眾都反對，要國務院收回成命……漢字簡化是符合廣大

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擾要反對！”而另外一位文人提出了“文字改革要慎重”的意見，“你敢要求某‘慎重’？你提出要慎重，你的意思就是說某不夠慎重？那不是反某是什麼？”其實當時反對的聲音也是不少的，但只要是不同的意見就被打成了反人民的右派，而簡化字如今也是生米煮成熟飯，隨著人們漸漸

習慣，反對的聲音漸漸匿跡了。

第三、漢字簡化運動是作為語言文字三項任務之一來完成的，而這個任務執行得的確有些迫不及待，虎頭蛇尾，甚至出現了分指標的形式。而制定過程是否謹慎、公開、符合民意也值得懷疑。而且一次簡化就是 2236字是否有點不太“穩步前進”？不過話又說回來，作為三大任務之二的“推廣普通話”和“中文拼音方案”雖

① 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則是第二步；
② 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成俗字選用是否合理。在那種氛圍和背景下對簡化

字的選用的確很難理性，簡化方法也不得當，所以才造成了現在一系列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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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有些許爭議，其積極作用卻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就此否認簡化字的“不謹慎”。（由於當時簡化字過於混亂，資料來自 1986年《簡化字總表》，但都是第一次簡化方案的簡化字）

如今改革開放多年，國家經濟發展了，很多被誤傷的知識份

子業已平反，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也漸漸改變，不再視其為需

要廢除的糟粕偽學，而是把它當成自身的一張名片，國學也在漸

漸升溫，但由於歷史遺留的文字問題，傳統文化的復興仍然捉襟

見肘，而今陷入了兩難境地。雖然問題逐漸顯現出來，但由於牽

扯到部分政治，這場影響深遠的改革運動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重

視。為了漢語漢字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我們應該對這場冤案重

新進行審理，作為歷史的一員我們也應該對漢字負責。本在廢除

第二次方案時就有重新審視簡化字的絕好機會，但是由於一系列

原因被耽擱了，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只是不能一拖再拖，就像對

待大躍進、文革那個特殊時代的特殊錯誤一樣，就像對待魯迅等

人廢除漢字的主張一樣，諒其心，正其誤。我們需要拋棄政治，

就字論字，願人們審慎思考，還其公道！漢字的形體在一個時期

內應當穩定，但這個時期不僅僅是幾十年，而是兩千年！以至更

久！

願民生經濟成為焦點之時政府也不要忽略我們的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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닄ꑔ론ꅇ멾꙲꦳꣬쏸꒣쏸뻇

既然要簡化漢字乃至於拉丁化，那麼它的理論依據必然是：

漢字不如西方文字簡單，西方拼音文字只有有限的幾十個字母，

而漢字的數目卻是成千上萬。西方文字易學而漢字難學。

那麼我們就先從數量講起：

漢字數量雖然大大超過了拼音文字的字母數量，但我們記拼

音文字也不是靠記了幾十個字母就能搞定的，最終我們記憶最多

的還是詞彙。漢字數量眾多在造成很多困難的同時也產生了很多

便利，漢語中大部分詞是雙音節詞，而詞的組成方式主要是合成

的，因為幾乎每個漢字都有意義，漢字的優點不僅體現在偏旁對

字的提示上（字的理據性），也體現在字對複合詞的提示上（詞

的理據性），大部分漢語詞都具有可釋讀性，這就是漢語詞的理

據義，因此不但加深了人們對詞義的理解還減輕了人們的記憶負

擔。對比以下這些詞：火車-train、汽車-car、公共汽車-bus、

自行車-bike，cattle-牛、bull-公牛、cow-母牛、milk-牛奶、、

beef-牛肉，sheep-羊、mutton-羊肉、wool-羊毛，大部分詞從

漢字上都能看出意義（少數比較隱含），比如牛奶為什麼由“牛”

和“奶”兩個字組成，都是有理據可查的，在記憶時能夠引起人

聯想，加深對詞的理解；而且從中也可以看出聯繫，比如跟牛有

關的都帶“牛”字，可以系統記憶，減輕負擔,而英文則都是單

獨另外造詞,且每個詞都不相關聯,需要單獨記憶。gourd-瓜、

watermelon-西瓜、pumpkin-南瓜、cucumber-黃瓜在中文中都是

“瓜”，而英文中只有極少數帶“gourd”（如 wax-gourd -冬

瓜）其系統性和聯繫性差很多，為什麼英文中不採用這種方便的

合成造詞法呢？我們不能忽視一個問題，那就是單詞長度，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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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個“washingmachine”已經夠長的了，所以英文中像

football 這類複合詞是很少的，這明顯不方便，很多單詞還是

得死記硬背，不過英文詞綴對詞性的提示作用還是不可忽視，如

英文中的很多反義詞從字形上就能看出，不過比例不大。因此說

漢字雖然字數龐大，入門較困難，但這個代價所帶來的實際效益

是詞語記憶的簡單，幾萬詞彙就足以搞定，而拼音文字雖然字母

數量少，入門易，但帶來的代價卻是動輒幾十萬龐大的詞彙量，

這倒並不是因為漢語本身的詞彙量不豐富，僅僅是由於造詞方法

不同造成的。其實說中文難只是西方人之謂，因為我們根本屬於

不同的文字體系（英國人學法語就容易多了），中國人學英文又

何嘗不難？

同樣由於漢語以合成詞為主，不同科目不同領域之間的界限

也不是那麼清楚。像英文等語言，在不同的領域為表達不同的概

念，常常會造很多單詞，而從未學過這些單詞的人對於這個領域

的語言會非常陌生，因此在英語中才會有商務英語等很多的分

類，而漢語中雖然也有術語之稱，但是一般不會造新字而是採用

已有的常用漢字去合成詞語（除化學領域造字可能要多點），這

些漢字一般與詞義都相關，而普通人一般都認識這些字，對這些

術語的理解難度就要小得多。

有人說字母簡單解析度高易於識別，其實不然，看起來好像

漢字擠成一團不易認，但漢字各個不同（形似字並不多，不像字

母數量有限），是二維的，區別性強，個性突出，只要知其輪廓

即可、不需要知道每個筆畫（而字母文字是線性的，輪廓特徵不

足、必須基本看清單詞的每個字母），而且正是由於漢字的二維

“繁雜”和高密度才帶來漢語書面語的簡潔，拼音文字雖在同等

面積上看起來簡單，但它所占的線性長度就要大得多，字母簡的



24

代價就是單詞長，方塊漢字不管筆畫多少認讀速度都是一樣的，

可單詞內部是有方向的，越長認讀起來時間當然就越多，因此漢

字雖然是最複雜的，但與此互補的是，用漢字表達的漢語書面語

在很多語言中都是最簡短的。漢字比拼音文字寫得慢但卻讀得

快。而讀的時間比寫得多，我們還是得到了相當的便利。雖然字

體大小也會影響篇幅所占面積，但我們所做的比較是在人們讀起

來最舒服的字型大小下進行的，還是有一定的可比性。另外在電

腦上漢字所占的空間也要少得多，一個漢字兩個字節，而漢語平

均每個詞大概兩個字，也就是四個字節，而英文等字母語言一個

字母一個字節，而一個單詞平均絕對不止四個字母，也就是四個

字節，需要的空間就更多了。

在世界上所有文字中，漢字是最特別的，英文“chinese

character”也是別有用意，漢字是世界上唯一的非字母文字，

是唯一還在使用的表意文字（歷史悠久不表示它落後），幾乎每

個漢字都有意義，而且每個漢字背後都有一個故事，無一不是先

人智慧的結晶，同音的漢字靠著字形來區分，而且漢字是形音義

的統一體，區別性強，漢字的偏旁往往還能提示字義和字音，如

“辨辯辮”，最能體現這個關係的典型代表就是現代化學用字了，

如“氧矽鋁”等，而罕用字由於變化較少形旁作用可能會更大，

使我們看到這個字就能猜到它的大概意思。雖然很多字字形訛變

了或簡化了，但仍然無法改變漢字的性質，而這些是拼音文字無

法達到的。

漢字具有超時空性。漢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是表意體系文

字，不與語音直接聯繫，因此雖然歷史的發展造成語音翻天覆地

的變化，但是不會在字形上直接體現，因此漢字的字形基本穩定

（這就是為什麼漢字形旁的準確性高於聲旁的原因。按部首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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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代字典今人猶可查，但安音序排列的就不同了），其表示的

意義也變化不大。也同樣是這個特點，學習漢語古音的難度增加，

不過我們無需知道古人怎樣說話的，用現代音讀古代的書面語也

基本不會造成理解上的問題，即使完全不學古音（通假字除外，

學音韻只是專家的事），我們也可以讀懂古代漢語書面語，甚至

還可以模仿作文（歷代文言文就是如此），平時說話寫文章也經

常會引用古語，而這種現象在拼音文字國家是不可想像的，可以

總結為“古文易懂不易讀”。不過由於歷代韻書的存在，音韻方

面的成就還是有的，有人就對中古上古漢語進行過擬音，雖不是

特別準確，但基本特點還是看得出來，曾聽過擬上古漢語朗誦詩

經和論語，擬中古漢語朗讀的唐詩，對於今人而言簡直就是外語，

可為什麼我們完全聽不懂他們講的話卻還能讀懂或部分讀懂他

們寫的文章？不得不說這是漢字的功勞。另者，我們所說的文言

文並非說是新文化運動之前的漢語，白話文其實早在唐代已經出

現，後代的文言文都是仿古作品（今人寫古文也只有漢字才能辦

到），代表的仍然是兩千年先秦兩漢時的語言，而不是當時的語

言對應的書面語，其實我們對於當時的這些白話作品理解起來當

然更不在話下。可以這樣說：只要懂得現代漢語，就能夠基本讀

懂一千年以來的古代書面語（古白話），部分讀懂兩千年以來的

古代書面語（文言文），而且我們學習文言文也遠沒有拼音文字

地區學習古文難。

拼音文字由於是表音的，對於它而言，它記錄的只是發音（誰

知道古代人說的什麼？），語言翻天覆地地變，文字也翻天覆地

地變，這些文字對於今人而言就是外語，今人讀古書，語音就是

個大問題，由於古今拼寫法不同，首先我們需要懂得該文字在古

代的拼寫和發音規則，然後用古音讀出來，懂古音是必須的，這

一步雖不像漢語古音這麼難，但問題在於我們即使容易讀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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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道讀的什麼，只知音不知義，最難的是我們還需要知道該

讀音所對應的詞義，誰知道這個音在古代是什麼意思？又怎麼去

讀懂呢？更不用說寫古文說古話了。可以這樣形容：“古文易讀

不易懂”，他們看古人的書就像是我們看全是通假字或全是那個

時代“音標”的書，即使用當時的語音去讀都要猜測，完全不知

何意，用現在的語音更不能破解了，因此對於以前的歷史典籍是

非語言專家不能解讀，英國人已經不能讀懂幾百年前莎士比亞的

文章了，而我們卻可以基本無障礙地讀更早的明代白話小說，而

且稍有文言文水準甚至讀兩千多年前的《論語》中的大部分句子

仍然不會有太大問題。

可以說漢字是用來看的，而拼音文字是用來讀的。正是由於

漢字的超歷史性，使得漢字所負載的文化因素要多得多，不過拼

音文字也不是完全沒穩定性的，如 light、write 等有些字母原

來是發音的，但現在語音改變不發了，但字形仍然保留，只是穩

定性弱得多了，若論實用方便可能文字比不上語言，但文字傳承

的穩定性是語言無可比擬的，而發揮最大傳承性的文字就只有漢

字。

漢字除了超歷史性，還有超方言性。不同方言之間可以使用

統一的漢字，如中國南方方言的語音差別甚至超過歐洲很多國家

的語言差別，但他們的書面語交流是沒什麼問題的，只是相同的

漢字發音不同而已，漢語高度分裂而漢字高度統一，極大增強了

民族凝聚力和互相認同感，可以說沒有漢字就沒有如此大的中

國，漢字是維護祖國統一的一個重要因素，甚至其他毫不相關的

語言也可以借用漢字，如日語、韓語。這就有點類似阿拉伯數字

了，各地有各地的讀法，但卻有統一的寫法。

不過由於漢字入門難，對於小學生而言學習漢語的負擔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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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很大，而且很多拼音文字的表音準確率高於漢字的表意準確

率，且不像漢字表意那麼隱晦，所以人們在初始階段學習起來要

快很多，因此在拼音文字國家文盲率要低很多，但這種問題是可

以靠教育手段來解決的。而且拼音文字單元少，利於信息化，且

大多數國家都是使用拼音文字。而漢字在國際交流和電腦資訊領

域仍然有諸多不便，但我們不要因為這些就對漢字自輕自賤，畢

竟它依然在為我們服務，而且它是我們的 character！中華文化

博大精深，很多東西更是只有漢字才能表現出來，例如中國的古

典詩詞和對聯就是任何其他語言無法表達的，這種等字對偶、詞

語移位也只有漢字才能做到，曾看到過英文版的《靜夜思》，可

惜詩的意境盡失。我國的姓名文化也只有靠漢字才得以存在，每

個人的名字都含有深深的內涵，寄託著父母的期望，這在其他文

字裡面是很少見的，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去尊重它？

總之漢字的兩個突出優點：表意性和穩定性，這是世界所有

文字都不具備的特點。從自然發展來看，語言的變化要大於文字

的變化，但文字可以以強制的方式改變而語言則很難。難得漢字

兩千多年沒什麼根本變化和大規模破壞，可最後這種“識幾千字

通古今”的現象卻在簡化字施行之後被破壞，最終，漢字的缺點

一個都沒法避免反而優點被削弱了，而且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文化

斷裂，更沒學到拼音文字的優點和便利之處，正是未學他長反失

己所能，使之陷入兩難境地，可以說簡化字是一個半廢品或半成

品，前者可能更恰當。只要漢字本質沒有改變，不管如何簡化都

不能減少漢字的弊端，反而更甚，所以說一漢字本身的弱點攻擊

傳統漢字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若僅僅從實用上說，簡化漢

字甚至還不如廢除漢字進行拉丁化。

西方學者曾幾度把漢字定位為“世界上最落後的文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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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他們認為世界上大部分民族都是用拼音文字，漢字和古埃及巴

比倫一樣早該淘汰了，“拼音化是世界文字發展的方向”。對於這

些我不想說什麼，而且那些專家帶著偏見來看待漢字的。其實漢

字和拼音文字各有其優點。

漢語方言分歧大，改用拼音文字只會使本來統一漢語書面

語分裂成各種不同的方言書面語；漢語同音字多，只有不同形體

的漢字才能區分漢語中眾多的同音字。

趙元任先生曾經寫過一篇小短文《施氏食獅史》：“石室詩

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施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

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施氏視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

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

試食是十獅。食時，始識是十獅，實十石獅屍。試釋是事。”

此文讀漢字困難不大，若改用拼音表達，則是一場災難，

雖然此例有誇張之處，但足以見漢語同音字之多。文字只有適應

語言才有活力，漢字對漢語的表達是其他文字無法代替的；以及

漢字所承載的歷史文化太過豐富。等等此類因素都說明漢字是不

可替代的，對於拼音化，官方已經明確放棄，也沒有人會提起這

事了。只要漢字不影響我們的發展，我們還會將它堅定不移地使

用下去！

拉丁化沒有成功，我們還在為漢字感到幸運，若真的成功了，

我想我們也不會為它感到哪怕一點點惋惜，這是由文字的慣性決

定的，我們從小就學的拉丁文，已經熟悉並習慣了拉丁文，看見

陌生的漢字只會有一種神秘複雜難學的印象。它是歷史淘汰的東

西，是古代的落後的封建的東西，能跟我們先進的現代的拉丁文

比嗎？或許也和那些西方學者一樣認為漢字是世界上最落後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529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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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吧，只有考古學家才會去接觸它，就像我們習慣簡化字的人

看到已經陌生並離我們遠去的“傳統漢字”一樣，我們對拉丁化

失敗的慶倖不過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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닄ꑀ론 슲꓆꙲ꪺ꣓랽

簡化字古已有之
①
。這一點我毫不否認，大部分簡化字並非

當代人的創造發明，而是在歷史上有根有據的。它主要有以下幾

個來源：一是歷代特別是宋元以來的簡筆字和俗字，有極少部分

為解放前解放區所用的解放字和真正的自創漢字；另外一般還包

括古字和部分草書形體。古字和草書我在講簡化方法的時候還會

談到，這裡就不再多言，我們只瞭解一下簡化字最主要的來源：

歷代俗字。

所謂俗字，是相對於正字而言的，也

就是人們為了求方便而寫出來的非官方

非正式的字形，既然是為了方便，一般來

說
②
就比官方正字簡單許多，它最大的優

點就是易寫。俗字流傳很久，歷史也絲毫

不會比官方正字遜色。《老子》一書中就

出現過“无、离、復（覆）、申（神）、

冬（終）、乃（仍）”，其他簡牘中出現

過“乐、孙”，《說文解字》中出現過“众、

个、凭、皃（貌）”，碑帖墨蹟中出現過

“为、万、办、粮、虫、礼、体、乱、发、

笔”等等
③
，宋元以後則更多了，如“犹、

寿、还、边、聂、总”等，數不勝數，木

① 這樣說也不是很確切，準確地說是“簡化字的前身古已有之”；
② 也不絕對，譬如“果”的俗字為“菓”，屬於類增字，而“雄”的俗字

為“右隹””，乃手書錯誤。俗字筆畫更多者，著實不少；
③ 部分資料來源於《新中日簡體字研究》謝世涯（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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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中更是為數不少,就不一一舉例了
①
。我們的簡化字大多採用

民間俗字，而這些俗字中也有部分未能採用，如上頁的“泝（溯）”、

還有部分在二簡字中也採用過，但後來廢除了，舉例見二簡字一

節。

有人對簡化字總表中第一、二表中 388 字的來源做過統計，

其資料如下：

源於先秦的占 12.63%

源于秦漢的占 15.98%

源于魏晉南北朝的占

6.18%

源于隋唐的占 7.99%

源于宋金的占 7.47%

源於元朝的占 18.56%

源於明清的占 19.07%

源於民國的占 11.86%

新中國後的占 0.26%

（據我所知有些資料有所不確，不過還是能基本說明問題的）

① 更多資料可參看《漢語俗字研究》（張湧泉）《宋元以來俗字譜》（劉復

共）和《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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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話又說回來，在此種情況下存在不一定在彼種情況下合

理。歷代非正式領域存在過並不能證明我們就有足夠理由在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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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廢除傳統漢字而採用俗字：

第一、民間俗字雖早已存在，但它使用的範圍卻極其有限，

地位並不高，一般都是出現在民間手寫體和一些通俗小說或私人

書信之中，很少用於印刷，並不通用，從來未曾登上過正式舞臺，

也從未取代過官方的正式文字。也就是說官方通用文字一直都是

傳統正體漢字，大部分古典文獻仍然是由傳統漢字作成。自古以

來，俗字與正字並行不悖，正式領域為了文字穩定和文化傳承我

們使用正字，而生活中我們為了方便而使用俗字，二者相安無事，

互相補充，並很好地解決了漢字的筆畫矛盾，而這種和諧的局面

卻被簡化字打亂了。有人說文字最重要的是“約定俗成”，簡化

字確實是遵循了此理，可是顧了部分，卻丟失全局
①
。

第二、官方文字一般都是政府整理而成，比較規範，而俗字

則並非一人一時一地所造，自然比較零散分散，無系統無規範無

規律，各地有各地的寫法，各時也有各時的寫法，並無合理性可

言，有的甚至只有自己認識。這種字臨時使用猶可，作為正式字

體就不合適了。來源於俗字的簡化字與它也有一定的區別，所採

用作為簡化字者在古代俗字中僅僅只是滄海一粟，二者並不能互

相對應。官方的正體字一直都沒什麼大的變化，認識傳統漢字之

後看一般的古典文獻一般是不存在文字上的問題的，但只認識簡

化字不但不認識傳統漢字寫成的文獻，即使是這些用俗字寫成的

書，也不能看懂，上頁圖是京本通俗小說的截圖，俗字很多，有

部分字與我們現在的簡化字相同或相似，另外一部分呢就比較陌

生了，何況其中還是存在很多未簡化的傳統漢字呢。

① 可以說很多俗字的確是約定俗成，但只是在非正式字體約定俗成，而正

式字體約定俗成的仍是傳統正體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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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於漢字是理據性文字，而俗字僅僅是為求暫時方便

隨手寫成，創造者們並不懂得什麼文字知識
①
，也不一定瞭解文

字規範化的道理。因此俗字很多都缺乏依據，甚至不惜改變其結

構性質，或隨便以一記號代替，抑或是偏旁混淆，有的乾脆就是

錯字，這些字對漢字理據性有較大的破壞。

俗字隨意倒無不可，畢竟只是私下使用，但簡化字用這些隨

意之字去代替官方正式文字的做法是否合適呢？簡化字對這些

俗字的取捨又是否科學呢？這些字雖非我們創造，但確是我們採

用，不甚妥當。

由於已用之俗字人們早已習慣，並不會覺得有何不妥，為了

讓人們拋棄習慣認知，下面我就來舉一些我們未採用俗字的例子

做成表格以說明問題。
②

正字
③

俗字 正字 俗字 正字 俗字

定 官 宜

寒 庶 看

① 雖說六書是後來才根據已有漢字總結出來的，但並不能說明古人在造字

的時候就沒有一個規律約束，且對於已經總結出的有理據的字形，則不應

隨意破壞；
② 資料來源於《宋元以來俗字譜》（劉復共）和《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

究》（曾良）；
③ 可以假想一下正字就是所謂“繁體字”，而俗字就是“簡化字”，你還會

認為這種簡化字可取嗎？（只不過這些俗字我們並未習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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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既 奚

除此，由於俗字的隨意性，其中也存在眾多部件混淆的例子，

如“木扌、艹、寸刂、素索、敝敞、見兒、色包”等等。不勝

枚舉。

若我說要採用以上俗字作為正字，人們絕不會同意。是何

故？先入為主也。其實表中所列舉之俗字實與我們簡化字所採用

之俗字毫無異樣，但我們並不能認為以上俗字可以用來取代正

字，以此推之，現行簡化字採用俗字的合理性就有待推敲了。

當然，這並不能說明所有俗字都毫無可取之處，歷代採用作

為正式字體的俗字也不是沒有。像“嗅（齅）、和（龢）、蛙（鼃）、

法（灋）、鬥（鬭）、晁（鼂）、粗（麤）、集（雧）、仙（僊）、

綉（繡）、銹（鏽）”等俗字我們的確採用過。但：

一，從數量上看，這種簡化字數量很少，且在正式領域應用

已久，流行範圍極廣
①
，對人們閱讀也不會造成明顯困難，而文

字領域像我們簡化字動輒幾千字如此大規模的運動實在罕見，對

文獻的傳承造成了極大困難；

二，從文字的特性來看，文字需要穩定，尤其是在漢字發展

完全成熟並穩定了兩千多年之後，繼續簡化破壞了漢字的穩定

性，不利於漢字應用，如果採用的俗字只是少量的話影響不大，

但簡化字所採用的的確太多；

三，從必要性來看，上述簡化的例子一般是因為原字太過複

① 大大超過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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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或部件過於生僻，而大部分簡化字卻簡化了很多筆畫適中的

字；

四，從手段來看，上述簡化字並非強制推行，是人們自然選

擇的結果，而今天通行的簡化字則不然；

五，從方法來看，上述簡化一般還是比較合理可取的，大部

分都沒有破壞漢字的結構和理據性，而不像我們的簡化字對漢字

如此大的破壞；少部分簡化雖然也是對漢字的破壞，但更不應該

成為我們繼續破壞的理由。

所以說少量採用某些比較簡單合理的俗字作為簡化字是可

以的，但規模萬不可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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닄ꑇ론 슲꓆ꓨꩫ
①

據統計，簡化漢字的方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②
：1、採用

古字；2、更換形旁或聲旁；3、保留原字輪廓；4、省略部分；

5、草書楷化；6、以簡單的符號代替複雜的偏旁；7、同音近音

代替及多字簡化為一字；8、另造新字（偏旁類推包含在其中），

其實很多簡化字並不是單一的方法，在這裡我只是擇其主要簡單

論述。

（1） 採用古字。

例字可以分為兩類：

有一些古字是被後起字完全替代，原字已經不用了，如“电

（電）、从（從）、众（衆）、气（氣）、与（與）、弃（棄）、

网（網）”等。

有一部分只是部分意義被後起字替代，而原字則用來表示其

他意義，準確地說應該屬於分化字與母字的關係，這些字的恢復

相當於合併了兩個字的意義，因此也可以歸類於同音歸併。如“云

（雲）、胡（鬍）、須（鬚）、舍（捨）、采（採）、于（於）”

等。

以下舉幾個實例說明：

“云”字最早出現在甲骨文中，為“ ”，象雲朵之形，

① 理解為部分俗字對正字的改造方法更好；
② 由於很多字來歷比較複雜，具體分類細節還會有所不同，尚存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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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後來由於字形演變，云字漸漸不象形了，並假借為新的含義：

說（古人云）。於是便在表雲朵的本字上另加一個相關的義符

“雨”，變成了“ ”然後隸變楷化為“雲”。今又簡化為“云”；

“电”字類似，本字為“申”，申的甲骨文為“ ”，象

閃電之形，而後演變為“ ”，但當申字表達地支及其他含義

而且本字已經看不出閃電之形時為了增加表意性便增了雨字頭，

下部“申”字稍稍變形，隸變楷化為“電”。今又簡化為“电”，

“雲、電”兩字簡化成“云、电”之後與同類的“雷霆雪霜”

等字的聯繫性減弱；

“胡”从肉古聲，本來指“牛頷下肉”，後引申為鬍鬚，因

胡人鬍鬚茂密便轉指胡人，胡人無禮法，故又有胡來義。後來因

字義分化而專指“胡人、胡來”之義時，表鬍鬚的“胡”便加上

了“髟”變成“鬍”以示區分；

“須”字象形，甲骨文金文分別為“ ”，右邊“頁”象

頭形
①
，左邊三撇則表示“須”（下巴上的鬍子，與“髭髯”等

字分工），後來“須”假借為表“必須”等虛詞之意時，原表鬍

鬚的則變成“鬚”；

“从”和“众”最早都出自甲骨文，“從”从二人，表跟隨

義，“眾”表眾多意，隨後“从”轉向从屬偏旁之義（《說文解

① “頷頸項頭顴領額頰顏”等字都與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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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中某字从某的“从”即此），其他意義則加上走之底“辵”，

為美觀隸變楷化為“從”，又兼表示從屬義了；

“眾”甲骨文為三人，後又加上一陰影部件表省略許多之義，

變為“ ”，最後定為“衆”。其實，舊字形為“眾”，下面

仍然能夠看出三個人（與“聚”同類）。

“气”變化就比較複雜了，本象雲氣之形，甲骨文為“ ꆱ

金文為“ ꆱꎬ小篆為“ ”，後來這個字形假借為“乞”，

而“气”的含義則假借本義為食物的“氣”來代替，這個含義又

另造“餼”表示。總結一下，其實“气”才是“氣”的本字，“氣”

則是“餼”的本字。

“舍”本表屋舍，後來假借為捨棄，便加上提手旁為“捨”，

“采”本為採摘義，後來表示文采之采，於是就在本義採摘加上

提手旁為“採”。

“与”，像兩手相勾之形，後又增手旁顯意，表示給予。該

字簡化後與其相關的“舉、譽”卻簡化成“举、誉”，使其聯繫

割斷。

“于”多見於先秦，後漸漸被“於”代替，“于”只表示姓。

有人認為這是簡化字歷史的最佳例證，這些字比所謂繁體字

更早。而我認為這卻是簡化字倒退的最佳例證。此類字增旁大多

是為顯義及意義分工，簡化字卻不顧這些而強制恢復，反其道而

行之，反而使明確的義符又模糊了，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倒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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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最早的那批文獻外，這些古字早已不見於經籍，在之後它們已

被我們所謂的繁體字替代並持續使用了兩千多年，而我們卻拋棄

這幾千年的文獻不管，直接恢復更早以前的古字，這也是一種對

文字延續性的割裂。

當然，只從漢字本身的理據性來說，並不是說這些字就完全

沒有道理。“棄”簡化成“弃”還算好，原傳統漢字訛變，上為

倒子，中間是簸箕，下面是兩手，表示棄子之意，但下部已經看

不出意思了，而該簡化字在戰國時就已經出現，剩下倒子和雙手，

反而還能看出來。“网”為“網”的古字，後來加聲符“亡”和

義符“糸”，看起來“网”反而更象形更易識。但不管有何道理,

都是不顧漢字發展歷史的。

（2） 更換形旁或聲旁

更換或改為形旁的有“肮（骯）、报（報）、执（執）、宝

（寶）”等，其中真正筆畫多的只有“寶”字，而且無論是簡化

字還是傳統漢字，這些偏旁都是常見的，替換與否其記憶難度也

應一樣。需要說明的是“報、執”二字的偏旁“幸”並非幸福之

幸，其甲骨文作 ，為桎梏之形，所以二字本義皆與牢獄有關，

報本義為斷獄，執本義為逮捕，相關的漢字還有“圉”。其實更

換形旁的比較少，更多的是破壞形旁（詳見第 3至 7類）；

更換聲旁的有“袄（襖）、让（讓）、坝（壩）、毙（斃）、

补（補）、衬（襯）、灿（燦）、础（礎）、递（遞）、担（擔）、

坟（墳）、价（價）、积（積）、购（購）、构（購）、胶（膠）、

灯（燈）、辽（療）、矾（礬）、剧（劇）、迟（遲）、彻（徹）、

粮（糧）、邻（鄰）、怜（憐）、拥（擁）、态（態）、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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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戰）、种（種）、宾（賓）、亿（億）、忆（憶）、认（認）、

让（讓）、吓（嚇）、虾（蝦）、优（優）、远（遠）、窜（竄）、

达（達）、华（華）、毕（畢）、岂（豈）、舰（艦）、宪（憲）、

选（選）、艺（藝）……”

此類字數量很多，雖說僅從字音來說部分簡化字在簡化的同

時使漢字表音更準確了，有助於記憶，如“递（遞）、担（擔）、

胶（膠）、态（態）、证（證）、迟（遲）、华（華）、达（達）”，

部分在表音上可能沒有太大作用，只是筆畫簡化了，像“拥（擁）、

亿（億）、种（種）、础（礎）”等，但這僅僅是從靜止的角度

想當然地給漢字替換或改換現認為更準確的聲旁，卻並沒有顧忌

漢字的延續性和傳承性
①
。除此之還存在更多聲旁替換不準確的

例子，如“袄（襖）、坝（壩）、灿（燦）、坟（墳）、灯（燈）、

彻（徹）、坟（墳）、怜（憐）”等也是數不勝數。部分簡化字

更換的聲旁往往還會誤導方言區的人學習，如“酿（釀）、邻（鄰）、

进（進）、宾（賓）、窜（竄）”。
②

漢字聲旁在造字之初一般都是比較準確的，相同的聲旁聲音

也往往是相近的，由於歷史的演變語音發生變化，就造成現在這

種聲旁不準的結果（這種“自然變化造成的聲旁不准”和“故意

破壞聲旁”可不能等同），同樣現在似乎很準確的聲旁其實本來

也不一定同音（如“极（極）”與“及”就不同音），強行改掉

聲旁是完全不顧歷史的，也不利於我們學習音韻和讀韻文，雖說

學音韻只有專門人員才需要懂，但本可以不用破壞，也不必增添

① 如“道”若是簡化成 ，雖從聲旁上而言並無不妥，但著實不可取，

上述例子亦是同樣道理；

② （如果拋開傳承性不講，把“进[進]”簡化成“ ”，把“坝（壩）”

簡化成“ ”可能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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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亂；

有些字在創制之初就選用有意義的聲旁，有些是本字（母字）

加上意符而產生的分化字，有些是意義相關的字更換形旁而產生

的，或者造字時就選用了相同的聲旁。而簡化字卻並未考慮這些

字之間的聯繫。很多聲旁相同的字都是同源字，意義有相通之處，

同“梳疏”都有理順之義，“論輪倫綸淪”都有紋理之義一樣，

“購構溝媾篝”也都有交織之意，；

有些本來不是形聲字而部分換掉聲旁對其表意性的破壞就

不言而喻了，“竄”本是會意字，从鼠从穴，特別形象，變成“窜”

之後，不但聲旁不准，原有形象也盡失了。

此外。我們進行偏旁替代時很多往往沒有類推，破壞了漢字

之間的聯繫，使得有些單一的系統變得複雜化了（其中雖也不乏

替代偏旁還算準確的例子）。如：

“劇、據”簡化成“剧、据”而“遽、澽”等字未變，

“襖”簡化成“袄”而“澳、懊”未變

“購、構”簡化成“购、构”而“篝、媾”未變，

“膽擔”簡化成“胆、担”而“澹瞻”未變，

“擁”變成“拥”而“臃”未變，

“憐、鄰”簡化成“怜、邻”而“磷、鱗、粼、麟”未變，

“遼、療”簡化為“辽、疗”而“僚、燎”未變（本來漢

字裡“了”一般不作偏旁），

“燦”簡化為“灿”而“燦、璨、粲、餐”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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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憶”簡化成“亿忆”而“臆”未變（ “乙”一般也不

作偏旁，做偏旁時都變為“乚”，如“乳、孔、紮”，“乾”例

外），

“襖”簡化成“袄”而“澳懊”未變，

“蝦”簡化成“虾”而“霞遐假”未變，

“讓”簡化為“让”而“嚷、瓤、壤、攘”等一個字都沒變
①
，

“人”一般只作形旁，在“认（認）”字裡面卻成為特例等

等，

這一系列特例的存在其實是會增加我們的記憶負擔的。

還有一些特殊的字，如“歼（殲）、忏（懺）、纤（纖）、

织（織）、帜（幟）、识（識）”，這些字雖然比原字簡化了很

多，而且聲符也很準確，不能說毫無道理，但卻相當於破壞了一

個系統又建立了一個系統，雖書寫上方便了很多，但形體差別過

大，是造成學習簡化字人不識傳統漢字的一個重大原因。（雖然

殲、織的聲旁一般人不識，但由於有規律所以不會虛弱它的表音

功能，而且這類字只是在學基礎部件“戠韱”難一點，而从“戠

韱”到“織殲”和从“只千”到“织歼”在記憶上則沒什麼區別），

另“谶（讖）”卻未類推。

（3） 保留原字輪廓

主要有“爱（愛）、搀（攙）、馋（饞）、辞（辭）、乱

①讀 rang 音的字全部都是以“襄”為聲旁的，雖然“襄”不讀 rang，但

由於有了這個系統，其表 rang 這個音的表音性也可以說是準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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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湿（濕）、齿（齒）、龟（龜）、齐（齊）、斋（齋）、

卤（鹵）、虏（虜）、虑（慮）、黾（黽）、伞（傘）、质（質）、

断（斷）、渊（淵）、肃（肅）、娄（婁）”等。

數量不多。單就字理而言，此類字有些其實並不是太差，

如“辭、亂”流行已久已廣，相對應的傳統漢字就過於繁瑣而且

筆畫交結且現在從字形上仿佛看不出什麼意義，而且如此簡化並

不會妨礙人們認識原字。 “龜”字，雖然形象，但其筆畫複雜

並且不可分解，為了方便應用，這種簡化就顯得必要了。 不過

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攙、饞”簡化，但“巉”仍然存在，

增加了這類字的陌生感，應當類推。而“淵”為何不簡化為“ ”

呢？“齒”雖複雜，但方便易認，沒有簡化的必要，手寫時保留

大概輪廓即可，“慮”字本來筆畫不多，結構也不複雜，不必簡

化，“齊”字主要難點在上部，其實簡化成“斉”即可，而“齋”

字則也可以類推為“ ”，使規律化。總之，除了“愛”字剜

心而飽受斥責外，這類字中其他的倒是爭議不大。

（4） 省略部分

這類字主要有“标（標）、际（際）、孙（孫）、点（點）、

触（觸）、独（獨）、烛（燭）、浊（濁）、吨（噸）、夺（奪）、

奋（奮）、堕（墮）、随（隨）、椭（橢）、粪（糞）、赶（趕）、

竞（競）、开（開）、关（關）、恳（懇）、垦（墾）、亏（虧）、

类（類）、籴（糴）、号（號）、亩（畝）、兽（獸）、启（啟）、

务（務）、显（顯）、压（壓）、处（處）、儿（兒）、习（習）、

飞（飛）、产（產）、广（廣）、厂（廠）、严（嚴）、声(聲)、

医（醫）、卢（盧）、壳（殼）、丽（麗）、寻（尋）、业（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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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殺）、誊（謄）、乡（鄉）、盘（盤）”等等。另外“氣”

也可屬此類。

若說個別累贅部件的縮減稍稍可取，那其中大部分就是名

副其實被阉割的殘體字了。這不但隔斷了某些漢字的源流，而且

去掉了很多可以助人理解的有用部件，不利於人們理解。至於

“墮、橢、隨、趕、尋、糞”等字更是完全沒有簡化之必要。

歸總起來，其危害性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破壞了形聲字的聲符，如“标（標）、际（際）、触

（觸）、独（獨）、烛（燭）、压（壓）、处（處）、厂（廠）、

广（廣）”，“標”从木票聲，“際”从阝祭聲，都很好理解，

而今卻成了單單的記號，其例不勝枚舉。尤其令人費解的是，“压

（壓）”字既然簡化為何還要加一點，多了一個不成形的部件不

但使本來表意的“土”遭受破壞反而不易稱說還容易寫錯，即使

要簡化為什麼不簡成 呢？而“處”字把“几”換成“卜”似

乎也不得其解，還增加了與“外”相混的機會；

第二、破壞了漢字的意符，如“点（點）、夺（奪）、奋

（奮）、竞（競）、开（開）、关（關）、类（類）、号（號）、

兽（獸）、医（醫）、声（聲）、壳（殼）、丽（麗）、产（產）、

飞（飛）、显（顯）、启（啟）、杀（殺）”等，“點”从黑占

聲（聲旁參考“店玷”等字），原本表示黑色汙跡，“聲”字从

耳等等。很多優秀的意符被無情拋棄了，有些雖然現在看不出其

表意性，但一經講解我們便會發現其中的奧秘。
①

① “關”字裡面的部件顯得太過繁雜，何不採取和“聯（聯）”相同的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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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飞（飛）、产（產）、广（廣）、厂（廠）、严（嚴）、

声（聲）、卢（盧）”等字實在令人毛骨悚然，這是“過度簡化”

的最佳例證。这种省形不但糟蹋了漢字的聲符和義符，更使得漢

字的平衡遭到嚴重的破壞！“广厂”等字本是部首卻代替了正字，

其表“房屋山崖”的含義也無幾人能知了， “飞”字可能還能

使人多點聯想，但確實有點跛腳，即使簡化，用“飞+升”並無

不可；借“气”之形的“乞”之所以沒有變成“ ”也有其美

化的目的吧。雖然漢字裡面也存在極少數如“戶、尸”這樣有點

“偏心”的字，但系流傳如此而非故意為之。

同前類一樣，某些字並未顧忌漢字系統和聯繫。

“墮隨橢”簡化成“堕随椭”而 “隋髓惰”卻留了下來；

“觸獨濁”等字簡化了而 “鐲”字卻沒變；

“務”簡化成“务”而“騖婺”未變；

“啟”簡化成“启”而“肇”未變；

“聲”字變了成“声”而“罄馨”不變；

“醫”簡化了成“医”而“翳”還在；

“謄騰滕勝”一類字只有“誊（謄）”省掉偏旁；

“勝”又簡化為“胜”（“謄騰滕勝”屬一類，“卷眷拳券”

屬一類，其讀音也有共同點）；

“處”與“虞虎”等也是一類字，讀音也相似；

化方式變成“関”呢？而且這個字也是通行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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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簡化成 “盘”不但破壞了聲旁，而且還使它同“磐

槃搬瘢”等字脫離關係；

最奇怪者莫過於“盧”簡化為“卢”（嚴格的說“盧”的簡

化方法不完全是省掉部分，還帶有保留輪廓的性質），而以其為

偏旁的“顱瀘鱸、驢爐蘆廬”卻分別簡化成了“颅泸鲈”和“驴

炉芦庐”，實在是不解其意，況且以“盧”為偏旁的字除了“驢”

以外其他的都讀 lú，這在漢字裡面是很難得的；

更荒唐的是“兒、習”兩個並不複雜的字都簡化但以其為

偏旁的字卻沒有一個類推，實在是匪夷所思！

其實這樣部件不但沒減少反而增加了，而且割斷了很多字之

間的聯繫，使人們的學習難度加大。

（5）草書楷化

大致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盖（蓋）、单（單）、亚（亞）、庄（莊）、

状（狀）、壮（壯）、妆（妝）、帅（帥）、师（師）、带（帶）、

来（來）、夹（夾）、丧（喪）、鱼（魚）、啬（嗇）、麦（麥）、

两（兩）、见（見）、贝（貝）、页（頁）、总（總）、聪（聰）、

临（臨）、监（監）、脑（腦）、恼（惱）。

確切地說應該叫行書簡化，一般都只減少兩到三畫，雖字

形變化不大，但顯然沒有必要，在實際寫字的過程中作用並不大，

特別是“來、夾、嗇”等字，僅僅為了節省一筆就對漢字進行改

造實在是不太慎重。人們為了方便，在寫字時一般都不會使用正

楷而是行書，舉例來說，人們寫“單”字時，上面的兩個口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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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筆帶過，如 ，寫“狀、壯”等為了求快左旁一般也是化為兩

點， “魚”在書寫過程中下面四點往往是一筆帶過 ，寫習慣

了和寫“魚”的速度基本上沒有差別，就好像我們平時寫“熱”

一樣，簡化成“ ”自然是完全沒有必要；求快時寫“見貝頁”

等字中間的橫也不會一筆一筆寫，就像“具直真其”寫成

“ ”一樣，如果簡化成“ ”更無

道理。

在漢字隸變過程中也有這種現象，但那是文字發展的早期，

數量很少，且大部分是較有規律的，同時也是為了字形的協調，

以使字形不至於太臃腫(美觀)。如“辵”做偏旁時變為“辶”即

是個典型例子，因為有規律，這些字都沒破壞漢字的結構和理據

性，我們仍然知道它與“走”有關。以此來看，這類早期草書隸

化與我們的草書楷化有著本質區別。雖也有些字如“之（ ）、

乏（ ）”破壞了漢字結構和表意性，但為數更少，也是無意為

之，此種例子我們不應借鑒。

部分字破壞了漢字結構，如“見”本从目从儿（人），從

字形很容易聯想，而今卻成為了一個不知所云的整體，並創造了

一個單獨的部件“ ”；“貝”本為象形，雖不易看出，但很容

易就可以分解為目八，也更容易記，簡化字則不行；“頁”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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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有關，但現在也變得不可分析；“臨”右下角的“品”變

成了在其他任何字裡面都用不到的“ ”，其實它們的手寫體

真的和簡化字沒太大什麼區別，這樣簡化不但對人們的書寫沒有

幫助，反而破壞了漢字的傳承性、表意性和結構可分解性，同時

也破壞了字體美感。

有一部分字仍然存在類推不系統的問題：

如“狀、壯”等簡化了但“奘、寤、寐、臧”等字還是未

變，而且“莊”又簡化成了“庄”；

“惱、腦”簡化了而“瑙”卻沒變；

“總、聰”都簡化了且“總”還省掉了關鍵性的形旁“糸”

而“璁、驄、囪”卻仍然未簡化。

增加了漢字的結構部件，不但使原來同一結構的漢字異化，

反而增加人們記憶的困難。

第二類：门（門）、拣（揀）、练（練）、炼（煉）、佥

（僉）、书（書）、头（頭）、兰（蘭）、兴（興）、学（學）、

誉（譽）、举（舉）、长（長）、车（車）、东（東）、刍（芻）、

当（當）、门（門）、乐（樂）、戋（戔）、龙（龍）、娄（婁）、

尧（堯）、仑（侖）、仓（倉）、鸟（鳥）、马（馬）、乌（烏）、

农（農）、为（為）、韦（韋）、买（買）、卖（賣）、实（實）、

写（寫）、专（專）、经（經）、时（時）、尽（盡）”等

當看到“书（書）、头（頭）、兰（蘭）、尽（盡）”時，

完全不知所云。這種簡化方法的最大破壞性便在於與原字的徹底

隔絕。“頭”簡化成“头”，而“头”又成為了“买（買）、卖

（賣）、实（實）”的部件，不知道理何處。有些字“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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侖、倉、孫、僉、當”筆畫根本就不多，完全沒有必要簡化。

草書本是書法字體，即一種純藝術字體，一般不用於交際，

其文字功能已基本消失，只餘藝術功能，書法家寫草書時當然不

會在乎漢字楷書的形體結構和組成部分，更不會去管漢字的理

據，所以草書中基本已不存在漢字本來的結構理性，草書儼然成

為書法家發揮想像的工具，故連筆省筆隨處可見。

因此草書楷化字完全打破了漢字的形體結構和造字理據，

使得本來可以分解的漢字變得不可分解了，本來可以解說的變得

不可解說了。如果說其他簡化字還是漢字的話，那這類簡化字則

使得漢字看上去不像漢字，只不過因為習慣所以才感覺不到罷了
①
。草書違反了印刷體的規律，所以草書楷化字筆畫不能一目了

然。

草書楷化字的不能分解使漢字結構大量增多，創造了大量

的獨體字，而對於這些獨體字，我們必須得單個記憶，記憶負擔

反倒增加。雖然有些簡化字較傳統漢字更易於稱說，如“庆（慶）”

等，可是這“有些”背後的大部分是更不便稱說了，這些主要集

中在草書楷化字上，如“专（專）”可分解為“叀”（這個部件

雖不單用但結合“惠”就好記了）和“寸”， “戋（戔）”字

由兩個“戈”字組成，現在不能分解了， “農”字可以分解為

“曲辰”而“农”就不行了， “書”可分解為“聿曰
②
”而“书”

便無法分解。 草書楷化字創造了很多孤立部件，如“堯”的

上部本可以分解為三個“土”，而簡化字“尧”上方似“戈”卻

少一點，很容易搞錯，遠不如三個土好記，“经”右旁上部的結

① 參考二簡字中的草書楷化字；
② 本來部件並不是“曰”，但此處只能以“曰”來記憶。



52

構也容易記成“又”，這可以算是需要單獨記憶的孤立部件。

同樣簡化無規律的還有：

“揀練煉”簡化了卻留“柬諫”；

“長”簡化了但“肆套髟”等偏旁還在；

“当常尝赏裳（當常嘗賞裳）”的體系被破壞，“償”卻

簡化為“偿”；

“举誉（舉譽）”與“與”的聯繫割斷。

而“东、车、乐、书、当”則創造了新的筆畫組合形式，

特別是前三字的折畫，“书”字的筆畫交錯形式只出現在這一個

字中，並不如“書”的好記，總之這些字其實學習起來還不如其

傳統漢字簡單。更為誇張的是“专”居然還獨創了一個新的筆畫：

豎折撇“ ”，而這個筆畫也只在這一個字形中出現過，（簡化

為 可能還要略佳）使它成為了一個特例，漢字的部件筆畫增

多了。

如果說前面幾類字對漢字理據性的破壞還只是部分的話，

草書楷化字的破壞則是整體。“車”為象形至今仍能看出；“當”

从田尚聲，可見田之重要；“買賣”从貝，與交易有關；“頭”

从頁豆聲，是個很標準的形聲字……而至今尚無一個草書楷化字

還能分析。

草書與印刷體根本就是兩個不同的領域，草書之美在其行

雲流水，在其變幻莫測，而這類簡化字強行拉直草書筆畫，而本

來線條流暢的草書線條在楷化之後全然沒了草書的美感，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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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板、僵硬”，所以此類字看起來自是奇醜無比。

關於這類簡化字還有一個誤解，即是一般人認

為：很多書法家就寫過這些簡化字，意思是說這些

字的歷史很早，比如說很多書法家就寫過草書“為”

（如圖），還有“東、書”（如圖），有些和現在

簡化字已無二樣了。其實上這是倒果為因，這些簡

化字的確是根據名家草書改造的而並非名家寫過這

些簡化字。他們寫的是“東”字的草書形體而非簡化字“东”，

說他們寫簡化字實在過於牽強。

為便於理解，此處我作一假設。若一位書法家寫過如下幾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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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首 食 走”
①
，是否就說

明我們可以把這些字簡化成 “ ”呢？我

們依然可以藉口說歷史上某某書法家真正寫過這些字，後人一

看，確實如此。那就只能嗚呼哀哉了！

印刷體與手寫體既然是用於不同領域，自不能等同，至於

草書，那更是不能混淆了。手寫體可以為方便而簡，與印刷體有

些出入也是自然，人們為了求速，在寫字的時候經常會將很多部

件略去甚至可以只留大致輪廓，但這只是用來書寫。而印刷體不

以手寫體為轉移，它需要的只是規範穩定，不必隨意變動。因而

將手寫體強制性作為印刷體的做法並不可取。我們需要做的僅僅

只是將這些草體作為單純的手寫體推廣而已。

總之，如果說其他簡化字在俗字中還算有些許根據的話，

草書楷化字的此種根據則完全無道理可言了。

（6）符號代替

以“又”代替的主要有：“汉（漢）、艰（艱）、难（難）、

叹（嘆）、权（權）、劝（勸）、欢（歡）、观（觀）、树（樹）、戏

（戲）、凤（鳳）、对（對）、邓（鄧）、鸡（鷄）、双（雙）、圣（聖）、

聂（聶）、轰（轟）”

以“乂”代替的主要有：“赵（趙）、风（風）、冈（岡）、

① 資料來源於書法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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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區）、义（義）”

以“云”代替的主要有：“层（層）、坛（壇罎）、尝（嘗）
①
、会（會）、层（層）”

以“不”代替的主要有：“坏（壞）、怀（懷）、还（還）、

环（環）”

以“八”代替的主要有：“办（辦）、协（協）、胁（脅）”

以“文”代替的主要有：“这（這）、刘（劉）”

以“ ”代替的主要有：“养（養）、乔（喬）”

以“ ”代替的有：“馋（饞）、搀（攙）、枣（棗）”（部分

也歸為“保留輪廓”）

其他的如“陆（陸）、庆（慶）、苏（蘇）、团（團）、爷（爺）、

节（節）、应（應）、渊（淵）、肃（肅）、罢（罷）、过（過）、积

（積）、罗（羅）、岁（歲）、币（幣）、导（導）、垒（壘）、敌（敵）、

协（協）”等。

此類簡化字很大程度滿足了造字者
②
的想像力，看哪個偏旁

不順眼即可隨便以一個簡單的符號代替，毫無規律，此方法完全

未理會漢字偏旁本身的意義，漢字簡化的隨意性由此可見一斑
③
，

可謂是“為簡而簡”。許多漢字本身的表音表意部件就這樣被一

個毫無含義的記號取代了。據統計，光以“又”代替的字就有十

二個之多，“又”何德何能足以擔當如此多功能？（“又”像右手

① “賞”簡化成“赏”，“嘗”簡化成“尝”，“償”卻簡化成“偿”；
② 由於很多俗字採用此種方法，所以可以說是某些俗字創造者；
③ 亦可以理解為俗字的隨意簡化以及簡化字對俗字的隨意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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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在漢字中一般只出現在右旁），“乂”在中國人心中並不是一

個吉利的符號，用它來代替未免太草率。 “這、過”筆畫本來

就不多，無須簡化， “應”何不簡化為“ ”而不惜創造一

個什麼都不是的鼓勵部件“ ”？這種簡化方法似乎談不上審

慎。

此類簡化字嚴重破壞了漢字的表意體系，“鳳”从鳥凡聲，

“風”从蟲凡聲，“養”从食羊聲，“岡”从山網聲（對比“罔”），

（即使某些需要仔細分析才能看出，但起碼比毫無意義的記號要

好）“聖”从耳从口从壬，有耳聰口敏之意，是簡化字體會不到

的，而“轟聶”之類的疊字簡化後不但失其氣勢反而需要多記一

個部件和組合方式。

此類簡化字還嚴重破壞了漢字的表音體系，“漢、艱、難、

嘆”的讀音就有相似性，有人說右旁“ ”幾乎無人能識，其表

音功能自然也消失了，還不如代成“又”來得簡單。此言差矣，

這些字的韻母都為 an，其實當一個人認識這些字之後，在頭腦

裡面自然就會把“ ”和 an 這個音聯繫在一起，而與認不認識

這個字無關，同理从“雚”的“歡、觀、權、勸、灌、罐”等字

的讀音也都是“-uan”，我們看到以“堇戔菐”為偏旁的字就大

概知道是“-in、-ian、pu”，從“哉載栽裁戴”中也可以總結出

-ai（“截”屬訛變，本為‘雀戈’），之前舉過的例子“識殲”的

右旁亦如此。

我們經常說漢字的表聲不准，例如“江”與“工”的發音相

差就太遠，但這是語音的演變而造成的結果。其實要認真歸納的

話會發現很多專業聲旁還是很稱職的，其中有些聲旁都雖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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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讀音不一定相似甚至還是罕用字，但帶此偏旁的字卻都有一定

的聲音聯繫，我們需要認真觀察。如“叚”字雖然人們不識，但

以之為偏旁的“假、暇、霞、瑕、蝦”等字都讀 xia，除此，“艮、

堯、臽、舀、襄、詹、辡、昜、臤、枼、尞、侖、豦、巠、咼、

騰<左、上>、孿<上部>、榮<上部>”等表音都比較系統，只是我

們缺乏細緻觀察罷了。而當其中部分被代成“又”之後，由於含

“又”的字遠不止這些，而且“又”的讀音與此毫無關係，反而

會產生誤導作用，其聲旁就完全破壞了，除了死記硬背別無他法。

而且“權勸歡觀”等字被代替了而“灌罐鸛獾”卻不得不保留，

原來複雜的部件繼續存在，我們還是要記憶，而且不能系統記憶

了；

其他破壞漢字體系的例子還有：

“過窩渦蝸”等字只有“過”單單簡化成了“过”，其他則

類推簡化；

“幣弊斃”中“幣”變成了“币”、“斃”變成了“毙”而“弊”

不變；

“鄧”被代替而“瞪凳澄鐙”等則照常用（同樣的還有“鷄

溪傒”）；

“壇”簡化而“檀顫擅膻”未變；

“辦”簡化而“辯辮辨瓣”未變；

“僅”簡化而“謹瑾”都未變；

“應”簡化而“鷹膺”未變；

“還環”簡化而“寰圜鬟”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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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簡化而“睦”未變；

“罷”簡化成“罷”使得“熊羆之‘羆’（羆）”看不出熊了；

“樹”簡化而保留“澍廚”（“廚”又調整為“厨”等等。

（7）同音歸併

同音歸併包括兩種，一種是用一個本來就存在的筆畫少的字

代替一個或多個筆畫多的字，原來筆畫多的字的意義由筆畫少的

那個字承擔，如：

板（板闆）、卜（蔔蔔）、布（布佈）、才（才纔）、采（采採）、

沖（沖衝）、 丑（丑醜）、 出（出齣）、党（黨黨）、 斗（斗鬥）、

刮（刮颳）、柜（柜櫃）、淀（淀澱）、胡（胡鬍）、 范（范範）、

丰（丰豐）、 干（干乾幹榦）、 谷（谷穀）、 后（后後）、回（回

迴）、 伙（伙夥）、 几（几幾）、姜（姜薑）、 借（借藉）、 卷

（卷捲）、 夸（夸誇）、 克（克勀）、 困（困睏）、 累（累纍）、

里（里裡）、 帘（帘簾）、 了（了瞭）、 蒙（蒙懞矇濛）、 面（面

麵）、 蔑（蔑衊）、 宁（宁寧）、 辟（辟闢）、仆（仆僕）、朴（朴

樸）、千（千韆）、 秋（秋鞦）、曲（曲麯）、 舍（舍捨）、 沈（沈

瀋）、升（升昇） 术（术術）、 松（松鬆）、 台（台臺檯颱）、

涂（涂塗）、万（万萬）、 系（系係繫）、 咸（咸鹹）、 向（向

嚮）、 余（余餘）、 御（御禦）、 吁（吁籲）、于（于於）、 郁

（郁鬱）、 云（云雲）、 折（折摺）、占（占佔）、 征（征徵）、

症（症癥）、 只（只隻）、 致（致緻）、 制（制製）、表（表錶）、

筑（筑築）、 准（准準）；

一種是另造一個新字，用以代替原來兩個或多個筆畫多的

字，這些字的意義皆由新造字承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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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並併）、尝（嘗嚐）、当（當噹）、 发（發髮）、须（須

鬚）、 复（複復）、 汇（彙匯）、 获（獲穫）、 饥（飢饑）、 尽

（盡儘）、 历（歷曆）、卤（鹵滷）、 么（麼么）、 弥（彌瀰）、

签（簽籤）、苏（蘇囌\甦）、坛（壇罎）、团（團糰）、 钟（鐘鍾）、

脏（臟髒）。【有些字實際也屬於恢復古字，對這些字的簡析見後

附錄】

有些簡化字雖從主觀上來講並沒有採用上述方法，但由於與

過去的罕用字碰巧重合，也會造成和同音歸併同樣的影響。如“坏

（pei1）：修補；厂（han3）：山崖；叶（xie2）：和洽；腊（xi1）：

乾肉；适（kuo4）：用於人名；儿（ren2）：同“人”，“採用古字”

中因為字義而分化後又合併的也可歸為這種情況。

很多人依然未理解同音合併字的含義。先以“複、復”二字

為例，很多書是這樣解釋的，“複”為重複之複，“復”為光復之

複，二者古不可混用，今合為一字。有人就認為，用得好好的“复”

字，現在卻還得分清什麼時候用“複”，什麼時候用“復”，極為

麻煩。這種觀點顯然就是沒弄懂此類字的含義，典型的簡化字本

位。要知道“複、復”是兩個不同的字，而不是一個字的兩種形

體，就好像還有“腹”字一樣，我們能說“‘复’在表示肚子的

時候寫作‘腹’麼” ？這是字義明確的需要，不然讀 fù音的字

都是一個形體那就混亂了。我們之所以覺得麻煩是因為長期混用

導致意義不分，實際上它們的意義差別是很明確的。這裡值得一

提的是，“覆”字也曾經被簡化成了“复”，只是由於某種原因後

來恢復了
①
。假如“覆”字沒有恢復，人們肯定又會覺得“在表

示覆蓋時寫作‘覆’”很荒唐了。

① 譬如“復國”“覆國”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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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當時宣傳的說法，這類字可以說是“不造字的簡化”，

此法基本採用原有漢字，在不創造新字的同時完成了減少筆畫和

精簡字數兩大成果，可謂“述而不作”，但和其他簡化字相比，

此類簡化字才是弊端最大的。它們是“漢字拼音化”很好的證明，

或者說就是一次演習，拼音文字以音表意，同音一般來說自然就

同形，而我們盲目歸併同音近音字，卻沒有顧忌漢語同音詞多的

特徵。這些字之間沒有任何聯繫，僅僅同音而已，除少數字確有

通用之例，大部分毫無道理可言，哪些字代替哪些字似乎也是隨

機的，甚至有的連音都不同，憑什麼將其合併？漢語裡面存在著

很多有時口頭無法分辨的同音字詞，而這些字詞往往靠字形來分

辨，即：音所不能辨者以形別之，而同音合併則使得它們更模糊

了。生活中人們記事記帳為了求速有時候就隨便找個同音字代

替，但這只是隨手而寫，在正式領域，這種字就是別字，為了規

範和避免誤解還是會寫原字的。強制把這些字作為規範字未免太

過草率，還會大漲別字不正之風。

因此，同音歸併的弊端顯而易見：

第一、 原字理據性蕩然無存。

因為這些同音歸併字採用的是毫不相關的其他漢字，原有漢

字的理據性自然是沒有了。如“麵”之“麥”旁，“薑”之“艹”

頭，“裡”之“衤”旁等等。

第二、違反文字表達精密化的發展規律，使字義模糊。

同音歸併其實與歷史上的假借和通假有些類似，若說其他簡

化字為錯字的話，那此類字則是同音別字（與我們寫錯別字只是

一個“州官放火百姓點燈”的問題），而別字是會造成意義誤解

的。假借盛行於春秋戰國，人們懶於造字，遇生字則以同音字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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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來人們漸漸認識到其缺點，為表意明確便在假借字上增旁

顯義（後起字與本字皆此來源），通假字則是本有其字而臨時選

別字代替，但所通之字後代基本固定。而同音歸併則是復歸假借

通假時代，其倒退性我們有目共睹。還有一些雙音詞也是如此，

如“芙蓉”本為“夫容”，後加草頭即是為了顯意，另外“鶬鶊、

峨嵋、崑崙、蝌蚪、鞦韆、叮噹、蜻蜓”皆是如此，而簡化字卻

把“崑崙、叮噹、鞦韆”重新恢復為“昆仑、叮当、秋千”（“叮”

為何不變？），二簡字曾經把“蝌蚪、叮呤、吩咐、蜻蜓”也變

成了“科斗、丁寧、分付、青廷”，其影響是一樣的。

社會發展了，生活中新事物在增多，舊事物在減少，但新事

物增加的速度要高於舊事物減少的速度，人們為了表達這些事物

就會選擇更多的字和詞，使得表達更準確，漢字的數量則會自然

增加，最後趨於穩定。無論如何，文字對語言的表達能力應該是

越來越精確的，這是任何語言文字發展過程中共同的規律。而同

音歸併則容易引起人們對字義的歪曲，使得字義更加模糊，這不

得不說是一種倒退。

“下面”是方位還是指做麵條？ “老姜”是對朋友的稱呼

還是指生薑？“面皮”是臉面還是一種食品？“天干”到底是指

天氣乾燥還是指天干地支？“干（gān）不了”和“干（gàn）不

了”如何區分？“不准”是不準確還是不准許？“编制”是動詞

還是名詞？“頭發黑”是頭髮很黑還是頭有點黑？“发端”是源

頭還是頭髮尖端？ “稀松”是又稀又鬆還是很稀的松樹？“仪

表”是形容人的外表還是一種儀器？ 喝“老白干”是否有點不

吉利？“心脏”：心髒該如何表達？此外還有“白面、面板、金

发、余一人、尽余杯、船只、令人发指”等等都是會引發歧義的。

總的說來這些字的存在大大增加了人們誤解的機會，成語更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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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些雖然能從上下文看出來，但是大量浪費了人們不必要的

理解時間，如果“能夠從上下文區分意義”可以作為支持此類字

的藉口的話，那似乎“糖”簡化成“唐”都是可以的。總之，本

來不用語境就能區分的字義現在靠語境才能區分，這算不得是進

步。更何況有些連通過語境都不得其意呢！

其實只有同音同義異形的異體字才是真正的累贅，而其他不

同的字則是各司其職，同音歸併的大部分是意義完全不相關聯的

字，即使是一些意義相關的同義微殊詞也是表達細膩感情的需

要，豐富的書面語言就是靠這些詞來表達的，如“飢”表示饑餓

而“饑”表示饑荒，前者表達的是人的感覺，而後者表達的是收

成；“丰”表示人的丰姿而“豐”則表示物質的豐富，等等。而

同音歸併卻強制性合併了這些本來表達不同意思的字，硬性減少

漢字字數，仿佛減小人們的負擔，卻未意識到這麼做的嚴重危害。

合併不同意義的字人為增加了模糊性，嚴重影響文字表達語言的

明確性，違反了語言文字發展求準確這一的規律。書面語以文字

為基礎，因此此舉使得漢語書面語系統受到嚴重破壞，而且還削

弱了漢語書面語的表達力，是不利於語言豐富和發展的，這無疑

是真正的開倒車！

在現代白話文中尚且造成如此大的影響，在用詞更精練的

文言文中更不用說，故宮有一處宮殿有一個牌匾為“昇平叶慶”，

估計大陸人看到了這個都會念成“升平 yè慶”了，若是臺灣人，

可能會不認得這個字，然後查字典，發現“叶”念 xié，是融洽

的意思。《禮記》中有一句話：“商之先后……”，“后”是最高統

治者的意思，後來引申為皇帝的內室，與表示先後之“後”完全

不同。同理“后宮”與“後宮”完全不同。“帝后”與“帝後”

也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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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钟神秀”的钟原來是“鍾”，是集中的意思（“鍾愛”

之“鍾”同義）。 “渚清沙白鳥飛回”，我一直以為是飛回來，

但後來看了原文才發現是“渚清沙白鳥飛迴”！“迴”有迴旋義，

這種鳥兒盤繞的感覺立即出來了。 “天子藉田千畝”本為天子

耕種之田，卻變成了“天子借田”。“邴夏御齊侯”本義為“邴夏

給齊侯駕車”，估計很容易被誤解成“邴夏抵擋齊侯（的進攻）”

吧（“禦”，為防禦義，原文為“御”，本義是駕車、御用）。另外

還有“錦城雖云樂” “隔江猶唱後庭花”等等。只能這樣想，

我們讀的古詩詞和文言文很多都是不準確的，所以有些簡體字版

的古籍才特意保留了這些字，但我認為跟保留“锺”一樣作用仍

然不大，由於人們在生活中根本就沒有使用這些字，所以根本就

不能分辨。這些字的出現不但使得我們現代語言文字應用顯得不

方便，更是造成我們對古籍誤解的主要原因。

有人形容此種論點完全是迂腐，並以孔乙己為比喻。需要

說明的是，所謂孔乙己中茴字的幾種寫法是異體字問題，是同一

個字的不同寫法，而我們說的同音代替字卻是完全不同的字被強

制合併（只有極少數可以部分通用），根本不能相提並論，你能

說蛔是茴的另一種寫法？

最有代表的要屬“余”了，這裡單獨討論。其傳統漢字為

“余餘”兩個，“余”為姓氏和文言第一人稱，“ 餘”則表剩餘

的意思，這個字在文言文中往往靠上下文都不能分辨出來。如“隔

篱呼取尽余杯”應為“隔離呼取盡餘杯”，即盡剩下的杯，而不

是盡我的杯；“餘年無多”也是“剩下的年歲不多”的意思而不

是“我的時間不多了”。“欲勇者，贾余余勇”（《左傳 鞍之戰》），

在只學過簡化字的人來說完全不知所云，實際上是“賈余餘勇”，

意為買我多餘的勇氣。可能當事人也意識到這種影響，因此簡化



64

字總表中又加了一個字“馀”並注釋：在余和餘可能混淆時仍用

“馀”，而在平時生活中仍未恢復，民間表示剩餘義還是用“余”，

這犹如隔靴搔癢揚湯止沸，這樣的彌補不但不會使含義更準確反

而更加混亂。不會混淆時不管表示什麼意思都用“余”，而可能

混淆時則分別用“余”和“馀”，先不說大部分人清不清楚“馀”

字的用法（因為平時不用），即使對於認識的人來說，看到“馀”

還好理解，看到“余”字仍然有兩種可能，一

是在不能混淆的情況下可能是“我”或者“剩

餘”，二是在可能混淆時的“我”，本來一對二

的關係變成了二對二的交叉關係。其實恢復原

字一對一即可，在部分領域保留則會更容易混

淆。

其他簡化方法好歹只是字形的變化，它們

有著一對一的明確關係，無論簡化得多糟，總

不會造成語義含糊和誤解，可以隨意轉換。但這類字就不同了，

它不但是字形的變化，更是意義的混淆。

第三、多音多義字增多。

說漢字難，有時候就是因為很多字音多義多，記一個字的

不同意義尤其是不相關聯的意義遠遠比記兩個不同的單義字要

困難（以上多義字包括語言學上的“多義字”和“同形字”），漢

字很多（多音）多義字都是由於字義或詞性的變化或引申而產生

的，意義一般有關聯，如“好 hao3”和“好 hao4”。當然，也不

排除有少數意義不相關的例子，也就是同形詞，像花朵的花和花

錢的花就沒什麼聯繫，但這種字早就存在，慣用已久，而且經過

長期的磨合二者的意義不會相互干擾。而同音歸併字卻人為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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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大批字義毫無關聯的同形字
①
，如“發 fa1”和“發 fa4”，

尤其是“干”兼併了“幹、乾、幹、榦”（只有後兩者可以通用）

四個字，使得其義項大量增加，不但不如分開容易記憶還使得意

義含混不清，其實簡化無功反而繁化。

第四、錯別字成災。

有些商家為了顯得有文化，經常

會使用傳統漢字，但是由於不懂其中

的道理，便經常鬧笑話。店鋪燈箱、

牌匾、日曆、書法、影視劇的傳統漢

字別字百出，如把“理髮店”寫成“理

發店”，把“萬里長征”寫成“萬裏

長徵”，（居然還有將“發”寫成“髪”

的如圖）。還有“偉人故裡（里）、日

歷（曆）、鬆（松）香、子醜（丑）

寅卯、一見鐘（鍾）情、鹹（咸）陽、

復（複）印”（括弧裡面為正字），不

勝枚舉。即使像《漢武大帝》如此氣勢雄渾考據的電視劇也不免

出現了兩個重大文字錯誤，把“太皇太后”寫成“太皇太後”，

把“准奏”寫成“準奏”。康熙曾寫的錯字“曲院風荷”如今反

而變得正確了（本為“麯院風荷”，“麯”為酒麴，形容酒香，其

實這個也完全沒必要簡化），這種現象對我們漢字的健康發展是

很不利的。

第五、繁簡轉換困難。

① 一般來說沒有關聯的叫同形字，有引申比喻等關聯的叫多義字，這裡就

不嚴格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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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繁簡對應關係是很明確簡單的，但有了這種簡化字，

它們之間的對應關係便變得混亂了，由於港臺仍用傳統漢字，所

以轉換需要經常進行，這種一對多漢字的存在使得轉換的過程不

在輕鬆，許多用字仍然需要人工校正，即使如此還是很容易出現

別字
①
，這給陸港臺交流帶來極大的不便。還鬧出不少笑話，大

陸人用的傳統漢字一度成為了港臺的笑柄。另外，字體設計往往

沒有顧忌到這類字，網上流傳的很多傳統漢字體往往對這類字只

規定一個繁體，而很多輸入法雖然自動識別詞語，但錯誤依然頻

出，這可能也是造成商店牌匾等等地方錯字成災的一個原因。一

些喜歡漢字的人也會發現，很多字書對這類字的解釋很多都往往

都是顧此失彼，甚至搞錯，而沒有對這些本不同的字分開解釋，

這也造成字典查詢的困難。

第六、造成姓名誤解。

同音歸併致使很多人改姓改名或致人誤解，如“鐘鍾”本

為兩姓，“畢昇”有些書上變成“畢升”，“魏徵”變為“魏征”，

“劉知幾”變為“劉知几”，“公孫丑、文丑、丑牛”之“丑”卻

容易讓人誤解為“醜陋”之“醜”，情何以堪！有一個笑話，大

陸人給余光中寫信常常把“余光中”寫成“餘光中”，令他苦惱

不已，而我一個姓余的同學家裡家神上也赫然刻著“餘氏”，還

有把“郁達夫”寫成“鬱達夫”，“范仲淹”寫成“範仲淹”，“姜

子牙”寫成“薑子牙”，“万俟（mo4qi2）”變成“萬俟”等等，

而“錢鍾書”先生誓死不改為“钱钟书”更是典型的例子，“鍾”

有專注之義，如“鍾情、鍾愛”，與鐘錶之“鐘”完全不同，現

都簡化為“钟”，後來為了尊重錢老在姓名中恢復“锺”，但保留

又如何？因為其他場合仍然未恢復“鍾”，在姓名中保留的這個

①本書即是轉換後再重新校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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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只能成為一個純粹的記號，這些字的關係也因此顯得更為混

亂。中國人歷來都對姓名極為重視，看到自己平白無故被更姓改

名也不是什麼好滋味吧。
①

第七、造成字義混亂（例外情況）。

如“乾、藉”二字表示“乾燥、藉口”義時簡化成“干燥、

借口”，而表“乾坤、慰藉、狼藉”義卻不簡化，“瞭解、乾燥、

憑藉、徵求”等被簡化成了“了解、干燥、凭借、征求”，而 “瞭

望、乾坤、慰藉、宮商角徵羽”等義項卻仍然不變。

更讓人糾纏不清的就是“宁”字，“宁”本讀 zhǜ，“寧”為

níng，雖不同音，但由於簡單還是以“宁”代“寧”，“宁”不常

用，但以之為偏旁的字卻很多，在“寧”字簡化後，卻把以“宁”

為偏旁的“貯佇紵苧”統統調整為“贮伫纻苎”，而以“寧”為

偏旁的“擰檸獰嚀”統統調整為“拧柠狞咛”。很多人看到“貯

佇”等字還誤以為是寧 ning 字加了某偏旁。此種方法牽一髮而

動全身，為了單單簡化一個“寧”字卻不惜破壞整個系統，此種

折騰不可謂妥當。如下：

原字： ning 擰檸獰嚀 zhu 貯佇紵苧

簡化為： 拧柠狞咛 贮伫纻苎

與此類例子相同的還有，“么”本讀 yao1，簡化字卻把本讀

me 的“麼”簡化成“么”，而又把“么”調整為“幺”。

“幹於”簡化了“擀淤”卻保留下來，以及之前的“馀、

①我相信如果有人的名字中有“灝”字，他是絕對不會同意別人隨便改成

“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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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等實在令人費解。

本來一對多就已經夠複雜了，現在又加上這些例外情況，

繁簡對應關係因此變得極端混亂。同音合併字打亂了字形和字義

的聯繫而進行了重新分配，於漢字的傳承是極為不利的。若將前

面數種簡化方法比作將一組繩子剪斷的話，此種簡化方法相當於

將繩子剪斷並攪亂，前者或許直接接上就行了，而後者可能還需

要重新解開整理才能接上。

對於很多需要學習傳統漢字的人來說，這類字的存在大大

增加了學習的難度，其他的傳統漢字直接對照記住即可，而這些

字的義項卻要在腦子裡重新編排。人們對它們的意義混淆不清，

同樣會造成對古書的誤解。

我若將“贛江、矗立、羈絆、矚目、麥麩、糟糠、鬧鐘、

時髦、美髯公、總裁、燃燒”這組字寫成“干江、处立、几绊、

主目、麦夫、曹康、闹中、时毛、美冉公、总才、然烧”，人們

必定不會認可，但這與把“後來、幹事、幾乎、穀物、麵條、酒

麯、手錶、鬍鬚、頭髮、老闆、捨棄”寫成“后来、干事、几乎、

谷物、面条、酒曲、手表、胡须、头发、老板、舍弃”有什麼區

別呢？

【補充：2011 年出了一個天大的笑話：故宮博物院給破盜

竊案民警所送錦旗出現了錯別字，本應為“捍祖國強盛，衛京都

泰安”，結果“捍”錯為“撼”。 “捍”為保衛，“撼”為撼動，

二字意義毫不相關，關於作風問題我不想評論，只就漢字而言，

此兩字若不幸遭同音歸併簡化，這種錯誤就成為正確了】

同音合併字中只有極少數可以採用。如以“出”代“齣”，

以“才” 代“纔”等，這些字通用已久，範圍較廣，原字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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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是可以適當考慮的。

如果對於前幾類方法而言爭議還很普遍的話，對於同音合

併字我認為是不應該存在多少爭議的，此種於字義、傳承、交流

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簡化方法萬不可繼續行於世。

（8）另造新字

這類字主要包括“蚕（蠶）、尘（塵）、肤（膚）、个（個）、

惊（驚）、灭（滅）、琼（瓊）、体（體）、响（響）、边（邊）、丛

（叢）”等。

單從字理上來說，這些字還是較為符合造字原理的，有可

說解性。但這些字有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字形差別過大，認識

簡化字往往不能認識傳統漢字。我認為若該字極為複雜沒什麼說

解性而簡化字又比較可分析的話可以謹慎採用。

關於簡化偏旁

其實簡化偏旁主要功能在於類推，能簡化的字數多，沒有割

裂漢字之間的聯繫性。“糸饣訁钅”等簡化偏旁，雖然它們簡化

了，但由於命名未曾改變，對這些漢字的表意性沒什麼影響，“讠”

雖然樣子與原部首“訁”差別很大，但我們看到它時仍然會想到

“言”之意。

但它卻有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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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訁饣糸钅”等創造了新的部件和偏旁，而本字“言食糸

金”都未簡化，是不利於歸類和處理的，更主要的是，就手寫體

而言，人們自然而然地就會將偏旁略化而保留輪廓，寫起來和那

些簡化字是沒什麼區別的，實無簡化之必要（臺灣實行的手寫簡

化字就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漢字中雖然本來就存在著一部

分偏旁異形的情況，如“水氵”“火灬”“人亻” “刀刂”“竹

”等，這些主要出現在隸變之後，是為了漢字的美觀協調才分

化的。

“ ”在快速手寫時，上方會很自然地變成連串的點，簡

化字也沒什麼優勢，反而使得它與“艸”混淆，不需要簡化，“ ”

創造了新的筆畫形式且不可分解，“ ”創造了新的部件，而

“呙[咼]”僅僅簡化了一畫，顯得更沒必要。

另外還有一類字，如“殼、殺、轂、變、廳、寬、類、獎”

在簡化為“殼、殺、轂、變、廳、寬、類、獎”後把某些細節

筆畫省略了，其實這種也是很沒必要的，反而還增添了繁簡對應

的困難，在認識這些傳統漢字時要注意。

關於地名

簡化漢字強制改掉了部分地名，一個地名往往蘊含著深刻的

文化因素，其實生僻字改稱完全是不必要的，就像一個人名我們

不能隨便改變其中的生僻字一樣。對於一些小的地名，由於影響

範圍小，沒必要去改，如“氹仔”，如我們鎮“萬庾”（有人寫作

），“庾”為重量單位，這個名字表示的就是我們鎮是產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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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它絲毫不影響我們認識，而大的地名我們很快就會習慣，也

不會有什麼影響，如“深圳、贛江、鄱陽湖”等。有些不涉及生

僻漢字的改名更沒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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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為說明問題，前面的很多例子我是盡數列舉。綜觀上述這些

簡化方法，總言之，有眾多不合理之處，也沒有妥善考慮漢字本

身的理據特點和其歷史傳承。單就這幾種簡化方法比較而言，其

中同音歸併最為荒唐，草書楷化和符號代替嚴重破壞了漢字的結

構、表意性和整體的美感，其次則為部分省略，而採用古字、更

換形旁或聲旁、保留原字輪廓、另造新字和偏旁類推中雖也有合

理部分，但也忽視了漢字的發展連續性。

關於漢字簡化有人還提出五項原則：避免形狀極其相似之簡

體字；多用橫直線及相稱之筆畫，少用斜線及曲線之筆；兩偏旁

之筆畫比率，不宜相差過遠；在可能範圍內，設法顧及到六書條

例或造字原意；形聲字借偏旁得聲者，應避免例外；少造形義毫

無關聯之簡體字。這幾項原則其實是十分合理的，而我們所用的

簡化字則把這些原則盡數破壞了。

評價一個簡化字本身的必要性主要要從兩個方面來分析：1、

原字筆畫多不多，結構是否複雜 2、簡化字是否破壞漢字理據、

結構和系統。

關於簡化字破壞漢字本身的例子前面的論述已經很詳細了，

無需多言。而傳統漢字是否就真如想像中的繁雜呢？

很多人以繁難來攻擊傳統漢字。簡化字針對的本也應該是繁

難漢字。的確，漢字繁難的稱號也不是毫無來由的，很多漢字確

實很“繁”，但是否大部分“繁體字”都是呢？我們看資料說話。

據我統計，被簡化的繁體字筆畫比例分佈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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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表 ≤10 畫 6%；11~15 畫 38%；16~20 畫 41%；﹥20 畫

15%

第二表 ≤10 畫 22%；11~15 畫 56%；16~20 畫 20%；﹥20 畫

2%

總 ≤10 畫 11%；11~15 畫 43%；16~20 畫 35%；﹥20 畫

11%

未經簡化的傳統漢字的筆畫比例大抵也是如此。

可見，所謂傳統漢字的筆畫大都處於適中水準，真正筆畫多

的只是少數，即使這些筆畫多的，他們也並不一定難，因為決定

漢字難易的除了筆畫以外，還要看其是否有孤立部件以及它的組

合等等諸多因素。
①

那麼漢字完全不應該簡化嗎？當然不是。

我們來看看這一組字：“瓊竊鐵竈鑿鬱憲關聯籲慶釁叢邊

壽”。可能光看看就有些頭暈，它們才是漢字繁難的代表，筆畫

過多、表意性較弱、部件結構孤立。這才是真正需要我們進行簡

化的。
②

很久以前在我印象裡繁體字也就是這般形象，我滿可以大罵

漢字之繁難，後來我才發現，這只是管中窺豹而已。在簡化漢字

的過程中，我們矯枉過正，同時也將那些大部分筆畫適中或筆畫

很少的無辜的傳統漢字簡化，方法也不盡合理。如“啟豈専養樣

節夢時書畫晝這捨個婦氣莊愛動節運鳥魚習遠喬條殺堯腦專過

①所謂孤立就是指這個部件結構只出現在極個別字中，需要獨立記憶，這

種才是不利於我們應用的，但是也要採取適當的方法進行簡化。
②還在使用的如“爵嚼嚏霸爨”其實也可以適當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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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等筆畫都不多；至於“來夾協車東馬佇見風貝頁門韋並昇兒

長佔門岡”等字則都不超過十畫。而對這些字所謂繁雜的印象完

全是因為不習慣而已。有的簡化字僅僅為了省一兩畫就大動干

戈，如“來夾兩”，雖說俗字中也的確存在，但毫無作用和必要，

寫起來也不會有什麼區別。

漢字簡化忽略了兩個重要問題：傳承性和聯繫性。
①

在實施簡化字時由於人們潛意識是反傳統的，因此並沒有重

視簡化字會隔斷傳承這一影響；

由於考慮並不完備，簡化字在許多情況下對同一部件進行了

不同的處理，最後導致種種毫無規律的現象。如以下這些問題：

為什麼有些筆畫較少的簡化了而以之為偏旁筆畫多的反而

沒簡化？如“習 褶、複復 覆履、榦乾幹 擀”變成“习 褶、复

覆履、干 擀”；為什麼筆畫完全不多的漢字要簡化而筆畫很多的

漢字卻沒簡化？如“車、囊”；同樣部件的兩個字為什麼不類推？

哪怕它並不算罕用，如“環、寰”、“僅、勤”；或者不惜創造孤

立部件，如“应（應）、临（臨）”；為什麼這個部件可以類推，

而那個不行？如“巠”和“菐”。

所有這些都忽略了漢字之間的聯繫和傳承，其嚴謹性值得懷

疑，再加上一些極度混亂、令人匪夷所思的簡化現象（如前面舉

過的“壓、寧”的例子），似乎都只能用隨意來形容，這種種考

慮欠周的現象使我深深懷疑我們選用俗字實施簡化字時對待漢

字的認真和負責程度。俗字既不合理，而簡化字對俗字的取捨也

不合理。實施者們在對這些字進行取捨之前有沒有認真分析過：

① 這兩點會在簡化字發展章和利弊章詳細闡述，此處便只稍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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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該不該簡？為什麼簡？哪些可以簡？哪些不需要簡？
①
依據

到底是什麼？該怎麼簡？簡了之後有什麼後果？該不該割裂漢

字的聯繫？有沒有考慮漢字的傳承？這是本該擺在我們面前的

問題，也是我們在實施簡化字之前必須要考慮的問題，但我們卻

並沒把它當成一件影響中華民族整個民族的大事來看待，取而代

之的可能只有任務指標以及在特定歷史環境下產生的除之而後

快的衝動了吧。

① 俗字可不止我們採用的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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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同音合併字簡析（部分組詞區分）

板（板闆）：木板；老闆。

卜（卜蔔）：占卜；蘿蔔<bo>（萝卜）。

布（布佈）：布匹；佈告、公佈。

并（並併）：“並”为平等排列，並排、並列；“併”則是合

在一起，合併、兼併。

才（才纔）：“才”為能力，才能、天才；而“纔”為虛詞剛

纔（刚才）。

采（采採）：“采”名詞，文采；“採”動詞，採集。

尝（嘗嚐）：“嘗”本義為品嚐但後來假借為曾經；所以本義

由“嚐”字來擔當。

冲（沖衝）：沖洗；衝動、衝撞。

丑（丑醜）：子丑寅卯、丑角；“醜”从鬼从酉，酉亦聲，醜

陋。

出（出齣）：出來；一齣戲（一出戏）。

党（党黨）：黨項族之黨為“党”；“黨”从黑尚聲，本義是

朋黨、結黨營私，後引申為政黨。

斗（斗鬥）：斗讀 dou3，升斗、北斗；鬥讀 dou4，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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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刮颳）：用刀刮；颳風（刮风）。

柜（柜櫃）：柜讀 ju3，一種落葉喬木；“櫃”為傢俱，衣櫃。

当（當噹）：“噹”是擬聲詞“叮噹”；其他意義是“當”。

淀（淀澱）：“淀”为淺的湖泊，白洋淀；“澱”為粉末沉積

物，澱粉。

发（發髮）：發讀 fa1，發財、發射、發送；髮讀 fa4，頭髮

（头发）、髮型。

胡（胡鬍）、须（須鬚）：鬍鬚（胡须）、鬍子；其他意義用

“胡、须”，二胡、胡人、姓胡，必須。

范（范範）：“范”為姓氏，其他是“範”；範圍（范围）、範

疇（范畴）、範例。

丰（丰豐）：“丰”形容人，“丰韵、丰姿”；“豐”則形容物，

表示多，豐富、豐收。

复（複復）：“複”表示兩個或兩個以上，重複、複印、複寫、

複習；“復”，恢復、光復、復仇、死灰復然。

干（干乾幹榦）：“干”本為盾，干戈、干系、干涉，还可表

示天干地支；“乾”表示沒水分，乾燥、乾杯；“幹”為做事，幹

事、幹勁、幹活；“榦”表示主體或重要部分，主榦、榦細胞，

有時候幹榦能通用，但絕不與干乾混淆。

谷（谷穀）：山谷；稻穀。

后（后後）：“后”本表示皇帝，後來代指皇帝的配偶，帝后、

皇后、太后；“後”从彳（道路）从幺（繩子）从夂（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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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步跟不上，引申為後來、然後。

划（划劃）：“划”只读 hua2，划船、划得來；“劃”读 hua2
表用刀划的动作，划開，另又讀 hua4，計劃。

汇（彙匯）：這兩字意義區別不太明顯，常用搭配是：匯款、

外匯、匯成；彙集、詞彙、彙編。

回（回迴）： “迴”曲折環繞狀，迴旋，其他含義為“回”；

回來。

伙（伙夥）：伙食；大夥兒、同夥。

获（獲穫）：獲得；收穫。

几（几幾）：几讀 ji1，象形，茶几，“凳”从几登聲；“幾”
讀 ji1時為幾乎，讀 ji4時表示幾個（几个）。

饥（飢饑）：“飢”為人的感覺肚子餓，飢餓；“饑”表示糧

食無收成，程度較重，饑荒。

姜（姜薑）：“姜”是姓；“薑”為一種草本植物，常用調料，

薑還是老的辣，生薑。

借（借藉）：借東西；“藉”為假託、依靠，憑藉（凭借）、

藉口，還用來表示慰藉、枕藉。

尽（盡儘）：燒盡、盡頭（尽头）；“儘”是虛詞，儘管、儘

量。

卷（卷捲）：卷讀 juan4，名詞，試卷；捲读 juan3，動詞，
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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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夸誇）：夸父，其他含義用“誇”；誇張。

克（克勀）：“克”為重量，一克，還表能夠，克勤克儉，其

他含義為勀；勀敵制勝。

困（困睏）：困難；睏倦。

累（累纍）：勞累、連累；“纍”从四畾声，果實纍纍（果实

累累）、纍積（累积）。

里（里裏）：“里”為長度單位和居住的地方，百里、故里；

“裏”與“外”相對，裡面、內裡。

历（歷曆）：歷史、經歷；日曆、農曆。

了（了瞭）：“了”讀 le 時為虛詞，讀 liao3 可以為虛詞，

也可以表结束、完全，做完了、了無進展（了无进展）、沒完沒

了、好不了；“瞭”讀 liao3 時為明白，讀 liao4 時表遠遠地看，

瞭解、瞭望。

卤（鹵滷）：“鹵”一般用於化學領域，鹵素；而“滷”为烹

飪材料和烹飪方法，滷汁、滷蛋、滷肉。

蒙（蒙矇濛）：蒙古、發蒙（发蒙）；矇頭轉向（蒙头转向），

矇騙（蒙骗）、瞎矇，眼睛矇（失明）；濛濛細雨。

弥（彌瀰）：瀰漫，其他含義為“彌”。

面（面麵）：“面”是臉的意思，面子；“麵”為小麥磨成的

粉末和其做成的食物，麵條（面条）、方便麵。

蔑（蔑衊）：輕蔑（轻蔑）；誣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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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宁寧）：宁讀 zhu4；寧讀 ning2。

辟（辟闢）：復辟、大辟（砍头）；開天闢地。

仆（仆僕）：前仆後繼（前仆后继）；僕人。

朴（朴樸）：樸素；朴（po1）刀。

千（千韆）、 秋（秋鞦）：鞦韆；千萬、秋季。

签（簽籤）：簽名、簽字；竹籤。

曲（曲麯）：曲折、歌曲；酒麯。

舍（舍捨）：舍讀 she4，名詞，屋舍；捨讀 she3，動詞，捨

棄。

沈（沈瀋）：“沈”為姓氏，又為“沉”的異體字；“瀋”為

汁，墨瀋未乾，“沈阳”本為“瀋陽”。

升（升昇）：“升”為容量單位，一升；“昇”表提高，昇起。

术（术術）：术讀 zhu2，是一種藥；術讀 shu4，手術、技術，

松（松鬆）：松樹、迎客松；鬆軟（松软）、輕鬆（轻松）、

鬆手、鬆綁，

台（台臺檯颱）：天台、兄台；平臺、舞臺；梳粧檯、檯球；

颱風。

坛（壇罎）：講壇（讲坛）、天壇；罎罎罐罐、罎子。

涂（涂塗）：姓涂；塗抹。

团（團糰）：團結；飯糰、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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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萬）：万俟（姓）；一萬。

系（系係繫）：系列、系統、中文系；“係繫”區別較小，一

般有固定搭配，關係（关系）、聯繫（联系），但表“是”時一般

用“係”。

咸（咸鹹）：“咸”一般用于文言，表示“都”，少长咸集；

“鹹”為味道，鹹蛋、鹹淡。

向（向嚮）：嚮導，其他含義為“向”；

佣（佣傭）：佣（yong4）金，傭（yong1）人；

余（余餘）：“余”為文言第一人稱，表示“我”；“餘”从食

餘聲，由食物的剩餘引申為一切的剩餘。

御（御禦）：“御”與皇帝有關，御賜、御用，也可以表示駕

車，同“馭”，御車；而“禦”表抵擋，抵禦、防禦。

吁（吁籲）：氣喘吁吁（xu1）；呼籲（yu4）。

于（于於）：姓于，其他含義用“於”；等於、相當於。

郁（郁鬱）：“郁”為姓氏，也可以表示濃郁，其他為“鬱”；

鬱悶、憂鬱（忧郁）、鬱鬱蔥蔥（郁郁葱葱）。

云（云雲）：“云”等於“说”，人云亦云、不知所云；雲朵。

折（折摺）：折斷（折断）；摺疊（折叠）。

占（占佔）：占（zhan1）卜；佔（zhan4）領。

征（征徵）：出征、南征北戰、長征；徵求、特徵、徵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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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只隻）：只（zhi3）要；一隻（zhi1）。

致（致緻）：“致”有給予、招致、致使、情趣義，致以、導

致（导致）、專心致志（专心致志）；“緻”是細密的意思，緻密、

細緻、精緻。

制（制製）：制度、強制；製造。

钟（鐘鍾）：“鐘”為樂器，撞鐘、鬧鐘（闹钟）；“鍾”是一

种酒器，也可以表示專一、集中，鍾愛、鍾情。

表（表錶）：表面、表示、表格；手錶。

筑（筑築）：“筑”為一種樂器；“築”為建築。

准（准準）：只有“准许”用“准”，其他用“準”；水準、

標準（标准）、準確（准确）、準備（准备）。

脏（臟髒）：內臟（zang4）；骯髒（肮脏 zang1）。

【從以上很多字的偏旁都可以看出含義的大致範圍，而簡化

字隨便代替對其表意性的影響是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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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简化字总表
1956年 1月 28日 ，《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

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
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

略有改变，1964年 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
三表：第一表是 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 132个
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 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
而成的 1754个简化字；共 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
际为 2236字）。

《简化字总表》说明
1.本表收录 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全

部简化字。关于简化偏旁的应用范围，本表遵照 1956年方案中
的规定以及 1964年 3月 7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教
育部《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的规定，用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作

为偏旁得出来的简化字，也收录本表内(本表所说的偏旁，不限
于左旁和右旁，也包括字的上部下部内部外部，总之指一个字的

可以分出来的组成部分而言。这个组成部分在一个字里可以是笔

画较少的，也可以是笔画较多的。例如“摆”字，“扌”固然是

偏旁，但是“罢”也作偏旁)。
2.总表分成三个表。表内所有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后面，都在

括弧里列入原来的繁体。

第一表所收的是 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这些字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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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一般都不用作别的字的偏旁。个别能作别的字的偏旁，也不依

简化字简化。如“習”简化作“习”，但“褶”不简化作“ ”。

第二表所收的是：一、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二、14
个简化偏旁。

第一项所列繁体字，无论单独用或者作别的字的偏旁用，同

样简化。第二项的简化偏旁，不论在一个字的任何部位，都可以

使用，其中“讠、饣、纟、钅”一般只能用于左偏旁。这些简化

偏旁一般都不能单独使用。

在《汉字简化方案》中已另行简化的繁体字，不能再适用上

述原则简化。例如“戰”、“過”、“誇”，按《汉字简化方案》已

简化作“战”、“过”、“夸”，因此不能按“单”、“呙”、“讠”作

为偏旁简化作“ ”、“ ”、“ ”。

除本表所列的 146个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外，不得任意将某
一简化字的部分结构当作简化偏旁使用。例如“陽”按《汉字简

化方案》作“阳”，但不得任意将“日”当作“昜”的简化偏旁。

如“杨”应按简化偏旁“ (昜)”简化作“杨”，不得简化作“ ”。

第三表所收的是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作为偏旁

得出来的简化字。汉字总数很多，这个表不必尽列。例如有“车”

旁的字，如果尽量地列，就可以列出一二百个，其中有许多是很

生僻的字，不大用得到。现在为了适应一般的需要，第三表所列

的简化字的范围，基本上以《新华字典》(1962年第三版，只收
汉字八千个左右)为标准。未收入第三表的字，凡用第二表的简
化字或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

3.此外，在 1955年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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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有些被淘汰的异体字和被选用的正体字

繁简不同，一般人习惯把这些笔画少的正体字看作简化字。为了

便于检查，本表把这些字列为一表，作为附录。

4.一部分简化字，有特殊情形，需要加适当的注解。例如
“干”是“乾”(gān)的简化字，但是“乾坤”的“乾”(qián)
并不简化；又如“吁”是“籲”(yù)的简化字，但是“长吁短叹”
的“吁”仍旧读 xū；这种一字两读的情形，在汉字里本来常有，
如果不注出来，就容易引起误会。又如以“余”代“餘”，以“复”

代“覆”，虽然群众已经习惯了，而在某些情况下却不适宜，需

要区别。又如“么”和“幺”有什么不同，“马”字究竟几笔，

等等。诸如此类可能发生疑难的地方，都在页末加了脚注。

196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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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表

不作简作偏旁用的简化字

本表共收简化字 350 个，按读音的拼音字母顺序排列。本表

的简化字都不得作简化偏旁使用。

Ａ

碍[礙]
肮[骯]
袄[襖]
Ｂ

坝[壩]
板[闆]
办[辦]
帮[幫]
宝[寶]
报[報]
币[幣]
毙[斃]
标[標]
表[錶]
别[彆]
卜[蔔]
补[補]
Ｃ

才[纔]
蚕

[蠶](1)

灿[燦]
层[層]
搀[攙]
谗[讒]
馋[饞]
缠

[纏](2)
忏[懺]
偿[償]
厂[廠]
彻[徹]
尘[塵]
衬[襯]
称[稱]
惩[懲]
迟[遲]
冲[遲]
丑[醜]
出[齣]
础[礎]
处[處]
触[觸]

辞[辭]
聪[聰]
丛[叢]
Ｄ

担[擔]
胆[膽]
导[導]

灯[燈]
邓[鄧]
敌[敵]
籴[糴]
递[遞]
点[點]
淀[澱]
电[電]
冬[鼕]
斗[鬥]
独[獨]
吨[噸]
夺[奪]
堕[墮]
Ｅ

儿[兒]
Ｆ

矾[礬]
范[範]
飞[飛]
坟[墳]
奋[奮]
粪[糞]
凤[鳳]
肤[膚]
妇[婦]
复[復]
[複]
Ｇ

盖[蓋]
干

[乾](3)
[幹]
赶[趕]
个[個]
巩[鞏]
沟[溝]

构[構]
购[購]
谷[穀]
顾[顧]
刮[颳]
关[關]
观[觀]
柜[櫃]
Ｈ

汉[漢]
号[號]
合[閤]
轰[轟]

后[後]
胡[鬍]
壶[壺]
沪[滬]
护[護]
划[劃]
怀[懷]
坏

[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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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歡]
环[環]
还[還]
回[迴]
伙

[夥](5)
获[獲]
[穫]
Ｊ

击[擊]
鸡[鷄]
积[積]
极[極]
际[際]
继[繼]
家[傢]
价[價]
艰[艱]
歼[殲]
茧[繭]
拣[揀]
硷[鹼]
舰[艦]
姜[薑]
浆

[漿](6)
桨[槳]

奖[奬]
讲[講]
酱[醬]
胶[膠]
阶[階]
疖[癤]
洁[潔]
借

[藉](7)
仅[僅]
惊[驚]
竞[競]
旧[舊]
剧[劇]
据[據]
惧[懼]
卷[捲]

Ｋ

开[開]
克[剋]
垦[墾]
恳[懇]
夸[誇]
块[塊]
亏[虧]
困[睏]
Ｌ

腊[臘]
蜡[蠟]
兰[蘭]
拦[攔]
栏[欄]
烂[爛]
累[纍]
垒[壘]
类

[類](8)
里[裏]
礼[禮]
隶[隸]
帘[簾]
联[聯]
怜[憐]
炼[煉]
练[練]
粮[糧]
疗[療]
辽[遼]
了

[瞭](9)
猎[獵]
临

[臨](10)
邻[鄰]

岭

[嶺](11)
庐[廬]
芦[蘆]
炉[爐]
陆[陸]
驴[驢]
乱[亂]
Ｍ

么

[麽](12)
霉[黴]
蒙[矇]
[濛]
[懞]
梦[夢]
面[麵]

庙[廟]
灭[滅]
蔑[衊]
亩[畝]
Ｎ

恼[惱]
脑[腦]
拟[擬]
酿[釀]
疟[瘧]

Ｐ

盘[盤]
辟[闢]
苹[蘋]
凭[憑]
扑[撲]
仆

[僕](13)
朴[樸]
Ｑ

启[啓]
签[籤]
千[韆]
牵[牽]
纤[縴]

[纖](14)
窍[竅]
窃[竊]
寝[寢]
庆

[慶](15)
琼[瓊]
秋[鞦]
曲[麯]
权[權]
劝[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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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確]
Ｒ

让[讓]
扰[擾]
热[熱]
认[認]
Ｓ

洒[灑]
伞[傘]
丧[喪]
扫[掃]
涩[澀]
晒[曬]
伤[傷]
舍[捨]

沈[瀋]
声[聲]
胜[勝]
湿[濕]
实[實]
适

[適](16)
势[勢]
兽[獸]
书[書]
术

[術](17)

树[樹]
帅[帥]
松[鬆]
苏[蘇]
[囌]

虽[雖]
随[隨]
Ｔ

台[臺]
[檯]
[颱]

态[態]
坛[壇]
[罎]

叹[嘆]
誊[謄]
体[體]
粜[糶]
铁[鐵]
听[聽]
厅

[廳](18)
头[頭]
图[圖]
涂[塗]
团[團]
[糰]

椭[橢]
Ｗ

洼[窪]
袜

[襪](19)
网[網]
卫[衛]
稳[穩]
务[務]
雾[霧]
Ｘ

牺[犧]
习[習]
系[係]

[繫 ](
20)
戏[戲]
虾[蝦]
吓

[嚇](21)
咸[鹹]
显[顯]
宪[憲]
县

[縣](22)
响[響]
向[嚮]

协[協]
胁[脅]
亵[褻]
衅[釁]
兴[興]
须[鬚]
悬[懸]
选[選]
旋[鏇]
Ｙ

压

[壓](23)
盐[鹽]
阳[陽]
养[養]
痒[癢]
样[樣]
钥[鑰]
药[藥]
爷[爺]
叶

[葉](24)
医[醫]
亿[億]
忆[憶]
应[應]
痈[癰]

拥[擁]
佣[傭]
踊[踴]
忧[憂]
优[優]
邮[郵]
余

[餘](25)
御[禦]
吁

[籲](26)
郁[鬱]
誉[譽]
渊[淵]
园[園]
远[遠]

愿[願]
跃[躍]
运[運]
酝[醖]
Ｚ

杂[雜]
赃[贜]
脏[臟]
[髒]
凿[鑿]
枣[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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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竈]
斋[齋]
毡[氈]
战[戰]
赵[趙]
折

[摺](27)
这[這]

征

[徵](28)
症[癥]
证[證]
只[隻]
[衹]

致[緻]
制[製]

钟[鐘]
[鍾]
肿[腫]
种[種]
众[衆]
昼[晝]
朱[硃]
烛[燭]

筑[築]
庄

[莊](29)
桩[樁]
妆[妝]
装[裝]
壮[壯]
状[狀]

准[準]
浊[濁]
总[總]
钻[鑽]

(1)蚕：上从天，不从夭。

(2)缠：右 “厘”上加一點，不从

厘。

(3)乾坤、乾隆的乾读 qián(前)，

不简化。

(4)不作坯。坯是砖坯的坯，读

pī(批)，坏坯二字不可互混。

(5)作多解的夥不简化。

(6)浆、桨、奖、酱：右上角从夕，

不从“炙”的上部或爫。

(7)藉口、凭藉的藉简化作借，慰藉、

狼藉等的藉仍用藉。

(8)类：下从大，不从犬。

(9)瞭：读 liǎo(了解)时，仍简作

了，读 liào(瞭望)时作瞭，不简作

了。

(10)临：左从一短竖一长竖，不从

一竖一撇。

(11)岭：不作岺，免与岑混。

(12)读 me轻声。读 yāo(夭)的么应

作幺(么本字)。应作吆。麽读mó(摩)

时不简化，如幺麽小丑。

(13)前仆后继的仆读 pū(扑)。

(14)纤维的纤读 xiān(先)。

(15)庆：从大，不从犬。

(16)古人南宫适、洪适的适(古字罕

用)读 kuò(括)。此适字本作 ，为

了避免混淆，可恢复本字 。

(17)中药苍术、白术的术读

zhú(竹)。

(18)厅：从厂，不从广。

(19)袜：从末，不从未。

(20)系带子的系读 jì(计)。

(21)恐吓的吓读 hè(赫)。

(22)县：七笔。上从且。

(23)压：六笔。土的右旁有一点。

(24)叶韵的叶读 xié(协)。

(25)在余和馀意义可能混淆时，仍

用馀。如文言句“馀年无多”。

(26)喘吁吁，长吁短叹的吁读

xū(虚)。

(27)在折和摺意义可能混淆时，摺

仍用摺。

(28)宫商角徵羽的徵读 zhǐ(止)，

不简化。

(29)庄：六笔。土的右旁无点。

第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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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简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

本表共收简化字 132 个和简化偏旁 14 个。简化字按读音的

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简化偏旁按笔数排列。

Ａ

爱[愛]
Ｂ

罢[罷]
备[備]
贝[貝]
笔[筆]
毕[畢]
边[邊]
宾[賓]
Ｃ

参[參]
仓[倉]
产[産]
长

[長](1)
尝

[嘗](2)
车[車]
齿[齒]
虫[蟲]
刍[芻]
从[從]
窜[竄]

Ｄ

达[達]
带[帶]
单[單]
当[當]
[噹]

党[黨]
东[東]
动[動]
断[斷]
对[對]
队[隊]
Ｅ

尔[爾]
Ｆ

发[發]
[髮]

丰

[豐](3)
风[風]
Ｇ

冈[岡]
广[廣]

归[歸]
龟[龜]
国[國]
过[過]
Ｈ

华[華]
画[畫]
汇[匯]
[彙]
会[會]
Ｊ

几[幾]
夹[夾]
戋[戔]
监[監]
见[見]
荐[薦]
将

[將](4)
节[節]
尽[盡]
[儘]
进[進]

举[舉]
Ｋ

壳

[殼](5)
Ｌ

来[來]
乐[樂]
离[離]
历[歷]
[曆]
丽

[麗](6)
两[兩]
灵[靈]
刘[劉]
龙[龍]
娄[婁]
卢[盧]
虏[虜]
卤[鹵]
[滷]
录[録]
虑[慮]
仑[侖]

罗[羅]
Ｍ

马

[馬](70
买[買]
卖

[賣](8)
麦[麥]
门[門]
黾

[黽](9)
Ｎ

难[難]
鸟

[鳥](10)
聂[聶]
宁

[寧](11)
农[農]
Ｑ

齐[齊]
岂[豈]
气[氣]
迁[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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佥[僉]
乔[喬]
亲[親]

穷[窮]
区 [區 ]
（12）
Ｓ

啬[嗇]
杀[殺]
审[審]
圣[聖]
师[師]
时[時]
寿[壽]
属[屬]
双[雙]

肃 [肅 ]
（13）
岁[歲]
孙[孫]
Ｔ

条 [條 ]
（14）
Ｗ

万[萬]
为[爲]
韦[韋]
乌 [烏 ]
（15）

无 [無 ]
（16）
Ｘ

献[獻]
乡[鄉]
写 [寫 ]
（17）
寻[尋]
Ｙ

亚[亞]
严[嚴]
厌[厭]
尧 [堯 ]
（18）
业[業]
页[頁]
义 [義 ]
（19）
艺[藝]
阴[陰]

隐[隱]
犹[猶]
鱼[魚]
与[與]
云[雲]
Ｚ

郑[鄭]
执[執]
质[質]
专[專]

简化偏

旁

讠[訁]
（20）

饣[飠]

（21）

[昜]
（22）

纟[糹]

[臤]

[ ]

[ ]

只[戠]

钅[釒]
（23）

[ ]

[睪]
（24）

[巠]

[ ]

呙[咼]

(1)长：四笔。笔顺是： 。

⑵尝：不是賞的简化字。賞的简化

字是赏(见第三表)。

⑶四川省酆都县已改丰都县。姓酆

的酆不简化作邦。

⑷将：右上角从夕，不从“炙”的

上部或爫。

⑸壳：几上没有一小横。

⑹丽：七笔。上边一横，不作两小

横。

⑺马：三笔。笔顺是： 马。上部

向左稍斜，左上角开口，末笔作左

偏旁时改作平挑⑻卖：从十从买，

上不从士或土。

⑼黾：从口从电。

⑽鸟：五笔。

⑾作门屏之间解的宁(古字罕用)

读 zhù(柱)。为避免此宁字与寧的

简化字混淆，原读 zhù的宁作 伫。

⑿区：不作“匚”里一个“又”。

⒀肃：中间一竖下面的两边从八，

下半中间不从米。

⒁条：上从夂，三笔，不从攵。

⒂乌：四笔。

⒃无：四笔。上从二，不可误作旡。

⒄写：上从冖，不从宀。

⒅尧： 六笔。右上角无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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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作戈。

⒆义：从乂(读ｙì)加点，不可误

作叉(读 chā)。

⒇讠：二笔。上一横不出头 。

(21)饣：三笔。中一横折作“乛”，

不作捺或点。

(22)“杨”右半部：三笔。

(23)钅：第二笔是一短横，中两横，

竖折不出头。

(24)睾丸的睾读 gāo(高)，不简化。

第三表

应用第二表所列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得出来的简化字

本表共收简化字 1753 个（不包含重见的字。例如“缆”分

见“纟、 、见”三部，只算一字），以第二表中的简化字和

简化偏旁作部首，按第二表的顺序排列。同一部首中的简化字，

按笔数排列。

（表暂略）

附 录

以下 39 个字是从《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摘录出来的。

这些字习惯被看作简化字，附此以便检查。括弧里的字是停止使

用的异体字。

呆[獃騃]
布[佈]
痴[癡]
床[牀]
唇[脣]

雇[僱]
挂[掛]
哄[閧鬨]

迹[跡蹟]
秸[稭]

杰[傑]
巨[鉅]
昆[崑崐]
捆[綑]
泪[淚]

厘[釐]

麻[蔴]
脉[脈]
猫[貓]
栖[棲]

弃[棄]
升[陞昇]
笋[筍]
它[牠]

席[蓆]

凶[兇]
绣[繡]
锈[鏽]
岩[巖]
异[異]

涌[湧]
岳[嶽]

韵[韻]
灾[災]
札 [ 剳
劄]

扎[紥紮]
占[佔]
周[週]
注[註]

脚注：N1 杰：从木，不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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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地名用字，因为生僻难认，已经国务院批准更改，录后以备检

查。

黑龙江

铁骊县改铁力县

瑗珲县改爱辉县

青 海

亹源回族自治县

改门源回族自治

县

新 疆

和阗专区改和田

专区

和阗县改和田县

于阗县改于田县

婼羌县改若羌县

江 西

雩都县改于都县

大庾县改大余县

虔南县改全南县

新淦县改新干县

新喻县改新余县

鄱阳县改波阳县

寻邬县改寻乌县

广 西

鬰林县改玉林县

四 川

酆都县改丰都县

石砫县改石柱县

越嶲县改越西县

呷洛县改甘洛县

贵 州

婺川县改务川县

鳛水县改习水县

陕 西

商雒专区改商洛

专区

盩厔县改周至县

郿县改眉县

醴泉县改礼泉县

郃阳县改合阳县

鄠县改户县

雒南县改洛南县

邠县改彬县

鄜县改富县

葭县改佳县

沔县改勉县

栒邑县改旬邑县

洵阳县改汧阳县

改千阳县

此外，还有以下两种更改地名用字的情况：(1)由于汉字简化，例如辽
宁省瀋阳市改为沈阳市；(2)由于异体字整理，例如河南省濬县改为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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닄
ꑔ
뎹

멾
꙲
면
엜
ꪺ
덗
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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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為社會服務，社會不斷發展，文字也是更加便於運用

的。因此在漢字發展史上一直貫穿著這樣一個規律，那就是字形

的不斷簡化。雖偶有增添筆畫之特例存在，但終非主流。簡化字

正是符合了漢字發展的規律，乃是大勢所趨。”想必這早已成為

了是多數人的觀點。

粗略看來，上述觀點有理有據，我竟無法辯駁。但細細思之，

終覺漏洞百出。漢字發展規律並不是“簡化”那麼簡單，那究竟

是什麼呢？容我慢慢道來。

漢字起源於何時至今並無實證，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正式文

字產生之前必然有相關的圖畫文字，圖畫是用來描摹的，而文字

則是用來書寫的，必然要將圖畫中具體的線條抽象化，並去掉多

餘的部分而只保留特徵輪廓，這自然可以說是簡化，但主要發生

於早期象形字上，而之後的文字類增孳乳的情況又有所不同。

①
根據發現的最早的較為成熟的文字甲骨文來推測，漢字的

出現應該不會晚于夏朝，那就應該有四五千年的歷史，而已經證

明的漢字歷史已有三千多年。甲骨文主要應用于商代晚期，周初

也有使用，其特點是不規整、筆畫多方折、構件不固定、異體字

和合文較多、形聲字不普遍。自從周代以後，金文慢慢流行起來，

所謂金文即刻或鑄在青銅器上的文字，也稱鐘鼎文，其特點是筆

畫圓潤、異體字和合體字有了明顯減少、形聲字增多，並一直沿

用至戰國，而後是籀文，又稱大篆，然後由之產生小篆。總之，

無論如何，其發展是慢慢成熟的，筆畫也慢慢規整起來。以上稱

之為古文字，而由於篆書極不便書寫，便在民間逐漸流行起一種

新的書體：隸書，隸書較篆書易寫，早在戰國時期就已具備初形，

①注意文字學意義上的字體與書法字體的本質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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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漢時發展成熟，隸書的特點是蠶頭燕尾，講究挑法，但人們

還是覺得不方便，而後又產生一種更易於書寫的書體：楷書，並

一直沿用至今未有重大改變，為便於應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會

寫行書或草書，有時運用俗字，但從未代替過楷書取得正體地位。

以上稱為今文字，它改變了漢字的外形，使得其象形程度降低，

變成“方塊字”。漢字的傳承從來沒有中斷過，而比漢字歷史還

要早的埃及象形文字和兩河流域楔形文字卻連同自己的文化被

歷史封存。

以上我用簡短的一段話大致概括了一下漢字的歷史，就文字

的運用而言的確可以說漢字的發展是逐漸趨於便利的，但這種便

利並不是單純靠簡省筆畫而實現
①
，其中不乏增旁顯義的成分，

大部分是筆形的變化以及部件的定型和規律化，甚至還有書寫工

具的影響
②
，除此，隸變是為便於漢字使用而發生，但成形之後

這個過程就停止了，後代行草的出現也是為文字書寫便利，但並

無取代正字之意。此種皆與簡化字不同，稍後還會詳述。

故而“漢字簡化規律”就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將漢字演化“趨

於便利”與單純的“筆畫簡化”混淆，二是將“某一時段”出現

的簡化現象歸於漢字發展的“全程”，以致忽略漢字發展後期長

期穩定這最主要的歷史階段。漢字發展不同階段有簡化也有過繁

化，即使有簡化但在一個階段後也停止了。

那它發展的規律到底是什麼？

①相反就一些無規律簡化字而言，雖筆畫簡省了，但實際使用起來卻沒有

變得更便利，反而造成諸多混亂，可以說是違背漢字發展趨於便利這條規

律的；
② 乃至漢字信息化也是為了文字使用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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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漢字數量上來說，首先確定一點，文字發展是由少變多

的，隨著社會的發展物質在不斷豐富，人們表達感情也越來越細

膩，雖然也有舊事物的消亡使得某些字的廢止，但產生的多於消

亡的，因此漢字的數量絕對不會減少。

有人對歷代字數做過統計，甲骨文大約有 4500 多個單字，

其中可識約一千多個，秦代《倉頡》、《博學》、《爰曆》三篇共有

3300 字，漢代楊雄《訓纂篇》共有 5340 字，許慎《說文解字》

共 9353 字，晉宋以後文字又日漸增繁。晉呂忱《字林》12824

字，後魏楊承慶《字統》共 13734 字，梁顧野王《玉篇》22561

字，宋代司馬光《類篇》31319 字，到了清《康熙字典》共有 47000

多字，1915 年歐陽博存《中華大字典》共 48000 多字，1917 年

張其昀主編的《中文大字典》共 49888 字，1990 年《漢語大字

典》共 54678 字。

從以上統計資料可以看出：漢字的總數量是在不斷增多的，

但後來漢字的大量增加主要是因為它收錄了很多罕用字，其實通

用漢字的總數自漢以後應該是沒有太大變化的。因此我們可以得

出這樣的結論：在漢字發展初期為了表達感情的需要致使漢字數

量不斷增多，而後來則漸漸趨於穩定。而漢字簡化中間的同音歸

併則是以損失書面語的精確性為代價，嚴重違背了漢字發展精密

化的規律。

說完字數，我們再回到主要部分：漢字字形的發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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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來看幾個實例：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車 车

馬 马

星

虎

鹿

從這幾個字大概可以看出漢字確實是朝著“簡化”的方向發

展的，如“車”最開始是兩個車廂還帶車頭，最後簡化得只剩一

個車廂車軸和兩個車輪，故而再將“車”簡化成“车”便只是順

了這條規律而已，“馬”亦如是。但若我據同理而將“星虎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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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成 ，這般模樣就只能迎來大家唏噓了
①
，此三字

也是順了漢字簡化規律的，但為何就得不到大家的認同了呢？想

必只能用先入為主的習慣來解釋了吧。

細看此表，我們就會發現，此類字的簡化重在去掉累贅多餘

部件，真正的有用部件仍得保留，並未影響到漢字的理據性和系

統，而這種簡化也集中在古文字階段，而自隸楷之後的變化並不

太大。

其實單憑這麼幾個字

就總結出這種規律未免有

點斷章取義之嫌。瞭解甲骨

文的人應該知道，其結構其

實一般是相當簡單的
②
，比

我們的“傳統漢字”看起來

要簡單得多，那為何會由簡

單的甲骨文“簡化”成繁雜

的傳統漢字呢？我們可以

試著對比一下。（圖選自甲

骨卜辭（長篇相對於前面幾

個單字來說更具說服力）。

漢字發展這個過程較

為漫長，也極為複雜，並不

① 當然這幾個例子，並非十分貼切，因為它們並非俗字，不過即使這些字

在俗字中能找到根據人們也不太可能認可，可見第二章第一節未採用之俗

字例；
② 除之前所提那類象形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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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簡單地用簡化或繁化來概括。我們必須分階段詳細說明。由於

一切事物皆有個例存在，我們自然只從主要方面來分析。

那麼就先從古文字階段開始。其實漢字字形的演變也是包括

兩個方面的，一個是筆道形態，一個是結構，由於在古文字階段

漢字的筆道形態的變化不是太大，所以這裡就著重分析結構部件

的變化，漢字的從甲骨文到金文再到籀文，大概可以分為兩種過

程。

一是增加有用部件。這個階段漢字應該還處在未完全成熟的

時期，為了適應語言的發展和表意的需要，人們往往會增旁顯義，

使得漢字的筆畫增多，如“齒”甲骨文為 ，像牙齒之形，後

來又在上面加上一個聲符“止”而變成“ ”，“淵”本為 ，

像回水之形，後又加一個義符氵變成“ ”；而更多的則是字形

的分化，古代概念少因此用字少，後來概念開始增多，這個字所

表達的範圍也越廣，但為了使得漢字表意更為準確，這些字便演

化出不同的字來表達不同的字義，而為了區別這些不同的字，其

演化的方式一般都是增加偏旁。

這其中又分為兩類，一類是引申，當一個字的含義引申到距

本義較遠時，便增加偏旁以區別。本字表本義，分化字表引申義

的如：“知”本表知識，後引申為智慧，便造“智”字來表達此

義，增加了筆畫，“反”與“返”的關係也是如此；當然還有本

字表引申義，分化字表本義的例子， “益”字形上部為橫水下

部為器皿，表示的意思就是水溢出，但當它借用為“更加”後，

其本義變由加了氵的“溢”來表示，“奉”本從二手，表示用手

捧，後來為了明確又加一手（地下與“舉”同的部分），後來又

引申為奉獻之意，原來的含義則又增一扌表示，“州”，像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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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洲之形，後引申為州縣，本字加氵為“洲”。“娶、婚”本來為

“取、昏”，後來字義分化便增加女旁。

還有一類，人們為了經濟在表達一個新概念的時候往往會假

借一個同音字，但久而久之為了避免混淆又在這些字上加上一些

聲符或義符使得字形繁化。本字表本義，分化字表假借義的如：

“采”本表示採摘，後來假借為彩色之義，為了區別就造了“彩”

字；本字表假借義，分化字表本義的如：“然”从火肰 rán 聲，

本為燃燒之意，但後來借為虛詞使用，原來的字便增加偏旁演化

為“燃”，“孚”从爪从子，用手抓著孩子，本義為俘虜，而它

用於其它意義後，便在其本字上又加亻變成“俘”。同樣像“舍

-捨、賈-價（價）、弟-第、嘗-嚐（嘗）、介（界）、責（債）、止

（趾）”等字都是如此。在漢字發展的早期曾經出現過大量假借

之風，若這種影響再擴大的話，漢字可能就朝表音發展了，但歷

史證明它沒有繼續，而是採用一種更明智的辦法（即增加形旁或

聲旁變成形聲字），這種方法是可行的，使得漢字能夠獨立並繼

續存在下去。

這些字的產生部分是因為詞義虛化
①
，有些是為了分擔義項，

有些是字義轉移造成的
②
，後來為了使得文字更便於應用才促使

了文字分化，這也是漢字在發展過程中必須經歷的，相對於直接

造字來說這種方法方便省力多了，而分化前後的字又被稱為古今

字或本字與後起字分化字。這些古字在先秦很多文獻中出現過，

如《左傳》“小人有母，皆嘗
③
小人之食矣”、“若舍

④
鄭以為東道

①現今其實也有這種例子，像“被都把”等字就處於中間階段，“被”從衣

皮聲，本義為被子， “都”從邑者聲，本義為都城， “把”從手巴聲，

本義為拿著，而今這些字的常用義都虛化了。
② 或者由於虛詞不好造字，便借其他常用字表示，久而久之就約定俗成了。
③ 後分化為“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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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等等
①
。

二是去掉冗餘部件
②
。如同之前所舉之例，漢字起源於象形

文字，某些字其實是對物象的細緻描繪，雖然詳細，但還未完全

脫離圖畫階段，字形比較繁雜，並不便於運用，在需要大量使用

文字的階段，我們便將這些字輪廓化了，或是省略諸多部件而只

存其主要特徵。

從籀文到小篆，漢字字形其實變化不大，只是線條變規整了，

而且對少部分字進行了省改。如“秦”籀文從二禾，後省為一禾。

注意，這種簡化也不過是去掉重複的部件，沒有破壞漢字結構和

理據性，再加上這種簡化往往是自然而為，既沒有政治的強制也

不是隨意簡化。

在這個時期，不要忘了還有一種重要的特殊漢字形體：六國

文字。也就是戰國時東方六國所使用的文字，由於各國紛爭，禮

崩樂壞，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六國文字往往有諸多省簡之處，

但這種省簡卻是單單為簡化而簡化的任意省簡，不顧漢字理據和

系統，完全背離傳統，隨意破壞漢字的結構。最終六國文字消失

在歷史長河中，被直接繼承甲金文的秦系文字取代了，小篆統一

全國，實現書同文，結束了長期以來文字混亂的局面。雖說這其

④ 後分化為“捨”；
① 我們學文言文時部分所謂的通假字即此；
② 而多數簡化字是 “去掉有用部件”。



103

中也有政治因素，但終是為了文字統一著想，而我認為更重要的

原因乃是小篆對甲金文的直接繼承，它對中國深層的文化影響不

是秦始皇一聲令下可以達到的。
①

“小篆與大篆一脈相承，繼承了漢字的構型理據，保存了漢

字寓意於形的特點，而不像六國文字那樣為了簡化而任意破壞漢

字結構。小篆能夠取代六國文字通行於全國，正是由於它符合漢

字的發展規律，而不僅僅是政治上推行的結果。”②

在中國歷史上對漢字的改革只有兩次，一是始皇帝“書同

文”，一是漢字簡化。人們往往喜歡拿簡化字當做如始皇帝般的

功績炫耀，但卻未認識到二者的不同。小篆和簡化字雖然都具有

政治性，但它們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1、小篆統一了六國文字，而簡化字則打破了漢字兩千多年

來統一的局面；

2、小篆與西周春秋文字一脈相承，只是對它稍加合理省改，

同時廢除了隨意簡化的六國文字，而簡化字則對漢字大量隨便省

改，採用了隨意簡化的民間俗字；

3、在統一六國文字之前小篆作為正式文字在秦國通行已久，

而簡化字直到簡化方案公佈才成為正式文字；

4、小篆使得漢字系統更加完善，而簡化字則破壞了漢字的

系統。

5、小篆並沒有破壞漢字結構和理據性，而簡化字所採用的

①假設是六國中的某一種文字統一了全國，那我們對戰國以前的歷史可能

就無從瞭解了；
② 《古代漢語》胡安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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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字則並無此章法。

故其利弊自是不同。

不過說實話，小篆雖然理據系統最為完善，但卻是很不便運

用的，而且也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①
，故在這時隸書便登上舞

臺
②
。這一過程稱為隸變，從小篆到隸書，其實不像我們想像的

那麼突然，這種變化是潛移默化的
③
。隸變是漢字史上最重要的

一個轉折點和分水嶺，漢字從此脫離了古文字隨體詰詘的形體，

走向今文字階段，變成方塊字。單從這個階段來看，是可以總結

出簡化這一規律的
④
，這種簡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由小篆的線條轉變為隸書的筆畫，改曲折為方直，使

得漢字變得易於書寫（這一點是最主要的）；

第二、隸書對一部分小篆進行了改造。

如對重複部分進行省改，改“ ”為“霍”，改“ ”為

“雷”，改“ ”為“星”等等，

還對小篆的部件進行了合併與分化：

合併的有：

① 這裡就有一個度的問題。傳統漢字本身並不是不適應現代生活，簡化字

也不會更方便；
② 此中雖有六國文字的影子，但大體上仍然是繼承小篆的；
③ 隸變在小篆通行之時就已在非正式領域使用，而直到東漢才完全定型。
④ 由於隸書在小篆之前就已經存在，因此很多地方沒有直接根據小篆來改

造，所以產生了許多不直接對應的地方。其中一般都有造字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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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秦春泰奏” （上半部分變相同），

“ ”變成 “奕奐莫樊奠”（下半部分變相

同），

“ ”變成 “明肌服”（此三字本分屬“月、肉、

舟”三部），

分化的有：

“ ”變成“企位臥及比監元

頁”（本都有“ （人）”），

“ ”變成了“恐夙鬥熱”，

“ ”變成了“炒煮赤票粦黑”（本都有

“ （火）”），這些都是結構上的簡化。

有些漢字另造，完全脫離了原來的體系，《說文解字》後附

的別體字即使如此，如“帆”篆作“ ”，“尖”篆作“ ”，大

部分為簡化，少部分為繁化，如“冪”篆作“ ”，“堆”篆作“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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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部分訛變了，如“存在”上部本為“才”，“右、有”

上部本為“又”，“責”上部本為“朿”，“叟”上部本為“灾”，

“截”左部本為“雀”，“年”字本為“秊”，“布”上部本為“父”，

“更”本从“丙攴”，“並”本从二“立”，“原”字內部本為“泉”

等等。

雖然在漢字隸變過程中有不少的訛變，也存在著一部分另造

的 “別體字”，但它只是漢字總數的極少部分，實質上隸變大部

分是由於書寫方式的變化造成的，它與小篆之間基本也是對應和

承接關係，其理據性仍然延續著。以上不合規則的只是少數。所

以隸變也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漢字的性質，而是使得漢字重新煥發

了活力，故隸變成為了漢字發展史上的里程碑。

同樣由於字形的變化，有很多漢字漸漸脫離了這些原則。譬

如異化和訛變，使得漢字的部件變得更複雜不易說解了，也就是

說很多傳統漢字就已經不符合六書原則或者看不出了，有些甚至

是錯字，例如爲、責、書等。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種破壞，這些

現象，一方面是為了字體的美觀造成的，而另一方面確實是人們

傳抄錯誤以訛傳訛所致，因此說隸變在簡化漢字時的確破壞了一

部分漢字的結構和理據性。但它是無意造成的，變化很緩慢。瑕

疵我們無法避免，但這不應成為我們繼續破壞的理由。而且，這

種破壞到了一定限度就停止了（文字穩定之後），我們更不應繼

續。

不得不承認，由於隸書對漢字形體的改造比較大，也確實造

成了一定的文化斷層，但在付出這個幾百年隔閡代價的同時它卻

大大方便了漢字的運用，這是必要且不得已的。但在漢字穩定了

兩千多年並負載了如此浩如煙海的古籍之後，在傳統漢字仍然實

用于現實的今天，我們不能重蹈覆轍去隔閡幾千年的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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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裡，大家或許已經看到了漢字前期的發展趨勢，但它

是否就會這樣一直“發展”下去呢？當然不是，一直在變化的漢

字該如何適應需要經常使用文字的社會呢。

而後從隸書到楷書，漢字只是在筆形上做了改變，而結構上

幾乎是沒什麼變化的。

總體上來說，從甲金篆隸楷的字形來看，漢字確實是不斷朝

易寫方向發展的，但主要是筆道形態的改變和書寫工具的改變造

成的（尤其是隸變），而漢字的結構破壞只占極少部分。大部分

漢字形體也改變了很多，直觀表像意義不在了，仿佛已經不可說

解，可其實真正整個結構的變化很少，系統性猶存，例如

“ - - - -休”雖然人形和樹形已和

原來有天壤之別，但“休”仍然由人和木組成，這個結構並未變，

所以說大部分漢字仍然具有理據性，這就是漢字演變有規律造成

的，也就是說從甲骨文到小篆隸書楷書絕大多數漢字都是承接

的，而沒有生硬的斷層。

而大部分簡化字則是很明顯的斷層。例如“ -

- - -龍”前後都能看出承接性，但從

“龍-龙”就明顯斷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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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人們都是手寫，楷書筆畫寫起來也並不算簡單。所

以人們自然也有漢字繁難的困惱，但我們的先人也並不死板，在

長期的實踐中他們早就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方法，解決了漢字難寫

的問題。那就是：印刷用楷，手寫用行、草，而民間則往往用俗

字。這與隸書代替小篆作為正式文字不同，俗字和行草在方便使

用書寫的同時並未代替過正式的隸書楷書的地位。它在人們生活

中確實起過很重大的作用，和正字也是很和諧的關係，兩者相安

無事。

印刷重在漢字的結構和辨認，而手寫為了求速和方便，其實

只需滿足辨認這個條件即可，無需顧忌其他，所以在寫的時候只

要保留輪廓就行了，這符合漢字運用方便這一規律，但絕無對標

準字形隨意破壞。印刷體在維持漢字的結構和統一上功不可沒，

只有印刷體的穩定才有利於漢字的穩定，因此手寫體要服從印刷

體，如果反過來印刷體遷就手寫體，各人各時各地的手寫體都不

相同，就會造成字形的動盪，那漢字的結構就無從談起，而會陷

入一片混亂，不便應用。若印刷體要按手寫體來簡化，既沒有什

麼必要性，同樣是對漢字結構和穩定性的破壞。對於漢字而言，

印刷體和手寫體的這種差異是很正常的，它們的矛盾始終存在，

所以這“簡”並不一定是指寫一個字形完全不相關的“簡化字”，

應是指一切手寫比印刷要簡的字形，一般為草書，準確地說應該

叫“識正書草”。哪怕到目前為止，簡化字寫起來仍然有書寫方

面的矛盾，很多人在寫的時候不知不覺又在簡化（尤其是做筆記

的時候），又有誰贊同把漢字印刷體也簡成這樣呢？

如今電腦打字，這也是符合漢字運用方便這個規律的，既已

解決了漢字書寫的難題，本已不需要去大量改變結構，最多對其

中特別複雜的部分加以改變，但簡化字卻未能周全考慮這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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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漢字既是為了應用和表意準確，也是為了書寫，如果單單為

了書寫，當然是筆畫越簡越好。可由於漢字數量較多，而又字字

獨立互相區別，簡化必須有一定的限度，不能過簡，大量增加形

近字；還需要理據性以方便記憶運用；也需要形成同類系統，有

聯繫的漢字可以使用相同的部件，避免字字孤立，可以系統記憶

並互相聯想，以免死記硬背；同樣為了傳承文化，漢字更不能大

肆變動。單純盲目地追求易寫則會令表意不明，單純為了別義也

不能疊床架屋，可以說過簡過繁都不利於應用，求簡易和求區別

兩者互相結合、制約，維持一個度。而且為了區別字義適當增加

筆畫是正當的，對個別極為複雜的字簡化也是可行的。漢字就在

這種沒有任何外力干擾的自然選擇中尋求平衡，趨於穩定，這才

是現階段漢字的發展規律。有人說，時代在變，漢字也應該變，

其實不然，大量的改造只應在文字產生的早期階段進行，當它承

載了大量文化典籍以及大量運用之後，就不便再改了，即使是那

些非訛變的“優化”尚且不一定可取，那些不好的訛變就更不值

得“借鑒”了，我們不能將無理改成有理，更不能將有理改成無

理，在經濟與精確的矛盾下，漢字再也沒有大量的簡化或繁化，

漸漸趨於穩定。起碼在這些字體內部無所謂簡化，更別說如此大

規模的簡化了。

“有的學者認為，漢字發展演變的過程就是漢字形體逐漸簡

化的過程……這是忽略了趨繁的一面而誇大了趨簡的一面所得

出的結論，而事實並非如此，也不可能如此。因為字形的過繁和

過簡都於實用不利。當一些字繁得不變書寫的時候就需要簡，而

當一些字簡到不變辨形別義的時候又要適當地增繁，在歷史上，

繁與簡多是通過社會用字的自然選擇來進行調劑和尋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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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

“直到今天，如何處理好字形簡化跟文字結構的矛盾，仍然

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為了把象形的古文字改造成隸、楷

而破壞一部分字的結構，是迫不得已的，也是值得為此付出代價

的。在楷書早已成熟的情況下，僅僅是為了減少筆畫而去刻意破

壞漢字的結構，把他們變成記號字（這將不利於漢字的健康發

展），這樣做究竟是不是必要和值得，就大可懷疑了。”②

“訛變是漢字在尚未定型、尚未規範化的古文字時代甚為常

見的一種特殊現象，在漢字已定型之後再單純的為簡化而特意訛

變就有點不合理了”③
。

可以說，在前面的一千多年時間裡漢字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也的確打破了一個完整體系，但這些變化也是漢字在走向最

終成熟過程中所必經的，而漢字到了東漢過後就基本定型，在走

向隸楷階段後最終完全成熟了，新的體系也已經發展完善，而在

這個階段之後是否還需要這些變化呢？其實並不需要，這個時候

穩定才是漢字發展的規律，而漢字使用的普遍化和印刷術的發明

更是對促進漢字的穩定和規範化起了重要作用
④
。試想，若在隸

書成型後漢字仍然像甲金篆那樣翻天覆地地變化，文字時常變

動，那用這些文字記載的文獻該如何？恐怕我們對我們的歷史和

文化將會更加陌生，一個時常變動的文字傳承不了多少東西。漢

① 《古代漢語》王寧 北京出版社。以上部分觀點亦是借鑒王寧教授。不

過簡化和增繁的現象雖因矛盾相互作用而在歷史上屢屢出現，但都非主體，

絕大多數漢字都是維持穩定的；
② 《文字學概要》裘錫圭 商務印書館 36頁，這點我最為讚同；
③ 《古代漢語》王寧 北京出版社；
④ 避免了手書體不精確、易訛誤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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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在經過幾千年的書寫與辨識的矛盾之中發展早已有了很完善

成熟的體系，這種狀態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這在文字史上都是

很難得的，我們應當珍惜。不排除在隸楷階段也有所簡化，那也

絕對是很少量而且是符合漢字特點的。當然，並不是說為了這個

穩定規律，就完全一個字、一筆一劃都不要變，但還是記住這一

點：酌情酌量，萬不可大動干戈。如果某些漢字的確不便應用，

需要簡化，但我們也只需對必要的進行合理簡化和完善，漢字需

要的僅僅是小小的調整和整理而不是所謂符合規律的而且還達

到上千規模的簡化字。所以說，怎樣才算符合文字發展規律的文

字政策呢？那就是：大部分漢字傳承下來什麼樣，我們就用什

麼樣，只對細節部分進行微調。本來漢字已經統一並已經成為

發展很完善的系統，如今遭到強制廢除，而新的完整系統又沒能

很好地建立起來。這就是簡化字有眾多不完善之處的原因所在，

也是眾多書籍仍舊需要用傳統漢字的原因之所在。

“文字需要穩定而不能隨意變化”這個觀點其實大多數人從

心底就是認同的，但卻不會承認，而會說：簡化才是漢字發展的

主要規律，所以我認同簡化字。

那好，我就作幾個假設。

一、既然漢字簡化才是發展規律，那我不妨行符合規律之舉：

繼續簡化漢字。此時人們會作何態度？當然得反對，並斥之為瞎

折騰。
①
即使那些支持簡化字的人和大部分人們依然如此；

二、早在漢字發展早期就經過了多次簡化，尤其是隸變，所

以簡化字早有先例可循，無可厚非。既然如此，那我也可以這樣

①如果漢字真是朝著不斷簡化的方向發展，那我們就應該每隔一段時間進

行一場簡化運動以適應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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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既然在建國初期就進行過簡化字運動，那我們現在繼續簡化

也是有依有據；

三、設想一下我們正處於 20 世紀五十年代漢字簡化運動之

時，而自己從小學習的是傳統漢字，那你如何看待漢字簡化？其

實依然會反對。（可以試著對比一下港台對簡化字的態度和我們

對於二簡字的態度）；

四、如果我提出要恢復傳統漢字，那麼人們又會怎樣想？復

古倒退的大帽子總是少不了的。

據此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所認同的並不是

漢字簡化這一規律，他們所認同的是他們從小就學習並且早已習

慣的文字，
①
不管你是繼續簡化還是恢復，都是違反這種習慣和

思維定式的
②
，因此肯定會遭來反對。

也是由於文字的穩定性，造成了它先天的慣性和惰性。它似

乎並不能用合理不合理來證明，即使完全不合理的一種文字只要

應用於民，它也具有堅強的基礎，不合理也變合理了，不過有理

總比無理要好，而故意把它變成無理就更不應該了。文字不宜改

變，但一旦改了，即使是“劣化”，要想再改回來也很難得“民

心”，簡化字之所以還有如此強大的基礎，亦是由此產生，因為

他們從小就學的簡化字，那些反對傳統漢字的理由幾乎都逃不出

這個怪圈。

所以事實上如果漢字尚未遭到簡化，人們也是不會認同漢字

①因為這種文字是由以前的字形簡化而來，所以需要有“簡化”這一規律

來支撐這種論點。
② 這種習慣也可以用文字的惰性也就是穩定性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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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簡化的
①
，以漢字以前曾經簡化過的歷史來證明我們簡化字

的合理性，也很荒謬。因此，不管文字以前發生過何種變化，

都不能作為我們現在去隨意改變的根據。且不說在漢字發展過

程中簡化並不是主要的，即使在其過程中簡化佔有很高的比重，

對於歷史上的這些先例，在漢字需要穩定的今天我們也是不應該

大量採用的，只要文字還適應語言和當代社會信息化的發展，就

不應妄加改動。雖說如今人們維持簡化字也是因為漢字需要穩

定，但我們需要的不是半世紀的穩定，而是兩千年的穩定！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文字只是一種工具而已，沒必要如此重

視。工具是不斷進步的，似乎漢字也應當不斷變化，與時俱進，

發展到現代就理應不同。此言差矣，有些東西確實如此，汽車流

行了，我們可以拋棄馬車，即使其他傳統文化也是在不同時期各

有特點，文字確實也是工具，但這種工具同我們使用的其他工具

不同，它不僅僅是簡單的工具，而恰是個特例，文字並不是用幾

次就可以不用的，也不是局限在某個狹窄的範圍和某個歷史時

期，它不僅僅是共時的暫時的交流工具，而是連續長期貫通古今

的，供傳承之用，且關係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文字是各種文化

共同的載體，而不是單一的文化現象。它一旦約定俗成就不容許

隨意變動。如何能讓這個工具更好地為我們服務呢？很顯然，它

的傳承功能需要穩定才能更好地發揮，它的交流功能更要求我們

對它們不要隨便破壞。漢字穩定之後歷朝歷代的文字政策無不如

此，不然一朝一字就真的亂套了。文字雖不等同于文化，但文化

多是靠文字記載的，它負載著文化，是民族心裡和民族精神的載

體，而且還是最重要的載體，有強烈的民族性和繼承性，不識一

個民族的文字何以瞭解其文化呢？語言無時無刻都在變化，文字

① 哪怕對於那些有字理的簡化字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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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用情況（比如用字不同）雖也會不斷變化，但字形卻有著先

天的穩定性（而非落後性），語言稍縱即逝而文字卻超越時空，

尤其是漢字這種與語音結合不甚緊密的表意文字更是如此。漢字

不僅是漢語的記錄，更是漢文化傳承的信息載體，漢字包含漢民

族文化的遺傳密碼。它在穩定中傳承著文化，不是想換就能換，

想“進步”就能“進步”的。

社會在不斷變化發展進步，人們的生活條件也發生了翻天覆

地的變化，但秦以後（也就是漢字完全穩定成熟以後）文字就沒

有太大變化了，文字改革也不像經濟政治改革那麼輕鬆而且暫

時。萬不可認為現在時代變了、制度變了、經濟發展了，文字也

得“發展”（何況還不是發展）。作個最壞的估計，一個民族若真

的什麼傳統習慣風俗等等一切都不在了，只要文字還在那民族就

沒有滅亡，我們起碼還可以緬懷，然而文字若失傳，就預示著絕

大多數文化的中斷，一切文明以及這個民族就將走向盡頭，我真

無法想像，如果漢字亡了，我們還能憑什麼去繼承古代的優秀文

化，魯迅先生曾經說過：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我認為恰巧相反：

漢字一滅則中國必亡。

另外，看新字形的成功與否，要看其能否能在文字應用領域

（即：藝術領域除外）代替和兼容前者，例如“甲金篆隸楷”皆

是如此，是相互替代和包容的，原甲骨文、金文、篆書典籍基本

上都可以用傳統楷書漢字轉寫下來，而漢字簡化運動與以前漢字

形體演變根本就是兩碼事，簡化字與傳統漢字一樣都屬楷書，本

就不能與甲金篆隸楷的書體變化並列，不是同一層面的東西，無

法類比。由於傳統漢字典籍浩如煙海且簡化字有著先天性的缺陷

使之不能完整表達傳統漢字所能表達的意思，所以簡化字的先天

畸形使得它不能在文字功能完全代替傳統漢字，在很多領域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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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繼續保留傳統漢字，造成現在漢字混亂的怪像，與前幾種字

體之間的關係本質不同。所以這種替代，是進是退，恐怕不是一

個可以妄下定論的問題。

有人很輕鬆地問：兩個字擺在面前，一個複雜、一個簡單，

你選哪個？答案似乎很明顯，當然是選簡單的啦。

而文字不是商品，這並不是一個可以選擇的問題。文字具有

多功能，它不僅僅用來寫，還擔負著交際功能和傳承功能。由於

文字的特性，只要不阻礙社會進步，歷史上傳承下來什麼樣就什

麼樣，不容選擇。我們應該考慮到其他因素而選用歷史上一直很

通用的字形
①
，一個字即使很簡單，但從來不通用，也不應使用，

比如歷史上出現過很多簡俗字，大部分均未在正式文書中採用，

簡單不等於合適。就算都通用，也需要在易寫的同時注意表意和

區分，也得考慮它的理據性、結構性和系統性（即：是否是真的

簡單而不是單單形體簡單）。當然了如果既簡單又能滿足上述條

件，那就兩全其美，比如“岩”和“巖”，二者都通用，而且都

具有理據性，我們就可以選前者。異體字由於是同時存在同樣地

位的同一字的不同形體，也可以選擇。誰也不想漢字複雜，誰都

喜歡簡單，更不想無畏的繁瑣。

以上幾段話畢竟太過於冗雜。我覺得有必要整理提煉一番：

1、漢字演變大部分都是筆形演變，結構破壞只佔一少部

分，而這種破壞也是無意，我們不應“借鑒”；

2、漢字手寫體和俗字已經基本解決漢字難寫的問題，並不

需要大量改變正字字形的漢字簡化運動；

① 正式場合還是非正式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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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漢字歷史上一直存在繁化和簡化的矛盾，並非單一規

律；

4、漢字發展初期變化較大，這是必經過程，但後來則漸漸

趨於穩定，而簡化字規模過大且不合理，破壞了這種穩

定，不利傳承；

5、人們只是習慣了簡化字，並非認同簡化這個過程；

6、漢字不同於其他可以隨便更新換代的工具，更是一種文

化載體；

7、簡化字並不能兼容傳統漢字；

8、簡化字並不是選擇問題；

9、補充一點，之前漢字演變大部分皆為自然發展，而俗字

成為簡化字代替傳統正體漢字絕不是自然發展而成。

關於漢字演變的規律很多教科書都是如下說法，這裡舉“《現

代漢語（增訂四版）》黃伯榮、廖序東 143 頁”的例子作為參考：

從漢字形體演變的情況可以看出，漢字的形體主要是朝著簡

化一些的方向發展的。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 從圖畫性的象形文字逐步變成不象形的書寫符號；

（只能說是漢字發展早期的部分規律）

第二、 筆形從類似繪畫式的線條逐步變成橫豎撇點折的筆

畫，書寫更方便了；（主要亦是早期，而且這只是筆

形而非結構，到了楷書就再沒有改變）

第三、 許多字的結構和筆畫逐步簡化，如“書”，在小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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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從聿者聲的形聲字，現在簡化多了；（這種簡化，

也不是隸變的主要規律，屬於無意訛變，並不能為

從“書”到“书”提供依據）

第四、 甲骨文、金文都是一體繁多，小篆、隸書、楷書的

異體減少了。（這倒是，但與簡化字無關）

可見上述規律雖確實不錯，但一律都是以偏概全，以漢字

的階段性規律來概括整體，但都不能證明簡化字的合理性。

可該書後面又有幾句話（同時也代表官方的說法）：“為了適

應定形的要求，今後對簡化漢字筆畫的工作，要採取審慎的態度。

為保持字形的穩定性，在一定時期內不應該對漢字進行筆畫的簡

化。在將來需要對某些漢字的筆畫進行簡化時，要注意採用恰當

的方式。”它說明了三點問題：1、漢字字形是需要穩定的；2、

簡化漢字需要審慎；3、對漢字簡化要採取恰當的方式。而這三

點正是簡化字詬病之所在。

說到最後，我又想起一個論點：“用繁體字何不恢復甲骨文

好了” “若越古越好，何不用甲骨文？” “自甲骨文到……漢

字的形體一直都處在不斷變化之中。硬要追尋哪種文字是中華文

化的根，恐怕惟有甲骨文才算‘正宗’”。如果說那俗字作為證明

簡化字的根據還算有理的話，這種反駁就完全就屬於低級論調和

毫無道理的吐槽了。為何不說“怎麼不恢復結繩記事”呢？

這種觀點本無可辯駁，但畢竟又隨處可見，還是有“講理”

的必要。

其邏輯是：你要恢復繁體字，而甲骨文比繁體字更早，所以

恢復傳統漢字不如恢復甲骨文。如此便是當我們單純為了恢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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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更早的文字字形了。這樣說，未免把問題想得過於簡單。

我們談恢復是基於文字理據以及其所記載的傳統文獻典籍

的，若是不顧歷史傳承而單單因為崇古而恢復一個更早的字形，

那才是真正的復古！

從發展來看。甲骨文本身並不是十分成熟，從甲骨文到傳統

漢字是自然的變化，也是不斷完善的過程，但簡化字卻是強制地

使本來完善的漢字變得更不完善；

從功能來看。甲骨文雖比較成熟，但還處於漢字發展的早期

階段，字數較少，而且至今仍然有很多字無人能識，要讓它去表

達我們如此豐富的語言是不太可能的。但傳統漢字就不同，她可

以完整記錄我們的漢語，鑒於簡化字採用了很多同音代替字，傳

統漢字的表達更為準確；

從傳承來看。文字對文化的傳承不是單看它的“產生”距今

多少年，而是看其繼承性。如它使用了多少年，以及在這個時段

的文化的豐富程度，是否兼容以前的文化等等（可以形容為：廣

度、深度、長度）。即使這種文字產生得再早，但它消亡得也很

早且在這一時段文化業不是很豐富，它也不能記載多少文化。甲

骨文主要用於商朝和周初，還未完全穩定，並早已被後續字形取

代，而隸書、楷書（繁體）卻一直持續使用了兩千年。甲骨文記

載的內容也多只是些占卜一類，而歷代絕大多數文獻典籍卻一直

為隸書、楷書（繁體）所記載，不管從時間上還是從內容上說二

者都有天壤之別。甲金篆隸楷中，哪個負載文化的時間最長、內

容最豐富？應該不難看出，隸楷（繁體）的文化負載量是最大的，

我們認識傳統漢字，幾乎就等於認識了這兩千年的文字。如果僅

僅是想當然地恢復甲骨文，而跨越這兩千年的文獻典籍不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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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文化將會造成更大的斷層，不過這絕不可能。當然了，假設

甲骨文從商代一直使用到不久之前，那麼談恢復甲骨文卻是可以

的。
①

從兼容性來看。由於傳統漢字有著很強的兼容性，它不但囊

括了其主導的兩千多年的典籍，還能包容漢字隸變以前的文獻，

如《論語》原文則為戰國古文，但傳統漢字就能很完整地表達它

的意思
②
。簡化字由於不能兼容傳統漢字，它所承載的文化含量

也要比傳統漢字弱得多。而且書籍產生是在隸楷之後而不是在甲

骨文時期，而古典文化大部分又是靠書籍記載的，而這些書籍的

載體恰好又是傳統漢字而不是甲骨文、金文，你能說有多少種甲

骨文的古籍麼？在這一點上不管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都不能跟

傳統漢字相比，因為它們都沒有大量的書籍和文獻，有的也只是

零星幾篇文章（大部分還不成文章）。

實際上，我們談的只是簡化字本身的優劣，而簡化字所針對

的是所謂“繁體字”，不是甲骨文也不是小篆，所說的恢復傳統

漢字必然也是針對簡化字的諸多不利影響而言，跟甲骨文其實沒

什麼關係。

何者更傳統？當然不是越早越傳統，但傳統絕對是自然延續

並不斷發展而來的。在未斷層並發展的情況下反而越到後世積累

越多，底蘊越深厚，只要滿足基本傳承發展的前提，恰是越晚越

正統！

① 反而簡化字卻恢復了很多甲骨文；
② 不排除個別用字的爭議，這是由於後人不識古文以及人們記憶差錯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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닄ꑀ론 ꝑꅈ①

實施簡化字無非就是因為傳統漢字難寫難用難學難記，其出

發點自是為了解決漢字繁難問題，那麼簡化字就理應好寫好用好

學好記。那麼事實果真如此嗎？為使條例更為清楚，我們將書寫、

學習、識別等不同方面分列說明。
②

一、易寫？

這一點似乎無懈可擊，但經過多方面思考分析過後，我覺得

此一說還得大打折扣。

很明顯，當初人們之所以反對漢字就是因為漢字筆畫繁難，

簡化漢字的首要目標也就是為了減少筆畫，筆畫較傳統漢字少當

然是一個特點，寫過傳統漢字的人應該能理解其中的區別，因此

從書寫上來說的確減輕了負擔。據有人統計，簡化字總表中傳統

漢字平均每個字 16.1 畫，簡化字平均每個字 10.3 畫，平均每個

字減少 5.8 畫。看樣子，簡化字的作用倒是不小，足足加快了三

分之一的速度。其實這只是我們想當然的結果，簡化字減少筆畫

的作用肯定有，但卻沒有這麼大。我們不能忽視幾個很重要的問

題：

1、假定我們寫每個漢字都是一筆一劃非常認真的，簡化字

① 此兩節所述並非涵蓋所有簡化字，而主要是簡化不當之字，便無所謂以

偏概全。此處用問號也並非言其無利，而是說其利並沒有我們宣傳的那樣

之大；
②很多利弊我們在第二章講漢字簡化方法時都有過論述，由於著重逐字分

析，比較零散，所以這裡將它們歸納總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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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效就體現出來了，但卻不像上面統計的那麼多。因為簡化字

總數是 2236 個，也就是說只是在這 2236 個簡化字中平均每字筆

畫減少了 5.8 畫，再看看我們常用字是多少？3500，實際上在這

3500 個常用漢字中平均每字只減少了 3.7 畫。而普通人用到的

字則不止這個數，我國通用漢字為 6000，在這 6000 個漢字中，

每字減少的筆畫數實際上只有 2.16 畫，由於這些字中有很多不

常用，實際上在我們寫字（一筆一畫）的過程中大概每字會減少

2.5 畫左右。因此在實際漢字應用中筆畫減少的幅度遠沒有三分

之一這麼大。（尚且不說簡化漢字中還是有很多筆畫在 10 畫以上

的）

這僅僅只是筆畫統計。而筆畫的統計都是基於印刷體和手寫

正楷體。

2、我們平常寫字會經常一筆一畫寫嗎？當然不會。在生活

中真正使用正楷字書寫的情況極少，而這種情況寫字者往往也不

是為了追求速度，而是為了追求工整易識，因此簡化字書寫速度

的優勢也就不重要了。在大部分情況下人們為了方便基本不會一

筆一畫地寫字，而是寫的行書甚至草書。寫一個字的時候，當然

不是簡單地進行筆畫疊加，而是根據漢字不同的態勢採用連筆。

“經”比“经”相差五畫，而其行草 和 寫起來幾乎沒

有什麼區別；“彎”字夠複雜，但是看看它平時的手寫體 ，三

四筆就可寫成。“齿[齒]”減少了七畫，但在寫行書或草書

的過程中實際上遠沒有如此大的差別。同理諸如“門單帥妝喪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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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監腦豈協車東”等本來筆畫就不多的字，手寫區別很小，至於

偏旁簡化對書寫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了。即使它們之間有差別，

在寫行書草書時也會相應縮小（相比於楷書筆畫統計結果而言）。
①

除此之外，一個字是否好寫，並不完全取決於筆畫多少，還

取決於筆畫結構與佈局，例如“淵肅黽龜”這種字就不好寫，“亞

凹凸”這幾字雖然筆畫並不多，但其筆畫是對接的，反而比筆畫

多的字難寫。

或許人們會有疑問，有幾個人能寫好行書甚至草書呢？其實

正因為不會寫，才更要練習，如今人們的書法水平退化相當嚴重，

練好書法才是當務之急。

3、早已證明，簡化字大部分來源於民間俗字，而且這些俗

字一般都是民間慣用已久的，歷史也絲毫不遜色，正是因為這些

字在民間已經長期流通，所以在民間寫字時很多人已經習慣了寫

俗字。我們可以這樣說，即使在傳統漢字通行的時代，民間手寫

體中有很多就是俗字，它們在非正式領域是暢通無阻的。而簡化

字的推行只是將這些俗字總結歸納並且付諸正式領域罷了，民間

仍然還是按原來的俗字寫，所以說簡化字的推行與否對這些人寫

俗字的習慣根本就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例如以前正字是“糧”，

平時非正式領域為了方便我就記成“粮”，現在，正字是“粮”

了，我還是寫“粮”，對於此類字而言，作用甚微。

相反，為了維護官方的權威而推行漢字規範化，人人都必須

①我曾長時間堅持用傳統漢字手寫體做筆記，並沒感覺有什麼特別困

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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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規範漢字，很多我們沒有作為簡化字的俗字即使在民間也不允

許使用了，這樣民間書寫的負擔沒有減小，反倒大有增加。“追

溯、慷慨”過去可以寫成俗字“追泝、忼慨”，現在卻必須從“正”，

這種政策是否又有些僵化了呢？

由此可見，在手寫領域，簡化字的作用遠沒有那麼大。

4、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書寫和閱讀的時間孰多孰少？事實

上，我們手寫漢字的機會並不是很多，寫漢字的人總比看漢字的

人少，同一個人看的時間總比寫的時間多。所以這種便利的影響

進一步降低了。

5、即使過去需要手寫的領域，隨著現在科學技術的發展，

大部分工作已經由電腦打字代替，尤其是像書籍、報紙這種需要

大量應用文字的出版物上。對電腦打字而言，漢字的繁簡也就不

再是問題，速度其實是相當的。而生活中隨著電腦的普及，人們

寫寫文章，發發感言也漸漸是電腦打字代替手寫，網絡上就更不

用說了。非常有戲劇性的是：有人說，傳統漢字是已經失去生命

力的舊事物，而簡化字才是適應時代的產物，而事實恰恰是現代

科技讓簡化字的筆畫優勢大打折扣了。這可能是前人始料未及的

吧。

就“易寫”而言，簡化字雖勝，但僅僅只是“略”勝而已。

二、易學？

既然談到學習，這些字總是不會被我們忘記的：“竊、籲、

鬱、壽、叢、龜”。將它簡化為“窃、吁、郁、寿、丛、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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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確變得簡單明瞭，易學易用，大大提高了人們的識字和書寫

效率，也方便了應用，先不說這幾個簡化字到底好不好，單看這

幾個面目猙獰的漢字之後立馬就會有頭暈的感覺，沒錯，漢字的

繁難難學在此類字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但我們回頭翻一翻簡化字

總表就會發現這類字只占傳統漢字中的少數，因此這“易學”的

作用也極其有限。除此之外剩下的，雖說筆畫的確簡化了，但由

於系統結構被破壞，所以並沒有變得簡單易學，反而混亂不堪，

其規律則更為複雜。詳情我們得放到“弊”中去講。

總之，易學的只是少數派。

三、易認？

筆畫簡單的字容易辨認，其實也是誤解。漢字是二維文字，

與字母線性文字有長有短的特點不同，不同筆畫的漢字所占有的

是同樣的空間。習慣漢字的人都知道，認漢字主要看的是輪廓，

一掃而過，完全不需要一筆一劃都看清楚，對於筆畫不同的兩個

字，其辨識速度是一樣的，而簡化字和“繁體字”佔有同樣的方

塊，對於一個同時熟悉簡化字和“繁體字”的人來說，其閱讀速

度也必然相同。

認字雖認輪廓，但對於很多形似字卻需要多看一眼，以免

看錯，這些字才影響閱讀速度。簡化字由於筆畫少，形似字出現

的幾率當然就要高很多，簡化字雖然減少了傳統漢字的部分形近

字如“画昼书（畫晝書）、兴与舆（興與輿）、态熊（態熊）、传

傅（傳傅）”，反而增加了更多的形近字，如“拨拔（撥拔）、凤

风（鳳風）、儿几（兒几幾）、义叉（義叉）、东乐（東樂）、广厂

（廣廠）、天无（天無）、阴阳（陰陽）、泸沪（瀘滬）、归旧（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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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远运（遠運）、从丛（從叢）、仑仓（侖倉）、历厉（歷曆厲）”

和帶“訁氵”旁的漢字近五十組，根本不會比傳統漢字好認。其

實只要習慣，傳統漢字更易於識別。

總體來說，這一點不甚重要，即使簡化字稍微好認一點，

為此一小利而不顧其大弊也是不划算的。

四、易顯？

在低分辨率的顯示設備上簡化字顯示效果要比傳統漢字好

（除了與筆畫多少有關，還與筆畫佈局有一定聯繫，如“置”和

“翻”筆畫多的後者反而更清晰）。

說到這裡我又想到一件奇怪的現象，我電腦檔命名一般使用

傳統漢字，而我發現很多字顯示起來就是墨團，很多人看到了便

會想當然地認為是筆畫多的緣故，我本來也以為只是筆畫問題，

後來才發現一點小情況：筆畫雖然是一個因素，但絕對不是主要

的，其實以我們一般顯示器的分辨率，很大一部分漢字文件名的

筆畫都是無法全部顯示的，不僅是傳統漢字。但是為了顯示清晰，

一般對這種字進行了筆畫合併處理，保留大致輪廓，比如“置”

顯示為“ ”， “量”，顯示為“ ”或“ ”，裡

面的筆畫合併了許多。

再看看下面幾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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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是：畫襄 圖藏 載截 彙裹 攝嬴 壓魔 聲馨 當警）

“可惡”的“繁體字”全部成為墨團，而不可思議的是，後

面的那些筆畫更多的其他傳統漢字卻沒有，其筆畫佈局差異也不

大，原因很簡單：它們處理過，而“繁體字”卻沒有。後來我改

用港版的系統，我們再看看同樣的截圖：

竟沒有一個墨團。

其實只要輪廓還在，不管細節筆畫是否清晰對於人們識別是

不會有什麼困難的。
①
隨著科技進步，顯示器的分辨率會不斷增

加，這個問題到時候就不是問題了，且一般打印機的分辨率要高

很多，所有漢字基本都能清晰顯示。

總體說來，這一點也無關痛癢。

五、掃盲與經濟發展

中國落後的根源的確在於教育落後，而建國初期，文盲數量

眾多，他們都有迫切識字的需求，官方也有迫切掃除文盲的必要，

這是毋庸置疑的。漢字在人們印象中就是繁難的代表，而此時提

出簡化字這個概念，也是相當切合時宜。顧名思義，“簡化字”

當然簡單，有了這個概念，大家對學習漢字的積極性也就提高了

① 以此恰巧可以證明上一點：認漢字認的是輪廓，並不需要看清一筆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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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盲便無意中成為了這場運動的主要支持者，因此簡化字才

很得“民心”，人們對各方面建設的熱情也高漲起來。值得一提

的是，文盲的大量減少的確在客觀上阻止了漢字拉丁化進程。

故不可謂簡化字對掃盲完全無任何作用，但其作用卻更多地

表現在心理誘導上。而推行簡化字也僅僅只是掃盲運動的充分不

必要條件而已。其效果微弱，而弊端多多，可謂削足適履，得不

償失。無論如何，文字本沒有優劣，把文盲眾多的原因歸咎於漢

字未免有失偏頗。眾所周知，之所以文盲眾多是因為我們沒有重

視教育以及長期以來的封建專制所致。掃除文盲其實有更好的方

法，並不需要改革文字，而是加強教育，如此既能夠更有效地掃

除文盲，又能避免變動文字造成的文字結構系統和傳承方面的諸

多不利影響。

另者。以完全不懂文字的文盲們的歡迎程度去評判簡化字優

劣的做法，是否有失分寸？以一個完全不瞭解一件事物的群體去

評價該事物合理性的行為，是否太過荒謬？這如同讓小孩去選舉

一般。文盲們連不用文字都可以，是否為了得到他們的歡迎而廢

除文字呢？文字的變動居然要看不懂文字的人的臉色，可謂悲

哀！

至於經濟發展，簡化字的功勞更無從談起，以簡化運動來促

使教育發展，這完全是捨本逐末，相反這場浩大的運動卻浪費了

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而這些精力和資源經費本可以用來放在更需

要的經濟和教育建設上來。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也是迫於特定歷

史環境所造就的社會壓力，就當時而言，民眾及知識分子改革漢

字的呼聲高漲，若繼續使用傳統漢字恐怕也難以撫慰民心，但如

① 至於文化傳承、漢字體系以及簡化字是否真的簡單當然不在文盲們的考

慮範圍之內。至於二簡字則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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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當時政府能夠頂住壓力而把工作重心和民眾注意力轉移到教

育和建設方面來的話
①
，這樣，不但不存在那幾十年的逆發展，

而且漢字也可以倖免此禍。

我們用資料說話，臺灣仍然使用著傳統漢字，但是早在 70

年代就已經基本掃除文盲，而我們直到 2005 年文盲率才降到

8.33%
②
，而經濟發展卻一度落後，雖然地域大小不同，掃盲工程

也有難有易，但至少說明，傳統漢字對港臺的文盲掃除和經濟發

展毫無阻礙，簡化字也沒有明顯的積極作用。對於這種結果我們

只能感到慚愧。文化普及到底是降低文化來適應大眾還是提高大

眾水準而適應文化呢？
③
答案顯然是後者。提高文化不是靠破壞

文字實現的，而是靠保護文化重視教育實現的。且事實上“簡化

漢字”並不會比“傳統漢字”簡單。希望我們不要自輕自賤地輕

視漢字，應該把目標放在重點“教育”上來。

準確地說掃盲的結果不是減少了大陸的文盲而是製造了大

批不認識傳統漢字漠視古典文化的半文盲！

① 港澳臺應屬於頂住壓力的情況；
② 這也是改革開放和重視教育的功勞，與簡化字無關；
③ 譬如為使人們經濟平等有兩種方法：使窮人變富和富人變窮。自然是前

者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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닄ꑇ론 맺ꅉ
①

雖說很多對漢字理據的破壞乃是俗字產生時已經存在，並

非簡化字推行者們刻意為之，但明知其破壞之處，而強行以之代

替傳統正式文字，此行是否可取呢？文字的確靠約定俗成，並不

能完全用道理來證明，但既本有字理便不該隨意破壞，且約定俗

成最好兼顧正式字形和非正式字形雙方面，而不應顧此失彼。

很遺憾的是，由於一般人只學過簡化字，或因先入為主的

習慣，並不能體會其諸多荒謬混亂無理之處，對其利弊也不可能

有一個客觀的比較。此處我只好稍作總結分點說明。

簡化字是為了解決漢字繁難問題而實施的，是為了方便應

用而推行的。“《漢字簡化方案》只是對部分筆畫繁多的漢字加以

省改”，若真如此，我定會大力支持，怎奈事與願違。

【數量方面】說漢字繁難，漢字之中確不乏真正繁難者，

如第二章第二節末所舉之例，但的確只占少數，僅就必要性而言，

我們只需對這少數繁難漢字進行合理簡化就是了，沒必要大動干

戈，可我們簡化字卻嚴重擴大化，這樣，簡化字的數量就極為龐

大，足占常用漢字的三分之一強，造成了繁簡漢字過大的差別（簡

化字 2236 個）。具體已在“方法”一章闡明。

【質量方面】漢字改革既然是為解決漢字繁難問題，使漢

字更便於應用，本應將繁雜的漢字改得更為簡單，將很多不利於

理解的複雜部件變得易於理解才對。我們向來都反對無端的繁雜

① 由於許多破壞在簡化方法一章已經詳細說明，此處主要只是歸納總結，

例子便不盡數列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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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無故的臃腫，簡化字的使命就是來消滅它的，可多數簡化字卻

反其道而行之，儘管表面上形體簡單了，易於理解的部分卻變得

不易理解了，有用的東西被拋棄了，許多規律、系統和結構也被

破壞了，這與我們的初始目的並不相合。這不是簡化，而是殘化。

很多漢字具有理據性，漢字本身富含豐富的文化，其記載

的文化典籍則更為豐富。不過話又說回來，文字的首要作用是交

流，終是為了便於應用的，如果漢字僅僅只是文化內涵豐富而極

其不便應用的話，改革它也並無不可，損失部分文化內涵而使之

應用大為便利倒也算是划算之舉。
①
可事實是，簡化字選用俗字

時並未周全考慮過漢字本身的結構系統，在損失其文化內涵的同

時也使得漢字結構遭到破壞，系統變得紊亂，而造成了諸多學習

和使用方面的問題，對文獻傳承造成諸多不利影響，這樣說來，

簡化字並沒有變得更加便利，這就有些得不償失了。

漢字是否可以進行簡化？其答案是肯定的。我們並不完全反

對簡化，但卻完全不理解我們現在用的這套如此大規模且不合理

的簡化字。在簡化漢字時我們應擔注意幾個方面：第一，簡化字

的對象範圍應當縮小到少數極不便應用那些字上；第二，對於這

些字的簡化應當盡量採用合理方式；第三，為顧及其傳承功能，

對其他多數漢字，可以適當推廣相應簡單的手書體，民間俗字也

可以在非正式領域允許其流行，但不應對正式字形大加變動。
②

總之，在優化的同時應將簡化字的不利影響控制在一定限度

之內，即“酌情酌量”。如果簡化得好，那是消除累贅，若簡化

得不好，那是自斷手腳，雖然其表象都是簡化筆畫。必須承認，

① 若只是為了稍稍便利則無此必要；
② 從歷史來講，簡化字不宜過多；從現實來講，簡化字盡量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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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簡化漢字的方法是不當的，很多影響也是不利的，其反作用

是顯而易見的。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對漢字本身的破壞

筆畫少一定易學，筆畫多一定難學嗎？這往往是想當然的思

維，漢字並非單純的筆畫疊加，人們記憶也不是一筆一畫記憶的，

其中還存在諸多的有理結構，因此筆畫多少對於學習絕不是決定

性因素。簡化字減少了筆畫，卻以破壞漢字結構體系和規律為代

價，雖然表面上形體簡化了，而其事實結果是很多易於記憶的東

西被破壞了，這不是“簡化”，而是“繁化”。

1、破壞了漢字的理據性。（聯想記憶和死記硬背）

記得小學學漢字時，每每聽老師對漢字字形和其來源的解釋

時我總是十分入迷，而這些漢字往往是特別容易記住。大多數漢

字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如“休”會人在樹旁休息之意，“臂”是

身體的一部分而“璧”是一種玉。雖然這些理據性往往很膚淺，

有時甚至會有錯誤（如“鯨”），但它的啟發作用卻不可忽視，其

中不但蘊含著深刻的歷史文化底蘊，對我們如今漢字的運用也是

有積極作用的，可以大大加深人們對漢字的理解，這是我們應該

好好利用的一大財富。雖然漢字自隸變之後就有很多字已經失去

理據（無意），但大規模的破壞仍然是簡化字所為
①
，多數簡化字

的表意性和理據性降低，很多本來可以說解的漢字聲旁形旁變成

了純粹的記號或者乾脆被省略，結果只能死記硬背。例如“鄧”，

變成了“邓”，“廣”變成了“广”，“聖”變成了“圣”，“買”變

成了“买”，“婦”變成“妇”等等，這些字本來都可解，而簡化

① 或說俗字所造，簡化字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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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變得不可解。即使那些所謂使漢字更有理據的簡化字也是不顧

漢字歷史傳統的。具體很多例子上一章已經講過，幾乎在每一種

簡化方法中都是數不勝數。筆畫簡化而理據繁化。

有人說由於時代變遷有些原來表意的偏旁並不一定表意

了，比如說：“杯、枕、機、筆、瓢、鎮、鏡、管、簡、聞……”

這些本來表意的字到現在不一定能表意了（詞也是這樣：心想、

馬路、螢幕、撥號等等，但穩定性稍弱），其實文字和書面語往

往是有保守性和穩定性的，也就是說，時代在變化，有些原本已

經固定了的漢字和書面語並不會跟著發生改變，因為文字還具有

傳承歷史的功能，若文字也瞬息萬變的話，那我們也沒法適應了，

其傳承的功能也就消失了，如“槍”本為古代一種武器，與木有

關，所以從木，但後來轉指火槍，我們就應該將漢字也改為“熗”

嗎？
①
而且這種字有助於我們瞭解歷史文化和字的本義並有助於

我們更好地運用文字，例如我們知道原來“機”和“枕”是木做

的；“鏡”是銅做的；“瓢”是瓜做的；“鎮”本義為壓紙的鎮子，

後引申為鎮壓；“鏡”本為金屬製品……“管”是竹子做的，表

示“竹管”，也可以表示一種樂器和其他一切管狀物，而鑰匙又

有“管”的形狀，所以就把鑰匙稱作“管”，並進一步引申為掌

管、管理等。“簡”本指簡冊，後假借為簡單；貝原本為貨幣，

所以與錢財有關的很多字都從貝，後來交易不用貝了，但造字從

貝的習慣仍然被保留了下來，聞本為“聽”，後來轉義為“嗅”，

在一些合成詞如“新聞”中還有所保留，這不但會使我們增加對

歷史文化的瞭解，知其來歷反而令我們對字義的理解更加深入，

並沒有什麼不合理之處。

但有人就認為漢字應該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改變。古人

①“砲”被本表示炮烙的“炮”代替的畢竟只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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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心乃是思維的器官，故有關思想感情的字多从心，如“思、

想、悲、慟”等，漢字中“心”旁仍然提示著“思維”的意義，

科學的發展使我們瞭解到腦才是思維的器官，那麼是否就說明我

們需要“與時俱進”，將這些字的偏旁替換成“囟
①
”呢？當然無

此必要。而且“雄心壯志”“野心”等詞語在現代漢語中仍然還

是具有活力。
②

雖然有些漢字在造字時就出現了錯誤，雖然有些因為訛變

也看不出字義了，雖然有些字的意義隨著時代的變化與其初始含

義有些差距，但漢字的理據意義有利於我們加深對字義的理解這

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在漢字的長期發展中的訛變使得很多漢字確

實失去了理據，但那是自然無意的。這應該使我們更加珍惜其他

還有理據的漢字，而不是以此為據繼續有意訛變。

2、破壞了漢字的結構和體系。（規律記憶和死記硬背）

先談結構。筆畫越多越難記，這個道理沒錯，但只適用於

一級部件。譬如我們記“重”會比記“云”要困難一些，這是沒

有問題的，但是當認識這兩個字之後再去記“動”和“动”兩個

字，其記憶難度卻是一樣的。要知道並不是筆畫越多越難記難用，

一個字若能分解為幾個常用的部件，那不管其筆畫有多複雜，其

記憶難度都不會很大，相反如果一個字是獨體字或者分解出來的

是不常用的孤立部件，就算筆畫不多，記起來也是相當麻煩的。

如以下幾組字：亂遠、爾趙、龜鞦、黽煉、鼎搭、嚏繁、吳吴，

雖然筆畫相當，但由於結構部件問題後者就要易學多了。還如“罐

矗齉”雖然筆畫很多，但由於“缶雚直鼻囊”我們都熟悉，所以

① 本義為頭蓋骨連接處；
② 這裡提到未簡化傳統漢字的例子只是為方便理解，但“繁體字”中此例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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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字記起來並不難，與之筆畫相當的“爨”就難記多了，筆畫

簡單的“卣鬯”也不簡單。同樣的，簡化字“戋聂轰”不會比傳

統漢字“戔聶轟”好記，因為部件增多了。決定漢字學習難度的

除了筆畫多少外，更重要的是漢字本身的結構組成形式、有無孤

立部件以及與其他字的聯繫等。

漢字雖然數量巨大，但其部件數目卻是穩定的，成千上萬

的漢字便是由這些有限的部件組成的。簡化字雖然減少了漢字的

筆畫，卻反倒使部件數目增加，尤其是草書楷化字，有些本來便

於稱說的漢字變成孤立部件的獨體字之後，也只能死記硬背，如

“書”字雖然理據性有所破壞，但其部件卻是常見的，“聿”在

“律”字中可以見到，“曰”字更不用說；“專”字的上半部分同

“惠”，下半部是“寸”；“農”可以分解為“曲辰“，而變成“书

专农”字之後不可分解了，我們只能像對待其他獨體字一樣單獨

記憶。而且簡化字還創造了一些奇形怪狀的本在漢字中不存在的

筆畫組合形式，導致漢字編碼和記憶的困難，筆畫簡化了可構成

漢字的部件和結構卻繁化了。簡化漢字還破壞了漢字的部首歸

類，很多字的偏旁改變了，本來統一的“丬爿、讠言、钅金、饣

食、纟糸”被強制性分開，變得混亂，本來部首歸類很清楚的“開

關電擊頭衛總”改成“开关电击头卫总”後變得模糊不清了，字

形簡化了，部首卻繁化了，而且造成歸類的麻煩，也不利於我們

應用。人們對於很多字典也就失去了接觸的機會。

再談系統。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聯繫的，漢字也不例外，漢

字數量眾多，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早已形成了自己完備的系

統，每個漢字都不是孤立的。很多字有著相同的部件，其意義也

多相關，這樣，我們學習起來能夠由此及彼，舉一反三，容易多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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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漢字由於採用了很多俗字，而這些俗字往往都沒什麼

規律，擁有相同部件的很多字有的簡化了，而有的又保留了，有

的這樣簡化，而有的卻那樣簡化
①
。例如：

“購構篝媾”變成“购构篝媾”；

“劇據遽澽”變成“剧据遽澽”；

“遠園猿轅”變成“远园猿辕”；

“膽擔澹瞻”變成“胆担澹瞻”。

不過對於這一組而言，由於以“勾居元旦”為聲旁的字本

來就存在，表音作用也還保留，弊端還不是太大。

還有一些，如：

“燈鄧凳瞪”變成“灯邓凳瞪”；

“弊幣斃”變成“弊币毙”；

“標鏢膘”變成“标镖膘”。

此一組，漢字本身的理據性遭到了嚴重破壞。

以下這些就更不同了，如：

“聰總驄”變成了“聪总骢”；

“蘭爛瀾斕”變成了“兰烂澜斓”；

“腦惱瑙”變成了“脑恼瑙”；

① 有些是因為對常用字和非常用字的區分，但實際上這些非常用字用到的

頻率並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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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煉諫柬”分別變成“练炼谏柬”；

再如“森矗聶轟”變成“森矗聂轰”之後，除像上一點所

說部件增多了之外，單一的三字疊加系統也分化成了兩種不同的

形式。

這就造成了兩種結果：一則割裂了這些漢字之間的聯繫。

以上本為一類字，記憶時可以類推並觸類旁通，而簡化後人們卻

很難將它們聯繫起來；二則增加了記憶單元。我們本來只需要記

憶“闌”和相應的偏旁就可以記得例中四字，但簡化後卻需要記

憶“闌”和“兰”兩個單元。字形簡化了，漢字系統卻繁化了。

這樣破壞理據性、系統性和聯繫性的例子在簡化字中數不

勝數（在講簡化方法的時候我已經一一列出），在簡化漢字的過

程中，由於實施者以為這只是暫時的，因此對其理據性和規律性

沒有考慮周全，在破壞一個漢字體系之後新的體系又沒能完好建

立起來。很多統一的部件變得混亂，固有的聯繫被打破，理據性

和系統性被破壞，本可舉一反三的字形成了孤立的特例，學習負

擔不減反增。不但不利於文化的繼承而且是不利於現實應用的，

本來為所謂的方便而推行的簡化字連所謂的方便都達不到了。

可以這樣說：多數簡化字比傳統漢字結構系統更複雜，反

而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繁體字”，這不是簡化，實質上反而是一

種“繁”化，是一種掩蓋在“簡化”假像外殼下的“繁化”。

3、造成多音多義字變多和言語混淆。

這一點主要是“同音近音歸併”造成的，筆畫簡化卻使讀

音意義繁化，記一個多音多義字其實比記幾個單音單義或意義相

關的字更難，是不利於學習的；同音歸併使得漢字意義明確性降

低，還使書面語言功能退化，是不利於應用的。繁簡轉換的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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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問題也大大影響了兩岸三地的交流。具體影響前面已經講過這

裡不再贅述。

“簡化字”到底是變“簡單”了呢？還是變“複雜”了？

哪種更易學呢？大部分傳統漢字的表意性和結構性都要比簡化

字強得多，故更易記；眾多簡化字看似簡單，但實則非常複雜，

有些顯得毫無規律，學起來更難。

就易學一點而言，簡化字並不簡單。

二、對書法的破壞

在世界眾多文字中，雖然每種文字的書寫都有好壞之別，

但書寫能夠單獨成為一門藝術的文字卻只有漢字，由於漢字本身

的筆畫和二維結構，以及字字獨立各不相同的特點，造就了漢字

獨一無二的藝術性。

人們常常發現，書法領域仍然大量地保存著傳統漢字，為

何？當然是因為它有著簡化字所沒有的美感。這一點早已是公

認。

有人以為簡化字是因為減少了筆畫才變得不美觀，其實不

然，漢字本身就有很多筆畫簡單者如“一、二、三、四、之、乙、

刀”等，並不是不美，而且筆畫過多若是堆砌也並不一定好看，

反倒顯得臃腫，如“鬱、纛”等字。簡化字對漢字美感的破壞不

是因為減少了漢字筆畫，而是打破了漢字本身平衡與協調，如

“广、厂、产”失去了平衡，“专、东、书、头”等字打破了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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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結構，“辽、忆、欢、让”使漢字搭配不協調。

或許，不一定寫傳統漢字就好看。我看過許多臺灣人寫的

字也確實不怎麼樣，但這絕對不是漢字本身的原因。不同的人寫

同一個字會各有千秋，同一個人尤其是書法家寫一個結構平衡的

傳統漢字和結構殘缺的簡化字效果肯定也是不一樣的。書法應該

是人與字的完美結合！缺一不可！

有一則故事，曾經有人在一位書法家面前說簡化字不好看，

這位書法家為了反駁馬上就寫了幾個簡化字給那個人看，確實也

寫得不錯，但是這就抹掉了簡化字對漢字美感的破壞嗎？這又是

何苦。據此我只能得出如下結論：這位書法家水準的確很高；我

相信他寫的傳統漢字會更好；他沒有寫某些殘缺的簡化字。

在中國，書法日漸衰弱，除了人們不重視之外
①
，傳統漢字

障礙不得不說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由於簡化字的推行和傳統漢字

教育的缺乏，許多書法愛好者對傳統漢字也越來越陌生，寫個字

還需要查東找西，甚至寫出的作品錯字連篇，更可悲的是更多的

人都看不懂書法作品寫的是什麼（哪怕是楷書）。隨著電腦的普

及，人們更是常常“提筆忘字”。漢字堪憂，書法的前景堪憂。

希望書法課“寫字”在小學教育中能有其實在的立足之地，

願人們能在書法文化中領略漢字的魅力並培養雅致情操。

許多人是因漢字之沒才漸漸喜歡傳統漢字的，但希望我們

不要僅僅停留於此，而應更深入瞭解到其承載的文化內涵。

①如現在小學也越來越忽視學生的寫字（書法）教育，書法成為單純“愛

好者”才進行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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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成了漢字的分裂。【空間】

漢字歷史上只有過兩次分裂，一是戰國，一是現代。戰國

時代各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雖是百家爭鳴，但文獻記載卻極

為混亂。自從秦始皇書同文，才結束了如此混亂的局面，而後中

國雖然經過了很多分裂時代，但是文字卻一直統一，漢語方言紛

繁複雜，彼此不能通話，但卻使用著同樣的文字，漢字超越時空，

對維護祖國統一功不可沒。但漢字簡化運動由於閉門造車，根本

就沒有考慮過其他同樣使用漢字的地區，以致造成現在的“一國

兩字”局面。漢字進入秦以後幾千年以來最為混亂的階段，漢民

族重要的統一基礎------文字的統一不復存在。港臺並未採用我

們的簡化字，而是堅持用傳統漢字，只把俗字作為手寫體使用，

在大陸中華文化經過簡化字文革等一系列運動的洗禮之後，與一

直自主發展的港臺著實形成了不小的文化差異，加上長久以來雙

方的政治成見，這種文化差異升級為深刻的文化隔閡，雙方形同

陌路。此種文化差異相對於經濟差異來說更可怕，改革開放後兩

岸四地交流不斷增多之時，繁簡漢字的差異的確造成了很大的交

流困難。曾有人問道：如果說秦始皇統一六國文字功勳卓著，那

麼簡化運動造成一國兩字，嚴重損害祖國統一，該當何罪？

由於這一系列的原因，漢字成為世界上較為混亂的文字。

繁簡差異、新舊字形……在國際上根本沒有一個統一標準，老外

總是無所適從，在學習之前還得猶豫一番，或者要同時學習兩套，

這些給漢字在世界上的傳播造成了極大的困難，這應該是當初的

簡化者們未曾料到的吧。

說明書上繁簡中文如同兩種文字一樣需要分開，大型網站

和許多软件往往還要出兩個版本，每看到此情此景，我心裡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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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滋味。在國內濫用傳統漢字和私造簡化字等混亂現象十分普

遍，我們在批判這些現象的同時要好好想想，造成它的原因是什

麼？

本來為減少漢字字數而推行的簡化字原來被認為可以完全

取代傳統漢字，可事實證明簡化字由於自身的缺陷不可能完全取

消傳統漢字，原本中文只用一套系統便可解決所有問題，而今卻

還要兼顧簡化字，使用兩套系統。漢字的總數不但沒有減少反而

大量增加，簡化字成了平添的贅疣。在電腦處理方面本來巨大的

漢字字庫也因此急劇膨脹。隨著大陸與港澳臺聯繫加強，大陸人

也自覺或不自覺的學習傳統漢字以應付需要。

雖然說改革開放後簡化漢字在世界上的影響範圍也在擴大，

聯合國官方漢字文書採用簡化字，但這些都是政治強勢的影響而

非文化。很多外國人和港臺人學習簡化字的原因往往是為了和中

國人做生意，有人把它比作“速食面”，而真正需要瞭解中國文

化的仍然很少。

要想真正使漢字走向世界，這種混亂的局面必須結束，我們

必須統一漢字，而這種統一並不是像大陸統一臺灣一樣帶有政治

色彩的統一，而應該兼顧實際應用和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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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幾點影響只是從共時（橫向）上分析其到底簡化得好

不好
①
，其實文字除了現實應用外，還有傳承的功能，我們評判

簡化字不僅僅應就簡化字本身，還應分析這個簡化的過程對漢字

穩定性的影響。從歷時（縱向）的觀點來看，簡化得不好自不用

說，即使從理據上它簡化得更好，對漢字體系的傳承延續和穩定

性也是一種破壞
②
，哪怕簡化字沒有上述那些弊端，僅憑這一點

就足以否定了。譬如“态（態）”單從字理上來說並不能說沒有

道理，那麼我們再看看兩個字，“ ” “ （寡）”，前

者从辶乙聲，後者會“一人為寡”之意，好記好認好寫，從文字

分析上來說，它相對於不知何解的“遺”和有孤立部件且比較複

雜的“寡”字來說要更好理解，但是卻鮮有人贊成這樣簡化。曾

在一本叫《漢字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書中看過作者提出了一種

理想的漢字設計方案，同樣的音只用一種聲旁表示，而同一個範

圍的意思也只用一個形旁表示，這種文字是表音表意的完美結合

體而且極為易學，可以說很科學，但卻行不通，這是為何？

因為文字是穩定、約定俗成的，而且只有在穩定中才便於

應用，更只有在穩定中才能承載文化。對於漢字本身而言，無論

我們採用何種簡化方法，不管是恢復古字或是另造新字，哪怕這

是優化
③
，若原字並無特別不妥，或“優化”的規模過大的話，

此舉對文化傳承來說影響仍然巨大，這仍是對已經穩定兩千年的

傳統漢字延續性的割裂。文字的穩定性不允許文字時常變動，而

不管這種變動有多少科學依據或歷史根據。

① 簡化字“品質”造成的影響；
② 簡化字“數量”造成的影響；
③ 不過優化總比劣化要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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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我們絕不是因為筆畫多才支持傳統漢字，如果只

是無謂增加筆畫，當然也不可取。我們認為，我們應當做的僅僅

只是沿用傳承下來的固有文字，並對極少部分極其不便的漢字進

行整理而已。除非萬不得已不應該大規模改動
①
。政府唯一需要

做的是：整理現行通行字體（不作為）。

四、文字與文化的斷層【時間】

人類有了文字才進入文明時代，有了文字才可能直接從前

人繼承經驗和文化，文字在文化的傳承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

用。

古代很多民族，如黨項、契丹都曾創制過文字，但卻未能

傳承下來，後來其文明也隨著失傳的文字一同湮沒，古埃及巴比

倫由於外族侵略文字斷層，雖如今破解工作有點突破，但遠沒有

古中國如此光輝。我們擁有三千年連續的史書記載，中華文化傳

承至今，相當大的原因就是中國有著延續的文字。文字使得人們

進入文明社會，中國則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如此文明卻從未斷

裂的古國，我們在歷史上遭受過無數侵略，無數個“五胡亂華”，

也有過無數政治分裂的時代，可文字卻始終屹立不倒，始終無法

被取代，反而同化了入侵者的文字，甚至影響別國。這就是文字

的力量。

可是經歷槍林彈雨的堅強的漢字，卻因為簡化運動而折腰，

是它不適應現代社會？還是自然淘汰？迄今漢字雖談不上斷層，

但卻已經到達斷裂的地步，中國也成為一個文化傳承唯一未完全

斷絕卻已經支離破碎的古國，中華民族出現了幾千年從未遭遇過

① 如到了“不變革文字社會即無法正常發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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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繼承危機，對於這一點，簡化字不無影響。而且文字只是

一個很小的方面，還有很多很多傳統文化都消失殆盡，如果如今

我們依然不重視的話，那危害還將繼續，也許會比外族侵略更悲

哀。難道要等到斷層才開始懊悔嗎？

中國歷來都是重視文字的國家，也特別重視漢字文化。漢

字是世界上唯一的表意文字，也只有漢字的字形是和意義聯繫

的，具有一定可解釋性，每個漢字都是我們祖先智慧的結晶，其

理據性不僅表現在字義上，其中還含有豐富的深層文化內涵，我

們學習它不僅可以受這種文化的薰陶，還可以引起聯想，記憶起

來更容易了。隸變後雖然很多字因訛變而失去理據，但這是無意

的，也是不得已的，而且還剩下大部分漢字仍然可解，但大部分

簡化字確是純粹的破壞（符號代替），少部分（更換形旁聲旁）

我們自認為是使它更合理，實際上卻意境盡失。

對於漢字本身所蘊含的文化內容來說，簡化字的破壞是不

言而喻的，對於“龍、鳳、漢、華”這類有著深刻民族特點的

漢字，簡化字依然是毫不留情。

除此，簡化字造成的文化繼承危機主要還是在文獻記載方

面。

由於漢字主要不是表音，因此雖然歷史的發展造成語音翻

天覆地的變化，後人無法聽懂前人的語言，但是漢字的字形基本

穩定，其表示的意義也變化不大，書面語還是可以解讀的，正是

由於漢字的超歷史性，使得漢字所負載的文化空前豐富。我國浩

如煙海的古籍都是由傳統漢字記載的，只要認識幾千個漢字和一

些文言常識，人們便可貫通古今，這句話常常使中文使用者們感

到自豪。但我們卻沒有資格說這句話，名勝古跡、各種碑文，這

些文字我們不再認識無礙。我們曾時常嘲笑韓國人不識其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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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身又何嘗不是如此？只不過五十步笑百步罷了。

推行簡化字之時，人們是把漢字（傳統漢字）當做封建來

打倒的，而有它記載的文獻也都是些“糟粕偽學”，根本就沒必

要繼承，所以在推行簡化字之後，傳統漢字在正式領域便退出歷

史舞臺。後來這種思想得到端正，我們需要再回頭去尋找祖先的

智慧，但卻發現那些字我們不認識了。由於簡化字數量過多，繁

簡字差別巨大，只學過簡化字的人讀傳統漢字的書有相當困難，

簡化字斷絕了很多人直接接觸典籍的機會。所謂那些“大陸人看

傳統漢字書沒問題”的觀點純屬無稽之談，絕對缺乏群眾基礎。

在一篇文章中有幾個字不認識還可以懂得其大意，但傳統漢字不

同者佔了三分之一，習慣了簡化字的人根本不想讀傳統漢字的

書，看不慣傳統漢字，結果是因陌生而完全讀不下去。所以就相

當於與這些典籍隔絕了。試問：看不慣，如何繼承這份寶貴的文

化遺產？曾經有一位教授讓學生去圖書館找《後漢書》，他卻無

功而返，原因是《後漢書》三個字他都不認識。常人雖不都至於

如此誇張，但猶可見一斑，這只是一個縮影而已。標題尚且不識，

看書更不可能了。這不是發展，而是斷絕了發展的基礎。

那麼我們將其轉換一下問題不就解決了嗎？但實際實施起

來你會發現並不可行。

為什麼已經實行了簡化字卻不把新印古籍和很多仍然保留

傳統漢字的書籍也改成簡化字以便大眾閱讀呢？現實中確實有

很多簡化字版的典籍，但這只是滄海一粟，古籍浩如煙海，是無

法都一一轉換為簡化字的。

就算部分轉換了，也會造成一系列的問題：由於同音合併使

得擁有不同含義的字變得相同，這些字使得意義含混不清，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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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人們的理解失誤，如“谷”與“穀”的區別等等（具體論

述見前一章：同音合併）。同時，我們在造簡化漢字的時候可能

無意中與某個古字同形，如“听 yǐn，笑貌”，熟悉簡化字的人

看見這個字可能就會誤解為聽聞。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字，讀

簡化字版的古籍所理解的東西和讀傳統漢字版的差不多，繁簡轉

換意思不會變，而這些字的存在卻使得很多字含義混淆不清甚至

變錯，這就是為什麼大學古代漢語教材仍然用傳統漢字印刷的主

要原因了，尤其是很多傳統典籍更是無法改成簡化字版。

很多傳統漢字簡化得沒規律，因此原本從字形上可以看出聯

繫的字現在看不出了，如同源字的“盖（蓋）、盍”、“价（價）、

贾（賈）”、“脏（臟）、臧”，這些字還有很多，他們在文章中往

往能夠通用，但現在卻理解困難；

對於那些類推簡化字，由於要控制漢字字庫的數量，這些字

不能無限類推，範圍只定在常用字領域，而在文言文中我們經常

會碰到非常用字，如《蜀道難》中的“嚱、巉岩”，論語中的“瞷

輗緼誾”，以及我們平時看到的“嬅”字等都是沒有對應簡化字

的，這就與那些無規律簡化字沒什麼兩樣了，我們在認識簡化字

的同時還是需要多認識一個對應的傳統漢字或偏旁，這些字的存

在給我們增加了不少困難。

即使有部分典籍可以勉強轉換成簡化字，但以前的字典是無

法轉換的，包括現在中國最大的《漢語大字典》，雖是當代出版，

但仍以傳統漢字為字頭，所以一般的大陸人對於這些字典可謂極

為陌生。

以上種種原因，簡化字的不便就顯露出來了。也就是說：

簡化字無法兼容傳統漢字，傳統漢字能完整表達的意思簡化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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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能完整表達出來，這是簡化字落後性的集中體現。因此傳

統漢字是無法廢除的，在古籍和文字學領域不得不繼續保留傳統

漢字，這種保留絕非對傳統漢字的垂憐和仁慈，而是簡化字先天

畸形的缺陷造成的。於是中國大陸形成了一個特殊而奇怪的現

象，就是古籍與今籍分離，雙軌分行。簡化字在推行而傳統漢字

又廢除不了，很多領域都保存著傳統漢字，新印古籍還是採用傳

統漢字，有的甚至只有傳統漢字版，這樣漢字系統就混亂了。沒

有推行簡化字之前，光靠一種文字體系便能兼顧古籍今籍，而且

在這兩個領域人們都沒有陌生感，現在由於簡化字的先天缺陷不

能完全代替和兼容傳統漢字，使得兩種文字體系共同在印刷領域

存在，實在不是一個經濟的辦法，而一般人則對傳統漢字領域十

分陌生，這個領域變得只有專業人員才能接觸，形成了很大的文

化隔閡，而專門研究這些領域的人又要重新學習傳統漢字。

還有一種觀點是：認識了傳統漢字不一定傳承得了文化，並

以此來拒絕學習傳統漢字，先引用一則材料：“不少人十分關心

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問題，認為不識傳統漢字就讀不懂古書，會

影像文化遺產的繼承……其實讀不懂古書主要是由於社會生活

和語言的變化，一些詞的詞彙意義和語法意義發生了變化，古今

漢語的構詞、造句規律有較大不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乎’，理解這句話的關鍵在於瞭解古漢語中‘说、悦’可通假，

否則即便將‘说’印成繁體的‘說’，也無濟於事。如果單靠傳

統漢字印刷的古籍就能讀懂古書，那麼在漢字簡化前人們讀古書

應該都無師自通……用簡化字排印的版本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

很慶倖有人能夠認識到傳統文化的層面上來，這裡就不再敘述繁

簡字本身的優劣，只談傳承文化的問題。

“認識了傳統漢字不一定傳承得了文化”，這句話完全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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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此推出“認識傳統漢字沒必要”就有些邏輯不通了，因為認

識傳統漢字是學習傳統文化的條件之一。對於這點，我不想過多

反駁，只需看網上一則笑話就可以明瞭：“兄弟別上課了，上了

又不一定聽，聽了有不一定懂，懂了又不一定會，會了又不一定

考，考了又不一定及格，及格又不一定畢業，又不一定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又不一定能賺到錢……”雖有些戲謔，但道理盡在不言

中。

“讀不懂古書的主要原因是語言及社會生活的變化”，這句

話更有道理。誠然，古今漢語的區別是造成人們讀不懂古書的最

大障礙，但我們仍然不可據此否認，文字生疏確是第一位的原因。

它雖不是唯一條件，但也是必要條件。凡看書必先識字，不識字

而談內容那只是空談。

再者，文言及其他文學常識雖也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但起碼還

列入了教育，但傳統漢字卻只存在于大學中文系和為數不多的幾

個人的自學中，這一點是比較遺憾的。已經識字再去認傳統漢字

相比學習文言文來說可以說是相當簡單，根本不會加大很多負

擔，至少它應該取得和文言文同等的地位。

“即便將‘说’印成繁體的‘說’也無濟於事”，對於這個

字而言確實沒問題，但漢字簡化中採用了大量的同音代替，而這

些字是會引起誤解的，如前面已經舉過的例子“隔篱呼取尽余杯”

“渚清沙白鸟飞回”若轉換成“隔離呼取盡餘杯、渚清沙白鳥飛

迴”就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說兩個版本是起不到相同作用的。更

不用說有簡化字版本的古籍僅僅只是少數。

五、形成先入為主的習慣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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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其他幾個弊端還算表面的話，現在我們談到的就是更

深層次的影響。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

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由於人們從小學習簡化字，便只對簡化字有親切感，在評判

漢字之時自然會帶有簡化字本位思想，有失偏頗。它使得人們以

自我習慣來判斷事物的好壞，而放棄真正瞭解它的機會，這種誤

解和偏見，才是最可怕的。當我們從這個立場出發，則會認為簡

化字就是先進的象徵，它的存在理所當然，代替傳統漢字是很自

然的事。如果看到誰要說傳統漢字的好話就“義憤填膺”，認為

是封建思想在“企圖復辟”。在繁簡之爭期間湧現了很多口水戰

英雄，他們很好地發揮了愛國主義精神，抱著誓死擁護簡化字的

決心，和封建的傳統漢字鬥爭到底。現在這種誤解已經變成了共

識。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在習慣性思維的籠罩下，我們是無法看

清事物本來面目的，所謂的公正客觀也只是笑談。
①

所以多數人支持簡化字，並非因為它有多少道理，其立足點

僅僅是“因為我們在用所以支持”，換句話說，哪怕這些簡化字

支持者，若處於漢字簡化之前，必定也不會支持簡化的。說到底，

人們所認可的，僅僅只是他從小所學的那種熟悉的字形罷了。大

概這也是文字的惰性造成的吧。

在我還不瞭解漢字時，曾經抱著和大家一樣的態度，可當慢

慢瞭解傳統漢字、瞭解簡化字運動時，我便豁然開朗，仿佛找到

了另一個世界。

①譬如前言所舉“觀（观）罐（缶又）”兩組字，人們就會有不同的態度。人

們對一簡字和二簡字的感覺也來源於此，具體在二簡字章會有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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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字已經足足影響了大陸三代人，我不敢想像一百年後、

幾百年後我們再看傳統漢字時是什麼感覺。“假作真時真亦假，

真作假時假亦真。”人們是否還會記得，那美麗而不失韻味的漢

字……

幸虧漢字沒有滅亡，但如果真的滅亡了，依我看來，情況應

該也是如此，甚至更為悲觀，大抵那時的我們早已習慣另外一種

文字，漢字在我們眼裡不過就是些看不懂的字符罷了，它早已被

歷史塵封，而那些支持漢字復興的人自然會被扣上“張勳”的帽

子。

反過來，如果文革結束後為漢字平反成功了，我們又會以何

種態度看待它呢？或者大陸沒有進行漢字簡化運動，而是臺灣，

大家又會批判簡化字的不是了人們看到被廢除的簡化字的印象

也如同相同命運的“二簡字”一樣，簡化運動也會因此變成歷史

上的一個笑談罷了。

故曰，成王敗寇，萬古定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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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不知

道，在新中國成立以前，

民國政府也曾經對漢字

進行過簡化工作。1935

年民國政府就頒佈了

《第一批簡體字表》，

來源主要也為民間俗字

和部分草書楷化字，而

這些字有很多都與我們

現在所用的簡化字相同

或相似，有些甚至還要

簡單。但推出後不久就

聽取了很多人的意見，

因遭遇強大阻力和諸多

爭議而擱淺，在內憂外

患的情況下，簡化方案

草草廢除。
①

上圖為民國頒佈簡

化字的照片。其完整內

容如下：

① 我們在提出簡化漢字之時所遭遇的爭議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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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布

第一批简 字表

[ㄚ韵] 罢罷 发發 阀閥 答 杀殺 雜 压壓

唖啞 亜亞 价價 虾蝦 袜襪 挂掛 画畫 㓰劃

[ㄛ韵] 拨撥 泼潑 罗羅 啰囉 鑼 逻邏 箩籮

幗 囯國 过過

[ㄜ韵] 悪啞 庅麽 个個 闔 蜇蟄 这這 热熱

[ㄝ韵] 鉄鐵 窃竊 协協 乐樂 覚覺 学學

[帀韵] 貭質 执執 聀職 帋紙 遲 师師 狮獅

时時 实實 势勢 辞辭

[ㄦ韵] 尔爾 迩邇

[ㄧ韵] 医醫 仪儀 蚁蟻 义義 議 异異 兿藝

闭閉 弥彌 籴糴 體 拟擬 离離 礼禮 厉厲

励勵 机機 鳮鷄 虀 㨈擠 継繼 剤劑 済濟

斉齊 豈 启啟 气氣 弃棄 戏戲

[ㄞ韵] 碍礙 摆擺 賣 迈邁 台臺 抬擡 枱檯

盖蓋 開 斋齋 㑪儕 筛篩 晒曬 才纔 侩儈

狯獪 桧檜 怀懷 帅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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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ㄟ韵] 俻備 废廢 类類 为為 伪偽 对對 归歸

龜 柜櫃 会會 絵繪 烩燴 虽雖 岁歲

[ㄨ韵] 无無 覄覆 独獨 讀 圖 炉爐 庐廬

蘆 壷壺 沪滬 烛燭 嘱囑 処處 樞 贖

属屬 数數 㐵儒 卆卒 蘇 粛肅

[ㄩ韵] 欤歟 与與 誉譽 馿驢 屡屢 縷 举舉

惧懼 區 驅 趋趨 續

[ㄠ韵] 宝寶 报報 皃貌 祷禱 涛濤 闹鬧 劳勞

号號 趙 枣棗 灶竈 藥 庙廟 条條 粜糶

驕 矫矯 撹攪 乔喬 侨僑 桥橋 簘簫 蕭

[ㄡ韵] 歐 毆 謳 嘔 鬥鬬 头頭 娄婁

楼樓 皱皺 昼晝 俦儔 筹籌 寿壽 邹鄒 犹猶

留 刘劉 旧舊 綉繡

[ㄢ韵] 广庵 办辦 蛮蠻 胆膽 担擔 摊攤 滩灘

瘫癱 坛壇 枟檀 难難 覽 赶趕 堪 勘

毡氈 战戰 賛贊 蚕蠶 傘 岩巖 鹽 艳艷

边邊 变變 点點 卄念 联聯 怜憐 練 煉

恋戀 间間 坚堅 艰艱 碱鹼 简簡 薦 迁遷

錢 闲閑 賢 縣 弯彎 万萬 断斷 鵉鸞

乱亂 覌觀 關 欢歡 还還 环環 祘算 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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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遠 权權 劝勸 懸 选選

[ㄣ韵] 门門 们們 闷悶 坟墳 恳懇 斟 陈陳

甚 阴陰 隐隱 宾賓 滨濱 殡殯 闽閩 临臨

侭儘 尽盡 烬燼 亲親 衅釁 闻聞 问問 闰閏

孙孫 韵韻 勛勳 逊遜

[ㄤ韵] 帮幫 当當 噹 党黨 挡擋 張 帳

賬 漲 長 場 腸 尝嘗 傷 賍贓

丧喪 阳陽 痒癢 粮糧 卝礦 庄莊 床牀 双雙

[ㄥ韵] 凨風 丰豐 凤鳳 灯燈 称稱 懲 声聲

䋲繩 圣聖 应應 营營 蝇蠅 听聽 厛廳 灵靈

興 东東 冻凍 鬨 鈡鐘 众眾 虫蟲 荣榮

从從 樷叢 穷窮

以上共計三百二十四字

說明

1. 1.1. 1. 簡體字 筆畫省簡之字，易認易寫，別於正體字而言，

得以代繁寫之正體字。

2. 2.2. 2. 本表所列之簡體字，包括俗字，古字，草書等體。俗字
如『 、宝、岩、蚕』等，古字 如『气、无、処、广』等，草

書如『时、实、为、会』等，皆

向所已有而通俗習用 者。

3. 3.3. 3. 表内帀韵，是『ㄓ、ㄔ、ㄕ、ㄖ、ㄗ、ㄘ、ㄙ』七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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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母，釋說時用之，注音時不 用。

4. 4.4. 4. 簡體字表，由教育部分批編定，陸續公布，此第一批簡
體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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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異體字，即具有同樣讀音和意義的一個漢字的兩種或以

上的不同形體。漢字在長期的發展演變的過程中，由於一系列複

雜的原因產生眾多的異體現象，有些是因為造字方法不同或造字

方法相同但所選的部件不同，如“泪（淚）、脉（脈〕、岳（嶽〕”，

有些是形體演變結果不同，如“恒（恆）、并（並）、册（冊）”，

有些是部件位置的差異，如“够（夠）、鞍（鞌）、詞（䛐〕”

等等。異體字由於音義完全相同，只是字形不同，可以說是漢字

發展過程中完完全全的冗餘和累贅，它的存在白白增加了我們的

負擔，而且同字異形還會產生混亂，不利於文字定形規範。

為了便於應用，建國初期我國對漢字異體字進行了大規模的

整理，1955 年 12 月 22 日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發

佈《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異體字整理一般依據從俗從簡的原

則，即在眾多異體字中選擇一個較為通用和民眾較為熟悉的字形

作為正體，使得一字一體。整理過後的異體字一般只用於古籍和

人名中，如“喆”。

整理異體字在文字規範化過程中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但

還是有幾個問題：

一、 整理異體字是為了減少漢字的字數，但簡化字的推

行又是人為增加異體，增加漢字的字數（繁簡字嚴格來說也是異

體字）；人名中可以保留異體字，表現出我們對姓名文化的尊重

而在簡化漢字的過程中卻全然不惜使人們更姓改名；有些剛整理

出來的異體字在漢字簡化時立馬又被廢除。這些是否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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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些異體字取捨不當。像“減淨況決涼”等字本來

從氵（水），人們在書寫過程中可能不小心就寫成了冫（冰），而

把這些字一律改成“减净况决凉”，不但不會使其形體簡化多少，

而且還破壞了偏旁體系和表意體系，同理還有“廈廁”變成“厦

厕”等。另外像“册（冊）”字在取捨時未考慮過與之相關的“編

篇侖”這些字，使得漢字部件不統一。

三、 有些本來不是異體字關係的漢字卻被強制廢除。如

“游（遊）”只在遊玩的意義上相通，在游泳意義上則只能用“游”，

應該說它們並不是異體字，如果我們對這些字採取分化的辦法，

則會有利於我們書面語表達的準確性，如“游”只表示游泳義，

“遊”只表示遊玩義，“游長江”是在長江邊上遊玩還是在長江

中游泳，這些是需要區別的。另外還有“背 〔揹〕、并 〔併

並竝〕、占 〔佔〕、志 〔誌〕、注 〔註〕”等也是同樣情

況（部份字列入簡化字總表的附錄）。

四、 現今還有一些異體字需要整理。如“粘黏 桔橘 拼

拚 挨捱 唆嗦 錘槌棰 宴筵”等。有些不是嚴格異體字的應該加

以分工。

總之，異體字的整理總體上還是可取的。

現附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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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说 明

一、根据 1986年 10月 10日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

的说明，确认《简化字总表》收入的“䜣、䜩、晔、詟、诃、

䲡、䌷、刬、鲙、诓、雠”11个类推简化字为规范字，不再

作为淘汰的异体字。

二、根据 1988年 3月 25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关于发布《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的联合通知”中的规定，确认《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收入

的“翦、邱、於、澹、骼、彷、菰、溷、徼、薰、黏、桉、

愣、晖、凋”等 15个字为规范字，收入《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不再作为淘汰的异体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关于发布第一批异体字

整理表的联合通知

(1955年 12月 22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的意

见，已经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完毕，我们现在随文发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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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决定从 1956年 2月 1日起在全国实施。从实施日起，全国

出版的报纸、杂志、图书一律停止使用表中括弧内的异体字。

但翻印古书须用原文原字的，可作例外。一般图书已经制成

版的或全部中分册尚未出完的可不再修改，等重排再版时改

正。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用的打字机字盘中的异体字应

当逐步改正。商店原有牌号不受限制。停止使用的异体字中，

有用作姓氏的，在报刊图书中可以保留原字，不加变更，但

只限于作为姓用。

A

an

庵 〔菴〕

暗 〔闇

晻〕

案 〔桉〕

鞍 〔鞌〕

岸 〔㟁〕

ao

坳 〔㘭〕

鰲 〔鼇〕

翱 〔翺〕

B

ba

霸 〔覇〕

bai

柏 〔栢〕

稗 〔粺〕

ban

坂 〔岅〕

bang

幫 〔幚

幇〕

膀 〔髈〕

榜 〔牓〕

bao

刨 〔鉋

鑤〕

褓 〔緥〕

寳 〔寶〕

褒 〔襃〕

bei

背 〔揹〕

備 〔俻〕

悖 〔誖〕

杯 〔盃

桮〕

ben

奔 〔犇

逩〕

beng

綳 〔繃〕

bi

痹 〔痺〕

逼 〔偪〕

毙 〔斃〕

秘 〔祕〕

弊 〔Ⅸ�〕

秕 〔粃〕

bian

遍 〔徧〕

biao

膘 〔臕〕

bie

鱉 〔鼈〕

瘪 〔癟〕

bing

冰 〔氷〕

幷 〔併

並竝〕

禀 〔稟〕

bo

鉢 〔缽

盋〕

博 〔愽〕

駁 〔駮〕

脖 〔⥍�〕

bu

布 〔佈〕

C

cai

睬 〔倸〕

踩 〔跴〕

采 〔寀

採〕

彩 〔綵〕

can

慚 〔慙〕

參 〔叅〕

cao

草 〔艸〕

操 〔⊺�

撡〕

ce

册 〔冊〕

厠 〔廁〕

策 〔筞

筴〕

cha

碴 〔☤�〕

查 〔査〕

察 〔詧〕

插 〔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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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鏟 〔剷

剗〕

chan

g

嘗 〔嚐

甞〕

腸 〔膓〕

場 〔塲〕

che

扯 〔撦〕

chen

嗔 〔瞋〕

趁 〔趂〕

chen

g

乘 〔乗

椉〕

撑 〔撐〕

澄 〔澂〕

塍 〔堘〕

chi

吃 〔喫〕

翅 〔翄〕

耻 〔恥〕

痴 〔癡〕

敕 〔勅

勑〕

chou

仇 〔讎

讐〕

瞅 〔矁

┒�〕

酬 〔酧

詶醻〕

綢 〔紬〕

chu

鋤 〔鉏

耡〕

蹰 〔躕〕

橱 〔櫥〕

厨 〔廚

㕑〕

chua

n

船 〔舩〕

chua

ng

創 〔剏

剙〕

窗 〔▙�

窓 窻 牕

牎〕

床 〔牀〕

chui

捶 〔搥〕

棰 〔箠〕

錘 〔鎚〕

chun

唇 〔脣〕

春 〔旾〕

醇 〔醕〕

蠢 〔惷〕

淳 〔湻〕

蒓 〔蓴〕

ci

詞 〔䛐〕

辭 〔辤〕

糍 〔餈〕

鷀 〔鶿〕

cong

匆 〔悤

怱〕

葱 〔蔥〕

cou

凑 〔湊〕

cu

粗 〔觕

麤〕

蹴 〔蹵〕

cuan

篡 〔簒〕

cui

脆 〔脃〕

悴 〔顇〕

cun

村 〔邨〕

cuo

銼 〔剉〕

D

da

瘩 〔⓪�〕

dai

呆 〔獃

騃〕

玳 〔瑇〕

dan

啖 〔啗

噉〕

淡 〔澹〕

耽 〔躭〕

dang

擋 〔攩〕

蕩 〔盪〕

dao

搗 〔擣

⋞�〕

島 〔㠀〕

de

德 〔悳〕

d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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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 〔鴈〕

驗 〔騐〕

烟 〔煙

菸〕

胭 〔臙〕

燕 〔鷰〕

鼹 〔鼴〕

腌 〔醃〕

咽 〔嚥〕

檐 〔簷〕

岩 〔巗

巖嵒〕

焰 〔燄〕

艷 〔豓

豔〕

宴 〔讌

醼〕

yang

揚 〔颺

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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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

淆 〔殽〕

肴 〔餚〕

耀 〔燿〕

咬 〔齩〕

拗 〔抝〕

窑 〔窰

窯〕

夭 〔殀〕

ye

野 〔埜

壄〕

夜 〔亱〕

燁 〔爗

嘩〕

yi

翳 〔瞖〕

异 〔異〕

咿 〔吚〕

移 〔迻〕

以 〔㕥

㠯〕

yin

因 〔囙〕

殷 〔慇〕

飮 〔㱃〕

淫 〔婬

滛〕

喑 〔瘖〕

堙 〔陻〕

陰 〔隂〕

吟 〔唫〕

蔭 〔廕〕

姻 〔婣〕

ying

罌 〔甖〕

穎 〔頴〕

映 〔暎〕

鶯 〔鸎〕

yon

g

咏 〔詠〕

涌 〔湧〕

恿 〔慂

惥〕

雍 〔雝〕

you

游 〔遊〕

yu

于 〔於〕

寓 〔庽〕

欲 〔慾〕

逾 〔踰〕

愈 〔癒

瘉〕

鬱 〔鬰

欝〕

yuan

冤 〔寃

↡�〕

猿 〔猨

蝯〕

yue

岳 〔嶽〕

yun

韵 〔韻〕

Z

za

雜 〔襍〕

匝 〔帀〕

zai

灾 〔災

烖菑〕

再 〔⁔�

⁔�〕

zan

咱 〔喒

⃓�偺倃〕

贊 〔賛

讚〕

簪 〔簮〕

zang

葬 〔⛔�

塟〕

zao

唣 〔唕〕

糟 〔蹧〕

噪 〔譟〕

皂 〔皁〕

zha

札 〔剳

劄〕

閘 〔牐〕

榨 〔搾〕

扎 〔紥

紮〕

咤 〔吒〕

zhai

寨 〔砦〕

齋 〔亝〕

zhan

盞 〔琖

醆〕

氈 〔氊〕

占 〔佔〕

嶄 〔嶃〕

暫 〔蹔〕

沾 〔霑〕

zhan

g

獐 〔麞〕

zhao

照 〔炤〕

棹 〔櫂〕

zhe

浙 〔淛〕

輒 〔輙〕

謫 〔讁〕

哲 〔喆〕

懾 〔慴

讋〕

zhen

針 〔鍼〕

鴆 〔酖〕

砧 〔碪〕

珍 〔珎〕

偵 〔遉〕

zhi

卮 〔巵〕

帙 〔袟

袠〕

址 〔阯〕

置 〔寘〕

跖 〔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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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 〔梔〕

祇 〔衹

秖〕

志 〔誌〕

紙 〔帋〕

稚 〔穉

稺〕

侄 〔姪

妷〕

zhon

g

冢 〔塚〕

衆 〔眾〕

zhou

周 〔週〕

咒 〔呪〕

帚 〔箒〕

zhu

煮 〔煑〕

箸 〔筯〕

伫 〔竚

佇〕

注 〔註〕

猪 〔豬〕

zhua

n

磚 〔甎

塼〕

撰 〔譔〕

專 〔耑〕

饌 〔籑〕

zhua

ng

妝 〔粧〕

zhuo

斫 〔斲

斵斮〕

桌 〔槕〕

zi

姊 〔姉〕

資 〔貲〕

眦 〔眥〕

zong

偬 〔傯〕

鬃 〔騌

騣鬉〕

踪 〔蹤〕

棕 〔椶〕

粽 〔糉〕

zu

卒 〔䘚〕

zuan

纂 〔篹〕

鑽 〔鑚〕

樽 〔罇〕

zui

最 〔㝡

冣〕

罪 〔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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닄ꑔ론 띳싂꙲뻣뉺

人們都知道港臺是用的傳統漢字，但細心的人會發現，港臺

的印刷品與大陸的繁體印刷品也有不少區別，這一點鮮有人知。

翻開字典，我們發現在前幾頁總會有一個《新舊字形對照

表》，傳統漢字書籍也有新舊字形的差別，如上一節異體字表中

所採用的就是舊字形。那新舊字形到底是什麼呢？這就要牽扯到

另外一個問題了。印刷術發明之後，本是採用楷書作為印刷字體

的，但為了適應木版雕刻，人們便將楷體稍作變形，漸漸產生宋

體這種專門的印刷字體。久而久之，手寫楷體和印刷體在結構上

也產生了一些稍稍明顯的差別，印刷宋體和其他字體相比也有了

很多區別，因此為了應用方便我們就對一部分漢字進行了字形的

整理。1955 年中國文改開始研究統一的鉛字字形，1960 年制定

《漢字字形整理方案（草案）》，1964 年編成《印刷通用漢字字

形表》，文革結束後《字形表》公開發佈，把整理過後的字形成

為新字形，相對應的未整理過的叫舊字形。字形整理主要依據的

是從俗從簡的原則，使印刷宋體儘量接近手寫楷體。以下字形對

照表選自《康熙字典（標點整理本）》。

調整的方法主要有：有些去掉了一些裝飾性的部件，而且改

短豎為點或改變部分筆形，使得筆畫較為清晰，如“之（之）、

文（文）、八（八）、入（入）、深（深）、虚（虛）”，有

些採用了連筆，如“卬（卭）、印（印）、瓦（瓦）、巨（巨）、

并（幷）、垂（垂）、骨（骨）”，有些調整了筆形使得字形

更為平衡協調，如“屯（屯）、飠（ ）、郎（郞）、細（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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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丰）、采（采）”，

有些使得漢字的部

件減少，如“吴（吳）、

青（靑）、没（沒）”

（不過這也造成了

意義混淆，“靑”的

下半為“丹”的變形，

而非“月”，“沒”的

右上部為“回”之變

形而不同於“投”的

右部）。

有些使漢字本

可說解的部件變得

有些奇怪，如“兑

（兌）、肖（肖）”本

可分出的“八、小”

已經看不出，還有如

“敖（敖）、彦（彥）、

眾（衆）”本可分離

出“方、士、文、人”，

“卧（臥）”本從人，

“内（內）”本从入，

“兹（茲）”本从
草，“次（次）、匀

（勻）”本从二，“俞

（兪）”本从巜（參

考粼字），這些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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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壞漢字的結構的同時也破壞了其理據。

調整“礻（二）”易與“衤（衣）”混淆，致使很多人對這些

偏旁分不清。

有一些調整不統一，如改“戶”為“户”卻單獨保留了“所”

字不變；調整“録（錄）”卻保留“緣彘”等字；“令（令）”字

脫離了與“命”字的關係，“俞今”字也屬此類，都是人字加一

橫，而且“令”的筆畫也不如“令”協調；把从“ ”的“侵

雪”等字調整為从“彐”而保留了“事聿”等字，這些調整都使

本來統一的漢字部件分離複雜化，不利於記憶和處理；“修（修）、

條（條）”等字的所从的“攵”改為“夂”，而“悠”不變，甚

至又將从“夊”的“致”調整為从“攵”，將“敘”又變成“叙”，

甚是混亂，而這些偏旁本來的含義都互不相同。

還有一部分已經脫離了自行調整的限度，如“争（爭）”本

从二手爭一物，
①
而現在則不可解。應該算得上是繁簡關係。

另外很多我看不出有調整的必要，如改“一”為“丶”，“言

（言）、氐（氐）”等字就是如此，還有很多如“丸（丸）、

吕（呂）、虎（虎）、朵（朶）、盗（盜）、摇（搖）、角（角）、

炭（炭）、告（吿）、反（反）、風（風）、及（及）、丑（丑）、

黄（黃）、强（強）”，尤其是“強”字，“強”本從弘、虫，現

在不但結構破壞了筆畫反而還增多，令人不解。

漢字的手寫體和印刷體本來就不可能相同，而出現上面所說

① 爫 皆為手。亅為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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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筆形的小差異也是很正常的，例如“元”字就有很多人把第一

筆寫成點，但印刷體就沒必要改變，“牛、生”等字前兩筆一般

會連寫為一筆，我們也不能為了統一就得改成“ ”。英語的

人 a、g 和手寫體也不同，這些是印刷體和手寫體正常的區別，

因為印刷體是恒定的，而手寫體隨著不同的人不同的時候都有一

定的不同，是千變萬化的，只有手寫體遷就印刷體才能使字形穩

定，如果反過來，那漢字就不安寧了。我們只需要將其中不便應

用和識別的部分改掉就行了，而為了與手寫體一致而對很多無關

緊要的部件大動干戈進行改造就不必要了，而且有些改造還顯得

沒有規律，殊不知手寫體與印刷體完全一致是永遠不可能的，我

們只要將這種差別維持到一定限度之內就行。漢字字形本來就很

統一，為了某些並不必要的目的去破壞這個統一的系統而去建立

新的系統則有些瞎折騰。

至於臺灣方面也並非對傳統漢字一字不動，而是調整了部分

字形，與我們不同的是，他們以區分混同部件為主。如“月肉”

二旁在隸變之後做偏旁曾長期混同，但臺灣將其相應調整為“ ”

和“ ”。

現階段仍然有一些字需要調整 “眾、衾、逾、趁、麥、森”

的重捺宜調整為“ ”，“唇蜃褥辱”等字應該

統一為上下結構，“木朩”作為部首也應該統一，“豸彳”單用時

有點偏離重心，宜調整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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닄ꕼ론 볐쉉닅뢹ꥍ멾뭹

꯷궵ꓨ껗

雖說我國標點符號產生的歷史並不短，但古代書籍卻一般是

不加標點的，讀書人從小就要訓練斷句的能力，稱為句讀，在書

中一般用“。、”兩種符號表示，相當於現在的句號和頓號，而與

現在不同的是，現在文章標點是作者所加，而古代句讀是讀者斷

句。新文化運動後，西方的新式標點傳入我國，於是帶標點的文

章便產生了，並一直沿用至今。現在看到那些不帶標點的文章感

覺不可思議，後來想想其實也很簡單，現代漢語以雙音節詞為主，

在一篇文章中詞與詞的界限是不清楚的（不像英文單詞中間有空

格），也就是沒有斷詞符號。儘管詞的界限不清，但我們在平時

閱讀過程中並不會覺得有什麼困難，這是因為我們在上學時漸漸

訓練出了斷詞的能力。再想想沒有標點的文章，是不是也一樣

呢？不過不管如何，標點符號的應用還是具有很大的積極意義

的，它使得書面語表達更為準確生動，也更利於我們理解。說實

話，相對於英語來說，漢語才更需要標點符號，漢語中有很多語

氣僅僅只是標點符號的區別，不像英語有 be 動詞提前等等輔助

方法。

漢字的優點在於表意，但缺點就是標音不準確，在幾千年的

發展過程中，人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想了各式各樣的辦法，從直

音（如，鴻音紅）到後來成熟的反切等等
①
，而這些標音工具沒

有一個完整的系統，始終沒有擺脫漢字本身的束縛，同時也不準

① 所謂反切即用兩個漢字為一個漢字注音，讀時大概是去上字聲母下字韻

母和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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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於是在二十世紀國語運動的推進下人們開始為漢字尋找標音

的工具，國民政府時期的注音符號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這種

方案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在國際應用上不方便。新中國成立後，推

行《漢語拼音方案》，這個方案在推出時有些動機不純，因為它

是為漢字拼音化服務的，最終是為了代替漢字成為我們的文字，

但後來實踐證明漢字拼音化道路行不通，因此漢語拼音作為漢字

的注音工具保存下來。不過，作為漢字的注音工具，漢語拼音還

是很稱職的，它為我國推廣普通話和加快人們識字以及中文的信

息化做出了重要貢獻，且有利於漢語語音的規範化和穩定，功不

可沒！所以就文字改革三大任務而言：制定和施行《漢語拼音方

案》與推廣普通話是必要的，而簡化漢字則值得商榷。

不過有一點需要調整，漢語中間的撮口呼韻母中的“ü”可

能是借用其他語言字母附加符號，既然漢語拼音已經採用拉丁字

母，這個韻母何不用本有的“v”呢？這樣免得增加新的字母且

更方便，而且在電腦打字時人們已經習慣用 v了。我們只需要把

“lü、nü、ju、qu、xu”統一調整為“lv、nv、jv、qv、xv”就

可以了（為了統一起見，不再有 ju、qu、xu 省略兩點的特例了）。

另外，gun dui 的全拼實際應當是 guen duei，這樣省略其

實不太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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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方案

（1957 年 11月 1 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60 次会议通过）

（1958 年 2 月 11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一、字母表

字母 名称 字母 名称

Aɑ ㄚ Nn ㄋㄝ

Bb ㄅㄝ Oo ㄛ

Cc ㄘㄝ Pp ㄆㄝ

Dd ㄉㄝ Qq ㄑㄧㄡ

Ee ㄜ Rr ㄚㄦ

Ff ㄝㄈ Ss ㄝㄙ

Gɡ ㄍㄝ Tt ㄊㄝ

Hh ㄏㄚ Uu ㄨ

Ii ㄧ Vv ㄞㄝ

Jj ㄐㄧㄝ Ww ㄨㄚ

Kk ㄎㄝ Xx ㄒㄧ

Ll ㄝㄌ Yy ㄧㄚ

Mm ㄝㄇ Zz ㄗㄝ

V 只 用来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字母的手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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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拉丁字母的一般书写习惯。

二、声母表

b p m f d t n l

ㄅ玻 ㄆ坡 ㄇ摸 ㄈ佛 ㄉ得 ㄊ特 ㄋ讷 ㄌ勒

ɡ k h j q x

ㄍ哥 ㄎ科 ㄏ喝 ㄐ基 ㄑ欺 ㄒ希

zh ch sh r z c s

ㄓ知 ㄔ蚩 ㄕ诗 ㄖ日 ㄗ资 ㄘ雌 ㄙ思

在给汉字注音的时候,为了使拼式简短,zh、ch、sh 可以省作

。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3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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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韵母表

i
ㄧ 衣

u
ㄨ 乌

ü
ㄩ 迂

ɑ

ㄚ 啊

iɑ
ㄧㄚ 呀

uɑ
ㄨㄚ 蛙

o
ㄛ 喔

uo
ㄨㄛ 窝

e
ㄜ 鹅

ie
ㄧㄝ 耶

üe
ㄩㄝ 约

ɑi
ㄞ 哀

uɑi
ㄨㄞ 歪

ei
ㄟ 诶

uei
ㄨㄟ 威

ɑo
ㄠ 熬

iɑo
ㄧㄠ 腰

ou
ㄡ 欧

iou
ㄡ 忧

ɑn
ㄢ 安

iɑn
ㄧㄢ 烟

uɑn
ㄨㄢ 弯

üɑn
ㄩㄢ 冤

en
ㄣ 恩

in
ㄧㄣ 因

uen
ㄨㄣ 温

ün
ㄩㄣ 晕

ɑnɡ iɑnɡ uɑn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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ㄤ 昂 ㄧㄤ 央 ㄨㄤ 汪

enɡ
ㄥ 亨的韵母

inɡ
ㄧㄥ 英

uenɡ
ㄨㄥ 翁

onɡ
ㄨㄙ轰的韵母

ionɡ
ㄩㄥ 雍

⑴“知、蚩、诗、日、资、雌、思”等字的韵母用 i，即：知、蚩、
诗、日、资、雌、思等字拼作 zhi，chi，shi，ri，zi，ci，si。
⑵韵母 ㄦ 写成 er，用做韵尾的时候写成 r。例如：“儿童”拼作
ertong，“花儿”拼作 huar。
⑶韵母 ㄝ 单用的时候写成 ê。

⑷i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 yi（衣），yɑ（呀），
ye（耶），yɑo（腰），you（忧），yɑn（烟），yin（因），yɑnɡ（央），
yinɡ（英），yonɡ（雍）。

u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 wu（乌），wɑ（蛙），
wo（窝）， wɑi（歪），wei（威），wɑn（弯），wen（温），wɑnɡ
（汪），wenɡ（翁）。

ü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yu（迂），yue
（约），yuɑn（冤），yun（晕）；ü 上两点省略。

ü 行的韵母跟声母 j，q，x拼的时候，写成：ju（居），qu
（区），xu（虚），ü上两点也省略；但是跟声母 n，l拼的时候，
仍然写成：nü（女），lü（吕）。

⑸iou，uei，uen前面加声母的时候，写成：iu，ui，un。例
如 niu（牛），ɡui（归），lun（论）。

⑹在给汉字注音的时候，为了使拼式简短，ng可以省作ŋ。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7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26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3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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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声调符号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 ／ ∨ ﹨

声调符号标在音节的主要母音上。轻声不标。 例如：

妈 mā 麻 má 马 mǎ 骂 mà 吗 mɑ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轻声

五 隔音符号

ɑ，o，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它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
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例如 pi'ao（皮袄）。

http://baike.baidu.com/view/3125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88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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닄꒭론 닄ꑇꚸ멾꙲슲꓆ꓨ껗

漢字簡化是一個過程，為了循序漸進，在第一次漢字簡化方

案推出近二十年後的 1977 年，文字改革委員會又推出了第二次

漢字簡化方案，而且在推行初期還作為

“文字改革成果”而大加讚揚，這在當

時也是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而受到熱

烈歡迎的（我們的簡化字也是如此）。

這就是深為人詬病的“二簡字”。

這些二簡字在我們父輩中影響極

大，有些人至今還在寫，在社會上很

多地方也經常可以看到它們的身影。

雖然這批簡化字最終被廢除了
①
，但它

的不良影響依然還殘留著，民間濫造

簡化字之風仍然盛行，錯別字依舊層

出不窮，“肖（蕭）、閆（閻）、付（傅）”

① 這也算是恢復繁體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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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姓氏至今爭論不清。而且在“撥亂反正”的呼聲中二簡字退出

了歷史舞臺，而具有相當性質的一簡字卻殘存下來。為什麼二簡

字遭到如此反對而一簡字卻不然呢？除了第一章所說的政治原

因還有一個感情原因，在一簡字推行過程中由於大部分是文盲，

這些人對簡化字的科學性根本就不瞭解，因此就只有知識份子去

反對了，而二簡字推行的時候相當多的群眾已經脫離文盲，而他

們在看到對漢字如此糟蹋的簡化字後，誰還會支援？而反過來再

看一簡字，由於人們已經先入為主，所以並沒感覺到它對傳統漢

字的破壞，也懶於改變。

對於這些簡化字，我相信

每個人第一眼看到時總會有一

種感覺：觸目驚心。在很多人

的眼裡，我們所用的簡化字是

進步文化的代表，應該大加支

持，而二簡字只是一場鬧劇罷

了，理應強烈反對。而經過仔

細分析之後，我發現，所謂一

簡字二簡字，一丘之貉罷了。

由於人們從小習慣了簡化字，因此看待傳統漢字的觀點難免

顯得有些偏見，但二簡字的出現解決了這個難題，它和一簡字有

很多相通之處，是一簡字的翻版。我這裡並非簡單的翻舊賬，而

是想用類比的方法讓人們拋棄先入為主的習慣思維定式，體會一

下站在傳統漢字的立場上看到的真實的簡化字是個什麼樣子（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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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人看到我們的簡化字時就如同我們看到這些字一般）。

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用

事實證明了“簡化字只是暫時

的權宜之計”，漢字的最終道

路是“拼音化”。它也是為了

完成一簡字未竟的任務。同樣

有廣泛的基礎，受群眾們的歡

迎。在第一次簡化方案中沒有規律沒有系統的漢字在二簡字中反

而更系統，如“練煉柬諫-練煉柬諫- ”、“讓

壤嚷-讓壤嚷- ”、“長套-長套- ”、“療遼

僚燎-療遼僚燎- ”
①
，從這些字中我發現一個

規律：二簡字其實是一簡字的繼續，其本質是一樣的。

① 前面是傳統漢字，中間為簡化字，後面為二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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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找了很多資料後，我還發現，這些漢字的歷史也不會

短，很多字的來源仍然是民間俗字，以下是部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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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就有 （能） （要） （推） （身） （貌）等

字。

康熙字典中也有一

個“ （旁）”字。

還有很多也是來源於名家書法及普通手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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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從文字來源來看，一簡和二簡本是同根生。

另外從簡化方法上看這兩批簡化字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

很多二簡字中我就能找到一簡字的影子。總的來說，二簡字的簡

化方法主要仍可分為：1、採用古字，如“皃（貌）、厶（私）”；

2、更換形旁或聲旁，如“ （道）、 （壁）”等；3、保留

原字輪廓，如 （鼻）；4、省略部分，如“ （騰）”；5、

草書楷化，如“ （貿）、 （其）、 （尊）”；6、以簡

單的符號代替複雜的偏旁，如“ （罐）”；7、同音近音代

替及多字簡化為一字，如“令（齡）、合（盒）、丁（叮盯釘

靪）”；8、另造新字，如“ （矮）”。其實單從共時的角

度來看，有些形聲字和會意字其實簡化得並不差，很多相對於傳

統漢字（現用簡化字）來說還很符合六書原理，不得不佩服他們

對六書的駕馭能力。但縱使合理，也不能否定二簡字的荒謬性。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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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唯一的不同就是二簡字沒有大

量採用簡化偏旁。

不管從來源還是方法上來看，二簡字跟一簡字其實毫無二樣。

如果說民間俗字和草書可以作為簡化字合理性的證明的話，那二

簡字的根據絲毫不差，如果說簡化字可圈可點的話，那二簡字也

是毫不遜色，如果說簡化字提高了人們的書寫效率的話，二簡字

對書寫的幫助也是不可小覷的。但無論如何，這種改變無疑都是

對漢字的破壞。

看完二簡字再看一簡字,別有一番感覺。

雖然二簡字荒謬之極，可相比之下，二簡字的數量和規模比

一簡字要小得多，且已經廢除，其實它所造成的傷害還遠比不上

我們現在用的簡化字。

我們之所以看見二簡字很反感並不是因為它本身有多麼

荒謬，而只是因為先入為主的思想和習慣而已，其做個對比吧，

如果我們從小所學的是傳統漢字，那麼我們看一簡字則和現在看

二簡字一樣，若我們從小所學的是二簡字，那麼我們看一簡字則

和現在看繁體字一樣。例如我們平時經常看到諸如這樣的路牌：

，大部分人就看不慣，但如果我們從小就是學的

這個字又會如何呢？那看 字就猶如現在看“声”字，沒什

麼彆扭，看“餐”字也如現在看“聲”字，相對來說，“餐”就

成了繁體字，廢除 也就是恢復繁體字。我們在大罵二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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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也應當反思一下，我們所用的簡化字是否也是如此。若以

恢復傳統漢字為倒退，那廢除二簡恢復一簡字為何又不是倒退

呢？因為撥亂反正不是倒退。

下圖我作了一個直觀對比，上面一排為一簡字，下排為簡化

方法相同的二簡字。

假設二簡成功了，情況又會如何？當然跟現在基本沒什麼區

別，僅僅只是簡化字的數量增多了而已（反而更規律），我們仍

然會找一些諸如有根有據的俗字等理由出來以證明它的合理性。

可能你還會慶倖它沒有成功，但比它影響還大的簡化字已經

成功了，而且似乎很“得人心”。這種現象可以用一個詞語解釋：

成王敗寇。我們在為二簡字的結果感到幸運的同時也應該為一簡

字感到可惜。

有網友說：“如果二簡已經推行了幾十年，叫我換我也不換。

如果是幾十年來我們依然用傳統漢字。你叫我現在去簡化漢字，

我等也堅決反對。”我想這才是很多反對傳統漢字者內心真正的

源頭吧，所謂那一系列的原因或者根據也都源於此。文字具有穩

定性，可也造成了它深深的惰性。

其實，二簡的失敗已經表明漢字簡化方向錯誤，但是我們卻

沒有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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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費盡千辛萬苦才找到了能支持二簡字的字庫，然後把

它還原出來如下。（在很多二簡字後面我都附上典型的與之簡化

方法相當的簡化字，希望能夠對比一下，雖不全，但較有代表性）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日期】19771220

【标题】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作者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说明：一、草案为什么分两个表？

这是因为两个表所收简化字的流行情况不同。

第一表所收的简化字已在全国流行，可在出版物上先行试

用。

第二表所收的简化字有三种情况：（一）已在部分地区或

某个行业中流行。这类字占大多数。（二）有些字是从社会上流

行的几种不同简体中选用的，选用得是否合适，还需要讨论。这

类字占一小部分。（三）还有少数字，原字笔画较繁而又比较常

用，是我们根据群众简化汉字的方法拟订的。因此，第二表的简

化字，需要经过群众广泛讨论，提出修改、增补或者删除的意见。

二、草案一共收了多少简化字？

第一表收简化字１９３个（其中不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１

７２个，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２１个）；类推出来的简化字５

５个。以上两项合计，共２４８个。

第二表收简化字２６９个（其中不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２

４５个，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２４个）；此外，不能单独成字

的简化偏旁１６个。根据２４个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和１６个

不能单独成字的简化偏旁，类推出来的简化字３３６个。以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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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合计，共６０５个。

整个草案，共收简化字８５３个，简化偏旁６１个。

在精简汉字数量方面，草案精简了２６３个字。

三、草案中的类推字是在什么范围内类推简化的？

按说，一个偏旁简化了，所有包含这个偏旁的字都应

该同样简化。但是，考虑到汉字总数很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

死字、古字，现代汉语中已经不用，没有必要把所有可以类推的

字全部类推简化。因此，草案中的类推简化字，暂在４５００个

较常用字范围内类推简化。

四、还有哪些字急需简化？

这次简化以后，在４５００个较常用字中，超过十笔的还

有１３００字。其中使用频率较高而急需简化的字举例如下：

衡 醒 酷 增 横 题 篇 端 缩 豪 群 溪 御 融

蹄 赠 薪 操 额 醋 嫩 嗽 辣 撇 誓 舅 嗅 赖

罩 缴 慧 隔 谨 捷 滞 骡 纂 攥 撑 鳞 蹦 髓

此外，还有一些笔画不算多，但是难写难读或容易写错读

错的字，也需要在简化过程中求得解决。

这些字怎样简化，希望大家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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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表
不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

（172 个）
原字 简作

懊 㤇
袄（襖）

芭笆

粑} 巴

帮 邦

爆 
灯（燈）

蓖篦

蔽} 芘

弊 
毙（斃）

壁 

萹藊

稨} 扁

摒 屏

病 疒
广（廣）

播 抪

部 
卫（衛）

彩 采
采（採）

菜蔡 

餐 
医（醫）声

（聲）

舱 仓

藏 

衩扠}

杈汊}叉

撤 
彻（徹）

瞅 
证（證）

矗 
轰（轟）

葱 
吨（噸）

答 
肮（骯）

蛋 
后（後）

弹 
胆（膽）阶

（階）

蹈 

稻 

道 

殿 
杀（殺）壳

（殼）

叮盯

钉靪}丁

董 

懂 

短 

蹲 

燉 
（此字今沿

用）

贰 

愤 

孵 

伕 
家（傢）

富 

副 

秆竿 杆

钩 

罐 
观（觀）欢

（歡）

灌盥 

鳜 

裹 
里（裏）

薅 
迟（遲）

盒 

葫猢

蝴糊}胡
胡（鬍）

毁 

籍 笈
借（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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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钻（鑽）

豇 

酱 

跤 

椒 
胶（膠）

街 
宁（寧）

阱 

境 

镜 

韭 

①

酒 

橘 

②（至今沿
用）洁（潔）

镢 
惧（懼）

慷 

糠 
种（種）

靠 

款 

篮蓝 

澜滥 

谰 
烂（爛）栏

（欄）

懒 

缆 

磊 
聂（聶）

荔 
涩（澀）

璃 

量 
伤（傷）

潦 了

③了（瞭）

僚 

燎 
辽（遼）疗

（療）

寮寥 

廖 

磷 
邻（鄰）怜

（憐）

龄 

溜遛

熘馏}

掳 

慢 
价（價）

帽 

貌 

煤 
礼（禮）

幕 
帘（簾）

酿 
酿（釀）

虐 
疟（瘧）

漆 

歧 

器 
旧（舊）

谦 
迁（遷）纤

（縴）

潜 

歉 

墙 

勤 
邻（鄰）

渠 

嚷 

壤 
让（讓）

儒 
认（認）

赛 
晒（曬）

煽搧 

绱鞝 上
千（韆）

杓 勺

输 

爽 
齿（齒）伞

（傘）

私 
云（雲）

算 

泰 

檀 
坛（壇）

糖 
矿（礦）

①中药秦艽的艽仍读 jiāo ②中药桔梗的桔仍读 jié③潦草、潦倒的潦简作“了”，

用作“雨水大”义读 lào 时改用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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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长（長）

腾 
誊（謄）

停 

④

稳 
坟（墳）

舞 

稀 

熄 息

瞎 
吓（嚇）

镶 
让（讓）

橡 

萧 

鞋 
鸡（鷄）戏

（戲）

信 
这（這）

雄 
虽（雖）离

（離）

修 
条（條）

宣 
贮（貯）

癣 
痈（癰）选

（選）

靴 
鸡（鷄）戏

（戲）

雪 
电（電）

阎 

演 

耀曜 
跃（躍）

意 

臆 
忆（憶）亿

（億）

翼 

迎 
（没必要）

影 
讲（講）

臃 
拥（擁）

游 
优（優）犹

（猶）

愉 

遇 迂

⑤

预豫 
类（類）

圆 

原 

源 
远（遠）

缘 

赞 
潜（潛）

寨 

帐 

辙 
彻（徹）

整 

籽 

嘴 ⑥

座 

哔叽 毕几

枓栱 斗拱
秋千（鞦韆）

咔叽 卡几

蝌蚪 科斗

昆仑（崑崙）胡须

（鬍鬚）

朦胧

蒙眬

曚昽}

霹雳 辟历

蚯蚓 丘引

（2）可做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

④伶仃的仃仍读 dīng ⑤迂回的迂仍读 yū⑥咀嚼
的咀仍读 j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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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个）

原字 简作 类推

鼻  鼾-
奋（奮）夺（奪）寻（尋）粪

（糞）

察嚓  擦-

感  憾-

撼-

冀  骥-

具  俱-
贝（貝）

惧-

犋-

留  榴-
单（單）

瘤-

眉嵋  媚-
产（產）

蒙  蠓-
苎（苧）

面  缅-

囊囔  攮-

青  请-
专（專）

菁-

猜-

情-

清-

晴-

睛-

靖-

静-

精-

靛-

桑  搡-

嗓-

属  嘱-

瞩-

堂  螳-

易  剔-
杨（楊）

惕-

赐-

锡-

踢-

婴  缨-

学（學） 樱-

展辗  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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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填-
见（見）贝（貝）

慎-

滇-

镇-

颠-

直  值-

植-

殖-

置-

卒  啐-
杂（雜）

悴-

碎-

瘁-

粹-

翠-

醉-

尊  撙-
专（專）

第二表
第二表的简化字，按不同的简化方法可分为七类，第八类是

简化及可类推的简化字。

1、 同音归并字（72 个）

在现代汉语中不引起意义混淆的情况下，用笔画简单的同

音字，代替笔画较繁的字。例如以“发”代“髪”，以“范”代

“範”。也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音字，合并成一个字。这样，

既简化了字形，又精简了字数

原字 简

作

癍 斑
回（迴）

鞭 卞
叶（葉）

辩辨

辫} 
别（彆）

勃渤

脖饽}
系（系係繫）

簸 波
范（範）

澈 彻

蹙 促

戴 代

巅癫 
昆（崑）

凋碉

雕} 

①丑（醜）

陡 
斗（鬥）

嘟 都
当（噹）

锻 煅

墩礅

蹾撉}敦
面（麵）

1 雕刻的雕简作刁，老雕的雕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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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阀

垡} 伐

袱匐 伏

傅 付
划（劃）仆

（僕）扑

（撲）

擀 赶
冲（衝）

赣 干
干（乾幹榦）

捍 

寰 环

徽 

嫉 

捡 
折（摺）

嚼 

诫 
夸（誇）志

（誌）舍

（捨）

襟 
脏（臟髒）

飓 
台（颱）

筐框

眶诓

哐} 匡
复（復複）

镰 连
只（隻）发

（髪）

镣 

镏 

噜 
当（噹）

旅膂 

②

湄楣

鹛} 

蜜密 

藐 
后（後）

凝 

襻 

僻 
辟（闢）

拚 

柒 
筑（築）准

（準）

签 
松（鬆）

砂 
朱（硃）

墒 
淀（澱）

蒜 
团（糰）

霆庭 
云（雲）

童 
姜（薑）

豌 
曲（麯）咸

（鹹）

诿萎

痿} 委
致（緻）

慰 尉
御（禦）制

造（製）

鑫 欣

胸 匈
表（錶）困

（睏）

渲 

③宁（寧）

檐 

颜 
蔑（衊）

赢 

榨 
涂（塗）

蘸 
获（獲穫）

饥（飢饑）

骤 

谘 
（现在用）

采（採）

鬃 

遵 
回（迴）

叮呤 叮当（叮噹） 哆嗦

②旅的右旁容易写错，膂本作吕，象脊梁骨之形

③渲染的渲和宣合并简作，以免同演-相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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吩咐

疙瘩

圪垯

纥繨}

鬎鬁
胡须（鬍鬚）

阑尾

嘹亮
了解（瞭解）

蹓跶

罗嗦

噜苏}

柠檬

磅礴

昆仑（崑崙）

彷徨

徬徨}

蜻蜓
秋千（鞦韆）

舢舨

鹦鹉

2、 形声字（115 个）

汉字中绝大部分是形声字，例如“忠”字的“心”称为“形

旁” ，是表示字义的；“中”称为“声旁”，是表示字音的。运

用“形声”结构来简化，有下列几种情况：原字的形旁、声旁笔

画太繁，改用笔画较简的形体；原字声旁表音不准，改用表音较

准的常用字作声旁。原字本来不是形声字而笔画较繁，改用笔画

较简的新形声字。

澳 

①

霸 
宪（憲）

瓣 

曝暴 
坝（壩）

瀑浦 
补（補）朴

（樸）

鄙 

避 

簿 
牺（犧）

锄 

储贮 

②础（礎）

戳 

诞 

捣 
阶（階）

雕 

蝶 

③

蠹 
蚕（蠶）

翻 
护（護）

繁 

逢 
（恳）懇垦

（墾）沪

（滬）

缝 

敷 

敢 

焊 
赶（趕）

壑 
窃（竊）

激 
歼（殲）识

（識）窍

（竅）

稽嵇 

①肥沃的沃仍读 wó ②贮藏的贮原读 zhù，现在一般读 chǔ，故与

同义词储同简作③仿跌迭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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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虾（蝦）

简 

健 

键 
舰（艦）

耩 

剿 
胶（膠）

警儆 
惊（驚）矾

（礬）

厩 

厥 

裤 

篱 

犁 

痢 
购（購）

砾 

律 
衬（襯）

率 
毕（畢）华

（華）

聊 

蔑篾 

螟 

蘑 
么（麼）

腻 

蔫 

孽蘖 

藕 

④

遣 

谴 
迁（遷）

锹 

瞧 

瘸 
块（塊）

瓤 

攘 
让（讓）

孺 

蠕 

辱 
岂（豈）

褥 
认（認）

撒 

膻 
毡（氊）

擅 
灿（燦）

剩 
胜（勝）

蔬薯 

霜 

肆 

穗繐 

艇 
厅（廳）

臀 

⑤

瘟 
酝（醞）

膝 

隙 

辖 

暇 

霞 
虾（蝦）

厦 

掀 

锨 

嫌 

⑥

像 

携 
协（協）

堰 

摇 

谣 

遥 

遗 

姨 

椅 

屹 
墾（墾）

癔 
忆（憶）

毅 
历（歷曆）

疑 
拟（擬）

鹰 

庸 
痈（癰）

④仿讴怄欧等字 ③仿跌迭等字 ④仿讴

怄欧等字 ⑤仿尾屁等字，屯作声旁

⑥嫌是贬义字，故女旁改为竖心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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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审（審）

舆 
与（與）

愚 

隅 

辕 

猿 
园（園）远

（遠）

愿 

越 

熨 
运（運）

遭 

糟 

澡 

渣 

铡 

⑦

绽 

涨胀 
吨（噸）挂

（掛）

蒸 

踵 
种（種）肿

（腫）

赚 

撞 
桩（樁）

3、 特征字（32 个）

用原字的特征部分来代替原字，这样，既减少了笔画，又容

易辨认。有一部分汉字的结构，描写起来很费劲，不便称说，例

如，“候”字简化为“”（为上“工”，下“矢”），便于称说，

易学易记。

插锸

臿} 

得 
隶（隸）兽

（獸）

德 
币（幣）

费 

①

蜂峰

烽锋}

鼓臌 
亏（虧）显

（顯）启

（啟）

滚衮

磙} 

侯候 

既 
号（號）务

（務）

疆缰 

解 
习（習）

浸 

侵 
妇（婦）扫

（掃）

鞠掬 

垒儡 
垒（壘）

漏 

没 

②

墓 
齐（齊）

脑瑙

碯堖}

能 
乡（鄉）

攀 

缺 

然 
浊（濁）点

（點）

弱 
竞（競）

熟 
盘（盤）

⑦元素仍读 gá ①弗许的弗仍读 fú②没与设形近，“没有”、“设

有”易混，需要区别。古兵器的殳仍读 shū



201

数 

酸痠 

滕藤 
誊（謄）

微 

涡蜗

窝莴}

象 
业（業）

旋漩 
4、 轮廓字（23 个）

保留原字的轮廓，省略其中部分笔画。用这个方法简化的

字，与原字形体相近。例如“叟臾舀毁”分别简作“”，

“臼”改“曰”，虽只减两笔，但好写多了。
蠢 

篡 

等 
时（時）虑

（慮）虏

（虜）

鬼 

魔 

磨 

摩 
压（壓）

阔 

旁 

鼠 

叟 

臾 

舀 

隋随 
随（隨）堕

（墮）

犀 
寻（尋）

喜 
爱（愛）

雨 

舟 

角 

耳 

南 

墒 

皿 

血 

5、 草书楷化字（16 个）

把行草书改成草书的形式，可以减少较多的笔画。

弟第 

涕嚏 

亥 
东（東）

柬 
练（練）

阑斓 
练（練）

贸 
兴（興）学

（學）

照 
应（應）

票 

要 
尧（堯）乐

（樂）

其 
页（頁）

夏 

身 
为（為）买

（買）

事 
头（頭）尽

（盡）

高 
书（書）

薛 
帅（帥）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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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会意字（6个）

用几个常用字（或偏旁）构成一个字，表示一个意思。例

如“”是“寡”的古体，“一人为寡”。

矮 
体（體）尘（塵）

寡 
众（眾）双（雙）

集 
从（從）

家 
队（隊）

聚 
众（眾）

燃 
灭（滅）

7、 符号字（5个）

把原字笔画繁难的部分，用简单的笔画（或字）代替。这

些笔画（或字）在这类简化字中仅仅作为符号，不起表音表意的

作用。

割

①

奥


岗（崗）

粤



韩



魏


礼（禮）

8、 简化偏旁

（1）、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24 个）

24 个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均见第二表前七类），及可

类推简化的字一并列表如下。

原字 简作 类推

敢  

既  

鬼  





旁  





喜  

叟  

舀  

皿  











①删刈、刈除的刈仍读 y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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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商  

南  

耳  



















角  



舟  









雨  











弟  



高  





亥  

东（東） 



柬  

票  



要  

其  

页（頁）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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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2）不能单独成字的简化偏旁（16 个）

16 个不能单独成字的简化偏旁（其中“爿”、“豸”单用时保留

原字；“厥”作单字用时简作“”；“阑”作单字用时简作“”，
“阑尾”简作“兰尾”），及可类推简化的字一并列表如下。

爿 丬 状（狀）

豸 犭 
猫（貓）

厥  

阑 兰 兰（蘭）

廴 辶 





衤 礻 













  
车（車）



尞 了 
辽（遼）

尃  
专（專）



啇  



臽  



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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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魚）





















  

  
将（將）

  





關於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材料（一)

一、《人民日報》專稿

【 日 期 】19860928

【 標 題 】國務院發出通知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使用簡化

字以《簡化字總表》為准，《總表》將重行發表

【 作 者 】新華社

（新華社北京９月２７日電）國務院最近發出通知，同

意並轉發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關於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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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草案）〉和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現象的請示》，決定從現在

起停止使用《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並強調對漢字的

簡化應持謹慎態度，使漢字形體在一個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以

利於社會應用。

國務院的通知指出，當前社會上濫用傳統漢字，亂造簡化

字，隨便寫錯別字，這種用字混亂現象，應引起高度重視。國務

院責成國家語委儘快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訂各方面用字管理辦

法，逐步消除社會用字混亂的不正常現象。

國家語委在給國務院的請示中說，收在１９６４年原中國

文字改革委員會編印的《簡化字總表》的兩千二百多個簡化字需

要充分消化和鞏固。考慮到漢字形體在一時期內需要保持相對穩

定，對社會應用和糾正當前社會用字混亂現象較為有利，經過反

復研究，建議將《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予以廢除，今

後使用簡化字，一律以《簡化字總表》為准。《簡化字總表》將

由國家語委重行發表。

針對當前社會上濫用傳統漢字和亂造簡化字比較嚴重的

現象，以及使用中文拼音也存在不準確的問題，國家語委在請示

中還對社會用字作出了如下規定：翻印和整理出版古籍，可以使

用傳統漢字；姓氏用字可以使用被淘汰的異體字。除上述情況及

某些特殊需要者外，其他方面應當嚴格遵循文字的規範，不能隨

便使用被簡化了的傳統漢字和被淘汰的異體字，也不能使用不規

範的簡化字。

二、國務院批轉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關於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和糾正社會用字混

亂現象的請示》的通知

（ 1986 年 6 月 24 日）

國務院同意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關於廢止＜第二次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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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簡化方案(草案)＞和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現象的請示》，現轉發

給你們，請貫徹執行。

1977 年 12 月 20 日發表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

自本通知下達之日起停止使用。今後，對漢字的簡化應持謹慎態

度，使漢字的形體在一個時期內保持相對的穩定，以利於社會應

用。當前社會上濫用傳統漢字，亂造簡化字，隨便寫錯別字，這

種用字混亂現象，應引起高度重視。國務院責成國家語言文字工

作委員會儘快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訂各方面用字管理辦法，逐

步消除社會用字混亂的不正常現象。為便利人們正確使用簡化

字，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及其他有關報刊重新發表

《簡化字總表》。

三、關於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和糾正社會用字

混亂現象的請示

國務院：

在今年 1月召開的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與會同志對

《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長期未作定論和當前社會用字的

嚴重混亂現象，提出了批評和建議。要求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

會儘快加以解決。現將有關問題請示如下：

一、由原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擬訂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

(草案)》，經國務院批准，於 1977 年 12 月 20 日在中央和省、

自治區、直轄市一級報紙上發表，在全國徵求意見，其中第一表

的簡化字在出版物上試用。1978 年 4 月和 7月，原教育部和中

宣部分別發出通知，在課本、教科書和報紙、刊物、圖書等方面

停止試用第一表的簡化字。但是，這個草案並未廢止。幾年來，

原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採取各種方式廣泛徵求各方面人士的意

見，並對這個草案進行了多次修訂。但在這個過程中，無論社會

上或學術界，對要不要正式公佈、使用這批新簡化字，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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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不同的意見。

我們認為，1956 年公佈的《漢字簡化方案》和 1964 年編印

的《簡化字總表》中的簡化字已經使用多年，但有些字至今仍不

能被人們準確使用，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消化和鞏固。同時考

慮到漢字形體在一個時期內需要保持相對的穩定，這對社會應用

和糾正當前社會用字的混亂現象較為有利。此外，當前規模最大

的《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中國大百科全書》以及

其它多卷本工具書已經或即將出版；電子電腦的漢字形檔已採用

固定掩膜體晶片存儲，如現在再增加新簡化字，將會造成人力、

財力、物力上的巨大浪費。因此，我們建議國務院批准廢止《第

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

二、當前，社會上濫用傳統漢字和亂造簡化字的現象比較嚴

重，使用中文拼音也有許多不準確的地方，已經引起國內外各方

面人士的關注，紛紛提出批評意見。萬里同志在全國語言文字工

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這種現象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並採

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以干預和糾正。"為此，我們建議對社會

用字作如下規定：翻印和整理出版古籍，可以使用傳統漢字；姓

氏用字可以使用被淘汰的異體字。除上述情況及某些特殊需要者

外，其他方面應當嚴格遵循文字的規範，使用規範漢字，不能隨

便使用被簡化了的傳統漢字和被淘汰的異體字，也不能使用不規

範的簡化字。使用規範的簡化字以 1964 年編印的《簡化字總表》

為准。具體要求如下：

1．報紙、雜誌、圖書、大中小學教材應嚴格使用規範漢字；

2．電影電視的片名、演員職員表和說明字幕要使用規範漢

字；

3．檔、佈告、通知、標語以及商標、廣告、招牌、路名牌、

站名牌、街道胡同名牌等要使用規範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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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漢字資訊處理要使用規範漢字；

5．提倡書法家書寫規範的簡化字；

6．凡使用中文拼音，拼寫應當準確。

我們擬根據以上要求，會同有關部門分別制訂各方面用字管

理辦法。

以上請示當否，請批示。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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닄꒻론 ꓥ꙲ꛦ듚
在五十年代漢字改革的同時,還有另一場文字領域的重要改

革：文字行款。文字行款也就是文字書寫的方向。漢字為方塊文

字，按道理來說無論從哪個方向寫都可以，這種現象在世界所有

文字中都是極為罕見的，但事實上在文字行款裡面往往還凝結著

傳統文化和習慣。

不同的文字在歷

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

成了不同的行款，或橫

或豎，或左行或右行
①
，

漢字在歷史上一直都

是直排書寫從右至左

（如左圖），我們在某

些影視劇中屢次見到

的橫排從右至左實質

只出現在空間不足的

情況下，如橫批和匾額。這種直

排至左行款的形成有其科學依據，並非隨意產生，它是由漢字初

期的書寫材料決定的。在甲骨文中，文字排列既有橫排也有豎排，

既有從左至右的也有從右至左的，這個時候漢字行款未定，只是

直排占多數，而到了金文中就只有直排向左一種了。由於人們日

常生活中常用竹簡，對於竹簡來說當然是豎著編製比較方便，而

一般人是左手握簡右手握筆，因此換行就變成從右至左了。後來

雖然發明了紙張，但這種書寫習慣沒能改變，並一直延續了幾千

① 暫時不清楚有沒有自下而上的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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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了二十世紀初，由於西方文化的入侵（西方文字只能橫排），

橫排漸漸進入我國，並第一次出版了橫排的中文書，可這未能撼

動直排文字的地位，直到今天，臺灣地區書籍報紙仍然以豎排為

主，只有在豎排不便的領域才使用橫排。但是在大陸到了 1956

年，延續幾千年的豎排卻被一紙公文廢了。一九五五年 1月 1

日 《光明日報》首先實現橫排，一九五六年 1月 1日 《人

民日報》和地方報紙一律改為橫排，一切是那麼的突然，人們突

然就發現我們的報紙一下子變樣了，不久之後一般的出版物也都

改為橫排，豎排只保留在古籍、部分高校教材、碑文、某些歡迎

標語（如圖）及對聯領域了。在 1955 年 1 月 1 日《光明日報》

有一篇文章《為本報改為橫排告讀者》這樣說道“我們認為現代

中國報刊書籍的排版方式，應該跟著現代文化的發展和它的需要

而改變，應該跟著人們生活習慣的改變而改變。中國文字的橫排

橫寫，是發展趨勢”著名學者郭沫若、胡愈之也很快撰文指出文

字橫排的科學性，稱人的兩個眼睛是橫的，眼睛視線橫看比豎看

要寬，閱讀時眼和頭部轉動較小，自然省力，不易疲勞，而且與

外國公式人名排寫也比較方便，同時還可以提高紙張的利用率。

對於以上這些觀點，我還是有幾點疑問。“排版方式應該跟

著現代文化的發展和它的需要而改變”，這其中把西方文化和現

代文化混同，他們認為西化才是現代文化發展的方向，不但行款

要與國際接軌，文字也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方向。而實際上這

只是中西文化的差別罷了“應該跟著人們生活習慣的改變而改

變”，事實是：人們所習慣的一直都是豎排；“中國文字的橫排

橫寫，是發展趨勢” 顯然，與西方交流的確是發展趨勢，我們

兼用橫排也的確是大勢所趨，但這並不能說明我們就必須拋棄傳

統豎排不用而全盤改為橫排。

至於郭沫若、胡愈之先生所說的科學性的問題，猛一想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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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但仔細琢磨發現道理遠沒這麼簡單：眼睛是橫著長的，從

理論上來說豎著掃過的面積要比橫著掃過的面積要大，應該說與

橫排比較而言可以一目十行，對於漢語白話文更是如此；而且直

排文字與書脊平行，一行文字處於一個平面上，而不像橫排書那

樣每行字還有一定的弧度，從這個角度來看豎排更省眼力，在站

立單手握書時更是如此！而對於寫字而言由於運筆方法的緣故

在寫行草時豎排寫起來更方便。

我不是為了證明哪個更優越，而是為了說明橫排豎排其實是

利弊相當的。而影響閱讀速度最大的因素則是習慣和傳統，對於

一個同時習慣橫排和豎排的人來說，看橫排和豎排的速度和所耗

的目力其實是沒什麼差別的，在傳統習慣面前這些科學分析只能

說是蒼白無力了。而且橫豎兼可還可以使得排版更自由。所以不

要因為自己的不習慣就說豎排如何如何不好，其實它們沒什麼本

質差別。

有很多人認為橫排豎排無足輕重，只是形式的問題，跟傳統

文化沒什麼關係，我們把它想得太簡單了。事實證明看慣了橫排

的人看豎排是有很大問題的，閱讀幾排基本都會串列，很少有人

能鎮定地看完一段，甚至完全沒法看。人們說豎排會影響人們看

書的效率也基於此。所以說，豎排全改為橫排最大的危害不在於

橫排本身，而在於它的一種影響：看不慣豎排。
①

既然如此，一般人聽到豎排則會避而遠之。而我國的古籍全

部為豎排，且在普通出版物改橫排之後新印古籍也仍舊保持著豎

排的格式。同繁簡字一樣，漢字行款也形成了雙軌分行的模式，

普通人從未適應豎排，對這些書當然是有隔閡的，其影響甚至比

繁簡字還要來得更為直接，很多人只瞄一眼就放棄了看下去的打

① 甚至有人不知道豎排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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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這對傳統文化也是不可估量的損失。

除此之外，全橫排有時候也會使我們排版自由受

到影響，如上圖這種版面用豎排就更為合理靈活舒

服，大陸報紙存在很多這方面的問題。還有諸如容器的側面說明

文字用豎排就更方便，但有人偏偏就用橫排，要麼就得轉著看要

麼還得側過來，甚至書脊上的字都要橫寫，以上這些就不是傳統

不傳統的問題了，這是方便不方便的問題。另外，大陸的直排文

字還存在換行方向混亂的問題，豎排從左至右隨處可見，而從右

至左又必須保留，造成了嚴重混亂，必須統一為傳統的自右向左

換行為佳
①
。

隨著國際交流的日益增強以及電腦和其他科學公式的傳入，

若要像古代那樣固守豎排傳統而反對橫排當然太過保守，是不利

於社會發展的，但是是否就應該全部改為橫排呢？事實證明即使

為了國際交流的方便，我們也不必要將所有一般出版物完全改為

橫排，我們的這種做法實在有點一刀切，過於拋棄傳統，人為把

① 自左向右沒有任何傳統基礎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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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排變成了“古代”，當初

我們之所以這麼做當初是為

漢字拼音化做準備，拼音文

字只能橫寫，而為了作鋪墊

我們必須首先使漢字也實現

橫排。行款自由本是漢字的

優勢，如今卻變成缺點，西

方文字只能橫排本來是個缺

陷，卻由於其文化強勢而演

變為優勢了。像臺灣、日本

的做法就很可取：一般出版

物以及國文歷史書都是豎

排，在豎排不便的領域就用

橫排，如科學性書籍、電腦、

互聯網等領域
①
，而在傳統出

版物和報紙上仍然保持豎

排，二者並不矛盾，這樣做

使得民眾對兩種行款都能習慣，不但排版自由而且既能接受西方

文化又兼顧傳統，不會引起人們讀豎排書籍的陌生感，而且可以

最大限度地發揮漢字的優勢。何樂而不為呢？對這些現象可以這

樣總結：豎排到橫豎兼有是中西兼容的進步，且可體現漢字的優

點；堅持只使用豎排，是固守老套的保守；而全部改用橫排則

是脫離傳統的激進。

（圖為臺灣地區報紙和國文教科書的版面）

① 不過若漢字只能豎排，在電腦上也不是不可能，只要程序員有心，將窗

口順時針旋轉九十度文字逆時針旋轉九十度即可，頁面滾輪的方向也可以

調整，不過這僅僅只是設想，現在就顯得沒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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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文字行款改革

和文字改革在原因上有

很大的聯繫性，但二者

其實本就是完全不同的

兩回事，在專門分析時

不要把二者混雜，也不

要形成“橫排簡體、豎

排繁體”的固有印象，

繁體橫排很常見，簡體

也可以豎排。

有人同樣會以倒退

為由反對豎排，使用一

下便被冠以復古之名。

由於我們我們廢除豎

排，豎排只用於印刷古

籍，因此人們便形成了

古書才是豎排的固定

印象，而豎排等同古書

嗎？當然不是。豎排只

是一種排版方式而已，

中文書不管是何內容

（不光是古籍）都是橫

豎皆可，豎排也可以圖

文並茂，也可以清新脫

俗（參見臺灣幼稚園啟

蒙書籍）。西方文字自古就是橫排，當然他們的古書也是橫排，

那是否可以說我們用橫排是復西方的古呢？其實古籍發展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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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在於橫豎的變化，而在於印刷的精緻、裝幀的精美、排版

的美觀
①
。橫豎並非古今之別，而是中西之別，在中國，豎排是

傳統，在西方，橫排同樣是傳統（同時也是由其文字決定的），

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現代的先進發明，只是由於他們的文化和科技

優勢（如電腦、其他科技）才風靡世界，對此我們必須作出讓步，

可幸我們的優勢是文字行款自由，我們完全可以兼容西方科技和

中國傳統，即：我們可以在使用橫排的同時保留豎排，而不是全

盤改版。說到底文字行款只是習慣問題，只要習慣甭管橫豎都是

一樣的，根本不會有古今之別，也沒有什麼落後先進之分，更沒

有發展進步之說，至於行款的發展方向之說更是荒謬之極。

說橫豎排不矛盾，是因為二者一看便知，完全不會引起閱讀

的混亂，而世界上還有一種文字的行款也是與世界大部分文字不

同的，那就是阿拉伯文。阿拉伯文是橫排從右至左，這與西方文

字是毫不相容的，至於是否應該改革，這就不是我們要考慮的事

情了。

相對于傳統漢字而言，行款影響雖然很大但彌補起來並不

難，習慣豎排可謂相當容易，就像我們適應一部新手機一樣簡單，

對於小孩子尤其如此，記得小時候排黑板報和手抄報都是橫豎自

由的，可見那時習慣還未定型。只要將小學高年級的歷史和語文

教材（低年級由於有中文拼音不便）改為豎排即可，不出一個月

人們便都會習慣了，只要人們習慣了，報紙的某些版面就可以用

豎排，普通出版物也隨個人喜好而決定了，純中文書當然橫豎兼

可，根本就不需要什麼代價。我們不是復古，不是排斥橫排的全

面恢復豎排，只是容許豎排，目的很簡單，為了讓人們在習慣橫

排的同時也能習慣豎排。

①對比一下臺灣現今的豎排書和古籍就能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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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轉為豎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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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同文，即書寫相同的文字。我國是擁有豐富文字文獻記載

的文明古國，歷史上文明幾度險遭毀滅，能走到今天實屬不易。

自秦始皇“書同文”之後到漢字簡化運動之前，縱使政治版圖屢

經分裂，文字卻始終統一。因此對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度來說，書

同文就顯得尤為重要。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漢字是維繫漢民族及

華夏後裔和漢文化的紐帶
①
”。漢字對維持祖國統一有著極為重要

的作用。相比之下歐洲則由於拉丁文消亡而分裂。這種大一統的

局面是很難得的，而且漢字還傳入朝鮮、韓國和日本，形成一個

漢字文化圈，雖然語言不同但卻可筆談，可是近代由於中國的落

後和西方的入侵，漢字的影響範圍越來越小，朝鮮廢除漢字，韓

國和日本限制漢字，在中國本土漢字自上世紀五十年代過後卻走

向分裂，漢字文化圈近乎解體，“華夏書同文”不復存在。這令

我想起內外蒙古的教訓，內蒙古的蒙古族使用的是傳統蒙古字

母，而外蒙古由於受俄羅斯的影響採用斯拉夫字母，兩者雖語言

相當，卻形同陌路。

港澳被占幾百年，臺灣也一度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海外華人

也不斷受到西方文化的同化。漢字仍屹立不倒，可見其生命力之

強大，相反古代很多外族採用漢文，而其自己創造的文字卻已無

人能識，文化也無從繼承。可以這樣說，對於一個民族而言文化

認同比政治經濟更為重要，在文化認同之中，文字又是最基礎的。

經濟破壞猶可補，文化損失孰能估？

我們應當感到慶倖。雖然在作為中華主體的大陸，漢字遭遇

滅頂之災，而在港澳臺，古老的漢字卻被完好保存下來，並繼續

煥發出勃勃生機，更增一種“時髦”之感。港澳臺用實踐證明了，

傳統漢字的存在絲毫沒有阻礙他們的發展。我不禁懷疑，到底是

① 簡化字利弊章“造成文字分裂”也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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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去中國化”？

造成漢字分裂局面的罪魁禍首主要有三
①

1、大陸進行的新舊字形調整；

2、兩岸整理異體字的取捨不同；

3、大陸的漢字簡化運動。

其中異體字是一個字的不同字形選擇問題，屬不同政府對漢

字整理的正常差異，如大陸選“泪”，臺灣選“淚”。

字形調整兩岸也有著不同態度，大陸是不管何字形一律從簡

從俗而不管字形的淵源，而臺灣則使混用已久的部件重新區分開

來。

主要有：

把“月”和“肉”的偏旁分流，“月”裡面為兩橫，如“期、

明”，“肉”改稱“冫”，稱為提肉旁，如“胖、胃”；

“舌”和“括刮”等的右旁分化，“括刮”這些字的右旁本

來為 kuo，後訛變與“舌”相混。臺灣將表示舌頭的“舌”第

①香港未對漢字進行大規模的整理，總的來說與臺灣只有少數異體字

的選擇有差異，如“裏”，臺灣用“裡”。這都屬於正常差異，也不會造成

交流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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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筆恢復為橫，如“舔舐舍甜”
①
；其中大陸只有“舍”

同；“壬壬”分流，在“庭廷”等字中的“壬”本讀 ting3，而

“任壬”中“壬”為 ren2，臺灣便將“壬”的第一筆恢復為橫，

如“任壬”，“呈聖望”中本來為“壬”，大陸卻將它

調整為“王”，所以對應關係就比較複雜了。雖說此種做法的必

要性值得懷疑，但至少表明臺灣的態度是比較審慎的。

字形的調整其實問

題也不算太大。

造成兩地漢字差別

最主要的原因則是簡化

運動。在兩岸漢字常用

字中：相同的 41%；相

似的 24%（“拔呈醜次低

巨兌差呂象敖溫換奧

滾荊育寺”等）不同 35%

（簡繁、異體），一大部

分的漢字兩岸都不同，

在印刷領域，兩岸的差

異還是不容小覷。

其實在臺灣也不是

沒有進行簡化字運動，

在繼 1935 民國政府公

① 之所以說恢復，是因為原本“舌”第一筆就為橫，後來受手寫體影響變

為撇。下述“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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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簡化字總表，1952 年蔣介石再度提出漢字簡化，又遭到反對，

因此再次延遲，幾年後簡化字運動被大陸捷足先登，因此就放棄

了簡化漢字的打算。只對漢字進行整理，與我們從俗從簡的觀念

截然不同的是，他們整理字形的基本精神是比較注重依據中國文

字的歷史傳統，不是他們保守，而是我們太過激進。但是漢字難

寫的矛盾仍然存在，經過二十多年的觀察、對照和反思，1980

年教育部默默推出了《標準行書範本》（上頁圖），其中採用的都

是行書草書，也包括很多簡化字，有五百多個和大陸一樣，很多

與大陸相似，有些甚至比我們還簡，而且還有一些類似于二簡字

的手寫體如： （欺堂焦碎）。這些俗體字都是

歷史上早已存在的，他們將其作為小學高年級的書寫用字，與原

有正體字進行比照。但這僅僅只是非正式的手寫體而已，毫無代

替正式漢字之意，在印刷領域，臺灣基本延續傳統漢字，只對個

別的加以調整和整理，臺灣民眾閱讀的仍然是正體漢字，只是書

寫時可以使用俗體，二者並行不悖、互不妨礙。這就是“識正書

簡”，這種文字政策，可以算得上慎重了。

其實識正書簡是解決漢字繁難最好的辦法，有人說這個根本

不可行，要學習兩套文字何其難也！其實遠遠沒有我們想想的那

麼困難，只有少數採用俗字的需要重新記憶，大部分都是採用的

行書或草書，形體極為相近，只是正常的手寫變形而已，但寫起

來自然而然就學會了，根本就不需要另外記憶。而且這種“識正

書簡”的現象在古代早就存在，在臺

灣也已經實現。所以在維持漢字印刷

體字形穩定的情況下容許手寫體草

化以及部分俗字，既不耽誤他們認識

傳統漢字，也可以擺脫漢字難寫的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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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還鍛煉了人們的書法水準，又不用大規模變動印刷體，以免

造成文化割裂，可謂一舉四得四全其美，何樂而不為呢？《標準

行書範本》是個很好的實踐例子。

很多人在看了臺灣人寫字後驚奇地發現他們所寫的很多字

都是簡化字，然後極其自信地以為簡化字就要一統兩岸了。這僅

僅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是不瞭解臺灣的具體情況所致。如果

你跟他們說要廢除正體漢字而全部採用手寫簡體作為正式文字，

我相信臺灣民眾是不會同意的。

曾經在一本書上看到過一段話。我以為特別有理，這裡直接

引用：

“漢字其實根本不需要實行簡化運動，只要接受簡化字作

為書寫體，正式出版物保留傳統漢字，對國家、對民眾、對歷

史、對文化傳承和書法的發展，都非常有利而少有弊端……民

間俗體字本來就是歷史上中國人民的創造，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部

分，應該批判地繼承。但是簡化運動，不顧文字發展的規律，強

制廢止傳統漢字，將非正式的民間俗體升格為正式字體，勞民傷

財，割斷了歷史，攪亂了文化秩序，造成了歷史斷層。”精闢論

述了我們應當採取的對文字的態度。

有人說，國共都進行過簡化字運動，我們成功了，他們失敗

了。而在我看來，結果正好相反。他們早已實現了識正書簡，既

方便了書寫，也不會破壞漢字，更沒有割裂文獻傳承。而我們……

由於長期的政治封鎖和文字文化差異，兩岸三地走上了完全

不同的發展道路，從而形成了嚴重的隔閡。改革開放以來，這種

封鎖被打破，我們與港台交流也漸漸變得頻繁，但文字異形卻造

成的諸多交流困難，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對於一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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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而言，不管經濟政治有何種差異，語言文字的認同是最起碼的，

而且文字是造成文化隔閡的主要原因，港臺並不屬於統一政府，

但文化上卻具有相當的認同感，稱呼用詞很多也很相似，不能不

說有種無形的向心力。無論如何，我們決不允許這種分裂的狀況

“一國兩字”長期持續下去，不僅是兩岸書同文，而且在大陸同

樣要書同文，即不再實行繁簡雙軌運行，香港臺灣的微殊也應統

一，還還應該對漢字進行定音、定序，部首、簡稱、詞語、翻譯

都應統一，要做到一詞同字，並統一國語
①
。甚至有可能的話還

要聯繫漢字文化圈的日韓，以重樹漢字文化圈的威信。儘管造成

兩岸隔離的原因非常複雜，文字僅僅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但為

促進兩岸交流和加快統一進程，書同文是必經之路。兩岸若統一

了，文字方面則必須統一。隨著漢語漢字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

也為了漢語漢字能夠更廣泛地傳播，也應加快書同文進程。若是

一拖再拖，怕是問題會更加嚴重，兩岸文字統一大業已經迫在眉

睫了。

文字統一是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事，我們必須認真對

待，並不是像某些人諷刺的把它當做 “無聊”之舉。我們一定

要拋棄習慣思維，拋棄政治成見，千萬不要將它提到政治的高度，

將簡單的文化問題政治化
②
，澄清歷史，為漢字討回公道。我們

必須用純學術的觀點來重新審視這場改革，理性思考具體分析，

然後提出一個漢字統一的方案（兼顧兩岸）。

我們需要成立一個專門的“兩岸文字統一委員會”機構全

權負責此項關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希望兩岸書同文能夠

① 即統一通用語，同時當然也要保留方言。
② 雖然簡化字在推行時的確有政治因素，但在實施書同文時切不可政治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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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日提上日程，早日結束五十多年來漢字分裂的歷史，在繼承傳

統文化的同時促進漢字在世界的傳播，並喚醒人們對遺失多年的

其他眾多傳統文化的重新認知。

在實施之前，我們需要做的是思想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破

除人們的習慣性思維。這又回到了本書最開始的問題了，這個問

題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人們所認可的只是他一直習慣的字形，而與該字的繁簡

無關。如“高、書”“前、後”二字筆畫其實是一樣的，“車-

藏、門-餐、龍-攀、沖-覆、魚-壤”，後者都要比前者筆畫多得

多，但我們不習慣的仍然是我們未從小接觸的字形，“雖雄”“虽

厷”两组字，就概念來說前組是繁體字後組是簡體字，其簡化方

法相同，但人們認可的是前組的第二個字和後組的第一個字，分

析“电-電、云-雲、彐-雪”、“拣-揀、 -柬”也是如此。這

就顯然是習慣問題了。

二、人們所看不慣的部件其實在我們很多熟悉的字中也存

在。如：“復-覆、專-惠、無-舞、書-律、兒-倪、華-垂、圖-

鄙、長-套、僅-勤、聽-德、禮-醴、燈-瞪、練-諫、燭-鐲、禮-

澧、遼-瞭、撲-蹼、腦-瑙、獵-鬣、據-遽、歡-獾、還-寰、麗-

麓、師-薛、狀-寐”，我們依然會看不慣前者，但這與漢字結構

毫無關係。

破除人們習慣思維之後，我們有必要提出一個可行方案。

在這之前，我們的電子設備要首先實現兼容，手機顯示和輸

入法等都要支持兩種字形，而且在搜索時也是如此，如在電腦搜

索欄輸入“中国”或“中國”與之配對的都是“中国/中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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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這些應該不成問題。

我們先把兩岸字形差異分為兩類：繁簡差異、異體及新舊字

形（還有詞語使用的差異）。前者是我們自身的遺留問題，後者

是兩岸三地共同的問題。我們必須先解決好簡化字問題，然後再

將三方其他相異字形進行對比。

其中，簡化字問題是最主要的。重歸正途，在正式文字領域

恢復傳統漢字是極有必要的。當然也不是一字不落的恢復，少數

合理的簡化字雖然也破壞了漢字的傳承性，但可以適當保留。這

些簡化字的評判標準是：

原字無明顯理據性而新字沒有破壞理據性或增強理據性

的；

原字無合理結構而新字沒有破壞結構性或增強結構性的；

原字無明顯系統性而新字沒有破壞系統性或增強系統性

的；

原字比較複雜且沒什麼理據性，而新字筆畫又減少了許多

的。

一般來說大部分符號代替和草書楷化字都應該恢復，採用古

字、省略部分和替換聲旁合理的可以保留，保留輪廓和另造新字

的如果原字比較複雜則可取。至於同音近音替代，則基本都應恢

復。

在手寫體中則可以保留大部分簡化字作為非正式書體繼續

存在，但我們也必須對它進行規範，制定基本標準。

恢復傳統漢字，只是一種文化的回歸，不會也不可能造成社

會經濟的任何倒退，反而會讓我們得到更多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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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即使簡化字的弊端再大，但恢復傳統漢字的難度還是

相當大，一者文字的使用已經滲透到了各個領域，二者使用文字

的人數也是相當龐大，三是這些人都已經習慣於簡化字。這與當

初推廣簡化字時的環境已經完全不同。馬上恢復傳統漢字是不切

實際的，也是不合時宜和不負責任的，會引起人們極大的不適應

和反抗。所以只能先進入教育，而且這還需要一個比較漫長的緩

衝轉換過程。不過兩岸文字的差異雖已造成隔閡，但也不可盲目

誇大，簡化字至少好沒有脫離漢字這一體系，我們不要把簡化字

對傳統文化的影響盲目誇大。也不要把文字統一當做想像中那麼

難。

要使傳統漢字進入教育，必須要培養大批的優秀的語文教

師，這就得師範院校努力了。

第一步，恢復那些形體相似的傳統漢字，和部分造成分裂

的“新字形”，而相對應的簡化字不但沒有減少多少筆畫反而破

壞了漢字的結構，恢復很有必要，而且恢復他們人們根本就不用

重新學習，很快就能夠適應，手寫也沒什麼改變。同時恢復除少

數的其他同音歸併字，這類漢字的危害最為巨大，學習也最為困

難，官方要做好帶頭工作。我們也有經驗借鑒，簡化字總表中不

是也恢復了三個傳統漢字“像、疊、覆”很成功嗎？在這部分中

只有一些不必要區分的累增字是可以不動的。

第二步，傳統漢字進入中學以上的所有教育，中學文言文

部分可改用傳統漢字，而文言文默寫仍然忠實原文，和大學中文

專業的古代漢語書一樣。在這之後可以適當慢慢恢復一些與簡化

字輪廓相近和應用比較廣人們早已熟悉的傳統漢字及其類推字，

不會引起人們識讀和記憶困難。

第三步，在受過傳統漢字教育的人成為社會的主體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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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都瞭解二者之後再討論繁簡優劣，再進行繁簡之爭，那

才公平。而恢復其他大部分簡化不當傳統漢字的時機就要成熟了

而且這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所有學校都把傳統漢字作為教育用

字，而簡化字作為書寫體來教。並實行識繁寫簡，不過這個簡並

不特指我們印象中的簡化字，而是泛指比本字較簡單的寫法，這

些手寫體經著名書法家審定集合，最後頒佈大陸版《手寫漢字範

本》，規定手寫體標準，供小學高年級學習，這不但方便了漢字

書寫，對於越來越不受重視的書法更是一根救命稻草。在這以後，

輸入法不再支持簡化字或將它歸入罕用字字庫，簡化字字庫在不

久後必須刪除，不過在長時間之內，電腦字庫還必須支持顯示簡

化字，所有書籍標牌等使用文字的地方不用一次性全部替換，只

等其自然更新即可。

第四步，在解決大陸簡化字問題之後，再將兩岸三地字形

做一個整體對比和整合，列出有區別的字形，對其進行合理挑選，

擇善而從即可。

至於臺灣，步驟就要少得多，這裡就不再多述。

繁簡是相對的，我主張恢復部分“繁體字”，這表面上看好

像在支持“繁體字”，實際上換個角度來看（全繁體字的角度），

我並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維護“繁體字”者，而是支持簡化字的，

只不過主張與現行的簡化字範圍和程度方法上有許多出入罷了，

對於哪些字該簡化哪些字不該簡化還有許多分歧，總之只是量的

差異，沒有質的差別，我們不是也正用著大部分沒有簡化過的“傳

承字”嗎？

解疑：

1、對於恢復這一點，很多人擔心我們會重新成為文盲，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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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減輕學生負擔為藉口反對傳統漢字進入普通教育
①
。這種擔心

完全沒有必要，首先恢復不會一蹴而就，不能急於求成，也並非一

字不落
②
；需要重新認識的傳統漢字只有幾百個，其他都是類推，

再減去不需要恢復的部分其實數量根本就不大；其次對於一個已經

認識漢字的人來說再認識幾百個漢字相比於學習另外一種語言來

說簡直是天壤之別（也比學文言文簡單得多）；而且傳統漢字除了

少數一對多意外只需直接對應記憶即可，只是一個轉換問題，更無

關語法詞彙，學會了便可以很快運用；再者傳統漢字表意性強可以

聯想和觸類旁通，而且有些生活中經常接觸人們早已熟悉，甚至不

知不覺已經學會了很多；另外我們只是要求認識並且習慣，並沒有

要求全部會寫。學習傳統漢字絕對比過四級簡單多了，真算不上需

要爭論的大事。我這種“天資”稍好的在一個星期即搞定，普通人

認真學也不會要一個月吧。

2、對於是否恢復傳統漢字有人提倡全民公投，以示民主。這

其實是一種極不公平的民主。兩岸對兩種字形都有一定瞭解並習慣

的人屈指可數。如果全民公投，恐怕沒有多少客觀性。另外值得一

提的是，在習慣傳統漢字的人群中支持簡化字的比例肯定會大大低

於習慣簡化字的人群中支持傳統漢字的比例。

3、有些人可能會認為：生活得好好的幹嘛要改，恢復傳統漢

字沒必要，這樣是瞎折騰。其實這些人是因為沒有體會到簡化字所

帶來的深遠不利影響的緣故。改正錯誤不是瞎折騰，我們的這種“折

騰”是為了以後漢字不再折騰。

4、官方態度：不禁止。官方並沒有禁止我們學習傳統漢字。

但學習完全靠自覺肯定是不行的，只要不入教育，想必學習的人並

①相對於英語不斷加壓，傳統漢字簡直不堪一提；
② 尤其是那些過於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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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很多，文字乃是為了應用，屬於基礎教育的範疇，當然需要強

制，這並不同於其他很專業的高等教育學科。

5、官方態度：不提倡。我曾看過一則報導，名為“‘西安人認

繁體、說英語’報導失實”。由於西安文物古跡很多，而且漸漸成

為國際化大都市，西安市民應該認識一些傳統漢字和英語（理所當

然），因此就有人提倡學繁體，但是文明辦這時出來“闢謠”，證明

他們會嚴格執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不會對市民關於認識傳

統漢字和學習英語做出硬性規定。拿語言文字法做保護傘壓制一

切，說一切違背《語言文字法》的行為和言論都是錯誤的，它只會

束縛我們的思想。

新京報也曾經貼出一則報導：“別拿傳統漢字折騰中小學生”。

文章指出“幾千年來，自甲骨文到……漢字的形體一直都處在不斷

變化之中。硬要追尋哪種文字是中華文化的根，恐怕惟有甲骨文才

算‘正宗’”（對於這個問題我已詳細論證）。文章還從學術角度和

使用實踐分析出“傳統漢字”並不代表嚴格意義上的傳統文化（但

傳統文化在相當程度上是靠傳統漢字記載的），從減輕中小學生負

擔上說“在應試教育大行其道，中小學生普遍不堪重負的語境中，

是在沒必要讓他們被那幾百個傳統漢字的形音義，弄得終日頭暈腦

脹”（其實已經指出了造成“負擔”的罪魁禍首，相對于幾千英語

單詞，區區幾百個漢字算得了什麼呢）。甚至還認為讓學傳統漢字

是打著“政績工程”的幌子，還有“誤人子弟之嫌”。（何時學傳統

漢字成了誤人子弟？）

由此可見，我們對傳統漢字還帶有強烈的偏見，而要實現華夏

書同文，我們必須放棄偏見，用一種基本客觀的態度去重新審視。

這些需要我們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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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2006 年是簡化字推行五十周年，官方依然把漢字簡化當做

一種功績來慶祝，為我國文化繼承做出巨大貢獻的一直沿用的很

多傳統漢字依然被定為不規範，始終得不到合法地位和公正對

待。

漢字之所以成為人們攻擊的矛頭。不得不說，是因為相對於

其他文字，漢字確實具有繁雜難學的缺點，既然不能廢除，那簡

化也確實是一個折衷的好辦法。無謂的複雜固然令人厭煩，但無

理的簡化則更為可憎。即使要簡化漢字，為維持漢字和文獻傳承，

一方面我們應盡量推廣相應手寫體而維持印刷體基本不變，而即

便要簡化正式字形，也需要將它縮小到一個較小的範圍之內，而

在簡化方法方面更是要使它真正變得簡單易學，而不僅僅是形體

簡單了規律卻更為複雜。

一旦決定要文字改革，首先要知道有無必要，有什麼作用，

對社會會產生何種影響，利弊又是如何。文字不僅僅是為現實服

務的工具，它還負載著文化，尤其是對於擁有幾千年文明史和豐

富傳統文化的中國而言更應該審之又審慎之又慎。所以文字改革

是中華民族的大事,隨便不得。

為便於應用，漢字也確實需要整理，需要定形，應該規範，

但它真的需要這一場如此之大的並不必要且又落下諸多後遺症

的所謂手術嗎？文字是文化的載體，儘管現在人們對傳統文化的

態度漸有改變，但卻沒有漢字這個載體，以致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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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我們所質疑的不完全是“簡化”這個概念，而是這種

簡化的“方法”和“範圍”。若簡化字真的名副其實，使原本複

雜漢字變得簡潔明瞭了，我也定會大力支持。但經過了這麼多利

弊得失分析，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簡化字先天不足，後天畸

形。

首先應該保證漢字看和讀的方便以及歷史傳承，其次才是要

求寫起來省事。文字第一是使用上的方便，再是書寫上的方便，

如果單純為了書寫上的“方便”而犧牲其使用上的方便，並不可

取。

不能說簡化字毫無所得，但得不償失。

《現代漢字學綱要》總結過字形整理的原則：“1、從整體面

貌考慮，（個別字、孤立部件和特殊筆形儘量減少）2、兼顧歷史

和現狀（閱讀古代文獻和當前實際應用）3、縮小與其他使用漢

字地區的分歧（書同文）”。從這三點來看，簡化字無一符合。

作為一種交流工具，簡化字並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作為

一種傳承工具，簡化字又不堪重任。不管是在實用上還是傳承上

簡化字都效用有限，對書寫的便利性提高甚微，卻加大了人們學

習的難度和增加了人們與傳統文化的隔膜，為了節約那麼一點點

不必要的時間，我們損失了多少東西？這場簡化運動其實毫無必

要，只是一時衝動罷了。發展總是一種先進的東西去代替落後的，

所謂改革，本應該是優化，而簡化字運動並非如此，從中我看不

到進步。

一切從實際出發，港臺的發展狀況可以證明一切，簡化字的

一切所謂功績都可以用港臺的現實來推翻，看看他們又是傳統漢

字又是豎排什麼什麼的，似乎很多東西都是我們古代的，仿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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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落後，但實際上他們的教育、經濟、文化絲毫不差，有些

方面甚至常常領先我們，可見延續優秀傳統並不會阻礙經濟社會

的發展。我們在宣揚簡化字之功時就不會感到那麼一絲絲羞愧？

說傳統漢字倒退的人們。少些詆毀、少些浮華。

總之，好的東西就應該繼承，壞的就應該摒棄，而在此之前

就得區分什麼是好和壞，在區分好壞之前我們需要認識它。因此

在決定是否恢復部分傳統漢字之前，在討論孰好孰壞之前，望有

人能夠重視起這個問題來，或成立專門漢字保護機構，找些文字

學專家坐下來仔細談談，好好研究，客觀理性地分析，逐字權衡

利弊，而不是對什麼都不分青紅皂白一棒子打死或不聞不問，拋

棄任何偏袒，認真制定一套合理且切實可行的方案，推出統一字

形，還眾多被冤枉的漢字一個公道------是該找回和修補的時候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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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說實話，介入繁簡之爭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對於一個熱愛漢

字的人尤其如此。這個問題我已思考幾年，有些明白了，有些還

是想不通。很多時候這些事情就像夢魘一般揮之不去，“漢字、

繁簡”已經成為了“敏感”話題，每次自己想到或聽別人提到之

時，心中總是百感交集，再加上互相之間口誅筆伐，心裡莫名地

有種恐懼感，在這裡，對的已經變成錯的，而錯的反倒登上神壇。

越想為漢字申冤，就越怕這場戰爭。不反駁吧，覺得心裡憋屈，

反駁吧，也是白費口舌，反倒影響心情。但很多事情壓抑心底，

以致鬱結不開，昏昏終日，久積成病，終究不算是好事。於是我

才有了將它寫下來的想法，雖時而邏輯混亂，時而豁然開朗，但

終究將它完成了，期待萬端釋然的那一天。或許我已經不敢再面

對這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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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在有生之年能看到

漢字統一

漢服復興

華夏歸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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