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字树1》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汉字树1》

13位ISBN编号：9787550222151

10位ISBN编号：7550222150

出版时间：2013-12-1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廖文豪

页数：22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汉字树1》

内容概要

《汉字树:活在字里的中国人》突破了传统文字学的窠臼，作者廖文豪先生摆脱了一贯以来依托于偏旁
部首的解读方式，通过数据库技术整理提炼出来，从汉字的人文特征入手，将意义上互有联系的汉字
都归拢在了一棵神奇的汉字树里。每一个字，都有属于自己的生长故事。书中历史和地理知识信手拈
来，语言严谨又不失趣味性，能让读者身临其境地去感受造字时的挣扎与想象，也帮助以汉语为母语
的人重新建立与汉字的关系。《汉字树:活在字里的中国人》在详细介绍500个与“人”有关的汉字的
同时，也海量收集了这些与“人”有关的汉字的甲骨文、金文、篆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等，读者
可根据汉字树状图之间的逻辑关系，由浅入深地逐步了解汉字的发展历程。图文并茂的表现方式，带
你轻松玩转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帮你找到藏在汉字里的中国人。《汉字树:活在字里的中国人》装帧
匠心独具，通过不同的护封折叠方式，你能拥有高级黑和土豪金两种封面。展开后又是一份精美的汉
字树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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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树1》

作者简介

廖文豪，台湾大学机电系毕业、专精于电脑的“理工人”，在偶然的机会接触了被认为许多从事文学
创作的作家、专家也被视为畏途的“文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顺着历来名家的研究，进入了汉
字构形的世界，流连忘返。作者现任中国台湾台北商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兼图书馆馆长。钟情于古汉字
研究，钻研甲骨文十余年，发表过《汉字龙原来是一条逆天之龙》、《文身习俗对汉字的影响》、《
在汉字里遇见上帝》、《品茗汉字里的酒香》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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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人
人的生命周期分成四个阶段
胎儿时期
孩童时期
长成期
衰老期
第二章人的姿态变化
双脚站立的人
跪坐的人
躺卧的人
与他人互动的人
消失不见的人
张口吐气的人
离不开土地的凡人
邻国人民
支撑家族的民族英雄
人的躯体
弯着身体的人
其它由人所衍生的字
第三章大
「立」的衍生字
「天」与「辛」的衍生字
「屰」的衍生字
「夭」的衍生字
「文」的衍生字
「黄」的衍生字
其它由「大」所衍生的字
第四章女
「母」的衍生字
万民皆由女而生
女人的婚姻与生活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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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般吧。。。
2、有趣
3、如果有中国图书设计大奖，应该颁给这本书。
4、字典
5、开始看堪称惊艳~由某个字作为本源，发散开来解说其他字。看图猜字也挺有趣的。不过到后期看
着有点疲惫。豆瓣书评里有挑错的，没发现，果然是在下才疏学浅啊
6、汉字之美
7、还真不错 识字好帮手
8、闲读有意思
9、躺下睡不着，干脆爬起来完成7月4本，2016年第34本。
10、纵然有趣，不过漏洞百出，而且主字是作者自己造的吗，不够严谨吧
11、不怎么样 初读的时候感觉还挺新颖 可以当作扩展知识类读物看看 越看越觉的没劲 慢慢感觉都是
根据后来发生的事去猜测当时的字 有种果导因的逻辑错误感 读的多了还会感觉前后矛盾 明明前问说
这个图形表示那个意思 都后面很像的另一个图形却硬说是别的含义 有点强词夺理的意思 再读 发现首
个猜测的古文像是根据自己的介绍作者自己造的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根本就不是作者提供的图形那样 有
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12、值得阅读
13、这本书确实会起到很好的带入感，尤其是对象形文字不是很了解的人。另外，我更推荐让小朋友
去读一下这本书，因为这样会改变她们对汉字的认识，帮助她们了解学习的乐趣，了解之前的世界和
汉字演化的过程，而不仅仅是通过重复记住汉字的书写。
14、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总之很精彩～而且很震撼～汉字里可以见天地见众生
15、一字一故事。。。
16、好读是好读，不太容易让人信服啊，有些解释明显牵强。#居然出了这么多本⋯
17、文字的象形。
18、收藏
19、好喜欢啊 解答了许多疑惑又契合了许多想法  推荐
20、运用计算编程分析结果，从远古时代的人文源头，寻找并赋予了作者的理解，成为树形的演化结
构系统。可能其中不乏有点过于绝对或并非本意，但其研究的方向为汉字的演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
途径。人与字，字与人，二而一，一而二，如鱼水相融，见字如见画，见字如见人，见字如见心。
21、创意很好，可惜有误
22、有种强形拆字以套入自己解释的意图。
23、不少字在解读字源上对造字理据的梳理不慎清楚，也与传统训诂有出入，不过这样的分类解读法
为今天的人们了解汉字汉语文化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宜适当翻阅参考，但不可作为学习和研究汉字构
形理据和文化动因的唯一依据。
24、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25、有点意思
26、乱解汉字
27、很有趣的了解汉字起源发展的书～
28、看这本书就会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浅薄，中国的文字的奥妙之处，实在太多。
29、有些牵强，读来玩玩还行，当真就不可以了。
30、讲得比较浅，可以用来培养识字兴趣，或作为科普读物。要真想了解还是好好看说文解字尔雅好
了。
31、很新颖
32、大体还不错，不过有些解释还是不能认同，感觉有点牵强
33、系统梳理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给人很深的启迪。
34、很有意思。
35、推荐给字体设计师，虽然对字体设计没有直接的帮助，但是会给你很多启发。看过这一系列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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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树1》

之后，一个个汉字在你看来便不是字了，而是一幅幅画。
36、非常有趣的一本書。雖然某些地方與一些傳統意義上的經典說法不同，但誰能保證那些經典沒錯
呢。提供另一種視角去解讀文字也很好。裡頭的字真是，太萌了www
37、内容装帧都好棒，超级用心的作者出版者。想想每个汉字不仅被设计出来时有故事，漫长的演变
过程也是故事，一边读一边感叹！虽然读完好多也记不住，知道一下也大有收获！
38、早闻其名，说文解字通俗版，对于文字学门外汉来说比较有趣且易懂，现在看到某些字就想笑。
字形绘画偷懒扣一星
39、太过于强调形象了，也有很多和《说文解字》矛盾之处。
不过作者的意图还是好的，只作为偶尔翻阅之书。
40、有趣的书
41、分析不一定严谨，但真的真的好喜欢
42、主观臆测的东西很多，干货不够，但挺有趣。
43、有点意思，大开脑洞
44、作者自创的图示太难看。读了一小半
45、长长见识，有种强形拆字以套入自己解释的意图
46、学过古代汉语
47、关于文字的文化，用象形的方式表达。这是我读过表现方式的最奇妙的一本书。
48、4本都看了，形式新颖，从文字联想记忆来说，很有意思。但从文字释义、演变上，主观臆想过多
，学术权威性、严谨度不够。可参考有关文献看，取精华的同时避免被误导。
49、对于小学老师来说，了解汉字本源很重要，不能误导孩子们。这本书很通俗，明了，非常适合阅
读～
50、新颖，有趣，但读完第一页就马上来翻评论了，感觉不太对劲，作者的创造居多，不过这也正是
本书如此有创见的原因之一吧。依样画葫芦，又能有什么新东西出现呢？虽是不够学术了一点，看一
看，还是有些启发。事实上很多理科生写的人文类书籍于我都能起到一点看山不是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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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设计如此用心的好书，当真是第一次见到。虽然我从不愿以貌取人，可是我想一本书如果封面设
计很有品，纸张有质感且印刷错误少，任谁都不会拒绝一读吧。很可惜，最近收到的很多书，就在以
上方面与此书形成了鲜明对比，搞得我读到一半就失去了兴趣。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我就是喜欢对周
围事物挑刺。这或许与以前读书时老师的引导有关。他老人家总是给我们挑刺——无论论文还是即时
发表的观点，并教会了我们如何时刻保持一颗存疑的心。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看那些质疑前人
研究结果的书。廖文豪老师的这本书就是这么一类对既定看法有存疑精神的读物。书中多次讲到他对
某些汉字意义的解读与《说文解字》作者许慎有分歧的地方。当然甲骨文学者郭沫若的某些研究结果
，作者也是不能苟同的。看他对“古字”义的考证和解释很有兴味，因为不牵强、不刻板，更无端教
授架子的姿态。他常常是先说出两者对同一个字的不同观点，然后分析各自如此认为的理由，最后再
来一个玩笑般的反问，至于孰是孰非，读者就自己细细体会吧。需要一提的是，许多人都在感叹汉字
在漫长演变过程中，有一些逐渐失去了事物独有的特征，这令人感到相当可惜。对此问题，作者也举
了“儿”、“听”、“苟”、“赤”等一些字来作了说明，读来让人深受启发。对于中国人来说，汉
字曾是多么常见的事物，可是它里面掩藏的博大精深文化传统和精髓，却被忙碌的现代人给忽略了。
特别是进入了电脑科技时代以后，很多小学生都已经习惯于在电脑上做作业，成人更是基本都用电脑
办公了。似乎一下子汉字失去了它的亲和力，此种状况对于中国人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为，汉字
在成型的过程中，把许多当代文化隐含在其中，通过推敲某些字的构形，我们不仅能体会其优雅的造
型魅力，还能学习自古流传至今的中华礼俗。只是，现在能够在这个一心追逐物质发展和经济利益的
时代，能够静下心来细细玩味汉字演变规律的人恐怕是少而又少了。而廖老师这本书正好填补了一些
研究空白，故而值得所有对传统有所留恋的人一读。
2、讲汉字的书很多，难以选择。这本新书好在哪呢？可读性好，用了思维导图的方式，封面取下来
就是一个挂图。编排用心，配了很多图，便于学习。刚拿到书，相信内容讲解也是不错的。通过汉字
可以学到历史文化，和一些启示。
3、《汉字树》中的字解法是有问题的，是臆测之结果。正确的解法应该是对应甲骨文来画图，而不
是对应现代汉字，这样才叫探源。作者可能是考虑到销量才让图画和现代汉字对应，不过好在很多字
旁边列出了甲骨文、金文、篆体可以参考。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以画释字的方法非常直观好记，不
如发扬它的这个优点，对照《汉语大字典》的字形演化表来记忆，这对于初学古汉语的人来说是极有
助益的。至于判断解法是否严谨的方法，则是注意每个字的甲骨文、金文、篆的写法，那些才是我们
需要研究的对象，画只是工具。
4、转自本人微博[@子冯的书架]-一周一阅05期这是一本很多人都说好的书。我不喜盲从，但也特地买
来一观。本来是这样想的，用统计学搞古文字的玩意儿，应该很不靠谱。但转念一想，我不也是学理
科出身吗？说实话，这本书的创意真不是盖的。封皮可以取下来，打开后是一张大的图表，上面是密
密麻麻的文字脉络图。书的内容就是对其中每一个字的演化，尤其是与生活、与我们人的密切关系进
行讲解。总的来说，给人的印象很好，也不是很做作。上个月相亲时，还顺便带了一本给人家。虽然
最后也没有成，但却实现了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播。这本书的作者是台湾人，我想，如果换成繁体字印
刷应该会与书中甲骨文原来的字符很像。尤其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了。其实，自从
大陆解放，简化字被提上日程以来，各方面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到底要不要使用简化字？我们先说
长期以来繁体字带来的困扰。其一，笔画繁多，不便于书写。比如郁闷的“郁”，写成繁体是“鬱”
字，确实很不方便。其二，异体字、碑别字，甚至错别字，也常常被掺杂进正规文献之中。比如，“
初”字，有很多种写法，古籍中也有、魏碑上也有。很多人就参考了魏碑上的写法。实际上，魏碑上
的写法大多都是错的，俗称笔误。因为古时北方写碑的人往往文化程度不高，经常出现笔误。所以，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确需要对文字进行一次整理。但，不是清理。今天我们说，讲普通话，写规范字
。但孩子们笔下的规范字，就真的规范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改为小篆，
每一个字皆有出处。我们今天拿《峄山碑》去和金文、甲骨对比，仍然可以找到端倪。但是所谓简化
字如何？试举四例。一、为。简化字中的“为”，与古字“為”大相径庭，完全是自造的。这个简化
版的字写出来，既不好写、又不好看，而且令我们搞不清笔顺。尤其是中间的那个点，显得很空，根
本安排不好。以前稍有文字（学）基础的人，是可以从字上看出点古意的，而现在这个版本已经看不
出来了。二、赵。百家姓的第一个，“趙”，现在改成了上边一个十叉。我觉得这不亚于对“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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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姓氏的侮辱。其实简体字有很多地方都用十叉来“糊弄”，似有理又无礼。三、偏旁。比如言字旁
、门字框等等。我们现在看好像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删减了笔画，实则大谬矣。简化后的言字旁，极似
草书的三点水。而门字框就是草书的门，但笔顺却完全不一样。这样的结果就是当我们把简化字写连
了以后，规则就全乱了。如果繁简字混在一幅作品里，内行、外行都看不懂。此例比比皆是、不胜枚
举。说明在创造简化字的时候，因过分求成而没有参考书法家们的意见。四、万、后、发。在古代，
存在许多同音字。比如说“万”和“萬”、“后”和“後”、“髮”和“發”。但是，它们只是音似
而已，用处绝不相同。现在都简化成了一个字，实在令人遗憾。尤其是在还原回繁体字时，经常闹笑
话。比如，“皇后”写成了“皇後”，“理发店”写成了“理發店”。周汝昌先生每每谈起简化字时
，都伤心欲绝、老泪潸然，认为中华的精神正在流失。我在大学时曾读吕诚之先生的《字例略说》，
里面有一段印象比较深：“一种文字，必包含一种文化，非所知也，此其于改革文字，所以掉以轻心
也。⋯⋯要而言之，吾于文字改革，谓简化汉字，可以不必。拼音可以徐行，不宜操之过急。”一代
大师，通多国文字的吕先生，对待文字改革也都是一种谨慎的态度。我们有什么资格对民族的灵魂大
刀阔斧，却只为满足一两个人的权力欲、帝王欲？在我看来，书面文字可以立标准，但决计不可改造
，更不要谈什么创新。统一之后，便于大家在书信交流、网络交流时进行识记。但是，文化的渊源不
能砍断，像上面所说的“为”、“赵”等字，就相当于被切断了命脉。今天的孩子谁还认得它们本来
的面貌？希望《汉字树》能带我们回到文字开始的地方，让每一个人重新感受汉字文化的精神内涵
。2014年12月17日  笔者于雨鉴阁
5、一树盛开的汉字繁花林颐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世界有多丰富，文字就有多丰富。汉字
之美，含蓄、巧妙，可隐寓广博的意义于字间。《汉字树》的作者廖文豪，台大机电系毕业、计算机
工程人员，却多年浸淫于汉字学研究，寻索字与字之间的逻辑关联。他引入计算机数据库强大的汇编
整理能力，从汉字的人文特征入手，将意义上互有联系的汉字都归拢在了一棵神奇的汉字树里。每一
个字，都有属于自己的生长故事。传说仓颉造字，第一个是“人”字。仓颉苦思如何表达，偶遇蹄印
而不辨，猎人途经说道：“我想这应该是貔貅的足迹，因为任何野兽的蹄印都有其特征，只要抓住特
征就能分辨。”仓颉醍醐灌顶，做“人”字——所有四肢动物，只有人能直立行走并用双手劳作。由
“人”字扩展开来，引出了“双脚站立的人”，如：见、兄、元、祝、光⋯⋯“跪坐的人”，如：令
、邑、巴、却、即⋯⋯“张口吐气的人”，如：吹、歌、欣、次⋯⋯大部分的汉字，都是在“抓住特
征”的核心概念指导下创造出来的，它们最终汇聚成了一树树盛开的汉字繁花。从汉字的起源可以看
出，它是模拟自然形象而造出的，即使简化了依旧包涵了大量的信息。西方的文字，以英语为例，“
人”是human，是以音符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它可以以数量极少的符号来表示无穷的声音组合，
但每个单词本身却无法直观地表达意义。汉字不仅象形，后来还发展出形声和表意，每个汉字都是一
个完整含意之象。每个汉字的出现，都仿佛是一个令人遐思不尽的艺术品的创造过程。这也造就了中
国思维和西方思维的根本区别。不同于西方的抽象、科学、逻辑和系统性，中国人总是更感性，更讲
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书法。唐代李阳冰论书法之道：“于天地山川，得方面流
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
体；于鱼虫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它充分表明，中国人善于化自然万物于自身。中国诗托物言
志歌以咏情的意境，中国画水墨丹青留白空间的意韵，中国建筑山水风光融为一体的氛围，中国音乐
婉转悠扬欲说还休的旋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汉字体系本身看做一棵大树，它的根是中华
五千年文明的肥沃土壤，奔涌在这棵大树血脉之中的，是中国人得天地之造化，沐穹苍之熹微的哲学
思想，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枝干、叶片与累累果实，便是中国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小说散曲、茶艺
花道、民谚俗语，甚至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家庭伦理等等。廖文豪从构字的逻辑
重建了字与字之间的关联，选择一个基础汉字以此为核心发散出一张又一张的汉字树形图，再辅以清
晰简要的说明，拎出一个汉字，马上就可以扯出一串汉字，并寻根溯源该汉字的由来。比如，“流”
、“呆”和“教”分属不同部首，似乎毫无关系，其实它们都和孩子有关。“流”表示婴儿还没有发
育完全、羊水大量排出而夭折的情景；“呆”表示婴儿出世，四肢不发达，意识不明，需要大人用双
手抱持；等到过了几年，大人用手拿笔（攴），带小孩（子），学画叉，那就是“教”了。《汉字树
》通俗易懂，趣味横生。采撷汉字树的朵朵繁花，不仅可以了解汉字之美妙，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美
妙。已发表《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欢迎约稿。主要方向是历史、人文、社科、教育类书评。
6、　　内容适合汉字研究初学者，釈理不太专业。　　里面插页字型用的是台湾标楷是什么心态→_
→？　　总之我觉得全部简体字的字书中，还未发现满意专业的，但对于正體字还不能过关的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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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本还不错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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