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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是記錄漢語的符號，形、音、義、用、碼是現代漢字的五大屬性。漢

字有自身存在、發展的規律。展現和描寫這些規律的是漢字科學。漢字在完成

了初步的造字階段進入大規模使用的時期後，它的社會功能，是由兩個不可分

割的過程合起來實現的，那就是釋讀與書寫。書寫和釋讀的結合，才是漢字實

現的全過程。書寫漢字學和釋讀漢字學的結合才是完整的漢字科學。 

 

當前的漢字教學關注的僅僅是漢字的釋讀，完全忽略漢字的書寫，造成漢

字科學和漢字教學的極大缺失。有人認為，現在是資訊時代，寫字已經不需要

了，只要教認字，不必教寫字，這是一種片面的認識。寫字的重要性不僅因為

在實際生活中手寫絕不會完全被電腦替代，還因為寫字本身就是識字的一個不

可缺少的環節，是識字的有機組成部分，寫字教學是達到對漢字準確識別、快

速記憶、熟練應用必要和必須的手段。 

 

釋讀的漢字學是以寫好的漢字為研究物件，所以是靜態的漢字學；認字是

認別人寫好的字，所以又是接受的漢字學。書寫的漢字學要研究一個字書寫的

過程和規則，是動態的漢字學，寫字是自己來實現字樣，所以又是實現的漢字

學。 

 

書寫不等於書法。書寫關注的是漢字的自然美化，而書法關注的是漢字的

藝術美化。書寫關注的是寫字的一般規則，也就是漢字的共性，而書法則要在

寫字一般規則的前提下，突顯書法家寫字的個性。書寫漢字學是漢字科學，而

書法則屬於漢字藝術。科學和藝術有統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書法對社

會的影響，也就是藝術美化對自然美化有強大的感染作用；但藝術美化不可能

全然擺脫自然美化的規律失去社會審美的大規則。書寫的漢字學是連接漢字科

學與漢字藝術的紐帶。在漢字教學裡，把書寫教學說成書法教學是不準確的，

用書法教學替代書寫教學是不恰當的。 

 

構建書寫漢字學的基礎理論體系，是當前重要的任務。書寫漢字學的內容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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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漢字字體與風格―包括主用字體和速寫變異字體，以及它們之間的關

係。 

 

（2）漢字的書寫單位筆劃（含筆數、筆程、筆形、筆態、筆勢）及其在字

樣中的變異規則。 

 

（3）根據漢字結構的平面圖式形成的結字規則（包括構式規則、讓就規

則、交重規則、省簡規則）。 

 

（4）漢字書寫與結構的關係（書寫產生的部件位置重組，書寫產生的結構

部件變體。書寫會成就結構、保存結構；也會改造結構、喪失結構）。 

 

這一理論體系在教學中的全面體現，會使漢字教學進一步實現科學化，也

會促進以釋讀為主要目標的漢字構形學更深入地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