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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文字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精隨，漢文字淵遠流長，自秦以降，文字的演變不曾間斷，現今因政

治的分裂與使用者歷史或地域的不同而出現的簡體字與繁體字之分（本文無意探討繁體字或

正體字之別，故皆以繁體字稱之），隨著網路等資訊的發達，世界各地區間交流愈加普遍，

常上網的我們在檢索資料時常可見來自中國甚至星馬地區的簡體文字，甚至於生活中也常為

求速度而寫簡體字，而在這個電腦普及，打字或許將取代手寫的年代，簡體字與繁體字究竟

是衝突競爭或是共存共榮？而何謂簡體字？其又是如何演變而成？讓我們一起窺探簡體字與

繁體字於一字之差間造成的不同。

貳●正文

一、簡體字與繁體字概述

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經有四千年歷史。而今我們所稱之＂繁體字＂，大體而

言即是自秦始皇書同文以來漢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字，是承載文化的重要工具和聯繫中國各方

言區的工具，並成為東南亞文化圈形成的紐帶，如日本大和民族之日文即為自中文借字產生。

另外，跨越時空的漢字更史文化流傳不斷；如西方數百載前之莎翁於現代英文世界已須翻譯，

而中國古典文學則仍能為人們閱讀，即為漢文字之功。『目前的漢字大闚上可分為繁體和簡

體兩個系統。繁體用於台灣、香港、澳門和北美的華人圈中，使用人數約為三千多萬。簡體

用於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以及東南亞的華人社區，使用人數超過十三億。由於簡體

字在使用人數上的優勢，也由於全球學習漢語的人數逐年增多，近年來，不斷有學者專家呼

籲，繁體漢字是一個活博物館，是一套完好的、上古時代人類社會的百科全書，因此繁體漢

字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全人類。』（註一）。由於繁體字即為台灣日常使用文字，於此

便不贅述，僅以簡體字作詳盡介紹。
 　
１、何謂簡體字

簡體字，與繁體字是相對而言的。

『漢字由圖畫發展而來，描繪事物形

象的精細與粗略即產生簡體與繁體差

別，南北朝以來，於常用的楷書字體

中出現了較簡便的俗字，在民間在民

間相當普遍，被稱為“俗體字”，如

燈（灯）、變（变）等，如中國四大

名著之一的《水滸傳》中就已出現＂

劉＂的簡化字（刘）。』  （註二）由  

此可知，部分簡體字事實上是一直隨

漢字演變且並存於民間的，並非於一

朝一夕間創造。

２、簡體字之創造

與一般大眾認知不同的是，簡體字並

非單由共產黨政權推動，五四運動時

中國文字全盤簡化的聲音出現。『  由於除中文外，大多文字皆為拼音文字，國民政府時代即  

出現＂漢字拉丁化＂之呼聲，認為漢字太難學而導致中國識字率低和漢字不科學，終極目標

圖一：第一批簡體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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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廢漢字，並將漢字拉丁化。』  （註三）民國      24      年，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  

見圖一。後於『  1951      年，毛澤東便指示：「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的共同方向—拼音化。」  、  

「在實現拼音文化以前，應先簡化漢字。」  （註四）  『  1956      年正式推行「漢字簡化方案」，  

在＂漢語落後論＂與＂漢語優樂論＂爭論不休下，於八十年代廢除，且在追求語言文字使用

連續性與穩定性的目標下廢除＂漢字拉丁化目標＂。一連串的漢字改革包括簡化字問題、漢

字拉丁化問題和規範漢字使用問題。現今由＂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主持相關事宜。』  （註  

五）。而漢字的自然趨勢即為由繁至簡  ，如隸書是篆書的簡化，草書、  行書又是隸書的簡化  ，  

而簡體字可說是楷書的簡化，但以往文字演變為自然發生、淘汰而成，今強制規定下的結果

仍有待檢驗。

二、簡體字實施現況

簡體字早已打敗繁體字台灣人眼中的全球中文熱。全球至少有 85個國家 2500 餘萬人在學習

中文。『而大陸近年更是積極搶占中文教育市場，去年 11 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在

韓國漢城開幕，這項計劃要陸續在全世界設立 100所“孔子學院”。』 （註六）當聯合國、

香港、新加坡相繼採用簡體字後，正體漢字就只剩台灣在堅持了。中國大陸輸出中文教育資

源，在抓住商機的同時，也將中華文化一併輸出。只剩台灣與香港、澳門是使用正體漢字的

中心。

1、大陸使用狀況

『在北京，「中國海淀購書城」大招牌、北大的「藝專」大浮雕字，許多招牌為求美觀，使

用繁體字較多，如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國南方航空、「宏碁」電

腦。』(註七)目前大部份聖誕卡、賀年卡多為繁體字，匾額、書法繁簡並存。不過，教科書、

出版社、電視等則一律用簡體字，但是古籍的出版社也有使用繁體。香港人大多認為正體字

是中華文化的傳承，不過，由於簡化字書籍充斥市面且書價較便宜，香港又與中國經濟往來

頻繁，文件都用簡化字。但中國書法，在中國大陸一直沒有被簡化字所約束。

2、新、馬、泰、日、韓狀況

『新加坡在 1969年也公布地一批簡化字 502個，1974年更把中國的簡化字總表全部照抄使

用，並多簡化了十字。馬來西亞於 1981年也公告華人使用中國「簡化字總表」，馬來西亞

使用漢字的習慣很特殊，當地華文報紙採用簡化字，廣告卻常使用正體字。泰國則於 1983

年規定華人可使用繁或簡兩種字體。

在日本與韓國則進行了自己的漢字簡化工作。日本早於中國在 1946年 11 月內閣訓令公告

1850個《當用漢字表》其中 131個是簡化字，日本稱為新字。

韓國則因民族主義的緣故，很少使用漢字。但在韓國有 130萬人在學中文，以簡體漢字為主

流。現行簡體字是於 1983年在朝鮮日報公告使用 90個簡化字。其餘則是傳統漢字。』（註

八） 

3、東南亞繁體一夕變簡體 

台灣人到東南亞旅行，常有熟悉的感覺。在新加坡或馬來西亞的吉隆坡、檳城、古晉，有時

整條街的商店招牌都寫中文，而且是繁體字。早期中國移民，將漢字文化帶往南亞；繁體字

在海外華人社會傳承，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末。隨著台海兩岸政治勢力消長，東南亞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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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圖逐漸改變，不僅中文教學改用簡體字，報刊字體也棄繁就簡；加上日常書寫習慣改變，

南亞華人圈如今已是簡體字天下。

4、美國中文教育簡體當道 

『過去以繁體字發行的幾家華文僑報，也出現簡體字的對手報。僑報多擺在華人超市等地點

供人取閱，廣告是報紙唯一收入來源。 大華府發行量最大的繁體字僑報，因應廣告商要求，

去年開始發行簡體版。中文AP課程，最被堅持繁體字傳承的家長和老師關切。全美大學理

事會決定，中文將成為高中生選修的大學先修課程(AP，Advanced Placement)之一，初步決定

以簡體字為指定的中文字體』。（註九）

5、世衛中醫術語使用繁體字

『世界衛生組織已訂定中醫術語的中英文翻譯標準，所使用的漢字全部是繁體中文，且獲得

中國接納。』 (註十)翻譯標準使用英文名稱與漢字對照的形式，全書以英文為主體，漢字全

部使用正體中文，各國對傳統醫學術語有不同的稱呼與翻譯，制定統一標準的目的是滿足現

代醫學教育培訓醫療、研究、資訊交流的需要。至於使用正體漢字與英文對照的原因，專家

解釋，由於每個國家使用的簡化漢字各有區別，最終決定統一使用正體漢字。

三、簡體字優點

『大陸有十多億人口，政治經貿往來的國家遍布世界，“以流通的程度來說，簡體字早就打

敗繁體字。”台灣的文化大學國語研習班主任王玉琴說。』（註十一） ，以目前中國火熱

的經濟發展程度而言，簡體字最大的優點就是它的實用性與通用性。簡體字使用人口將近１

３億，幾乎為世界的五分之一。況且於中國崛起的願景下，學習簡體字的中文較繁體更為實

用。且無可否認的，簡體字於書寫上確實較繁體字迅速及簡便，師大教授何懷碩於      3      月      17  

日再中國時報發表一篇「繁體與簡體」，預測繁體字的滅亡。  或  許  無如預言  般激烈，但繁體  

字在這個求新求快的社會中，若不加以延續，將岌岌可危。

參●結論

文字語言的流變，是自然的趨勢。簡體字，與繁體字是相對而言的，一個漢字如果有兩個以

上的形體，這幾個形體筆畫多的叫繁體字，筆畫少的叫簡體字。簡化是個理想，但很難去實

現，因為文字不只是工具，漢字是一個生命體，一筆一畫都蘊藏豐富的內涵，從漢字的筆畫

中，我們可以瞭解造字當時的社會情況，經濟活動，文化思潮；走進漢字，就像走入一個歷

史博物館。拼音文字都不容易，何況筆劃中充滿文化內涵的漢字。簡化來自人的天性－貪小

便宜，越快越好。繁化也來自天性－人有追求秩序穩定的天性。簡字易寫難認，容易混淆。

但合乎人性自私的心理需求，所以歷朝歷代都有人努力簡化漢字。文字是約定成俗的產物，

除非有必要，否則以沿用為宜。秦始皇在統一中國之後，立刻統一文字，讓政令能下達至全

國，並減少地區間的隔閡。中共改革文字，加深了兩岸的差距，不利於兩岸的交流，或許是

中共當局始料未及的。，漢字是一個活博物館，是一套完好的、上古時代人類社會的百科全

書，中文乃世界現行語文系統中，獨一無二之非拼音文字系統，且源遠流長，無受干擾。文

字語言之簡化，固然有其溝通及知識擴張之必要發展，因為事實上兩者同時並存，並各有所

優劣之處。因此要簡化也該極為慎重，文字的簡化應以合理為原則，不應以從俗從簡為原則。

整理時儘量符合造字原理，不合者應予廢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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