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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字历史积淀深厚，数量庞大，使用汉字的国家、地区多，且所用字形各

有不同。中国大陆除简化字外，还有传世古籍所用繁体字等；现时港澳台地区所

用繁体字与中国大陆历史上所出现的繁体字在字形上也略有不同；还有日本、韩

国、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各国，除自身所造新字之外，所用字形也不同于中国。如

此诸多因素，给汉字统一编码带来困难。历代字书是最集中存储汉字形体及汉字

属性的载体，对字书进行整理，从中提取汉字字形进行编码，是进行汉字编码的

最佳捷径。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汉字计算机编码走过了一条艰辛的道路，经

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虽然截止目前已经对9万多个汉字编了码（可以方便使用的

有6.5万），经过我们对《类篇》字形的整理，发现仍然有大量字形没有编码。

对历代字书字形进行全面整理，补充编码字符集，是非常必要的，对更好的进行

古籍整理及古籍再版都是有意义的。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对字书进行全面整理，提取未编码字形，需要经过如下几个

步骤：（1）资源调查搜集书目；（2）选择、获取版本；（3）扫描原始图档；

（4）录入电子文本；（5）制作属性数据库；（6）梳理字际关系；（7）切割字

头单字图像；（8）提取未编码字单字图像；（9）编制专书未编码字表及属性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