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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華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種語言，近年來興起一股中文熱潮，學華語

的人愈來愈多，也有許多國家的高中及大學把華語列為選修的第二外語之一，漸

漸的中文變得流行了起來。然而在學習過程中的「寫」這個部份，往往是學習者

最為頭痛的地方。中國文字與其它拼音文字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每個字都是獨

立的方塊字，一筆一劃該點該勾，該落在什麼位置都馬虎不得。本文以部件教學

法為主，以「木」部的常用字為例，採文獻分析法探討四個部份：一、漢字拆解

的原則和方法。二、有效的漢字教學法。三、木部常用字從古至今以及現今海岸

兩岸的異同。四、部件教學法在搭配其它教學法上能發揮更大效度的可能性。 

 

關鍵詞：華語、部件、部件教學、漢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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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ommonly Used 木-Radical 

Characters and It’s Teaching Methods 

HSU, YEN-LING 

Nation Taitung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Language & Literature Education 

 

Abstract 

Over one-fifth world population use Chinese language.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language is getting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due to a trend of learning Chinese 

among non-native Chinese speakers. In addition, a large number of high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foreign countries have listed Chinese language as one of their second 

foreign languages. However, ‘characters writing’ tends to be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for 

Chinese learners.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other alphabetic writing systems is that every single Chinese character is independent. 

While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one has to make sure the strokes, shape and 

position are all correct. This study is mainly based on “Component Teaching Method” 

and selects 木-radical Chinese characters as samples, probing into the following 

points with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 1.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deconstructing Chinese characters. 2.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methods that have 

been effective and commonly-used. 3. Comparing commonly-used 木-radical Chinese 

characters nowadays with those of the past; comparing commonly-used 木-radical 

Chinese character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nowadays. 4. The possibility of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ponent Teaching Method by combining it with 

other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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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近年來掀起的一陣中國風及華文熱潮，在因緣際會下，我接觸到了華語文教

學的這個領域，在聽、說、讀、寫的教學過程中，就像我們學習其它的外國語言

一樣，「寫」的這個部份往往是學生比較難以克服的一個環節。我們本身自己長

久下來每天習以為常的閱讀和書寫，再回想當初我們怎麼能夠一筆一劃的記得這

些符號般的文字，除了硬背死記以外，我們是不是自己在不知不覺間就在腦裡規

劃出了一套系統，讓自己能藉著這套系統來記住和認識更多的字。 

從小我們便被灌輸學習英美語文的極度重要性，英語教學的教材和書藉可謂

汗牛充棟，書局中的語言學習專書總是最多英語的書籍，華語教學的書籍則是少

之又少。而近年來，漢學的地位逐漸提升，有許多國家的外語教育紛紛將中文加

入第二外語的選修科目之一，所以華文老師的需求數目逐漸增加；國內這十年來

少有培訓專業華語師資人材的單位出現，加上大陸近年來極力推行對外華語教學

的政策，在世界各地廣為設立孔子學院，數量之多令人咋舌，根據網路孔子學院

官方網站的數據（數據來源：http://www.chinese.cn/）：截至 2012 年 10 月，各國

已建立 835 所孔子學院，分佈在 104 個國家，整理如下表。 

 

表 一-1 孔子學院分佈數量表 

地  區 國家數 孔子學院數量 

亞 洲 31 國 127 所 

歐 洲 34  國 232  所 

美 洲 14  國 41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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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洲 22  國  30  所 

大洋洲  3  國  35  所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圖 一-1 孔子學院區域分佈比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海峽兩岸的文字和語彙在今日有所不同，大陸對於推廣華語教學的努力可說

是非常積極，以國家的力量對世界各地推行華語文的教學，不僅是文學上的發揚，

更是國際關係的拓展，從上面的數據看來大陸非常著重於在歐美先進國家的耕耘；

台灣的華文教學在許多學者共同的努力下也持續的成長，相較於對岸那樣強勢的

輸出華文教師，台灣的華教老師能夠表現的舞臺在某些方面的確受到了一些限

制。 

教學的方式不單單只有一種，而文學也是能有許多不同面向的風貌，如果能

以更活潑有效率的方式來加強提升習得程度，讓教與學不是只有照本宣科和填鴨

式的你說我讀，有系統的學習方式令學習者更快速的增加華語文能力；本文以木

部的常用字做部件分析及兩岸的比較，希冀在教學技巧上可以提供建議和幫助。 

亞洲 

15% 

歐洲 

28% 美洲 

49% 

非洲 

4% 

大洋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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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以文獻評議為主，從現有的文獻資料進行分析。字典裡 214 部首中

木部常用字從木字的字數不在少數，本文擬探討教育部於民國七十一年九月交正

中書局印行之《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1，亦稱為「甲表」，共收常用字 4808 字。

由此表中再挑出日常生活中較常見的幾個字，針對形、音、義，從古代字形演變

到現代海峽兩岸之間的異同來做個簡單的比較。 

《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木」部所有字例共有 199 個，在這些字當中有些

是植物或樹木的種類名，本文以《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為主，再依＜字頻總表

＞的字頻序號前一千號，從這一百九十九個字中挑選出這 32 個字來做表格化的

分析和討論，經過上述方法所選取討論之字例為：木、本、未、李、材、村、東、

果、林、板、染、查、校、案、根、格、條、棒、植、業、極、構、樣、標、模、

樓、樂、樹、橋、機、檢、權，共三十二字例，以表格化的方式列出中國字形歷

代的變化，依序為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小篆和隸書，一一分析字形中包含

「木」部的字例。希望能藉由系統整理的方式，在字形方面由古至今，以歸納比

較出古字形與今字形的差異和影響，還有海峽兩岸的比較，得以瞭解古今及兩岸

的異同，可以一目了然，更容易明白字理，希望能提出教學上供給學習者更為快

速且有效的學習方法。 

 

 

 

 

 

  

                                                 
1
 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選字以中文大辭典編纂處「總字表」（49905 字）師大國文研究所研

訂之「常用字表」（2408 字）及教育部「國民學校常用字彙表」（4708 字），合併統計其總出

現次數，再參酌各方意見修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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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 研究目的 

 

中國的文字蘊含著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化歷史背景，從最早的甲骨文字中就可

以看出古人對於他們的社會觀，以及窺知他們生活方式的一小部份。我們有幸生

為中國人，擁有這麼古老而雄厚的文學歷史。在十九及二十世紀中，西方文化是

顯學，英文是全世界共同的語言，然而就語言使用人口來說，中文是使用人口數

最多的一種語言，而我們文字特有的單音節，和其孤立性，是獨一無二的。 

中文字是現行仍在使用的文字中，屬於非拼音文字的一種，相對於世界上現

行大部份是為拼音文字的國家／人口來說，是比較難以學習的一種文字。並不是

會說中文的就懂得怎麼教中文，會寫漢字的人也不一定能夠有效地傳遞漢字書寫

的方法。漢字部件的研究使得華語教師可以瞭解部件的來源、變化、應用， 甚

至進一步瞭解文字變遷的規律，這些都有助於教學深度的增進及教學準確度的提

高(賴秋桂，2012：18)。尤其我接觸華語教學這塊領域雖然不久，但也深刻體會

到外籍人士對於中文字的認字和寫字都有一定程度的困難，即便是學習了一段時

間的人也常常會有錯字或別字的問題。 

就文字方面而言，台灣和大陸最顯著的差異在於正體字和簡體字的使用，台

灣沿襲了中國數千年來的傳統，一直使用著經過慢慢演進而成的正體字；大陸則

是因為文革時期造成許多文盲，而後力求識字率普遍而將筆劃較多的字體改為現

今大陸通用的簡體字，在學習上箇中優缺點在此先姑且不論，但就文化方面而言，

便失去了其正統性和美感。身為一名華語教學人員，我想應該要認真努力加強自

身的教學能力和文學素養，當然該如何改善或進一步讓我們的教學能更有效的推

廣，更是第一線教學人員一門非常重要的功課。 

為了能夠更輕易將華語推廣出去，除了要能有系統，讓學習者容易入門，以



 

 5 

免因為困難度太高導致學習者失去信心而喪失了學習的意願，我們可以在教學方

法上更進一步的研究。本文將著眼於探討部件在華文字學習上的重要性，以「木」

形字為例，比照兩岸對於木形部件字的釋義和在教學上的應用。利用將字體拆解

後，經過有系統的歸納，讓學習者能夠以更有效的方式來習得漢字；除了在字本

身的方面，研究者個人認為還要融入文化方面的素材，方能夠讓學習者真正的認

識到除了字面以外，背後所蘊涵著博大精深的雄厚文化。所以本文想要以 214

部首裡的木部常用字為例，做部件以及其教學法的研究希望能在研究過程中探討

出部件教學對於學習者的幫助，也希望能藉此能更更深一層精進自己華語教學的

能力。 

 

貳、 研究問題 

 

本文所討論的「木」在中國文化中具有強烈的文化特性，故選定為研究對象，

由於研究者自身在教學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還有普遍來說漢字學習者對於漢字

識記的困難，簡體和正體字對漢字學習者帶來的益處或壞處，以及對於漢字教學

是否有一套便利好用的方式，以下本文羅列四個擬討論的問題。 

一、 漢字拆解的原則和方法。 

二、 有效的漢字教學法。 

三、 木部常用字從古至今以及現今海岸兩岸的異同。 

四、 部件教學法在搭配其它教學法上能發揮更大效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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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表 一-2 研究流程表 

 

 

 

 

 

 

 

 

 

 

 

 

 

 

 

 

 

 

 

 

 

 

研究目的與問題 

研究目的： 

一、漢字教學能力的精進。 

二、漢字習得效率的提升 

三、華語文的推廣。 

研究問題： 

一、 漢字拆解的原則和方法。 

二、 有效的漢字教學法。 

三、 木部常用字從古至今以及現今海岸兩岸的異同。 

四、 部件教學法在搭配其它教學法上能發揮更大效度的可能性。 

研究主題 

214 部首木部常用字部件及其教學法研究 

研究對象 

32 個木字部常用字 

（木本未李材村東果林板染查校案

根格條棒植業極構樣標模樓樂樹橋

機檢權） 

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法 

 

 

分析、歸納研究現象，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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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3 研究流程表 

確定研究主題 

蒐集相關資料 

擬定研究計畫 

資料匯總整理 

相關文獻探討 

 

各種漢字教學法比較 

 

部件教學法優缺點 

研究結果歸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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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及其限制 

本文旨在將部首歸在「木部」的字中，以教育部頒定之《常用國字標準字體

表》中 4808 常用字為研究範圍，在常用字表中的「木部」的字就有 199 個字。

教育部另有根據字的出現頻率統計出的＜字頻總表＞，根據樣本統計所得之單字

數為 5731 字，頻次總數為 1982882 次，但其中有些木部字單純的只是樹木種

類的名稱，例如：桔、栗、桑、桐、梧、梔、椰……等等，較不常為日常生活中

所用，所以本文以《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為主，再依＜字頻總表＞的字頻序號

前 1000 號，從這 199 字中挑選出這 32 個字來做表格化的分析和討論，依《常用

國字標準字體表》中的字號順序由小到大依序為：木、本、未、李、材、村、東、

果、林、板、染、查、校、案、根、格、條、棒、植、業、極、構、樣、標、模、

樓、樂、樹、橋、機、檢、權；列出其字形、字音、字義，以及其演變過程，到

現今兩岸字形的差異和用途及常用詞，進行直向和縱向的分析對照，期望能用以

在初級華語學習或對外華語教學上能提供些許幫助。 

然而有些字體在甲骨文時期或是金文時期並無此字，或是到了後期才有假借

或轉注的字出現，以致於表格的部份無法完整的呈現。若有部份出現研究者研究

的疏漏或訛誤，敬請各位先進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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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評議  

談到漢字，我們都能認同這是一項珍貴的文化財產，歷史淵遠流長，要研究

漢字不能不瞭解漢字的起源和發展，本章簡述漢字的起源和歷代對於漢文字的研

究；接下來談漢字的結構和部件以及現今對於部件教學的相關研究論述。 

 

第一節 漢字的起源 

中國文字具有深遠歷史文化背景，在其它古老的文明中，他們的文字都是以

象形為主，如古埃及的文字，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和中國的漢字；文字

的起源是圖畫，而它的演變，大都是語言所促成的（唐蘭，1970b：85）。象形文

字很接近圖畫，但圖畫卻不等同於文字，圖畫越畫越簡單、越線條化，當它能夠

讀出來，代表語言裡一定的詞的時，這圖形就變為最初的文字了（李梵，2002：

60）而現存仍廣為使用的象形文字只有漢字。 

 

在當今世界上眾多的文字產生以前，在數千年前的古代社會，產生了幾種

古老的文字，其中有三種最古老的文字：一是 5500 年前兩河流域蘇美爾

人創造的楔形文字；二是 5000 多年前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創造的聖書

字；三是我國 3300 年前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字。這些古老的文字都由象形

文字發展而來，後都發展成為表意文字。隨著歷史的演變，兩河流域的楔

形字和古埃及的聖書字都已在歷史的風塵中湮滅。三種最古老的文字中的

一種，漢字的早期形式甲骨文字卻演變成為現代漢字，是古文字中僅存的

一種，仍然保持著表意的形式，也是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李

梵，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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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建立於共同記憶的符號，由因之而生的契約而成立（唐諾，2001：

169）。漢字的傳承和使用，從甲骨文算起到現在，已經有將近 4000 年的歷史。

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它不但溝通了無數人和人之間的情意和理念也詳盡地記

錄了我國每一個時代的歷史和文明。就人類文明史的地位而言，它是世界三大

文字系統中流傳最久，使用的領域極廣，使用的人數最多的一種文字（賴明德，

2003：23）。文字的長遠流傳，不只是當時能夠互為溝通的廣度，還能夠同時

具有時間長度的記錄當時的一切不論是生活、思想、文學……等等許許多多的

事物，讓後世的人得以理解當時的社會和環境。 

 

其實最初的文字決不是一手一足之烈，而純粹是由自然發生的。當我們的

祖先，才會用肢體來描寫一種物形的時候，他們對於物的觀察，還不很正

確，描寫的技術也很笨拙。經過長時期的訓練後，才能把各個物體畫得逼

真。當一個巨象的圖畫完成後，瞧見畫的人，不約而同的喊了出來，象，

於是「象」這個字，在中國語言裡就成了「形象」、「想象」、「象效」、

「象似」等語的語根。當其他物體也都描寫得肖似後，一見圖就能叫出他

們的名字，於是語言和圖形就結合起來而成為文字了（唐蘭，1970b：

70-71）。 

 

漢字從開始使用以來並不是一種靜止而沒有任何變動的文字，在字體或字詞

的組成上都在不斷的變化著，隨著語言中新詞的不斷產生，新字不斷出現；隨著

書寫習慣和書寫工具的改變，新的形體和字體也不斷產生。這些發展變化，都是

廣大漢字使用者集體創造的產物（董琨，1998：173）。使用字體和語言的人愈多，

隨著時代的演進，所創造出來的新詞也愈多，字體本身所含的意義也有不同，例

如「帥」這個字，在古代有名詞的「將領」，或動詞的「帶領」的意思，但在現

代則多了表示男生長得俊美，好看的意思。這些創造在多數情況下是符合漢字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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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規律，因而是有生命力的。但是也帶有一定的主觀隨意性，給漢字的使用造成

混亂和不便，從而影響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正常進行（董琨，1998：

173）。 

 

壹、 漢字的演進和分類 

 

中文字並非一開始就是現在這樣的形體，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演變，進

步而來的。 中國人對於文字的起源，大概在戰國時就注意到了。《易繫辭》說：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唐蘭，1970a：48）。在還沒有文字以前，

上古社會的人以綁繩結的方式來記錄生活中所發生比較重大的事件，鄭玄《周

易注》說：結繩為約，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這個時候，只是藉

由這樣的方式來記事，還沒有文字的正式出現。如果要說到文字發生的時代，

唐蘭在他的《中國文字學》一書中提到： 

 

從文字本身說，我們目前能得到大批材料的只有商代文字，這裡包括了甲

骨卜辭和銅器銘文，卜辭是盤庚以後的作品，器銘卻只有少數可確定為商

末。商代文字裡還保存著很多的圖畫文字，過去有些學者因為不容易認識

這些文字，就把它們認為是「文字畫」－類似於文字的圖畫，乃是一個大

的錯誤。因為我們如其說商代還在文字畫時期，文字只剛在發生，那就必

須說商代還是一個未開化的社會。但是，事實上，商代已有很高的文化，

我們從歷史上，從遺留的實物上都可以證明（唐蘭，1970a：63）。 

 

所以唐蘭認為中國在商代甲骨文之前應該就有了文字的存在；對於中國文字

的初始為何時，本文暫且不作深入的探討，在實際可得的資料中，目前普遍認為



 

 12 

甲骨文是最早期的有系統的文字。文字既源於圖畫，那麼早期文字之不定型便很

容易理解了，即令是寫生畫，也因採取的角度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畫面，所謂「畫

成其物，隨體詰詘」的象形字，自然便具有了圖畫的特徵（李孝定，1986：170）。

離開了接近圖畫般的甲骨文時期，接下來隨著時間流轉而字形慢慢演變，傳統的

說法都認為我國文字歷代的變遷是由倉頡造字，然後逐漸衍成「古文」，到了周

宣王的時候，由名叫作籀的太史加以整理與統一，從字形上來說稱作「大篆」。

但是由整理改易的人名來說，就叫作「籀文」。到了秦朝，再由李斯等人增刪改

定，變成了「小篆」。由於小篆書寫不易，乃有「隸書」出現（王初慶，1989：

27）。 

戰國時期嚴重的 「語言異聲，文字異形」，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所以歷

代的中央政府，在一定的時候都要運用法令來對漢字進行整理和規範工作，這

同時也就對漢字作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漢字的隸化幾乎是古今漢字的分水嶺，

漢字字體從篆書到隸書的演變，所以叫做「隸變」，是因為隸書在字形結構上

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並且從此奠定了現代漢字字形結構的基礎（李梵，2002：

132）。漢字自此開始慢慢的不再那麼像彎彎曲曲的圖畫，而變成了一個個筆劃

有規律的方塊字體了。 

自從漢代文字學家許慎總結出以「六書」說為核心的漢字構造理論，並且

首創了部首檢索法以後，「庶檢閱既便，而又有指歸，不失古人制字之意」（《康

熙字典》凡例），從此字形分析、漢字歸類和編制索引就有了一定的理論依據

（劉靖年．曹文輝，2009：74）。所以在漢字字體的研究上不能不知道六書，以

下為對於六書的簡單介紹： 

 

一、 六書說 

蔡信發在書中說：「讀書以識字為先；識字以六書為主，而六書尤以象形

為本；反之，本不固，怎能明六書？六書不明，自然識字、讀書也就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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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信發，2002：12）所以，對於中文字的初學者或是想更深入可以有系統性

的瞭解中文字，應該要對六書有基本的瞭解，尤其象形是一種很可愛的文字演

化過程，相信在教學上來說可以引起學習者頗大的興趣。 

六書為：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以下簡單介紹： 

(一) 象形 

「象形」是根據實物的形象而造字的一種法則，它類似圖畫，卻不是圖畫；它比圖畫簡

單，卻能表現出實的共相。如：雨（甲骨文作  ，小篆作  ）象雨能從雲層降下：山

（甲骨文作 ，小篆作  ）象山峰山谷的形狀；田（甲骨文作  ，小篆作  ）象

田界和田間小路；木（甲骨文作  ，小篆作  ）象樹的根、幹和枝條（賴明德，2003：

24）。 

簡單來說，是將物體的形象畫出來，再加以簡化讓其可以成為簡單易懂的

「字」。因為圖畫的線條較為彎曲，形狀較不一致，經過慢慢的變化，現在的

象形字雖保留了象形當初的大致形狀，而在筆劃上則變得整齊許多。 

(二) 指事 

「指事」是造字者以個人主觀對事物所生的意象而造字。它的作用大多在

表達抽象的事情或概念，它的性質類似符號卻不是符號。如：生（甲骨文

作 ，小篆作 ）指草木的生長（賴明德，2003：25）。 

指事字利用簡單的方式來讓人瞭解這個字想要表達什麼樣的意思，最簡單的

也是很具代表性的字例為「上」甲骨文字形為「 」，還有「下」甲骨文字形為

「 」，上短下長的形狀表示物體在「上面」，反之則是在「下面」，利用這樣的

方式來清楚指出想要表現出的概念。 

(三) 會意 

「會意」是連結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形符，會合它們的意思而造字。如： 

咠 由口和耳二字而成，表示一人以口附在一人的耳邊輕聲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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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由牛和攴二字結合而成，表示將牛驅趕到青草地上吃草。 

相 由目和木二字結合而成，表示用眼睛細看樹木（賴明德，2003：26）。 

由賴教授書中簡單明瞭的解釋中，我們可以明白會意字通常都是用二個或以

上的字來拼湊出另一種意思，也能讓我們間接瞭解古代人生活的一些小事，如：

慶 由鹿、心、攵三個字結合而成，表示拿著鹿皮，懷著誠意，親自走路去慶賀

人家。像這樣有趣的組合既貼切也令人對古人的智慧感到佩服。 

(四) 形聲 

「形聲」是由形符和聲符合併而造字。形符代表事物類別，聲符代表該字

的讀音。這種文字的結構，由於看到形符，便大略知道它的義之所指；看

到聲符，便知道在語言上，它發出什麼音。如鯉字，它的形符是「魚」，

便知道它和魚類有關；聲符是「里」，知道它的讀音和「里」字一樣（賴

明德，2003：26）。 

這樣的造字方式，包含了形、義，連音都一起表達出來，所以是非常

實用的一種造字原則，也成為了六書當中字數出現次數最多的一種。 

(五) 轉注 

轉注字的產生，主要是一個字的意義因為假、引申或比擬的關係，被當成

另外一個字的使用，為了保存或還原這一個字的本來字義，因此又造了另

外一個字。於是另造的字和原來的字，除了字形不同以外，音、義是一樣

的。用這種原理造字，就叫做「轉注」（賴明德，2003：28）。 

(六) 假借 

「假借」的造字法則是指本來有一件事物，沒有為它造出文字來，但是在

語言上已經有代表這一件事物的一個語音，於是就借用一個字音和這語音

相同的文字來表示，這種文字的運用方式就叫做「假借」（賴明德，200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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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漢字，很大的困難點在於漢字並非拼音文字，無法依照一個字裡所涵

蓋的部件來拼湊出它正確的讀音，但在字義上來看，初學的人便可以依照幾個

簡單的字形來瞭解這個字可能的屬性。 

 

表 二-1 六書分組及次第安排表 

分

組 
表形文字 表意文字 表音文字 

次

弟 

圖畫 (加記號)    指事     (借音) 

     (結合)   (借音)        (注形) 

          象形           假借      形聲 

語言 (加象形)    會意     (借音)          轉注 

（資料來源：李孝定，1986：160） 

二、 三書說 

除了「六書」這樣的分類之外，在 1935 年唐蘭在《古文字學導論》中批

判了六書說，提出了三書說，創立了關於漢字結構的新理論。 

 

關於文字構成的說法，舊時只有「六書」這種學說，發源於應用六國文字

和小篆的時代，本是依據當時文字所作解釋。這種解，並不像往昔學者們

所想的完善，而只是狠粗疏的。但這樣粗疏的解釋，竟支配了二千多年的

文字學，而且大部分學者還都不懂得六書的真義（唐蘭，1970b：83）。 

 

唐蘭把漢字分成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聲文字三類。並說「象形象意是

上古期的圖畫文字，形聲文字是近古期的聲符文字，這三類可以包括盡一切中

國文字。」（唐蘭，1970a：76）以下簡單介紹唐蘭的三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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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畫出一個物體，或一些慣用的記號。叫人一見就能認識這是什麼。

畫出一隻虎的形象，就是「虎」字，象的形狀，就是「象」字，一畫二畫

就是「一二」，方形圓形就是「□○」。凡是象形文字： 

一定是獨體字， 

一定是名字， 

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別的意義。 

凡是象形文字，名和實一定符合，所以我又把它們叫做「名」。 

 

2.象意文字 

象意文字是圖畫文字的主要部份。在上古時期，還沒有發生任何形聲字之

前，完全用圖畫文字時，除了少數象形文字，就完全是象意文字了。象意

文字有時是單體的，有時是複體的，單體象意文字有些近似象形文字，不

過象意字注重的是一個圖形裡的特色，例如古「尸」字象人蹲踞，就只注

重蹲踞的一點，「身」字象人大腹，就只注重大腹的一點，此外可以不管，

這是象形字和單體象意字的分別。複體象意文字有些近似形聲文字，不過

象意字的特點是圖畫，只要得它原是圖畫文字，從字面就可以想出意義來，

就是象意文字，即使它們後來已歸內形聲文字的群裡，我們也依然叫做象

意文字（當然有些文字絕對不會誤認為形聲的）。象形和象意同是上古期

的圖畫文字，不過象意文字，不能一見就明瞭，而是要人去想的。有些象

意字，只由於習慣的用法，解釋起來相當地困難。例如「莫」是古暮字，

象太陽在叢莽中，為什麼一定是黃昏時候，而不是早上呢?可是古人就用

這幅圖畫來代替這個語言，這就是「約定俗成」。上古的象意字，相當於

近古的形聲字，數目是很多的，「物相雜謂之文，」所以我又把它們叫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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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聲字 

形聲字的特點是有了聲符，比較容易區別。不過有些聲化的象意字，雖然

也併在形聲字的範圍裡，就它原是圖畫文字的一點，我們依舊把它列入象

意字。有些形聲字因為聲音的變化，已經很難認出它諧什麼聲，例如：「梓」

字從辛聲，（《說文》從宰省聲，其實宰字也從辛聲。又「亲」字從辛聲，

「亲」跟「梓」是一聲之轉。）「好」字從子聲，（卜辭用為殷人子姓的

子，可見本讀為子。）雖然由目前的聲學看來不很像，可是從字形方面，

不能找出解釋，也依然是形聲字。真正的形聲字都是近古期的新文字，是

用聲符的方法大批產生的。《說文》說：「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

孳乳而浸多。」所以我們就把形聲叫做「字」（唐蘭，1970a：76~78）。 

 

一般在大學時期之前所接觸到的字形結構多為《說文》「六書」的概念，

對於像三書這樣的分類是比較陌生的，唐蘭對文字加以廣博的研究與分析，對

長久以來對字形的分類觀念加以改進，並提出新的概念： 

 

象形，象意，形聲，叫做三書，足以範圍一切中國文字，不歸於形，必歸於意，不歸於

意，必歸於聲。形意聲是文字的三方面，我們用三書來分類，就不容許再有混淆不清的

地方（唐蘭，1970a：78）。  

 

站在古人的論述點上，能夠有詳細的瞭解而有疑古的勇氣，並加以提出有系

統的見解，的的確確是給做學問及研究的人一個很好的典範。由此我們知道，漢

字並非是一開始就是就像現在擁有大量的文字，而是由少數幾個字慢慢演變，並

透過許多方式衍生而來；經過後來的演進，現今我們所使用的字筆劃較不若古時

那樣的多彎曲，多圖畫般的筆劃方式，網路上也能搜尋到教育部頒定的「國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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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字體」2，有國家制式的規範和方便的網路系統，不但字形也有字音和筆順可

供依循，在學習上就不容易發生教學或學習上的錯誤產生。 

 

貳、 中國歷代漢字研究 

 

一直以來，中華文化對西方社會來說都是古老而神祕的，而我們的漢字更是

蘊含了先人的智慧和完全不同於其它社會文字的方塊文字，漢字具有其原創性和

獨特性，不是藉由其它文明所流傳而來的。 

 

漢字是世界文字中歷史最悠久的文字，它連續、完整地記錄和保存了中華

民族幾千年來方方面面智慧的結晶，這是漢字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時間

的長度和覆蓋面的廣度使漢字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結成了密不可分的

關係（劉靖年．曹文輝，2009：7）。 

 

所謂文字，精確地說：「獨體」的叫做「文」，如：日、月、山、水、木、

火、牛、羊、人、口等；「合體」的叫做「字」，如：明、汕、鮮、牢、

祭、祝、鳴、众、品、塵等。後來為了方便和習慣起見，無論獨體或合體，

統稱為「字」或「文字」（賴明德，2003：24）。 

 

然而對於文字的研究，其實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在古代，漢字學稱

為「小學」，源於《周禮》「八歲入小學」之意(陳宗明，2001：19)。小學所指的

不單單只有教授字的書寫，而是因為兒童在進入學堂之後先學怎麼寫字。有關於

漢字學科的研究，在名稱上有以下的說法： 

 

                                                 
2查詢「國字標準字體」網址為：http://stroke-order.learn ingweb.moe.edu.tw/home.do 

http://stroke-order.learningweb.moe.edu.tw/hom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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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後，小學的範圍擴大，成為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的總稱。20

世紀初，著名學者章炳麟認為「小學」之名不確切，主張改稱為語言文字

之學，人們遂把漢字研究叫做「文字學」。由於「文字學」是「西方人所

不能理解的特殊學科」，有人把它叫做「中國文字學」。又由於它只研究

漢民族文字，而不研究中國境內其他民族的文字，所以又有些人把這個學

科稱之為「漢字學」（陳宗明，2001：19）。 

 

在參考唐蘭的《中國文字學》一書中提到：現在所知道的最早的字書，應該

是《爾雅》和《史籒篇》。此外，在《左傳》《周禮》等書裡，已經有討論文字的

風氣了（唐蘭，1970a：1）。所以在討論文字的概念是很早就已經有這樣的書藉。

然而在秦朝之前，許多國家所使用的文字是不太相同的，文字在國與國之間不能

過互相流通，造成了溝通上的問題也成為研究上的困難。後來戰國時代結束，秦

始皇一統天下之後，對中國文字的統一作出了很大的影響。 

 

為了戰國時各地文字的雜亂，有些學者曾提出過「書同文」的理想，到了

秦始皇帝二十八年（紀元前二一九年）在琅邪臺刻石時敍說「皇帝之功」，

就有一條是「同書文字」，這一個學者們的理想，總算是達到了。那時，

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和這種整

齊文字的運動當然是有關的。到了漢代，由於研究《倉頡篇》，便發生了

所謂的「小學」，劉歆《七略》把小學放在《六藝略》裡面，一直到近代，

研究小學和研究經學的地位，幾乎是相等的（唐蘭，1970a：1）。 

 

而談到文字的研究，不能夠不談到《說文解字》這本非常具代表性的一本文

字學著作在中國，從漢字這一典型的文化載體來認識民族文化，在先秦便已開始，

而真正系統的展開則始于《說文》。在整個封建時代，漢字的文化研究也基本上

是圍繞著《說文》來展開（王作新，19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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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解字》，東漢學者許慎著，以下簡稱《說文》。這本書是形響漢字研究

相當深遠的一本書，由此書開始，已有將漢字檢索分門別類的方法，全書共分為

540 個部首，收字 9,353 個，另有「重文」（即異體字）1,163 個，說解共用 133,441

字，原書分為目錄一篇和正文 14 篇。雖然原書已迭而不可得，但是後世有許多

書藉都大量引用其內容，對於中國的漢字研究有不可動搖的地位。 

 

《說文》一書的年代，此時距秦始皇時代，已有三百年之久，始皇帝所制

定的小篆（篆字之筆劃端較粗，有如加了邊似的）這種美化裝飾過的字體

已被廢棄不用，演變成較實用的隸書；在字體的演變上，隸書比今日流行

的楷書更早，許慎首先仔細的將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字以小篆記錄下來，接

著儘量收集小篆以前的青銅器或石碑上所刻的古字體（總稱古文），將所

收集得的字體分類為五百四十部，自「一」為一切的開始，「亥」為十二

支之末，故以亥為全卷之總結應該是非常合理的。世界上有無數的語言用

來表示宇宙萬物；每一種語言都可以用漢字來代表，許慎的所有文字說法。

都被收集在《說文解字》一書中，他在紀元一○○年完成言部本文十四卷，

後序一卷的鉅作。《說文解字》後來被簡稱為《說文》，是中國最早的字

典（莊涵玉，1986：52）。 

 

莊涵玉在《倉頡造字》一書中也對《說文解字》有以下說明： 

 

《說文》一書分析了各字的字體，並將之分為六大類，每一字都加以簡要

說明，這是漢字最早的理論基礎，後世的字典及辭典，或多或少受它的影

響。許慎之時，殷墟猶被埋在地下，人們不知有甲骨文字；因此，許慎的

解說，牽強附會的處頗多，不過，大多數的說明，真到今天還是非常有價

值的；迄今為止，被發現的甲骨文字其種類約達三千，然而當中有極多的

人名及地名，因後世缺乏有力的證據，至今當無法解讀出來，若欲求得卜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8%B1%E6%85%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A8%E9%A6%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5%B0%E9%AB%94%E5%A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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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中甲骨文字的線索，一樣得把《說文解字》視為最重要的參考資料。由

此觀之，《說文》在日後兩千年歷史中能流傳不朽，實可謂皇皇鉅作也（莊

涵玉，52~53）。 

 

中國文字的孳乳和發展，並不是一朝一夕間或是完全由某個人建立而生，而

是長遠的時間和空間下，共同創造而認同的結果。所以，由筆劃到部件，到成而

為「字」，文字的數量由少到多，能代表的意義由淺到深，由窄到廣，無一不是

先人共同的智慧結晶。 

 

表 二-2 歷代漢字研究書籍 

書 名 作者 年代 簡介 

《史籀篇》 史籀 西周 是我國古代最早的字書之一，已經佚去，

相傳是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根據《漢書‧

藝文誌》所說是周官教兒童的教材，內十

一篇，字體較小篆繁複，字呈正方形，筆

劃優美。該書已佚，若欲參考字型，此書

兩千多字中，《說文解字》有收錄約兩百

字。 

《爾雅》 不詳 秦、漢

時期 

是最早解釋字義的專著，由漢初學者綴輯

先秦諸書舊文，遞相增益而成。為後代考

證古代詞語的一部著作。 

《方言》 揚雄 西漢 是中國第一部記錄方言的著作，類集古時

和當時各地的詞語，是研究古代詞匯的重

要材料。 

《釋名》 劉熙 東漢 以探求詞源為主要目的，以聲訓為主要方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6%9B%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7%AF%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3%E6%96%B9%E5%BD%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A%AA%E6%96%87%E8%A7%A3%E5%A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F%8D%E8%AF%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8%A8%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F%8D%E6%BA%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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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 式來解釋字義，推究事物命名的由來。全

書共 8 卷 27 篇。 

《說文解字》 許慎 東漢 是中國第一部按照偏旁部首編排的字典，

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書之一。它首立部首

排列法，以六書理論解釋字形、字義、字

音及其互相關係的漢語字典，開創後世字

典編排、查檢的先河﹔保存了上古豐富的

文字資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漢字部件的初步界說 

「部首」這一詞是我們較為熟知的名詞，部首是將漢字裡共通可見的相同偏

旁，拿來作為分類漢字的基準。研究漢字不可不知的一書－《說文解字》，這本

古老且影響深遠的書率先使用了用「部首」來為上萬的漢字做分類。 

 

自從漢代文字學家許慎總結出以「六書」說為核心的漢字構造理論，並且

首創了部首檢索法以後，「庶檢閱既便，而又有指歸，不失古人制字之意」

（《康熙字典》凡例），從此，字形分析、漢字歸類和編制索引就有了一

定的理論依據（劉靖年．曹文輝，2009：74）。 

 

使用部首來做為檢字的分類方法沿用到現在，因為漢代至今年代已非常久遠，

慢慢的有歷代學者再以不同的方式來做分門別類，也有的部首現在已不再使用，

歸到其它部首之下，而有些字的部首歸類已和漢代不同，例：東，《說文》歸為

「東」部；現今則歸為「木」部。 

而許慎在傳統六書理論指導下，從造字結構的角度，對當時漢字的形體分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7%E5%85%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6%9B%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5%A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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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從中提取某一類字中共同的部份，作為這一類字的代表部，這就是許慎始

創的部首。部首的形體，顯然取自於漢字偏旁。他用這種方法，創制了 540 個部

的形體。隨著歷史的發展，漢字形體由篆書演變為隸書、楷書等(李振喜，1993：

25)。談到「部件」，其實簡單來說，依黃沛榮在《漢字教學的理論與實踐》一書

中提到： 

 

「部件」是書寫的最小單元。它介乎「筆畫」與「部首」之間。也就是說，

它可能小至筆畫，也可能大至部首。我們不妨將「部件」視為構成字的零

組件。部首著重在字義的分類，所以一個「部首」可能包含有兩個以上的

部件（如香、鼓、鼻等）、若從「部件」的角度來說，則應該再予細分。

分析部件，也就是將漢字化整為零，進而了解漢字字形的基本結構。學生

利用部件，就可以組合出許多不同的字。因此，「部件」的觀念對字形分

析與漢字教學，都有重要的意義（黃沛榮，2003：83）。 

 

我們比較熟悉的是「部首」這個詞，那麼為什麼又有「部件」這樣的概念出

現？部首是從何而來？從古老的《說文解字》一書中就已使用了部首來為中文字

的檢索作分類；而「部件」則是近代文字研究新使用的一個詞。 

 

傳統文字學分析漢字的形構，有所謂「獨體」與「合體」。東漢許慎《說

文解字‧敘》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

益，即謂之字。」根據這種說法，「文」是獨體，「字」是合體。由於六

書中獨體字少，合體字多，所以古人對於合體字，往往根據字形來分析。

如《左傳．昭公二年》：「於文，皿蟲為蠱。」又＜宣公十二年＞：「夫

文，止戈為武。」這和現代人常說的「弓長張」、「木子李」、「卯金刀

劉」等，道理相同。此外，古人亦嘗試將文字作分類。《說文解字》將

9353 字歸屬在 540 部首之中，使文字「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在分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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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下，各部首中的字是按照字義排列，而不是筆畫的多寡，因此這種架

構很難用來檢索（黃沛榮，2003： 81）。 

 

在《說文》一書中，光是部首就有 540 個，對於所認識的字還不多的人，

其實對於這些只是用來檢索的字就已經有些吃力了；再者，排列的方式是使用

「字義」的方式，這樣對於根本不懂字形的人，更遑論其中涵義了，所以對於

漢字初學者而言，要查詢某一個字等於難上加難。 

 

到了明代，梅膺祚的《字彙》將部首精簡為 214 部，並按筆劃排序。後來

《字彙補》、《正字通》、《康熙字典》等字書相繼沿用，直到今日，臺

灣出版的字辭典大多採用 214 部的架構，有些字辭典雖將「攵」、「夂」

二部合併，成為 213 部，但是基本上還是相同。由於部首的數目有限，許

多字往往無法歸部，例如「輝」字，「光」本為意符，唯因沒有「光」部，

只好從權歸入「車」部之中；亦有因部首不夠顯明而改入他部，例如「萬」

字本屬「禸」部，現代字典多入「艸」部，因此造成許多不合理的現象（黃

沛榮，2003： 81-82）。 

 

現行的 214 部首的架構，也不是沒有其不合道理之處，有時候對於部首分

部不熟悉的使用者來說，會多花費許多時間來尋找想要檢索的字是被歸類在哪

一個部首。 

 

從六書結構的角度來看，部首可以在某一程度下反映字義的類別，例如「香」

部收有「馝」、「馜」、「馞」、「馣」、「馡」、「馥」、「馦」、「馧」、

「馨」、「馫」等字，意義皆與香氣有關，但在分析字形筆畫時，「香」

字又可細分為「禾」與「日」。再以聲符為例，「袋」字分析為从「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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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聲，「衣」是部首，但是「代」又可分為「人」與「弋」；「撕」

字可分析為从「 」、「斯」聲，「 」是部首，但是「斯」又可分為「其」

與「斤」；「簡」字可分析為从「 」、「間」聲，「 」是部首，「間」

又可為分「門」與「日」。所以，單從六書結構的角度分析漢字的偏旁，

有時會有不夠周詳之處（黃沛榮，2003： 82-83）。 

 

所以「部首」這個詞的出現至今已經有千年以上的歷史，而學界開始公開

使用「部件」這一詞也才短短不超過五十年的時間，但這樣的漢字分解及教學

方式的的確確在文字和教學上是一個很大的進展和突破，透過這樣新的方式來

解析漢字，使得在研究或教學上，都提供了教學者和學習者能有一個新的途徑

可以來對漢字的學習教學上做更多更有效的認讀學習。 

 

 

一、 漢字部件的定義 

 

何謂部件呢？部件的概念本是機械學的專有名詞，借用在漢字的結構，意思

就是把一個漢字當作一個整體，這個整體由若干部分組成，如「想」字，就由 「木」

+「目」+「心」而成，簡單地說，「木、目、心」就是「想」字的部件。 （謝

錫金，2000）上述的例子中，木、目和心都是能獨立成字的，然而部件有些是被

分開是不成字的，例如：「即」拆成左右二邊為「 」和「 」，也就是說我們所

說的部件是由字體被拆解開來，但又不是要分到像筆劃那麼細微，於是多層次的

部件組合要逐層拆分，得出的部件依次叫做第一級部件、第二級部件等等。拆分

到最後得到的最小部件叫基礎部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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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 

 

  第一級部件 第二級部件 第三級部件 第四級部件 

圖 二-1 部件分級表 

（資料來源：蘇培成，2000：15-16） 

 

前文也有提到，漢字「部件」這個詞是近代較新的一個漢字學所使用的名詞，

這是現代漢字學中的一個術語。在《漢字規範部件識字教學法》一書中，蒐羅了

各個學者對於「部件」一詞的定義： 

 

表 二-3 部件定義整理表 

書名 / 期刊名 
出版

年份 
作者 定義 

〈偏旁和部件〉，載《光

明日報》《文字改革》雙

周刊第 124 期 

1965 倪海曙 部件是比偏旁分析得更細的漢字結

構單位，也就是按更多的部件來分

的漢字結構單位 

〈從漢字形體到漢字編

碼〉，載《語文建設通訊》

1 月第 9 期 

1983 葉楚強 在一個漢字中被大小間分隔開的兩

筆以上的形體單位都可以認為是部

件 

《漢字宏觀字形輸入

法》 

1985 錢偉長 作為方塊漢字的單元是由若干彼此

分隔的塊拼合而成的，這些相對獨

立的筆畫結構塊稱為部件 

《字形辨析和識字》 1986 傅永和 所謂部件，是指大於筆畫而小於或

等於單體字或偏旁的結溝單位 

《現代漢字學》 1993 高家鶯 大多數漢字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大

殿 

月 

 

殳 

尸 

共 

几 

又 

 

 



 

 27 

 范可育

費錦昌 

於筆畫、小於或第於整字的結構單

位而成，這些結構單位稱為部件 

〈現代漢字獨體與合體

的再認識〉，載《語文建

設》1994 年第 8 期 

1994 曉東 一個漢字中。由兩筆以上筆畫組合

而成的、相對獨立的最小筆畫結構

塊 

《現代漢字學綱要》 1994 蘇培成 部件也叫字根、字元、字素，是漢

字的基本構字單位。部件介於筆畫

和整字之間，它大於或等於筆畫，

小於或等於整字 

《漢字部件規範》 2009 劉靖年

曹文輝 

由筆畫組成的具有組配漢字功能的

構字單位。簡稱「部件」。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述的整理，對於何時有學者提出「部件」的概念，以及許多學者對於

部件的定義，都盡可能簡單而明確的說出部件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讓我們能瞭

解並加以運用。這些定義表述各不相同，但只是外延略有差異，內涵基本是相同

的，那就是把部件定位於筆畫與整字之間的中間層次，可以用「筆畫≦部件≦整

字」關係式所涵蓋（劉靖年．曹文輝，2009：75-76）。 

 

二、 漢字部件的分析方式 

 

對於一個字是否可以拆解，可被拆解成什麼單位，有時會因古今字形的差異

而有所不同。例如「年」字，隸書、楷書的字形是無法拆解的，小篆字形作「 」，

《說文》分析為「从禾，千聲」(＜七上．禾部＞)，但是從甲骨文、金文的字形

作「 」、「 」來看，應該視為「从禾，人聲」的字。由字形、聲的關係來看，

可分析的「年」字，顯然應視為「从禾，人聲」（何樹環，2009：43-44）。 

在「年」這個例子中，又提示了兩點在分析拆解文字時應注意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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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古今字形多有演變，早期可分析拆解的字，可能到了隸楷階段以後，成為

無法分析出提示意義的形符和提示讀聲的聲符，而成為「記號字」，所以在分析

拆解文字時，應以較早的形體為依據。第二、當分析出該字帶聲符時，應注意彼

此的聲韻關係。（何樹環，2009：44）而在對於初級的學習者，或對外的漢字教

學上，古文字以及聲韻的部份則可以淺說，不用仔細的詳述古文的分析及深奧的

學理，以免學習者產生抗拒感；針對有趣的演變部份則可生動的帶到，以加深學

習者的興味。 

現今對於漢字檢索的「部首」的部份大致上都比較沒有太大的爭議，但對於

「部件」是為一個較新的概念和研究，對於一個字要拆成幾個部件？要如何拆？

要拆到多細微的部份，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以下列出幾個不同的觀點： 

根據黃沛榮的看法，簡單而言，分析「部件」的原則，可歸納為七點： 

 

1.須符合書寫的法則。部件的順序，應盡量依照筆順。例如「建」分析為

「聿」、「廴」，「蠻」字分析為「言」、「糸」、「糸」、「虫」。 

2.分析部件，按實際書寫字形為準；如果是變形部首，亦以變形方式表示。

例如「 」、「 」、「 」等部件，都不與「水」、「心」、「犬」等

相混。 

3.分析部件，不受文字本形，本義所限制。例如「武」字本从「止」从「戈」，

但是實際分析，則作「一」、「弋」、「止」；「準」字从「水」、「隼」

聲，分析為「  」、「隹」、「十」；「交」本象交足形，依楷書字形

則分析為「亠」、「父」。 

4.字源本不相同，但現代寫法相同者予以合併。如「赤」字本从「大」、

「火」會意，「灶」字則从「火」、「土」聲，現皆分析為从「土」；又

如左「阜」右「邑」，亦依實際寫法合併為「阝」。 

5.部件的分析，不受傳統部首所限制。214 部首中可再分析的字形，仍應

予分析。如「舛」可再分為「夕」與「 」；「香」可再分為「禾」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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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可再分為「自」、「田」與「丌」之類。但是某些重要的部首，筆

畫雖可再分析，然若保持其完整性，反而有助於字的辨識，如此就不必細

分了。像「言」不必再分析為「亠」、「一」、「一」、「口」。 

6.筆畫重疊的部件不可拆開。例如「果」不能分為「曰」、「木」或「田」、

「木」，「串」不可分為「口」、「口」、「丨」或「中」、「中」。 

7.分析出來的部件，如果只在該字及其衍生的字上使用，不能用以組合成

其他字形的，不予分析。如「門」、「鬥」、「卵」等字不必分為左、右

兩個部件，因為所分出來的部件並不能在其他漢字之中使用。 

  由於所根據的字集和字體的不同，大陸與臺灣的部件也頗有差異。例

如「寺」，教育部標準字的部件是「士」、「寸」，大陸規範字作「寺」，

部件是「土」、「寸」；「別」，標準字的部件是「口」、「勹」、「刂」，

大陸作「别」，部件是「口」、「力」、「刂」；「沒」，標準字的部件

是「 」「勹」、「又」，大陸規範字作「没」，部件是「  」、「几」、

「又」。這些差異看似細微，卻會影響部件出現頻率的統計（黃沛榮，2003： 

84-85）。 

 

由於部件是漢字的基本構字單位，大於筆劃並且小於整字。所以當字體在拆

分的時候要拆到多細微的程度，才算是正確而恰當的，目前來說，對於部件的拆

分，不像部首一樣有，尚沒有一個完整而共同的定見。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漢字

的學習應包括三個重點：識字、寫字與用字。部分部首字在構詞上固然使用不多，

對字方面卻極為有用（黃沛榮，2003： 179）。所以有些部件雖然不足以成為是

一個「字」，但是在認字及學習的時候是非常好用的，藉著這些字的部件加上其

它的部件或筆畫，便能成為一個字；就好像組裝成機器的零件一般，適當的拼湊

在正確的位置就可以運轉，並且發揮它的功用。 

然而部件和部首一樣，有出現頻率的高低之分，黃沛榮將 214 個部首字根據

識字、寫字、用字對學習者的使用效果來評估，評比結果可以大致反映出這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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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在學習上的優先順序，文中稱之為「強度」。他在《漢字教學的理論與實踐》

一書中將強度前 80 的部首字，按照其順序列出這些最具有優先學習價值的字／

部件／部首的屬性及用法。以下則列出本文所探討的「木」字。 

木 

１． 部序：075 

２． 讀音：ㄇㄨˋ  mù  

３． 筆畫：4 

４． 筆順：一 十  木 

５． 字形：   (篆文)   (甲骨文) 

  (金文) 

６． 本義：樹的象形。上是枝，中是幹，下是根。 

７． 構字：朵村杜材李枕枝林板杯枚松某查架栽校根桃格桌梅朵條

棒森棉榮標模樂檢（休困宋床沐來保相婪彬淋渠閑集想新禁葉漆澡霖糜靡） 

８． 構詞： 

前：木本、木片、木材、木板、木刻、木炭、木栓、木屑、木屐、

木魚、木偶、木筏、木棉、木棒、木雕、木頭 

後：土木、朽木、花木、林木、枯木、神木、草木、蛇木、麻木、

棺木、喬木、樹木、灌木 

９． 成語：木已成舟、木牛流馬、木強則兵、入木三分、枯木逢

春、草木皆兵、麻木不仁、緣木求魚、獨木難支、擇木而棲、

呆若木雞、大興土木、行將就木、移花接木、十年樹木，百

年樹人（黃沛榮，2003： 221） 

 

木部在黃沛榮的學習強度優先順序為第 75，是為一個筆劃簡單，容易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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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組字能力很強的一個部件，以木字為主軸可以衍生出的常用字，黃沛榮在書中

舉出了 32 個字，在上段引文括號裡的是次常用的字也有 23 個，所以在教學時，

一個木字可以帶出的其它字的確是不少。 

因為現行中文字，臺灣採用的是傳統的「正體字」，也因筆劃較多，也稱「繁

體字」，大陸則是在文革之後實行了簡化的中文字，稱之為「簡體字」，所以在字

體的研究上會有些出入。像簡化過的字，有些已變得無法拆分，譬如：「龍」字，

正體字可以分為左、右二邊的「  」和「  」，簡體字則為「龙」是無法再行更

細分解的字；又如「漢」，正體字可分為「 」和「 」，但簡體字的「汉」則是

分為「 」和「又」，這裡便可看出正體字和簡體字在部件的研究上的差別。本

文研究範圍是有關於「木」形常用字的部份，有關海峽兩岸對於「木」形常用字

部件的分析容後文再行詳述。 

另外由優質教育基金贊助研究經費，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進行研究，並由

潘慧如和康寶文負責研究工作所完成的「小學中文科常用字研究」從推行識字教

學的根本著手，重新編訂〈小學中文科常用字表〉，研究中的第二階段部份是為

「部件拆分」。此研究按照「部件識字法」的理念，把〈小學中文科常用字表〉

內 3000 個單字進行部件分拆，得出構字的基本部件，然後編制〈部件連結表〉，

表中的使用說明對於字體的拆分方式如下： 

 

本研究參考〈漢字基礎部件表〉的使用規則，擬定以下各項拆分部件的原

則： 

1. 參考《常用字字形表》，把 3000 字按標準字形(手寫體)拆分。 

2. 把 3000 字分成「獨體字」和「合體字」兩類。 

3. 整個字形不能拆分的單字為「獨體字」，「獨體字」的筆畫多屬相交

相疊，不宜再作拆分，例如「一」、「乙」、「七」、「力」、「又」等。 

4. 整個字形能夠拆分的單字為「合體字」，「合體字」的筆畫明顯相離

或相接，可以再拆分成部件，依下列方法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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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如構成單字的部件相離，可拆分，例如「吃」拆分成「口」和「乞」。 

    4.2 如構成單字的部件相接，可拆分，例如「古」拆分成「十」和「口」。 

    4.3 把每個單字按結構逐層拆分，儘量保留構成單字的「成字部件」，

避免破壞字形的基本結構，也減少拆分部件的任意性。例如「明」可拆分

成「日」和「月」； 「合」可拆分成「人」、「一」、「口」。大部分

單字可分作上下、上中下、左右或左中右結構，例如「尖」、「合」、「明」、

「做」等。 

    4.4 所有從「合體字」拆分出來的部件分為「表內部件」和「連結部

件」。 

    4.5 「表內部件」是指拆分出來的部件見於〈3000 字表〉內，是 3000

字的其中一個，例如「木」、「日」、「大」和「小」等，必須在某個年

級內學習。「表內 部件」全屬「成字部件」，包括「基礎部件」和「合

成部件」。「合成部件」不用再拆分，例如「森」按結構可拆分成「木」

和「林」，「林」是「合成部件」，已 見於〈3000 字表〉內，因此不用

再拆分作「木」和「木」。 

    4.6 「連結部件」是指拆分出來的部件不見於〈3000 字表〉內，這些

部件包括「成字部件」和「非成字部件」。「成字部件」不收錄於〈3000

字表〉的原因主要 是常用度低，例如「亢」(3158)、「夭」(3346)和「臼」

(3668)等；或屬於文言詞，例如「乃」、「曰」、「戈」和「弗」等。「非

成字部件」 部件包括部首「艸(⑽)」、「糸(难)」、「阜(潋)」和「辵(捹)」

等，以及沒有音義、只有構字能力的部件，例如「ｻ」、「澜」、「叾」

和「ｿ」等。考 慮這些不見於〈3000 字表〉內的部件能構成兩個或以上

的單字，對解說字形時有一定的幫助，所以本研究把這些部件視為「連結

部件」，供教師教授字形相近的 單字時參考，但「連結部件」將不作統

計最常用部件之用。 

     4.7 如同一單字內拆分出兩個或以上相同的「表內部件」或「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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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在統計部件時，相同的部件只作一個計算，例如「品」只拆分成

一個「口」部件。 

     4.8 參考《康熙字典》部首索引，如「表內部件」屬「主形部件」(部

首)，而又帶有「附形部件」(部首變體)，將註明「附形部件」所屬的「主

形部件」，區別兩種 部件。例如「轔」是「人」的「附形部件」，「仁」

拆分成「人(轔)」和「二」；「鏝」和「鏢」是「水」的「附形部件」，

「海」拆分成「水(鏝)」和 「每」、「泰」拆分成「 」和「水(鏢)」。 

     4.9 參考《康熙字典》部首索引，如「連結部件」屬「主形部件」(部

首)，而又帶有「附形部件」(部首變體)，將註明「附形部件」所屬的「主

形部件」，區別兩種 部件，例如「難」是「糸」的「附形部件」，「紅」

拆分成「糸(難)」和「工」。如單字拆分出的「連結部件」與其他「表內

部件」的「附形部件」相同，但該單 字與「附形部件」所屬的部首不同，

這個「連結部件」將不會計算在「附形部件」內，而只作獨立計算。例如

「神」屬「示」部，所以拆分成「示(隴)」和 「申」；但「視」屬「見」

部，所以拆分作「隴」和「見」，「隴」不作「示」的「附形部件」處理。 

     4.10 在拆分部件時，同組的「主形部件」和「附形部件」將分開統

計（康寶文．潘慧如，2003）。 

 

而部件的拆分，將一個字拆開了之後，可以試圖從中得到什麼呢？我們便是

想要將這個看似圖畫的東西來把它盡可能變成有條理，可以理解的文字以方便學

習及記憶。 

在上述所提到的部件拆分方式，看似複雜的拆分，我們在教學時則盡量使用

最為簡單的分式來化繁為簡的說明。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所做的研究「小學

中文科常用字研究」中的＜部件連結表＞使用說明中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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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部件學既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又分別應用在中文信息處理和識字

教學兩種不同的範疇上，所以關於漢字部件的定義、定名、定量、分類和

拆分方法等方面，過去 一直欠缺一套標準和規範，不同界別會因應本身

所需而拆分出不同的漢字部件，造成混亂。直至 1997年 12月，中國內地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才針對中文信 息處理的範疇，正式發佈《信息

處理用 GB13000.1 字符集--漢字部件規範》(下稱《漢字部件規範》)，對

漢字部件學起了重大的意義。 

根據《漢字部件規範》，「漢字部件」是指由筆畫組成的具有組配漢

字功能的構字單位，簡稱「部件」。從字形來看，部件是介乎於筆畫和文

字之間的部分，其下限 大於或等於基本筆畫，例如橫、豎、撇、點、鹇，

其上限小於或等於完整的文字，例如「口」、「手」。從意義來看，部件

可分為「成字部件」和「非成字部件」， 前者如「日」、「月」，可以

獨立成字和運用；後者如「乚」、「儿」，必須與其他部件組合才能成字。

「成字部件」又可分為「基礎部件」和「合成部件」，「基 礎部件」是

最小而不能再拆分的構字單位，例如構成「明」字的「日」和「月」分別

是「基礎部件」；由兩個或以上的「基礎部件」所組成的部件就是「合成

部 件」，例如「盟」字上半部分的「明」就是「合成部件」。 

《漢字部件規範》制定的〈漢字基礎部件表〉列出「基礎部件」共

560個，並把相關的部件分成 393組，每組部件再分「主形部件」和「附

形部件」。「主形部件」具代表和稱說同組部件的作用；「附形部件」包

括與「主形部件」同源，僅在書寫上略有差異的部件，以及與「主形部件」

形體相似的部件。〈漢字基礎部件表〉以「主形部件」來排序，於每個「主

形部件」之後列出同組的「附形部件」，例如「文」以下列有「链」、「谲」、

「夊」。 

《漢字部件規範》主要對中文信息處理領域具有規範作用，適用範圍

也包括出版和漢字教學，例如〈漢字基礎部件表〉有條理地歸納從漢字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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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出來的零碎部件，可 以為「部件識字法」提供一種串連部件的方法，

有助教師編排教授部件的次序。《漢字部件規範》也是本研究拆分 3000

字和組合部件的重要參照，不過由於中文 信息處理和部件教學始終屬於

不同的範疇，在分析部件時的著眼點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在參考《漢字

部件規範》後，將因應識字教學的需要，自訂一套合適的拆分（康寶文．

潘慧如，2003）。 

 

以上，光是部件的拆分，便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和方式，但是對於部件的拆法

和歸類的方式，不管其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教學也好，為了能在字碼的電腦化也好，

希望能夠把部件也成為一套有系統可供大家遵循的模式，則是研究者們所共同努

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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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漢字結構與部件之關係 

如果將漢字比喻成一部汽車的話，一筆一劃就好像螺絲和鐵片，組成一個個

的零件－就如同是漢字的「部件」；但光只有零件是無法作用的，再將零件擺放

在正確位置，讓每個零件能各司其職發揮功用，組合成為一台真正的汽車－也就

是我們所謂的「字」；當零件沒有組合時，就像零散的部件，有些是不具意義的

一個符號（圖形），所以，當字拆解開來只有部件時，我們無法一個一個解釋那

是代表什麼，只有經過正確的拼湊，這樣才能成為是大家所認識的，能具有溝通

意義的「字」。 

漢字的組成是通常是由一個部首為主體，再加上其它的部件組合而成。翻開

字典的第一頁，是按照筆劃多寡依序排列好的部首。小時候的查字典比賽，在考

驗著學生們能不能夠分辨這些字是分別屬於哪些部首。但，會不會有某些字是很

難歸類的？或是很難再分解的字又該怎麼再去拆開？我們要如何有條理並且明

白地去詳細解答學生們的這些疑惑。而中國字的部首中，其實有些還能夠再細分

為更小的部份，這樣的部份有其它的名稱，本文取臺灣大部份學者的說法稱其為

「部件」。這些部件不一定能獨立而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字，但有些出現在字的組

成中出現率是非常高的，簡單舉例－「厶」就是一個很常見的例子，包含這個部

件在其中所組成的字有：「能」、「弘」、「強」、「俊」……等等。 

王作新在《漢字結構系統與傳統思維方式》一書中提到： 

 

漢字構形的分析，是漢字研究所面臨的第一項必做的工作。我們所進行的

結構分析，關注的重心在於思維認識方式對漢字構形的制約影響作用，這

種影響當然地由漢字的具體構成或如何表現客觀事物的具體方式反映出

來。傳統的「六書」，對漢字構造方式的歸納，基本上由漢字的表現方式

出發，所以在我們的分析中仍然適用。同時，由於所論重心的需要，稱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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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將部份的有所差異（王作新，1999：25）。 

 

中文字的結構大致上是有條理有規則可依循，漢字結構的組成和其位置順序，

都可以讓我們細細來分析討論。比如說本文所要討論的「木」字偏旁，大部份都

會在左邊，尤其是和樹木種類有關的字，例：松、柏、楓、榕、椰……等等，像

這樣的歸納，就比較有清楚的認識。我們都知道漢字是由筆劃組成的方塊文字，

相較對於其它國家的文字不太相同，前文有談到漢字起源和類似圖畫般的象形文

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王作新在書中提到：「漢字最親密的伙伴大約要數繪畫

了，「書畫同源」便是人們從本源上對彼此的內在聯繫所作的很好概括。（王作新，

1999：52）」他所提出的有關漢字結構的部份，也談到了字體的形構上也有空間

和時間的秩序，以下為書中所簡單介紹的部份： 

 

如果說繪畫的構思理解，由於它的藝術功能，憑藉的有色調、空間秩序等

因素，那漢字則因其實用的功能，最重要的因素便在於視覺的空間結構秩

序了。漢字的整體綜合性認識特徵也正可由此得到形式上的體現。為了稱

述方便，我們將漢字結構成分在組合整體中的空間秩序，也包括時間秩序，

統稱作漢字的位序（王作新，1999：52）。 

 

在漢字的結構上，雖然沒有一定的依據可循，但是大體上還是能歸納出大概

的方向和多數會出現的情形， 

 

一、附加型單體文的空間秩序 

在單體文中有這樣一種類型：一個可以獨立使用的構字形位加上一個或幾

個不能獨立使用的構字形素，這種形位加形素組合而成的漢字，不能切分

出兩個構字形位，我們稱之為附加型單體文。例如： 

  果，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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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巢，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日窠。从木，象形。（《巢部》） 

按，巢，小篆字形，「木」上象鳥巢，頂端象眾鳥。以上二例可以獨立使

用的形位只有「木」（王作新，1999：52～53）。 

二、無「聲」複體字的位序 

無「聲」複體字，即會意字，在表現方式上有意象組合與語言組合兩種類

型。整體綜合的認識特徵自不例外的反映於這一類漢字的構思與理解之中。

構字部件（形位）在整個符號的位序正是整體理解的重要因素之一。 

前段提到的「意象組合」，指的是較注重空間結構的字，例如： 

前，不行而進謂之前。从止在舟上。（《止部》） 

閑，闌也。从門，中有木。（《木部》） 

而「語言組合」，指的就是比較屬於平面視覺所得到的訊息，例如： 

伐，擊也。从人持戈。（《人部》） 

戍，守邊也。从人持戈。（《戈部》） 

三、有「聲」複體字的位序 

有「聲」複體字，指有標音形位的合成字，即通常所說的形聲字。形聲字

的形位構置，因受一定的識識習慣或心理定勢的支配影響，體現有空間結

構的一般性原則，因此，其形位構置所呈現的位序對於形聲字整體的構思

和理解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王作新，1999：60）。 

 

所以在結構上來說，漢字乍看之下彷彿好像一顆顆方塊如圖畫一樣，但經過

分析研究後我們能夠得知，在字裡面，多數都有包含了表達意義的符號（形符），

以及能夠標出讀音的符號（聲符），使我們能夠透過字面上，大約能得知這個字

可能表達的是什麼意思，如前面提到的例子－樹木類的，幾乎都有「木」形在其

中，依教育部國語小字典(2000)所做的統計，以「木」為部首的字，有 73%的機

率出現在左邊，13%出現在下半部，因此結合部件形體和位置的訊息，仍可視為

分部首與聲旁的有效線索（陳奕全、葉素玲，2009：192）；而有聲符的形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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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六書中屬於字數最多的一類，當我們遇到不會唸的字，這時腦中所浮現的俗語

「有邊讀邊，沒邊讀中間」其實還是很有道理的。 

 

形符與聲符位序類型大體如上。如果細加分析，還可進一步歸納。如穎。

从禾頃聲，形符在左下角；賴，从貝，剌聲，形符在右下解；此可謂掛角

式。彥，从彣，厂聲，聲符居形符之中；哀，从口，衣聲，形符居聲符之

中；此可叫做內嵌式，如果向粗疏一面概括，那形符與聲符的空間秩序一

般為左右式，即左形右聲（王作新，1999： 60）。 

 

漢字結構的背景制約與成分位序是聯系性與有序性的突出反映，這種特徵

之所以在漢字結構中充分地體現出來，除了賴以形成的語言基礎之外，還

在於它具有相應的心理基礎。(王作新，1999：72) 

 

我們雖然可以把字拆出許多部件，但是，相同一個部件，不一定只能擺放在

同一個位置上；又，一樣的二個部件如果擺放位置不同，就會有不同的文字出現，

如：「木」與「口」，木在上則成為「杏」字；木在下則又成為另一個「呆」字，

雖使用相同的二個部件，但呈現出來的意義卻是大相逕庭。 

 

然而漢字具有一些不可忽視的內在結構，使得部件先於整字的處理方式在

理論上是可行的。一是許多部件可單獨成字，具有讀音與字義（如「楓」

中的「木」與「風」）。二是習字的階段多先以形體簡單且具象的獨體字

（如「木」）做為練習直到精熟。之後被教導與其它部件組合成不同的字

（如「木」可以組成「村、林、松、枝、柏、核、楓」等，其組字數(combinability)

逾百），此簡單、熟悉且常見等特性使得部件可能是更基本的辨識單元（陳

奕全、葉素玲，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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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漢字的組織結構，應該說是有它嚴肅的一面，同時也有輕鬆的一面。嚴

格的時候，是一「點」也不能馬虎，組合與位置絕不容許有半點差錯，該長的短

不得，該短的長了也不行。（江澄格，2003：30）我們先瞭解漢字部件排列空間

的構造原則，以下有十二種基本原則以及八種較複雜的字，圖為構造分析，後方

則為參考例字，這樣分類也可以加強學習者在視學空間上記憶： 

 

表 二-4 部件排列空間構造原則 

1.                                      7.  

2.                                      8. 

3.                                      9. 

4.                                     10. 

5.                                     11. 

6.                                     12. 

 

13.               15.                17.                19.                 

14.               16.                18.                20.                

（資料來源：葉德明，1999：33） 

 

除了葉德明的分類表，其他還有胡裕樹及錢乃榮為漢字結構來做分類，如下

圖： 

 

表 二-5 現代漢字方位關係九種基本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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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雷          們清         廟尼         連旭          句氫 

 

 

 

                 同鬧          凹函         區匹         溯回 

 

（資料來源：胡裕樹， 1992） 

 

表 二-6 漢字字型結構表 

 

 

 

 

 

 

 

 

（資料來源：錢乃榮，2002） 

 

在處理漢字時，我們則必須注意要整字以及結構性，找出其特性後才能夠方

便應用在學習以及教學上，讓我們運用起來收得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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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現今漢字部件研究概況 

漢字部件學是近二十年新興的學科，主要研究漢字的結構，分析構成漢字的

方式和規則。對識字教學而言，這門學科實在有重大的貢獻，例如在 1980 年河

北省滄洲市部件識字教研組始創「部件識字法」，他們編寫了專用的教材進行試

教實驗，對學界有很大的影響。對外漢字教學是對外漢語教學中重要而困難的部

分，對外漢字教學研究是對外漢語教學領域研究的重點之一。了解對外漢字教學

與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有利於對外漢字教學與研究的發展（李大遂，2004：41）。 

 

一般而言，小學生學習單字時，筆畫少的單字，學生較易記住字形寫法，

但筆畫多的單字，學生就難以一筆筆地牢記字形寫法。如果學生能夠以比

筆畫更高層次的漢字部件作為識字單位，他們就能掌握整個字形的結構，

不但可以輕易記住字形，更能利用已學習的部件類推更多的新字。有見及

此，本研究按漢字部件學的理念，把〈3000 字表〉3內的 3000 字拆分成部

件，統計最常用的 50 個部件，並設計〈部件連結表〉，連結以相同部件

構成的單字，有助教師效法「部件識字法」來推行識字教學和編撰教材（康

寶文．潘慧如，2008）。 

 

                                                 

3 〈小學中文科常用字表〉(〈3000 字表〉)臚列小學階段每個級別須要學習的中文科常用

字 3000 個。本研究把字表以四種不同方式排列，分別為：1.按學習級別排序、2.按常用度排序、

3.按難度排序、4.按部首排序。使用者可根據所需資料搜尋各種字表，例如教師要知道學生在一

年級共需學習多少字，可查閱按學習級別排序的字表；要知道 3000 字中最常用的單字，可查閱

按常用度排序的字表；要知道 3000 字中最難或最易的單字，可查閱按難度排序的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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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開始學習認字寫字和查閱字典以來，我們都已經很習慣「部首」這個

詞，而現在所提到的「部件」這一詞和概念，是由何時開始公開的在學刊上被

提出討論的呢？最早是在 1965 年的《光明日報》的《文字改革》雙周刊第 120

期，期刊中由吳建一所發表的《偏旁所處部位及其名稱》的文章，在這篇文章

以後，即有《文字改革》雜誌編輯室在該刊 8 月號上便提出了一篇《統一偏旁

首名稱的建議》的文章， 

 

由此，《光明日報》的《文字改革》雙週刊和《文字改革》雜誌展開了一

場「關於統一偏旁部首名稱問題的討論」。9 月 1 日《光明日報》文字改

革雙週刊第 122 期上文之初(倪海曙)的《漢字部件應該規定名稱》一文，

首次將漢字構字單位稱之為「部件」，並提出了利用漢字部件進行識字教

學問題。這是倡導漢字部件識字教學之始（劉靖年．曹文輝，2009：40）。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做了一個統計部件的資訊表。這個表將

20,890 個漢字依下列部件拆解，並針對構字的次數及單一部件出現次數分項統計。

統計結果代表每單一部件於構成漢字出現的頻率高低，可作為教師們規劃漢字教

學先後順序參考之用，網址為：http://web.mtc.ntnu.edu.tw:88/parts/。下表為木部

出現在表格中的幾個形式及其構字數和出現次數： 

 

表 二-7  漢字部件統計表－木 

編號 部件 構字數 出現次數 

184 

 

129 129 

http://web.mtc.ntnu.edu.tw:88/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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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1074 1141 

186 

 

342 344 

187 

 

61 61 

188 

 

65 107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漢字字形結構的中級結構單位－偏旁或部件，是漢字字形研究的重點。如何

對漢字中級結構單位進行分析，在教學上分為兩派。一派使用新興的部件分析法，

一派使用傳統的偏旁分析法。新興的部件分析法是受計算機漢字拼形編碼輸入法

的啟發而提出的，其良好願望是將教學上的漢字結構單位與計算機形碼輸入的結

構單位統一起來，以便利用計算機輔助漢字教學。部件分析法一派內部其實極不

統一，有的傾向無理切分，撇開字音和字義，對漢字進行純字形的部件（亦稱「字

素」）分析；有的多少顧及一點音義；有的傾向有層次切分；有的雖使用了「部

件」這個名稱，但實質上與偏旁分析法別無二致(李大遂，2004：46)。 

主張部件分析法並對此進行研究的主要文章有： 

 

表 二-8「部件分析法」主要文章表 

作者 書名 ／ 文章篇名 發表期刊 出版年 

張普 
〈漢字部件分析的方法和理

論〉 
《語文研究》 

1984 

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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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旺熹 
〈從漢字部件到漢字結構－談

對外漢字教學〉 
《世界漢語教學》 

1990 

第 2 期 

盧紹昌 〈漢字部件的研究〉 

《第三屆國際漢語教

學討論會會務工作委

員會.第三屆國際漢語

教學討論會論文選》 

1991 

費錦昌 〈漢字部件探究〉 《語言文字應用》 
1996 

第 2 期 

崔永華 〈漢字部件和對外漢字教學〉 

《中國對外漢語教學

學會北分會.對外漢語

教學探討集》 

1998 

崔永華 〈關於漢字教學的一種思路〉 《北京大學學報》 
1998 

第 3 期 

黃沛榮 〈漢字教學〉 
《呂必松.漢字漢字教

學研究論文選》 
1999 

梁彥敏 〈現代漢字部件變形分析〉 
《 語 言 文化 教 學 集

刊．第一輯》 
1998 

萬業馨 〈漢字字符分工與部件教學〉 《語言教學與研究》 
1999 

第 4 期 

萬業馨 〈文字學視野中的部件教學〉 《語言教學與研究》 
2001 

第 1 期 

（資料來源：李大遂，2004：46） 

 

傳統的偏旁分析法成熟統一，既考慮到漢字的外部結構，也照顧到漢字的內

部結構。分析的原則是：以六書理論為指導，尊重漢字體系自身的系統性，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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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利用偏旁學習合體漢字的讀音和意義打基礎。不過現在主張漢字教學採用傳統

偏旁分析法的人不多，主要文章有： 

 

 

表 二-9「偏旁分析法」主要文章表 

作者 書名 ／ 文章篇名 發表期刊 出版年 

李大遂 《漢字內部結構與漢字教學》 
《對外漢語教學法研

究》 
1996 

李大遂 

《關於合體字結構分析問題－

部件分析法和偏旁分析法的初

步比較》 

《中國對外漢語教學

學會北分會.對外漢語

教學探討集》 

1998 

李大遂 《簡論偏旁和偏旁教學》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

學報》 

2002 

第 1 期 

（資料來源：李大遂，2004：46） 

 

現代漢字部件的研究工作一直沒有停止過。有的稱為「字根」，有的稱為「字

元」，有的稱為「字素」，有的稱為「形位」僅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研究

工作為例，1965－1966 年，由於識字教學的需要，在《文字改革》雜上曾經集

中進行了「規定漢字偏旁部件名稱的討論」。後來，在教育界發展成為頗有影響

的部件識字法。從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開始，出於計算機處漢字的需要，對漢

字部件的切分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經過反覆討論和實踐，問題的焦點越來越明

確，意見的分歧越來越清楚，討論正在深入(費錦昌，199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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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木部常用字形音義與部件分析  

第一節 「木」字小考 

現今使用的漢字中，「木」是一個很古老的字，現今可以找到的最早的甲骨

文中就有「木」字，它也是一個典型的象形字，所以在古代的字書中大部份都可

以找到對木字的注釋。王志成、葉紘宙在《部首字形演變淺說》一書中，對於木

有以下的解說並附上圖示： 

從甲骨文、金文、篆文的形體看來，都像一棵樹的形狀；如果細心去觀察一顆樹會發現，

長得愈高大的樹木，不僅枝葉茂盛，樹幹粗大，下面的樹根也就愈大愈突出明顯；所以，

甲骨文等古代文字的形體就像是上有樹枝向左右突出、中間是樹幹、下面有向左右及向

下生長的樹根，本義是「樹」的「象形字」。（王志成、葉紘宙，2000：148）  

如下圖： 

 

 

 

 

 

 

 

 

圖 三-1「木」字甲骨文的部位解說 

（資料來源：王志成、葉紘宙，200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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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木字的字形演變： 

 

 

 

 

 

 

 

 

 

圖 三-2「木」字字形演變 

（資料來源：王志成、葉紘宙，2000：148） 

因為筆劃簡單且要表達的意象清楚明瞭，所以由上圖可以看出，從甲骨文以

來木字的變化並不大，只是從較不規則的曲線－較像圖案，變成了現今筆劃完整

的字體。而中國歷史之久幅員之大，木字的書寫方式隨時代的改變不同，在各地

的書寫方式也稍有不同，下有一個表列出歷代在各地所考證出木字的寫法： 

表 三-1 木字字形表 

 

 

  

 

 

 

  

 

（資料來源：季旭昇，200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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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中來看，歷經這麼久遠的時間，以及各地書寫的字體，木這個字在外形

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和不同，在早期甲骨文所呈現的形態也是簡單幾筆就能看出

有樹木的形狀，在不同的地域所書寫的字形也是大同小異；以上是有關木字在字

形方面直向時間性的不同，以及橫向地域性的不同來做一個介紹。對於木字的字

義，各家的解釋筆者也自行整理了以下的表格： 

 

表 三-2 木字字義表 

書名／作者 釋  義  內  容 

《說文解字》 

許慎 

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凡木之屬皆

从木。 

《說文解字注》 

段玉裁 

冒也。以曡韵爲訓。冃部曰。冒，冢而前也。冒地而生。東

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謂 也。 象上出。 象下垂。

莫卜切。三部。凡木之屬皆从木。 

《康熙字典》 

 

《唐韻》《集韻》《韻會》《正韻》�莫卜切，音沐。《說

文》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徐鍇

曰》屮者，木始申坼也，萬物皆始於微，故木从屮。《白虎

通》木之爲言觸也。《玉篇》燧人氏鑽出火也。《書·洪範》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易·說

卦傳》�爲木。《疏》木可以揉曲直，卽�順之謂也。《禮·

月令》某日立春，盛德在木。《疏》春則爲生，天之生育，

盛德在於木位。 又八音之一。《周禮·春官·太師》金石土革

絲木匏竹。《註》木，柷敔也。 又質樸。《論語》剛毅木

訥近仁。又木彊，不和柔貌。《前漢·周勃傳》勃爲人木彊敦

厚。 又析木，星次。《爾雅·釋天》析木謂之津。 又姓。

《統譜》漢木仁，晉木華。又百濟八姓，一曰木氏。又複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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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又叶末各切，音莫。《馬融·廣成頌》隂慝害作，百卉

畢落。林衡戒田，焚林柞木。 《韻會》从丨。丨，古本切。

非从亅。亅，其月切。 

《說文新證》 

季旭昇 

釋義：樹木。《說文》釋「冒也」。為聲訓。《毛詩．周南．葛 

   覃》：「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釋形：甲骨、金文象樹木枝葉上竦，根株下垂之形。《說文》 

   釋為「从屮，下象其根」，易獨體象形為合體象形，學 

   者多知其非。古文字木形與山、未常互用，尤其在偏 

   旁中。 

六書：獨體象形。 

《簡易說文字

典》 

湯賡巖 

木、甲金篆文恂象樹木之形，上象其枝，下象其根。樹木枝

葉茂盛，若人戴帽狀，故音猶言「冒」，冒同帽。 

《教育部國語

小字典第二版》 

 

1. 樹。如：「神木」、「木材」、「草木」。 

2. 木材。如：「棺木」、「壽木」、「朽木不可雕」。 

3. 用木料製造的。如：「木馬」、「木屋」、「木器」。 

4. 棺材。如：「行將就木」。 

5. 失去知覺。如：「手腳麻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文所舉的字例裡有木的部件，都歸屬於現今 214 部首中的「木」部，而木

部件會出現在漢字的幾個部位，大致上分為四種情況，以下用本文討論的字例，

示範整理出四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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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3 內含木字位置表 

「木」所在位置 字  例 

字的左方 材、村、林、板、校、根、格、棒、植、極、構、樣、標、

模、樓、樹、橋、機、檢、權 

字的下方 染、案、樂、果 

字的上方 李、查 

包含在字中 本、未、東、條、業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統計看出，就本文所討論的 32 個字例中，在字左方的有 20 個字，在

下方的有 3 個字，在上方的僅有 2 個字，而包含在字中的有 6 個字；所以大部份

的字例都是以木在字的左方的為多。依教育部國語小字典(2000)所做的統計，以

「木」為部首的字，有 73%的機率出現在左邊，13%出現在下半部，因此結合部

件形體和位置的訊息，仍可視為分部首與聲旁的有效線索（陳奕全、葉素玲，2009：

192）。 

 

第二節 木部常用字例 

《康熙字典》及市面上常見的字典則多為 214 個部首。現今教育部網路字

典則為 217 個部首，屬於木部的字共有 412 個字。在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二

日教育部研訂公布，由正中書局印行的《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中，中文字的

部首分為 211 個，此表是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在民國六十二年一月，委託師範大

學國文研究所負責統計國民常用字及研訂標準字體，統計結果共在本表裡歸納

了 4808 個常用字；歸在木部的字計有 199 個字。 

本章以《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為主，再依＜字頻總表＞的字頻序號前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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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從這 199 個字中挑選出這 32 個字來做表格化的分析和討論，依《常用國字

標準字體表》中的字號順序由小到大依序為：木、本、未、李、材、村、東、果、

林、板、染、查、校、案、根、格、條、棒、植、業、極、構、樣、標、模、樓、

樂、樹、橋、機、檢、權，共 32 個常用的木部字例，以表格化的方式列出由古

至今的字形、音、義，並探討現代海峽兩岸異同。 

表格編寫凡例： 

一、甲骨文：字形取自文獻處理實驗室下載的「漢字構形資料庫 2.7 版」，

網址：http://proj1.sinica.edu.tw/~cdp/cdphanzi/。 

二、小篆：字形取自文獻處理實驗室下載的「漢字構形資料庫 2.7 版」，網

址：http://proj1.sinica.edu.tw/~cdp/cdphanzi/。。 

三、說文：本文所使用的版本為清代段玉裁所注之《說文解字注》。取《說

文解字》書中的原文 ，段玉裁所注釋的文字則沒有附上。 

四、古音：取自「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廣韻中古音，此資料庫共收錄聲韻

系統（含方言點）383 個，資料 1094568 筆。(2012/12/9)，網址為：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因有的字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讀音，附

加資料庫中所編字號以做為識別之用。 

五、常用詞彙：採用「國家華語測驗工作推動委員會」的參考資料－「華語

八千詞」內的詞彙（2011.12.8 更新），是由台師大國語教學中心的張莉

萍所辛苦研究的成果。這個詞表主要選詞來源為中研院核心詞彙、通用

詞彙、參考詞彙表、TOP 詞彙表、HSK 詞彙表，運用相對頻率、加權值

的方式算出每一個詞的比重，進而依據華語文學習里程，制定出初級

1500 個詞彙、中級 3500 個詞彙、高級 5000 個詞彙。詞表內容包括詞

彙本身、每個詞的等級、語法類。網址：

http://www.sc-top.org.tw/chinese/download.php。 

六、甲表字號：依《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的字號來書寫之，《常用國字標

準字體表》在表格中簡稱為「甲表」。 

http://proj1.sinica.edu.tw/~cdp/cdphanzi/
http://proj1.sinica.edu.tw/~cdp/cdphanzi/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http://www.sc-top.org.tw/chinese/downloa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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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字頻序號：依教育部之＜字頻總表＞的序號來書寫之， 

1.本表根據樣本統計所得之單字數為 5731 字，頻次總數為 1982882 次。 

2.本表排序依字的出現頻次高低排列。 

3. 本表所用字形以教育部公布之《國字標準字體表》為據，若遇樣本

中為異體字，原則上皆歸入對應之正字，但具特殊用途者例外，如：「?E」、

「??」、「??」等。 

4. 本表部首筆畫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1995）所分。 

網址：

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m0001/pin/biau1.htm?open。 

八、現今字形：台灣的字形取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址為：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大陸的字形取自：「在線新華字典」網址為：http://xh.5156edu.com/。 

九、字音：台灣的標音取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址為：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大陸的標音取自：「在線新華字典」網址為：http://xh.5156edu.com/。 

十、包含部件：本文此部份筆者參考第二章第二節中黃沛榮的部件拆分法。 

 

 

 

 

 

 

 

  

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m0001/pin/biau1.htm?open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http://xh.5156edu.com/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http://xh.5156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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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4「木」部常用字例表－木 

字例 木 

甲骨文                                   合集 32216 

金文                                   集成 8477 

戰國文字                                   包 2.140 

小篆                               說文 

說文 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凡木之屬皆从木。 

古音 (字號 20290) 莫卜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木 

高階級：樹木 

流利級：木材、木刻、木料、木偶 

甲表字號 1853 字頻序號 535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木 木 

字音 ㄇㄨˋ mù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4 劃 4 劃 

包含部件 木 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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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5 「木」部常用字例表－本 

字例 本 

甲骨文 無 

金文                                 集成 2081 

戰國文字                                 上(1).孔.16 

小篆                                 說文 

說文 木下曰本。從木，從丅。 

古音 (字號 11863) 布忖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本子、日本 

基礎級：課本 

進階級：本來 

高階級：本來、本領、本人、本土、成本、根本、基本、基本上、 

        劇本、影本、資本 

流利級：本身、本事、本位、本性、本質、腳本、書本、治本 

甲表字號 1855 字頻序號 109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本 本 

字音 ㄅㄣˇ běn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5 劃 5 劃 

包含部件 木、一  木、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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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6「木」部常用字例表－未 

字例 未 

甲骨文 無 

金文                                集成 9099 

戰國文字                                包 2.3 

小篆                                說文 

說文 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也。凡未之屬皆从未。 

古音 (字號 15479) 無沸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未來 

高階級：未婚 

流利級：未必、未婚夫、未婚妻、未免 

甲表字號 1856 字頻序號 343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未 未 

字音 ㄨㄟˋ wèi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5 劃 5 劃 

包含部件 十、木 十、木 

備註 
在說文中，「未」字被歸在「未」部，而未部僅有未一字而已，所以後來

字典改併入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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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7「木」部常用字例表－李 

字例 李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包 2.82 

小篆                                 說文 

說文 李果也。从木。子聲。 

古音 (字號 10526) 良士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行李 

流利級：無 

甲表字號 1864 字頻序號 612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李 李 

字音 ㄌ｜ˇ lǐ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7 劃 7 劃 

包含部件 木、子 木、子 

備註 
在古音的標讀上，漢字古今音資料庫中標的是「良士切」，而說文中所標

的是「良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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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8「木」部常用字例表－材 

字例 材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郭. 尊 .32 

小篆                                 說文 

說文 木梃也。從木。才聲。 

古音 (字號 03649) 昨哉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材料、教材、器材、身材、題材 

流利級：棺材、木材、取材、 

甲表字號 1864 字頻序號 612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材 材 

字音 ㄘㄞˊ cái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7 劃 7 劃 

包含部件 木、才 木、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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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9 「木」部常用字例表－村 

字例 村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包 2.166 

小篆                                說文 

說文 地名。从邑。屯聲。 

古音 (字號 04580) 此尊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農村、鄉村 

    流利級：無 

甲表字號 1867 字頻序號 844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村 村 

字音 ㄘㄨㄣ cūn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7 劃 7 劃 

包含部件 木、寸 木、寸 

備註 

在說文裡頭嚴格說起來並沒有「村」這個字，原作「邨」，所以說文中會

从「邑」，是後來變字為「村」，而現今用字多作「村」而少用原字「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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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0「木」部常用字例表－東 

字例 東 

甲骨文                                合集 7084 

金文                                集成 4029  

戰國文字                                包 2.167 

小篆                                說文 

說文 東，動也。从木。官溥說：從日在木中。凡東之屬皆从東。 

古音 (字號 00001) 得紅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東邊、東西 

基礎級：無 

進階級：房東 

高階級：東北、東部、東方、東南  

流利級：無 

甲表字號 1875 字頻序號 215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東 东  

字音 ㄉㄨㄥ dōng  

部首 木 一 

總筆劃 8 劃 5 劃 

包含部件 東  东 

備註 

大陸的筆劃較少，且歸納的部首不同，台灣是在木部，大陸因為字形簡化

過則歸在一部；另外，在《說文》中「東」字屬於東部，後來因東部僅有

東字和 (音ㄘㄠˊ)二字，所以現在改沒有東部，而被改編入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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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1「木」部常用字例表－果 

字例 果 

甲骨文                               合集 28128 

金文                               集成 3474 

戰國文字                               包 2.188 

小篆                                說文 

說文 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 

古音 (字號 13079) 古火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水果 

基礎級：無 

進階級：結果(連接詞) 

高階級：成果、果然、後果、結果、結果(名詞)、如果說、效果 

流利級：果斷、果實、果樹、果真、芒果、因果 

甲表字號 1876 字頻序號 128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果 果 

字音 ㄍㄨㄛˇ guǒ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8 劃 8 劃 

包含部件 田、木 田、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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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2「木」部常用字例表－林 

字例 林 

甲骨文                                 合集 18962 

金文                                 集成 5013 

戰國文字                                 上(2).容. 31-32 

小篆                                 說文 

說文 平土有叢木曰林。從二木。凡林之屬皆從林。 

古音 (字號 09107) 力尋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樹林 

流利級：園林 

甲表字號 1881 字頻序號 342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林 林 

字音 ㄌ｜ㄣˊ lín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8 劃 8 劃 

包含部件 木、木 木、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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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3「木」部常用字例表－板 

字例 板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包 2.43 

小篆 無 

說文 無 

古音 布綰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黑板、老闆/板、 

高階級：地板 

流利級：無 

甲表字號 1884 字頻序號 768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板 板 

字音 ㄅㄢˇ bǎn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8 劃 8 劃 

包含部件 木、反 木、反 

備註 

板在說文中並無此字，古時用的為「版」字，段注寫道「......凡施於宮室

器用者皆曰版。今字作板，古叚為反字。大雅上帝板板，傳云板板，反也，

謂版即反之叚借也。」現今偶與「闆」字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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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4「木」部常用字例表－染 

字例 染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說文 

說文 以繒染爲色。从水。杂聲。 

古音 

(字號 14496) 而琰切。 

(字號 19922) 而豔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傳染、感染、染、污染 

流利級：染料 

甲表字號 1891 字頻序號 816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染 染 

字音 ㄖㄢˇ rǎn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9 9 

包含部件 、九、木 、九、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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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5「木」部常用字例表－查 

字例 查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無 

說文 無 

古音 

(字號 03302) 士佳切。 

(字號 06965) 鉏加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查、檢查 

高階級：調查、審查 

流利級：查明、抽查、追查 

甲表字號 1905 字頻序號 583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查 查 

字音 ㄔㄚˊ chá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9 9 

包含部件 木、曰、一 木、曰、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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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6「木」部常用字例表－校 

字例 校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說文 

說文 木囚也。从木。交聲。 

古音 

(字號 18468) 胡教切。 

(字號 18477) 古教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學校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校車、校友、校園 

流利級：無 

甲表字號 1910 字頻序號 341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校 校 

字音 ㄒㄧㄠˋ /ㄐㄧㄠˋ xiào / jiào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0 10 

包含部件 木、 、父 木、 、父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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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7「木」部常用字例表－案 

字例 案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說文 

說文 几屬。从木。安聲。 

古音 (字號 17646) 烏旰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答案、檔案、方案 

流利級：案件、案情、案子、辦案、報案、草案、破案 

甲表字號 1912 字頻序號 503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案 案 

字音 ㄢˋ àn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0 10 

包含部件 、女、木 、女、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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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8「木」部常用字例表－根 

字例 根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說文 

說文 木株也。从木。艮聲。 

古音 (字號 04619) 古痕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根 

高階級：根本、根據 

流利級：根源 

甲表字號 1915 字頻序號 495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根 根 

字音 ㄍㄣ gēn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0 10 

包含部件 木、艮 木、艮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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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9「木」部常用字例表－格 

字例 格 

甲骨文                                集成 4262( )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說文 

說文 木長皃。从木。各聲。 

古音 
(字號 23215) 古落切。 

(字號 23529) 古伯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表格、風格、合格、及格、價格、人格、性格、嚴格、資格 

流利級：格局、格式、格外、規格、體格 

甲表字號 1927 字頻序號 409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格 格 

字音 ㄍㄜˊ gé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0 10 

包含部件 木、 、口 木、 、口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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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0「木」部常用字例表－條 

字例 條 

甲骨文                                 合集 8791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郭.性.31 

小篆                                 說文 

說文 小枝也。从木。攸聲。 

古音 (字號 05700) 徒聊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麵條、條 

高階級：便條、條、條件、條約  

流利級：封條、條例、油條 

甲表字號 1949 字頻序號 477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條 条  

字音 ㄊ｜ㄠˊ tiāo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1 7 

包含部件 、、 、木 、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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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1「木」部常用字例表－棒 

字例 棒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無 

說文 無 

古音 (字號 10012) 步項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棒球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棒、棒子  

流利級：無 

甲表字號 1963 字頻序號 976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棒 棒 

字音 ㄅㄤˋ bàng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2 12 

包含部件 木、 、  木、 、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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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2「木」部常用字例表－植 

字例 植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郭.緇.3 

小篆                                 說文 

說文 戶植也。从木直聲。㯰，或从置。常職切 

古音 
(字號 15363) 直吏切 

(字號 24269) 常職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植物 

流利級：移植、種植 

甲表字號 1968 字頻序號 867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植 植 

字音 ㄓˊ zhí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2 12 

包含部件 木、直 木、直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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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3「木」部常用字例表－業 

字例 業 

甲骨文                                集成 9735(中山王 方壺)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說文 

說文 
大版也。所以飾縣鍾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从

丵。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  

古音 (字號 25454) 魚怯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畢業 

高階級：產業、各行各業、工業、行業、就業、農業、企業、商業、 

        失業、事業、學業、業務、業餘、營業、職業、專業、 

流利級：創業、結業、開業、課業、同業、業績 

甲表字號 1974 字頻序號 74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業 业 

字音 ㄧㄝˋ yè 

部首 木 一 

總筆劃 13 5 

包含部件 、 、未 业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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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4「木」部常用字例表－極 

字例 極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說文 

說文 棟也。从木。亟聲。 

古音 (字號 24293) 渠力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極了 

高階級：積極、極、極其、消極 

流利級：極端(VS)、極端(名詞)、極力、極為、兩極、太極拳 

甲表字號 1980 字頻序號 568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極 极 

字音 ㄐㄧˊ jí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3 7 

包含部件 木、亟 木、及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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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5「木」部常用字例表－構 

字例 構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說文 

說文 蓋也。从木冓聲。杜林以爲椽桷字。 

古音 (字號 19694) 古候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構成、構造、機構、結構 

流利級：構想、架購 

甲表字號 1995 字頻序號 717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構 构 

字音 ㄍㄡˋ gòu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4 8 

包含部件 木、冓 木、勾 

備註 說文為古后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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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6「木」部常用字例表－樣 

字例 樣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說文  

說文 無 

古音 
(字號 07006) 與章切 

(字號 07552) 則郎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一樣、怎麼樣 

基礎級：無 

進階級：那樣、同樣(副詞)、同樣(VS)、樣、樣樣、一樣、怎樣、 

        這樣 

高階級：榜樣、各式各樣、看樣子、模樣、式樣、樣品、這樣子(副 

        詞)、這樣子(VS)、 

流利級：抽樣、花樣、取樣、字樣 

甲表字號 2005 字頻序號 113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樣 样 

字音 ㄧㄤˋ yàng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5 10 

包含部件 木、羕 木、羊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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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7「木」部常用字例表－標 

字例 標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包 2.86 

小篆                                 

說文 木杪末也。从木�聲。 

古音 
(字號 05941) 甫遙切 

(字號 12757) 方小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標題、標誌、標準、目標、商標 

流利級：標籤、標語、指標、治標 

甲表字號 2010 字頻序號 482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標 标 

字音 ㄅㄧㄠ biāo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5 9 

包含部件 木、 、示 木、示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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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8「木」部常用字例表－模 

字例 模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說文 

說文 法也。从木莫聲，讀若嫫母之嫫。 

古音 (字號 02640) 莫胡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規模、模仿、模糊、模型、模樣 

流利級：模範、模具、模式 

甲表字號 2012 字頻序號 687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模 模 

字音 ㄇㄛˊ mó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5 14 

包含部件 木、莫 木、莫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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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9「木」部常用字例表－樓 

字例 樓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說文 

說文 重屋也。从木婁聲。 

古音 (字號 08933) 落侯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大樓、樓、樓上、樓下 

基礎級：無 

進階級：樓梯 

高階級：無 

流利級：樓房 

甲表字號 2013 字頻序號 737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樓 楼 

字音 ㄌㄡˊ lóu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5 13 

包含部件 木、婁 木、娄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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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30「木」部常用字例表－樂 

字例 樂 

甲骨文                                 合集 33153 

金文                                 集成 249( 鐘) 

戰國文字                                 包 2.261 

小篆                                 說文 

說文 五聲八音緫名。象鼓鞞。木，虡也。 

古音 (字號 18557) 五教切    (字號 20878) 五角切    (字號 23154) 盧各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可樂、快樂、音樂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吃喝玩樂、歡樂、俱樂部、樂、樂觀、樂趣、樂意、娛樂、 

        樂器、樂團 

流利級：樂隊 

甲表字號 2016 字頻序號 179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樂 乐 

字音 ㄌㄜˋ/ㄩㄝˋ/ㄧㄠˋ/ㄌㄠˋ Lè/ yuè/ yào/ lào 

部首 木 丿 

總筆劃 15 5 

包含部件 、白、 、木 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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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31「木」部常用字例表－樹 

字例 樹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說文 

說文 生植之緫名。从木。尌聲。 

古音 
(字號 10941) 臣庾切 

(字號 15741) 常句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樹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樹林、樹木、樹葉 

流利級：果樹、柳樹、松樹、樹苗 

甲表字號 2024 字頻序號 382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樹 树 

字音 ㄕㄨˋ shù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6 9 

包含部件 木、壴、寸 木、又、寸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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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32「木」部常用字例表－橋 

字例 橋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說文  

說文 水梁也。从木。喬聲。 

古音 (字號 05990) 巨嬌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無 

流利級：吊橋、橋樑 

甲表字號 2028 字頻序號 957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橋 桥 

字音 ㄑㄧㄠˊ qiáo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6 10 

包含部件 木、夭、口、冋 木、夭、  

備註 說文中為巨驕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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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33「木」部常用字例表－機 

字例 機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說文  

說文 主發謂之機。从木。幾聲。 

古音 (字號 01965) 居依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電視(機)、飛機、(飛)機場、冷氣(機)、手機、洗衣機、照相 

        機、 

基礎級：無 

進階級：機器 

高階級：班機、機構、機關、機票、機械、時機、收音機、司機、危 

        機、相機、轉機、 

流利級：動機、機動、機警、機率、機密、機器人、機制、客機、良 

        機、契機、投機、有機、戰機、轉機 

甲表字號 2031 字頻序號 144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機 机 

字音 ㄐㄧ jī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6 6 

包含部件 木、幾 木、几 

備註 說文中為居衣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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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34「木」部常用字例表－檢 

字例 檢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說文  

說文 書署也。从木。僉聲。 

古音 (字號 14483) 居奄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檢查 

高階級：檢驗 

流利級：檢討 

甲表字號 2035 字頻序號 753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檢 检 

字音 ㄐㄧㄢˇ jiǎn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17 11 

包含部件 木、僉 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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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35「木」部常用字例表－權 

字例 權 

甲骨文 無 

金文 無 

戰國文字 無 

小篆                                 說文  

說文 黃華木。从木。雚聲。一曰反常。 

古音 (字號 05604) 巨員切。 

常用詞彙 

入門級：無 

基礎級：無 

進階級：無 

高階級：權利、人權 

流利級：集權、棄權、強權、權力、權威、權益、特權、政權、主權 

甲表字號 2050 字頻序號 499 

現今    

字形 

臺灣 大陸 

權 权 

字音 ㄑㄩㄢˊ quán 

部首 木 木 

總筆劃 22 6 

包含部件 木、雚 木、又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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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表格化的比較之後，我們可以看出字體在歷史上慢慢的進化，以及這個

字的古字和現今的字形是有有劇大的改變；在現今有了繁簡體的差異，兩者之間

除了筆劃不同之外，簡化字在經過簡化之後，其與原本的正體字筆劃和形體是否

還能符合造字的原理。 

以上 32 個字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字形由古至今的演變，古音的反切，說文解

字中對於字例的解說，和華語常用八千詞裡字例所出現的詞語，以及現今臺灣使

用的正體字及大陸使用的簡體字的異同；由於正體簡體字有的字例會有所差異，

拆分出的的結果就會不太相同，下一章將探討 32 字例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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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海峽兩岸「木」部常用字分析比較  

現今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的漢字的書寫方式已經不相同，因為大陸數十年

來，曾處心積慮推行拉丁化新文字，因此一九五四年，中共即通過「漢語拼音

方案」，作為文字拉丁化的準備。可是在試驗多年無法成功以後，政策已作調

整。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召開的「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當時國家語言文

字工作委員會主任劉導生曾說：「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漢字作為國家的法定

文字還要繼續發揮它的作用。現行的《漢語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漢字的拼音文

字，它是幫助學習漢語、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注音工具，並用於漢字不使用或

不能使用的方面（ 黃沛榮，1991：23）。」下表為現今正體和簡體字的比較： 

 

表 四-1 正體字與簡體字比較表 

（資料來源：黃沛榮，2003） 

 

由於現代漢字分為大陸使用簡化後的簡體字，以及台灣依歷史脈絡沿用下來

的正體字（也稱繁體字），現已有許多字已經不相同了，本章則以本篇討論的 32

 辨識方面 書寫方面 學習方面 
正簡體 

轉換學習 
使用的發展性 

正體字 

個別字形的

特色較大，有

利於辨識。 

有數百字

的筆畫太

複雜 

能夠根據本形

本義來說解字

源的字較多 

較易 

認識傳統字

形 可 閱 讀

1949 年以前

出版品 

簡體字 

簡化文字筆

畫，降低整體

辨識優勢。 

手寫時較

方便，打

字 則 相

近。 

部 件 數 目 較

多，但是部分文

字之形構較易

解說。如窃、

尘、肤等。 

較難 

當前世界上

使用的人口

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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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木部常用字例來分析兩岸的異同之處。單就字形上來看，我們把正體字和簡體

字放在一起做對照： 

 

表 四-2 字例正體簡體對照表 

正體 木 本 未 李 材 村 東 果 林 板 染 

簡體 木 本 未 李 材 村 东 果 林 板 染 

正體 查 校 案 根 格 條 棒 植 業 極 構 

簡體 查 校 案 根 格 条 棒 植 业 极 构 

正體 樣 標 模 樓 樂 樹 橋 機 檢 權  

簡體 样 标 模 楼 乐 树 桥 机 检 权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上表中可以看出正體和簡體字相同的有 18 個字，相異的有 14 個字；在筆

劃比較少的前十一個字例中，只有 1 個字正簡體相異，在第十二到第二十二個字

例筆劃漸多，相異的字有 4 個，在第二十三到第三十二個字例中，就有 9 個字相

異僅有 1 個字相同；表示大陸簡體字針對筆劃多的字將之用更少筆劃的方式來簡

化，漢字形體發展的總趨勢是簡化。雖然簡體字得到合法地位正式用於出版物，

是解放後經國家正式確認並公布後的事，但事實上，歷史上各個時期，不少字都

有它的簡體和繁體（龍異騰，2003：208）。 

就字體所拆分出的部件，下表整理出本文討論的 32 字例中部件個數的統計

(包含簡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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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木」部常用字例部件分析整理表 

 獨體字 2 個部件 3 個部件 4 個部件 

總數量 5 26 11 3 

字例 木、東、东、

业、乐 

本、未、李、材、村、果、

林、板、根、条、植、極、

极、構、构、樣、样、標、

樓、楼、機、机、檢、检、

權、权 

染、查、校、

案、棒、業、

標、标、樹、

树、桥 

條、樂、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於字形的差異，兩岸文字的部件，也頗有差異。我們經過整理可以從上表

中看出，拆分為二個部件的字數最多，包含簡體字一共有 26 個字，其次是三個

部件的有 11 個字，再來是無法（不適合）再拆分的獨體字有 5 個，分成四個部

件的則只有三個字，而且都是正體字沒有簡體字。 

根據第二章第三節中，葉德明的空間構造分類，研究者將本文所探討的 32

個字例（包括簡體字）歸納如下： 

 

表 四-4  30 字例空間構造整理表 

 構造 例    字 

1. 
 

木、本、未、東、东、業、业、乐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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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條、樹、树 

6. 
 

 

7 
 

果、李、条 

8 
 材、村、林、板、校、根、格、棒、植、極、構、樣、 

模、橋、機、檢、權、极、构、样、标、机、检、权 

9 
 

 

10 
 

查、案、 

11 
 

 

12 
 

 

13 
 

標、楼、桥 

14 
 

染 

15 
 

 

16 
 

 

17 
 

 

18 
 

樂 

19 
 

 

2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上圖的二十種情況中，本文所討論的字例僅出現在八種情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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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正體字與簡體字不同的字及其部件： 

表 四-5 正體及簡體相異處整理表 

組次 字形 筆劃 包含部件 部首 

1 

正體 東 8 東 木 

簡體 东 5 东 一 

2 

正體 條 11 、、 、木 木 

簡體 条 7 、木 木 

3 

正體 業 13 、 、未 木 

簡體 业 5 业 一 

4 

正體 極 13 木、亟 木 

簡體 极 7 木、及 木 

5 

正體 構 14 木、冓 木 

簡體 构 8 木、勾 木 

6 

正體 樣 15 木、羕 木 

簡體 样 10 木、羊 木 

7 

正體 標 15 木、 、示 木 

簡體 标 9 木、示 木 

8 

正體 樓 15 木、婁 木 

簡體 楼 13 木、娄 木 

9 

正體 樂 15 、白、 、木 木 

簡體 乐 5 乐 丿 

10 

正體 樹 16 木、壴、寸 木 

簡體 树 9 木、又、寸 木 

11 

正體 橋 16 木、夭、口、冋 木 

簡體 桥 10 木、夭、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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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正體 機 16 木、幾 木 

簡體 机 6 木、几 木 

13 

正體 檢 17 木、僉 木 

簡體 检 11 木、  木 

14 

正體 權 22 木、雚 木 

簡體 权 6 木、又 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就部首的部份來看，這 32 字例中的正體字，部首全都歸在字典中的「木」

部裡頭；而簡體字的「东」、「业」、「乐」則是因為整個字形都已經過大幅度改造，

現則分別歸在「一」、「一」、「丿」部；簡化字中「業」字已完全沒有木字的蹤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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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木字部件在漢字教學法上之應用 

 

本來漢字的認和寫對於初學者，相較於聽和說是比較困難的一環；漢字教學

是對外漢語教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同時也一直被看作是提高對外漢語教學效

率的一個重要制約因素（趙金銘，2004：413）。古時候的文學、思想、歷史……

等等都必須藉著文字為載體，方能夠傳承下來；而現代因為科技的發逹，我們雖

然有了許多如影像或聲音這些古時候不可能擁有的方式來記錄一切，但文字仍然

是不能夠被完全取代的部份。隨著世界地球村化，學習漢語的外國人愈來愈多，

現代漢字作為記錄現代漢語的書寫符號系統，由於其自身在讀寫認方面的特殊性

導致了它與漢語語音、詞彙、語法之間形成一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外國學習者漢

字認知和學習的特點以及存在的種種困難，使得漢字研究和對外漢字教學成為對

外漢語教學系統中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趙金銘，2004：413）。透過漢字的研究

和分析，我們試著用以下方式來引領漢字的學習者，可以用有系統的方式，能夠

輕鬆進入漢字學習的領域。 

部件教學是華文漢字教學的基礎和重要內容，是一種最為有效的漢字教學法。

從漢字教學的內容來看，漢字教學主要包括「字音、字形、字義」三個方面，其

中字形分析是漢字教學的核心內容，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字形，來指明字形與字義、

字音的關係。字形分析即「結構分析」(盛繼豔，2010)。 

漢字結構分為整字、部件、筆畫，這是層次不同的概念。其中部件是整字和

筆畫的中介，也是結構的核心，無論造字還是考字，都是從部件出發的(石定果，

1997. 1：557)。通過部件教學，可以讓學習者明白構成一個漢字的每個部件，對

該字的字義和字音，或指示或曲折暗示，都有它特定的意義，從而促進學生對漢

字特徵的了解，激發學生學習漢字的興趣，加速學生對漢字的識記和掌握。可見，

部件教學在華文漢字教學中是十分重要的(中國華文教育網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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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部件的部件也稱構件，是漢字的構形單位。漢字構形學把漢字的書寫單

位－筆畫與構形單位－部件區分為範疇不同的兩個概念，這種區分揭示了漢字筆

畫與部件的本質區別：筆畫是漢字的書寫元素，它不具有體現整個漢字構意的功

能；直接體現漢字構意的是漢字的部件。只有全面地認識字的構形元素，漢字的

書寫過程、識別過程才能真正實現理性化。從漢字構形系統來看，組成漢字的構

形元素不是無限的，而是可以歸納為一定量的單位。引導學生理解和掌握這構形

單位的形體和結構功能，辨別不同的結構形式，歸納漢字的構形模式，是對外漢

字部件學的主要內容(梁彥民，2004：77)。 

漢字在學習認知上的優勢在於視覺和理解上的關連，中、英文因文字系統不

同而在閱讀歷程上也有差別；下圖是藉劉女士實驗的結論，說明英文拼音字為基

礎，而中文是以表意為主，兩種文字在閱讀時，讀者經由兩種不同的管道獲知理

解的歷程。 

 

 

                               A2 

       A1 

                                B 

圖 五-1 拼音意義關連圖 

（資料來源：葉德明，1999：29） 

依上圖所見，不同語言，由不同的管道，利用不同的神經路線進行。A 線是

英文讀者之路線，以相同之媒介音素輸入管道，確定該字在音波上反映。以音象

為理解字義的傳譯方式。B 線是中文閱讀者之線，直接辨認字形，不經過傳譯的

方式（葉德明，1999：29）。所以很多人說漢字就像圖畫一樣的難懂難記難學，

這倒也不盡然，因為透過有系統有方法的學習，其實能記得的字和腦子裡對應出

來的意義反而更直接且快速。 

 

聽覺音象 

字形輸入 

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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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部件教學法在識字寫字上之應用 

漢字在字形的組成上，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筆劃、部件與整字。筆劃是基本

的運筆，如橫、豎、點、撇等。書法習字中所稱的「永字八法」即是練習字形中

常見的八種筆劃（陳奕全‧葉素玲，2009：177）。我們在文字的教寫上，一定多

少會介紹漢字筆劃的寫法和技巧，而在前文中已談到了有關於漢字的起源，因為

有許多漢字的源起和圖畫有著很深的關係，尤其是象形文字，我們如果將之運用

在教學上，可以讓圖畫來引起學習者的興趣並加深其記憶的方式。 

近來很興盛的「圖像式記憶法」便是利用人們對於如同看一個圖片的記憶方

式來取代硬背死記的方法；換句話說，就是不去記憶其細部內容，而是整片像在

看一個圖畫的方式來記下一件事物；把這樣的概念用在漢字教學上，如果要教學

生某一個字，與其教它第一筆劃到最後一個筆劃的位置和順序，倒不如先讓他看

一整個字的形體，告訴他這個字原本的形態及其演進的過程，有了圖和故事的雙

重輔助，定能夠讓學生更加印象深刻，學習起來也比較活潑不枯燥。此外，「字

源」教學法也可加深學生對於中國文化與社會的認識（黃沛榮，2003：13-14）。

梁彥民(2004)指出部件學的要點：「引導學生理解和掌握這些構形單位的形體和

結構功能，辨別不同的結構形式，歸納漢字的構形模式，是對外漢字部件教學的

主要內容」。此外，從華文漢字教學法的有效性對比情況來看，「部件教學」是其

中之最。需要明確的是，這裡所謂的「有效性」指的是能夠提高學生識記漢字的

速度(盛繼豔，2010)。孩子學習漢字，宜從部件開始，因為部件具有較強的系統

組織，孩子比較容易理解、掌握和記憶，相對於筆畫識字的方法，部件識字法可

大大提高孩子的識字量（謝錫金，2000）。 

 

白樂桑先生提出：「漢語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其漢字是表義文字，個

體突出，以單字為基礎，可以層層構詞。」他的這種「字本位」思想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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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為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認為「字」是漢語教學的起點．突出體現

在字的書寫、字的理據、字的擴展三個環節上。所謂字的書寫，在字表中

有每一個字的跟隨式筆畫序列字；在正文中有手寫體課文字帖。所謂字的

理據，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合體字的部件組合，一是古代表義性比較明顯

的漢字或偏旁的形體，以及所表示的意義。所謂字的擴展，作者認為是「以

單個漢字為基礎可以層層構詞」。通過字與字的組合，讓學生在學會一個

一個詞語的同時，學會詞語的組合原則和語義的聚合群，在有限的漢字的

基礎上進行開放式擴詞語的能力，以及能動地把握漢語語義的能力，力求

學生做到在不同的語境下仍能憑藉字釋詞辨義（趙金銘，2004：433）。 

 

部件是由筆劃組合而成，且此筆劃組合會重複出現在不同字中(Chen, 

Allport, & Marshell,1996 ; Taft & Zhu, 1997)。例如「眼」的右半部「艮」

是由六種筆劃所組成，且出現在「跟」、「根」等不同字中。以此為定義，

諸多部件本身即可獨立成字，本身便具有聲音及意義，例如「楓」的「木」

及「風」另有一些部件不可單獨出現，必須與其他部件組合成字，例如「滴」

的「」及「 」。舒華等人將前者稱為 independent component，後者稱為

bound component (Shu, Chen, Anderson, Wu, & Xuan, 2003)。同一部件可出

現在字中的不同位置，例如「其」在「期」中為左部件、在「棋」中為右

部件，部件亦可能傳達整字的音義，例如字典中的部首具有歸類的功能，

形聲字的聲旁具有提示字音的功能（陳奕全‧葉素玲，2009）。 

 

這篇論文結合了漢字部件和應用心理學，用字形部件的出現頻率和人的辨識

力及心理層面的關係，文學和心理學的結合真是一個很特別的想法。 

前文提到了許多有關部件的部份，而將部件運用到教學裡頭則是識字教學方

法之一；「部件教學」是華文漢字教學的基礎和重要內容，是一種有效的漢字教

學法。首先，從漢字的形體來看，漢字是由不同數量、不同功能的部件依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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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構方式組合而成的。漢字部件的數量、功能和組合方式(位置、置向、交接

法)，是每個漢字區別於其他漢字最重要的屬性，漢字的資訊量主要是由部件來

體現的(王寧，1997：4)。每一種文字如果把它拆解成最小的部份，都是由筆劃

構成，或橫或豎、或點或圈。拿英文當例子來說：學習英文，我們會從二十六個

英文字母開始學起，而英文單字長長短短都是運用這二十六個字母組合而成，這

些字母是一個單字裡面可辨識而有意義的最小的單位。在漢字裡，我們每個都由

橫豎點勾……等等不同的筆劃來組合而成，如果只有這些單一筆劃存在就沒有任

何意義了。部件以有限的形式組合成大量的漢字，並依靠自身所負載的「構意功

能」(表形、表義、示音、標示)來實現對漢字字義或字音的指示。可以說，部件

教學是華文漢字教學的基礎內容，不通過部件，就無法對漢字進行講解(盛繼豔，

2010)。 

一些語言教學研究已表明，外語學習者，尤其是初級階段的學習者，很難同

時習得語言的內容與形式，只有當語言知識輸入很簡單時，學習者才能把語言形

式與內容一道內在化。漢字作為漢語的書寫形式，其組成都是一些基本筆畫、部

件。漢字基本部件的學習可以幫助學習者較快地記憶大量漢字（程朝暉，1997：

85）。 

 

在「華語教學」或「對外華語教學」(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中，漢字教學無疑是較為難的一環。外國人－尤其是習用拼音文字的人士

－看漢字真有眼花撩亂之感。千、干、于，筆畫雖簡而細節難分，龠、龜、

龍，細節易分而筆畫繁複。他們的問題是何以會有，以及為甚麼要有，這

些個橫七豎八的鉤點撇捺？事實上，這個問題是非常合理的，就看如何回

答(周行之，1992：1)。 

 

所以在教學上我們除了最基礎紮實的把一筆一劃教導給學生，也要搭配一個

個部件來加強學習，有許多部件是出現頻率次數非常高的，黃沛榮則在他的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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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表格的方式來統計出 214 部首中，依照「識字」、「寫字」、「用字」上對學習者

的幫助程度來評比學習上優先順序的強度，表中強度 3 的則表示強度較高的，共

有 40 個部首： 

 

表 五-1 部件強度表 

01 人 02 刀 03 力 04 口 05 土 

06 大 07 女 08 子 09 山 10 巾 

11 心 12 戶 13 手 14 日 15 月 

16 木 17 水 18 火 19 玉 20 田 

21 目 22 石 23 示 24 竹 25 米 

26 耳 27 肉 28 衣 29 見 30 言 

31 走 32 足 33 車 34 金 35 門 

36 雨 37 食 38 馬 39 魚 40 鳥 

（資料來源：黃沛榮，2003：190） 

 

部首對於認識中國文字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學校教育裡，部首的學習與

了解是列為必要的學習課程；然而部首給人的印象似乎只是種查字方法，

而且對於學子而言，遠不如注音及總筆畫查字法來的方便，那麼，認識部

首有什麼用途呢？其實仔細去探查每個部首下的屬字，就會發現，原來凡

用相同部首的字彙，在字義上都有相同的意思，比方「木」部的屬字：「林、

材、村、杜、株」等字，在字義上都與「木」有關，這對於學習中國文字

是深具指導意義的(王志成、葉紘宙, 2000：1)。 

 

結構分析法是字形教學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整個識字過程中的關鍵。學生

學習漢字的最初階段，字形教學要采取筆劃分析的方法，教好筆劃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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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掌握一定數量的獨體字以後，字形教學一般採取間架結構分析法，

教好偏旁部首、筆順規則和字的結構比例（崔益勇，1980：29）。 

 

漢字體系是由個體漢字符號組成的集合，這些個體的漢字符號之間的關係不

是孤立的，而是互有聯系的，符號內部呈有序排列組合的系統。每個漢字在系統

中都有屬於自己的位罝，同時受到前後左右鄰近漢字的制約。漢字體系中大量形

聲字都可以充分運用系統歸納的方法進行教學，收到舉一反三、以簡馭繁的教學

效果(梁彥民，2004：79)。 

漢字的字形通常能夠藉由字形上表達出這個字相關的概念和屬性，通常包

含「木」的概念，就會有「木」和「 」「 」「 」「 」的部件在字

形裡，在《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一書中，字號第 1853 字為木，包含木形部

件的字其說明為：「獨用，在右作『木』；在左作『 』；在上作『 』；在

下作『 』」(教育部，1979：93)。出現在字裡的例如：「林」、「椅」、「李」、

「槳」、「朮」。能具有這樣象徵性概念的文字可以說是漢字一項很大的特色，

而本文討論的木形部件占了我們普遍常用的中文字大約有多少的比率，在第五

屆國際漢字研討會中，日本漢學家古家時雄所發表的一篇＜從漢字字形要素構

成率看漢字概念＞一文中，他提到他統計經拆解過的漢字，花了十年左右的歲

月而做出了《今昔文字鏡》這樣一個龐大的解字數據；拆解字的方法則是： 

 

一般而言，我們將漢字依據字義解釋分解成文字要素稱為「解字」。而以

文字遊戲的手段把漢字分解成文字要素稱為「拆字」。無論哪一種，都可

以將大多數文字分解成二個、三個、四個……等文字要素，而在拆字中，

也可以分解成和筆畫數相近的數目的文字要素（古家時雄，19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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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一段文字敍述的「解字」和「拆字」法，應該可以推斷古家時雄說的

方法所拆出的應該就是我們說的「部件」。而在他的文章中他先設立了以下的

幾個假設： 

（一）除一畫數的漢字之外，所有漢字字形都由「偏旁冠腳構垂繞」的組

合所構成。 

（二）除一畫數的漢字之外，所有漢字字形都由二個文字要素所構成。 

（三）除一畫數的漢字之外，所有文字要素都由二個文字要素所構成（古

家時雄，1998：14）。 

以這樣的方法反覆拆解許多字，再來歸納哪些部件出現的次數是占比較大

多數的。 

 

根據這種方法分解所調查的 70,456 字時，能夠得到 40,912 個文字的文字

要素的全數。漢字字形構成率是相對於這個文字要素的全數的比迕；而冃，

也確認了分解獲得的文字要素為 16,640 種。亦即，70,456 個漢字是由

16,640 種文字組合而成，一個文字要素平均構成 8.5 個文字（古家時雄，

1998：15）。 

 

所以在漢字教學時，除了我們常用字典的部首之外，部件的認識及其位置

也是認字教學一門很重要的課題，因為幾乎除了「一」以外的字都是由二個或

二個以上的部件所組合拼湊起來的。古家時雄先將字形分成關於植物的文字

（如：艹、木）、自然物或自然現象的文字（如：金、風）、動物的文字（如：

鳥、魚）、人或人體的文字（如：人、手）……等等幾種；而本文所探討的「木」

則是歸屬在「植物」這類的文字。分析收錄在《今昔文字鏡》內的解字資訊，

所獲得包含構成解字部分的漢字的異體字形構成比例表。調查時間為 1998 年 1

月。調查對象文字數：70,456 字。解字文字種：16,640 字。製表者：古家時雄。

表中結果顯示，具有「木」形部件的字共有 2149 個，占了 1.525%的比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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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 4 高的比率；第 1 是「艸」，有 3,076 個字，占 2.182%；第二是「水」，有

2,274 個字，占 1.613%；第三是「口」，有 2,195 個字，占 1.557%（古家時雄，

1998：20-21）。 

有統計數字：7000 個通用字中總共有 246 個意符，5631 個形聲結構中包

含了 1325 個不同的聲符，部件數量遠遠少於漢字總量。另外，246 個意符中的

54 個構字能力很強的意符，構成了 4898 個形聲結構，約佔形聲結構總數的

87%(陳原，1993)。可見，部件教學可以化簡學生識記漢字的過程，減輕學生

的記憶負擔，有效提高學生的認讀與書寫漢字的能力，是提高漢字教學效率的

最可行方式。 

 

第二節 部件教學配合文化之應用 

 

漢字和拼音文字的不同有十分顯著的差別，其中很重要的一項是，漢字的形、

音、義是密合的，例如只要學過基礎發音的人看到「cat」，即使不知道它是什麼

意思卻也能夠唸出這個字來。前二節已經介紹過有關漢字教字上主要的二種教學

方式，本節要說明的是，除了識字教學本身之外，仍需要透過文化的配合，才能

夠讓學生在學習字體本身之外還能夠浸淫在中國文化的世界裡，真正感受到不同

文化的美感。 

在生活和文化方面而言，「木」對於人的影響也十分卓著，在發逹的現代科

技普及之前，人們要取火用火，不能缺少的就是木材，中國式的建築以木造為主，

在紙還沒有發明的時候，曾經把字寫在竹片或木片上面，稱為「竹簡」或「木簡」，

所以這個字對於人們來說還有更深一層的涵義在裡頭： 

 

有人認為，一棵樹木的種子，埋入地下後，種子很快的從地下頂破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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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成幼樹。一棵樹，將自己的根深深扎於土壤之中，從土壤中吸取了大量

的營養，長成參天大樹，它生長在村莊部落之中，保護著人類及其住所的

安全。它那茂密的枝葉庇蔭著人類，因而「木」含有施恩於眾的意思。這

種解釋頗有新意，說出「木」人類的密切關係，這就是古人把樹木當做神

靈崇拜的原因（吳東平，2001：66）。 

 

就拿《說文》中的「木」部字來說，該部所屬的形聲字，都與「木」有關。

比如：桃，桃果也，从木兆聲；李，李果也，从木子聲；桂，江南木，百

藥之長，从木圭聲等等。所屬的如果是會意字、指事字，部首直接參與字

義的創造。會意字如：杳，冥也，从日在木下；采，將取也，从木从爪；

休，息止也，从人依木等等。指事字如：木上加一橫為「末」；木下加一

橫為「本」等等（李振喜，1993：25)。 

 

在中國的文化裡，「木」在實質上，本身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像中國

房屋建築多為木造，所用的器具如食器、樂器……等等，在常用的中文字形構裡

大多有「木」組成，可見「木」不論是在實際生活上的應用，以及文字上的使用，

也都是對中國文化影響非常深遠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存在。 

部件有其不同功能，各可表示漢字的形、音、義。(謝錫金 2000) 如「追」、

「未」兩個部件有表音的功能；「好」字的本義是女子，品貌美，所以「女」和

「子」兩個部件，有表義的功能；「魚」和「羊」是象形字，作為部件，則有表

形的功能。根據北京師範大學王寧教授的研究(1997)，指出以部件的功能分類，

大概可歸納為以下十種模式： 

 

（一）獨體字與部件結合 

指獨體字加上一個部件而成。這類字多出現於象形字，或因字形演化而不

能再分拆的記號字，例如「為」、「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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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形與標示結合 

由一個表形部件，與一個標示部件結合而成，例如「木」字下正加一橫劃

變成「本」，表示根本的意思。 

（三）表意與標示結合 

由一個表意部件，與一個標示部件結合而成，例如「音」是從表意部件「言」

中，加上具區別功能的標示部件「一」演變出來的。 

（四）多個表形部件結合 

由多個表形部件結合而成，例如「看」是由「手」和「目」組合出來。 

（五）表形部件與表意部件結合 

指由一個表形部件與一個表意部件組合而成，例如小篆「揀」的初文便是

由表形部件「束」，與表意部件「八」構成，「束」像樹枝被綑綁的狀態，

「八」表示分別的思，「束」中間加「八」，代表把綑綁在一起的東西揀

出來。 

（六）多個表意部件結合 

多由兩個或以上的表意部件結合而成，有把各表意部件代表的意思結合一

起的意味，例如「女」加上「子」便是「好」。 

（七）表形部件與表音部件結合 

由一個表形部件與一個表音部件構成，多見於甲骨文。由於甲骨文出現以

後，漢字便有聲化趨勢，為方便區別及增加漢字的訊息量，便在表形字的

基礎上加上表音部件，例如「星」字是象形字上「生」的表音部件。不過

這些表形部件後來都演化作表意部件，故它們的構成模式就演變成義音結

合。 

（八）義音結合 

由一個表意部件與一個表音部件構成，義音結合的漢字，即傳統所指的形

聲字，以表意部件表示其意義，再用表音部件表示其讀音，是以同類字便

以讀音來區別，近音字以字義來區別，是最優秀的構形模式，例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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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晴」、「蜻」等便是近音字，以肧同的表意部件作區別，「蜻」、

「蚊」、「蟻」是同類字，以不同的表音部件區別。 

（九）部件綜合（無音） 

是指由多個表音部件，多個表意部件，或多個標示部件結合而成，例如戰

國文字「折」，便是由像草形的表形部件，加上標示折斷的標示部件，及

表示折斷工具的表意部件「斤」，三者構成的。然而，這類漢字的構成，

並沒有包括表音部件。 

（十）部件綜合（有音） 

由一個示音部件，與多個其他部件構成。例如小篆的「能」，本義為熊類，

字中右邊的部件代表熊的四足，左上的示音部件及左下的表意部件合成

(黃雅萍，2008：65-66)。 

 

由於國別、語言、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異，有許多一般中國人看來不成問題

的問題，恰恰是外國人學習中的難點（朱一之，1985：64）。所以把字的生成來

來源當成有故事性的來敘明，還能夠搭配現代科技動態的多媒體教學，多媒體字

源識字教學方法，是由西南大學涂濤教授於 2005 年經過實證研究後提出的一套

新的科學有效的識字教學方法。該教學方法是要充分挖掘漢字以形表義的內在特

點和規律，順應受古人造字之原始思維影響而形成的特有華族心理和思維模式，

利用多媒體技術再現古人造字時的原生語境（原始情境）（涂濤，李彭曦，2012：

22）。我們在字形來源的教學上的利用是方式其一，而討論漢字書寫系統問題，

首先要打破傳統的狹隘的觀念，要站在全球的高度來看，有些問題，對已經習慣

於現行漢字書寫系統的國人來說，也許能夠借助別種方法得以臨時解決，但對於

並不是很熟悉現行漢字書寫系統的人來說，在理解漢字所傳載的文化方面卻可能

會成為攔路虎（余頌輝、龍小軍、趙曉偉，2005：151）。所以在教學的時候，除

了字形之外，字體本身如果能配合其來源，能引人入勝並滿足學習者的好奇心 

張春興指出閱讀歷程中，首要工作就是「認字識義」，認字識義在訊息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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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上稱為解碼。而解碼就是將書頁上一個一個的單字，從長期記憶中立即檢索出

對應的意義（許彩虹，2012：3）。讓學生看到字的本身，就能夠認出並聯想到其

意涵，那表示這位學生已經能夠辨別進而使用這個字了。 

每一個字都有其代表的涵義，所以在教學上我們可以利用學習者本身與其相

對應的先備經驗來解說，再來可以說明如種族或國家方面文化不同所產生的差異

以及影響，藉此可以讓學習者進一步瞭解字義背後更深一層的意涵，使其有效的

發揮聯想的功效，進而再擴張到其它層面的學習。下圖引自周慶華《華語文教學

方法論》一書中，其所談到在教學上配合文化的關係圖如下： 

 

 

 

 

 

 

 

 

 

圖 五-2 華語文文化模式寫字教學的形式推衍圖 

（資料來源：周慶華，2011：210） 

 

語言是民族文化的表現形式，是民族文化的載體。它像一面鏡子，清晰地

反映歷史文化的種觀念、習俗，包括物質文化和種精神文化。不同民族的

文化造就不同的語言，它不僅生成語言的特殊語義成分，而且對語言的構

詞模式也產生重要的影響。例如許多漢語現象：構詞、詞義的形成和演變、

漢語的結構特點、漢字的形體組成等等，都可以從漢語文化中找到理據（何

大安等主編，200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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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周慶華教授的文化觀，中國文化是屬於「氣化觀」形的文化，華語文文

化模式寫字教學所著重的文化性，可以從深淺層來限定。在淺的層次，華語文的

「形」本身的圖像性，已經跟氣化觀密切相關，這必須先予以肯定且作為寫字教

學的「聯想」基礎，以便有所區別於音系文字。而在深的層次，則得將華語文的

「形」置於脈絡所界定文化的五個次系統架構裡看它的運作情況加以「整體」掌

握（周慶華，2011：199-200）。「樂」字在段玉裁的《說文》裡有說到：「……鞞。

鞞當作鼙，俗人所改也。象鼓鼙，謂 也。」原本是樂器，下圖舉「樂」字為

例來說明在氣化觀形文化底下，是怎樣來造出「樂」這個字： 

 

 

 

 

 

 

 

 

 

 

 

 

圖 五-3「樂」字的文化性 

（資料來源：本文研究者） 

漢字是我們祖先給我們留下的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要學習語言和文字，其

實除了能聽、說、讀、寫之外，事實上其文化背景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環。理想的

      文化終極信仰 

 

        觀念系統 

 

        規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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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氣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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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氣自然化生萬物) 

 

 

諧和自然倫理 

(音樂演奏自然讓人心情愉悅快樂) 

 

音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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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教學應該要剖析其演變線索，讓學習者不但認知一個字的形音義，而且能知

道這個字的構字原理，並能領會漢字的特性（賴明德，2003：74-75）。在漢字教

學上，以簡單最常見的基本部件為基礎，用文字佐以文化教學的方式，循序漸進

地來引導學習者深入中國文字的領域，進而領略中國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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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漢字教學的方式其實還有很多種，如部首教學、字根教學、字源教學、偏旁

教學……等，本研究以「部件」為一主軸，經過文獻整理及探討，可以瞭解到部

件教學法有其優勢： 

1. 以部件作為教學單位，較之利用筆畫教授漢字，識記每個漢字的記憶

單位少，符合記憶規律； 

2. 部件多有固定的含義和稱謂，有利於字的理解和識記； 

3. 外國學生識記漢字的錯誤，大都可以歸結為部件使用不當，強化部件

意識，應當有利於糾正識記漢字的錯誤（崔永華 2005：229）。 

不少現當代文字學家主張文字學主要是字形學，且長期以來，對外漢語教學

界對漢字教學任務的理解也主要在教學生掌握漢字形體，故對外漢語教學界的漢

字本體研究尤重字形結構研究（李大遂，2004：46）。部件教學在華文教學中具

有重要的意義，主要體現在漢字教學、辭匯教學和學習者自學等方面。但從現有

的教學狀況來看，部件教學雖意義重大，卻未受到充分的重視，相反地存在著諸

如：部件介紹零散、不成系統；部件教學過於隨意、缺少計劃性；忽視部件教授，

由筆畫直接過度到整字或僅採取整字教學等問題。這樣的教學方式，給初級階段

的、母語是拼音文字的學生識記漢字帶來了較大困難(盛繼豔，2010)。 

部件教學的目的就是「以部件系聯」，通過部件的構字功能反映出漢字本身

的規律性和系統性，並盡可能體現出漢字的形義聯繫(張德劭，2007：23)。利用

部件教授漢字，就是要充分利用漢字的可分析性和部件的音、形、義特，提高認

記漢字的速度和質量（崔永華，2005：224）。若是我們在教學上利用分析「部件」，

將漢字化整為零，進而易於掌握字的結構。從學習上說，學生利用「部件」，也

可以組合出不同的字(黃雅萍，2008：66)。 

語言課當然要講語言知識，但知識講解的重點應是在特定的交際語境中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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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什麼」、「怎麼說」和限定條件是什麼。重點還是要放在「知其然」上(周健，

2011：32)。教語言文字，其實離不開要帶上國家的歷史及文化背景，中華文化

博大精深，所以在教學上更要重視這個問題，下圖為周慶華依文化模式為重心所

整理出的寫字教學概念圖： 

 

圖 六-1 華語文文化模式寫字教學概念圖 

（資料來源：周慶華，2011：210） 

 

選定教材，用對方法是有效教學的不二法門。漢字是漢語學習中最突出的難

點，如果缺乏漢字教學的大局觀，一個字一個字地孤立教，學生就會感到繁雜無

章，學新忘舊，視為畏途。如果從宏觀上把握漢字的系統，教師就能堅持漢字形

音義統一的原則，有意識地多方系聯，從而逐步揭示漢字的結構組合規律(周健，

2011：34)。黃沛榮曾提出教材編纂的步驟為「統計字頻、列出高頻字、統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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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頻度、找出高頻部件、組成單字、組成詞語、編成課文或補充教材」；雖然本

文提到部件教學的許多優點，但其它的教學法亦有不同的優點及優勢存在，所以

在教學時應能多方考量學習的對象及環境，應用在最適當的時機；而在教學時，

則依循以下步驟：學習詞語、認識單字、掌握高頻部件、認識字形特點、迅速掌

握字形、學習其他生字(陳學志等，2011：284)。這樣才能夠提供最有效的學習，

成為一名出色的教學者。 

 

  



 

 111 

參考文獻  

王作新 (1999)，《漢字結構系統與傳統思維方式》，武漢：武漢出版社。 

王志成、葉紘宙 (2000)，《部首字形演變淺說》，臺北：文史哲。 

王初慶 (1989)，《中國文字結構析論》，臺北：文史哲。 

王寧 (1997)，〈漢字構形理據與現代漢字部件拆分〉，《語文建設》，4-9。 

石定果 (1997)，〈漢字研究與對外漢語教學〉，《語言教學與研究》， 552-559。 

朱一之 (1985)，〈談近年來對外漢語教學的研究－從《語言教學與研究》編

輯工作中看到和想到的〉，《語言教學與研究》，4，61-71。 

江澄格 (2003)，《奇文妙字說不完》，臺北：商周。 

何大安等主編 (2007)，《華語文研究與教學：四分之一世紀的回顧與前瞻》， 

臺北：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何樹環 (2009)，《淺說漢語文字學》，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 

余頌輝、龍小軍、趙曉偉 (2005)，〈漢字書寫系統改進的五點建議〉，《南昌

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6，151-155。 

吳東平 (2001)，《漢字文化趣釋》，武漢：湖北人民。 

李大遂 (2004)，〈對外漢字教學發展與研究概述〉，《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

41-48。 

李孝定 (1986)，《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臺北：聯經。 

李振喜 (1993)，《漢字多元的現行部首體系》，《漢語學習》，76，25-26。 

李梵 (2002)，《文字的故事》，臺中：好讀。 

周行之 (1992)，〈教外國人學漢字：一項舊議重提的嘗試〉，《第三屆中國文

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輔仁大學。 

周健 (2011)，〈試論漢語教學的大局觀〉，《華文教學與研究》，31-36。 

周慶華 (2011)，《華語文教學方法論》，臺北：新學林。 



 

 112 

季旭昇 (2004)，《說文新證》，臺北：藝文。 

胡裕樹 (1992)，《現代漢語》，臺北：新文豐。 

唐諾 (2001)，《文字的故事》，臺北：聯合文學。 

唐蘭 (1970a)，《中國文字學》，臺北：樂天。 

唐蘭 (1970b)，《古文字學導論》，臺北：洪氏。 

涂濤、李彭曦 (2012)，〈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學新途徑——藏區雙語多媒體

字源識字漢字教學研究〉，《中國電化教育》，22-25。 

崔永華 (2005)，《對外漢語教學的教學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 

崔益勇 (1980)，〈淺談識字教學〉，《漢語學習》，29。 

康寶文、潘慧如 (2003)，〈部件連結表使用說明〉，小學中文科常用字研究，

網址：http://alphads10-2.hkbu.edu.hk/~lcprichi/comp_help.html ，點閱日

期：2012.03.18。 

張德劭 (2007 )，〈漢字部件規範的目的和部件拆分標準——兼評《基礎教學

用現代漢語常用字部件規範》〉，《中國文字研究》，229-233。 

教育部編 (1979)，《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臺北：正中。 

梁彥民 (2004)，〈漢字部件區別特徵與對外漢字教學〉，《語言教學與研究》，

76-80。 

盛繼豔 (2010)，〈談華文教學中漢語的「部件教學」〉，《中國華文教育網》，

網址：http://www.hwjyw.com/resource/content/2010/06/04/8191.shtml ，

點閱日期：2012.06.22。 

莊涵玉 (1986)，《倉頡造字》，臺北：號角。 

許彩虹 (2012)，《識字教學策略》，臺北：秀威。 

陳宗明 (2001)，《漢字符號學－一種特殊的文字編碼》，南京：江蘇教育。 

陳奕全、葉素玲 (2009)，〈漢字辨識理論模型中的部件表徵=Radical 

Representation in Models of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應用心理

研究》，43，177-205。 



 

 113 

陳原 (1993)，《現代漢語用字資訊分析》，上海：上海教育。 

陳學志、張瓅勻、邱郁秀、宋曜廷、張國恩 (2011)，〈中文部件組字與形構

資料庫之建立及其在識字教學的應用〉，《教育心理學報》，269-290。 

程朝暉 (1997)，〈漢字的學與教〉，《世界漢語教學》，3，82-86。 

費錦昌 (1996)，〈現代漢字部件探究〉，《語言文字應用》，2， 20-27。 

黃沛榮 (1991)，〈海峽兩岸整理文字的現況與省思 〉，《華文世界》，62， 

18-26。 

黃沛榮 (2003)，《漢字教學的理論與實踐》，臺北：樂學。 

黃雅萍 (2008)，〈部件教學法在識字教學中的有效性及其應用層面探討〉，《國

教新知》，55，63-6。 

葉德明(1999)，〈漢字認讀書寫之原理與教學〉，《華文世界》，94，23-35. 

董琨 (1998)，《中國漢字源流》，北京：商務。 

趙金銘 (2004)，《對外漢語教學概要》，北京：商務。 

劉靖年、曹文輝 (2009)，《漢字規範部件識字教學法》，長春：吉林大學。 

蔡信發 (2002)，《說文部首類釋》，臺北：臺灣學生。 

賴明德 (2003)，《中國文字教學研究》，臺北：文史哲。 

賴秋桂 (2012)，〈論漢字的部件一以「口」為例〉，《中原華語文學報》，2-22。 

錢乃榮 (2002)，《現代漢語概論》，臺北：臺北書苑。 

龍異騰 (2003)，《基礎漢字學》，臺北：洪葉。 

謝錫金 (2000)，〈部件〉，《中文教育網》，網址：

http://www.chineseedu.hku.hk/ChineseTeachingMethod/learnword/part/，點

閱日期：2011.04.29。 

蘇培成 (2000)，《一門新學科：現代漢字學》，北京：語文。 

 

 

  



 

 114 

附錄一 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資料來源 

總字表由以下十五種資料製成： 

代號 書 名 出版者 所收字數 

 中文大辭典 華岡中國文化研究所 49905 

A 日本基本漢字 三省堂 3000 

B 國民學校常用字 國立編譯館 3861 

C 教育部常用漢字表 教育部 3451 

D 古代漢語 泰順書局 1086 

E 角川常用漢字字源辭典 角川書局 1967 

F 甲骨文字集釋 中央研究院 1607 

G 金文正續編 聯貫出版社 1382 

H 辭源 商務印書館 11033 

I 辭海 中華書局 11769 

J 國語辭典 商務印書館 9286 

K 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正中書局 7412 

L 王雲五綜合詞典 華國書局 6788 

M 辭彙 文化圖書公司 9766 

N 最新漢英辭典 遠東圖書公司 7250 

（資料來源：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 1979：壹－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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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木部字（共 199 個） 

字號 1853 1854 1855 1856 1857 1858 1859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字例 木 朮 本 未 末 札 朽 朴 朱 朵 束 李 杏 

字號 1866 1867 1868 1869 1870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1876 1877 1878 

字例 材 村 杜 杖 杞 杉 杭 枋 枕 東 果 杳 杷 

字號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字例 枇 枝 林 杯 杰 板 枉 松 析 杵 枚 柿 染 

字號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字例 柱 柔 某 柬 架 枯 柵 柩 柯 柄 柑 枴 柚 

字號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字例 查 枸 柏 柞 柳 校 核 案 框 桓 根 桂 桔 

字號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字例 栩 梳 栗 桌 桑 栽 柴 桐 桀 格 桃 株 桅 

字號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字例 栓 梁 梯 梢 梓 梵 桿 桶 梱 梧 梗 械 梃 

字號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字例 棄 梭 梆 梅 梔 條 梨 梟 棺 棕 棠 棘 棗 

字號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字例 椅 棟 棵 森 棧 棹 棒 棲 棣 棋 棍 植 椒 

字號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字例 椎 棉 棚 榔 業 楚 楷 楠 楔 極 椰 概 楊 

字號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字例 楨 楫 楞 楓 楹 榆 榜 榨 榕 槁 榮 槓 構 

字號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字例 榛 榷 榻 榫 榴 槐 槍 榭 槌 樣 樟 槨 樁 

字號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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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例 樞 標 槽 模 樓 樊 槳 樂 樅 樽 樸 樺 橙 

字號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字例 橫 橘 樹 橄 橢 橡 橋 橇 樵 機 檀 檔 檄 

字號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字例 檢 檜 櫛 檳 檬 櫃 檻 檸 櫂 櫥 櫝 櫚 櫓 

字號 2048 2049 2050 2051          

字例 櫻 欄 權 欖          

（資料來源：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 1979：9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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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漢字部件統計表 

1.漢字部件統計表是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所統計的部件資訊表。 

2.本表將 20,890 個漢字依下列部件拆解，並針對構字的次數及單一部件出現次數

分項統計。統計結果代表每單一部件於構成漢字出現的頻率高低，可作為教師們

規劃漢字教學先後順序參考之用。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網址：http://140.122.110.83/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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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常用成字部件表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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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黃沛榮（2001）72個具有優先學習價值的整字部件/部

首 

 

成字的部首（64個） 

一 人 八 刀 力 十 又 口 土 夕 

大 女 子 寸 小 山 工 巾 弓 心 

戈 戶 手 斤 日 月 木 欠 止 水 

火 牛 玉 田 白 皿 目 石 示 禾 

穴 立 竹 米 羊 耳 肉 舟 行 衣 

言 貝 走 足 車 金 門 隹 雨 頁 

食 馬 魚 鳥       

不成字的部首（8個） 

口 宀 广 疒 糸 艸 虫 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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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GB13000.1字符集 漢字基礎部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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