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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输入技术与应用研讨会论文集  

    

写字与打字的融合 

   

林兵 
     

北京神州林码电子中心 
  

   

【摘 要】作者从1986年进入中文信息处理领域，90年前后进行了图像识别、手写

识别、印刷汉字识别、语音识别、键盘输入、词法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开发。本文主要介

绍专利94117506.5的理论基础，供专家参考指导。 

林码汉字输入方法是通过对纸、键盘、汉字等事物的结构和属性进行深入全面的类比研

究, 提出的针对汉字键盘输入和联机手写输入的发明。发明把纸上的字格应用到键盘和

手写输入板上, 对输入设备的人工操作区域进行划分, 与汉字的拆分呼应, 并归纳出它

们之间在时空属性上的对应关系, 由此形成的编码体系缩小了手写与敲键的差异, 具备

易学性和高效性, 可以解决计算机汉字输入的难题。 

  

  

作者从1986年进入中文信息处理领域，90年前后进行了图像识别、手写识别、印刷汉字识别`、语音识

别、键盘输入、词法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开发。本文介绍发明专利94117506.5的理论基础，请有关专家参考

指导。 

目前，伴随手持移动产品的普及，笔输入产品和技术的需求正在逐渐增大；如果笔输入效率能够和键

盘输入效率基本持平，则手写笔有望成为真正实用的输入工具，否则其使用范围将受限制。本文主要内容

完成于约十年以前，对于字形输入技术的展望依然存在：跨平台、跨设备、微内核、动态码长、动态组

码、写打合一等。 

  

林码汉字输入方法是针对汉字键盘输入和联机手写输入的发明。 

本发明的任务是: 

1. 解决汉字编码中普遍存在的易学, 易用与高效之间的矛盾, 找到一种同时具备笔画码的易学性, 又

具备字根码的高效性的编码方案; 

2. 缩小手写与敲键之间的差异; 

3. 使编码过程符合人的思维习惯; 

4. 使编码符合文字规范; 



5. 使编码符合人机工程的研究结果; 

6. 建立一套统一, 完备的文字特征描述体系, 以适应大字符集中各种的文字符号的需要。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 本发明对纸, 笔, 键, 字诸事物各自内在的特征属性, 以及各事物相互之间的关

系做了深入全面的类比性研究, 由此总结出了它们之间在组成结构, 时间属性, 空间属性等方面存在的微

妙而客观的对应关系。利用这种对应关系便形成了一个新的汉字编码体系。 

为了写好汉字, 前人总结了很多方法, 其中之一是在学写汉字的初期使用字格。使用字格可以帮助初

学者更好地掌握汉字的间架结构, 合理调整汉字部件的布局。字格的种类不少, 常见的有田字格, 井字

格, 米字格等。字格在其它领域的应用也比较广泛, 如英文书法使用的四线格; 音乐曲谱使用的五线谱, 

六线谱; 等等。 

汉字是二维平面上的图形, 每个字根, 每个笔画都不是完全独立的, 而是相互关联的, 这体现在它们

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上。使用字格的目的就是为了确定这种位置关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可以说明字根

之间, 笔画之间的位置关系及其重要性。"王", "木", "林" 三个字的第一笔画都是横, 孤立地看它们是

相同的, 但是从字的整体来看, 它们之间存在差别。如果在字格中书写三字之一, 只需写完第一笔, 旁人

就可以判断出要写的字是哪一个, 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 

现有的各种方案对汉字内字根, 笔画间的二维特征应用得都不充分, 五笔字型的末笔字型识别码是针

对汉字二维特征设计的, 但是效果不理想,不易掌握。 

在上面的例子中, 为什么根据一笔能够做出判断? 除了汉字结构的背景知识, 字格在其中发挥了很大

作用, 它对一个笔画的空间位置做了一种限定, 任意的一笔都与其上下左右的其它笔画相互配合, 共同组

合成一个整字。如果没有字格, 在白纸上就很难判断。同样的道理, 一个圆圈只有在五线格中才能代表一

个确定的音高。 

写字过程是在纸面上一笔一笔, 一根一根地书写; 敲字过程是在键盘盘面上一键一键地敲击。纸面上

可以画出字格, 键盘盘面上是否也能画出"字格", 使得 "写字" 能够在键盘上进行? 

本发明的思路就是把纸面上的字格搬到键盘盘面上来。 

纸面上的字格把一个写字空间分为若干个小的区域, 每个区域和区域之间有特定的空间位置以及位置

关系, 这种位置关系可以和汉字的组件及组件之间存在的空间位置关系相互对应。 

键盘上也应该有 "字格" 和汉字建立类似的对应关系。 

通过研究, 本发明对汉字和键盘在三方面做了类比: 

1. 在结构上, 根据客观事物可分割原理, 汉字和键盘都可以划分成更低一级的组成单位; 

2. 在空间上, 汉字是平面图形, 具有平面特征; 键盘是在平面上排列布局的, 也具有平面特征; 

3. 在时间上, 汉字的组成部件书写时有时间顺序, 键盘的键位在操作时也有时间上的次序。 

综上所述, 本发明的总体构思是: 既然汉字是可以拆分的, 而且纸面上的书写区域也可以划分成字格, 

那么键盘的盘面也应该加以划分; 汉字可以多级拆分, 字格可以多级划分, 键盘也可以多级划分; 汉字组

成单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征属性可以由键盘组成分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征属性来反映, 从而达到汉字

键盘编码输入的目的。 

键盘分区以后, 汉字部件的间隔就非常简单自然, 这同时也为汉字特征码表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对

于单体字, 码表中可以存储该字的笔画特征或者其它特征; 对于合体字, 就可以只存储字根序列信息和字

根位置信息, 合体字输入时可以是所有组成部件的全特征之和, 也可以是部分部件的部分特征之和。动态

组合式编码使汉字编码的灵活性很大。 

字格的概念同样可以引入手写输入设备中。将手写面板上一个整字的手写输入区域划分成若干个子区

域, 每个区域对应一种汉字组件的空间位置, 书写时根据笔画的位置写入相应的子区域中。字格的引入可

以简化书写过程, 不必严格一笔不缺, 可以允许笔画的取舍。 

本发明经过研究认为纸张, 普通键盘和手写输入板, 以及屏幕键盘, 软键盘, 触摸屏, 数字化仪等计

算机外设有一个共性, 它们都是一种记录或感知空间位置的工具, 通过不同的位置或位置的变化表现信息



或转化信息。其区别是对位置感知的精度不同, 以适应不同应用场合的需要。键盘的精度较低, 但易于定

位; 手写输入板精度较高, 书写时不易精确定位。纸张上的字格可以直接应用到手写输入板上, 应用到键

盘上时要做一些变通, 下文将有详述。输入时, 键盘上表示相同位置但不同笔向的一组键位在手写输入板

上缩为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内可以表现不同的笔画方向。在其它方面, 比如计算机内部的码表查找转换处

理都是类似的。所以本发明从本质上统一了汉字手写和击键的操作。本发明也可以用来输入其它文字符

号, 比如日文假名; 英文字母也可以拆分成笔画段, 使用本发明输入。 本方案的优点和效果 : 

1.使用键盘字格自然区分各字根的编码, 并反映字根之间的位置关系, 既全面使用了字根特征又不增

加编码难度, 也保留字根了类编码的高效性; 2.可以使用键盘字格描述汉字笔画, 充分利用笔画之间的平

面特征, 克服传统笔画类编码低效的缺点, 保留笔画类编码的易学性; 

3.使用键盘字格缩小了手写和敲键的差异, 符合人的思维习惯, 符合文字规范, 也符合人机工程学的

研究结果; 

4.手写输入板使用字格可以减少笔画书写个数, 提高输入效率和识别率; 

5.使用动态组合码表, 使编码灵活性大, 冗余性大, 码长组合变化多; 

6.特征描述和分类能力强, 可以用于大字符集中各种文字符号的编码输入。 

图 1 为输入设备人工操作区域, 可以是键盘盘面, 手写输入板等; 

图 2 为对人工操作区域上下分区; 

图 3 为对人工操作区域左右分区; 

图 4 为对人工操作区域上下左右两次分区; 

可以认为图 1 至 图 4 对操作区域的划分就是将纸面上的字格概念移植到计算机输入设备上来。 

输入举例： 

汉：左上丶、右上乙 

林：左中一、右中一 

环：左上一、右上一 

打：左中一、右上一 

  

  

图 1 

图 2 

  

图3 

输入设备人工操作区域 
（键盘盘面、手写输入板、触摸屏等） 

上分区 

中分区 

下分区 

左分区 右分区 

左上分区 右上分区 

左中分区 右中分区 



图 4 

左下分区 右下分区 

乙 丶 丿 丨 一 一 丨 丿 丶 乙 

乙 丶 丿 丨 一 一 丨 丿 丶 乙 

乙 丶 丿 丨 一 一 丨 丿 丶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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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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