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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如何在技术语言现代化中突围？

《中文打字机》
重述鲜为人知的信息科技史

提起打字机，我们首先会想到雷明顿打字机的经典形态和QWERTY键盘“嗒嗒嗒”的节奏。而我们很
少去思考，在电脑和输入法诞生之前的机械时代，要如何把汉字搬上键盘？如果存在“中文打字机”，

它是依据什么技术原理，采取什么实现形式？它会拥有怎样的面貌，发出怎样的声音？
中文打字机堪称是现代信息技术史上最重要却被误解最深的发明之一了。近现代以来，汉字作为非字母

文字，在语言现代化的过程中遭遇了来自字母文字中心主义的重重阻碍，其一便是无法适应西式打字机。中文
打字机的发明为其探索出与全球化接轨的路径，却因其笨重低效的刻板印象而长期受到冷落和忽视。

讲述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面对这一研究空白，多年深耕中国

历史研究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

授墨磊宁，花费十年时间收集、梳爬全

球史料，试图还原这段被雷明顿打字机

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所掩盖的历史，重

新叙述一个世纪里中文与西方语言交

锋的故事。他的研究成果呈现为《中文

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一书。

该书英文版于2017年由麻省理工

学院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汉字技术史的

空白。该书问世后即斩获2018年费正

清奖、2019年列文森图书奖等专业奖项，

获得历史学界和海外读者的广泛关注。

时隔5年，历经细致的翻译、审校和打磨，

2022年冬天，由广西师范大学“新民说”

品牌引进《中文打字机》中文首译版，终

于得以与翘首期待的中国读者们见面。

在墨磊宁看来，作为工具的中文打

字机虽已完全淡出当今时代，但在汉字

与机械化相互制衡的历史中，中文打字

机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角色。

在《中文打字机》中，墨磊宁努力回

溯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历程，以及中文寻

求适应现代信息技术且影响科技变革

的一段历史。在被QWERTY键盘的胜利

所掩盖的打字机（尤其是中文打字机）

的发展过程中，墨磊宁重新叙述了那段

不为人知的历史，梳理了各种具有可行

性的中文打字机发明，并呈现了那些被

遗忘已久的发明者的生活。

翻开书我们可以看到，墨磊宁从全

球最大的打字机公司的研发战略，写到

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研发计划；从周厚

坤、祁暄、舒震东、林语堂等人的打字机

设计，写到排字工人对活字的实验性编

排；从最古老的字模雕刻印刷术，写到

当代人日常使用的键盘、输入法。透过

中文打字机发明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挑

战，墨磊宁揭示出汉字作为非字母文字

与字母文字之间横亘的“技术鸿沟”，进

而论述了汉字的内在属性（如非字母文

字、表意性）、结构特征（如字形、部首、

笔画）与中文处理技术（如活字印刷、电

报、中文输入法）的紧密关联，阐释了

人、语言与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

墨磊宁讲述了在近一个世纪之间，

中文使用者在发明中文打字机的过程

中进行的各种尝试、经历种种失败或成

功的故事，由此反映了中文如何突破字

母文字霸权而融入全球化信息时代，重

新获得独特地位。而且，由中文打字机

这一切口，作者还分析和批评了历史上

西方中心主义对汉字的偏见，讲述了中

文打字机这一“不可能之物”何以可能，

中文如何突破字母文字霸权的重围而

融入全球化信息时代，显示出其独特而

强大的生命力。

墨磊宁如同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

跨越约一个世纪的汉字技术史，带领大

家一同从技术语言学的全新视域深入

认识和理解汉字，了解这段被技术语言

想象力之坍缩掩盖的历史。而这部作

品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也助推其走进

了更多读者的视野。

为了全方位理解“中文打字机”，墨

磊宁花费10年时间广泛收集来自全球

各地的珍贵历史资料——刊载有中文打

字机相关新闻的早期报纸、参与中文打

字机发明进程的相关人物传记、机器说

明书、专利文件等。从19世纪40年代电

报技术的出现到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

技术的出现，他梳爬、分析了约一个世纪

的海量历史材料，带领我们重回历史现

场，详尽还原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历程。

林语堂发明具备键盘的
中文打字机

自美国人谢卫楼发明第一台中文

打字机起，众多中国工程师、语言学家、

企业家、语言改革者以及日常实践者前

赴后继投身于中文打字机的发明事业，

其中，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

家林语堂也是其中一分子。

林语堂发明了第一台具备打字机

键盘的中文打字机——明快打字机。

林语堂通过将打字过程转化为搜索过

程，从根本上改变了机械书写的运作方

式，它在历史上首次将“搜索”与“书写”

结合起来，预告了如今被称为“输入”的

人机交互模式，时至今日仍然与各种中

文信息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除了史料文本和理论解析，书中还附

有多种中文打字机的原型机照片、宣传海

报、新闻报道、说明图表等珍贵图片资料，

图文并茂，还原鲜活的历史场景，带领读

者一窥不同时期中文打字机的形态，以便

更好地理解其中埋藏的技术变革思路，让

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得以浮出水面。

不同于字母文字可以轻而易举地

将几十个字母搬上键盘打字机，作为表

意文字的中文在迈入快捷、高效的现代

化信息传播路程中，遭遇了来自字母中

心主义的重重阻碍，但也正是这些挫败

让中文使用者们愈加发奋，不断开拓新

的思路，试图从西方字母文字霸权的围

剿中突围而出，融入全球化信息时代的

发展潮流。

虽然作为工具的中文打字机已淡

出我们的生活，但在汉字面临机械化的

历史中，中文打字机承担了重要的历史

角色。正是在中文打字机的设计探索

中，中文的现代化传播逐渐摆脱英文打

字机“所打即所得”的思路禁锢，中文输

入法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由此发出人

机交互的先声。时至今日，汉语已经展

现出崭新的生命力，成为当今全球使用

人数最多、最活跃的语言。

时至今日，在各国文字的打字机上

打字依然困难、缓慢。输入的未来会是

什么面貌？或许接下来，声音识别会让

人类逐渐淘汰键盘？配备触控笔的平

板电脑以及手写方式也受到欢迎。从

这个角度来看，中文打字机的历史，不

仅仅是键盘的历史，可能还属于未来更

宏大的书写前景。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 吴雨珂
图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语堂和女儿林太乙展示“明快
打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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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金沙遗址、都江堰……巴

蜀大地的名片，远不止这些。石窟，其

实是巴蜀大地受到低估的“重量级选

手”。日前，《巴蜀石窟：藏在乡野的中

华文明》新书分享会在成都方所书店举

行。会上，本书作者、四川省文旅厅四

川文化专家库专家袁蓉荪讲述了16载

寻访拍摄巴蜀石窟的经历，以及与石窟

为邻的乡土居民们的感人故事。

巴蜀石窟并非仅限于四川乐山、重

庆大足，而是遍布整个巴蜀大地，从南北

朝时期延续至今，早已深深地融入了巴

蜀人民的生活。这些石窟常年“沉睡”在

山岭与乡野，它们的历史与现状、它们的

保护与存续，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巴蜀石窟：藏在乡野的中华文明》

一书分“川北蜀道”“嘉陵江畔”“川西坝

子”“成渝古道”“安岳石窟”“大足石刻”

六个篇章，按照石窟艺术自中原传播到

巴蜀的路径，选择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的

37处代表性石窟文物，收录612幅图

片，介绍石窟的悠久历史、艺术价值、人

文轶事，以及石窟所在地的历史地理、

乡土风貌等。

本书语言平实，可读性强。关于成

都龙泉驿区的大佛寺，袁蓉荪介绍了开

凿有北周文王碑与唐代造像的“天落

石”，以及守护该文物53年的文管员肖

太发的故事。袁蓉荪说，“巴蜀石窟造

像独具魅力的地方就是人间烟火气，这

里很多乡土民俗的祈福节庆活动，都与

周边石窟造像有诸多关联。”袁蓉荪在

十余载行走、拍摄的过程中，不仅被巴

蜀石窟造像的艺术、历史、人文价值所

吸引，也被一个个默默无闻的文管员所

感动。

2021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十四

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提出实

施“石窟中国”保护工程，尤其提到以川

渝等地区为重点，开展中小石窟寺抢救

性保护。袁蓉荪说，“我深信，巴蜀石窟

乃至整个中国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存

续，即将迎来崭新的一页。”

封面新闻记者周琴

讲述“巴蜀石窟”的人间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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