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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输入技术与应用研讨会论文集  

  

谈谈应鼓励中老年人学电脑与输入方法的选择 

   

张在云 

云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摘  要】本文指出现在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包括一些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公务员、

教师，等等）不会使用电脑，不会上网，应积极鼓励他们学习和使用电脑，跟上时代的进步，这样一来，

会给他们各方面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好处和帮助，也向社会的一个层面普及了电脑知识。此外，本文还

讨论了中老年人学习电脑时应选择什么样的输入方法，并明确指出汉语拼音输入法应是其首选的输入法，

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双拼输入法的特点和优势。 

  

有一位75岁高龄的老先生最近曾写信给笔者讨论汉字输入问题，告诉我他已坚持使用电脑写作四五年

了，并因用电脑写作而取得很大成就。我拜读此信后，着实敬佩这位老先生，并浮想联翩，感慨良多！现

就此谈谈“要鼓励不会电脑的戏曲界中老年朋友应尽快学用电脑”的话题。 

1994年6月，在下去新加坡参会路经香港，曾看到我的同乡云通公司董事长、原云南省政协常委、当时

已82岁高龄的伍体贤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用电脑浏览商情、收发电子邮件、指挥属下多家子公司运作，惊

叹不已！回滇以后，便写了篇小报道《耄耋老翁用电脑》在《电脑报》上刊登。从此以后，我便逢人就宣

传用电脑的好处，只可惜我们有很多中老年人，哪怕是很有成就的作家、诗人、戏曲家、科学家或其他专

家学者，至今还在患有“恐电脑症”，还从来没有去摸弄这个“好宠儿”、“好宝贝”、“好帮手”，岂

不可惜呀可惜！又再如去年11、12月份和今年6月份，在下曾去省外参会、讲学和考察戏曲，到过不少名

流家里、办公室和戏曲院团，看到不少人也还没有使用电脑，这网站上的大千世界，他们怎能知道？很多

戏曲名家原汁原味的精彩唱段和演唱，他们怎能听到？更莫说在电脑上查找资料、进行写作和在网上学习

与进行学术交流了！特别是我省要建成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大省，那么我省颇具地方特色的滇剧、花灯、

民族戏剧等重要地方剧种现在都还没有建立自己的网站，这怎么能聚拢一批专、兼职人员和爱好者在网上

进行普及和提高呢？怎么能对外很好地进行交流和宣传呢？为此，在下还有小点“武训”精神，碰到没有

使用电脑的专家学者只好不避嫌疑，一一向他们讲解学用电脑的好处，游说他们时不我待，应尽快学用电

脑，到网上去遨游！目前，我们特别要说动有成就的作家、诗人、戏曲家、科学家或其他专家学者，以及

年纪大而正在写作的中老年人使用电脑，这样一来，好让他们如虎添翼，更能通过电脑的容易反复修改和

查找资料而把自己作品的质量进一步提高，更能尽快作出成绩和贡献，并及时拿到网站上去交流；或在有

生之年更赢得宝贵的时间做更多的事，而且中老年人学会使用电脑也还是一种很大的享受和乐趣嘛！近闻

《光明日报》和一些网站上介绍，80多岁的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已经用电脑写作4年了，出版了好几

部著作，并建立了自己个人的网站，同世界各地的同行在网上进行交流和联系，这岂不更是我们应当学习

的楷模和典范吗！ 

从我接触到的一些这样的专家学者和中老年人来看，他们的单位或家里有的是电脑，但一不会操作，



二为文字输入障碍，学“五笔字型”记不住那么多字根，学拼音输入又读不准普通话的字音，所以陷入两

难的境地，故家中或单位的电脑纵然起了尘灰也不去光顾一下。由此看来，我们的电脑专家学者还得好好

研究如何帮助他们尽快使用电脑呢！ 

目前，建议他们应先使用“笔输入”法在电脑上进行写作，等到产生了学习兴趣，逐渐入门以后又再

学习其它的输入方法和上网也不迟。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电脑的学习重在自个儿摸索和实践，久而久

之，勤奋努力的人也会成为电脑高手，到网上遨游也就不成问题了。 

那么人们学习电脑入门以后，又应该学习什么样的汉字输入法呢？从我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折腾来看，

我认为不论青少年还是中老年人，汉语拼音输入法应当是首选，因为使用汉语拼音输入法进行写作，不必

死记硬背字根、不必一一拆分汉字和记住繁琐的编码规则，只要普通话读音较标准，就可想打便打，想写

便写，不会因为考虑拆分汉字而影响写作的逻辑思维程序，所以使用起来煞是方便，又能经久不忘。若碰

到不会读和吃不准的字，及时查一查案头的字典辞书就行了，这样长久坚持下去，还可以不断提高我们的

识字能力和文化素质。但是，使用汉语拼音输入法输入汉字，有时击键次数较多，输入速度较慢，不太好

用。例如有的汉字"装、庄、壮、桩、双、霜、爽、窗、床、创"等等，输入时都要打六键才能出字，不太

合算。我们若能改用汉语拼音的"双拼输入法"输入，那么击键次数就可减少一大半。如果一个人用全拼输

入法一天要打两小时的字，那么用双拼输入法只需要打一小时就够了。一个人一生用双拼输入法输入，不

用全拼输入法输入，那么一生所节省下来的时间就十分可观和惊人了！如果全国的人都使用双拼输入，那

么所节省下来的这笔时间财富就多得无法计算和估量，人们学习汉语拼音知识和推广普通话也将大有长进

和起色，更重要的是还能很好地同国际信息交换接轨。  

使用双拼输入法输入时，不但现在计算机的软硬件技术都改进了许多，提高很大，今非昔比，而且还

可以尽量以词组输入，尽量利用联想功能，以词组选字，多造自己常用的词组，这样一来，还可以避开许

多重码和翻页找字的麻烦，不断提高输入速度。不论哪种好的输入法，根据自己的语言文字素质选择使

用，只要使用久了便可熟能生巧，巧而生风，大大提高其输入速度。再者，对于广大的电脑使用者来说，

特别是中老年人进行写作，每分钟能输入二、三十个汉字就很可以了，不必需要很高的输入速度。这些年

来，有不少出版物上常出现文字错误，并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究其原因之一，就是有的打字员不顾质

量，只片面追求输入速度所造成的。笔者痛恨这样的打字行为，因为很多人的好作品就是这样给弄坏的。

我认为，在汉字录入中，打字和校对的质量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而输入速度不应当过分强调，否则本末

倒置。为了避免和减少文字差错，应鼓励和提倡作者自己打字、自己校对。  

此外，还令人遗憾和感到可惜的是，双拼输入法的优点和好处宣传得很不够，有很多的用户还不知道

和理解双拼输入法。他们有的怕记住双拼输入法的20多个韵母代码，因此裹足不前，放弃了双拼输入法的

使用（包括很多使用全拼输入法的人，只需要简单地过渡一下就行了而也没有这样做）。也有不少人汉语

拼音学得不好，这方面的基础较差，那就更怕学习双拼了。今后，应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在全社会大力

加强汉语拼音的宣传和教育，并长期作为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来抓，从而使更多的人掌握汉语拼

音和双拼输入法，让其终身受用，使汉语拼音在21世纪再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威力！当然，有的双拼输入法

也应当随之不断改进和提高，这也才能让用户喜爱和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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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