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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自8月12日新研制的《通用规
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面向公众征求意见以来，
对于44个“调整”字形汉字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过。
面对这个将改变人们书写和阅读习惯的做法，有关
人士普遍表示，汉字“整形”会给社会带来高昂的
修改成本，此举还需慎行。

据了解，征求意见自8月12日开始后，社会上
就热议不断。网络调查显示，逾九成网友表示反
对。

网民张军直言，汉字整形，不靠谱，纯属瞎折
腾，这等于是把健康人整成了残废。他还戏谑道：
“专家改的不是字，是寂寞”。

一位署名“踏叶逐风”的网友认为，文字是文
明的重要标志，可不断补充、完善，但对成形的、
广泛使用的文字轻易改动，不可取。

“难道今后还要让我们这些老年人重学吗？”
今年已经63岁的天津市民寇巧明坦言：“文字，就
是一种交流和认知的符号而已。这44个汉字，我都
用了快一辈子了，改是改不了了，说实在的，我也
不希望改，这不仅是我的习惯，也是所有中国人的
习惯。”

天津资深媒体人安冬认为，这44个汉字一旦被
整形，全社会不仅要经历习惯被改变的痛苦，还将
要付出巨大的物力和财力。别的不说，各种教科
书、字典就要进行修改，类似的标牌、公司名称、
身份证、户口、电脑输入法等，都要进行修改，这
些修改所需要的时间和金钱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她举例说，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石家庄市
是否改名”的话题被媒体和网民广泛关注。据有关
专家估算，若更改石家庄市名称，没有十亿元人民
币是完不成的，而不可估算的经济损失要远远大于
此。按照这个比例测算，这44个汉字的花费是多
少，恐怕更是难以估量。 （新华）

日前，教育部一份关于对44个汉字写法的调整方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仅对个别字的笔画调整为何能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这不仅是因为汉字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息息相

关，也许还源自人们内心深处对汉字的热爱与崇拜之情。
的确，无论是外形还是内涵，汉字都堪称人类智慧的结晶。那么汉字的魅力是如何从一笔一画中展现的？在历史的

演变中是如何发展、变迁的？又是如何面对繁冗的字形与现代化快节奏之间的矛盾？记者采访的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姚淦铭做详细解读。

石家庄改名
没有十亿办不了
汉字“整形”将带来高昂成本

有关人士普遍表示需慎行

汉字整形手术终于要施行了！由国家语委主刀
的44个汉字的整形手术即将开始。这些年来，有关
汉字要不要动手术的争论太多了，我不想再说什
么。

现在的事实是，大约有十亿人需要重新学写这
44个字是一个不争的事实！44个字确实不多，但
是，需要重新学写这44个字的将是十亿人！在书
本、报刊、电视上认读这44个字并不难，但是，要
十亿人重新学会正确书写这44个字，可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因为这44个字一旦法定下来，原来的写法
就是错字！

国家语委副主任回答质疑时说，这次调整这44
个字“可能是参考书法中避重捺；转变笔形是为了
整个字重心稳定、间架匀称、字形灵活”，参考意
见包括了清华大学美术系等专家的意见。其他语委
委员的意见我等不知，拿得出来的理由是书法、美
术界的意见。

现在通行汉字的主要功能是实用，如果以书法
界、美术界的意见来修改44个汉字的写法，我只能
说一句话：汉字要美，更要实用！如果以美不美作
为对现行汉字动不动微创手术的理由，恐怕要动手
术的汉字远远不止这44个，只要开了这个头，就可
以一直动下去，完成这一系列整容手术！因为每次
手术都有每次手术的原因！

真想不到整容之风竟然刮到了汉字的头上来！
下一轮将要被整容的还有哪些汉字？我们只能等着
被整容了！无奈！

汉字要美，更要实用
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百家讲坛》主讲)

据姚淦铭介绍，中国的汉字大概
有五千年的历史了。从河南安阳殷墟
出土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成系统的
汉字体系了。

作为表意文字，汉字的形体结构
是有规律的，具有“望文生义”的特点。
汉字的形体构造具体方法是传统的
“六书”说，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
转注、假借等构字法。

从甲骨文到当今的简化字，汉字
大体经过了五种字体的演变。继甲骨
文，又有了商、周时期刻铸在青铜器上
的文字，即金文。随后又生出大篆，秦
始皇统一中国后，小篆成为统一的全
国文字。到了汉代，隶书开始成为正式
字体。“楷书”成熟于东汉末年，汉字方
块字的外形正式定型。因此汉字总体

来说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
书—楷书这样一种演变过程。
“中国汉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从

发明使用以来从没断过，”姚淦铭说，
“许多国家也很早发明了文字，但在历
史演变过程中基本都断掉不用了。而
中国的汉字虽然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
的过程，但从使用而言从没断掉过，一
直沿用至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字
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字。”

由于汉字的象形等特点，尽管经
历了从甲骨文到当今简体字的一个演
变过程，但现代人依旧可以看懂古代
的文字。可以说汉字在文化传承上起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中国古代的
科技、历史等经典的东西都以文字的
形式保留了下来，让后人受益匪浅。

汉字如“活化石”

从发明至今一直在使用

古代文字的产生，是借自然万物
之形改造而成的，其实它还有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博采众美。
“汉字融合了古代人对生活的认

识和审美在里面，因此，它的精髓源于
自然美和人类生活美。”姚淦铭说。

姚淦铭从简单的文字入手对文字
进行了剖析，比如“男”、“女”这
两个字，男是由“田”和“力”组合
而成，表示男人在田地里干体力活。
而“女”的“ ”象征女人的胸脯，
一横、一撇表示两只手交叉，整个字
体又颇像跪着的女人，具有女人的温
柔美。这显示出古人对男人和女人的
截然不同的看法。“安”字也是如此，上
面是个“ ”，意思是说女人好好呆在
家里就安全了。完全融入了古人对于
生活的审美态度。

比较有争议的是“家”字，曾经有
学者提议改为“ ”，认为家里应该有
人。但事实上古人并不这么认为。下面
的“ ”代表猪，在古人看来，作为一个
人家首先应该有财富，而财富的多少
一般是用猪的多少来衡量的。有的猪

越多，说明这个人家的财富越多。就生
殖而言，猪是一窝一窝生的，这也表达
了古人的一种生殖崇拜，一个家庭要
靠女人多生孩子增加人口来发达。这
不是贬低人而是赞扬和一种希望。

汉字的魅力，不仅体现在外形的
象形之美，更重要的是内涵的美。姚淦
铭解释说，我们所熟悉的“木”字，古文
写作，像一棵树一样，一方往上长一方
往下长。

在木的下面加一横代表树根，于
是赋予了“根本”的意思，就是“本”。在
“木”的下面加一点，变为“末”，“本”的
原意是“树根”，“末”的原意是“树梢”，
于是又衍生出成语“本末倒置”，意思
是说树根和树梢长反了。

可见，中国古人是多么智慧，不仅
通过事物的形象创造出象形的汉字，
笔画线条应用在字的不同部位而形态
各异，追求在直线、曲线、弧度上的对
比、曲直而形成节奏感与韵律美的协
调布局。还能通过汉字的语义变化衍
生出其他的汉字及词语，赋予了汉字
神奇的内涵美。

汉字博采众美

融合了古代人对生活的审美态度

姚淦铭告诉记者，在汉字的变迁
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有的形象的字
义也遭到破坏。

据介绍，比如‘鱼’字，原来的样
子，上面是个鱼头，中间是鱼身子，下
面是鱼的尾巴和鱼鳍，这样才构成一
条鱼。

如今的“鱼”字与原来的篆体的鱼
相比，鱼的形象越来越不明显了。类似
这样的字在演变过程中，原来的字义
越来越少了，从甲骨文、金文、篆体演
变到隶书时就破坏了许多，隶书过渡
到楷书时破坏得更多了，而行书和草
书更是如此。
“但这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是社

会进步的体现。文字的用途毕竟不是
为了看图画，而是为了书写使用。一方
面可以便于认识，另一方面使用快捷
便利，而写以前的文字需要的时间太
长，无法跟上现代化生活节奏。虽然牺
牲了一部分东西，换来的却是新的实
用价值。”姚淦铭说。

尽管汉字的书写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它的内涵还是存在的。曾经有一些文
字改革家提出用拼音代替汉字的建议，
但后来发现根本无法成行。汉语同音的
太多，如果没有汉字根本无法理解其含
义，容易造成混乱。而通过汉字，不但我
们能看懂几千年前的文字，而且几千年
后人们仍可以理解其含义。

上世纪末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
但其软件都是用拼音文字设计、编写
的，只能处理拼音文字，汉字根本无法
进入计算机。

但后来随着汉字输入技术和各种
计算机软件汉化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发
展，计算机汉字输入的速度和汉字文
件编辑的简捷性与灵活性反而超过了
拼音文字。在信息的承载、传输、和解
读等方面，汉字比拼音文字更具优势。
“在联合国众多语言文字的文件

中，最薄的译本毫无疑问肯定是汉语
的。”姚淦铭说，“因为只有汉语可以用
最简单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内涵，这
也是国人值得为之骄傲的。”

(据《华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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