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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王序：以科学观迎接汉字的第二次解放 

王尧世先生宣读论文 

——向第五届海峡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进一言  

王  序  

汉字的第一次解放，发生在九百多年前。宋朝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1041-1048)。在毕升以前，印书使用雕

版，将书的内容，整页刻在印版上。刻好的雕版，只能印这本书。印别的书，就要另刻雕版，费工费时，由此可

知，当时印书困难，书籍稀少，有书可读的人当然也少，识字者只是极少数文化人。中国文化，在一般人的意识

里，尚停留在口耳相传的状态。  

毕升发明的活字版，由于制作材料及技术等原因，五百年后才被普遍应用，汉字才完成印刷上的第一次解放，开始

走进千家万户。识字的人多了，汉字也才有全民化的意义。  

一、汉字的第二次解放发生在字典和电脑里  

[日期：2009-09-02] 来源：语言文字网  作者：王序 [字体：大 中 小] 



汉字是美丽的，造字、造词的方法也很科学，但由于以下原因，汉字被误认为落后和不科学： 

①汉字的检索不方便──从汉朝的许慎作《说文解字》(公元100年)以来，汉字有了部首检索法。过了1515年，明

朝的梅膺祚编《字汇》(公元1615年)，缩减部首数量(由540部归并为214部)，并将各部首及内文按笔画排序，形成

了汉字部首笔画检字法，沿用迄今将近500年，都未有进一步改进，汉字检索的不便，已经予人根深蒂固的印象，

不能如西方拼音文字一般，可以按字母顺序检索，所以被认为不科学。  

②汉字的打字不方便──西方文明东渐，中国人看到西方人的打字机，小巧轻便，也模仿制作中文打字机，但始终

无法脱出活字版的格局，不但无法如英文打字机那么小巧，使用更是不便，所以又被认为汉字不科学。 

③汉字输入电脑不便──电脑的发明，挽救了汉字，如今再也不必使用笨重的中文打字机。但是汉字如何进入电

脑，又是一个难题，各种方法纷纷出现，目的都是在追求汉字的第二次解放(将汉字分解为部件(称[字元]更合

适)，在电脑里用部件组成字码，再由字码找到相对的汉字。或者用字音的方法，组成字码，再由字码找到相对的

汉字。但无论用字形或字音，方法仍然艰涩，需要继续研究改进。  

以上三种不方便，第②种已时过境迁，但①、③两种不方便，前者是悬了将近两千年的老难题，后者是跨世纪的新

难题，都待现在的中国人去解决。 

二、汉字在字典和电脑里，需要更好的检索和输入方法  

在民国及解放初期，一些关心汉字的知识分子，为汉字设计了标音的符号，使汉字的读音，脱离了切音的不便与不

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样的符号，现在使用中的有两套：①在台湾地区使用的[注音符号]、②在大陆地区使用

的[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都是经过官府公布，并在教育系统推广的国民基础教育内容，有庞大的和源源不断的群

众基础。因为汉字检索不便，于是有人把它放进字典，作为检索方法。又因为汉字输入电脑不便，于是又把它放进

电脑，作为汉字输入方法。随着教育部门的推动，不论大陆和台湾，用[字音]检索汉字和输入电脑，已经成为时下

的主流方法。从表面上看起来，汉字的检索和输入电脑的问题，已经圆满解决，社会上多数人也都这样以为。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字典里：不知道某字读音，想查字典，不能用[字音]去查，于是不能不将[部首笔画]列为备用

方法。一本字典，两种检索方法，每一种都是半调子，说明了汉字检索的问题，并没有合理解决。汉字需要更好的

检索方法。  

在电脑里：同样的，不知道读音的字，无法用[字音]输入；知道读音的字，又因为同音字太多(汉字的天性)，字字

需要选择，使用电脑的效率大大降低。虽然电脑的高频优先技术，可以缓解同音字选择的麻烦，但这样的做法，毕

竟是舍本逐末，无法解决问题。因循现状，不利于汉字的长期发展。汉字需要更好的输入方法。  

三、用宏观的本质分析，看汉字的第二次解放  

用宏观的高度看汉字，至少应该包括：①汉字的特性、②使用的工具、③使用者(人)的特性等三个方面。  

①从汉字的特性看，汉字是[以形表意]的方块字，为当世所独有。汉字的[字形]与[字音]并不一一对应，而是一

(音)对多(字)的对应，与拼音文字完全不同，不适合用[字音]检索或输入电脑。回归[字形]检输方法，才符合汉字

的特性。  

②从使用的工具看，汉字输入电脑，必须使用标准英文键盘。[汉语拼音]在这方面优于[注音符号]。再从本质看，

[汉语拼音]是借用英文字母的读音，来标注汉字的读音(有小幅修改)，可定位为[中英谐音]，或简称[中谐英]。工

具是合了，但有勃汉字的特性(如说明①)。  

③从使用者(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人传统的汉字文化，对汉字有特殊的感觉和感情，看汉字，依赖眼睛，远多于依

赖耳朵，汉字[以形为主]的特性不可动摇。  



有了以上三点基本认识，可以清楚的看出，要让汉字在字典和电脑里活起来，需要较好的用[字形]的方法。  

四、从汉字的发展轨迹，找到了第二次解放的方向  

[要让汉字在字典和电脑里活起来，需要较好的用[字形]的方法]，对于这样的观点，很多人是认同的。于是有很多

人在这一方面努力，而且有了一些成果。  

这类方法中，出现较早，有一定用户基础的，在大陆有王永民先生发明的[五笔字型]，在台湾有朱邦復先生发明的

[仓颉码]。  

[仓颉码]问世的时间略早于[五笔字型]，他把汉字常用字根纳入天体[日、月]、五行[金、木、水、火、土]及人身

[人、心、手、口]等类别，对应于键盘上的英文字母，如：[日=A、月=B、金=C、木=D、水=E、火=F、土=G…]等，

制成口诀，教人去背，再赋以取码规则，便可输入汉字。  

[五笔字型]则将英文键盘视为座标方格，将汉字字根，依笔型分为五类，将键盘划成五区，套到英文字母键上，

如：第一区[工=A、木=S、大=D、土=F、王=G]…等，同样制成口诀，教人去背，再赋以取码规则，便可输入汉字。  

这两种方法在海峡两岸各占有一定的教育资源和市场份额，但因为难度偏高，社会大众并不普遍接受，这也为[字

音]类方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分析这二种方法的特征，其源头都是汉字的字根，都要与英文字母对应，但对应的方法不同。由于对应的方法都是

主观设定，没有客观的合理性，所以都需要利用口诀强记，正是它难度所在，更降低了汉字的品味，使汉字沦为粗

俗口诀的产物，堂堂汉字，情何以堪。 

然而汉字检输方法并未走到尽头。解铃还是系铃人，古人用[象形]和[形声]的方法造字，今人亦可用[象形]和[形

声]的方法检输，这样的思路，为汉字检输方法的突破，带来了闪亮的曙光。  

个人在长期研究(自1970年迄今)汉字检输方法中发现：许多汉字的字根，形状很像英文字母。如：[口=O、日=Q、

匸=C、凵=U、冂=M、尸=P、阝=B、卄=H、丷=V、乂=X、人=A、丨=I、亅=J、乚=L、丶=·、丿=/、冫=;]…等，这一

有趣的客观现象，正是中英结合的天赐良缘，我们称它为[中英象形]或[中象英]。利用[中英象形]观念，可以使汉

字的检索和输入方法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可以发挥[汉语拼音(中英谐音)]的长处，同时又弥补了它的缺陷。  

把[中象英]和汉字[形声字]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输入一个汉字，不论简体或繁体，最多只需要[首、尾、音]三码。

这样，取码的规则简单了，字根不必背口诀，检输汉字，轻而易举，而且效率比英文还快(检输一个英文字，平均

要5个字母，检输一个汉字，最多只3个字母)。例如：[毛=/LM、白=/QB、区=CXQ、凶=XUX、冈=MXG、居=POJ、陆=B

UL、花=HLH、美=VAM、善=VOS、良=.KL、合=AOH、同=MOT、文=.XW、化=/LH]等。  

利用[首尾音]和[[中象英]的观念检输汉字，有三个显著的优点：①符合汉字以形为主的特性和基本造字原理，摆

脱口诀强记的粗陋，提高汉字检输的品味。②[中英象形]符合英文键盘，使中西接轨，直觉自然，只要认识汉字，

一看就会。符合世界潮流，使汉字更容易走向世界。③[首尾音]和[[中象英]，[形声]双轨，可以弥补[中英谐音]

单轨的不足和缺陷，不知读音的字能够检输，不知字形的字也能检输，一法通用，真正做到汉字检输没有障碍。  

五、方法已具备，兴革在一念  

要让汉字在字典和电脑里活起来，是当代中国人的心愿和责任。现在，这样的方法已经具备，如上一节说明。经过

20多年的粹炼，技术也已经成熟。  

但是人间社会，有很大的[习惯]势力，称为[窠臼观念]，这股力量，充斥在社会各界，成为新生事物最大的阻力。

有人相信[汉语拼音]用在汉字的检索和输入上，已经完美无缺，根本毋需其他方法。有人相信[五笔]和[仓颉]在海

峡两岸各是唯一的名门正宗，其规则是不可置疑的[金科玉律]。反之，任何改进方案，都是骗人的异端邪说，要想

插足，那怕只是请求[试一试]，也是难上加难。除非你有官方的支撑，或庞大的经济能力，由媒体作为长期喉舌，



才有可能慢慢纠正群众的习惯观念。作为个人研究者，虽甘愿耗尽毕生心力，对于这样的奥援，无疑是大旱中的天

边云霓。  

正因为如此，汉字优良检索方法的字典、词典，久久未能出现。电脑引进中国也已经超过30年，当初的DOS操作系

统，早已变成了Windows XX，而且还不断在变。比尔盖兹因此变成了世界首富，可是，汉字输入方法，还是停留在

早期出现的少数几种。不是那些方法已经尽善尽美，更不是后出的方法都不如前者，只是在万码奔腾中，所有改良

的方法，都在[习惯]势力的氛围中，纷纷倒下，无一例外。  

当然这不是一个进步社会应有的正常现象，有心人不会因此而停止努力，但愿在某一天，某一个场合，云开见日，

使他的心血，能够贡献给社会，为促进可爱的中华汉字，尽一点微薄之力。 

六、论坛获共识，建议振人心  

为期两天的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已于七月十二日下午在湖南省长沙市闭幕。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在闭幕式

上宣布，论坛经过讨论以后，达成了六项共同建议并当场宣读。  

“共同建议”中指出，本届论坛以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为主题。与会人士就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推进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拓展两岸教育交流合作三项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举行了两岸经贸合作座谈会。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国共两党有关方面负责人、台湾其他党派、两岸

文化界、教育界、经贸界等各界人士、专家学者500余人出席。两岸文化和教育主管部门人士作为特邀嘉宾和特邀

专家出席了本届论坛。  

“共同建议”表示，去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出现历史性机遇，取得重大积极进展，步入和平发展的正轨，符合两

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与期盼。在进一步密切两岸经贸关系的同时，积极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对持续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深远意义。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是两岸的共同财富，是维系两岸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新形

势下，应全面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缔造中华民族的新时代。与会各界

人士经过两天的研讨，提出六项共同建议，其中第一项与本文密切相关，转录如下：  

（一）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①不断推进两岸在文化、艺术、宗教及民间信仰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②加强两岸在文化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共同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建

立维护文化资产的沟通合作平台，切实保护好中华文化瑰宝。*  

③共同促进中华文化创新，激发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时代性。*  

④鼓励两岸各地各有关机构加强文化交流，轮流举办或相互参加各种主题的文化节、艺术节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

协助台湾文艺团体参加上海世博会展演。  

⑤支持两岸文化艺术机构、团体、院校和艺术家开展艺术教学、联合创作、互访巡演及合作演出、商业演出等交流

合作。  

⑥鼓励两岸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文物保护机构和文化研究机构开展多种形式交流和合作研究、联合办展等活

动。*  

⑦两岸使用的汉字属于同一系统。客观认识汉字在两岸使用的历史和现状，求同存异，逐步缩小差异，达成更多共

识，使两岸民众在学习和使用方面更为便利。鼓励两岸民间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  

⑧支持两岸学者就术语和专有名词规范化、辞典编纂进行合作，推动异读词审音、电脑字库和词库、地名审音定字

及繁、简字体转换软件等方面的合作。*  



⑨支持制订有利于两岸文化交流的政策，简化相关行政手续，为交流合作营造良好的环境。  

⑩发挥双方的优势，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传播。  

注：本文前五段写于2009年7月4日，于5日以快递分寄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及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梅克

保先生(第五届论坛实际承办领导)，供与会人员参考。第六段则录自人民网7月12日论坛获共识，建议振人心  

为期两天的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已于七月十二日下午在湖南省长沙市闭幕。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在闭幕式

上宣布，论坛经过讨论以后，达成了六项共同建议并当场宣读。  

“共同建议”中指出，本届论坛以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为主题。与会人士就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推进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拓展两岸教育交流合作三项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举行了两岸经贸合作座谈会。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国共两党有关方面负责人、台湾其他党派、两岸

文化界、教育界、经贸界等各界人士、专家学者500余人出席。两岸文化和教育主管部门人士作为特邀嘉宾和特邀

专家出席了本届论坛。  

“共同建议”表示，去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出现历史性机遇，取得重大积极进展，步入和平发展的正轨，符合两

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与期盼。在进一步密切两岸经贸关系的同时，积极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对持续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深远意义。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是两岸的共同财富，是维系两岸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新形

势下，应全面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缔造中华民族的新时代。与会各界

人士经过两天的研讨，提出六项共同建议，其中第一项与本文密切相关，转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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