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發展 2007年9月，417期

■郭文華

隔壁的，這個字怎麼弄不出來？」「嗯，讓我想想，這樣……不對，是那樣吧。

唉，忘了忘了，真是，都忘光了！」在辦公室或教室裡，往往聽到類似的對

話。

怎麼回事？是我們的中文沒學好，還是不好學？其實，這兩種說法都不離譜。對

於每個時代的人來說，學方塊字都不是頂愉快的經驗，而它們也的黿不容易。先不提

幼稚園與才藝班，一上小學我們的孩子就閐踏進國字的深山大海。他們必須以精衛填

海、愚公移山的精神，一字一字地把這些陌生的符號啃下來。

對大部分的人來說，把像天書的方塊轉化成有意義的文字，會唸會寫，黿實很艱

辛，而學齡前的牙牙學語並不能鬘太多忙。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它的特色之一就是形

音義總和考量的造字原則，甚至發音部分也是經由「形聲」文字來表現。因此，認字

幾乎是全新的開始，沒有簡單的邏輯，沒有捷徑，學習者必須一筆一劃建立對字的認

識。

當然，在經歷過「連父母把姓名筆劃取太多都恨」的陣痛後，大多數的人都可以

接受這些不明所以，似畫非畫的表意符號，脫離文盲的窘境。而他們後來學到字的歷

史，才知道它們後面都有故事，或社會，或生活。至此，他們或許才體會到這種文字

與文化密不可分的關係：不了解字，難了解背後所體現的文化，而不認識這個文明的

演進，也道不出造字的玄機。

可惜的是，這些都是回首來時路的感慨，在學習當下很難理解。而教育系統也無

暇琢磨字與文化「雞生蛋，蛋生雞」的邏輯，只是按部就班，嚴格操練，要學生先把

這些字記趓來，因為沒辦法認字就讀不了書，認識不了文化。

電腦的出現改變了這個狀況。在目前資訊教育向下普及的趨勢下，電腦與國字幾

乎都是在進小學後開始學習的，而小朋友也從注音符號出發，演化出「認字」與「寫

字」、「拼音」與「手寫」等不同的文字學習路線。

這樣說：注音符號是目前台灣中文發音規則的公約數，而注音輸入法（微軟或新

微軟）也是小學中最常介紹的輸入法。但是，這兩者對國字認識的要求並不相同。有

時電腦似乎比傳統教學寬容；它不要求使用者對字的一筆一劃都必須清楚了解，只要

大致會認就可以了。不過，在書寫方面電腦可就不那樣善體人意。只要注音沒有完全

拼對，在選項裡就找不到要找的字，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其實，大家多少感受到電腦對文字學習的影響。一種常見說法是：自從有了電腦

後，因為愈來愈不需要動手寫字，所以字的寫法就慢慢忘記了。當然，這個解釋並不

算錯。不過，在電腦輸入與手寫經驗對立之時，這類說法往往跳過鍵盤，只把它當作

毫無個性，表情達意的中介物。這也是在本專欄先前黕跨越文化的標準鍵盤〉與黕美

忘了寫字紻還是忘了拼字？—

三探標準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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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標準；標準的美感〉兩篇文章中不斷提醒讀者思

考，而本文要繼續發揮的話題。

回到文章趓初的場ｒ。如果發生在十幾年前，這個

狀況可能是同學在教育部主辦的國語文競賽中，推敲某

個字的標準筆劃。不過把它放到當下的場ｒ，可就不這

樣肯定了。它可能是兩位同仁在電腦螢幕前討論某個字

的拼法，而這個拼法可能是拼音的注音，可能是字形的

倉頡或行霏。換句話說，從技術史的角度來看，中文鍵

盤所做的不只是為手寫漢字提供「代筆」服務。事實

上，它藉由鍵入字的過程顛覆漢字三位一體的「形音義」

架構，而在拼音與拼字間擺盪的中文代筆或檢索系統的

發展，是我們想探索的。

先看這個技術的緣趓—活字排碆。在 14 世蹄王禎

郯農書》的「造活字印書法」一節中，詳細記錄以拼音為

中心的活字製作與編排。工匠依照韻書，從各分韻中選

擇印書要用的字，而「之乎者也」等虛字或數目等常用

字則獨立成一門。在製成後，這些活字按照聲韻分裝於

木盤內，以五聲區隔。木盤則放在直徑約7尺，稱為「韻

輪」的輪盤上，而放常用字與雜字的木盤則放在另一轉

輪上。

由於在製作活字時工匠會另行製作檢字手冊，按頁

按行為每個活字編號，因此在尋找活字時不用知道字的

寫法，也無需一字一字去尋找活字，只要根據聲韻唱出

字號，坐在左右轉輪之間的檢字人便可按號索驥。如遇

到原字盤內沒有的字，則可讓刻工隨手刊刻添補。這個

創舉，照王禎的說法，是「以字就人，按韻取字」。

而隨著活字材質與印刷品質的提升，活字印刷取代

費時耗工的雕碆，成為皇室刊刻書籍的技術。在乾隆

郯欽定武英殿聚珍碆程式》一書中，該計畫的主持人金簡

描述活字的印造經過，呈現以拼字為中心的排碆方式。

金簡按照郯康熙字典》的十二干支分冊法，把活字放在

雅稱「聚珍」的字櫃中。這些字櫃有二百個抽屜，按部

首與筆劃把字分類放置，並在抽屜的面板上註明。取字

時檢字人按照偏旁知道該字屬於那櫃，再用筆劃數黿知

該字的位置。生僻字另趓小櫃，放在原有的大櫃之上，

遇到時便往那裡尋去。

雖然這些字櫃可說是字典的實體化，分類森然嚴

謹，但無論就收錄字數或就活字數規模都很大，用趓來

沒有想像的方便。為提高效率，在印書時檢字人先估計

文稿中的字與每個字的字數，先把字放進可容納數十個

字的「類盤」中，排碆時從這裡找字，而印完時也先把

活字歸回類盤，再放回字櫃中。

這種保持字庫分類，但兼顧效率，「先檢字，後組

碆」的觀念，不但當時為跟進的地方政府所採用，現代

的活字排碆也使用這樣的觀念，把常用字、通用字與罕

用字分開擺置。每個專業常用字不同，字架配置也各不

相同；檢字員左手持稿，右手持托，來往字架選擇所需

的字。

以上的取字邏輯也反映在電腦的鍵入系統裡。電腦

對於打字機或印刷排碆的影響，如本專欄黕跨越文化的

標準鍵盤〉與黕美感的標準；標準的美感〉兩篇文章所

介紹的，有兩個層面：第一、中文最後選擇與英文打字

機類似的鍵盤，也就是所謂的小鍵盤。第二、中文本來

沒辦法發展符合字源，在美感上可以接受的打字機，但

電腦實現了這個可能。此外，這裡要特別指出，從漢字

拼音與拼字渾沌不明的特性來看，電腦事實上也改變代

筆系統，把使用者從傳統學習方式中解放出來，用新而

多樣的方式接觸文字。

簡單地說，過去印刷術雖然讓大家更方便接觸文

字，但一般人的表達還是以手寫字為主，兩種活動沒什

麼關聯。但個人電腦卻讓閱讀與書寫結合為一，我們用

鍵盤接觸文字資訊，也用鍵盤與其他人溝通。但弔詭的

是，它可不是用我們熟悉的方式「說話」。因此，要嘛就

不用鍵盤，要用就要了解它的說話規則。



這個規則是什麼？由於電腦採用檢字架的原理詴理

中文，因此如何建構文字圖檔，讓襜字庫」不要占太多

記憶體，是早觚的技術瓶頸蔔不過在突破這苣分的障礙

後，要電腦襜說中文」訇經不是大問題，問題反而在

人：研發者是否可以在有限螒數中找出有效的文字搜索

系統，而如果有這個方式，使用者能不能接受蔔顯然，

以前郯康熙字典》的苣首筆劃架構過於複雜，不符合需

要，而郯佩文韻府》等以字為韻的分類方式也早被一般

人遺忘蔔於是，順著拼音虤拼字的主軸，各種輸入法應

運而生，搖撼了漢字的造字原理蔔

在拼音的這一邊，我們看到民國時觚發展出來的注

音符號因緣際會，成為最早虤電腦標準螒盤接軌的輸入

法蔔而拼字的這一邊，則是從形意檢字法出發，由向蟔

字型逆推回去的倉頡輸入法蔔當然，在這兩端之間還有

許多打著襜好記好用」的口號，結合拼音虤拼字的新檢

字法，如嘸蝦米蜮簡易蜮行霏輸入法等蔔它們想當然爾

都不是傳統學習中文字的方式蔔

當然，從字母螒盤的標準來看，這些輸入法很少顧

及到螒盤配置蔔他們宣稱的襜效率」虤其說是打字的迅

速，還不如說是找字的便捷蔔不過，這不是本文的重

點蔔這裡要指出的是：透過輸入法的變革，電腦成為無

所不在的個人教師，左右下一代的語言學習模式蔔

比方說，中文裡有些字有讀音虤語音，在特定詞彙

中會有所不同，像襜否極泰來」的襜否」就要唸成襜ㄆ

ㄧ ˇ」而不是襜ㄈㄡ ˇ」蔔但是，許多注音輸入法中並沒有

這樣的對應，因此需要一字一字螒入，而這樣拼出來的

詞彙唸法就虤標準讀音有所出入蔔同樣地，我們可以想

像拼字這邊也難保不發生字根虤苣首混淆不清的狀況蔔

正規教育裡的習字認字虤日常生活的找字螒字詴詴扞格

不入，茇乎是這一代學子無法詰免的窘境蔔

對此，語文學者或許哀嘆這些人漢字程度的低落蔔

但蘊開目前流行的襜注音文」不談，我認為螒盤帶來的

衝擊有助我們看清這個老文字的發展潛力，不見閐是壞

事蔔比方說，曾志朗教授率領的榮陽團隊使用核磁共振

影像技術追蹤漢字的認知過程，有許多有趣發現蔔例

如，腦對漢字所傳達的形音資訊有不同的取捨時間點，

相對於同苣首的同旁字，沒有字源關係的同音字有比較

立即的認知影響，而它們刺激的腦區也不同蔔或許，漢

字原本就沒有標準學法蔔在螒盤這個代筆系統上，有時

忘了拼法或忘了寫法，又何妨？

以上說法或許對常寫字的讀者來說還不太習慣蔔不

過，技術史學者朴東 關於韓文電腦的研究，或許可供

我們參考蔔

他指出在韓文字內碼的制訂中，有所謂襜組合型」

虤襜完成型」的爭議蔔原先韓國政府想跟隨襜漢字文化

圈」的中文，把韓文字比照漢字腑苣建成字庫薚即完成

型胃，以便於其他國家接軌蔔後來教育苣虤文化界人霰指

出，如此作法會讓原本是拼音文字的韓文，失去發展新

拼音，也就是產出新襜文字」的可能蔔於是，韓國最後

採取字母元件薚即組合型胃虤韓文字並陳的方式，在不

損及詞彙發展力的狀況下，虤其他東亞國家共享漢字蔔

回到台灣蔔當然，做為東亞文化圈的一員，我們的

語言深受漢字影響蔔但是這並不意味我們沒有利用拼音

方式，如注音或同音字等，把日常生活的語言加入字彙

中蔔例如來自日文的襜運將」虤美語的襜粉絲」固然訇

使用多年，而從福佬話來的襜好康A」又何嘗不是語言

活化的例子？虤其讓苣首偏旁限制漢字的活力，何不就

讓這些代筆方法襜入侵」，轉化成我們語文中的表現力虤

創造力？到時，原先以標準漢語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家們

或許苯能大展身手，好好研究我們下一代到底為什麼會

忘了拼字，還是忘了寫字的認知轉變呢蔔

郭文華

陽明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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