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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主要重點在於透過利用書法教育的漢字學習系統的開發以修正不適宜的漢字指導。 

    在資訊社會中，比起手寫文字，以電腦或手機等資訊裝置「輸入」內容更為常見，然而書寫

這一行為並未消失，尤其在中小學時，為了認字而練習書寫；以身體來記憶為最為有效的方式。 

    以此 ， 在中小學的教育現場尚有漢字填寫及筆順的測驗。但漢字的筆劃應是頓筆亦或是挑起

在漢字測驗的閱卷老師中並沒有一定標準。如以「松」字為例，便有「木」字的下部以「頓」的

筆劃為正確；而「豎鉤」為誤答的判斷存在。 

    然而，無論筆劃是「豎」或「豎鉤」，兩者皆為漢字的正體字，其中的不同僅是印刷或手寫時

所產生的運筆差異。但在教育現場之中 ， 也有教師抱持著將教科書或字典中所印刷出的字體視為

正確的漢字字形，並排除其他寫法的錯誤認知。 

    因此，透過書法教育而了解漢字的流變；理解漢字的字形和筆順等中存在著數種寫法；並以

嘗試開發能夠以個人主觀經驗而摸索合理的寫法和筆順之教材作為最終目標 ， 而本稿將檢證以此

為前提之書法教育的有效性。 

 

前言 

 
    本研究的主要重點在於透過利用書法教育的漢字學習系統的開發以修正不適宜的漢字指導。 

    在資訊社會中，比起手寫文字，以電腦或手機等資訊裝置「輸入」內容更為常見，然而書寫

這一行為並未消失，尤其在中小學時，為了認字而練習書寫；以身體來記憶為最為有效的方式。 

    以此，在中小學的教育現場尚有漢字填寫及筆順的測驗。但漢字的筆劃應是頓筆亦或是挑起

在漢字測驗的閱卷老師中並沒有一定標準。如以「松」字為例，便有「木」字的下部以「頓」的

筆劃為正確；而「豎鉤」為誤答的判斷存在。 

    然而，無論筆劃是「豎」或「豎鉤」，兩者皆為漢字的正體字，其中的不同僅是印刷或手寫時

所產生的運筆差異。但在教育現場之中，也有教師抱持著將教科書或字典中所印刷出的字體視為

正確的漢字字形，並排除其他寫法的錯誤認知。 

    因此，透過書法教育而了解漢字的流變；理解漢字的字形和筆順等中存在著數種寫法；並以

嘗試開發能夠以個人主觀經驗而摸索合理的寫法和筆順之教材作為最終目標，而本稿將檢證以此

為前提之書法教育的有效性。 

 

一、問題的背景 

 
    在阿辻哲次『漢字を楽しむ』「第二章 漢字を書く」（講談社現代新書、２００８）中曾指

出，漢字測驗的評分標準因教師而異。以下依阿辻氏的見解整理出問題的背景及字形的正確性。 

    時有聽聞因為漢字的「鉤」和「撇」的寫法或是筆順有誤而在填寫漢字的測驗中被判定為錯

誤。 

    雖然在小學的國語或書寫課上，會仔細指導學生漢字的「鉤」、「撇」和「頓」的寫法，但

從漢字填寫測驗的評分標準來看，似乎仍有未正確給分的情況存在。此彰顯了評分標準的偏差和

基準的曖昧性。 

    從小學到高中，在國語課程裡繁有漢字填寫測驗，然而常有對回答中如漢字偏旁的木字旁或

提手旁，偏旁下方是否挑起等，因對答案判斷不一而使得分數有所落差的情況。 

    如「林」、「松」等的木字旁，即使筆劃下方挑起，也僅能被辨識為「林」和「松」而並非

錯字；但也有教師因為教科書或字典中，印刷字形的木字旁筆劃下方沒有挑起而認為是錯字。另

外，也有若將「保」字右方的「呆」寫作片假名的「ホ」便判定為錯字的案例。然而上述無論何

者皆非誤字而同為漢字正確的字形； 



判斷為錯字的教師們並沒有手寫字和印刷字形從根本上便是不同性質的事物的認知；且未曾思考

過，即便是印刷物，教科書或小學生用的字典等中印刷的漢字字體究竟如何定案，或是於至今為

止的教育史中如何變化而來等，在指導漢字學習時橫陳於根基的問題。 

    從以下圖例，可見歷代書法家的筆法中，比起「豎」的筆劃，「豎鉤」筆劃更為一般。 

 

             
 

     
(圖版出自二玄社『大書源』２００７年３月初版) 

 

二、正確的漢字字型和筆順 

 
    雖有若將「保」字右方的「呆」寫作片假名的「ホ」便視為錯字的情形，但翻閱書法關係字

典便可發現，傳統的漢字寫法中，將「保」字右部偏旁下方寫作「木」的實際案例並不多；而觀

察歷代名家的字跡也可發現「 松」 等字的木字旁下方寫作挑起筆畫者相當普遍。如作為唐代楷書

名家而在中國書法史上為人所熟知的顏真卿(709-785年)，所寫的「松」「校」的木字旁為挑起筆

劃，而「保」字右側的「呆」則如同片假名的「ホ」。顏真卿的文字作為漢字典範而備受尊崇，

在後世甚至被當作明朝體活字設計的原型。否認這種字形的行為說是對傳統漢字文化的冒瀆也不

為過。現在的「保」的字形中，偏旁為「呆」，然而將「口」和「木」分開考慮僅為從後世字形所

衍生出的觀點而已。將漢字測驗中「保」字右方的「呆」寫作片假名的「ホ」便視為錯字的老師

們，為僅依據近年通用的字體而批改答案所致。 
    若從「保」或「松」、「校」、「林」等字的案例和透過書法史來看漢字的歷史變遷，在漢

字測驗中也能有彈性的對應了吧。 

    在此，必須先建立起「教科書和字典中所印刷的字形和手寫字形是不同性質的事物」的認知

。現在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雖有作為漢字使用的「基準」的常用漢字，在常用漢字表中有關「常

用漢字表」(付)字體第2 關於明朝體和手寫楷書的關係 

    在常用漢字表中 ， 各個漢字的字體(文字的結構)被以明朝體的其中一種表示。此並非代表要

改變手寫楷書的書寫習慣； 即便作為字體而言相同， (中略)明朝體的字形與手寫楷書的字形之間

仍有許多相異點。此應被視為是印刷文字和手寫文字的各種不同的習慣所造成的差別。 
  如上所述，在「2 手寫的楷書存有多種寫法」中，便列有「（３）與筆畫相連與否相關例子」，

其中「保」字的資料中，著實的記錄著也有雖然偏旁為「呆」，而「保」右側的「呆」下方寫作

「ホ」的手寫例子。 

 

 



       

 

 

 

 

 

 

 

 

三、印刷字體和手寫字 

 
    在此再次提醒，會拘泥於筆劃挑起與否等細微的點，僅是因為印刷物中的漢字和手寫的漢字

的字形並非完全相同的緣故。因此，在指導漢字的學習時必須先理解現在所使用的漢字的印刷字

體，究竟是如何被制定，且至今為止的教育的歷史中又是如何演變而來等根本。 

    在日本，如「環」字的印刷體，在戰前是寫作偏旁下部挑起的「環」，而戰後則改為沒有挑起

的字形。根據探討漢字印刷字形而編纂的『明朝体活字字形一覧』（文化庁文化部国語課編、１９

９９年），「環」字在戰前的活字中偏旁的下部皆為挑起筆劃。而如此設計字形，是由於在被視為

漢字最高典範的『康煕字典』中的「環」便是挑起筆劃的字形。然而，制定「当用漢字字体表」

時，「環」字的漢字印刷字體的偏旁下部則由挑起筆劃改為沒有挑起了。明定当用漢字表中的漢字

在今後將印刷成什麼字形的，乃是昭和二十四年(1949)四月由內閣發布的「当用漢字字体表」。

這張表是以將複雜而難記的漢字簡略化為目的而做成，自此之後如「佛」「國」「眞」「藝」等舊字

體便改為印刷成「仏」「国」「真」「芸」等新字體的形態。 

    在「当用漢字字体表」的[使用上之注意事項]中列有： 

一、此表中的字體為活字字體之原形，適用於明朝體、黑體字與其他。 

二、此表中的字體作為手寫的範例時，點畫的長短、方向、曲直、筆畫相連或分開、頓筆或挑起

或撇畫等，並不作為絕對標準。等項。意指此表所刊載的為活字體的原形，今後請以此表所示之

基準設計明朝體或黑體字等活字之意。 

    表中「環」字的偏旁下部沒有挑起，故活字製造廠或印刷相關業界皆必須以內閣發布的此表

為基準設計活字字體。下方沒有挑起的「環」為戰後所登場的印刷字體，而僅為一種印刷形態。

在此補充一點，現在常用的和漢字典中所登載的「環」字，挑起筆畫和非挑起筆畫的兩種都有登

載，而多數皆規定挑起筆畫為舊字體；無挑起筆畫為常用漢字體。 

    使用當用漢字的字形而製成並於平成22年改定的常用漢字表中登載： 

 有關「常用漢字表」(付)字體: 

第2 有關明朝體與書寫楷書之關係 

    在常用漢字表中，各個漢字的字體(文字的結構)被以明朝體的其中一種表示。此並非代表要

改變手寫楷書的書寫習慣；即便作為字體而言相同(中略)，明朝體的字形與手寫楷書的字形之間

仍有許多相異點。此應被視為是印刷文字和手寫文字的各種不同的習慣所造成的差別。 

    為了以印刷文字和手寫文字的種種習慣差異為基準觀察其表現的不同，實際書寫並體驗手寫

文字字形的變化是必要的。擁有此類經驗，並正確記住漢字的各個部件，便應該能夠理解無須在

細微的運筆上苛求。基於漢字的字形會在印刷文字和手寫文字上有所差異，通時性地理解漢字發

展演變的樣子在漢字的學習上可說是必要的。以此可見能夠掌握漢字演變的書法教育編入漢字指

導課程的有效性。 

    基於以上原因，筆者欲開發能夠柔軟對應漢字指導而應用書法教育的課程計畫。   

 

四、書法教育的活用 

     
    在日本無論是哪家出版社 ， 在小學課本中印刷出的漢字， 木字旁的下方均是不會挑起的。這

僅是因為在現在小學教科書的印刷所採用的，稱為「教科書體」的字體中，木字旁是被如此設計



的。然而此種教科書體與明朝體有字形上的差異。例如以明朝體書寫的 「 ごれいじょう 」 會是

「ご令嬢」，而教科書體則是「ご令嬢」。「令」字的最後一筆和「嬢」字的偏旁的挑起等，明朝

體和教科書體的字形有著微妙的差異，相較之下教科書體更接近手寫文字。 

    小學的教科書使用的是較為接近手寫文字的教科書體 ， 然而實際上到了中學教科書便會改為

使用明朝體 ， 所以便會產生小學和中學的教科書上印刷著不同字形的情況。似乎也有學生對小學

的「令」和中學的「令」的印刷不同所產生的差異而感到困惑。   

    另外 ， 與字形息息相關的問題便是筆順。筆順為過去歷經長時間的書寫而定型的書寫習慣 ，

會根據楷書、行書或是草書等書寫字體的不同而改變， 再者， 即使是同一種字體仍會有數種不同

的寫法而非一致。然而，基於為了避免在學校教導孩子們漢字的寫法時產生混亂 ， 便產生了以筆

順為基準的想法，其產物便是昭和三十三年(1958)由文部省發表的「筆順指導の手びき(筆順指導

入門)」。在其中的「1.本書的目標」中提到：本書中所示之筆順，為基於避免在學習指導上造成

混亂所定， 因此並不代表書中沒有列舉出的筆順為錯誤寫法， 亦沒有否定其筆順的意思。也就是

筆順並沒有絕對的正確 ， 不過是主觀認為書寫此漢字時最為便易、工整而選擇的順序而已。 

    為了有彈性地對應字形和筆順 ， 採用學習漢字的發展變化的書法教育是較為理想的。漢字的

特徵，便是即便古代文字的字形不斷變化，然而現今我們所使用的文字乃至楷書，其文字的基本

構造已有三千年以上沒有變動。因此， 理解古代文字的構造或文字初始所代表的意義， 即是加深

理解生活中的漢字的具體行為。 

    而應用書法史，便能掌握漢字是如何發展變化而來的各個樣貌，透過學習各種書體的字體；

實際書寫並體驗楷書或行書、草書等各自不同的多種筆順。透過知曉漢字的形成使其對漢字產生

興趣 ； 實際體驗字形變化和各種筆順進而理解在書寫漢字之際無須拘泥於細微的運筆。此應為現

在的漢字教育所實行的一項指標。 

    綜觀漢字發展變化的面貌 ， 自紀元前1300年前後至紀元前1000年左右，刻寫於牛骨或龜甲上

的文字，被稱為「甲骨文」；鑄於青銅等金屬上的則稱為「金文」。而秦始皇統一六國時，統一了

各個地域不同的文字，此文字稱為「小篆」。比如特定的時代或書寫材料等，如此具備一定的共

通性的文字形態或風格稱為「 書體」。小篆和先於其存在的大篆合稱為篆書。若廣義地解釋篆書

的範圍，甲骨文和金文也可屬於篆書體的範疇。自此篆書體開始，便可追溯漢字的形成和構造；

理解漢字本來所持有的意思，便能成為使學習者對漢字產生親近感的契機。 

    篆書體由於速寫或是書寫材料的不同而有字形的變化，所產生的即是隸書和草書；而其進而

演變為現在所使用的楷書和行書。經由體驗實際書寫學習隸書、草書、楷書和行書的字形變化和

各式各樣的筆順，便可理解筆順僅是書寫此漢字時最為便易、工整而選擇的順序而已。再者，字

形變化並非中國所獨有，如同眾所皆知，我們日本人所使用的並非只有漢字還包含假名，而假名

即是將漢字的行書和草書簡略化所創，成為了飽含日本人纖細的感覺的表音文字。假名的學習也

同樣無法忽視漢字的行書和草書。 

    另一方面，漢字在日本也有了獨自的字體，即是所謂的當用漢字或常用漢字。由於「当用漢

字字体表」的作成，「佛」「國」「眞」「藝」等舊字體規定轉為印刷成「仏」「国」「真」「芸」等新

字體，而因此也造成現在的年輕族群中有些人不認得舊字體，無法輕易地辨識出戰前的漢字。 

    若能透過書法教育學習漢字演變的樣貌，僅能認得新字體的世代也能適應舊字體的存在並能

與新字體對應了吧。 

    如同上述所示，環繞在我們日本人四周的漢字文化，雖然持續受到中國古代文字的影響發展

至今，然而在日本獨特的漢字政策的作用下，實有豐富的變化。因此，能夠掌握漢字和假名演變

樣態的書法教育的活用，在現代國語教育上是有所幫助的。 

    例如「保」字的例子，在金文的字體中，「保」字可追溯到表現背上背負著嬰兒的樣子的象形

文字。「保」的偏旁為「呆」，而「呆」原本為小孩的形象；此便可理解將其分解為「口」和「木」

僅是後世的一種見解。而書體則有各式各樣的筆順，此筆順也絕非唯一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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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日本人所使用的文字以漢字和假名為主，而漢字有五種字體，假名也分為平假名和片假名。

其各自有複雜的歷史淵源，無論如何，重要的是習得較為便於使用的書寫能力。假名為將行書和

草書簡略化而得，並成為飽含了日本人的纖細的表音文字。另一方面，漢字是世界上唯一仍在使

用的表意文字，其複雜的筆劃和構成常使學習者傷透腦筋，然而一旦理解漢字的成立和合理的筆

順，也會發現其格外地有魅力。 

    本研究的目標為，首先，透過本研究，教職者們能夠理解漢字文化在社會中如何演變至今，

對於現代常用漢字的修改等政策並非一味接受，而是採取主動的注意，並能給予公正的評論或批

判。以及，對於中小學生們各式各樣的漢字書寫方式，能夠對照漢字的歷史演變並正確地評論和

指導。常有耳聞學生因為漢字測驗的緣故而對漢字敬謝不敏，若能認識到豐富多彩的字體，也能

夠消除對漢字的感冒，並能成為對漢字產生興趣的契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