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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古至今，漢字的形、音、義的不同，加上不

斷的演變而產生了數量極多的字。電腦處理漢字的

方式，是透過對應的交換碼來顯示正確漢字，由於

編碼空間有限，無法表示所有的漢字，所以造成缺

字問題，為了完整保存與呈現古籍中的所有漢字，

所以中央研究院文獻處理實驗室發展漢字構形資

料庫以延伸的編碼集表達現有系統無法處理的漢

字。 
本研究以此資料庫為基礎，發展了適合於網際

網路環境上使用的缺字處理技術，讓缺字能夠在網

頁中被記錄與呈現。我們也發展線上的漢字構形資

料庫，讓使用者能更有效率的使用，以學習及了解

古漢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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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早期電腦系統發源於英語系國家，因此最早的

編碼系統僅包含數字、26 個英文字母的大寫與小

寫、標點與其他的特殊符號，西方文字可以有限字

母表示所有的字。然而亞洲地區大多為表意文字，

尤其漢字的字集依古今的變異、學術與應用環境的

差異等，而有字數、字形、字音以及字義上的變化。

因為字數不斷增加，其數量已超過早期編碼系統所

能記錄的數量，造成編碼空間對亞洲語系是不足夠

的。電腦的編碼系統是採取一個字對一個交換碼，

才能在電腦上顯示出來，所以電腦在處理漢字資料

時，會因為字形沒有對應的交換碼而無法顯示出

來，在儲存古籍的系統中情況特別嚴重。以目前常

被使用的繁體中文編碼 BIG5 為例，僅收納了一萬

三千多個常用字，仍有許多漢字無法被表示。 
為了解決缺字問題，一般治標的方法是在交換

碼的使用者造字區內，選一個碼位，並製造所缺的

字形。這種做法雖然可以解決電腦上不能顯示的缺

字，但可能會衍生如下的問題： 
1. 大幅增加資料登錄的工作；當鍵入資料時，遇

到缺字要先以一種特殊符號暫時替代，等造好

字之後，還得必須重新校對原文，整理改所有

缺字，過程非常繁雜。 
2. 造字的不易管理；若缺字數量龐大，加上所造

的字無法依交換碼的字序排列，會導致這些新

造的字不易查核比對。 
3. 造字區的空間不足；通常交換碼中允許造字的

空間在數十字至數百字之間。以 Big5 而言，造

字空間是最大的了，也只有 5809 字，超越此字

數後，將造成碼位的重疊或相同。 

4. 造成資訊共享的障礙；使用者造字所定的單行

碼，並不能確保在別台電腦系統上的位碼也是

相同的，破壞了交換碼的通用性，使電子文件

無法與大家共享。 
目前中央研究院文獻處理實驗室發展漢字構

形資料庫收納、整理中國古今漢字，以漢語大字典

為主，將各種字集的漢字資料收納，並建立各種字

集的資料庫，內容是由人工逐字所建立，系統功能

強大，但是使用者必須安裝在自己的電腦上。漢字

構形資料庫使用者比較偏向專業的人士，如：歷史

學家、漢學家、考古學家、博物館管理者、圖書館

管理者、政府相關機構。然而一般使用者，如：學

生、藝術家，對於漢字構形資料庫所提供的強大功

能並不需要太多，而且操作方式複雜，會令他們失

去對古漢字的興趣。 
在資訊科技與網路的快速發展下，人們更容易

透過網際網路取得資訊，若能將漢字構形資料庫應

用在網際網路上，更能推廣中國的漢字文化，也讓

使用者可隨時隨地透過網路來學習與了解漢字構

形的發展。 
我的漢字構形資料庫應用於網路上，主要是為

了解決一般使用者不需要長時間使用漢字構形資

料庫，並且希望能快速看到擁有相似部件字的古

字、字形演變，以及異體字。希望讓一般使用者能

對古漢字有更多的接觸，以求我們的中國文化，能

被欣賞、傳播還有傳承。 
 
2. 相關理論與技術 
 
2.1 漢字構形資料庫 
 

漢字構形資料庫是一個記錄漢字形體知識的

資料庫，這些知識包括： 
1. 古今漢字的字形演變 
2. 古今漢字的字形結構 
3. 不同漢字間的使用關係 

目前電腦處理漢字的諸多問題，例如缺字、異

體字等，主要原因在於電腦裡的漢字知識嚴重不

足。有鑑於此，中央研究院資訊所文獻處理實驗室



自 1993 年起，即先由字形著手，建置漢字構形資

料庫。 
漢字構形資料庫早期收錄的字形是以楷書的

現代印刷字體為主，其後陸續增加小篆、金文、甲

骨文、楚系文字等古漢字。主要的特色有如下： 
1. 銜接古今漢字以反映字形源流的演變。 
2. 收錄不同歷史時期的異體字表，以表達不同漢

字在各個時期的歷史層面的使用關係。 
3. 記錄不同歷史時期的漢字結構，以呈現漢字因

義構形的特點。 
4. 使用構字式解決古今漢字的編碼問題。 

漢字構形資料庫收錄不同歷史時期的漢字，除

了要作字形、字義的銜接外，還要依據不同的形體

來作構形分析。字形的銜接是依據字形的演變，在

電腦中使用相同的編碼位置，編入不同的字型。字

義的銜接是參考字義的隸屬，在電腦中使用不同的

編碼位置，編入異體字表。不同歷史時期的漢字構

形分析，雖然不見得合乎構形理據，但是在字形的

檢索上也有一定的根據，這也符合漢字『以義構形』

的依據。圖 1即漢字構形資料庫的組成，以及比較

重要的資料表。 

 
圖1 漢字構形資料庫的架構 

 
2.2 構字式的處理技巧 
 

漢字構形資料庫中有以特別規則表示每個漢

字的方式，是「構字式」。其基本的概念是以數量

較少的部件去形成數量極多的漢字。構字式是由部

件、構字符號，依照構字規則所行組成一個字的代

表式。構字式經過處理後，可從所屬字型檔取得正

確的漢字。 

構字符號目前有三大類，十三種分別為： 、

、 、 、 、 、 、 、 、 、、 、 ，

說明如表 1，表 2為範例。 

表1 構字符號表 

類別 符號 說  明 

 當部件的連接順序由左至右

 當部件的連接順序由上至下
連接

符號 
 當部件的連接順序由外至內

 部件

序  

按部件書寫順序輸入，前後

以起始符號( )和終止符號

( )包夾 
 二個相同部件直連 
 三個相同部件直連 

 二個相同部件橫連 

 三個相同部件橫連 
 三個相同部件呈三角狀排列

 四個相同部件橫連 
 四個相同部件直連 

方便 
符號 

 四個相同部件呈四角狀排列

表2 構字式範例 

使用符號 字例 構字式 

 加 力 口 

 凴 馮 几 

 閃 門 人 

、  解 角刀牛  

 炎 火 

  龍 
 
3. 系統架構 
 

本章節將介紹利用漢字構形資料庫在網路上

的應用及完整系統的架構。 
 
3.1 漢字構形資料庫應用於網路上系統架構  
 

目前系統是使用 IIS 伺服器並配合 SQL Server
資料庫。採用 ASP.Net 語言來開發。 

系統架構主要分成兩個部份，一個是利用漢字

構形資料庫的資料讓使用者在網路上檢索的功

能，一個是在網頁上呈現缺字的方式。系統架構圖

如圖 2。 



API

 
圖2 系統流程圖 

3.1.1 缺字檢索系統 
 

缺字檢索系統主要包含部件檢字、製作字形圖

片 字形演變以及異體字表。 
 

3.1.2 部件檢字 
 

部件檢字中，使用者輸入欲查詢文字的部件進

行檢索，檢索後會傳回字形、構字式、構字組合、

注音等資訊。如圖 3。 
輸入的部件會被拆解成字根，進入漢字構形資

料庫的楷書資料庫作查詢。主要用到楷書資料庫的

字根資料表及檢字表。透過檢字表可查出部件擁有

的字根，接著利用字根資料表將字根依編號作排

序，再傳回檢字表搜尋含有相同字根的資料。 

 
圖3 部件檢字 

 
3.1.3 製作字形圖片 

 
當部件檢字後，使用者可以透過製作字形圖

片，來設定字形大小、字形顏色及字體，來取得一

張透明底圖的字形圖片，如圖 4。 

 
圖4 字形圖片 

 
3.1.4 字形演變 
 

在製作字形圖片時，使用者可以點選字形演變

來檢視該文字在不同時期的文字演變。資料庫中收

錄了五個時期的字集，包含了甲骨文、金文、楚系

文字、小篆及楷書，如圖 5。讓使用者可以了解從

古至今的文字演變，以及文字出現的時期與收藏於

目前字典的何處。使用者不但可以藉此學到古字，

亦可欣賞古漢字美之所在。 

 
圖5 字形演變 

3.1.5 異體字表 
 

在漢字構形資料庫的異體字表其實是包含異

寫字以及異體字，異寫字是同一個字因不同寫法，

而造成形體差異，如圖 6「中」在金文字集中的異

寫字；異體字是音與義都相同，如圖 7為「拾」的

異體字。 



 
圖6 異寫字表 

 

圖7 異體字表 

 
3.2 網頁呈現缺字技術 

發展這項技術的目的是為了處理在網頁上呈

現缺字的問題。我們採用的策略則是將構字式轉換

成缺字圖形。其優點是能夠在任何瀏覽器中使用，

而且使用者不需要額外安裝字形檔。 
 
3.2.1 構字式處理 API 
 

構字式處理 API 會先判斷頁面上的構字式，並

將構字式送到漢字構型資料庫，若能搜尋到符合的

構字式，將會依據使用者設定的字形大小與字形顏

色，把該構字式轉換成一張透明底圖的缺字字形圖

片回傳至頁面的適當位置。 
 
3.2.2 動態組字程式 

 
漢字構型資料庫目前仍由中央研究院資訊所

文獻處理實驗室持續維護與新增，以因應持續進行

的漢字歷史文獻之數位化工作。因此，有些漢字所

對應的構字式尚未輸入漢字構型資料庫中。在處理

這些漢字的時候，我們會利用動態組字的函式即時

產生字形圖片。 
動態組字是一套按照構字式繪製漢字字形圖

片的自由軟體。例如"火 中 天"是資料庫中沒有

儲存的構字式，透過動態組字的函式，便可以即時

產出" "的字形圖片。 

 
4. 結論與未來規劃 

本文在說明漢字構形資料庫在網路上的應

用，目前的應用有缺字檢索系統，包含部件檢字、

製作字形圖片、字形演變和異體字表；以及網頁呈

現缺字技術，包含構字式 API 和動態組字程式。往

後將會繼續維護和發展新的技術，我們希望缺字系

統能提供更完善的功能給使用者，讓使用者可以進

一步了解漢字在各個時期的寫法及演變，並且欣賞

各種字體之美。 
目前會使用這項技術與系統的使用者侷限在一

些專業領域人士，為了讓更多的使用者能接觸到這

些資訊，未來會在原本的架構上，重新規劃系統流

程，讓操作上能更為靈活且與使用者更多互動；增

加其他檢索方式，如字音、部首、筆劃等方式，並

連結現有的線上辭典和字庫，成為一個古今漢字檢

索的整合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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