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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專家也輸了

身兼老師、詩人、社會運動健將，瓦歷斯大

概沒想到自己會敗在最熟悉的文字領域。

大約在民國93年前後，家住臺中縣和平鄉的

瓦歷斯聽到鄉內辦理國語文競賽，興匆匆的報了

名，心裡還想著「此去，捨我其誰？」比完了鄉

鎮比縣市，他準備揮軍京城，一路邁向全國賽。

話說這項國語文競賽，比賽規則簡單，就是

比國字注音，但難題就在於短短10分鐘的時間，

需要作答100題，結果，瓦歷斯意外落敗，連前6

名都沒有。第二年，他鼓起勇氣捲土重來，也打

算為自己掙面子，他形容自己苦讀一年，參賽前

昭告鄉人，結果再度失利。

「真的啊，結果我發現比的其實是記憶力與

速度。我40幾歲參賽，哪比得過小夥子，」瓦歷

斯回憶，「我連第一關都沒能上，太有意思了這

經驗。」

頂著老師和作家的光環，瓦歷斯落敗後不免

想到自己是日日教文字的老師，除了年紀問題，

或許也該認真重新看待這項學問，於是開始研究

國字注音，研究的重點當然在於增進學習文字的

效率。他的結論是，無論是大人或小孩，有一種

方法可以讓孩子容易學會，就是從圖形開始學，

換言之，他要回到最早的象形開始說起。

假如老師也不行

中文的文字趣味獨步全世界，但傳統中文學

習之無趣也往往嚇壞許多人。瓦歷斯就覺得，國

內目前的生字教學都太不有趣，也沒有系統性的

發展，「孩子當然討厭學啊！所以搞到現在，有

邊念邊，沒邊念中間，甚至是同音的字就寫上，

錯得一塌糊塗。」

這場中文溯源工程正式回歸到教育的本質，

構思的過程當中，他結合教學經驗，滿腦子想的

都是如何讓孩子學國字學得有興趣、愉快。自94

年起，他把自己註解的文字研究心得，發展成上

課的部首教材，第一次實驗的孩子是他班上三年

級的孩子，他回憶，這場實驗一年後，他們的程

度遠優於當時其他的五年級生。

瓦歷斯的作法是先將部首分類，從親近生活

的類別－如動植物開始教，他在黑板上用畫的，

把文字恢復最早的象形狀態，要學生發揮想像

力，猜猜看，接下來再補上甲骨文、金文、小

篆，他發現，「只要是屬於象形的部首字，小孩

子幾乎都能猜對。」

搞定象形，接下來就是形聲字了，「這些以

象形為基礎加上音符的字，學過象形，形聲就不

難了，而這些字占了字典裡部首字的80%。」

假如學習像遊戲

當然，就跟歷來所有立志替中文溯源的作家

一樣，為了寫這本書，瓦歷斯第一個功課就是從

頭學文字學，然後把辭書翻爛，其中包括中國大

 《字頭子》以「部首」以及相關的字族，詳細解說

字形源流和文化制度，蒐羅的字詞非常完整，堪稱

是現代版的《說文解字》。(印刻文學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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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說文解字》開啟中文文字溯源的傳

統，自此之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新的文字

解說工具書出現，有些書是文人治學純趣味的作

品；有些則是立志替中文留下脈絡，兼做教育用

途，但無論是哪一類作品，中文溯源總要回到最

早的畫畫文字甲骨文開始，這樣一路幾千年下

來，中文的筆劃不斷變形、簡化，累積的故事愈

來愈多，也使得以文字寫作為志業變得愈來愈勞

民傷財。

從一件意外開始，瓦歷斯．諾幹踏上了解字

之旅，足足是7年光陰，完成了50多萬字的作

品。同時，這一路他也繼續堅持著國小教學的工

作，還一邊兼寫散文小說兼新詩，從起念到完

稿。

作家這回不聊創作

瓦歷斯．諾幹  
跟你說說文字這件事   文、圖／李國盛

從一件意外開始，瓦歷斯．諾幹踏上了這樣的解字之旅，一個人在部落的書房裡腸搜枯竭，成果便是

這上下兩冊、總共 50多萬字的作品。

 瓦歷斯．諾幹 ( 左 ) 回歸到教育的本質，構思的過程當中，他結合教學經驗，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讓孩子學國字學

的有趣、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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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出版的辭書，「其實，通用字大致是3,500

字，《字頭子》雖然初衷是寫給孩子，但成品卻

是給大人讀的，還好，大人也可以教孩子啊！」

他說以肉字為例，學文字者通常肉部與月部不

分，瓦歷斯分析，但肉是肉塊，肉部的裡頭是上

下撇，那就是肉的肌理；「月部的裡頭是二橫，

那是月亮上的雲影，這樣分析，就不會寫錯了。

此外，肉字可吃，後來作為買賣，就發展出『肉

好』一詞，意思不是說這肉塊新鮮，指的是錢幣

的代稱，你看，多有意思。」

書中，214個部首字以貼近生活的分類，分

成「生物百態」、「人體與兩性」、「天地與人

文」與「生民與戰爭」4大類別，生物百態最初

介紹的幾個字，分別就是上古人常豢養的動物包

括彐、牛、犬、羊、豕、馬等，後面幾種由於現

代中文仍然常見，記憶不難，但其中彐（讀音ㄐ

ㄧˋ），原意是祭祀用的獸體，要理解原意，靠

的除了訓詁，還是得回到最初的象形。

「最後，不要忘了，文字就是文學的基礎，

所以我在《字頭子》裡放了許多文學的東西啊，

另外就是文字的歷史，我也間接的處理了，」在

原意的爬梳之外，每個字的解釋附上相關的文字

發展故事，內容包括金文、小篆和十二生肖等，

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假如文字還不死

或許由於書中寶藏了文字的歷史，印刻文學

也才表達了對這本書的興趣，予以出版。但在印

刻之前，原本有另外一家文學出版社願意出書，

沒想到總編輯離職，出書便無疾而終，後來瓦歷

斯又陸續接觸了幾家出版社，其中包括專門出版

 《字頭子》將 214 個部首字以貼近生活的分類，讓學生查閱起來能夠更得心應手。(楊亞宸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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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教材的，卻以書的內容學術不足而婉拒。

「那樣也好，也許在他們眼裡，這本書太過

通俗，不夠學術化，但我就是要讓更多人喜歡上

的啊，管它學術不學術。」今年年初，印刻文學

總編輯初安民知道這本書的計畫，決定情義相

挺，也讓瓦歷斯從寫書到出書整整近9年的歷程

畫下終點。

有別於漢字字典創造者──東漢許慎的《說

文解字》與清代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瓦歷

斯‧諾幹編撰的《字頭子》入門容易，在文人感

嘆文字日漸衰微的當下，振衰起敝或許太過言

重，但這樣一本通俗的文字作品，卻不難看出一

個世代的代表性作家，對於喚起文字記憶的企

圖。

「小孩子傳統的國語教學來看，就是認字、

習字、造詞、造句，在這階段所做的多半是不斷

的重複書寫，不論是基於學習效果或是懲罰，往

往都令人知難而退。」他說，即便沒有影像媒體

的挑戰，枯燥的教育方式，就已注定了文字的式

微。

接下來呢？「我接下來還想寫《獨體字》，

更有意思…獨立存在的字，如一、止、丿……。

像『字』就是個合併字，合上『宀』下『子』而

成。獨體字就是研究這個字的生成與發展，一個

獨體字的生成，就是文化密碼。」

時過多年，他決定跳到下個文字研究，或許

這就是中文無可取代的魅力，才引得一代又一代

人，立志揭開符碼。  

 瓦歷斯‧諾幹是多產的原住民作家，以詩、散文、

評論、田野調查，描寫泰雅族的人文及歷史，展現

泰雅雄渾、驃悍的文字風格。(資料照片 )

關於瓦歷斯‧諾幹 

臺灣泰雅族人，民國50年出生於臺中市和

平區Miho部落。早期曾用瓦歷斯‧尤幹為

族名，後正名為瓦歷斯‧諾幹。漢名吳俊

傑，曾以柳翱為筆名。省立臺中師院畢

業，目前專職寫作，兼任大學講師。民國

100年「小詩學堂」組詩獲吳濁流文學新

詩獎，同年獲聯合報散文評審首獎。已出

版作品《荒野的呼喚》、《泰雅孩子臺灣

心》、《山是一座學校》、《想念族

人》、《戴墨鏡的飛鼠》、《番人之

眼》、《伊能再踏查》、《番刀出鞘》、

《當世界留下二行詩》、《迷霧之旅》、

《城市殘酷》等等。 
詩人瓦歷斯‧諾幹說：「人人可寫詩。」

民族作家Walis創辦《獵人文化雜誌》，記

錄土地與原民的連結，報導土地與原民的

糾結。他的散文，優美中帶著淡淡的哀

傷；他的評論，像一支支箭，射向對原民

不太友善的社會邊緣。使用漢文字在文壇

耕耘多年，繼美麗的二行詩之後，瓦歷斯

希望大家可以重新認識漢字的美好。(編

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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