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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张时钊：书同文、文同码与无字库 

一、书同文 

  春秋战国五百多年，诸侯割据，各自为政，造成文字相异，迫使秦始皇要搞书同文。此后汉字字形几经变化，

好像再没有提出这种任务。两千年后的今天，不到五十年工夫，大陆成功推广了简化字，海峡两岸文字就不一样

了，又需要搞第二次书同文。文字本身虽没有阶级性，但也会受政治政策的影响。不过政策不符合文字发展的本

性，恐怕也难起作用，如武则天造的字和第二简化字表，就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批简化字既已被大陆和世界最大多

数华人所接受，决无倒退回去的道理。至于由于简化和归并造成的某些问题，在使用中完全可以理智地避免。实际

上任何文字，包括繁体字，都可以找到这种会造成歧义的特例。同样不能把繁体字定为非法。我认为可以搞三五千

字的常用字表，但不应该搞什么规范字表，限定汉字数。规范文字（包括规范字音、字义）通常应该由字典去承

担。写文章总要求能让读者看得懂，采用读者熟识的字，不会用大量的生僻字，除非不想给别人看。为做到这点，

作者可能翻字典而不会去查字表。我想现在最影响中文纯洁性的网络词语中的字母数字，不会纳入规范字表吧，但

不能禁止许多人用它。如果不计偏旁替代产生的简化字，简繁不同的字就不多了，大陆青年即使没学过繁体字，现

在接触多了也认得了，第一次常常是猜得的。因为大多数简体字来自草书或手写俗字，港澳台也是熟识的。简繁转

换有时不一定是必要的，尤其对不对称的简繁字，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用不相同的字，可能有不同含

义，转换之后会丢掉一些信息。总之，我主张兼容并包，两岸交流多了，自然会书同文了。  

  限定汉字数的做法更要不得。现在的电脑只能使用字库里有的汉字，还要依靠种种输入法，已经扼杀了汉字的

发展，逼出奇形怪状的网络词语。我们应该让电脑也能自由使用任何字形，由实践来选择、形成新时代的字集。比

起上百万的英文字来，九、十万汉字并不算多。虽然绝大部分是死字，但不能抹杀它的存在，说不定某时某刻要用

到它，甚至复活或获得新含义。我们搞文字的，都应该首先致力于研究汉字的科学排序法，通过自动组字软件，把

电脑的输入码、内码统一为同一个，编出易用易查的字典，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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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步凡：书同文写简怎么写?  (08月27日) 

倪永宏：第十二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  (08月24日) 

参加第12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  (08月17日) 

胡百华：汉字“和谐体”与“同文”大业  (08月25日) 

第十二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开幕词及议程  (08月17日) 



本文评论（这里打开全部评论） 

   我认为张先生写的非常好.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先进的汉字数码技术诞生了.那就是汉字的...   (钟声 ,2008-0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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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汉字，独一无二的汉字结体构形理论，能够科学地解决数码时代汉字所面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