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1 -

Education and Learning,教育与学习 (2)2020,1

ISSN:2705-0408(P);2705-041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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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越来越多古文字资料的出土，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通用古文字字库
开发的信息化发展成为必然趋势。通过计算机技术与古文字的结合，全世界正在推进构建通用古文字字
库。本文主要以甲骨文、金文的已识字为研究对象，首先探析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的古文字字形整理，其
次介绍古文字字形整理的重要意义，最后就如何开发数字化时代通用古文字字库提出具体的对策，创建
一种分类别、分层次的通用古文字字库，将不同字形的古文字在同一个平台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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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满足古文字的研究需求，只要利用现代汉字的

编码，为与之相对应的不同字形的古文字设置不同的字

库即可，不必再为古文字中不同字形进行单独编码。

1.3 古文字字形在字库中的储存方式
在字库中，古文字有两种存储方式，第一种存储方

式是按照古文字类别，构建相应的大字库，也就是将同

一类别的古文字字形统一收录在一个字库之中；第二种

存储方式是将不同类别的古文字字形，按照层次划分归

属构建成较小的字库。这两种存储方式在实际运用中各

有利弊。

当前，Unicode国际字符编码体系，极大地简化了古
文字字体的制作，不过，两种存储方式相比较，第一种

有着较强的实践操作性，能为同平台处理古文字带来方

便。不过这种方法对于同一个古文字的不同字形，就需

要单独进行输入或者调用，在实际应用中这种分开操作

又非常不方便。第二种存储方式对于古文字研究工作人

员来说应用更具有科学性，能让我们对古文字字形进行

分门别类的整理时，可以根据时代来划分古文字，为同

一种古文字创建不同的子字库。

1.4 古文字字样的选取标准
关于古文字字样的整理，主要是选取古文字中的某

一代表字样作为“主形代表”，基于数字化背景，运用计

算机信息技术整理古文字字形，前提是需要整理出与该

古文字有区别的字形，并将之收入古文字字库。因而，

古文字字形整理具有多层次性和多角度的特点。古文字

字样主要选取标准有时代、字形结构、笔形、笔画及字

形等。

2  古文字字形整理的重要意义

2.1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需要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古文字字形整理对于古文字界、

信息技术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探索和传播具有重要意

义。古文字属于汉字中的重要内容，我国五千年历史

文化的传承就是以古文献为载体，其主要分为传世文献

和出土文献两大类，而古文字就属于先秦出土的古文献

载体。

运用科学有效的方式针对古文字字形整理，将古文

字纳入国际标准传播平台，对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

基于数字化时代，开发创建一个通用古文字字库现

代信息化平台，对古文字实行统一编码处理，为每个古

文字字形都设置一个相对应的码点，以方便用户输入和

调用。

1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的古文字字形整理

当前，我们对古文字字形的整理建立在古文字学本

体的研究基础之上，相较于计算机处理的古文字字形整

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较为显著。在古文字学的探索研

究中，要求字形整理做到全面性，各种出土文献的古文

字都要收录在其中。不过，计算机对古文字字形的整理，

则注重差异，编码字符集中的每一个古文字都具有不同

的意义，因而古文字的各种字形需要经过处理之后才能

收录到计算机之中。古文字字形整理应充分结合考虑古

文字字库的收字范围、字形选取标准、编码和存储方式

等因素。

1.1 进入古文字字库的字符范围
古文字分为三大类，分别为已识字、歧释字及未识

字，因此，我们主要从这三方面介绍：第一，古文字中

的已识字，指的是经过考释研究，已经得到学界公认的

古文字；第二，古文字中的歧释字，这种古文字包括多

种考释结论，且还没有经过学界公认。这些古文字虽然

能隶定，但是现代字形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第三，古

文字中的未识字，这些古文字未经过考释、没有办法隶

定，也没有与之对应的现代汉字。

1.2 古文字的编码方式
当前，学界对古文字的编码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

种，运用所有古文字编码的方式，第二种，缺少对应现

代汉字的古文字编码，即便有对应的也会将原有的码位

覆盖和替换。上述两种古文字编码方案在古文字字形整

理中的应用，既可以针对古文字的所有字形整理出结构

特点不同但是字形完备的字形，又可针对同一古文字的

不同异形字。不过，这两种编码方案相对计算机出来而

言各有不足之处，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古文字中的异形字

繁多，不同时代的字形又各具特点，因此如果针对每个

字形单独编写码点，那么必然出现一个古文字拥有多个

码位的现象，这样也不方便对古文字的检索和统计。

通用古文字字库的构建是基于古文字中的已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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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起到推动作用，同时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先进

的现代化研究手段，以促进实现中文信息处理的完整性。

2.2 创新改革落后存储传播检索方式
古文字研究在资料存储、传播、检索方面，相对绝

大多数的学科来说较为陈旧落后。一方面，在活字印刷

技术到电脑排版印刷技术的漫长发展历程中，古文字从

未被主导的汉字印刷排版所接纳。古文字资料面临的印

刷、传播问题显而易见；另一方面，古文字的检索手段

也并不像现代通用汉字一样成熟，这也给古文字资料的

查找带来限制。总之，正是因为古文字资料查找困难，

才导致古文字研究中对资料的掌握问题频发。

2.3 为古文字研究创新引入现代化手段
古文字资料系统的局限性，限制了古文字的研究，

特别是在研究方法的引入和实际运用中偏旁分析法的使

用较为随意，而现代汉语研究中较为常用的数理统计、

计算机自动分析等并没有得到应用。对于古文字的研究，

在搜集和查找资料时，研究者需要投入精力，减少在材

料的综合思辨方面的投入，培养能够优秀的古文字科研

人员。

3  数字化时代通用古文字字库开发的对策

3.1 古文字字库的设计理念
通用古文字字库的设计应当遵循以下设计理念。

一方面，凭借“字位”概念，古文字中的甲骨文与

金文属于一种字体，它们作为已识字，与现代汉字具有

传承对应关系，因而按照“一字一码”的标准原则，可

以将甲骨文和金文当成字体处理。因为在同一个字库中，

一个码位与一个字符相对应，所以需要构建不同的古文

字字库，才能实现不同字形的古文字共用一个码位。

另一方面，按照时代分期制作古文字字库，展现古

文字字形的发展和演变过程。通用古文字字库的创建，

能将一个古文字的所有字样制作成不同的字库。因此，

应以字库的分类作为依据，重新统计字库的数量。整合

古文字现有研究发现，时代分期是构建通用古文字字库

的最有效解决方案。

3.2 古文字字库的制作
古文字字样整理出来以后，都是图片的格式，因而

需要借助相应的软件或者工具，将其转化成文字的格式，

如此才能收录进古文字字库，这也就是古文字字库的制

作过程。通用古文字字库一般采用 True Type字体格式制

作，就是以“宋体——方正超大字符集”作为基础，运

用 Hyper Snap-DX截图软件和 Font Creator字体制作软件
来完成字库的制作。

首先，运用截图软件切分和提取古文字字样的图片，

进行编辑后，运用字体制作软件，将字样图片转变成

TTF字体格式，这样是为了保证字体不会出现生字形的
讹变。制作而成的字体安装在电脑后就可以输入所需的

甲骨文或者金文字体。之后，在WPS或者 word这些软
件上安装，不管哪一种输入方法，都可以任意调用和处

理古文字。

3.3 积极发挥数字化优势
基于数字化平台，古文字的研究也要积极调整传统

理念和方法，以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层次进行探索。

首先，顺应数字化时代发展，加强古文字研究新思

维的孵化，一方面加强数字化功能的推介工作；另一方

面，对新研究成果的储存中，重视研究资料处理过程的

存储。

其次，加大力度积极构建数字化平台，实现资源的

共建和共享，并设置相应的机制对古文字数字化平台进

行管理，最大限度地实现平台资源的共享。

最后，积极创建古文字字库数字化平台的监督检验

功能，在不断完善过程中根据学术规范的监督检验需求，

重新关联数据和创建路径，运用数字化手段支持古文字

研究的学术规范系统。

4  结语

数字信息化时代，加大力度构建通用古文字字库，

不仅方便古文字的使用，而且能够创建一个具有实用性、

高效性的古文字数字信息化平台。本文基于对甲骨文和

金文已识字的研究，首先探讨古文字字形整理的原则，

其次介绍古文字字形整理的重要意义，并就如何构建通

用古文字字库提出具体的对策，推动实现古文字的信息

化处理与调用，在普通输入法的状态下能高效准确地输

入和显示古文字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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