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字特色分析 

 
中文字，亦稱漢字、方塊字，是指中國主要的漢族人所使用的文字，也是

世界上上古時期各大文字體系中唯一傳承至今仍被廣泛使用的文字，漢字在古

代就已發展至高度完備的水準，不單在中國使用，且影響周邊如日本、朝鮮、

越南、琉球、蒙古等地區官方的書面規範文字。 
 
不同於現今世界上各民族使用的拼音文字系統，中文字是一種意音文字，

但總體來說仍屬表意文字。每一個中文字是一個字符，就是一個語素，雖然總

數可多達約十萬個，但日常使用的常用字並不多，據統計，1000 個常用字能覆

蓋約 92%的書面資料，3000 個字就可達 98%以上了。相較於科技比較先進國家

使用的拼音文字，總共只有二、三十個字母，易教易學，所以一度被認為是中

國之所以科技落後、文盲眾多、中文複雜難學且無法適應機械化自動化的主要

原因。就以英文打字機來說，鍵盤所需的空間有限，所有的文字均可用字母有

序排列的打出來，人人可學，且打字速度極快，一般人每分鐘打個三、四十個

字沒什麼問題，快的還可打五、六十個字。反觀當時的機械式中文打字機，光

是主字盤(內置常用字)就是密密麻麻的許多倒寫小鉛字，旁邊還要配一個補助字

盤(內置較少使用的字)，打字員不但要熟悉主字盤上各個倒鉛字的位置，也要熟

悉助字盤中小鉛字的位置，打字時需一個字一個字的操控字爪抓住正確的小鉛

字打上去，沒有長時間的專業訓練不可能上手，就算是專業打字員一分鐘也打

不到十個字，效率只有英文打字的 1/5~1/10，根本無法可比。但是隨著電腦應

用的普及以及各種中文輸入法的發明，中文打字早已不是問題，效率不斷提

升，在專業的中文打字比賽中，一分鐘竟可輸入 200 個字以上，反而比英文專

業打字員速度快三、四倍。其間一度由於中文字較占儲存空間，需使用到較多

記憶體的缺點，也因儲存裝置設備技術的發展，成本早已大為降低，現在已完

全不是問題。 
 
    誰知道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我們發現中文具有的特色愈來愈

能發揮出正面的能量，以下以人性化設計的觀點，列舉中文字的特色如下： 
 

1、 具有數學的性質 
前面提到，每一個中文字就是一個字符，儘管可用不同的發音去

讀，但意思不變仍能溝通。這就像是阿拉伯數字，全世界都在使用，以

1+1=2 來說，雖然不同的語言讀起來相互聽不懂，但大家都能看得懂，

還是可以溝通。即便是今日，仍可看到外國觀光客在語言不通的情況

下，顧客和店家還是可以拿著小型計算機進行議價。中國數千年來經歷

了各種政治勢力變遷，在古代交通工具這麼不便，各地方言如此眾多又



相互之間幾乎完全聽不懂的狀況下，要如何才能維持這麼大的疆域在同

一個皇權之下？可見當初秦始皇「書同文、車同軌」的政策實在功不可

沒，這麼大的中國才沒有分裂成許多小國家，統一使用中文字必然是最

重要的原因。 
 
還有一點，語言作為人們相互之間溝通的工具，經過長時間和遠距

離的雙重影響下，表達方式和發音難免會慢慢的變化，這樣的變化是自

然形成的，如果使用拼音文字，久而久之，就會形成新的語言和文字

了，致使原來的拼音文字愈來愈少人使用，終將沒落消亡，例如希伯來

文、梵文、古羅馬文字等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當考古學家新發掘出古文

時，上面的拼音符號就算念得出來也沒用，所以大多很難再去解讀，就

算能解讀也只是少數專家才看得懂。反之，中文字由於是表意文字，不

受讀音變化的影響，也就是說具有極高的穩定性，考古學家就算是挖到

二、三千年前的文物，上面浮刻的銘文、古籍，或許發音已經與古時不

同了，但文意還是看得懂，這不是和現在的數學符號一樣嗎？ 
 

2、 每個字都是單音利於思考 
     中文每個字都是單音，共有 20 個聲母、39 個韵母和 4 個聲調，

理論上可有 4000 多個發音，實際上用了 3000 多，常用到的約 1200
個。相對於英文，它有 20 個元音、20 個輔音、無聲調變化，理論上可

組成 400 個發音，因此許多字要用好幾個發音來表達，顯然比中文更花

時間和複雜。先就時間效率來說，同樣的九九乘法表跟據研究，用中文

念完要花 30 秒，用英文則要 45 秒，讀得快當然理解也快思考也快囉！

再就複雜度來說，中文大概只要認得 1500 個字就算達到了掃盲標準，

認得 3000 多個字即完全足夠應用了。而使用英文的人需認識的字彙要

達 3 萬字才能讀報，5 至 25 萬(注意：差距極大)才足夠應用，而且新的

字彙還不斷的在增加，現在已有約 40 多萬，以後增加到 100 萬也不無

可能，大家可想想，這是多麼大的記憶量啊。到底哪種文字比較簡潔，

只要去查一下聯合國以六種官方文字發表的相同文件，一定是中文本最

薄即足以證明！簡潔就意味著減少用紙，還更符合綠色和環保呢！ 
 

3、 無方向性 
由於中文字的每一個字就是一個字符，字與字之間的組合方向(雖

然古籍中主要是由右至左，由上至下)基本上是有彈性的、多元的，也

就是說可以從右到左、從左到右、從上到下、甚至可以從下到上。這個

特色有什麼用呢？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看看街上商店的直立式招牌或書

籍的書背，由於空間的限制，對於拼音文字來說，不管拼法是由左至右

或由右至左，一定要橫排，也就是要轉 90 度，這時直看的時候就非常



不方便，可是對中文的漢字來說就完全沒有困擾。還有車輛左右兩邊的

文字標示，也可以完全配合車子行進的方向，一邊由左至右，另一邊由

右至左，非常順眼自然。直接寫在馬路路面上的交通指示如「禁行機

車」、「右轉」……等文字，也可配合車輛的行進方向倒著寫，是不是方

便了很多？ 
 

4、 總體所占空間節約 
     除了上述排列方向的方便性以外，總體來說，中文所占的空間要

比英文少很多。這個特色從商店招牌和馬路上的各種標示就可體會出

來，因為是要讓人遠距離觀看的，所以字必需放大，要把中文單個字體

放大，長寬各大一倍，字就大四倍，所以效率極佳，實際上要增大的空

間其實相對有限。可是若要將單個英文字母放大四倍，那麼整個英文字

詞會需要多大的空間？因此在空間有限的招牌上是絕對放不下的。如果

招牌的空間一樣大，那中文招牌一定比英文招牌辨識度好很多！另外，

你也可以比較任何一本書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在字體大小一樣的狀況

下，是不是中文的頁數最少？如頁數差不多，是不是英文版的字要比中

文版小很多？ 
 

5、 具藝術性 
        不管是字母(拼音)或字符(表意)，字體本身當然可以有各種造形上

的特殊運用或設計，但唯有中文漢字可以像繪畫一樣，當作藝術品來

欣賞，稱為「書法」，你有看過其他文字書寫後表框當作藝術品的嗎？

為什麼會這樣？我們或可用藝術創造所使用工具來解釋，中國的

「書」和「畫」使用的工具是一樣的，都是毛筆，作品也合稱為「書

畫」，西方人作畫和寫字的工具絕對是不一樣的。試想，如果用硬筆來

寫中國字，寫得再漂亮一樣也沒辦法表框起來當藝術品來欣賞吧！ 
 

6、 整體重於細節 
            有的漢字雖然內部筆畫複雜，但人們要辨識時並不是只憑其中細

節的，它同時還可以依據整體的型態和結構來辨識。以英文來說，由

字母組成的字，字母的差異就形成了不同的字，因此每個字母都要看

清楚才能辨識認知，外形輪廓對辨認毫無助益！，網路上有個流傳很

廣的例子如下圖，如果拿得很近來看，只不過是一堆亂碼，毫無意

義，但你可以拿遠一點看，看不出來就再拿遠一點，到一定距離，那

堆亂碼就漸漸的變成可辨認的字了，你不妨試試，可以看出是什麼字

嗎？那不正是「我很喜歡你」嗎？ 
 



               
 
            想想看，特個特色有什麼用處？有的，高速公路兩旁的大型 T 霸

廣告牌、遠處建築物上的廣告、山林風景造型、告示、求援信號……

等都可以利用忽略細節的方式，以整體輪廓達成傳訊溝通的目的。 
 

7、 是以「詞」為主的表意文字 
            大多數的中文字本身就可以獨立構成語素(詞彙)，現代白話文則大

多數是由二個或二個以上的漢字構成的詞彙組成，但是由此構成的新

語素往往和其中各個中文字獨立時的語素之間有相關性，例如「成

語」、「俗語」、「簡稱」、「縮寫」……等，同時也很容易利用現有的中

文字另造新詞來提供語意上新的需求，比起拼音文字此一特色可以體

現簡化和幫助記憶和理解的功能。舉例來說：「牛肉」、「豬肉」……等

詞，其中意涵就是牛的肉、豬的肉……太容易理解了，可是像英文這

樣的拼音文字，就必需為牛肉造一個字(beef)，為豬肉(pork)另造一個

字，而且這些字對所代表的意涵也很難有什麼規則性和提示性，這會

造成字彙的數目愈來愈大，沒有學過的字就不會認識。那你可能會

說，英文不是也可以將豬肉 pork 改成 pig meat 嗎？可是這樣一來，豬

肉的發音就要從 2 個變成 4 個，省了記憶量就要犧牲發音，反之亦

然。使用英文等併音文字，為了適應生活上和科學上的新需要，字彙

數目愈來愈大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專業方面的用語，這是多麼大的

記憶量啊。反觀中文，雖然字的總數也很多但常用字只有幾千個，只

要熟悉這幾千個字和由它們組合出來的新詞，可以依靠聯想和觸類旁

通，完全不需要造新字，適應起來就方便多了，所需的記憶量增加有

限。再舉個例子：在台灣曾有與經濟相關的官員被民意代表問到

「ASEAN」是什麼意思，結果答不出來，請問是「東協」比較簡潔、

容易記憶和理解還是「ASEAN」？ 
 
            在智慧型電腦中文漢語拼音輸入法中，只要打出第一個字母或每

個詞中文字拼音的第一個字母，電腦就可以立即根據使用者的先例和

大數據列出相應的字或詞彙提供選擇，不需要每個拼音字都輸入，如

此一來鍵入和搜尋變得非常方便，這是利用到了電腦軟體強大功能的

幫助，未來可能應用的發展還無可限量。反之，拼音文字在鍵入電腦



時到現在還是要一個字母敲一下鍵盤，利用強大的電腦軟體功能來提

高打字或搜尋效率的幫助相對有限，在網路時代那是多麼的吃虧啊！ 
 
 
    我們並不是說中文字系統比拼文字好得多，它當然也有比不上拼音文字的

地方。舉例來說，由於中文字是一字一音又缺乏字尾變化，因此漢字系統尤其

不利於表達化學成分。我們只要隨便拿一個食品或化妝品的說明標籤看看，那

些原料和添加物的中文不但文字長長一串，又難念又難記，不像拼音文字(如英

文)可以利用字根和字尾變化，輕易的表達族系元素間的關係和些微差異。在此

我們要特別強調的是，任何事物都是相對的，有優點就會有缺點，既然我們是

使用中文的民族，重點是必需充分認識到我們文字的特點，善加利用並發揮所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