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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内容概要

《给孩子的汉字王国》由瑞典汉学家林西莉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为孩子讲述中国文字的起源和特点，主
要选取一些与人的生活有关的字，按章讲述，如人与人类，水与山，家畜，车、路和船，农耕，酒和
器皿，麻与丝、竹与树、工具与武器，屋顶与房子，书籍与音乐等，同时分析和讲述中国人的生活方
式和风俗习惯 ，加深读者对文字的理解。市场上关于汉字的书很多，但基本上都是中国作者写的。作
为一个外国人，林西莉对每一个汉字都充满了好奇，比如为什么人们把自来水的开关称之为“龙头”
？为什么人们把怀孕叫做“有身子了”？“身”和“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许多中国人见了面不问
“你好”，而问“你吃了吗？”等等。书中只讲述了200多个“基本汉字”，它们大多是中国人最早创
造使用的汉字。可以说，这是一本孩子学习汉字的通俗易懂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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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作者简介

[瑞典] 林西莉（Lindqvist Cecilia），教授、作家和摄影家、汉学家。早年师从著名汉语专家高本汉学
习。1961年至1962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此后曾数十次到中国访问。1971年起在瑞典任汉语教师，1978年
后为瑞典电视台做有关中国语言的节目。曾任瑞中友好协会会长。除了本书，她还出版《古琴》《另
一个世界：中国印象1961-1962》等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由于她对传播和普及中国文化的贡献，今
年8月获得中国政府颁布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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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
甲骨文和金文
人和人类
水与山
野生动物
家畜
车、路和船
农耕
酒和器皿
麻与丝
竹与树
工具与武器
屋顶与房子
书籍与乐器
索引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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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精彩短评

1、虽然有部分地方逻辑不是太通顺，但总体上仍是休闲读物的上作。
2、一个瑞典人用简单风趣的语言把汉字的故事讲出来，非常适合孩子读。
3、居然是老外写的
4、充满非常有趣生动的描写，生机盎然的汉字王国，反应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适合所有
年龄段。
5、关于有趣的字的故事
6、汉字文化给孩子更好的知识启蒙
7、挺有趣的，动物那些都特别萌哈哈。给小家伙看，她也很喜欢。译著文笔也很优美，比如写敲葫
芦“有闷钟的声响”。原来是北岛编的一套书，其他的也可读读。
8、从小酷爱《咬文嚼字》，里面也有此类文章，在启蒙阶段非常受用，成就学霸之路
9、H12-49/103，四区
10、粗略的翻了一下，觉得从一个瑞典人的笔下能写出这么一本有意思的有关汉字的图书，真的很佩
服。等我将来有了孩子之后，一定会买一本，作为我给孩子关于文字的启蒙读物
11、从文章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位资深的汉学家，查阅过大量文献，而且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现代国情
有较深的了解。作为中国人对于日常的汉字及周边事物理所当然，缺乏了好奇心及思考，通过外国人
的眼光与简洁的描述，学习了自己民族的汉字历史，对于教孩子结合历史学习汉字有很大的帮助。
12、永远不要低估孩子的理解能力，7岁的小侄女翻了一个晚上，就能开始给我讲她名字的起源和演变
了。
13、看着一个个汉字从一幅幅小图画而来，想象着祖先和我们一样好奇地观察着这个世界的山山水水
、花鸟鱼虫，再一笔一划认真地记录下来，突然感觉我们文化不但源远流长，而且天真浪漫。如果我
们都能抽出一点点时间仔细关注身边的一草一木，再用发自内心的热爱记录下来，不论是什么手段，
那点点滴滴的回忆将是多么温暖啊。
14、对了解中国文字很有帮助，适合各年龄段的中国人阅读。英语是表音文字，所以听说比读写重要
。文末是她为外教备课的内容。
15、被骗
16、内容有趣，翻译略显生硬
17、一位西方女汉学家写的介绍中国汉字的书，从简介中看，原本是她写给西方读者的一本入门类通
俗读物，并非是专门写给孩子们看的。个人感觉这套给孩子的书系并非 是专门为了这个主题去向各个
作者约稿，而是先策划再拼凑，好在质量还不算差。
18、孩子学习汉字真难，看这种书增加趣味性也是可以的
19、第一章最为受益
20、好书，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值得一读再读。
21、几年就看过三联版的《汉字王国》，原来这本就是前者的精编，对于“给孩子”的定位而言，更
加浅显易读了。一直很喜欢的书。
22、想留给以后的孩子读。
23、一直很喜欢这本书，工作了再读时才发现是外国人写的，更加让我觉得不容易。
24、极有趣，国人都可以读读。简体字，有些无伤大雅，有些则确实毁坏了中国文字本身的美。很好
读的一本书，居然是由老外写成的。
25、我们就该出一本普及性的汉字常用字演变图集，老少皆宜的科普读本。
26、高中时偶然在新华书店买的，
中国，真美
差点选了文科
27、对以前的《汉字王国》（人民美术出版社  精装版）作了一些删减，有一些文字、照片（图片）的
删减，对“数字与其他抽象的字”和“意与声”两章的完全删除，同时删掉了完整著作里的附录、参
考书目等。原书（瑞典文版）出版于1989年，中译本完成于1998年。
28、看着汉字王国的书上了大学 学了语言学 启蒙读物把我带进了一个奇妙的世界 有幸得到了作者的
签名 开心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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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29、可能我现在要求过高，对于此书的翻译和排版不是很喜欢。不知道其他几个出版社的书会不会好
一些。
30、其实本书作为中国人的古文化入门都是极好的，虽然是以讲解汉字为主题，但其内容纵深却很广
阔。作为一个瑞典的汉学家，看得出来林西莉对中国的古文化下了很大的功夫，有许多独到的推测和
考证，且留有余地，读过之后引人思考。4.5星！
31、棒棒哒！这类科普读物适合孩子，成人读起来也能懂很多知识
32、汉字文化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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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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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章节试读

1、《给孩子的汉字王国》的笔记-第1页

        1961年至1962年我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后来在音乐学院学习古琴。我惊奇地发现，即使一些受过
很高教育的中国人，对自己的语言的根也知之甚少。人们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机械地进行着汉语教学
，却很少加以解释。
这段话看着让我感同深受，因为我的小孩目前正在接受的也是这种与过去呈断裂状态，而非关联状态
的语文教学模式。每当看到他通过一篇篇的二手外国文章去学习一些汉字，甚至通过一些外国人名去
记忆一些汉字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难过。这和死记硬背一些英语单词有什么区别？这完全是将我们
的文化与过去的历史割裂开来。越是深入去想，越有一种悲哀的感觉。
林西莉这位外国人何其有幸，她能跟着一位好老师高本汉去从字的结构及人们所知道它的最初形式去
学习汉字的来龙去脉，而能够真正地从根上去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可是我们自己在教育阶段却
放弃了这种文化的传承关联。而仅仅将它作为一种简单的认字工具。

2、《给孩子的汉字王国》的笔记-第17页

        很多最古老和最清楚的字都是人类和人体不同部位的形象。就让我们从“人”字开始。在我不知
道古代的汉字是怎么写的时候，我认为人字是腿的形象：我看见路上有一个人在大步往前走。但是我
错了，当我了解了甲骨文和金文是怎样写的以后，我发现“人”字是人的剖面的形象。他直立着，手
下垂或者轻轻举到前面。个别的情况下头朝前一些，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能看到身体，就像从
稍远的地方看大街上或者田野上的一个人一样。

3、《给孩子的汉字王国》的笔记-第123页

        1907年春天曾经多年担任瑞典传教会会长的彼得·瓦尔登斯特罗姆和妻子安娜到华中地区视察该
传教会自1890年初在那里进行的传教活动。他在自己的著作《前往中国》——包括一系列生动的旅行
信札——中不仅讲了瑞典传教士的生活，还讲了中国的日常生活、他和他的妻子在那陌生环境里的经
历。在上图我们看到这两位旅行者分别坐在各自的人力车里的情景。他们显得相当满意，不过瓦尔登
斯特罗姆说：“我的妻子发过誓，她以后再也不让别人拉自己了。但是一到香港她又不得不坐上去。
我们被人力车夫围得水泄不通，而我们的路也是那么长，我们不得不坐。她开始掉泪，但是没办法，
后来习惯了，她很快变得像我一样觉得很有意思。对呀，当车夫们高兴拉我们的时候，我们何乐而不
为呢？”

4、《给孩子的汉字王国》的笔记-第60页

        弓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考古材料证明，人们在2800年以前就使用弓，直到19世纪末弓箭手还是
皇帝军队的主要兵种，通过考试选拔军官，其中就有射箭的科目。人们发现的最古老的弓是战国时期
的。
“弓”字的形体跟古代打猎或者军队使用的工具十分相像，也是由它们演化来的，这就是所谓的象形
字吧

5、《给孩子的汉字王国》的笔记-第247页

        　　这是个“门”字。所有看过美国西部电影的人都会看出来,影片中的“风门”在中国也有,特别
是华南。它们有把房间与外部世界分开但不阻碍空气流通的优越性。不管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冬天都很
实用,冬天不生火的房子确实需要室外阳光的照射。

6、《给孩子的汉字王国》的笔记-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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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1971年人们要在长沙建一家新医院。让人不悦的是路上有一座汉墓，人们决定挖掉这座墓以便腾
出房基地。墓中的出土文物公布后，引起世界轰动。密封的墓室里躺着轪侯夫人的躯体和大量的随葬
品，墓室四周填满木炭和白土。
经过两千一百年轪侯夫人的躯体保存得相当完好，人们可以对她验尸。她属于O型血，生前患有轻度
血管硬化、胆囊炎和血吸虫病，还有肺结核后遗症。她的皮肤和组织仍然有弹性。当人们注射保护液
时，出现鼓包，然后消失——与我们出国旅行前打防疫针完全一样！

7、《给孩子的汉字王国》的笔记-第12页

        直到1949年革命成功后，新政府面临着教会几亿人读书写字的巨大任务时，才推行文字改革，这
是自秦始皇以来的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简化了两千二百个汉字。有很多是过去几百年常用的
简体字，但从未被官方认可；还有一些是新规定的。很多新的简化字引起学界强烈不满，出现了繁简
字体并存的局面。简化字被迅速推广开来。
从林女士以上论述，我们起码可以得出这么几个结论：其一，进行文字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几亿中
国人能摆脱文盲的身份，国家希望他的人民能够学会读书认字，而简化汉字在推广文化这方面不亚于
秦始皇的功绩。文字文化不再是上层贵族或少数人所独享的专利；其二，绝大多数的简化汉字本身就
来源于民间，只是未被官方认可罢了。这也说明文字的发展趋势是从繁到简的。

8、《给孩子的汉字王国》的笔记-第143页

        “独木不成林”，这是一句中国成语。这是对“林”的绝妙解释。“林”与“火”组成“焚”字
，三个“木”组成“森”，一个人靠在树旁边可能要乘凉，其意为“休”，一颗树上有一只鸟意为“
集”，树顶上能听见小鸟张开嘴叫的声音：“噪”。
看汉字就是这么来的，看似简单却很有深意！

9、《给孩子的汉字王国》的笔记-第12页

         小篆字体优美，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以装饰为目的的使用，如印章等。但是，日常使用起来，小篆
显得很呆板，所有的笔划都一样宽，所有的字都一样大，局限性很强。因此没过多久，就出现了一种
新的更加自由的字体——隶书，它又成为另一种新字体楷书的起点。从汉末到现在的楷书一直是中国
的标准字体。
所有的文字都是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更方便快捷的被使用才产生的。因此，才渐渐形成了如今的字
体，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中国汉字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10、《给孩子的汉字王国》的笔记-第71页

        　　不借助于古汉字人们很不容易看出这个“象”字。最主要的困难在于象不是我们习惯看到的
那样用四只脚站着,而是垂直立着。原因很简单,对于那山些把文字刻在甲骨上的书写者来说,表现动物
的很多文字构成了问题。人们是从上朝下写,所拥有的空间极为有限。老虎长长的身躯、狗的尾巴和象
的鼻子以令人生气的方式打破秩序,侵犯到周围的字行里。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把体长的动物
立着排成行,只要人们把它放倒就会看到一切都有,沉重的身躯、鼻子和尾巴。

11、《给孩子的汉字王国》的笔记-第207页

        “采”字当中表示手的部分在抓什么并没有说，其实也没有必要——树上有很多值得利用的东西
。
这个字在本书中的甲骨文和金文是非常形象的表示了采这个动作。我想如果我国的小朋友在小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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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开始认识汉字的时候以这种图文并茂的方式，去分析字的结构，去了解字的来源，小朋友们一定会
爱上我们的汉字的，而且这种意思，一旦了解就再也难忘，用它来表示生活中的一些劳作状态或娱乐
状态，也一定会更准确吧。比如采摘，采菊东篱下，采薇等等。多么形象的动作啊。再次为我们的汉
字而感叹，它是这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字，没有之一，它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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