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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6  記者 童于蕙 報導

第六屆漢字文化節。（圖片來源／文化節官網）

 

近年來中文熱潮席捲全球，台北市文化局自2004年十二月起舉辦第一屆「漢字文化節」，是首度

以「正體字」為核心概念所舉辦的文化活動，此後台北市年年舉辦相關推廣漢字的活動。今年十

二月，第六屆「漢字文化節」以「漢字潮．文化根」為主題，向國際發聲，推動正體漢字申請成

為「世界文化遺產」。

  

漢字申遺不落人後漢字申遺不落人後

國人對於申請漢字申請為世界遺產多半表示贊同，交大副教授董挽華，畢業於台大中文系，對於

文學教育相當有心得，她表示：「我個人是喜愛繁體字的，對於申請正體漢字為世界遺產，我是

贊成的。我曾在大學時修習過『中國文字學』，至今仍然對起初造字的『六書』之種種奧妙，念

念不忘呢！」而現在就讀於交大外文系大三的羅詩婷曾經修習過中文字相關歷史課程，她覺得知

道文字的構造與歷史之後才知道自己使用的文字是很有趣也是很優美的，應該要讓更多人了解，

也不排斥漢字申請為世界遺產的想法。

 

2006年，已經有許多組織聯合推動漢字申請世界遺產，由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發起向聯合國提出申

請，預計於2006年底提出整套上自甲骨文、小篆，下至正體字與簡體字的漢文化保存計畫，也因

為台灣非聯合國會員國，不排除和中國、香港、新加坡合力申請，發起團體之一的中文數位化技

術推廣基金會（簡稱中推會）啟動連署系統，呼籲民眾共同保護漢字文化，希望由民間團體發起

，結合各界的力量，以保衛整個民族資產為目標，傳承幾千年來的漢字文化。

 

當時全球中文學習熱潮，多數人認為簡體字較繁體字（正體字）易學，忽略正體字保存了文字的

本意與美感，且聯合國早已通令全面使用漢語拼音，加上中國官方強勢推廣簡體字的作風，有感

於正體字教育及使用危機，基於以上幾點立場，將漢字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似乎是刻不容緩，也有

鑑於韓國在數年前向聯合國申請的「江陵端午祭」在2005年列為「人類口述與非物質遺產代表作

」名單（2009年獨立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發現後立即提報「端午節」非遺程序，終在200

9年公布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事件影響，對於韓國很可能會搶先爭取漢字為他們的文化遺產而倍

感威脅。

 

 漢字申遺應有新思維漢字申遺應有新思維

台灣目前並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因此無法簽署任何遺產保護公約，也就是說不具備向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UNESCO)提出申請的資格，姑且不討論，但首要先釐清的是漢字申遺要根據哪項公約

，歸在哪種世界文化遺產，中華世界遺產協會張玉姍表示：「如果漢字要申請成為世界遺產，應

是推動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單內，不是世界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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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castnet.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castnet/page/4
http://ctn.nctu.edu.tw
//castnet.nctu.edu.tw/group/3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issue/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1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77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5
//castnet.nctu.edu.tw/castnet/medium/6
javascript:void(window.open('http://www.plurk.com/?qualifier=shares&status='.concat(encodeURIComponent(window.location.href)).concat(' ').concat('(').concat(encodeURIComponent(document.title)).concat(')')));
//castnet.nctu.edu.tw/user/24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publish/ads_history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7?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395?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3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user/403
javascript:void(0);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9?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06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2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29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11?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2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6?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414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7403?issueID=536
//castnet.nctu.edu.tw/user/398
//castnet.nctu.edu.tw/castnet/category/83


 

 關於世界遺產的分類，現今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主導下分為兩種公約體系，第一類為1972年

簽訂的《保護世界文化及自然遺產保護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簡稱「世界遺產公約」），規範的遺產類型有

三項，分為文化遺產、自然遺產以及兼具文化與自然遺產認定標準的複合遺產，包含文物、遺址

、保護區等有形遺產地，負責主管《世界遺產名錄》。

 

 第二類為2003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

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簡稱「非物質遺產公約」）此公約的設立有其歷史發展脈絡

：自1989年國際間開始重視無形文化遺產，1997年「人類口述與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公佈之後

，無形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正式納入國際的公約條文中，並於2001年第一次公布第一批「人類口

述和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名單，之後在2003年正式公佈符合國際規範的公約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保護公約》，此約便成為目前主導國際上無形文化遺產工作的主要文獻。而根據此公約，「人

類口述和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自2009年起獨立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上述兩類公約體系互不相屬，故漢字若要申遺，就如中華世界遺產協會張玉姍所說應是要根據《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申請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整個脈絡下來看，兩種「世界遺產」的

歷史、文化意義同等重要，但非物質文化遺產強調口頭表述、藝術傳統等人類行為在文化形式與

價值上均與著重實體的世界遺產不同，若對世界遺產的認知不清，常常會造成混淆，然而政府相

關單位在推行時，卻經常忽略這一點。

 

申遺之路問題重重申遺之路問題重重

 2006年推動的漢字申遺似乎沒有下文，之後在2008年年底，當時的行政院長劉兆玄決定推動正

體字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預定2009年年初成立「產官學推動小組」，透過民間團等文化團體

合作推動，完成推動正體字的說帖，展開全世界重要大學聯連署，讓各大學了解正體字的重要，

更希望能在四年內達成讓正體漢字列入世遺的目標，計劃也配合「第五屆漢字文化節」展開。

 

第五屆的主軸在於擴展漢字文化的普遍性、時尚性和國際性，也號召萬名民眾挑戰書法揮毫金氏

世界紀錄活動，為正體漢字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推動請命，到了2009年年底，延續第五屆的

活動，第六屆漢字文化節將「推廣漢字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列為活動主題，發展相關推廣漢字新

潮流的活動，在此時，漢字申遺還只是停留在連署的階段，經過了三年半的時間，實體申請與保

存文字的策略的行動力目前還看不太出來，而上述策略在宣傳上都是以「申請漢字（或正體字）

為世界遺產」作號召，在推廣上也沒有確實說明「世界遺產」相關資訊。

 

 民眾對於「世界文化遺產」的議題也是不甚熟悉的吧，而這些資訊政府推動策略時應該要清楚說

明，如果只是虛有其表地說漢字要申請為「世界文化遺產」，只會是一頭熱的情況。漢字申遺也

許是可行的，但這不只是文化保存的問題，也牽涉到國際性的政治問題，然而在這之前，政府對

於漢字的保存或保護上，有無建設性的策略，在現行法律中能看見對於文字完整的保護嗎？在國

內對於文字保存並沒有提高重視度的情況下，就來推廣申遺是否言之過早，況且現今台灣還是非

會員國，就算申請成功了，主權又會歸在誰那裡。這個話題也許這的確造成一股漢字熱潮，但政

府在腳步還未站穩的情形下，日後也很有可能造成無法收拾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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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盼」——2009年度代表漢字。（圖片來源／yahoo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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