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走红” 改写人生
2002 年，理查德的汉字字源网正式

上线。 6500 多个汉字所对应的每一个字

形， 理查德都给它们编了编码。 与此同

时，由于经济不景气，理查德失去了在硅

谷的高薪工作。他只能搬去田纳西州，当
上了一名河道管理员。业余时间，在十平

米的出租房内， 面对着这个访问量始终

不温不火的小众网站， 理查德过着苦行

僧一般的生活。服务器的租金交不上了，
他就在网站首页加上一个捐款链接，请

大家捐款帮助他维护更新网站。 哪怕一

年到头的捐款金额只有几十美元， 但他

也没想过要放弃。
转机出现在了 2011 年 1 月 13 日。

那一晚， 理查德突然发现自己的账户在

短短一小时内收到了超过 100 美元的捐

款。而网站当天的点击量，破天荒地突破

了 60 万次。
此时大洋彼岸的中国， 有一位网友

刚用煽情的文字在微博上介绍 了 理 查

德：“这个人叫 Richard Sears。 他用二十

年工夫，手工将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字

形数字化处理， 上传网络供所有人免费

使用。 这就是外国人 （我猜是美国）的

‘傻’吧，这种国家工程，怎么能自己一个

人弄呢……”
从这天开始， 理查德的邮箱被 “挤

爆”了。 雪片般飘来的几千封邮件，让他

兴奋不已：“我几乎每天都在回信， 邮件

里第一次有人叫我‘汉字叔叔’，我太喜

欢这个称呼了。 ”紧跟而来的，还有无数

个相邀采访的越洋电话， 天津电视台甚

至直接派了一路摄制组飞到美国， 为理

查德拍摄专题片。在那部专题片里，理查

德的“陋室”让无数观众动容心酸。 狭窄

的房里，除了书架、书桌和书，几乎没有

别的陈设，就连床都没有。 平时，理查德

直接睡在地板上，当天的采访，主持人也

是坐在地上进行的。 理查德坦言， 这些

年，为了这个网站，他已经耗尽了自己之

前 20 年存下的 30 万美元积蓄。
2012 年，天津卫视的《泊客中国》节

目组又向理查德发来了邀约。 在理查德

看来，这就像中国那句老话说的，缘分到

了。 62 岁的他随即买了一张飞往天津的

机票，开始了在中国的“泊客”生活。
由于年龄过大且没有博士学位，理

查德只能依靠旅游签证停留在中国。 每

隔一段时间， 他就要离境办理相关签证

手续再入境， 对于六十多岁的理查德而

言， 除了麻烦， 也意味着一笔不小的开

支。 有一次，他飞到韩国首尔，在仁川机

场待了一会儿就又飞回天津， 原本以为

签证可以延长一个月，但到了办手续时，
却被告知不行。不仅护照被没收，理查德

还被要求在 10 日内离境。 情急之下，又
是微博帮到了他。 他发了一条希望留在

中国的微博， 被广大热心的中国网友海

量转发并呼吁———“留下‘汉字叔叔’！ ”
随之而来的， 又是连续不断的采访

和曝光。这一次，北京师范大学好心接收

了理查德，让他兼职用英语教物理课，每
个月给他四千多元工资， 还给他配了办

公室和公寓。过去这几年，“汉字叔叔”在
中国的媒体“曝光度”不算低，仅今年一

年，理查德就两次做客中央电视台，相继

作为嘉宾出现在“朗读者”和“开学第一

课”的节目中。
在结束了和北师大的工作合同后，

今年理查德从北京搬到了安徽 小 城 黄

山。 他很喜欢黄山的自然环境，当然，更
吸引他的，是当地每月只要 1200 元就能

租到像样的两居室。在那里，理查德不仅

每天都能潜心研究汉字， 还有几个志同

道合的朋友可以一起切磋讨论。 有好心

的学者朋友让自己的学生给理查德当助

理，在汉字研究上和他沟通，并给予网站

建设上的建议， 还有更多的热心人士不

断帮理查德寻找着各类讲课机会。 对理

查德而言， 这些机会除了能带给他一些

额外收入， 更能让他把自己对汉字的执

着理念，传递给更多汉字的实际使用者。
他告诉记者， 他在中国遇到过一些

书法家， 会写很漂亮的篆体字甚至甲骨

文，但和他们交流后发现，其实他们对那

些汉字的真正含义并不了解。在他看来，
这样的书法家更像是艺术家：“他们只是

在‘画’漂亮的字，而我要探究的是，这个

字从何而来。 ”
其实 ， 汉字的起源可追溯到 6000

年前， 从甲骨文、 金文开始， 到隶书、
草书， 最后演化成现今通用的简体字，
期间共经历了至少 9 种字形的演变。 在

理查德看来， 自使用简化字起， 其实绝

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 也无心了解汉

字演变背后的真正故事， 这是他非常担

心的。 “几千年来流传、 演变至今的传

统文化， 如果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感

兴趣， 不知道它们背后的故事， 那它们

还能再流传多久 ？ 我担心 ， 再 过 一 百

年 ， 现在你们用的简体字也会不 复 存

在。” 理查德说。

一种坚守 激励前行
理查德有个习惯，无论走到哪，他都

会随身带一个本子， 逢跟人交流时就会

写下几个汉字的演变过程， 来激起对方

的好奇心。哪怕是对着一群小学生，他也

用一些简单的象形文字， 试图让他们明

白文字和事物的潜在联系。
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师研究

基地的阶梯教室， 理查德出题让大伙来

个头脑风暴：“如果你走进一个五千年前

普通中国人的家，你最先会看到什么？ ”
沉默数秒的台下， 传来了千姿百态的猜

想———土炕、炭火、陶器……
“汉字叔叔”的回答是小孩手里的纺

线锤。“我感觉纺线这个工作在古人的生

活中应该占据了重要位置， 因为在我整

理出来的数据库中， 差不多有四分之一

的汉字，都跟纺线织布或服饰有关。虽然

我不知道那些古人是怎么生活的， 但通

过古汉字，我可以一点点推理出来。 ”
三个小时的讲座结束， 好几个学生

都等着没走。他们围到黑板前，和理查德

交流着各自对汉字的认识。 理查德在黑

板上写下一个 “肚” 字：“古代没有这个

字，但有‘月’和‘土’字。 很多书上都说，
‘月’代表肉，但我不这么认为。 ”他继续

在黑板上写甲骨文、金文里的“月”：“你

看它的样子，哪里像肉？ 这些个字，笔划

一排排的，明明像一根根的骨头。我考虑

了好久，很多专家说它是肉，但我觉得是

肋骨。 ”
“又比如‘人’字，一撇一捺，有人说，

这是两只脚，也有人说这是两只手。但我

认为这些解释都是错的。 因为如果你看

它的甲骨文演化过程， 你可以看到人的

头、身子、手、脚，其实那就是一个人的全

部。 ”理查德告诉记者，如果有专家告诉

他一个有关汉字的故事， 他一定会自己

去研究看看，是不是合理的、真实的。 他

并不要听那些“戏说”的汉字，只是想了

解最真实的解释，当然，如果对方对他的

意见有异议， 他很乐意和他们进一步讨

论、切磋。
只可惜， 在专家云集的北京生活那

几年， 并没有出现太多理查德所憧憬的

那种和专家切磋的场面。 邮箱里数万封

来信， 也大多来源于普通网民。 助理小

陈，最近一年一直跟着理查德，替他回邮

件，帮他安排活动，日常则协助他完成网

站的维护更新。 在她看来，作为一个 60
多岁的外国老人， 能够将人生最宝贵的

几十年都贡献给中国汉字， 本身就是一

桩了不起的事。
在采访的间隙， 她拿出手机给记者

看了知乎上一篇有关 “汉字叔叔” 的讨

论。近 4 万的浏览量下，有不少让她感觉

“刺耳”的声音———有人虽钦佩“汉字叔

叔”的精神，但觉得他的做法不可取———
“查一个汉字的古文字字形，我们不光需

要知道这个字古文字怎么写，更重要的，
我们需要了解它的出处。 而‘汉字叔叔’

的网站，只有图像，没有出处，没有解释，
没有上下文，无法验证、论证正确性。 ”
“‘汉字叔叔’所扫描的《甲骨文编》和《金
文编》，是上个世纪中叶的作品。 这两套

古文字编放在今天看来，有很多漏释、误
释的成分， 已经不太适合今天的古文字

学研究。 ”
“他们说的这些，‘汉字叔叔’ 也知

道， 可他何尝不想用最新的工具书来对

照、纠错？ 像《新金文编》他就特别想要，
可一套动辄就要两三千，‘汉字叔叔’负

担不起。 那能不能要个电子版？ 对不起，
也不行，因为涉及版权问题。他何尝不想

将网站内容做得更详细？他也想，可他毕

竟只有一个人， 更何况这些年他已为此

花光了积蓄。”作为“汉字叔叔”身边最亲

近的人之一， 助理小陈对这些苛求的声

音有些愤然。
倒是理查德本人， 始终一如既往地

淡定：“有人说我的网站没有学术价值，
但我想问，你（有学术价值）的网站，在哪

里？我想看！可能有些人的研究确实比我

有价值，手头资料也比我新、比我全，很

宝贵。但如果它不是公开的，不是随便就

能给普通人看到的， 那它的价值又体现

在哪里？ ”
当然，讨论声中也不乏“汉字叔叔”

的坚定支持者。 有一位网友这么说道：
“先不论学术价值，我觉得‘汉字叔叔’的
网站实用价值很高。 他早在十几年前就

把《甲骨文编》《金文编》《六书通》《说文》
四本书中的字体全部电子化了， 并且每

个字体都是一个图片，可放大和缩小，用
起来非常方便。早年，《甲骨文编》这些书

定价都非常高，普通人买不起，一般图书

馆又不收藏，借都没地方借。 为此，我们

无法系统地查阅特定汉字的早期字体，
并经常为此痛苦不已……没经历过这种

痛苦的人，根本无法理解‘汉字叔叔’的

网站给汉字研究爱好者所带来的便利。”
采访的尾声， 理查德兴奋地给记者

写下了他新网站的地址。“原先网站上的

内容已经基本都搬完家了。很快，我们回

去就要开始录视频，讲汉字故事，然后放

到新网站上。 这些年我已经陆续写了一

千多个故事了。 ”他说。
“听上去这个工程很浩大，那您最近

的资金还紧张吗？ ”记者忍不住问。
“最近收入还行，至少这两个月没问

题，接下来不知道呢。”理查德毫不避讳。
记者的心里有点替他犯嘀咕：“这么

多故事能顺利录下去吗？ ”
理查德似乎看出了记者的担忧：“我

从来不会去规划半年以上的生活， 要不

然也就不会有这个网站了。我的宗旨是，
不要考虑太多，只要今天可以做，那就开

始做吧，然后每天想办法，一直做下去。”
那一刻，记者终于明白，为什么理查

德能将这条从来不被人看好的路， 坚持

走这么久。

理查德：“汉字叔叔”和他的汉字情缘
本报记者 王星

他， 是一个对汉字痴迷了大半辈子的美国人。
他有三个名字———理查德·西尔斯、 斯睿德、 “汉字叔叔”。

理查德是他本名， 斯睿德是他的中文名， 而 “汉字叔叔” 是这几
年广大热情的中国网友赋予他的昵称。 理查德说， 他更喜欢大家
叫他 “汉字叔叔”。

1972 年 ， 年仅 22 岁的他为了学习汉语 ， 不顾父母反对 ，
离开美国的家， 买了一张单程机票独自飞往中国台湾。

1994 年 ， 经历了一场大病和四次心脏手术的理查德问自
己 ， 如果生命只剩下 365 天 ， 你会做什么 ？ 他的回答异常坚
定———将 《说文解字》 电脑化。 此后的七年间， 他几乎耗尽了所
有积蓄， 请了助手将 《说文解字》 《六书通》 《金文编》 《甲骨
文编》 等古书中的古汉字字形统统扫描进电脑。 2002 年， 由理
查德创办的 “汉字资源网” 悄然上线， 成为少数对古汉字、 甲骨
文感兴趣的专业人士的好帮手。

2011 年， 年逾花甲的理查德和他的网站偶然被中国网友发
现， 并引发了微博热议。 意识到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自己
和自己的网站， 理查德做了他生命中又一个重大抉择———搬到中
国。 天津、 北京、 上海、 黄山……这些年， 尽管在中国的栖身地
换了又换， 但理查德对汉字的执着劲儿从未消减。 在他的汉字字
源网上， 如今已解析超过 8000 个汉字， 收录近 10 万个古汉字
字形。 对查询者而言， 只要在网站上输入想查询的汉字， 便能瞬
间查看到这个汉字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过程———篆体字、 金文甚
至几千年前被刻在甲骨文上的模样。

如今， “汉字叔叔” 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要录视频讲
述他和汉字的故事， 然后放到自己的新网站上， 让汉字不仅电脑
化， 还要 “多媒体化”。 而这一切， 依旧只能靠他那些不定期录
节目、 做讲座的微薄收入来支撑。 但 67 岁的理查德丝毫不以为
然： “车到山前必有路 ， 我从来不去想太多 ， 只要身体条件允
许， 我就会想尽办法做下去， 因为汉字是我一生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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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病 唤起执念
十二月初的上海， 秋意正浓。 华东

师 范 大 学 国 际 汉 语 教 师 研 究 基 地 内 ，
“汉字叔叔” 正精神矍铄地用流利的中

文， 给台下一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

学生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们， 即将在两

个多月后， 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担任汉

语教师志愿者。
“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就给自

己定下了学汉语的目标， 也曾说走就走

到了中国台湾，但直到我四十岁，还是只

会说汉语不会认汉字。 对于我们外国人

来说，汉字就是一个个复杂的图案，要靠

死记硬背来学， 真的非常困难。 而实际

上，如果研究汉字的起源，你会发现其实

每个汉字背后都有着特定的意义和演变

过程，一旦你真正了解了这些，很多字自

然而然就记住了。我想做的，就是将这些

资料统统收集起来并且电脑化， 这样一

来， 那些汉语学习者或者想了解汉字演

变的爱好者就能方便快捷地查找到了。”
理查德给大家解释自己创办汉字字源网

的初衷。
只可惜，他的想法，没有得到太多人

理解，即便是他身为高中教师的父母。
理查德的老家在美国俄勒冈州一个

保守的基督教社区。在他的记忆中，那里

全是白种人， 全都讲英语、 全都是基督

徒，实在有些无聊。为了摆脱这种“无聊”
去看世界， 理查德决定学一门外语：“那

时世界上只有 7%的人说英语， 却有将

近 20%的人在说汉语，于是我就想学汉

语，想去中国。 ”
当时的中美尚未建交， 一听到儿子

要去中国， 理查德的父母快要气疯了。
“当时我爸极力反对， 想用武力吓唬我，
结果我却把他的手不小心弄骨折了，我

妈哭着说要去自杀。 ”理查德回忆道。 尽

管如此，他还是用攒了一年“刷盘子”的

钱，在 1972 年 7 月买了一张飞往中国台

湾的机票。 临行那天，尽管有百般不舍，
但父母还是去机场送了理查德。

初到台湾， 理查德身上只有 80 美

元。在找到一个月租金 17 美元的小屋子

安顿下后， 理查德很快找到了一份英文

老师的工作。此后两年，他没有上过一天

汉语学校， 却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学会了

汉语会话。 从家信中得知他需要一台电

视机收看汉语节目， 得了癌症的父亲还

给理查德寄了钱。只可惜，没过多久父亲

就因病去世了。
两年后， 理查德回到美国继续念大

学， 并拿到了物理学学位。 毕业后， 他

到台湾又生活了四年， 随后回国进入田

纳西大学计算机专业学习， 并在 1985
年拿到了硕士学位。 工作之余， 不甘平

静的他继续游历四方， 亚洲、 欧洲、 非

洲……就这样悠闲地迈过了不惑之年，
当初下定决心要学的汉语， 却始终没有

更深一层。
作为一个学过物理和计算机的大学

生来说， 理查德希望能探究汉字本身的

内在规律从而记住它们，而非对“图案”
的死记硬背。从《说文解字》开始，他不断

查阅有关甲骨文、篆体、金文以及字形演

变的专业书籍。很快理查德注意到，有时

尽管查的是同一个汉字， 但不同书籍给

出的解释却各不相同， 想要彻底弄明白

一个字的来源，往往要翻上好几本古书。
但理查德并不觉得枯燥，因为他发现，找
到一个汉字最初的样子， 然后看它是怎

样一步步演变过来的， 就会明白原来每

一个汉字都是合理的， 其背后都有一个

故事。 ”
为了能将这些资料电脑化， 理查德

拜访过很多古汉语研究专家以求获得帮

助，但在上世纪 90 年代，他们中的多数

人， 并无法理解那些刻在青铜器上的古

汉字和电脑之间有什么必要联系， 最多

也就是给理查德推荐些专业书籍。
1994 年夏天， 理查德突发心脏病。

回到美国，他前后共做了 4 次心脏手术，

搭了 3 个支架。 躺在病床上的理查德自

问自答：“如果生命只剩下 24 小时 ，我

会做什么？ ”“我应该打电话给朋友们告

别。 ”“如果还有 40 年呢？ ”“我大概会先

蹉跎 10 年。 ”“那如果是 365 天呢？ ”“我
想去把《说文解字》电脑化。 ”

当时的网络世界并不发达。 理查德

首先考虑的，是设计出一个电脑程序，以
实现对汉字字源资料的搜索与展示，而

这需要将《说文解字》中的篆体字统统扫

描进电脑。幸好，当时理查德在硅谷找到

了一份电脑工程师的工作， 这使得他能

够有足够的收入来出钱请人帮他做扫描

汉字这一重复而繁琐的工作。“我在唐人

街找到了安，当时 55 岁的她刚从中国移

民来，虽然她只有初中学历，一句英文都

不会，但她还是接受了我的邀请。 ”理查

德回忆道。
理查德给安配了电脑、 扫描仪等装

备， 教她使用计算机和输入法， 把扫好

的字一个个存到软盘里， 他自己则利用

业余时间编写程序。 一个又一个 365 天

就这样过去 ， 理查德在安的帮 助 下 将

《说文解字》 等四本工具书中近 10 万个

汉字字形统统扫进了电脑里。 至今， 回

忆起安， 理查德仍是心怀感激： “没有

她， 就没有我的网站。 最初， 她也看不

懂 《说文解字》， 可到后来， 她成了半

个汉字专家。”

理查德展

示孩子们送给

他的礼物。
（除署名

外， 均受访者
供图）

讲座结束后， 还有不少学生围着理查德探讨汉字问题。 本报记者王星摄 理查德和他的好朋友迪新在讨论网站更新事宜。

理查德很喜欢现在居住的城市———黄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