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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內地便開始統一採用簡體

字，繁體字從此成為了歷史。近年，有內地學者提倡，恢

復使用繁體字，形成所謂「繁簡之爭」。究竟簡體字的歷史如何？為何現在有

人提倡重新使用繁體字？繁體字復興又有何意義？下文將作詳細探討。

■胡潔人　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字體之爭

現代中國＋今日香港＋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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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1. 根據上文，舉例解釋簡體字的源起。

2. 參考上文，舉例分析繁體字復興的背景因由。

3.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比較簡體字和繁體字的利弊。

4.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繁體字復興有助中華文化的傳承」這個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5. 假設你是內地當局負責官員，你會如何回應「繁體字復興」這個訴求？試舉兩項建議
並加以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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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失漢字的內涵和意義→不利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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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漢字以往都是
繁體字（Tradi t ional
Chinese Character），簡
體 字（ S i m p l i f i e d
Chinese Character）是
現代中文的一種標準化寫
法。追溯其歷史，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於1952年成立中國文字改
革研究委員會，收集民間
主張漢字簡化的學者建
議，於1954年底提出《漢
字簡化方案》草案，並於
翌年公布在《人民日報》
上。
1955年7月，國務院成

立漢字簡化方案審定委員
會，由董必武為主任、郭
沫若為副主任。該會於
1956年1月通過簡化字逾
500個及簡化偏旁逾50
個。1964年，國務院又公
告《簡化字總表》，分別
收納不作偏旁的簡化字、

可作簡化偏旁的簡化字，以及前
者由後者類推的簡化字，共2,236
字─即今天通行內地的簡體字。
1967年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時

期，各地紅衛兵都曾推出不同程
度過分簡化的字體，文革後明令
禁止使用。到1977年，文革剛結
束，隨即公布《第二次漢字簡化
方案》草案。1986年，該方案被
廢除。同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
會改組成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
會，並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而
且聯同文化部、教育部發表《關
於簡化字的聯合通知》，強調漢字
的形體在一個時期內應保持穩
定，以利應用。內地的漢字簡化
運動遂暫告一段落。

1971年，中國重新加入聯合國後，便全面推動中文簡
體字，排除繁體字。聯合國有關一個國家使用的語言文
字相關條例也規定，所有社區所使用的現代語言文字應
保持一致。
目前，繁體字主要用於香港、澳門、台灣和北美的華

人圈中，使用人數超過3,000萬。簡體字用於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及新加
坡等，使用人數超過13億。另外，日本、韓國的部分漢字，近年也陸續出
現簡體字。那麼究竟是繁體字好還是簡體字好呢？
贊成漢字簡化的學者認為，簡體字令部首簡化，書寫快速，字體清

晰，保持結構，和原字前後的連貫性較高，是相當不錯的簡化方法。尤
其對在發展初期的內地，簡體字的簡易筆畫有利人們的學習和使用，降
低文盲率。
支持繁體字一派認為，簡體字雖然書寫起來沒有那麼多筆畫，看似簡

單，但實際上卻在很大程度上丟失漢字形體所表現出來的內涵和意義。有
學者認為，簡體字雖然方便快捷，但會阻礙文化的傳承，文字簡化不可一
刀切，簡體字若成單一標準，將令中國歷史文化研究出現斷層。繁體字像
一條紐帶一樣連接中華5,000年的歷史，是語言的「活化石」，文脈嚴謹，比
較清晰地體現造字原理，既便於現實應用，又便於歷史研究，不應摒棄。

台學者指筆畫多更易學

特別是當今社會屬信息時代，相比過往人們大大減少手寫漢字的機會，
取而代之的是電腦輸入文字。在這種情況下，對文字傳承和文化保留顯得
更重要。台灣學者杜學知在其《漢字三論》中指出，12畫的字比3畫至6畫
的字更易學，而14畫至19畫的漢字就最容易學
習。由此說明，繁體字比簡體字更易學，這雖是
一家之說，但值得我們研究。

近期，內地社會提倡恢復繁體字的呼聲越來越

大，引發熱烈爭論。反對者認為，繁體字太難寫，

也不好記，恢復繁體字就是開歷史的倒車。而且，

簡體字有利中國和鄰邦的合作，尤其是便於外國人

學習漢字，這不但促進東亞地區的交流，也有助中

國文化走向全世界。然而，也有很多贊成聲音，指

出簡體字的步伐走得太急。贊成者認為，繁體字復

興的意義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繁體字是中國文化的根，知曉繁體字，就

是知曉中國漢字和文化的由來。而漢字簡化雖是一

種進步的表現，但也造成中國文化的一種隔斷。復

興繁體字可讓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人認識繁體字，有

助了解中國歷史，弘揚傳統文化。

其次，漢字所包含的東方思維方式—具象、隱喻

（象徵）和會意（指事），是中國文化及其傳承的核

心。這種思維形態被熔鑄在漢字裡，令其成為種族靈

魂的載體，以及最重要的民族精神資源之一，應被視

為中國人的「第一發明」，其價值遠在「四大發明」

上，卻不僅被忽略，還因文字改革而遭嚴重毀損。

最後，考慮到當前主要使用繁體字的

地區是港澳台，若內地也

使用繁體字，有助兩岸交

流和全國統一文字。

不過，對幾十年開展簡體字教育和使用的內地而言，
復興繁體字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朱大可在《文化復蘇
當從漢字起步》中提出，恢復繁體字對中國文明和文化
有「密碼」作用，並可從以下3點做起：　

北大百年校慶時，國學大師饒宗頤在一篇文章說，
中國當前應有「文藝復興」。他的意思是中國要發
展，只靠經濟不行，還應有新的「文藝復興」。「文

藝復興」不等同否定現在，也不是重複歷史，而是要
以當下視野對傳統文化作出新的詮釋。其中非常重要
的一個觀點是，任何一種文明的發展都是有周期性
的，而中華文化，當前也到了一個需要向前推進的新
周期。真正意義上的「復興」是核心倫理觀、價值觀
的弘揚，這也是文化軟實力中最重要的部分。特別在
今天，當社會出現某種意義上道德迷失的時候，這更
是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今天，中國的國力大幅度提
升，但怎樣構建社會的核心價值體
系？較好辦法就是從傳統優秀文化
中，提煉出最精粹、影響力最大、
接受程度最廣的倫理道德觀念，並
加以發揚光大，而文字正是最好的
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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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快降文盲率
VS

展內涵傳承文化認識繁體字
助了解歷史文化

饒老：文藝復興重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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