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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我国现有的字库只收入了7万多字，已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历经5年精心准备的“中华字

库”工程进入研发阶段，工程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收集和汇总历代文献资源中出现

过的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辨析源流衍变，确定每个字形的历史地位，建立汉字及少数民族

文字的编码和主要字体字符库。字库建成后将是开放性的，会及时吸收新的字或字形。 

  你是否知道？计算机屏幕上显现的每个字符，背后都有一个对应的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正

式认证的区位编码。如果字符没有编码，它将无法在电脑中显现和存储。而这个字符编码汇

聚的地方，就是字库。 

  我国现有的字库只收入了7万多字，除了遗漏的许多现代汉字外，古汉字和许多少数民族

文字也没被纳入进来。而随着电脑应用的日渐广泛，现有的字库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各方面

的需求。 

  一条喜讯传来：历经5年精心准备的“中华字库”工程日前正式进入研发阶段。 

  ““““一套一套一套一套权权权权威全面的字表威全面的字表威全面的字表威全面的字表”””” 

  “中华字库”工程总体组专职副组长张力伟介绍，该工程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

收集和汇总历代文献资源中出现过的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辨析源流衍变，确定每个字形的

历史地位，建立汉字及少数民族文字的编码和主要字体字符库，重点研发汉字输入、输出、

存储、传输以及兼容等关键技术。 

  完成后的“中华字库”预计可编码字符数在50万左右，包括汉字古文字约10万、楷书汉

字约30万、各少数民族文字约10万。 

  张力伟表示：“‘中华字库’最终的呈现状态，就是做出一套权威全面的字表来，然后

提交给国际标准化组织，在电脑区位中给每个字编码，厂商再据此做出字形，从而满足现实

的各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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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的保存和永久的保存和永久的保存和永久的保存和无无无无限的限的限的限的传传传传播播播播”””” 

  上古至今的各种传世文献，是中华各族人民的精神财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让我

国的传统文献实现‘永久的保存和无限的传播’，是‘中华字库’建成后最重要的意义。”

张力伟指出。 

  张力伟说：“网上已有的一些文献资料，文字的准确度不够，还常常出现拼字、空格、

替代等，都是因为字库不完善。古文字中的甲骨文、铜器铭文等，是文化的瑰宝。但由于目

前我国的古文字都没有编码，导致现在无法对其实现数字化，录入时只能转写成现代的通行

字，转写中字的意义损失很大。因此，从长远来看，要对传统文化典籍进行数字化的存储和

传播，就需要建立一个容量更大的‘中华字库’。” 

  “‘中华字库’工程完成后，不仅对文字学和文献学领域贡献巨大，还将会对我国的整

个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字库”工程楷书召集组

召集人李国英这样说。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实实实实施起施起施起施起来来来来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日常生活中，有人因为名字中使用了生僻字，在上户口、入学、就医、出国等各种需要

电脑录入个人信息的场合出现麻烦。据统计，我国不少的行政村名包含生僻字，而为其村民

录入二代身份证信息就会遇到障碍。 

  “‘中华字库’的研发，本质上虽然是为了传世文献的数字出版，但将连带地解决这些

现实应用问题。”张力伟表示。 

  “字库工程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张力伟感慨地说：“这需要我们做大量工作。某些字

在历史上无依据，就不能收录。因此，‘中华字库’工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整理，更

要对我国传统文献进行一番细致的整理。明清之前的文献，我们要统统过一遍，明清之后则

将选取有代表性的版本，涉及文字量将达二三十亿之巨。” 

  ““““字字字字库库库库将将将将是是是是开开开开放性的，建成后放性的，建成后放性的，建成后放性的，建成后并并并并非一非一非一非一劳劳劳劳永逸永逸永逸永逸”””” 

  复旦大学教授、“中华字库”工程首席专家裘锡圭认为，“中华字库”工程性质比较特

殊，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古今汉字，还包括少数民族文字，其本质上又有很浓厚的技术工程

性质。因此，技术和文字这两部分工作之间如何配合好，是一个关键问题。 

  据了解，在承担字库工程的单位中，既有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等科研力量强大的高校和研究院所，又有北大方正、汉王科技等技术研发领先的企

业。参与字库工程的研发人员中，既有文字、文献学的学者，也有汉字信息处理、计算机技

术等方面的专家。 

  裘锡圭说：“按照原计划，‘中华字库’工程要在5年内完成，时间紧迫。在文字方面，

前三四年要做的主要是各种文字的整理工作，后一两年主要是字库集成的工作。” 

  “过去研究文字，是先抄卡片，然后在书斋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考订。然而由于文献数量

巨大，仅仅用传统手段，‘中华字库’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所幸的是，这几年，图像处理

技术、数据库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等计算机高科技手段的出现，为‘中华字库’工程的完成

提供了可能性。”从工程论证之初就开始参与这项工作，张力伟对此感受深刻。 

  对这项工程的未来，裘锡圭先生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中华字库’将是开放性的，



 

建成后并非一劳永逸。如果在新发现的文字资料里出现了新的字或字形（其实，即使是已有

资料里的字，也不可能一次就全部收齐），在相关的研究领域中出现了能够补充纠正以往研

究的新成果，我们就应该及时加以吸收，使字库得以不断改进、不断完善。理想的状态是，

字库工程完成后，还应有经常性的机构为此提供长期的机制保障。这是很有必要的。” 

  （本报记者 吴 娜） 

（责任编辑：秦华）

© 1999-2011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5号5号楼5层 邮政编码：100806 电话：010-66032841 , 010-66011398 

Email:qgskghb@vip.163.com 

您是第 3555555555555555 位访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