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闽人闽事 责编：李敏 版式：陈秀梅

2023年2月24日

电话：（0591）87873681

E-mail：fjqb06@126.com

林语堂在现如今有一副尴尬的面
孔。说他不熟，他在上世纪出版了将近
40 本著作，是著名的世界级畅销书作
家。说他很熟，大多数朋友也只是听他
一个名字，对他具体做了什么并不了解。

我想，林语堂的尴尬或许是两个原
因造成的。一方面由于在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中华民族面临危急存亡的时刻，林
语堂却大谈“性灵”“幽默”，不太符合我
们说的“时代的主题”，所以他一度被归
进了“有才是很有才，但不被提倡”的那
一类。另一方面，他一辈子做的事情太
多了。他是个小说家，是个语言学家，是
个翻译家，因为他对生活的追求和热爱，
甚至被冠以“生活家”，而且很多人不知
道，他竟然还是一个发明家。

他用 10多年的时间，想要发明一台
中国人也能方便使用的中文打字机。

等一下，林语堂为什么要发明打字
机？是嫌写中文太慢了，赶不上他写稿
的速度吗？

当然不是。习惯了敲击键盘打字的
现代人可能想不到，在他那个时代，一台
中文打字机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

在 19世纪末，为了提高公文的处理
效率，英文打字机被发明了出来。经过
几次迭代，它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
样子。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按钮对应一
个要输入的字母或字符，再加上大小写
转换键、换行杆等等。用它来处理文件
非常高效，而且还不存在手写字体可能
会辨认不清的问题，所以它被发明了以
后就风靡了世界。

接下来，西方列强将这些打字机推
广到世界各地，泰文打字机、斯拉夫文字
打字机、阿拉伯文打字机……字母文字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敲打出来，可是到了
中国遇到了麻烦。

打字机的工作原理是敲一个按键就
打入一个字母，英文有 26个字母，可以
安排在一个巴掌大的键盘上。可是中文
呢？有几千个字！需要多大的键盘才装
得下呢？就算有这么大的键盘，要在这
几千个字中找到一个字，估计眼睛也受
不了。

特别困难是不是？但这还不是最让
人烦心和气愤的事情。

因为已经进入了打字机的时代，打
字机意味着文本处理的高效率，而中文
被认为是难以被打字机“收编”的文字，
那么这就很容易推导出一个结论——中
文是低效率的文字，而且是落后的文字。

文字落后，文化落后，文明落后。一
个荒谬但顺理成章的结论就这样产生
了。

20世纪初，受这套观念的影响，有一

些“恨铁不成钢”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提
出，要把中文取消掉，全部改用拼音文
字。这样才能提高效率，革新文明，和世
界竞争。

而另外一批知识分子则要证明，中
文也能用打字机敲出来。于是就投身于
中文打字机的发明中。

一类人想到，虽然中文中的字很多，
但是常用字就 2000多个，也就是说，我
们不用把所有字都装在一个键盘上，只
要在字盒里装上常用字，再按照文字使
用的频率，把最常用的摆在中间，把比较
常用的摆在两边，把最不常用的摆在边
上，打字的时候只要把纸张移动到正确
的位置，然后把字敲上去，就行了。如果
有些字在字盒里面没有，还可以从备用
字库临时添加。

这个发明最早在老商务印书馆的时
候就采用了，一直用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的打字机就是这个样子的。但它的
样子和英文打字机差别非常大，而且效
率还是很低。

另一类人想到另一个方法。他们认
为英文之所以可以用打字机来打，是因
为英文是由字母构成的，而打字机处理
的是字母部件，而不是表示明确含义的

字。那么中文是不是也能用拆分部件的
办法来解决呢？中文字的部件是什么？
偏旁部首！所以有人发明了拆分偏旁的
打字机。

不过这个发明没有走远。因为中文
不仅偏旁部首多，而且组合方式也要比
字母文字复杂得多，有上下结构，左右结
构，半包围、全包围、独体字各种各样。
最重要的是，这样打出来的字，它不好
看。

在汉语拼单还没有产生的时代，怎
么才能造出一台和英文打字机长得差不
多，效率高的打字机呢？林语堂想出了
一个破题的好办法。

别忘了，他可是一个语言学家。
他发现，其实中文打字机的核心问

题并不是输入字符，而是检索。

二

我们慢慢来说。
林语堂发现，从表面上看，英文打字

机是所见即所得的，敲一个字母就打出
一个字母，但在深层次，是由几个字符组
成的代表具体意思的字。比如，GO这个
字，是由G和O组成的。它意味着，G和O
是输入的指令，而GO是得出的结果。

那么中文打字机一样可以。只要给
每个字分配一个有规律的编号，敲下这
个编号，就能找到这个字，这就是检索。

中文打字机呼之欲出。
但问题就是这个编号的规则必须有

规律，它得符合规律才能被记住。
比如，我写一个规则：“规”则的“规”

是 1234，规“则”的“则”是 7894。这个
规则没有规律，人们根本记不住，要打字
的时候忘了每个字是什么编号，那就没

有用。
林语堂的天才在于，他发现每个中

文字大体上是按照从左往右书写，第一
笔在左上角，最后一笔在右下角。据此，
他就创立了自己的规则，按照每个字左
上和右下这两个部件来编号，这就是他
所说的“上下形”编码规则，用36个上键
和 28个下键把所有汉字
分类，就可以为8000多个
汉字编码。

比如，我们要打一个
“信”字，只要敲键盘上的
“亻”，再敲一个“口”就能
找到这个字。

但是问题又来了。和
信同样的，还有售、估、俗、
佔、倍、佑、侣这些字。要

怎么准确找到“信”呢？他说不难。把这
些字放在一个组里，当敲下“亻”和“口”
两个字符的时候，这8个字都出现在一个
框里，然后只需要我们再按数字键确定
要的那个字，这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在
用的输入法的原理。

三

当看到林语堂的发明的时候，我激
动得话都说不出来！林语堂是“机器时
代”的人，他搞出了一个几十年以后计算
机上用的发明！

林语堂自己也非常高兴，他潜心研究
10多年，花了12万美元，终于有了成果。
他给这台打字机起了名字，叫做“明快打
字机”。真的，如果这台机器生产出来，真
的让打中国字变得明快起来。不过，就是
因为林语堂的发明太超前了。这台中文

打字机只生产出了一台样机。
他拿到美国打字机公司去推
销，美国人很兴奋，可是一估
算，一台造价要 1000美元，这
可太贵了，市场接受不了。

后来这台打字机去了哪
里？没人知道。现在留下的只
有照片和图像说明。不过，或
许是因祸得福，因为投资打字
机造成的巨大的财务负担，几
乎倾家荡产，这下林语堂不得
不回到书桌前，只能一笔一画
地写起小说还债。然而，也正
是因为打字机的失败，逼着他
写出了代表作《苏东坡传》，以
及后来的《唐人街一家》。

说起《唐人街一家》，很难
称得上一本成功的作品。特别
是因为其中对美国华侨的刻板
描写而饱受争议。不过，在这
本小说中，林语堂再次宣告了
他对于中国文化未来的构想。

林语堂在小说里塑造了一
个唐人街餐馆家庭出身的华裔
男青年汤姆·方，他非常羡慕
美国的电气工业，特别是电车
和电灯，甚至发明了一个电气
传感装置。可是有一天，他在
街头遇到了另一位正在墙上写
中国字的华人姑娘艾尔西，他
瞬间迷恋上了这个有着优美姿
态的姑娘。在艾尔西的感染
下，汤姆开始练习书法、阅读
中国小说，最后他们结婚了。

林语堂在讲一个什么故事
呢？它其实说的是，在西方技术
文明包围下的中国人，努力学习
现代科学的中国人，最终还是要
拥抱中国文明自己的美，寻找中

国人自己的归宿。 （赵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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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一个被写小说“耽误”的发明家

 林语堂发明的“明快”打字机使用图解，使用者以“A—B—C”三步即可打入一个中文字符。

 林语堂指导女儿林太乙使用“明快”打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