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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有楷書以來千有餘年漢字並沒有大變化，因而在
閱讀大部份古籍及古典文學時，許多文字不需要再特
別翻譯，就可以直接了解意義，甚至不解其義，仍能
讀得出來。

古英語時期，有名的「貝奧武夫 」(Beowulf)。這
是世人所知最古老的英詩。以一千多年前的英語寫
成，是需要透過翻譯才能了解其文字內容。 連結

中國文字從甲骨文、金文、篆、隸書到現
今的楷書，文字的所有的沿革均未脫離六
書的原則。

二、漢字「申遺」之意義：

 

 
 

鳥 

甲骨 金文 篆文 隸書 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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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演進不全是由繁入簡

從文字形體變革看

由繁而簡：禮─礼 、 鞵─鞋 、 灋─法 、 雧─集

從文字使用的功能看

由簡入繁：須─鬚 、 然─燃 、 要─腰 、 寸─肘

二、漢字「申遺」之意義：

二、漢字「申遺」之意義：

但如今簡化字卻混淆了文字的本義與美感。如

「麵」簡化為「面」

「裡」簡化為「里」

「髮、發」簡化為「发」

中國字望文生義的特性便不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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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文化遺產之繼承、人類文明之保存，

並擴大推廣正體中文的影響層面，我們應立即

向聯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申請，將漢字列為

「世界文化遺產」，此實為當務之急，刻不容

緩。

二、漢字「申遺」之意義：

1、「漢字」是世界三大古老文字（蘇美楔形

文字、埃及聖書文字和中國漢字）之一。

2、漢字是形、音、義三者兼備缺一不可。最主要在

於漢字的形，既能表音，也能表義。如「日」

「」→「」像太陽的外形「」可代表為像太陽

-充實飽滿或光源

音讀成與「實」相近的「人質切」。

三、美哉漢字：
（一）漢字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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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國文字是一字一形體，一字一音節，不類西

方文字的多音節。

4、中國文字是屬於方塊字，方塊字本身就是比較

方正平整，寫起來可橫可直，可左行，可右

行，不受限制。亦可表現中國文學形式上的

「整齊美」，如古典詩歌，對聯等。

5、中文有許多優點，像是中文文法，沒有時態、

單複數、陰陽性、主受格等許多不必要的規

則，所以學習起來相當容易。

三、美哉漢字：

剪紙藝術 在我國農業社會中，是老少咸宜的民俗

技藝。而「字」的對稱性，也在剪紙藝術中展現

出來。

三、美哉漢字：
（二）漢字之美—剪紙與書法的藝術傳承

對稱--囍字 對稱--春字 

  

 

xialn
179



書法藝術的形成、發展與漢文字的產生與演進存

在著密不可分的連帶關係。

漢文字起源甚早，演進到魏晉時把文字的書寫發

展到一種藝術的境界

—融入了創作者的學識、修養、思

維、精神等。使漢字激發出可資

審美的書法藝術。讓書法藝術成

為得以流傳千古的不朽之作。

三、美哉漢字：

身為中國人的我們，傳承了五千年悠久的中華
文化。正體中文，的確值得中國人捍衛，中華
書法，也需用正體字，或者草書、行書才能表
現得出力與美。

三、美哉漢字：

  

家-行書 家-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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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漢字是中華歷史文化傳承的載具，沒有漢字

歷史文化便無由傳承。

２、自古以來，漢字也是中國版圖內各種族間彼

此情意交流的共同工具，少了此一共同工

具，各種族間的情意便難以交流，情意難以

交流又如何能凝聚其向心力。

三、美哉漢字：
（三）漢字的重要性

３、漢字是中華文化的一環，由漢字衍生出來之書

法藝術，以及許多民俗文化，如謎語、測字、

算命等，若無漢字，這一切也都成為泡影。

４、若無漢字的承傳，對於中國古代的社會狀況，

文學發展，義理之說，乃至音韻、訓詁、文字

之學，尤其考古，也就無由得知。

三、美哉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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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並不只是狹義的建築物，而是凡

與人類文化發展相關的事物，皆可被認為

世界文化遺產，如歷史、藝術美學、考

古、建築、民俗文化等。

四、聯合國方面：
（一）文化遺產的定義

四、聯合國方面：
（二）申請程序

制定具有普通和特殊價值的遺產明細表
並向UNESCO提出申報文件

中外民間團體連署提倡
轉由政府單位接手【申請國必須是已加入世界遺產公約的締約國】

審核申報文件—評估

向世界遺產委員會進行推薦

接受申報，列入名錄拒絕列入名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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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撰寫提案草稿

先行匯整各界意見，然後擬定草稿，使提案能更

臻完備。

（二）舉辦國際研討會

邀請國際知名漢學家來台專題研討，於會議中發

起連署「向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將『漢字』列

為世界文化遺産」之活動。

五、達成目標之步驟：

（三）讀者投書

（四）舉行「申遺」行前記者會

必須透過記者會，發動輿論力量，使全民得以了解

其重要性，以達到「申遺」的目的。

（五）申請提案

五、達成目標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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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漢字』列為世界文化

遺產連署」於2006年4月14日發起連署。連署書共

有「正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日

本語」及「韓語」五種語言。

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搶救國文教育聯

盟、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實踐大學、臺北市文化局、國文天地

雜誌社、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中華民國孔孟學會、

商周出版社、爾雅出版社、九歌出版社。

六、過去中推會所做之努力：
（一）連署網站http://203.69.129.149:8080/heritage/index.jsp

連署網站

在民國九十五年七月十三日(四) 與「搶救國文教育

聯盟」聯合舉辦「必也正名乎」座談會。

（三）報章刊物投書

在「聯合報」以正體字的角度出發，討論在正體字

和簡化字之間，對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揚的差異，

試圖喚起世人對正體字保護的覺醒與重視。如

六、過去中推會所做之努力：
（二）舉辦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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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的文化遺產，明明是中國的文
化傳統，而韓國卻將其列為「韓國」的文
化遺產。
若干年後，積非成是，端午節在世界上可
能被韓國的「端午祭」所取代，而誤認那
是韓國的文化遺產，並非源自中國。所以
我們要抓緊自己的民俗文化家底兒，別再
讓「端午節」變成「端午祭」之類的事情
重演。

七、結論：

謝謝各位
熱心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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