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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在批改學生的作業時，發現

學生在數“慈”字的筆劃時，出現一筆的

誤差，有人數到十三劃，有人數到十四劃，

為甚麼會這樣呢？

於是我利用網絡上的字典資源查了

查，情況幾乎一面倒地顯示筆劃為十三劃，

正當我百思不得其解時，我發現我忘記了

到“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中探索，會否

發現新的線索。果然，在網頁中顯示，“慈”

字是十四劃的。

除了這個發現外，我更驚訝地發現我

們現時主流寫的“慈”居然是異體字，其

本字的寫法為：

	

由於它的部首是心部，所以不影響

查字的結果，但其寫法則對字的總筆劃有

影響，如果您數的是本字，那麼總劃數是

十四，但如果您寫的是異體字，那麼總筆

數自然是十三，因為它的上半結構寫“茲”

與“兹”相差了一劃。

在發回作業前，我先邀請了兩位代表

出來，於黑板上默寫“慈”字，果然一位

同學寫了本字，另一位寫了異體字。於是

我問了問大家的看法，雙方同學都質疑對

方是錯的。	於是老師就把“真相”告知他

們，他們都相當驚訝！甚至問道，為甚麼

異體字的寫法居然成為了主流，而且更讓

不少人忘記了本字，並把本字打入“冷宮”，

被視為異體字甚至是錯別字呢？您看，今

天在電腦上您想把本字打出來，幾乎不可

能，而一些以“慈”字為首的機構、公司、

學校都以“慈”寫法。

為了能夠發揮學生的探究精神，我們

一起對它進行了研究。	我們從《說文解字》、

《隸辨》、《康熙字典》中發現，現存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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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的“慈”字見金文 ，其上半結構為
，即“玆”字，由兩個“玄”字組成。

因此我們得知“慈”字的上半結構歷經了

數次變化：“玆”→“茲”→“兹”。

而在上述寫法當中，“兹”使用最久

最廣，“兹”的寫法是隸化的產物，而所

謂的隸化就是隸書的一個進程。隸書始於

漢朝時間，距今約二千年。因隸書化圓轉

為方折的優點，改進了秦小篆書寫速度較

慢的缺點，大大提高了書寫效率，因此廣

為人們接受及使用。

由於時間的久遠，因此大部份人已經

不知道“慈”的本字了，	而把異體字當成

“正室”使用。正不正字，改不改過來在

今天不是重點，重點的是當人們在書寫時

我們應先以求證的精神去了解每個文字背

後的歷史，千萬別過於自信地急於否決別

人，指證別人使用錯別字，畢竟這樣我們

不單失去了和諧，更失去了一次認識中華

文字發展的寶貴歷程，失去了一次對文字

研習的寶貴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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