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前的漢字規範化問題帶

常宗豪

一、漢字形體變遷小史

我們說漢字的形體，“形"是指漢字的構形，“體"是指漢字的體態。“構形"、只間漢

字的構成部分正不正確，而“體態"卻是在“構形"的基礎上加上了書寫風格所形成的效

果。書法上各家扳不同的風格昕形成種種體態上的變化，也會影響字的構形的。

( 1 )漢字演變的規律一一繁化與簡化

漢字形體的演變過程，大致上可以說是一個繁化和簡化的過程。在梁東漠的《漢字

的結構及其流變)) (一九六五年土海教育出版社〉一書中，對漢字簡化和繁化的現象，

有很詳細敘述:

在漢字發展的整個過程中，有兩種相反的運動自始至終起看作用，推動著漢字向

前發展，這兩種運動就是簡化和繁化。簡化和繁化是一切文字共有的現象。漢字既然

是記錄漢語的書寫工具，這個性質決定了它必然朝著實用的方向發展，直口朝著簡化的

方向發展。同時，漢字又是漢語的輔助工具，這個性質叉決定了它必然朝著道應、語言

發展的方向發展， IilP朝著繁化的方向發展。漢字演化的歷史證明了: 從圖畫文字發

展到現階民簡化漢字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簡化不斷繁化的錯綜直雜的過程。從表面上

看，簡化和繁化似乎是一種對抗的、互相蚱斥的矛盾，其實不然，沒有繁化就沒有簡

化，沒有簡化，繁化也不可能單獨生存。(梁書頁四二〉

漢字為甚麼要繁化呢?道理很簡單，因為漢字是表意的文字，是意符文字，我們要

使用這種意符來表達我們的概念、思想，因此在造字的時候，為了要把我們的意思充份

表達，往往會在基本的符號上，逐步增加一些附加性的意符。例如:

f. 一→裹一→畫畫

肉一一吾吾一→網

A 一→主一→眩

~一→芋一+製

帶 本文是作者一九七九年九月中國語文講座演講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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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拿翼字作個簡單的說明:眷寞的“簣"字，本來只是一個簡單的宵。後叉加了一

個意符訊而成“其"，意義使更豐富。但後來這個“其"字在語言襄借用為“其他"的“其"

字，或作語助詞“夜如何其"的“其"字用，“香簣"的概念在“其"字襄便誠弱了，只好再增

加意符“竹"而成“黨"字。這種由簡而繁的積化，是因為原始的簡單意符，在漢字演變的

過程中，漸漸誠低甚至消失了原來的表意作用，所以只好增加輔助性的意符來補充原始

意符的表意功能。

在另一種情況下，原始意符也會有因增加注音的聲符而繁化的現象。像:牙齒的「齒」

字，甲骨文作的，叉作間，甲骨文的寫法和臼字很接近，後來為了表音，便在間上加

“止"字作聲符。其實“止"字在“齒"字襄除了有確保讀音的作用外，也有補助它的表意作

用，使不與“白"字相混。“鶴"字也屬於這種繁化的方式，“鶴"的右旁本來不是從鳥，而

是一個原始象形的“鶴"字。這個難字的象形字很容易和其他象鳥形的字如“鳳"字相混，

因此後來使要增加聲符“案"，藉以注釋“鶴"字的讀音，更可使“鶴"字與其他形似的字區

別。

從上面的例子看，一類是增加意符，一類是增加聲符。其目的都在使這些表意的漢

字昕要表達的意義更為豐富完備，因而造成漢字的繁化現象。

為甚麼漢字會簡化呢?那是因為文字是供大家使用的工具，使用時為了方便，使得

把護雜的形體簡化。要說明漢字簡化的現象，我們不必條舉近代楷書簡化的例證，其實

從裝書演變為隸書的隸化過程，和從隸、楷、草書演化的過程，都可說是漢字的簡化現

象。這種簡化的過程，使漢字的圖畫性誡低了，而符號性相對地加強了，不僅是書體風

格上的改變而已。繁化和簡化這兩種現象是漢字發展的自然趨勢。

( 2 )賽事長以前的女字

在漢字演變的歷史中，漢字大星可分為蒙、隸兩大系，細分則可分裝、隸、楷三

類。
秦以前的文字，攘書籍記載有古文〈包括奇字〉、擋文。從近世考古發掘的收穫來

說，有甲骨文、金文、刻石和竹簡布島等文字。

秦始皇以小室主統一中國文字以前，各國使用的文字頗有分歧，有濃厚的地方色影。

王國維認為:戰國時秦圓的文字屬於錯文系統，而東方諸國則屬於“古文"的系統。@

但就今日昕見戰國時代器物上的銘文來看，王國維的理論是很難成立的。戰國時，各國

的文字確是具有地方色影，但卻未必可驟分為東、西兩系，我們看齊圓的器銘，便和秦

文沒有甚麼太大的差異，民是流行於南方的楚越的鳥蟲書，充份發揮了南方民族的浪漫

精神，在字的構形和體態上，都與北方各地有很顯著的差異。昕以如果要以書風分誠的

話，我是寧把楚越歸為一系，以別於北方。在文字混亂的局面下，秦統一中國以後，李

斯便率先整理文字，以嘉的小畫是作為官方的標準字體，而同時民間流行的諒書，也同時

@ 見《觀堂集林》卷七《戰國時秦用餾文六國用古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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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起來。許慎在《說文解字序》對於秦統一文字和當時隸書的興起，有這樣的記載:

“是時秦燒誠經書，游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戌役。官獄職著繁，初有聽書，以趣約易j

而古文由此絕矣。"這殷記載不只說明了聽書興起的情形，更說明了隸書興起的歷史意

義。指出了“以趣約易"是漢字發展的規律。

( 3 )漢字的隸化和語亂

漢字的詩化，是漢字演變過程中的一個大轉按點。由圓轉的叢書變成方折的隸書，

由表意作用豐富的叢書變為更抽象的隸體。由此種改變昕引起的漢字輝範問題，當時的

官方可能並未注意。從兩漠的碑版文字里，可以看出當時字體的分歧現象，已達到嚴重

的地步。

據史載，東漢服虔昕編的《通俗文》該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收錄民間流行的通俗文字

書。但這些給平民普遍使用的轉字，並沒有任何約束和管制。一旦到了社會動盪時，字

形紛亂情況也越趨嚴重。南北朝時藹字的出現，使知識份子擔憂不己。這種情況，在顏

之推的《顏氏家訓﹒書證篇》有很詳細的記載，顏氏並且把他自己對文字的“正"、;

“俗"觀念，作了一種折衷態度，他說:

“吾昔初看說文，豈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墨是不得下

筆也，昕克斯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

我認為處於顏之推的時代，而能說出“放前之執，將欲半焉"的話，顏氏的識見和

勇氣，是值得我們欽佩的。這種文字藹亂的現象，直到唐政權統一全國，社會穩定後，

才有昕改進。

( 4 )唐代的楷書規範化運動一一字樣學

字樣學的起源，要追溯到唐太宗貞觀七年(公元六二三年) ，唐太宗頒布顏師古的

“五經定本"，作為天下士人讀書的依攘。顏師古在奉詔考杖五經時，錄出具體《字樣》

一書，欲以矯正時人楷書形體的講謬星星差，可惜其書不傳。

顏師古的佳孫顏元孫後摸《干線字書)) ，書成於唐代宗大曆九年(公元七七四年)，

他的控見顏真卿爵湖州太守時，曾把此分書丹刻石。此書是現存字樣學中最早的著作。

比後農作有張星星的《五經文字》和唐玄度的《九經字樣》。這些書表面看來內容似乎很

簡單，不過是把楷書不同的形體列出，分別指出其為正、俗、遍。像《干聽字書》是按

宇的平、上、去、入四聲分部編蚱，先列“正體，'，次列在社會上流通時間較長，範圍較

廣的字，稱為“通"，顏民不只不啡斥“通"字，對俗體字也兼1&並蓄，只不過在行文上略

有貶斥“俗"字的意思。

張套的《五經文字》、唐玄度的《九經字樣》與《干藤字書》不同者，是不以四聲

分部，而以部首啡列。《五經文字》分一百六十部，收三千二百三十五字; <(九經字

樣》則分七十六部，共收回百二十一字。( <<九經字攘》旨在補正《五盤文字)) ，昕以

篇幅懸臣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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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顏元謀、張豆豆、唐玄度三人昕著書的內容看，固然可以明白這些著作對當時

的楷書現範化所探的態度，而這些書的序跋，更是最好的說明。顏元孫在《干線字書》

的序襄說:

“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裝行隸，漸失本員。若輯、攘說文，使下筆多

碟，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

在《新加九經字樣》書前載有唐文宗開成二年 C 837 A. D. )八月二十日蝶文，也有類

似的話:

“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攘說文， l2lP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

誨。今與技勘官同商校是非，取其道中。"

“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弋“商投是非，取其適中弋是這些字樣學者在現範楷書字樣時

昕抱的態度，並不一定要求字字必本之說文。我們可以說字樣學者的工作是漢字發展史

上的創舉，他們釐定了我們一千多年來使用的標準楷書，一直沿用至今。康熙五十五年

C1716A.D.) 騙案的《康熙字典>> ，其字形主要就是根接字樣學者的意見，並且參考

了明朝梅鼎祥的《字彙)) ，張自烈的《正字通》等書而加以補充催正。

二、近代的漢字整理工作

近代的漢字整理工作，是指民國以後這方面的工作。文字的改革運動，與中國近代

史有密切的關係。清末內憂外患，甲午中日之戰我國失利後，國人對於本國的一切都失

去信心，知識份子急謀赦國之道，於是將中國積弱的原因，歸咎於漢字的難學。例如一

八九六年，沈學的《盛世元音》說: “文字者，智器也，文字之難易，智愚強弱之昕由

分也。"認為如果我們昕使用的文字簡易，則人人都可以讀書識字。譚闢同在《大同

書》裹提出“盡改象形為諧聲"的論詞，建議將中國傳統的表意文字改為諧聲字。

近代的漢字整理工作，我分一九四九年以前和以後兩階段作簡單的敘述:

C 1 )一九四九年以前

民國九年(公元一九二0年) ，教育部頒佈國音字典，收六千五百字。目的在於普

及教育。每字註國音，希望註音字能幫助普及識字教育。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

年) ，錢玄同在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國語統一籌備會的大會上，提出誠省現行漢字筆劃的

意見，主張盡量推行簡體字，結果議決組織漢字省體委員會以推行其事。

民國廿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 λ 公佈國音常用字彙。

民國廿三年(公元一九三四年) ，錢玄間再度提議編簡體字譜。

民國廿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八月，教育部公佈第一批簡體字表，共收錄三百二

十四字，但不久即正式下令取消此表。

C 2 )一九四九年叫稜

民國四十二年(公元一九五三年) ，台灣國民政府教育部成立簡體字研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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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聘十多位專家研究簡字的問題，為避免與大陸推行的簡體字混淆，昕以稱為“簡字"。

民國四十三年(公元一九五四年〉二月，羅家倫提出簡化文字的主張，但立法委員

廖維藩發動了立法委員一百O六人，駁斥羅家倫的意見。羅家倫攘《簡體字之提倡甚為

重要》一文，反駁廖維藩等的指責。這次論爭的資料J&入《中國文字論集)) 0 @ 

鼠國五十六年〈公元一九六七年) ，台灣國府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學校常用字彙的

研究，故錄四千八百六十四字，其中常用字三千八E六十一字，次常用字五百七十四

字，備用字則有四百二十九字，供教育人士參考。

一九六九年，何應欽在國民黨十全大會中，建議教育部會向中夫研究臨切實研究整

理簡筆字，並編成《簡筆字彙)) ，收七百四十七宇;林語堂大力贊成，而國學大師林尹

先生則以為“國字優美，不宜破壞"而加以反對，終告胎死肢中。

一九七三年八月，台灣國府教育部委託師大國文研究昕整理常用國字，希望能訂定

標準宇體，作為鑄造字模的依擾。一九七八年五月，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昕向教育部

揖交出研究成果，編印為《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稿)) ，共收四千八百O八字，但內容並

不理想，疏通也不廣。在台灣雜誌《書評書且》中，陳善相的《日遭侵損的漢字》一

文，@說曾指出此表稿有很多不妥善的地方。主要是因為受了日本漢字的影響，如艸應

作囚筆，日本《大漠和辭典》和《中文大辭典》也作目筆，但表稿則依日本植字機字體

作三筆;又像“朵"字， ((說文解字》的解釋是: “水橋也"從水、從木。而“好"是聲

符，但日本製植字機體則取消靠右的一點，寫成“丸"，此《表稿》也依日本宇從“主} " 

而不從“'>>九這是表稿最大的缺點。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漢字改革的情況:

一九五三年，以葉恭綽為主席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通過漢字整理工作計劃。

一九五六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第一批簡化漢字方案，國是每院正式通過。比

方案分為三表，第一表收二百三十字〈通用新舊簡體字) ;第二表收二百八十五個不常

見或新造的簡體字，一、三表合共收五百一十五字。漢字簡化第三表是用作偏旁的，共

五十四個偏旁。

一九六四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編製簡化字總表，為著解決因為簡化漢字方案的

推行昕軒合的結果而產生的歧具現象，予以劃一標準化。簡化字輯、表共收二千二百三十

八字。
一九七五年五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再度擬定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簡稱《二

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國著臨正式推出《二簡)) ，但是因為《二簡》中昕i仗的簡

體字，其簡化方式足以使整個漢字系統混亂不堪，像以“一"劃代替了字的省略部銜，結

果把“宣"寫成“中弋“冀"寫成“芒，'，“展"寫成“丘，'，同音通葭字以“笈"代“籍九 都足以

導致文字極端混亂。昕臥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的人代會上議決停止使用。

@ 中國文字學會騙，台北，一九五五年版。

@ 書評書目第七一期、七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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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以外地區(日本、韓國、新如坡)使用漢字的情況:

日本、韓國、新加坡是中國以外使用漢字的國家，分別作簡單的介紹:

日本:現在日本人昕使用的漢字，是一九四六年公佈的“當用漢字表"即收一千八百五十

字，一九六八年峰訂成教學用的“學習漢字"共九百九十六字。日本使用漢字的方

法，是與假名混合使用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一九四六年昕公佈的一千八百

五十個漢字中，有三百多個簡體字，與大陸的簡體字的省略的方法有昕不間，如:

市一→布

器一-器

黑一吾黑

德一→聽

者←一者

這種省略的方法，容易干擾中國昕製定的簡體字;其他省略的方法，如借古體，草書槽

寫，部份代整體等，與大陸的大間小異。

韓國:一九六七年曾公佈《常用漢字表)) ，共收有一千三百字。一九七二年公佈中學生

可使用一千七百八十一個漢字，也注意及漢字簡化的問題。製定了《漢文略字方

案)) ，收五E二十四個簡體字，其中很多專為與中、日簡體字不罔而另製簡字

的，如以“句"代“均"，以“T"代“歷，'，以“尸"代“鹿"，以“反"代“飯，'，以“卅"代

“協弋都不大合理。

新加坡:近年新加坡推行簡化漢字的工作，進行得十分積極。一九六九年，新加坡教育

部頒佈五百O二個簡化字，一九七四年三月，列出推薦簡化字二千二百四十八

字，與大陸於一九六四年昕公佈的《簡化漢字總表》大同小異，也是分為三個

衰，但同時也考慮補救大陸簡體字的漏洞。例如阻、見、帥、仗等在社會土流傳

已久的簡字，中國大陸都不採用，而新加坡卻補入他們簡化字表了。

四、漢字的簡化問題

漢字的簡化，是漢字演變的必然趨勢，從漢字發展的歷史來看，漢字字體的結構是

由繁而筒的，但因為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和社會的旗變，人類思想概念卸有日趨繁復細

密的傾向，漢字表意的負荷也日漸加重，這與字形的簡化恰是一個矛盾。我們可以承認

漢字有種種難處， 像: (a) 難認一一字形相近者太多; (b) 難記一一字數太多;

( c )難寫一一字的筆劃太多; (d) 難用一一難以編啡、檢查。而近年來的簡化工作

也是朝向以下兩個目標進行的: (a) 減少筆劃， 最理想為十筆以下; (b) 誠少字

數，常用字減至三千至四千字。但是我們若是循著這兩個方向簡化下去，也不能不考慮

下面直接點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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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由一個符號來代表很多字，造成一字多義的混亂情況，如:干一一乾(不包括“乾
坤"的〉、幹。

( 11 )類推的困難:如按簡化偏旁昕造成的新字:江(漢〉、雄〈難〉、(又〈僅〉等，
遇上社會上使用已久的簡化字，如玲、文史、文長、肘等，但無法類推而致產生混

淆。

( 1Il )因為字的筆劃誠少， 結果形近字更多， 更難以辦認， 如斥近7字(廈〉、穴近欠

(家〉。

《漢字問題)) @的作者艾偉提出過這樣的意見:文字的難易不繫於筆劃之多少，譬

如學童學‘嘆息"、“鴨"等字，不一定難於學筆劃少的“宇"、“宙"等字，所以無原則地減省

筆劃和字數是不智的。

五、結語

香港教育司認為香港學童目前並無學習簡體字的必要，但大陸用簡體字出版的書

刊，如潮水般湧來本港，許多成為本港學生的參考讀物;本港近年的印刷品大都探用日

本植字機製版，日本漢字自然也影響了香港學童學習漢字;再加上本港書刊不節制地使

用粵語方言字。在以上種種因素的影響下，香港的漢字是難免一天比一天混亂下去，所

以純就本港而言，統籌整理漢字在當前來說是必績的，而在教學繁體字的問時，也應該

考慮業教一些簡體字。

(郭惠靈、莫觀議記〉

@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華書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