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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使用者日漸習

慣透過網路產製專屬的數位內容，然而中文缺

字問題，造成部份中文字無法被完整的呈現與

使用，因而限制了文字在數位內容產業中的應

用。  

  本研究整合中文缺字技術和多媒體技術，

發展一套可同時編輯中文字與影像的線上多媒

體編輯平台，使用者能夠透過此平台製作出一

般電腦未編碼的漢字、古漢字以及合文等文字

內容，並可以將它與多媒體內容整合，進行數

位圖章、電子賀卡等加值應用。此平台可提供

數位內容製作者作為中文字的應用中心，解決

中文缺字製作與應用的問題。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 :中文缺字、多媒體編輯、動態組字、
數位典藏、數位設計 

 

1.1.1.1.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電腦系統中，每個文字皆存在對應的編

碼，早期電腦源自於英語系國家，其編碼系統

只需包含英文、數字和符號等封閉式的集合，

所以不存在缺字問題；然而在亞洲語系國家中

的表意文字，由於電腦編碼空間有限而無法被

完整對應，使得文字資訊無法適當的傳達、溝

通和共享，因而產生缺字問題。 

目前中文 BIG5 編碼只收納了一萬三千多

個字，在文字的運用上仍存在著許多缺字，面

對此問題，一般單位常以造字法作為解決方

案，但造字法不僅費時、費力，在不同造字檔

間也因文字編碼並不完全相同，而在整合上可

能發生同字異碼或異字同碼的狀況，因此造字

法不僅沒有系統不易管理外，也無法達到文字

的流通和共享。 

後續發展的 Unicode 計畫，增加所收錄的

漢字數量，降低了缺字發生的機率，但因中文

字的數量十分龐大而無法完整收錄所有的漢

字，況且漢字會隨著時空環境改變，衍生出字

音、字義、字形之變化，隨著日後新字的產生，

缺字問題仍會再度浮現，面對如此複雜的文字

結構，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打破原先設計編

碼，改以適合漢字結構的方式來處理缺字問題。 

目前政府單位設立了全字庫[13]作為政府

機關缺字問題的解決方案，而中央研究院文獻

處理實驗室[1]亦發展出漢字構形資料庫[12]來

處理缺字問題，全字庫收錄的文字共有 10萬餘

字，而漢字構形資料庫收錄了將近 12萬的古今

漢字，相較之下漢字構形資料庫在漢字收錄上

較為完整，而且它不僅擁有漢字構形的知識，

也收錄了古今不同字集及異體字，因此能提供

給有缺字需求的使用者較好的利用。 

就缺字的使用需求上，我們可以由「政府

機關中文資訊應用概況調查分析結果」[4]得

知，在缺字問題發生的狀況下，以特殊人名、

地名、專有名詞和廠商名稱命名的造字使用頻

率最高。在日常生活中此類的造字需求屢見不

鮮，尤其以數位產業最為明顯，像是姓名、祖

譜上的文字、特殊地名之紀念圖章，或是罕見

文字廠牌的製作，而目前進行數位設計的廠商

所提供的文字數量多為常用字，因此對於罕見

文字的需求便顯得力有不足。 

缺字問題不但限制了數位產業未來發展的

延展性，同時一些較具紀念性、價值性內容的

創造也會因此而面臨瓶頸；然而隨著網際網路

的蓬勃發展，人們逐漸習慣透過網路進行溝通

和傳達訊息，文字資訊在網路上的流通、應用

變得更為普遍，目前漢字是世界上最多人使用

的文字，近年來各國使用漢字的人口也持續地

增加，因此解決缺字問題更顯得有其必要性。 

因應此問題，本研究整合了缺字和多媒體

技術，運用漢字構形資料庫以及動態組字的缺

字解決技術，提出了一套中文字整合設計平

台，其目的在於提供解決中文缺字問題以及缺

字無法在數位產業或一般大眾之間普及共享、

流通、應用的問題，並以生動有趣的介面吸引

更多使用者前來使用，滿足生活中的實際需

求，使用者能夠取得所需的文字資訊，不僅在

數位內容產製的過程能被完整地呈現，在一般

單位也能更加普及地應用。 

 



2.2.2.2.相關理論與技術相關理論與技術相關理論與技術相關理論與技術    

    

2.1 漢字構形資料庫漢字構形資料庫漢字構形資料庫漢字構形資料庫    

  漢字構形資料庫是為了解決文字編碼衍生

缺字問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就中文漢字的字

形結構而言，每個中文字可視為由各個不同的

部件所組合而成，舉例來說，「萌」字可拆解為

「艸、日、月」三個部件，以此概念對每一個

中文字做延伸，便能夠解決漢字編碼的問題，

因為每個文字皆能以有限的部件來表達不同字

形結構的文字。 

漢字構形資料庫記錄漢字的方式是以上述

概念為基礎，依據不同的字形結構作構形分

析，並發展出一套漢字的表達方式，稱之為構

字式，構字式是以漢字拆解的部件和特定構字

符號所形成的漢字表示方式。 

構字符號總共有十三種，分別為： 、 、

、 、 、 、 、 、 、 、 、 、 ，

以下是構字式的規則說明，如表 1所示。 

 

表表表表 1 構字構字構字構字符號符號符號符號說明表說明表說明表說明表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部件的連接由左至右 

 部件的連接由上至下 
連接連接連接連接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    
 部件的連接由外至內 

 
部件部件部件部件

序序序序     

按部件書寫順序輸入，前後

以起始符號( )和終止符

號( )包夾 

 兩個相同部件直聯 

 三個相同部件直聯 

 兩個相同部件橫聯 

 三個相同部件橫聯 

 
三個相同部件呈三角狀排

列 

方便方便方便方便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    

 四個相同部件橫聯 

 

構字式有許多優點，在文字數位化的過程

中，能夠以有系統的方式將文字分門別類，並

提供使用者一套規則作為日後查詢的依據。構

字式切合了漢字以義構形的特點，以漢字形體

為基礎來解決缺字問題，如此一來，即使未來

所產生的新字也能夠以正規化的表達方式記錄

在漢字構形資料庫中。 

  早期漢字構形資料庫的建置是以楷書字形

為主，再陸續延伸至古今漢字的整理、收納各

種字集的漢字，並建立不同歷史時期的異體字

表，以表達不同漢字各時期文字間的關係。 

  目前資料庫共收錄古今漢字 11 萬 9 千餘

字，其中楷書字形約 6 萬 4 千個，小篆約 1 萬

1 千字，金文約 2萬 1千字，楚系簡帛文字約 1

萬 9 千字，甲骨文有 2 千餘字。而異體字表的

部分共收錄《漢語大字典》1 萬 2 千餘組。 

 

2.2 動態組字動態組字動態組字動態組字 

漢字構形資料庫雖能解決缺字問題；然而

若目前需要用的字仍未被收錄在資料庫中，即

使使用者拼湊出構字式也有可能檢索不到，此

時必須透過一道標準程序申請新字，但缺點是

資料庫的更新不具即時性，必須等到資料庫中

紀錄新的文字後才能夠使用，而動態組字便能

解決這樣的不便。 

  目前剎那搜尋工坊[5]所開放的可攜式造

字引擎可以用來實作動態組字，其組字方法是

利 用 Unicode 和表意文字序列 (Ideograph 

Description Sequence)的組合來表示。表 2分別

比較漢字構形資料庫和可攜式造字引擎之間的

差異。 

 

表表表表 2漢字構形資料庫漢字構形資料庫漢字構形資料庫漢字構形資料庫與動態組字比較表與動態組字比較表與動態組字比較表與動態組字比較表 

漢字構形資料庫漢字構形資料庫漢字構形資料庫漢字構形資料庫 

構字構字構字構字表示表示表示表示式式式式 

可攜式造字引擎可攜式造字引擎可攜式造字引擎可攜式造字引擎 

動態組字動態組字動態組字動態組字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中置式表示法 前置式表示法 

部件序、構字符號 Unicode、表意文字序列 

 

由於可攜式造字引擎和構字式的表示法不

盡相同，因此必須透過中置式轉前置式的步

驟，才能將動態組字和漢字構形資料庫做整

合，如此一來系統便能透過構字式轉換、擷取

字形圖片，最後將文字即時輸出給使用者。 

動態組字的需求較常發生在合文的呈現

上，所謂的合文是由多個漢字組合而成，在字

典中往往找尋不到，像是「孔孟好學」、「招財

進寶」，這些字皆可以透過動態組字的圖片擷取

模組將文字即時地呈現出來，如圖 1 所示。 

 

    

 

圖圖圖圖 1 動態動態動態動態組字示例圖組字示例圖組字示例圖組字示例圖 

    



3333....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    

 

本研究以中文缺字處理技術為基礎建構了

一套系統，以解決數位內容產製過程所發生的

缺字問題，使用者能夠利用此系統所提供的設

計平台，以圖文互動的編輯方式產製出個人專

屬的數位內容，而數位內容的引用和產製是透

過系統中各個模組間互動達成的。 

系統中涵蓋幾個模組，分別是缺字檢索模

組、動態組字模組、圖像處理模組，以及多媒

體編輯模組，系統架構圖如圖 2 所示，而以下

部分將介紹這些模組在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 

 

缺字檢索模組

動態組字模組

圖像處理模組

多媒體編輯模組

漢字構形
資料庫

Client

Server

System

DB

 

圖圖圖圖 2 系統架構圖系統架構圖系統架構圖系統架構圖 

 

3.1缺缺缺缺字字字字檢索模組檢索模組檢索模組檢索模組 

文字資訊的部份，使用者能夠透過缺字檢

索模組至漢字構形資料庫中取得所需的文字，

而檢索模組提供多種查詢方式讓使用者取得文

字資訊，以下將以幾種不同的檢索功能說明之。 

 

3.1.1字字字字形形形形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字形檢索會將使用者輸入的文字送至漢字

構形資料庫中作字形比對，並將符合的文字資

訊回傳給使用者。除了直接輸入文字外，使用

者還能透過部件檢索、部首查詢、漢語拼音檢

索取得所要的文字資訊。 

以部件檢索為例，其使用時機通常是使用

者不知道該字的讀音，或是輸入法無法支援使

用者輸入該文字，在此狀況時使用者只需輸入

拆解後的部件作部件檢索，系統便能將這些部

件拆解成字根並對資料庫作模糊查詢，在檢索

後將相符的文字資訊回傳給使用者。 

 

3.1.2異體字異體字異體字異體字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異體字檢索的部分，能夠讓使用者認識在

中國文字演變過程中，各時期文字書寫上字形

結構的變化，以及了解不同文字間的字義的關

係，檢索到的異體字能提供使用者作後續利用。 

 

3.2動態組動態組動態組動態組字字字字模模模模組組組組 

當缺字檢索模組找不到使用者所需的文字

資訊時，動態組字模組能提供即時自行組字的

服務。此模組是以構字式做為組字依據，但因

為組字構字式對一般使用者而言進入門檻高且

不易使用，因此介面設計上以圖像化為原則，

其操作介面將於下一章系統實作再多加介紹。 

 

3.3圖像處理模組圖像處理模組圖像處理模組圖像處理模組 

  此模組負責圖像資訊的處理和應用，在進

行多媒體編輯的功能前，使用者能夠提供適合

的圖像資訊作為設計的元素，而此模組提供使

用者上傳圖片、透過網址引用外部圖片兩種方

式，當圖片來源確定後，為了符合設計規格，

本模組亦提供使用者對圖像作等比裁切的功

能，而處理後的圖片將呈現於平台等待進行後

續的編輯動作。 

 

3.4多媒體多媒體多媒體多媒體編輯模組編輯模組編輯模組編輯模組 

多媒體編輯模組以 Flash 開發，使用的程

式語言為 Action Script 3.0，以下為此模組所開

發的編輯功能，其功能包括： 

� 畫線：使用者能藉由調整線段的粗細、顏

色和透明度等屬性，畫出其想要的線段。 

� 拖曳：拖曳已產生的線段、文字及圖片。 

� 刪除：刪除點擊到的線段、文字及圖片。 

� 縮放：將文字、圖片作放大、縮小的設定。 

� 旋轉：以自行設定的角度作物件的旋轉。 

� 變形：以自行設定的角度作物件的變形。 

使用者能夠利用多媒體編輯模組所提供的

功能，將文字、圖像資訊做進一步的設計，直

到使用者確認其內容已設計完成後，系統會將

這些產製出的數位內容作品儲存在伺服器端，

以進行產製內容的應用，而這些作品也能在不

同的使用者間分享、傳播、引用和再設計。 

 

4.系統系統系統系統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系統的流程簡化如圖 3 所示，而此系統的

操作說明如下列分項詳加解釋。 

 

� 選擇文字或圖片 

使用者登入系統後，在功能選單的地方可

以選擇使用文字和圖片的輸出功能，以進

行後續多媒體編輯引用圖文的動作。 

� 選擇文字檢索 

文字資訊的部分，首先給使用者選擇文字

檢索方式，例如：字形檢索、部件檢索、

部首查詢、漢語拼音查詢及異體字檢索。

而後系統會利用使用者輸入的查詢條件到



資料庫查詢文字是否存在，若存在的話再

到資料庫中做字集的比對，並傳回該串文

字所共同具有的字集，如甲骨文、金文等，

提供使用者選擇字型。最後當使用者設定

完文字大小和顏色並按下送出按鈕後，此

文字將會被輸出至設計平台中。 

� 製作動態組字 

而若使用者輸入的查詢條件到資料庫查不

到結果時，則會進入動態組字頁面，本部

份透過使用者的參與和系統構字式的轉換

來幫助使用者完成組字的動作。 

� 選擇圖片 

使用者可選擇是否引用預設圖片，若選擇

引用則系統直接將圖片輸出至設計平台

中，若使用者選擇自己提供圖片來源，則

有上傳圖片和引用圖片網址兩種選擇方

案，圖片上傳後會讓使用者依照規定的格

式大小作等比裁切，最後將處理後的圖像

輸出至設計平台中。 

� 多媒體編輯 

使用者能透過設計平台中的多媒體編輯功

能將文字和圖片作整合，如文字、圖片縮

放、旋轉的功能，以產製出多樣且豐富的

數位內容應用。而當使用者編輯完成後，

這些作品會被儲存於本機端作為後續數位

內容引用或加值的依據。 

 

選擇檢索方式
並輸入查詢條件

輸出文字圖像資訊

製作動態組字 上傳或引用外部圖片

進行多媒體編輯設計

True

False

文字

圖片

查詢資料
庫是否有字

選擇是否採
用預設圖片

選擇
文字或圖片

True

False

開始

是否結束編輯功能
False

結束

True

輸出圖像資訊

 

圖圖圖圖 3 系統流程圖系統流程圖系統流程圖系統流程圖 

 

5.系統系統系統系統實作結果實作結果實作結果實作結果 

 

本系統採用三層式架構開發，Server 端採

用 IIS 伺服器，資料庫使用 SQL Server；網頁

程式採用 ASP.Net 來開發。 

  本系統開發的整合設計平台能夠實作出各

項數位內容的應用，而以下系統實作的部分，

將分別進行介紹： 

 

� 字形檢索字形檢索字形檢索字形檢索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字形檢索的部分，以兩種使用者常用檢索

漢字的方式作為範例，部件檢索和拼音檢索，

分別如圖 4、圖 5所示。 

  若使用者欲查詢的字為「漁」，在圖 4部件

檢索時能夠輸入「水、魚」兩個部件作為檢索

條件，而經過資料庫模糊查詢比對後，使用者

可以得到圖 4下方符合的檢索結果。 

 

 
圖圖圖圖 4字形檢索之部件檢索範例圖字形檢索之部件檢索範例圖字形檢索之部件檢索範例圖字形檢索之部件檢索範例圖 

 

  在字形檢索中能夠透過不同的檢索條件查

詢，而圖 5 是以拼音檢索為範例，拼音檢索有

國音二式、韋式、雅禮、通用拼音、漢語拼音

等檢索方式，在本例中使用者選擇國音二式並

以「yu」作為檢索條件，給使用者選擇查詢到

的文字，以進行文字編輯和輸出的動作。 

 

 
圖圖圖圖 5字形檢索之拼音字形檢索之拼音字形檢索之拼音字形檢索之拼音檢索檢索檢索檢索範例圖範例圖範例圖範例圖 

 

 



� 異體字檢索異體字檢索異體字檢索異體字檢索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異體字檢索的實作畫面如圖 6 所示，輸入

文字為「漁」，使用者能透過不同字集的選擇檢

索到不同時期使用文字的狀況，如甲骨文、金

文、楚系文字等，圖 6 是選擇金文字集的結果，

最後在使用者選擇所欲呈現的異體字後，系統

會將使用者選擇的異體字作編輯和輸出。 

 

 
圖圖圖圖 6異體字檢索實作範例圖異體字檢索實作範例圖異體字檢索實作範例圖異體字檢索實作範例圖 

 

� 動態組字動態組字動態組字動態組字操作操作操作操作流流流流程程程程  

在動態組字的過程中，使用者只需輸入欲

組出文字的拆解部件，並將不同部件做拖拉組

合，系統模組便能自動啟動構字式轉換的功能

並達到動態組字效果。 

  圖 7 以合文「唯吾知足」為例，說明上下

和左右形式的部件組合，其操作說明如後。 

 

(1)

(2)

(3)

(4)

(5)

(6)

(7)

(8)

 
圖圖圖圖 7 唯吾知足之唯吾知足之唯吾知足之唯吾知足之動態組字操作說明圖動態組字操作說明圖動態組字操作說明圖動態組字操作說明圖 

 

(1)進入動態組字介面後，使用者首先輸入所欲

組字的拆解部件，並按下確認按鈕，系統會將

其輸入的部件設成可拖拉元件，並顯示於下端。 

(2)使用者能依個人喜好選擇組字的順序，在此

例中，首先第一個欲組出的字為「唯」，其部件

的連接順序是由左而右，因此選擇構字符號 。 

(3)將「口、隹」兩個部件拖拉到組字框內，此

時系統會自動產生組出的「唯」字於下端，並

將原先「口、隹」兩個部件的拖拉功能取消。 

(4)接著要組出「知」字，其連接順序一樣是由

左而右，因此不需改變其構字符號型態，而唯

吾知足的「知」和「唯」兩個字共用一個「口」

部件，因此必須將「矢、唯」兩字拖拉至組字

框中，並完成「 」字的組合。 

(5)接著要組出「吾」字，其部件的連接順序是

由上而下，因此選擇構字符號 ，而系統會將

組字框設定為上下的拖拉型態。 

(6)同理，「吾」字和剛才組出的字擁有共用部

件，所以此步驟將「五」字和「 」字作組合。 

(7)最後將「止、 」兩字組合成「 」。 

(8)顯示出唯吾知足的「 」字及其構字式，當

使用者確認完成後，便能將此文字做新的用途。 

  圖 8 是「迆」字的動態組字的操作說明圖，

說明內外部件的組合方式，其操作說明如後。 

 

(1)

(2)
(3)

(4)

 
圖圖圖圖 8 迆字迆字迆字迆字之動態組字操作說明圖之動態組字操作說明圖之動態組字操作說明圖之動態組字操作說明圖 

 

(1)使用者首先輸入部件並按下確認鈕，而系統

將此部件設成可拖拉元件顯示於下端。 

(2)選擇組字符號 能完成內外部件的組合。 

(3) 內 外 部 件 組 合 中 的 外 部 部 件 有

「 、 、 、 、 、 、 」幾種選擇，使用

者在此步驟必須選擇外部組合的部件而不需手

動輸入，此例中以「辶」做為外部部件。 

(4)將「也」拖拉進組字框後能夠組出「迆」字。 

  經過以上的說明，可以得知圖像化的方式

能夠幫助使用者順利組出構字式以完成動態組

字的動作，在操作上不僅變得簡易使用，使用

者還能自己發揮創意、親自參與設計過程，創

造出具有意義且實用的文字資訊。 

 

� 數位電子圖章數位電子圖章數位電子圖章數位電子圖章操作操作操作操作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數位電子圖章是提供製作個人專屬圖章的

一項應用服務，使用者能利用多媒體介面對文

字作拖拉、組合，以便完成固定形式的圖章，

完成後的作品能被設計平台直接引用。圖 9 表

示數位電子圖章的操作說明圖，其說明如後。 

 

    



(1)

(2)

(3)

(5)

(4)

    
圖圖圖圖 9999 數位電子圖章操作數位電子圖章操作數位電子圖章操作數位電子圖章操作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圖圖圖圖    

 

(1)提供幾種固定版形以選擇圖章文字的陳列

方式，使用者能夠依照所欲輸入的字數做選擇。 

(2)輸入文字並且按下送出文字按鈕。 

(3)系統會依照使用者輸入的文字送至資料庫

作字集的比對，並且列出文字存在的字集，而

此例中使用者選擇了小篆字集。 

(4)選定圖章的顏色，並按下製作圖章按鈕。 

(5)系統會自動將製作圖章的效果呈現於右上

方供使用者預覽，確認完後按下確認按鈕並能

夠將該圖章存檔以作後續的應用。 

 

透過如上所述的操作流程，使用者能夠設計出

如圖 10之數位電子圖章的成品範例。 

 

    
 

   
圖圖圖圖 10101010 數位數位數位數位電子圖章電子圖章電子圖章電子圖章設計設計設計設計成品成品成品成品範例範例範例範例圖圖圖圖    

 

� 多媒體圖文編輯多媒體圖文編輯多媒體圖文編輯多媒體圖文編輯 

透過中文字整合設計平台，使用者能在多

媒體開發的介面下進行先前所輸出圖片、文字

的編輯動作，如圖 11所示，使用者能夠對輸入

的圖片做編排、用畫筆畫線作註解，以及對圖

文做拖曳、縮放、旋轉及刪除等動作，如此一

來多媒體編輯功能使得文字資訊在數位產業的

使用上變得更加豐富、便利。 

圖 12 是以多媒體編輯介面實作出數位典

藏應用的範例，在設計過程中亦能引用先前所

設計的數位電子圖章至設計畫面中，當使用者

編輯完畢後，系統將其作品進行存檔和應用。 

 

 

圖圖圖圖 11111111 多媒體多媒體多媒體多媒體線上編輯範例圖線上編輯範例圖線上編輯範例圖線上編輯範例圖        

此圖引用自數位典藏聯合目錄網站[[[[2]]]]。 

    

 
圖圖圖圖 11112222 整合設計平台整合設計平台整合設計平台整合設計平台在數位典藏的應用在數位典藏的應用在數位典藏的應用在數位典藏的應用    

此圖引用自數位典藏聯合目錄網站[[[[6,8,9]]]]。 

 

由於多媒體的介面較能體現圖文並茂的效

果，對於使用者而言較為直覺，也能實現所見

即所得的精神，因此應用上能夠作為數位典藏

展示、古今漢字的數位學習，進而吸引更多新

的使用者前來產製創新的數位內容。 

 

6.結論與結論與結論與結論與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本研究整合了以缺字技術為基礎，利用漢

字構形資料庫及動態組字技術，整合了多媒體

技術建構出一個中文字製作的設計平台，以解

決數位內容產製因缺字問題帶來的不便。而本

研究能推廣給一般有特殊文字需求的使用者，

甚至讓世界各地對於漢字文化有興趣的人更方

便地取得文字資訊並產製其個人數位內容。 

本系統目前的應用有線上電子賀卡，能運

用漢字構形資料庫中文字提供使用者在設計平

台上製作卡片，寄送個人作品給認識的親友，

再者，使用者能夠自行發揮創意，將不同歷史

時期的文字加以運用，實現個人專屬圖章的製

作，達到中文字在數位產業的實際應用。 



本系統未來可以有廣泛的發展方向，諸

如：姓名祖譜、特殊地名 Logo 製作、藏書章、

藏書票，或是罕見商標廠牌的製作，亦或是利

用 目 前 系 統 所 開 發 之 編 輯 功 能 ， 配 合

CAD(Computer-Aided Design)製作成各項中文

字之需求產品，像是紀念 T-Shirt 或是紀念杯等

實體產品，滿足使用者創造數位內容的需求。 

本系統亦能夠作為數位學習的一套工具，

因為漢字構形資料庫所收錄的文字來源大多是

古籍中的文字和各時期的古今漢字，因此未來

可以發展成古今漢字的教材，使用者可以對古

漢字能有更多的接觸並有機會欣賞漢字的結構

和其演變流程，另外，也可以作為數位典藏的

傳播和展示，讓使用者將具有典藏意義的數位

內容加以推廣、傳播、應用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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