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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語文能力，從根本做起

21 世紀的網際網路講求的是快速，因此

「我手寫我口」在網路界得到蓬勃的發展，

連帶影響的是學生的文章容易侷限在口語表

達的範圍。於是字典被塵封在書櫃中，人們

對文字的認識，多半僅止於口語的用法，對

於文字義蘊的體會和反省，往往落後前人很

多。更有甚者是文字一直往諧音、縮寫或

刻意誤用的方向走去，（如：530、SPP、監

介、以及當紅的火星文 orz），在這種偷懶

以求便利、嬉戲、網路傳播的過程裡，文字

所承載的文化意義也就漸漸被忽略了。當筆

者看到小學生的作文中，不斷重複的出現錯

誤的注音或錯別字時，心中不免感嘆小學生

對於中國文字的掌握與認識實在不足。中文

字典，只是學生拿來查字造詞寫作業的工具

書。殊不知古代讀書人面對口語和書寫系統

的歧異，便會加以專研，「小學」─

─即文字學，包含了文字、聲韻、

訓詁，以便掌握文字的原義、引申

義以及用法。因此小學生們迫切需

要的是一本專門介紹中國文字的工具

書，但又不會讓孩子覺得硬梆梆、冷冰冰，

不像工具書的工具書。

 這本由中國大陸北京日知經遠圖書有限

公司，授權漢湘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經臺灣

幼福文化發行繁體中文版的《文字故事一本

通》，在國語文程度日益低落的當下，是一

本深入淺出的著作，適合學童把它當作故事

書來學習、閱讀。希望孩子能藉由書中216個

文字故事，體會漢字演變的樂趣，進而願意

自發性的追溯漢字起源的足跡，去追尋中國

文字的奧秘。

◆	 本書優點在於圖文並茂，引人入勝

本書的體例編排按照字的筆畫依序排

列，書末另附有依注音符號順序排列的檢索

方法。內容依【筆畫順序】、文字的【演變

過程】、【詞組】、【造句】、【文字中的

智慧】等排列，並附錄與所介紹的文字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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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插圖。一字一頁，清楚簡單，方便查閱

是其優點。在文字演變方面，以甲骨文、金

文、篆文、繁體字等文字圖例，詳述各文字

演變的源由與歷程，將生冷的文字學理論，

變化為一篇有趣的故事，使學齡的小讀者能

專注投入閱讀中。

古老的甲骨文和金文有了圖片搭配解

說，變得輕鬆易懂，也讓人驚訝，象形字和

實物的關聯多麼密切。同時也詮釋了文字與

人類生活、原始社會的關聯性。漢字成了中

華民族成長發展中鮮活的圖像，透過這些最

貼近生活的文字，例如交通工具、環境地

景、農耕、日用工具等等，讓小讀者們驚豔

於中華文明的瑰麗璀璨，漢字形體的龍飛鳳

舞，造字美學的多采多姿，並感受著自己與

老祖宗生活經驗的牽連。「原來每一個中國

文字，都有一定意義和道理；原來這一筆一

畫，背後都有故事。」能如此學習，中國文

字就不會是一門不易學的學問。

最後，在【文字中的智慧】一欄，選

出與該文字相關的日常用語或古書成語，並

做深入介紹，可開拓小讀者的眼界與寫作能

力。例如介紹「至」字時，【文字中的智

慧】說：「『跬步』即為半步，『不積跬

步，無以至千里』是指如果不邁出第一步，

就不能到達千里之遙的地方。比喻做事情如

果不堅持不懈，就不會獲得成功。」

◆	 本書待改進之處

這本《文字故事一本通》，筆者以國民

小學教師的立場分析，認為此書應可在以下

幾方面做更完善的改變：

（一）檢索系統方面：

書末依注音符號ㄅㄆㄇㄈ順序排列的

檢索方法，乃是先以首字在各條目下所列各

字，再依各字所在的頁次順序編排，如下

表：

ㄅ

本 木部 43 頁
北 匕部 44 頁
包 勹部 53 頁
背 肉部 134 頁
保 人部 140 頁
班 玉部 152 頁
以下略 以下略 以下略

如此編排方式看不出來有何順序，不知

是否因循該書簡體版本的編排順序而來？因

此筆者提出以下數點建議，或可供日後再版

或出版類似書籍時做參考。

1.依注音符號韻符（ㄚㄛㄜㄝㄞㄟㄠㄡ

ㄢㄣㄤㄥㄦㄧㄨㄩ）的順序檢索，

以配合國小學童查國語字典的習

慣。可將順序修改如下表：

ㄅ

敗 攴部 173 頁
北 匕部 44 頁
背 肉部 134 頁
包 勹部 53 頁
保 人部 140 頁
寶 宀部 218 頁
以下略 以下略 以下略

2.若能增列第三種以部首為主的檢索

系統，提供讀者有多方面的檢索選

擇，如此可使檢索系統更完整。

3.在書末注音符號ㄅㄆㄇㄈ順序排列

的檢索方法上，編者以兩種顏色

（橘、綠）交錯使用，使讀者在查

閱時能一目了然，但也發生了一個

小缺失：在 222 頁ㄑ、ㄒ兩個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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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著使用同一種顏色（綠色），大

概是校對時未能檢查到之故。

（二）內容編排方面：

1.【筆劃順序】的編列，有輔助學習功

能。但需要更注意現行教育部頒布

的「標準字體」，不但筆順、筆畫

以及寫法都要小心，以避免和小學

國語識字的教學有歧異的現象。限

於篇幅，僅選出一例作說明。

本書  1 8 2  頁「雲」字（見下

圖），上「雨」字內四筆正確應為

「點挑撇點」，而不做「丶丶丶丶」

四點。又 194 頁「雷」字亦同。一般

書在印刷時，或囿於印刷字體的限

制，不得已如該圖方式呈現，但是做

為一本學習文字的工具書，這點是不

能不注意的。

2.【演變過程】下所列甲骨文、金文、

篆文及繁體字等各圖例似乎太小，

若能再稍加放大，便可使圖示更加

清楚，方便下方正文的解說，使讀

者能參照了解。

3.針對字形演變所做的正文敘述，因

為有教育小讀者正確知識的重責大

任，因此更應審慎處理，不可大

意。以下就筆者所見提出疑問，編

者或可再斟酌審慎為之！

第 8 頁，釋「人」：「世界因為人類的

勞動和創造才變得充滿生機活力，才會有繁

榮昌盛的景象。因此，「人」字的意思是指

能製造工具，並使用工具進行勞動的高等動

物。甲骨文的「人」字就像是一個站立著勞

動的側面人形。……」

以上對「人」之解釋附上勞動說，似乎

有畫蛇添足之嫌，畢竟就現代科學觀之，能

夠「製造工具，並使用工具進行勞動的高等

動物」應該不只有人類而已。

第 12 頁，釋「三」：「甲骨文的『三』

字畫的是三根平伸的手指，分別代表食指、

中指和無名指，所以『三』字的本來意思是

指介於『二』和『四』之間的數。……」

筆者查閱其他關於「三」字的解說，

多指其為「三根長短相同的算籌，表示數目

三」。倒無特別指出特定手指，及二四之間

的說法。

第 34 頁，釋「午」：「甲骨文的『午』

字指舂米的舂杵（舂米的圓木棍）。金文的

『午』字像是一根頭大、腰細的舂杵，中間

的一點象徵舂杵上的杵節。舂米的時候會

上下來回的舂搗，『午』字後來就用來指

『五』，表示縱橫相交。由於農曆五月五日

為兩『五』相逢交錯，因此這一天又稱為

『午』日，如『端午』。」

上述由「午」變為「五」的過程，筆者

認為說明有點牽強，似乎無法滿足讀者對此

字演變過程的理解。反而讓人有點不知所云

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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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傳承，衷心期盼

中國文字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字

之一，它紀錄、傳承了先祖的經驗、知識，

及智慧，因而締造昌盛的中國文明。它的造

字方式、形體結構、表意功能，形成形音義

三個層次的緊密結合，在世界各文字體系中

極為特殊。加上它經過各個時代的創造、使

用、統一、淘汰、整合之後，發展至今仍然

呈現旺盛的生命力，而且與日俱進。文字是

孩童啟蒙的工具，是文學、藝術的美、遊戲

樂趣的泉源，它傳遞訊息、溝通情感的功能

不曾斷絕，也因此使得我們的生活更多彩多

姿。基於上述各項理由，我們對於文字的由

來、特質及應用，理當多一份關心與了解。

對於學齡兒童更應在此時啟發他們對中國文

字的興趣。當孩子能用心去體會每個中國字

詞其中的涵義後，就不會常常寫錯字、用錯

詞，而且還能因此發現中國文字有趣的一

面！這是身為小學教師的筆者所急切盼望並

樂於看見的。

語文能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獲致

的，「識字」是閱讀寫作的基礎，是啟蒙教

育必要的過程，是兒童從口語過渡到書面語

最初的橋樑。清人王筠說：「蒙學之時，識

字為先。」識字教學在語文教育中的重要，

由此可見。如何使學童能深刻掌握漢字的特

點和構造方式，除了老師的教育，再來就是

需要一本能提升學童學習興趣的工具書了。

《文字故事一本通》雖是大陸出版、臺

灣發行的繁體版本，內容或許有些不合臺灣

當前環境背景，但至少有了前驅先鋒，接下

來期待能進一步出現檢索體例更完善，編排

內容更嚴謹，考證更確實的續集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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