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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计算机用中国汉字字形的标准化

石 云程 江晓红

〔摘要〕 本文论述了中国汉字字形的特点和历代汉字学家对社会用字所作的统一化
、

规范化的成就
，
井且通过一些史例阐述了标准化是中国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

，
而计算机用点

阵汉字字形标准化又是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发展的必然需要
。

最后本文还介绍了三种国家标准

点阵汉字字形风格和特点
。

一
、

中国汉字的特点和它的规范化与标准化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
它从股墟的甲骨文发展到今天的简体字已有三千

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

她的生命力仍然是强大的
，
世代不衰

，
不因社会政

体的变更
、

地区语言的变化和汉字形体的变革而使它减色
。

她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纽

带
，
是中国人民 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记事工具

，
她已适应了中国各个朝代的文风和 词 句 的 变

革
。

她记录了中华民族丰富多采的文学创作和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
，
对继承和保留中华文化

遗产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

今天
，
我们仍能看到秦代篆书

，
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第一

次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文字
。

我们也能见到历代的一些碑文题词
、

诗书手抄本和木刻印刷本
，

其字体的外形和风格
，
十分工整雅致

，
可算是中国最早文字字形规范化和标准化的雏形

，
尤

其是秦代以后发展的楷书
，
它已成为后代人民书写的样板

。

中国的汉字是音
、

形
、

义的统一体
。

它的基本特点是字数繁多
、

字形复 杂
、

形 体 变 化

大
，
各个汉字的使用频度和构词能力都不相同

，
同音字多

、

字体字号多
、

字义也多
、

排序和

素引没有西文容易
。

单就楷体而言
，
同一个字之间

，
就有几种不同的写法

，
存在着正体和异

体之别
， ’

现在还有繁体和简体之分
，
所以

，
要使汉字信息处理用的点阵字形规范 化 和 标 准

化
，
首先耍研究解决汉字字形的标准化和汉字字种的规范化

。

因此
，
汉字信息处理在技术上

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和困难
，
尤其是存在对汉字属性进行规范化

、

标准化方面的困难
。

中国汉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历史
。

由于字体的演变和社会的发展
，
起初

，
汉

字越来越多
，
这给字种

、

字形的整理和字形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带来了许多不便
。

就以字种数

量来说
，
从历代字书中可以得知

，
我国最早的

“
说文解字 ”

收单字 只 有 ����字
，
到 了宋朝

的 《集韵》 ，
则收单字 �����字了

。

到了清朝 �����年�的 《康熙字典》 ，
收单字已 减 少 到

����� 个
。

近百年来
，

许多古老的字已经淘汰不用了
。
����年的中华大 字 典 仅 收 字 �����

个
，
到了 ����年再版的 《辞海 》 ，

就只收 单 字 �����个
，
而 ����年 《新华字典》 则只收单

本文 ����年 �月 ��日收到



字 ����个
。
����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 《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 》

一

也只 收 单 字 ����

个
。

从
�

七述不同时代产生的几种字典收字情况来看
，

也能反映出我们社会用字数量的趋向是

逐渐减少的
。

但是根据中国文宇改革委员会 ����年确定的 《简化字总表 》 ，
又产生了

“
����

”

个简化字
。

依据汉字简化 方案及对繁体字类推简化的原则
，
���了年 中 国 标淮局公布的计算

机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宇符集的辅助二集和辅助四集
，
共中又新生 了四千多个简化宇

，
而对

应于这些简化字的繁体字和鼻体宇拜没有消灭
，
仍祖一定场合使用犷因此

，

中国汉字的总数

量是不断增加的
，
当代社会 用字的统一和规范化还需要认具进行大量检查研究和分析探索 厂

作
。

二
、

中国汉字字形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走向标准化

我国最早使汉字走向标准化的是秦朝时期
。

秦代的
“
书同文

，
是我们已知的汉字体系中

首次系统的全面的标准化的伟大创举
。

秦始皇在统一了中国之后
，

采取了李斯的建议
，
废除

共它几国不与秦文相同的异体字
，
井且简化了宇形

，

从而形成了统一的文字
。

这种统一了的

文字就哄做小篆
。

小篆
，

实际上
一

也是对汉字过去长期 自然发展的一次总结
，
使汉字能够进一

步做到整齐化和定型化
，
因而更有利于发挥它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职能和作用

。

现在一般所

说的篆书
，

均指小篆
。

我们在游览名胜古迹时见到的 《泰山刻石 》 、 《琅邪台刻石 》 、 《褐石

门刻石》 、 《择山刻石 》 等
，
据说都是秦始皇吟李斯写的

，
而且都是标准的小篆样板

。

秦始
，

皇指出的
“
书同文

”
是我国汉字史上首次耍求实现汉字字形全面标准化的伟大创举

。

他提得

的小篆
，
特点十分鲜明

，
作到了

� ①笔画逐渐固定� ②方向 �向左或向右�渐趋一致
� ③佩

旁部首基本可以分析归类
，
并开始简化了复杂的偏旁 � ④直行书写 ，

形体匀圆
，
井带方块形

化
、

线条化
、

符号化� ⑤增加了形声字 。

这些特点反映出当时宇形标准化的书写原则
，
充分

体现了汉字字形正在向标准化方向前进
。

公元 ���年
，
蔡琶倡议把

“
六经

”
刻在石碑上

，
立

在太学门前作为示范
，
开创了正字风气之先

，
实际上就是推行正确的标淮汉字字形

，
哄世人

模写
，

以防字形混乱
。

魏正始年间洛阳太学的
“
三体石经

” ，

唐开成年间长安太学的
“ 开成

石经 ” ，
清乾隆年间刻于北京国子监的

“
十三经 ” 都是刻字作为范字

，
让人模写

。 �

为了使文

字整齐化
，
走向定型化

，
在六朝文字混乱之后

，
出现了

“
宇样之学

妙 ，
颜雌古作 《字样》 杜

延业作 《群书新定字样 》 ，
颜元孙作 《千碌字书办

，

欧阳融作 《经典分毫正字》 ” ，

一 《五经

文字》 、 《九经字样》 ，
直到近世的 《字学举隅》 都是历代汉宇标准化运动的组成部分

。

十九世纪末
，
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发达起来

， 人与人之�司的邮电通信须繁增多了
，
电报

通信很快传到了中国
，
以四个数字表示一个汉字

，

对精选的常用一万个汉字进行了编码
，

雕

今天的邮电四码电报
，
这种电报码是以电报通信为开端的现代科学技术在汉宇 领 域 里 的应

甩
，
是当时社会用字规范化

、

数字化
、

标准化的最新成就
。

二十世纪初
，
中国受外敌的侵略

，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腐败

，
经济文化受到严重的破坏

。

当时
，
印刷行业中的印刷铅字字形极不统一

，
同一个字

，
庄报纸上

、

杂志上
、

图书上出现几

种不同的笔画结构
，
在人们的书写文字中

，
混乱现象更加严重

，
出版质量大大下降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
，
为了整顿这种现象

， ����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了
“
标 准 字 形

”
研

究小组
，
到 ����年

，
中国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颁发了 ����刷通用汉宇字形表》 ，

此 表

包含印刷通用宋体字 ����个 �不包括排印古籍及其他专门用字�标准字形 的 笔数和笔顺
，



对印刷汉字的标准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随后
，
国务院又批准了 《简化字方案》 和 《简化

字总表 》 ，
顽布了认读汉字的 《汉语拼音方案 》 。

从此
，
我国的汉字规范化

、

标准化开始走

向了正规的道路
，
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

三
、

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发展要求汉字点阵字形标准化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
国外电子计算机的应用 已经很普遍了

。

在中国
，
用计算机处

理汉字信息是七十年代后期才兴起的事物
。

近几年来
，
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发展很快

，
各种类

型的汉字智能终端和小型机
、

微型机的应用
，
正在广泛展开

，

汉字计算机将成为各行各业不

可缺少的生产工具和办公 自动化工具
。

尤共是计算机已用于汉字编辑排版和印刷期刊书报
，

其发展的速度表明
，
印刷行业将取消铅字

，
戈大地缩短排版周期

，
减少工时劳力

，
这的确是

我国印刷史 上的又一伟大的转折和进步
。

但是
，

计算机要处理汉字
，
必须先把成千上万个标

准汉字送到计算机里去存储起来
，
同时

，
再从计算机存储器中调出来

，
显示

、

编辑处理和打

印
，
以供人们对文章的阅读

、

存档和传送
。

要实现这一 目标
，
迫 切需要的信

�

良
、

交换用汉字编

码字符集基本集国家标准 ������一�� 文本发布了
，
文本中规定了当前计算机用字 ����个

，

并对每一个字给了编码
，
为制作标准化的汉字库奠定了基础

。

但是
，
汉字在许算机 里需要以

点阵信息形式存入存储器中
，
才能形成汉字库

。

八十年代初
，
许多电脑厂

‘

商十分关心这个技

术问题
，
他们希望在微机 上配上美观的

、

统一规范的
、

标准化的汉宇阵字形库
。
此外

，
当时

中国的汉字识别技术也发展起来了
，
要求输人的汉字必须是标灌化的

，
如果字库里的点阵字

形
、

笔形不标准化
，
这样打印出的汉宇文件必然不标准化

，

将这种打印结果送到另一个汉字

识别装置中去是不会认识的
。

特别是在压缩信息方面
，

更会因字形不标准化而 产 生 新 的障

碍
。

由于当时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制单位很多
，
制作点阵汉字库的单位也越来越多

，
作出

来的点阵类型 自然是多种的
，

字形点阵各异
，
重复劳动极大

，

质量 也是低水平的
。

针对这种

情况
，
电子工业部为了加速发展汉字信息处理设备

，
准备批量生产标准化的汉字芯片和汉字

卡
，
途向国家标准局提出了点阵汉字宇形标准化的课题

。
����年 �月国家标准局下达了信息

处理 �� � ��
，
�� � ��

，
��� ��三种点阵汉字字模集和数据集的研制任务

。

从此
，
我 国开始

了信息处理用点阵汉字字模集和数据集的标准化研制二作
。

四
、

低点阵汉字字形规格适合我国目前的需要

汉字是图形宇符中的一部分
。

近年来国内外电脑厂商在汉字显示器和汉字打印机中使用

何种类型的汉字图形字符
，

一道是汉字信息处理最关心的课题
。

我国汉字字形复杂
，
有繁有简

，
最繁的字形有 �� 画

，
如

“
舜

” ，
最 简 的 是 一 画

，
如

“
一

” 。

因此
，
耍表现这些不同繁简程度的汉字

，
最好的方法是把汉字 字 形 置 于网状方格

内
，
每格对应存储器中的一位

，
有笔画的格对应 ，’� ” ，

无笔画的格对应 �’� ” 。

这就是汉字

的点阵表示法
。

用点阵表示的汉字
，

技术处理简单
，
价格便宜

，
制作容易

，
修改方便

，
数字

化准确
。

按宇符方式产生的低点阵汉字发生器输出汉字速度快
，
稳定性好

，
能较好地表现汉

字字形的形态
。

所以
，
我们在汉字信息处理中

，
采用点阵字形

，
井使其标准化

。

低点阵汉字字形是用多少点合适
，
要看对汉宇质量的要求而定

。
点阵愈密

， ·

字形质量愈



高
，
对设备的精度要求也高

。

在过去几年中
，
国内外汉字电脑厂商和研究机构， 按不伺用户

耍求和生产技术条件
，
设计�多种类型的汉字点阵

。

如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这样多的五花八门类型

的汉字点阵必然给联机通讯的汉字处理和设备制造
、

资源共享带来许多的麻 烦 和 困 难
。

对

此
，
我们根据当前国内实际使用的汉字字体

、

字形和字号进行了分析
，
按现有打印设备和显

示设备的精度
，
首先制定了三种点阵规格

。

三种点阵汉字打印结果与铅字号对应表

铅 字 号 …字 体 大 ��
、

� �� ���

��� 线�英时
��。 线�英时

�
���线�英时

�号

�号

�号

��点 � ��� ��

��
�

�点 ��� ��

�
�

���点 � ��、 ��

��� ��

��又 �� ��� ��

五
、

三种国家标准点阵汉字宋体字形的风格和特点

�
�

�� � ��点阵字形力求做到体现宋体结构和宋体风格

��� ��点阵栅格可容纳汉字的最大限度竖里是八笔
，
横里是八笔

。

由于汉字的结构特性

不可能每个字都顶夭立地
，
但又要照顾到笔锋的舒展

，

特别耍尽量避免和上下左右笔画粘连

或并线
，
故实际可用的笔画竖只有七笔

，
横里也只有七笔

。

宋体字的最大特点是横细竖粗
，

要表现粗画需要双画线
，
而��� ��点阵是无法实现的

。

因此只能采用横竖笔划一样粗细来设

计字的宋体结构和宋体风格
。

由于受栅格的限制
，
不能字字都做出宋体的风格

，
有些多笔字

没能加上宋体字应有的装怖点
。

但从整幅字全局来看还是清楚地显示出宋体结 构 和 宋 体风

格
。

�
�

�� � ��点阵字对繁笔字的简化处理较合理

在设计中我们对纵横超过八笔的 ��� 个繁笔字参照中国传统书法草书对繁笔字处理的方

法
，
压缩变通笔形

，
进行了简化

。

主耍设计依据两条原则
�

①被压缩变通简化处理的繁笔字 ，
保留原字字形的特点

。

②简化后 ，
字形看起来要依然逼其

，
不会被认为是其他字

。

由于在技术上采取了 一定的措施
，
注意笔形

，
字形的标准化和字形结构的规范化

，
所以

设计的点阵字形始终保持了宋体风格
，
用户使用效果很好

。

�
�

�� � ��
、
��� ��点阵字形充分体现了宋体字的结构及宋体风格

。

做到了粗细黑白灵

活掌握
，
克服难度较大的点

、

撇
、

捺
、

勾的处理
，
做到舒展 自然

。

中国汉字笔画多少悬殊
，
笔画多的有三十多画

，
少的只有一

、

二笔
。

在 同 一 点阵方格

内
，
即要使每个字笔画完整

，
又耍体现横细竖粗的宋体风格

，
还耍照顾缩小后的 �五号字

、

四粤字�粗细黑白效果
，
难度是很大的

。

在设计中只能是灵活掌握粗细黑白
，
采用次要笔画

细处理的措施
，
达到黑白度适宜

。

此如
“
酸

” 宇
，
只有减细次耍笔画

，
将 “ 酉

”
中间的二竖

和
“
曲

”
中间的二竖改为一格

，
这样处理的结果

，
缩小后效果很好

，
而且仍能保持宋体的风

格
。

同时还处理了煮阵字的撤
、

捺笔画
，
做到了柔和

、

自然于舒畅
。



���

�、 、 展 望

目前
，
我国图书

、

报刊
、

杂志以及公文文件等常用的字体有宋体
、

黑体
、

仿宋
、

楷体
、

长宋
、

扁宋
、

长黑
、

扁黑
、

长仿宋等九种
。

字号包括从七号到特大号共 �� 象
�

国家已经预布的三项

汉字信息处理标准点阵字形全部采用的是书版宋体
，
仍不能满足各行各业的需要

。

为从我国

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耍出发
，

针对国内现有设备发展水平 和 文 字 处理使用现

状
，

制定汉字字形点阵系列标准
，
已是中外电脑厂商和用 斤十分关心的一件大事

。

同时
，
也

是我国汉字处理技术飞速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规范化标准
。

在国务院电子振兴办公室和国家标

准局的领导下
，
我国在

“
七五

沙

期间将全面开展汉字点阵系列标准的研制工作
。

有关单位正

在加紧研究各种字体的点阵系列标准
。

井决心在发展汉字技术
、

振兴经济
、

建设繁荣富强的

肚会主义中国的伟大事业中
，
奋发努力

，
作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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