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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撮要及感想： 

大家好，我是 4A 班的吳禮賢。今天我介紹的書是第 27 屆中

學生好書龍虎榜 60 本好書其中一本《漢字樹》。 

漢字歷史源遠流長，從古時象形文字發展至現在的繁體字，甚至簡體字，當中發展

的過程殊不簡單，但這一本書只是省略地提及。因為作者希望以「人」字作為主題，

利用深入淺出方法，透過圖像帶出一個又一個有關「人」的起源，讓我們對漢字的演

變有更深的體會。 

｢漢字樹」其實是一個樹狀的漢字衍生圖，作者把有關係的衍生漢字連接，從圖像

解開「人」的奧妙，令讀者易於明白。這圖主要分為四部分，分別是｢人的生命週期」、

｢姿態變化」、｢大字」和｢女字」，這些都是有關「人」的漢字。其中的所介紹的圖畫合

情合理，與其意思相近。以｢毅」這一字為例，大家可否知道｢毅」字的起源？原來毅

字好像手持一支掍正在打一隻發狂的豬，所以引申出勇敢的意思，從而衍生出｢堅毅」，

｢毅力」等詞語。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書中所介紹的字都很是有趣，當中我是最感興趣的是｢盜」字，形容偷竊別人的東

西，｢盜」有着貪戀別人財物之意，帶有負面的的意思。不過我不是因為貪戀別人財物

才感興趣，而是｢盜」的圖像就好像對着盆內財物流口水，真是令我意想不到！當大家

忘記｢盜」字怎樣寫時，只要想起向著盤流口水，就不會把上面的三點寫為兩點的了。 

《漢字樹》是由廖文豪先生作著，他希望讀者能夠從圖像角度學會漢字，引發大家

對我國文字的興趣，因了解文字的創造和演變而加以善用。現今社會科技進步，現代

人都可以不用文字就能表達心意，只要有一部手機就能夠溝通，文字甚至開始可以被

表情符號取代。記得我看過一篇專欄講述人此後再不用寫字，相信大家聽了以後會很

興奮。不過表情符號是否真的可以取代文字而使我們可以忽略漢字呢？我覺得中文是

世界上最值得學習的重要語文之一，中文的優雅和多樣化是許多其他文字比不上的，

我們有幸能成為中國人，真的要學好中文，這本《漢字樹》不單有助我們了解漢字起

源，還提醒｢人」不要忘本。 

我推薦這一本《漢字樹》給所有人，希望你們能夠了解漢字起源，學以致用，把中

文發揚光大。特別是有讀寫障礙的人，尤其是小童，希望他們能夠以圖像來學習文字，

加深他們的記憶和學習興趣，從而愛上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