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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漢字構形資料庫的研發概要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文獻處理實驗室所研發的漢字構形

資料庫，是一個記錄漢字形體知識的資料庫；這些知識包含古今文字

的源流演變、字形結構及異體字表。自 1998 年 8 月推出第一個正式

版本研發至今，已有超過 10 年的時間，其間為考量使用者的需求及

漢字的特性，經歷了數次重大的改版更新，至 2009 年 6 月為止，版

本已更新至 2.53 版，收錄古今文字 119,195 個及異體字 12,208 組。

底下將就漢字構形資料庫自 1.0 至 2.5 版之間，所推出各個不同版本

之各項特色，作一概括敘述： 

1.1 字形結構分析與部件檢字 

1998 年 8 月推出漢字構形資料庫 1.0 版，支援個人電腦作業系統

Windows 95 及 98。這是漢字構形資料庫最早的正式版本，收錄五大

碼 13,051 個字形（以下簡稱五大字集），並且對五大字集進行字形結

構分析。因義構形是漢字的特點，因此當對漢字進行構形分析時，可

將字形依層次拆分為各級部件。以「醫」字為例，它的字形結構可如

圖 1.1 所示，其中「殹」和「酉」是它的一級部件，而一級部件「殹」

又可以再往下拆分為二級部件與三級部件。字形結構的一級部件可以

體現全字的造字意圖，例如「醫」的一級部件「殹」表示呻吟聲，「酉」

表示用以治病的酒。 

漢字構形資料庫的檢字技術是採用部件檢字的方式，一個字形中

一級部件 二級部件 三級部件 

圖 1.1：「醫」字的字形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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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級部件都可用來檢索字形，部件檢字的好處是不需知道每個字的

部首，只要能辨認出若干部件，就可以用來檢索字形。用來檢索字形

的部件可以是單一部件，也可以是一個以上的部件。假設使用者想檢

索「醫」的字形，使用部件「矢」在五大字集進行部件檢字時，可以

得到 82 個字形（如圖 1.2）；使用「矢」和「殳」進行檢字時，得到

的字形數為 11 個（如圖 1.3）；當使用「矢」和「酉」進行檢索時，

得到的字形數為 1 個（如圖 1.4）。由此例可知，使用者可以增加檢索

的部件數，或使用不同的部件進行檢索，以提高檢字的精確度。 

1.2 構字式與缺字問題 

1999 年 1 月 20 日推出 1.1 版，此版本最大特色為擴充漢字構形

資料庫 1.0 版的字形。除了原已收錄的五大字集以外，並採用葉健欣

先生開發的漢字庫字型，收錄《漢語大字典》單字字形，使漢字構形

資料庫所收錄的字數擴充至將近 5 萬字。在這 5 萬字當中，有許多是

圖 1.2：以「矢」進行

部件檢字的結果 
圖 1.3：以「矢」和「殳」

進行部件檢字的結果 
圖 1.4：以「矢」和「酉」

進行部件檢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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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的缺字，為了在計算機中制式表達這些缺字，文獻處理實驗室將

漢字部件的組合方式，簡化為橫連、直連與包含三種組合方式，分別

以、、三種連接符號表示。使用連接符號連接部件的字形結構

表達方式稱作構字式，可利用有限的部件表示無窮的漢字。例如，「」

的構字式可寫作「殳」；「醫」的構字式可寫作「酉」；「医」

的構字式可寫作「矢」。 

為了讓使用者在 Microsoft Word 文件中，能夠使用漢字構形資料

庫所收錄的近 5 萬個字形，在 2000 年 10 月 18 日推出的 1.2 版中，

加入了 Word 缺字預覽巨集（如圖 1.5）。使用者可以在 Word 文件中

先輸入缺字字形的構字式，再透過 Word 缺字預覽，顯示文件中的缺

字字形（如圖 1.6）。 

1.3 異體字表 

中文缺字中有大部分是屬於異體字，這和漢字「一字多形」的特

點息息相關。在考量漢字「一字多形」的特性之下，2001 年 1 月 19
日推出的漢字構形資料庫 1.3 版中，增添了異體字表的功能，收錄了

圖 1.5：Word 缺字預覽巨集 正坐之間，忽然前一道
黑氣天，須臾不見天
日，晡時雖散，仍乃不大
明朗。包公心甚疑，其必
有枉。是夜左右點起
燭，包公困倦，伏几而臥。 

圖 1.6：Word 缺字預覽結果

缺字預覽文件 

缺字預覽 

正坐之間，忽然土皆前
一道黑氣中天，須臾
不見天日，晡時雖散，仍
乃不大明朗。包公心甚
疑，其必有兔枉。是
夜左右點起火丁燭，包
公困倦，伏几而臥。 

原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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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大字典》異體字表 12,208 組。 
《漢語大字典》異體字表的編排是採用主體字統領異體字的方

式，將同一主體字統領的簡化字、古今字、全同異體字（指音義全同

而形體不同的字）、非全同異體字（指音義部分相同的異體字），集中

在該主體字下編為一組。《漢語大字典》異體字表收錄異體字 12,208
組，涵蓋 36,309 個字形。 

在漢字中，主體字與異體字的關係有時候是相對的，某個字可

能本身是主體字，同時又是其他字形的異體字。例如當「射」字作主

體字時，它的異體字有 7 個；但「射」字同時又是另一個主體字「榭」

字的異體字。當使用者檢索「射」字時，漢字構形資料庫可同時顯示

所有與「射」字有關的異體字表如圖 1.7 所示，這也是漢字構形資料

庫的異體字表較書面字典更為便利的優點。 

圖 1.7：「射」字的異體字表 

主體字 

「射」字的異體字 

「榭」字的異體字 

主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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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銜接古今文字 

漢字構形資料庫 2.0 版在 2002 年 7 月 2 日發佈，開始收錄古漢

字，並著手收錄《說文解字詁林》中 9,831 個小篆字形。至 2003 年 3
月 17 日推出的 2.1 版時，又收錄《說文解字詁林》中 1,169 個小篆重

文，這些重文包含了或體 538 個，古文 478 個，籀文 210 個，篆文

33 個，俗字 10 個以及奇字 3 個。2.1 版已完整收錄《說文解字詁林》

中的小篆及重文字形一共 11,100 個。 
小篆可以說是研究古文字與今文字的過渡橋樑，《說文》中的小

篆不但保存古漢字演變的線索，也是現今漢字尋求字源的重要參考依

據。在漢字構形資料庫中，檢索小篆字形同樣也是利用部件檢字的方

式，並且依小篆的字形進行字形結構分析。假設以檢索「醫」字為例，

可以先利用「醫」的部件「矢」字檢索而得到「醫」字（如圖 1.8），
再點選「醫」字後，即可看見它的字形結構（如圖 1.9）： 

此外，漢字構形資料庫中的小篆字形亦根據《說文》重文而制訂

小篆的異體字表，並且新增字形演變功能。以「射」字為例，現今楷

書的「射」字在《說文》小篆中是「 」字的或體，在漢字構形資料

圖 1.9：「醫」字的小

篆字形結構 
圖 1.8：以「矢」進行

小篆部件檢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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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射」字

的小篆異體字表 圖 1.11：「射」字

的小篆字形 

庫的小篆異體字表中，即將「射」 字列在「 」字底（如圖 1.10），
並在字形演變視窗中顯示小篆「射」字為說文或體（如圖 1.11）。 

1.5 增收甲骨文、金文及楚系簡帛文字 

在 2004 年 12 月 6 日推出的漢字構形資料庫 2.2 版，開始收錄《金

文編》的金文字形；此版本新增 3,459 個金文，楷書字形也增加至

59,220 個。2005 年 8 月 3 日推出的 2.3 版，則開始收錄《楚系簡帛文

字編》的楚系簡帛文字；此版本新增 2,627 個楚系簡帛文字，楷書字

形也增加至 60,082 個。2006 年 8 月 2 日推出的 2.4 版，開始收錄《殷

墟甲骨刻辭類纂》的甲骨文字形；此版本新增 1,970 個甲骨文，楷書

字形則增加至 62,242 個。 
漢字構形資料庫增收上述古文字之後，已可大致囊括古漢字字形

演變的發展軌跡，例如「射」字從甲骨文到小篆的字形演變，如圖

1.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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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字形演變的關係，現今楷書的同一個字形，在古漢字當中可

能會有不同的形體結構，從圖 1.12 可以看出「射」字原本在甲骨文

中是象張弓形，在金文中又在右邊加上手執弓矢的形狀，小篆左邊從

「身」即是由弓的形狀變化而來。 

圖 1.12：「射」字的

字形演變 

甲骨文 

金文 

楚系簡帛文字 

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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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漢字有字形演變的特點，雖然現今楷書看來是同一字，但

在古漢字卻可能有不同的字形結構，所以在對古漢字進行部件檢字

時，也需要依照不同的字形結構，選擇適合的部件。例如「射」字在

甲骨文、金文、楚系簡帛文字及小篆中的字形結構各有不同，組成部

件也有所差異，甲骨文的「射」字是由「弓」與「矢」組合而成，見

圖 1.13；金文的「射」字是由「弓」、「矢」及「又」（「又」在古漢字

中象手形）組合而成，見圖 1.14；楚系簡帛文字的「射」字亦是由「弓」

與「矢」組合而成，見圖 1.15；而在圖 1.16 中，小篆的「射」字則

是由「身」與「寸」組合而成，小篆字形左邊的「身」是由原本的弓

形演變而來。 

圖 1.13：甲骨文「射」

字的字形結構 

甲骨文「弓」

甲骨文「矢」

圖 1.14：金文「射」

字的字形結構 

金文「弓」 

金文「矢」 

金文「又」 

圖 1.15：楚系簡帛文字

「射」字的字形結構 

楚系簡帛文

字「弓」 

楚系簡帛文

字「矢」 

圖 1.16：小篆「射」

字的字形結構 

小篆「身」 

小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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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1.13 至圖 1.16 可以得知，隨著「射」字的字形演變，也會

影響它的部件組合，如果要在甲骨文、金文和楚系簡帛文字中檢索

「射」字，需要以部件「弓」或「矢」進行檢索（如圖 1.17 至 1.19）；
但在小篆中就要改成用部件「身」或「寸」進行檢索（如圖 1.20）。  

以 甲 骨 文

「弓」進行

部件檢字

甲 骨 文

「射」字

圖 1.17：以「弓」進行甲

骨文部件檢字 

以金文「矢」

進行部件檢字 

金文「射」字 

圖 1.18：以「矢」進行

金文部件檢字 

圖 1.19：以「矢」進行

楚系簡帛文字部件檢

字 

以 楚 系 簡

帛 文 字

「矢」進行

部件檢字 

楚系簡帛文

字「射」字 

圖 1.20：以「身」進行

小篆部件檢字

以小篆「身」進

行部件檢字 

小篆「射」字



 

 12

1.6 古漢字重文與風格碼 

在 2007 年 8 月 9 日推出的漢字構形資料庫 2.5 版中，最重要的

特色有三點： 

1.大量增收古漢字，並且開始利用風格碼進行古漢字的編碼工作 

過去在解決古漢字的顯示問題時，通常是先製作古漢字字型，再

透過字型切換的方式顯示，例如在 Word 文件中，將標楷體的字型切

換成「北師大說文小篆」時，結果如圖 1.21 所示： 

然而利用切換字型顯示古漢字的方式只適用於小篆，卻不適用於

其他的古漢字。因為小篆已是有固定規範的文字，所以除了少部分的

字形以外，大部分的小篆字形都可以與現代楷書的字形進行一對一對

應。然而在更早之前的古漢字，例如甲骨文、金文或楚系簡帛文字，

因為當時還沒有文字共同的規範，所以存在大量形體不固定的異體

字，亦即古漢字中存在許多音義相同，但形體不同的重文。如果要運

用切換字型的方式顯示這些具有大量異體字的古漢字時，就會面臨難

以抉擇的困擾。例如「射」字在金文中的異體字有「 」、「 」、「 」、

「 」、「 」「 」……等多種寫法，在製作字型時，究竟要取哪一個

字形代表金文的「射」字，答案可以說是莫衷一是。 
有鑑於此，於是漢字構形資料庫 2.5 版開始採用古漢字本身的源

流資訊進行編碼，與楷書運用構字式的編碼方式有所區分。例如「射」

字在金文當中的異體字表如圖 1.22，但將字形前面的「+」符號展開

後，即可看到同一個字形可能有許多異寫字如圖 1.23： 

標楷體 

北師大說文小篆 

圖 1.21：利用切換字型的方式，顯示小篆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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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 1.23 中風格碼「射集成 2803」為例，它的含義代表

了這個字的字形出處為令鼎，著錄在《殷周金文集成》中的器號為

2803。 

採用風格碼為古漢字進行編碼，可大量增收古漢字的異體字，大

量擴建古漢字異體字表。在 2.5 版中一共增收了《金文編》中的金文

20,069 個、《楚系簡帛文字編》中的楚系簡帛文字 16,801 個，以及《殷

墟甲骨刻辭類纂》的甲骨文 2,197 個，並且回過頭來重新為小篆字形

制定風格碼。 
除了前一例的金文之外，甲骨文、楚系簡帛文字、小篆字形的風

格碼不同之處即在於各字形的字形出處不同，以「射」字為例，甲骨

文、楚系簡帛文字及小篆的異體字表及風格碼出處說明如圖 1.24 至

圖 1.26： 

圖 1.23：金文「射」字的異寫字 

圖 1.22：金文「射」

字的異體字表 

點選
射集成 2803

射集成 4273 

射集成 9455 

射集成 2784 

風格碼： 

圖 1.24：甲骨文「射」字的異體字表及風格碼 

射合集 698 正 

射合集 5784 

字形出處為《甲骨文合集》編號 698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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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出處檢字功能 

漢字構形資料庫 2.5 版在檢字方面，還針對古漢字的部分新增出

處檢字功能，使用者能在漢字構形資料庫出處檢字的下拉選單中，選

取欲檢索的字書，再利用甲骨文編號、金文器號、或楚系簡帛文字的

簡號等相關資訊，檢索同一出處古漢字的字形。例如，使用者若想檢

索毛公鼎（《殷周金文集成》器號 2841）上的所有字形，即可利用毛

公鼎的器號在出處檢字上進行檢索，檢索畫面如圖 1.27 所示： 
 

射包 2.138 

射包 2.38 

射包 2.38;2

射包 2.38;3

字形出處為《楚系簡帛文字編》，出土

墓號為荊門包山 2 號墓，簡號為 138 

表示「射」這個字形，在荊門包山

2 號墓，簡號 38 當中重覆的個數。 

圖 1.25：楚系簡帛文字「射」字的異體字表及風格碼 

表示此字為小篆「 」字的或體 

射說文或體 

圖 1.26：小篆「射」字的異體字表及風格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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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增了自動貼圖至 Microsoft Word 的功能 

原本漢字構形資料庫是使用 Word 缺字預覽巨集，在 Word 文件

中輸入缺字字形的構字式，再透過 Word 缺字預覽，顯示文件中的缺

字字形。但這個做法會令原始文件的內容不易閱讀，增加編輯和管理

文件的困難。因此在 2.5 版中，漢字構形資料庫新增了自動貼圖至

Word 的功能。使用者在處理 Word 文件中的缺字時，可先利用漢字構

形資料庫檢索所需的字形，再透過快速鍵 Ctrl-W 便可立即在 Word 裡

貼入缺字圖片，得到所見即所得的效果，更便利與快速地解決使用者

在 Word 文件裡的缺字問題（如圖 1.28）： 

毛公鼎中的字形 

毛公鼎在《殷周金

文集成》中器號為

2841 

圖 1.27：利用出處檢字檢索毛公鼎上的字形 

Ctrl 與 
W 鍵

Ctrl 與 
W 鍵 

圖 1.28：在 Microsoft Word 中貼入字形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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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漢字構形資料庫的版本沿革 

漢字構形資料庫的研發過程，其版本沿革可詳見表 1.1： 

表 1.1：漢字構形資料庫版本沿革 

版本 年/月/日 內容簡介 字數 備註 
1.0 1998/8/6 收錄五大碼字形 13,051 個。 13,051 支援 Windows 95 及 98 

1.1 1999/1/20 
收錄五大碼字形及《漢語大

字典》字頭近五萬個。 近 50,000 缺字採用葉健欣開發的

漢字庫字型。 

1.2 2000/10/18
收錄五大碼字形及《漢語大

字典》字頭近五萬個。 近 50,000 加入Word缺字預覽巨集

1.3 2001/1/19 

1. 收錄五大碼字形及《漢語

大字典》字頭近五萬個。

2. 收錄《漢語大字典》異體

字表 12,208 組。 

近 50,000

《漢語大字典》異體字

表共 12,208 組，包含

36,309 個字形。 

1.4 2002/05/17

1. 收錄五大碼字形及《漢語

大字典》字頭，合計 54,711
個字形 

2. 收錄《漢語大字典》異體

字表 12,208 組。 

54,711 

開始支援 Windows 2000

2.0 2002/07/02

1. 收錄五大碼字形及《漢語

大字典》字頭，合計 54,711
個字形。 

2. 收錄《漢語大字典》異體

字表 12,208 組。 
3. 收錄《說文解字詁林》小

篆 9,831 個。 

64,542 

1. 開始收錄小篆字形。

2. 銜接古今漢字，並開

始以建立文字學資料

庫為目標。 

2.1 2003/03/17

1. 收錄五大碼字形及《漢語

大字典》字頭，合計 54,711
個字形。 

2. 收錄《漢語大字典》異體

字表 12,208 組。 
3. 收錄《說文解字詁林》的

小篆及重文共 11,100 個。

65,811 

1. 完整收錄《說文解字

詁林》的字形。 
2. 完成小篆構形資料

庫。 
3. 缺字字型依標楷體及

細明體重造。 

2.2 2004/12/06

1. 收錄楷書字形 59,220 個。

2. 收錄《漢語大字典》異體

字表 12,208 組。 
3. 收錄《說文解字詁林》的

小篆及重文共 11,100 個。

4. 收錄《金文編》中的 3,459
個金文。 

73,779 

1. 增收的楷書字形為金

文的楷定字。 
2. 開始收錄金文。 
3. 本次收錄的金文以異

構字為主。 

2.3 2005/08/03
1. 收錄楷書字形 60,082 個。

2. 收錄《漢語大字典》異體
77,268 

1. 增收的楷書字形為楚

系文字的楷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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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年/月/日 內容簡介 字數 備註 
字表 12,208 組。 

3. 收錄《說文解字詁林》的

小篆及重文共 11,100 個。

4. 收錄《金文編》中的 3,459
個金文。 

5. 收錄《楚系簡帛文字編》

中的 2,627 個楚系簡帛文

字。 

2. 開始收錄楚系文字。

3. 本次收錄的楚系文字

以異構字為主。 

 

2.4 2006/8/2 

1. 收錄楷書字形 62,242 個。

2. 收錄《漢語大字典》異體

字表 12,208 組。 
3. 收錄《說文解字詁林》的

小篆及重文共 11,100 個。

4. 收錄《金文編》中的 3,781
個金文。 

5. 收錄《楚系簡帛文字編》

中的 2,627 個楚系簡帛文

字。 
6. 收錄《殷墟甲骨刻辭類

纂》中的 1,970 個甲骨文。

81,720 

1. 增收的楷書字形為甲

骨文的楷定字。 
2. 增收的金文為圖形文

字。 
3. 開始收錄甲骨文。 
4. 本次收錄的甲骨文以

異構字為主。 

2.5 2007/8/9 

1. 收錄楷書字形 62,366 個。

2. 收錄《漢語大字典》異體

字表 12,208 組。 
3. 收錄《說文解字詁林》的

小篆及重文共 11,100 個。

4. 收錄《金文編》中的20,069
個金文。 

5. 收錄《楚系簡帛文字編》

中的 16,801 個楚系簡帛

文字。 
6. 收錄《殷墟甲骨刻辭類

纂》中的 2,197 個甲骨文。

112,533

1. 大量增收金文及楚系

簡帛文字的重文，合

計 30,462 個。 
2. 開始利用風格碼進行

古漢字編碼。 
3. 除部件檢字外，另增

出處檢字。 
4. 新增 Microsoft Word
自動貼圖功能。 

2.51 2007/12/24

1. 收錄楷書字形 62,671 個。

2. 收錄《漢語大字典》異體

字表 12,208 組。 
3. 收錄《說文解字詁林》的

小篆及重文共 11,100 個。

4. 收錄《金文編》中的20,091
個金文。 

5. 收錄《楚系簡帛文字編》

中的 19,138 個楚系簡帛

文字。 
6. 收錄《殷墟甲骨刻辭類

115,197

1. 增收楷書字形 305 個。

2. 增收楚系簡帛文字

2,337 個。 
3. 分層顯示楚系簡帛文

字異體字表中的重

文。 
4. 調整說文重文的風格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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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年/月/日 內容簡介 字數 備註 
纂》中的 2,197 個甲骨文。

2.52 2008/05/23

1. 收錄楷書字形 62,942 個。

2. 收錄《漢語大字典》異體

字表 12,208 組。 
3. 收錄《說文解字詁林》的

小篆及重文共 11,100 個。

4. 收錄《金文編》中的21,413
個金文。 

5. 收錄《楚系簡帛文字編》

中的 19,138 個楚系簡帛

文字。 
6. 收錄《殷墟甲骨刻辭類

纂》中的 2,197 個甲骨文。

116,790

1. 增收楷書字形 271 個。

2. 增收金文 1,322 個。 

2.53 2009/6/22 

1. 收錄楷書字形 64,844 個。

2. 收錄《漢語大字典》異體

字表 12,208 組。 
3. 收錄《說文解字詁林》的

小篆及重文共 11,100 個。

4. 收錄《金文編》中的21,413
個金文。 

5. 收錄《楚系簡帛文字編》

中的 19,138 個楚系簡帛

文字。 
6. 收錄《殷墟甲骨刻辭類

纂》中的 2,700 個甲骨文。

119,195

1. 增收楷書字形 1,902
個。 

2. 增收甲骨文 503 個。

 

1.8 漢字構形資料庫的架構及特色 

漢字構形資料庫早期收錄的字形是以楷書的現代印刷字體為

主，其後陸續增加小篆、金文、楚系簡帛文字及甲骨文。因此，現今

的漢字構形資料庫是由甲骨文、金文、楚系簡帛文字、小篆及楷書構

形資料庫組合而成，其架構圖如圖 1.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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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說明漢字構形資料庫的現況，其中列出各個構形資料庫的

主要參考字書、已收字數、已分析字形的部件數及基礎部件數、異體

字表組數、製作的電腦字型、提供的字書索引、合作單位等。中研院

史語所負責甲骨文、金文、楚系簡帛文字的構形分析，而北京師範大

學則提供了小篆字型： 

表 1.2：漢字構形資料庫的現況 

 甲骨文 金文 楚系文字 小篆 楷書 

主要參考字書 殷墟甲骨刻

辭類纂 金文編 楚系簡帛文

字編 
說文解字詁

林 漢語大字典

字 數 2,197 21,413 19,138 11,100 62,942 
部 件 數 296 804 704 2,004 5,224 
基 礎 部 件 數 228 469 464 367 982 
異體字表組數 1,762 2,614 2,206 1,081 12,208 

電 腦 字 型 中研院甲骨

文 
中研院金文 中研院楚系

簡帛文字 
北師大說文

小篆 
標楷體及細

明體外字集

字 書 索 引 

殷墟甲骨刻

辭類纂、甲

骨 文 字 詁

林、甲骨文

字集釋 

金文編、金

文詁林、殷

周金文集成

引得 

楚系簡帛文

字編 
說文解字詁

林 
漢 語 大 字

典、中文大

辭典 

其 他 屬 性 
 殷周金文集

成器號、器

名 

出土墓號及

簡號 
 Unicode、

Big5 

合 作 單 位 
中研院史語

所 
中研院史語

所 
中研院史語

所 
北京師範大

學、台灣師

範大學 

中研院史語

所 

綜觀漢字構形資料庫的研發過程，其主要的特色為以下四點： 

圖 1.29：漢字構形資料庫的組成 

甲骨文 

電腦字型 

異體字表 

字集 

部件

金文 小篆 楷書 

電腦字型

異體字表

字集 

部件

楚系文字

電腦字型

異體字表

字集

部件

電腦字型

異體字表

字集

部件

電腦字型

異體字表

字集 

部件

基礎部件 基礎部件 基礎部件 基礎部件 基礎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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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銜接古今文字以反映字形源流演變。 
2.收錄不同歷史時期的異體字表，以表達不同漢字在各個歷史層

面的使用關係。 
3.記錄不同歷史時期的文字結構，以呈現漢字因義構形的特點。 
4.使用構字式及風格碼來解決古今漢字的編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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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漢字構形資料庫的部件拆分 

部件拆分是漢字構形資料庫的核心。本章先解釋部件拆分的相關

名詞，然後提出基礎部件的規範，說明部件拆分所碰到的一些問題，

最後列出五大字集及簡化字集的部件表。 

2.1 名詞釋義 

2.1.1 部件 

由筆畫組成具有組配漢字功能之構字單位，當一個形體被用來構

造其他的字，成為所構字的一部分時，是為所構字的部件。例如「」、

「酉」、「」、「殳」、「」、「矢」、「」、「大」、「」、「又」皆為「醫」

的部件。 

2.1.2 成字部件和非（成）字部件 

可以獨立成字的部件稱成字部件，當它不作為其他字的部件時，

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字；不能獨立成字的部件稱非字部件，非字部件

不能獨立存在，必需依附於其他部件之上。例如「醫」字的部件「」、

「酉」、「」、「殳」、「」、「矢」、「大」、「」、「又」皆可獨立成字，

是為成字部件；而「」無法獨立成字，是為非字部件。 

2.1.3 基礎部件和合成部件 

最小的不再拆分的部件稱基礎部件，由兩個以上的基礎部件組成

的部件稱合成部件。例如「醫」字的基礎部件有「」、「」「大」、

「」、「又」、「酉」，這些部件都無法再繼續往下拆分；而「醫」字

的合成部件有：「」、「」、「殳」、「矢」，這些部件都是由兩個以上

的基礎部件所組成，可以繼續往下拆分至基礎部件為止。 

2.1.4 漢字結構 

部件構成漢字的方式和規則。 

2.1.5 結構理據 

根據字源或參考字源，從漢字的部件組合分析出的造字意圖，稱

結構理據。例如「醫」字，根據《說文》：「，病聲。酉，所以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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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見「醫」字的造字意圖是由「」與「酉」而來。根據字源

解釋「醫」字造字意圖，即為「醫」字的結構理據。 

2.1.6 部件拆分 

將漢字拆分為部件稱部件拆分。 

2.1.7 有理據拆分和無理據拆分 

根據結構理據所進行部件拆分，稱有理據拆分；當無法分析理據

或理據與字形發生矛盾時，依照字形所進行的部件拆分，稱無理據拆

分。例如「醫」字，根據《說文》：「，病聲。酉，所以治病也。」

因此「醫」字可以拆分為「」與「酉」；而「」根據《說文》：「擊

中聲也，从殳聲。」因此「」可以拆分為「殳」與「」；又「」

根據《說文》：「盛弓弩矢器也，从从矢。」因此「」可以拆分為

「」、「矢」；但「矢」往下拆分為「」、「大」卻沒有任何字源解

釋，因此在「醫」的部件當中，除「矢」的拆法為無理據拆分，其餘

皆為有理據拆分。 

2.1.8 部件的層級 

在依層次拆分的漢字中，部件是有層級的。以「醫」字為例，「醫」

字含有以下四個層級的部件： 
一級部件：、酉 
二級部件：、殳 
三級部件：、矢、、又 
四級部件：、大 

一級部件又稱為直接部件，因為一級部件直接構成全字，體現全

字的造字意圖。例如「醫」字的一級部件是「」與「酉」，根據《說

文》：「，病聲。酉，所以治病也。」可見「」與「酉」不但直接

組成「醫」字全字，而且也體現了「醫」字的造字意圖。「醫」字的

各級部件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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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部件在組構中的功能 

部件在構字時都體現一定的構意，部件所承擔的構意類別，稱為

這個部件的功能。漢字部件的功能有以下五類：表形功能、表義功能、

示音功能、標示功能以及替代功能。 
表形功能：部件用與物象相似的形體來體現構意，例如「番」字

的部件「田」表現爪印的形狀，即是承擔部件的表形功能。 
表義功能：部件以它在獨用時所記錄的詞義來體現構意，即是部

件的表義功能。例如「醫」字之部件「」表示呻吟聲；「酉」表示

用來治病的酒，即是承擔部件的表義功能。 
示音功能：部件在構字時體現示音的功能，部件的讀音與全字的

讀音相近或相同，例如「」之部件「」讀音與「」相同，即是

承擔了示音功能。 
標示功能：部件不獨立存在，而是附加在另一個部件上，作為區

別和指示作用，即是具有標示功能。例如「刃」字之部件「」，指

示出刀刃的位置，具有指示位置的作用；而「太」字之部件「」，

二級

部件 
一級

部件 

三級

部件 

三級

部件 

四級

部件 

圖 2.1：「醫」字的各級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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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以和「大」字作出區別，具有區別的作用。這些部件都承擔了標

示的功能。 
替代功能：有些部件本身不表示構意，而是作為另一部件的替代

物，稱為部件的替代功能。例如「訖」字之部件「乞」原本為「气」，

後來卻寫成「乞」替代了原本的「气」；「奠」字之部件「大」原為「丌」，

後來卻寫成「大」替代了原本的「丌」。此類部件本身並不表示構意，

而是替代了其他部件，擔負了部件的替代功能。 

2.2 基礎部件的規範 

基礎部件的規範為部件拆分的首要問題。在圖 2.1「醫」字的部

件拆分中，為何「矢」不是基礎部件，而要拆分成「」、「大」？「殳」

的基礎部件「」，由於標準字體的不同，有時也和「几」混用。以

下先比較兩份基礎部件的規範，再說明漢字構形資料庫的基礎部件制

定原則。 

2.2.1 小篆的獨體字與楷書的基礎部件 

現行中文楷書的拆分原則，可參考兩份中文字的基礎部件標準：

「中文字基礎部件及部件屬性 」（編號 CNS 11643-2，以下簡稱 CNS 
11643-2 ）以及 GB 13000.1 字符集「漢字部件規範」（編號

GF3001-1997，以下簡稱 GF3001）。GF3001 於 1997 年發佈，是對

GB13000.1「信息技術 通用多八位編碼字符集（UCS）第一部分：體

繫結構與基本多文種平面」中的 20,902 個中文字進行拆分後得出的

基礎部件表以及使用原則。CNS 11643-2 則是於 2007 年發佈，是對

CNS11643「中文標準交換碼」第 1 及第 2 字面的 13,051 個中文字進

行拆分後得出的基礎部件表及使用原則。這兩份基礎部件是在對現行

楷書進行拆分時，重要的參考依據。 
然而這兩份基礎部件標準之適用範圍在於現代楷書，並不適用於

小篆文字，因為小篆字形與楷書字形在基礎部件的認定上有時並不一

致。有些字在小篆中是無法拆分的基礎部件，但在楷書中卻可往下拆

分為若干部件。例如「易」字在小篆中寫作「 」，根據《說文》：「易，

蜥易蝘蜓守宮也，象形。」可見「 」整體為蜥蜴的形狀。但在楷書

中的「易」字，卻可拆分成「日」與「勿」等部件；又如「癸」字在

小篆中寫作「 」，根據《說文》：「癸，冬時水土平可揆度也，象水

從四方流入地中之形。」可見「 」整體為象水從四方流入地中的樣

子，但在楷書中的「癸」字可拆分成「」與「天」等部件；再如「象」

字在小篆中寫作「 」，根據《說文》：「象，長鼻牙南越大獸……象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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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四足之形。」可見「 」整體為大象之形體，但在楷書中的「象」

字可拆分成「」、「」、「」等部件。 
此外，還有些字在小篆中可以拆分成若干部件，但在楷書中卻當

作基礎部件而不再往下拆分的，例如「更」字在小篆中寫作「 」，根

據《說文》：「更，改也，从攴丙聲。」可拆分為「 」和「 」等部

件，但在楷書中的「更」字是作基礎部件而不再拆分。又如「東」字

在小篆中寫作「 」，根據《說文》：「官溥說：从日在木中。」可拆分

為「 」與「 」等部件，但在楷書中的「東」字是當作基礎部件而不

再拆分。再如「束」字在小篆中寫作「 」，根據《說文》：「縛也，从

囗木。」可拆分為「 」與「 」等部件，但在楷書中的「束」字則

是當作基礎部件而不再拆分。 
由此可知，無論是 CNS 11643-2 或是 GF3001，這兩份楷書的基

礎部件均與小篆的基礎部件並不完全相符，有些字的小篆字形是無法

拆分的基礎部件，但它們的楷書字形卻可往下拆分（例如「易」、「癸」、

「象」等字）；而有些字則是小篆字形可往下拆分，但在楷書字形中

卻是當作基礎部件，而不再拆分的（例如「更」、「東」、「束」等字）。 

2.2.2 現行兩個中文字的基礎部件標準 

CNS 11643-2 共有 517 個基礎部件，而 GF3001 有 560 個基礎部

件，它們的基礎部件有一部分是重疊的，這些相同的部件共有 391
個，詳見如下： 

一、、、、、乙、、、、、、、、、、

二、匕、、匚、、十、厂、、丁、七、、、、、、

、凵、卜、、、人、、儿、入、八、几、、、乂、、

、、、、、 、、、、、、、、、刀、

、力、、、、、、又、、乃、九、了、、、、

乜、、土、士、大、寸、尢、工、干、廾、弋、、丈、于、才、

丌、、、、、、口、囗、山、巾、、、、夕、尸、

、彳、、久、、、千、、、、女、子、孑、小、、

屮、、、川、、己、、、、弓、、、、、巳、

、也、、、、孓、已、丸、戈、木、、歹、、牙、犬、

、王、、丐、不、井、卅、夫、屯、廿、巿、、旡、、、

五、、日、曰、止、 、中、內、、、、、、戶、手、

、、、斤、月、、毛、氏、气、爪、、、父、片、牛、

、、 、、、丹、及、心、、、文、火、、、之、

、冘、、毋、毌、母、水、、、爿、丑、尹、巴、弔、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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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甘、石、示、、世、本、未、末、、、、

戊、戉、田、皿、目、禸、、、、且、冉、冊、凹、凸、史、

央、由、甲、申、、、、、瓜、白、禾、、、丘、乍、

乎、、立、必、永、、、皮、矛、弗、民、、丱、、、

而、耳、臣、、西、襾、吏、夷、朿、、卍、、、、肉、

、虍、虫、曲、曳、、、、竹、、缶、耒、自、臼、、

舟、年、、、、、、米、羊、、、衣、、州、糸、

、聿、、艮、、豕、車、酉、更、束、求、甫、、見、貝、

里、串、、豸、身、釆、我、、、、言、、長、、雨、

事、東、疌、豖、、、亞、門、果、金、非、秉、臾、承、革、

禺、食、、垂、禹、重、為、飛、鬥、鬼、、畢、、黑、黽、

熏 

除了相同的 391 個基礎部件外，這兩份基礎部件標準還有一部分

的部件是相異的，CNS 11643-2 獨有的基礎部件有 126 個，而 GF3001
獨有的基礎部件有 169 個，它們之間的相異點可分為底下五點加以說

明： 

1.是否採取認同使用 

當部件因為在字中所處的部位不同而產生了筆畫變形或比例變

化，例如「土」當作字形偏旁時，經常寫作提土旁「」，若將「」

與「土」視為相同的部件，是為認同使用，如 GF3001 即是採取認同

使用；反之，如果將這兩者視為不同的部件，即為不認同使用，如

CNS 11643-2 中將這類變化後的部件稱為附部件，視為與主部件不同

的部件，是採取不認同使用。CNS 11643-2 因為不認同使用而獨有的

部件共有 65 個，詳見如下，括弧內為主部件或 GF3001 採取認同使

用的部件，提供對照參考： 

（）、（GF3001 視「」與「」為同一個部件）、（几）、

（匕）、（人）、（儿）、（入）、（八）、（几）、（乂）、

（又）、（九）、（土）、（大）、（工）、（久）、（）、

（女）、（小）、（巳）、（木）、（木）、（犬）、（王）、

（夫）、（屯）、（旡）、（止）、（牛）、（文）、（火）、

（冘）、（水）、（本）、（）、（且）、（瓜）、（生）、

（禾）、（禾）、（丘）、（立）、（皮）、（）、（耳）、

（至）、（朿）、（耒）、（舟）、（衣）、（更）、（束）、

（求）、（見）、（里）、（采）、（雨）、（金）、（韭）、

（垂）、（重）、（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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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拆分上的不同 

有部分字在 CNS 11643-2 中是基礎部件，但在 GF3001 中是合成

部件。例如「妻」字在 CNS 11643-2 未拆，是屬於基礎部件，但 GF3001
中拆分為「」與「女」；又如「婁」字在 CNS 11643-2 未拆，是屬

於基礎部件，但在 GF3001 中拆分為「」與「女」。 
另外，有部分字在 GF3001 中是基礎部件，但在 CNS 11643-2 中

是合成部件，例如「象」在 GF3001 未拆，是屬於基礎部件，但在

CNS 11643-2 中卻拆分為「」、「」、「」；又如「尺」在 GF3001
未拆，是屬於基礎部件，但在 CNS 11643-2 中卻拆分為「尸」、「」。 

拆分上的不同，會影響檢索結果的呈現。例如當使用者需要檢索

「妻」字時，在 CNS 11643-2 中，因為「妻」即是基礎部件，因此只

能以「妻」字為部件進行檢索。但在 GF3001 中，因為「妻」字可拆

分為「」與「女」二個基礎部件，所以使用「」與「女」作為部

件進行檢索，都可找到「妻」字。又如使用者需檢索「象」字時，在

GF3001 中，因為「象」即是基礎部件，因此只能以「象」為部件進

行檢索。但在 CNS 11643-2 中，因為「象」可拆分為「」、「」、「」

三個部件，所以使用「」、「」、「」這三個部件進行檢索，都可

找到「象」字。大體而言，將字形拆分得較細者，在檢索上可以運用

的檢索部件選擇性也越多。 
CNS 11643-2 因為拆分之不同，而獨有的部件共有 45 個，其中

與 GF3001 有相關性的有 34 個。這 34 個有相關性的部件中，「」

是因為 CNS 11643-2 拆分了「」而來， GF3001 則未拆「」，因

而 CNS 11643-2 獨有「」，GF3001 獨有「」；另外 33 個部件則是

CNS 11643-2 未拆，但 GF3001 將之拆分的基礎部件，將留待下一段

說明。 
CNS 11643-2 因拆分不同而獨有的 45 個基礎部件，詳見如下，

若該部件與 GF3001 之基礎部件有關，則將 GF3001 之相關部件以括

弧標註其後，提供對照參考： 

、、乇、生、用、、、韭、首、齒、、勿（）、甩（）、

至（）、以（）、亙（）、丙（）、亥（）、羽（刁）、（）、

堇（）、妻（）、典（）、（）、隹（）、（）、卑（）、

（）、面（）、馬（）、烏（）、兼（）、鬲（）、帶（）、

曹（）、（）、棄（）、婁（）、庸（）、壺（）、單（）、

鼎（）、齊（、）、龍（）、羲（） 

GF3001 因為拆分之不同，而獨有的部件共有 68 個，其中與 CNS 
11643-2 有相關性的有 33 個。這 33 個有相關性的部件中，「」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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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已如前述，其他 32 個之關係為 CNS 11643-2 未拆，但 GF3001 將

之拆分後所獨有之基礎部件，例如：「」為 GF3001 拆分了「甩」

而來，但 CNS 11643-2 將「甩」當作基礎部件而未加以拆分；「」

為 GF3001 拆分了「勿」而來，但 CNS 11643-2 將「勿」當作基礎部

件而未加以拆分，GF3001 此類的基礎部件一共有 32 個。 
GF3001 因拆分不同而獨有的 68 個基礎部件，詳見如下，若該部

件與 CNS 11643-2 之基礎部件有關，則將 CNS 11643-2 之相關部件以

括弧標註其後，提供對照參考： 

、玉、四、、兀、、、方、、亡、、上、柬、万、、

兆、、巨、下、予、、象、斥、三、、、、丫、尺、、

、丏、、、（勿）、（甩）、（至）、（以）、（亙）、

（丙）、（亥）、刁（羽）、（、堇）、（妻）、（典）、

（隹、）、（）、（）、（卑）、（卑）、（面）、（馬）、

（烏）、（兼）、（鬲）、（帶）、（曹）、（）、（棄）、

（婁）、（庸）、（壺）、（單）、（鼎）、、（齊）、

（龍）、（羲） 

3.字形規範的差異 

有部分基礎部件之差異是屬於字形規範上的差異，例如：在 CNS 
11643-2 的「丰」在 GF3001 中寫作「」；在 CNS 11643-2 的「犮」

在 GF3001 中寫作「」，這些都是屬於字形規範的差異。CNS 11643-2
因為上述原因而獨有的部件共有 15 個，詳見如下，並將採用 CNS 
11643-2 與 GF3001 基礎部件標準之字形範例以括弧標註其後，提供

對照參考： 

（化化）、丰（丰）、犮（拔拔）、（炙炙）、龜（龜龜）、（坴

坴）、（充充）、（恐恐）、（害害）、（艾艾）、（邦邦）、

（彗彗）、（舝舝）、卌（卌卌）、（叟叟） 

GF3001 因字形規範的差異而獨有的部件共有 12 個，詳見如下，

並將採用 GF3001 與 CNS 11643-2 基礎部件標準之字形範例以括弧標

註其後，提供對照參考： 

（前前）、（延延）、（鰥鰥）、（刊刊）、（彗彗）、

（肩肩）、（叟叟）、（聚聚）、戢（檝檝）、（册册）、

（敢敢）、（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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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字集大小不同 

CNS 11643-2 主要是以CNS11643「中文標準交換碼」第 1 及第 2
字面作為字集，此字集包含大五碼 13,051 個中文字，只有繁體字，

而無簡化字；而GF3001 則是以GB13000.1「信息技術 通用多八位編

碼字符集（UCS）第一部分：體繫結構與基本多文種平面」為字集，

該字集與 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IEC 10646.1:1993 一致，一共包含了

20,902 個中文字，所以GF3001 的字集比CNS 11643-2 來得較大，除

了繁體字外，也包含了簡化字。 
GF3001 因字集較大且包含簡化字而獨有的基礎部件共有 87 個，

詳見如下： 

、、、、、、、、、、、、、、、

、、、、、、、、、、、、、、、

、、、、、、、、、、、、、、、

、、、、、、、、、、、、、、、

、、、、、、、、、、、、、、、

、、、、、、、、、、、 

5.其他 

CNS 11643-2 遺漏的基礎部件有 2 個：丳。 
GF3001 遺漏的基礎部件有 1 個：。1 

2.2.3 漢字構形資料庫的基礎部件 

漢字構形資料庫在制定基礎部件時，主要是依據 CNS 11643-2，
兼以 GF3001 為輔助參考，其與 CNS 11643-2 相異處如下： 

1.採取 GF3001 的認同使用原則 

CNS 11643-2 因不採取認同使用的關係，產生了許多附部件，以

部件「女」為例，分出位置在字形左半邊的附部件「」，假設使用

者需檢索「如」或「妒」等字形時，不能使用主部件「女」進行檢索，

而必須使用它的附部件「」進行檢索，才能檢索得到「如」和「妒」

等字形。又例如部件「木」，分出位置在字形左半邊的附部件「」

和位置在字形下半邊的附部件「」，因此當使用者需檢索「杜」字

                                           
1 GF3001 已收錄基礎部件「丳」、「」而 CNS11643-2 遺漏之，CNS11643-2 已收錄基礎部件「」

而 GF3001 遺漏之。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9%99%85%E6%A0%87%E5%87%86%E5%8C%96%E7%BB%84%E7%BB%87&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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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需使用在字形左半邊的「」為檢索部件，如果要檢索「架」字

時，則需使用在字形下半邊的「」為檢索部件。由上述舉例可知，

CNS 11643-2 之附部件在檢索上易造成混淆，也增加檢索之困難，因

此漢字構形資料庫採取了 GF3001 的認同使用原則，但與 GF3001 之

認同使用原則略有差異，其相異處分為底下 2 點： 

(1)GF3001 認同使用，但漢字構形資料庫不認同使用者。在

GF3001 中，「」與「乂」為同一部件，「」與「几」也為同一部

件。但漢字構形資料庫在考量字源的情況下，將「」、「乂」以及「」、

「几」視為不同之基礎部件。 

(2)GF3001 並未採取認同使用，但漢字構形資料庫認同使用者。

漢字構形資料庫擴大了認同使用原則，加入認同使用的部件共有 14
個，如下所列，並在括弧中標出漢字構形資料庫所認同使用之部件： 

（匕）、（匕）、（）、（）、（）、（）、（屮）、

（己）、（巳）、（丰）、（）、（）、（）、（羊） 

2.因一致性而增刪 

此條原則是考慮部件拆分時的一致性，共分為底下 2 點： 

(1) 因一致性而增加者。CNS 11643-2 將「水」、「」置於同一

組，但卻拆分了「」。由於這三個部件有關聯性，在考量拆分一致

性的情況下，漢字構形資料庫不拆分「」，並將之與「水」、「」

列為同一組。 

(2) 因一致性而拆分者。CNS 11643-2 將「」拆分，卻保留「」

為基礎部件。在考量拆分一致性的情況下，漢字構形資料庫將「」

加以拆分，不列入基礎部件表中。 

3.補上遺漏與刪除多出的五大字集部件 

(1)以五大字集為準，補上 CNS 11643-2 遺漏的五大字集中的二個

部件：「丳」、「」。 

(2) 以五大字集為準，刪去 CNS 11643-2 多出的部件「」。 

2.3 部件拆分的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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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構形資料庫主要根據字形理據來進行部件拆分。當字形符合

理據的，進行有理據拆分；無法分析理據或理據與字形矛盾的，依字

形進行無理據拆分。另外，對多部件的漢字進行拆分時，應先依漢字

組合層次做有理據拆分，直至不能進行有理據拆分而仍需拆分時，再

做無理據拆分。如圖 2.1「醫」字的部件拆分。我們以《說文解字詁

林》收錄的 9,820 個小篆的對應楷書為字集，依照上述原則拆分，並

將所遇到的問題及處理方式整理如後。 

2.3.1 部件拆分的類別與統計 

根據字形理據來進行部件拆分，可分成有理據拆分及無理據拆分

兩類，有理據拆分則可進一步再分成根據字源及參考字源兩類。 

1.有理據拆分─根據字源 

絕大多數楷書字形拆分後的部件都和小篆相同，例如「醫」字拆

成「」、「酉」。部分楷書部件由於隸變而稍有差異，仍然歸屬於此

類。例如「江」的部件「」為「水」的變形；「到」的部件「」

為「刀」的變形；「茄」的部件「」為「艸」的變形。9,820 個字中，

部件完全相同的有 5,127 個，僅差異在變形部件的 3,338 個，以上合

計 8,465 個。 

2.有理據拆分─參考字源 

當楷書和小篆的部件差異不只是變形，而是由另一個部件所替

代。例如小篆「 (奠)」拆成「 (酋)」、「 (丌)」，楷書「奠」字拆成

「酋」、「大」，「丌」為「大」所替代；小篆「 (香)」拆成「  (黍)」、
「 (甘)」，楷書「香」字拆成「禾」、「日」，「黍」、「甘」則為「禾」、

「日」所替代。9,820 個字中，有部件替代情形的字共 1,180 個。 

3.無理據拆分 

當無法分析理據或理據與字形矛盾時，只好依照字形進行無理據

拆分。例如小篆「  (兵)」拆成「 (斤)」、「 (廾)」，楷書「兵」拆成

「丘」、「八」；小篆「 (易)」為象形字，不再拆分，楷書「易」字則

依 CNS11643-2 拆分成「日」、「勿」。9,820 個字中，有 175 個採用無

理據拆分。 

2.3.2 非字合成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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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有理據拆分─參考字源」的字形中，部分楷書的部件已

由另一個部件所替代，這些替代的部件有些為非字部件。例如小篆「  
(唐)」拆成「 (庚)」、「 (口)」，楷書「唐」字中替代部件「庚」的「」，

即為非字部件；小篆「 (制)」拆成「 (未)」、「 (刀)」，楷書「制」字

中替代部件「未」的「」，即為非字部件。非字部件可能是基礎部

件，如「」；非字部件也可能是合成部件，如「」。 
非字部件由於不是字，電腦的中文字集不會收錄。在漢字構形資

料庫中，基礎部件是不可或缺的，因此非字基礎部件絕對要收錄；至

於非字合成部件，由於數量較多，基於構字的需要，則可適量收錄。

目前只要是具有特定構意的非字合成部件，若在《漢語大字典》有兩

個（含）以上的單字用到，漢字構形資料庫即予收錄。例如「徽」的

非字合成部件「」，構意為「微聲」，並可構成「黴」、「鰴」等字，

因此可收錄；至於「唐」的非字合成部件「」，構意為「庚聲」，但

僅構成「唐」字，可予取消。 
被取消的非字合成部件，所構之字在分析時，可直接使用該非字

合成部件的下一級部件。例如「唐」的一級部件「」取消後，可直

接使用二級部件「」、「」構字，而將「唐」字分析成「」、「」、

「口」。 

2.2.3 無理據拆分 

對於需採無理據拆分的楷書字形，漢字構形資料庫的部件拆分原

則如下：在不增加部件的情況下，使用最少的部件來拆分。例如「兵」

拆分成「丘」、「八」；「易」拆分成「日」、「勿」。 

2.4 五大字集部件表 

1984 年資策會發表了一套專為五大中文套裝軟體所設計的中文

內碼，也就是俗稱的Big5 中文碼或五大碼，其中含常用字 5,401 個，

次常用字 7,652 個，合計 13,053 個字，其中有 2 個字重複編碼，因此

實際收錄 13,051 個中文字 2，即本文所稱之五大字集。在微軟的個人

電腦作業系統中，從Windows3.1 至Windows 95/98 都是採用五大碼作

為繁體中文之編碼，直到Windows 2000 之後的作業系統，才開始改

用Unicode編碼。 
依照漢字構形資料庫的部件拆分原則，五大字集拆分後的部件總

數為 2,297 個，其中基礎部件為 441 個，合成部件為 1,856 個，詳述

                                           
2五大字集原本收錄 13,053 個中文字，但其中「兀」字及「嗀」字這兩字重複編碼，因此刪去重

複兩字後為 13,051 個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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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後。 

2.4.1 五大字集基礎部件表 

表 2.1 為五大字集基礎部件表，共有基礎部件 441 個，表格欄位

之相關說明如下： 

1.本基礎部件表包含主部件與附部件，主部件與附部件之區別在

於，主部件是指部件主要字形，附部件則為主部件小幅度變化之字

形。例如「心」為主部件，「」與「」為其附部件。本基礎部件

表共有主部件 382 個，附部件 59 個。 

2.部件排序方式，以主部件筆畫數遞增式排序，亦即筆畫數少在

前，多者在後。附部件跟隨於其所屬主部件之後。例如序號第 214 為

該組之主部件「心」，其後跟隨附部件為序號 215 之「」及 216 之

「」。 

3.部件若為同筆畫數者，依其筆順之筆畫序號遞增式排序。筆畫

序號依 CNS11643-3「中文字筆畫分類」規定，筆畫順序為橫（一）

豎（）撇（）點（）折（）。若第一筆畫是相同的，則依筆

順往下比較。例如下列同為筆畫二畫之部件，當其第一筆都是橫畫

時，此時就依照筆順的第二筆，依照 CNS11643-3「中文字筆畫分類」

規定筆畫順序往下排列，其次序及依筆順之筆畫為：二（橫橫）、十

（橫豎）、（橫豎）、厂（橫撇）、（橫撇）、匕（橫折）。 

4.所有基礎部件經排序後，序號由數字 1 起，就各個單獨基礎部

件依序賦予序號，另就各組主部件依序賦予組號，附部件之組號與其

所屬主部件相同，於表格中不另列出。例如序號 214 之主部件「心」，

組號為 182；其附部件「」及「」序號依序為 215 及 216，但組

號則與主部件相同，均為 182。 

5.例字編排依林樹編《中文電腦基本用字研究》（1972）之字頻

排序，以字頻較高者在前，字頻較低者在後。例如，序號 214 部件「心」

之例字為「想愛感寧恥」，其中「想」之字頻為 3,583 次，「愛」之字

頻為 1,774 次，「感」之字頻為 721 次，「寧」之字頻為 291 次，「恥」

之字頻為 192 次，因此依照字頻之高低排列後，部件「心」之例字排

序為「想愛感寧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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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五大字集基礎部件表 

序 號 組 號 部件 例 字

1 1 一 是天同旦 
2 2  刁 
3 3  在條引叟羋 
4 4  向少呂胤 
5 5  主凡兔卵勺 
6 6  尺 
7 7 乙 乾乞鳦 
8   孔 
9 8  丁了予 
10 9  成局司幻 
11 10  吳 
12 11  訊虱 
13 12  亡陋曷 
14 13  慶予壽疋 
15   了候今 
16 14  尐 
17 15 二 些次元仁貳亙 
18 16 十 什南早古 
19 17  丏 
20 18 厂 原產反岸詹 
21 19  有在 
22 20 匕 能此尼旨鬯 
23   它 
24 21 匚 匠 
25 22  區 
26 23 七 切皂柒 
27 24 丁 可打頂亭 
28 25  巧兮亟攷 
29 26  焉与 
30 27 卜 下外赴鳪 
31   上桌竊 
32 28  同南向剛炯奐 
33   角 
34 29  囧 
35 30  無傷族鹽乞 
36 31  介奡丌氘 
37 32  派遞后盾梔 
38 33 人 以幾閃企卒 
39   他候 
40 34 八 分六匹睿扒 

序 號 組 號 部件 例 字

41   四罕 
42 35 入 全兩糴屳 
43 36 乂 艾刈 
44   學希凶爻 
45 37 儿 兒虎兆坴 
46 38 几 處凡飢冗 
47   朵 
48 39  夙 
49 40  万別 
50 41  你 
51   免 
52 42  包句 
53 43  留派旅兜卬 
54 44  叱 
55 45  六商夜京 
56 46  班 
57 47  冷弱 
58 48  南商弟帝幸 
59 49  於冬 
60 50  學軍受勞帝 
61 51  假巨卣 
62 52  侯 
63 53  報命印卵 
64   範犯卷宛厄 
65 54  叫收赳 
66 55 凵 出匈屆凶禽 
67 56 刀 分切絕召賴 
68   到 
69 57 力 動加勞辦務 
70 58 又 受友取隻反 
71   祭 
72 59 乃 仍秀孕 
73 60  能公參私允 
74 61  令甬 
75 62 九 究軌旭尻厹虓 
76 63 乜 乜 
77 64 了 亨釕 
78 65  粼 
79 66 干 幸岸幹汗刊 
80 67 于 宇迂盂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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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組 號 部件 例 字

81 68  那半奉丮 
82 69 土 在去地社疆 
83 70 士 志穀壯壬敖 
84 71 工 江空功式左貢 
85 72 大 天因奇夾杕 
86 73 尢 拋尬尷 
87 74 廾 開算奔戒葬 
88 75 丌 畀 
89 76 丈 仗 
90 77  降桀舝 
91 78  虐 
92 79 寸 將專付冠刌 
93 80 弋 代式鳶芅隿 
94 81  育流充棄 
95 82 才 材閉鼒 
96 83  北燕 
97 84  步歲賓 
98 85 口 可和問叫各 
99 86 囗 國 
100 87 山 島微岸仙峽 
101 88 巾 市布帽飾帥匝 
102 89  爾 
103 90  扥 
104 91 乇 托宅 
105 92 千 乖阡芊 
106 93 彳 得 
107 94  形須參彥彪 
108 95  匆囪 
109 96  各處隆贛 
110 97  後愛致 
111 98 久 畝疚灸羑 
112 99  卯 
113 100 夕 多外名夢矽 
114 101 丸 執芄奿 
115 102  恐贏 
116 103  應 
117 104  家 
118 105  前業善兼朔岡 
119 106 尸 局屋刷殿辟 
120 107 己 記改忌巹 
121 108 巳 起包巷熙祀 
122 109 已 已 

序 號 組 號 部件 例 字

123 110 弓 發張弱躬彎粥 
124 111  急尋雪帚 
125 112  舝 
126 113 屮 出弢芔茻 
127 114 也 他拖匜迆 
128 115 女 要好委威瀛 
129 116  建 
130 117  辰畏 
131 118 小 你少京叔齋 
132   當尚肖 
133 119 子 好學孔孟囝 
134  孑 孑 
135 120  彙 
136   彝 
137 121  那院 
138 122  鄉雍 
139 123 孓 孓 
140 124  麼後樂幼茲幻 
141 125  經腦災巡舝 
142  川 順訓夼氚 
143   流荒侃 
144 126 王 全現班弄匡閏 
145 127 井 耕刱丼 
146 128 夫 規扶麩芙 
147 129  責 
148   害 
149 130  考 
150 131 丐 鈣 
151 132 廿 度燕堇 
152 133  共備展散 
153 134 木 校新條林樂查 
154   余 
155 135  述痲 
156 136 巿 沛旆芾 
157 137 卅 卅 
158 138 不 否杯罘鴀 
159 139 犬 類哭默莽戾倏 
160   狗 
161 140 歹 死列夙 
162   餐 
163 141 五 吾伍 
164 142 屯 頓純囤窀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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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組 號 部件 例 字

165 143 旡 既蠶潛 
166 144 戈 或幾找划盞 
167 145 牙 呀穿雅迓 
168 146  花 
169 147  茍 
170 148 止 此步歸武歷企 
171   是從徙 
172 149 日 是時間者普晶 
173 150 曰 書勗汩欥 
174 151  曼 
175   冒冑 
176 152  衰 
177 153 中 忠衷沖馽 
178 154  象 
179 155  雋 
180 156 內 納芮氝 
181 157 手 看拿掌摩 
182   拜 
183   把 
184 158  教條變務肇煞釐

185 159 毛 尾耗毯氅 
186 160 气 氣汽芞 
187 161 牛 解件牢犀犛 
188   先告 
189 162 丰 邦蚌砉夆 
190   豐彗 
191 163 片 牌沜 
192 164 斤 所近質匠欣斧 
193 165 爪 爬抓笊 
194   受 
195   印褎 
196 166 戶 所房妒 
197 167 父 交爸蚥 
198 168 月 有前明服朋閒 
199   望 
200 169 氏 紙昏疧 
201 170 丹 坍旃彤 
202 171  亦赤 
203 172  表 
204 173  派旅 
205 174 勿 物易忽刎囫 
206 175 及 級岌 

序 號 組 號 部件 例 字

207 176 文 產蚊斑虔斐閔斌

208 177 火 勞燈滅秋灰災炎

209   然盡顯 
210 178  率函脊兆 
211 179  這 
212 180 之 芝 
213 181 冘 沈鴆沊髧 
214 182 心 想愛感寧恥 
215   恭 
216   情 
217 183  舝 
218 184  唐 
219 185  倉 
220 186  爭 
221 187 夬 快芵 
222 188 弔 弟伄弚盄 
223 189 爿 將藏寢妝 
224 190 丑 紐羞 
225 191 巴 把爸爬疤岊 
226 192  聲眉 
227 193  鹿 
228 194 尹 君伊芛 
229 195 毋 毒 
230  毌 貫虜 
231  母 每姆 
232 196 水 冰泉尿潁盥沓 
233   法衍 
234   暴漆黎藤 
235   壞屬鰥 
236 197  春 
237 197 瓦 瓶瓷 
238 198  賽襄冓 
239 199 未 業妹釐寐 
240  末 抹茉 
241 200 示 款票尉佘 
242   社 
243 201 甘 某甜邯疳 
244 202 世 葉屜貰疶泄 
245 203 本 笨缽翉 
246 204  囊 
247 205 丙 病柄昺邴 
248 206 石 研磨岩拓蠹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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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組 號 部件 例 字

249 207 卌 卌 
250 208 犮 髮拔魃 
251 209 戊 茂戌 
252  戉 越 
253 210 以 似苡 
254 211 目 看相省眼眉狊 
255 212 且 姐助宜疽 
256 213 田 當界細畫福略甸

257 214 由 油迪笛寅胄 
258 215 甲 鴨押閘匣厴 
259 216 申 神暢氠 
260 217 皿 盡醓齍 
261 218  罷 
262 219 史 駛 
263 220 央 英映盎 
264 221  免 
265 222 冉 再髯聃 
266 223 冊 刪柵 
267   狦 
268 224  侖 
269 225  並業 
270 226  奄 
271   電 
272 227 禸 離亂竊 
273 228 凹 兕 
274 229 凸 凸 
275 230  官師耜 
276 231 生 產星性隆甥甦眚

277 232 乍 作怎窄厏 
278 233 禾 和乘委穎穌囷 
279 234  段 
280 235 丘 兵邱蚯 
281 236 白 的原樂怕皆皇 
282 237 瓜 狐瓣瓞窳瓥 
283 238 乎 呼虖 
284 239 用 備佣甬 
285 240 甩 甩 
286 241  姊笫趀 
287 242  病 
288 243 立 位童站笠 
289 244 必 秘瑟謐邲閟 
290 245 永 泳昶羕 

序 號 組 號 部件 例 字

291 246  肅 
292 247  庚 
293 248  假霞 
294 249 弗 費佛刜氟茀 
295 250 民 眠敃苠 
296 251 皮 被頗疲簸髲 
297 252 丱 聯 
298 253  發 
299 254 矛 柔茅矜楙袤 
300 255 卍 卍 
301 256 耳 聲取聞聶弭 
302 257  其 
303 258 臣 宦臥嚚臧挋 
304 259  要 
305  西 晒垔茜氥 
306  襾 襾 
307 260 吏 使 
308 261 朿 策棗刺棘 
309 262 而 需耐耍洏 
310 263 亙 恆 
311 264 至 到屋室姪臷 
312 265  彧 
313 266 夷 姨痍荑 
314 267 虍 虎 
315 268  直具 
316 269  螤 
317 270 曲 農蛐髷 
318 271 虫 強雖蟲蜂蛋融 
319 272 曳 洩 
320 273  虛 
321 274  骨咼 
322 275 肉 腐臠胾朒 
323   能育臉胡 
324   然將祭炙 
325 276 缶 寶搖缺陶鬱罄 
326 277 耒 耕誄 
327 278 年 哖 
328 279  制 
329 280  卸 
330 281 竹 竹 
331   第 
332 282 自 息咱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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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組 號 部件 例 字

333 283 臼 兒舀臿閰 
334   學與叟盥裒 
335 284 舟 船侜 
336 285  殷 
337 286  鹵鬯 
338 287  象彖 
339 288 衣 裝依裁哀 
340   裡 
341 289 亥 孩刻氦 
342 290 米 氣料迷菊糞粟 
343 291 羊 洋群氧羸羍 
344   美 
345 292 州 洲喌 
346 293 聿 建筆律衋 
347   書 
348 294 艮 很良退痕莨 
349   即朗 
350 295  臦 
351 296 羽 習翻扇翁翅羾 
352 297 糸 緊絲徽辮 
353   給 
354 298  姬頤宧 
355 299 車 軍連輕陣輿庫 
356 300 甫 補葡圃簠尃鵏 
357 301 更 便甦郠 
358 302 束 速剌柬辣 
359 303 酉 酒醫酸釁 
360 304 豕 家猪逐豚瓥 
361 305 求 球救裘毬逑莍 
362 306 里 裡童野厘 
363 307 串 患賗 
364  丳 丳 
365 308 見 現覺覞 
366 309 貝 員則贏貳狽齎 
367 310 我 義俄鵝 
368 311  肅淵 
369 312 身 射鯓 
370 313  島 
371 314 釆 番釋粵竊 
372 315 豸 貓絼 
373 316 言 這說信譬獄謄 
374 317  牽 

序 號 組 號 部件 例 字

375 318  敝 
376 319  鼠獵 
377 320 長 張萇鼚 
378   套肆 
379 321  敢 
380 322 亞 惡啞氬 
381 323  專 
382 324 東 陳菄鶇 
383 325 事 剚倳 
384 326 雨 電漏 
385 327  麗 
386 328  憂 
387 329 豖 啄瘃冢剢 
388 330 果 課顆巢裹臝 
389 331 疌 捷 
390 332 典 典 
391 333 門 們問菛 
392 334 妻 妻 
393 335 非 匪靠排悲靡剕 
394 336  撫蕪廡甒 
395 337 秉 秉 
396 338 臾 庾腴萸斞 
397 339 隹 進難隻霍截 
398 340 卑 脾顰庳 
399 341 金 錢鑒淦 
400 342  康隸逮 
401 343 承 承 
402 344 韭 齏虀韰韱 
403 345 革 鞋鞏緙鞗 
404 346 面 麵緬靨靦蠠 
405 347 禺 萬遇愚偶顒 
406 348 垂 睡郵箠厜 
407 349 重 種動衝董 
408 350 禹 齲萭鄅 
409 351 食 養飧 
410   飯 
411 352 首 道馗馘艏 
412 353 為 偽寪鄬 
413 354 飛 騛 
414 355 鬲 隔融鬻鬳 
415 356 馬 媽驚騎闖騰馵 
416 357 鬥 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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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組 號 部件 例 字

417 358 烏 烏嗚鄔 
418 359 鬼 愧魔魁嵬 
419 360 兼 廉歉謙蒹 
420 361  確鶴篧 
421 362 堇 勤謹廑 
422   菫 
423 363  難漢 
424 364 帶 滯蔕遰 
425 365 曹 遭糟 
426 366 棄 棄 
427 367 畢 嗶篳鷝 
428 368 婁 數屢樓簍 
429 369 庸 傭鄘 

序 號 組 號 部件 例 字

430 370 壺 壺 
431 371 鼎 鼐濎 
432 372  斲 
433 373 單 戰彈闡 
434 374 黽 蠅鼇鄳 
435 375 黑 點黨墨黴嘿 
436 376 熏 勳薰醺 
437 377 齊 濟劑齋薺 
438 378 齒 齡齧嚙 
439 379 龍 籠襲隴龐 
440 380 羲 犧 
441 381 龜 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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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五大字集基礎部件組字頻率表 

表 2.2 為五大字集基礎部件組字頻率表，表格欄位之相關說明如

下： 

1.本組字頻率表之編排順序，是以部件組字頻率高者在前，依序

給予編號。例如部件「口」之組字頻率為 6.29%，較部件「一」的 6.03%
為高，因此「口」之編號排在「一」字之前。 

2.本組字頻率表之序號與五大字集基礎部件表中的序號一致。例

如編號 1 之部件「口」序號為 98，與部件「口」在「五大字集基礎

部件表」中的序號一致。 

3.組字字數為該部件在五大字集的 13,051 個中文字中，所組成的

字形個數，例如部件「口」在五大字集中，組成了 2,526 個字形。 

4.組字頻率之計算方式為，根據林樹編《中文電腦基本用字研究》

（1972）中的字頻 3，可推知該部件的組字頻次。將部件的組字頻次，

再除以全部 441 個部件組字之總頻次，即可算出該部件的組字頻率。

以部件「朿」為例，在五大字集中組字字數有 15 個，其組成字形、

字頻與該字形貢獻於部件「朿」之組字頻次如下所列： 

刺(13，13)、棘(5，10)、棗(83，166)、策(232，232)、朿(1，1)、拺(1，
1)、栜(1，1)、茦(1，1)、莿(1，1)、僰(1，2)、蓛(1，1)、憡(1，1)、
蕀(1，2)、襋(1，2)、鏼(1，1) 

字形後的括弧中第 1 個數字代表該字形列於《中文電腦基本用字

研究》（1972）中的字頻，第 2 個數字代表「朿」這個部件因為該字

形而貢獻的組字頻次。例如「棘」字在《中文電腦基本用字研究》中

的字頻列為 5 次，而「棘」字又是由 2 個「朿」所組成，所以部件「朿」

因為「棘」字而貢獻的組字頻次為 10 次。將部件「朿」在這 15 個字

形中的組字頻次加總之後得到總和為 435 次，代表部件「朿」在五大

字集中的組字頻次為 435 次。將全部 441 個基礎部件的組字頻次累

加，可得到 441 個基礎部件組字的總頻次為 5,233,534 次。「朿」在五

大字集中的組字頻次為 435 次，除以全部 441 個基礎部件組字的總頻

次 5,233,534 次，即可算出「朿」的組字頻次約佔全部部件組字總頻

次之 0.01%左右，此即部件「朿」在五大字集中的組字頻率。 

                                           
3 若為未列在林樹編《中文電腦基本用字研究》(1972)中的字形，則給予頻次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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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累計頻率即為組字頻率之累加而成。由累計頻率可以看出，至

部件編號第 308 個部件時，其組字的累計頻率已累計至 99.02%，代

表前 308 個基礎部件已組成了五大字集中的 99.02%的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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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五大字集基礎部件組字頻率表

編號 序 號 部 件 組字字數 組字頻率 (%) 累計頻率 (%)
1 98 口 2526 6.29% 6.29% 
2 1 一 1732 6.03% 12.32%
3 38 人 955 2.56% 14.88%
4 172 日 895 2.51% 17.39%
5 39  551 2.47% 19.86%
6 5  308 2.04% 21.90%
7 82 土 795 1.82% 23.72%
8 281 白 191 1.72% 25.44%
9 52  292 1.64% 27.08%
10 40 八 713 1.57% 28.66%
11 18 十 572 1.48% 30.14%
12 153 木 956 1.42% 31.56%
13 373 言 364 1.24% 32.80%
14 55  590 1.22% 34.02%
15 211  236 1.11% 35.12%
16 99 囗 262 1.08% 36.21%
17 233  855 1.00% 37.21%
18 70 又 483 1.00% 38.20%
19 85 大 505 0.97% 39.17%
20 171  180 0.95% 40.12%
21 22 匕 321 0.93% 41.05%
22 117  450 0.92% 41.97%
23 198 月 190 0.91% 42.88%
24 21  138 0.89% 43.77%
25 45 儿 408 0.85% 44.62%
26 131 小 166 0.83% 45.45%
27 128 女 442 0.83% 46.28%
28 92 寸 227 0.82% 47.10%
29 4  390 0.75% 47.85%
30 133 子 161 0.73% 48.58%
31 214 心 274 0.72% 49.30%
32 140  132 0.72% 50.02%
33 127 也 34 0.71% 50.73%
34 32  350 0.68% 51.41%
35 166 戈 167 0.66% 52.07%
36 106 彳 137 0.66% 52.73%
37 168  873 0.65% 53.38%
38 288 立 242 0.64% 54.03%

編號 序 號部 件組字字數 組字頻率 (%) 累計頻率 (%)
39 183  515 0.64% 54.67%
40 144 王 330 0.64% 55.30%
41 137  306 0.63% 55.94%
42 184  263 0.63% 56.57%
43 73  278 0.62% 57.19%
44 27 丁 149 0.59% 57.78%
45 391 門 128 0.57% 58.35%
46 353  324 0.57% 58.92%
47 58  398 0.56% 59.47%
48 68  206 0.54% 60.02%
49 3  90 0.54% 60.56%
50 83 士 188 0.54% 61.09%
51 35  243 0.53% 61.63%
52 323  453 0.53% 62.16%
53 367 我 26 0.52% 62.68%
54 158 不 39 0.52% 63.20%
55 77 了 6 0.51% 63.71%
56 49  158 0.50% 64.21%
57 60  267 0.49% 64.70%
58 149  83 0.48% 65.18%
59 118  229 0.48% 65.67%
60 170 止 330 0.48% 66.15%
61 278 禾 264 0.48% 66.63%
62 397 隹 271 0.48% 67.11%
63 31  135 0.46% 67.57%
64 256 田 529 0.46% 68.03%
65 113 夕 121 0.44% 68.47%
66 366 貝 322 0.44% 68.91%
67 116  264 0.44% 69.35%
68 44  137 0.44% 69.79%
69 332 自 180 0.43% 70.21%
70 69 力 152 0.42% 70.63%
71 42 入 42 0.41% 71.04%
72 254 目 252 0.40% 71.44%
73 132  170 0.39% 71.84%
74 84 工 230 0.39% 72.23%
75 261  234 0.38% 72.61%
76 17 二 153 0.37% 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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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序 號 部 件 組字字數 組字頻率 (%) 累計頻率 (%)
77 209  554 0.37% 73.35%
78 50  121 0.34% 73.69%
79 101 巾 150 0.34% 74.02%
80 331  260 0.33% 74.36%
81 10  41 0.32% 74.68%
82 155  45 0.30% 74.98%
83 311 至 53 0.30% 75.28%
84 51  356 0.29% 75.57%
85 362 里 50 0.28% 75.85%
86 79 干 160 0.28% 76.13%
87 67 刀 195 0.28% 76.40%
88 109  110 0.27% 76.67%
89 192 斤 105 0.27% 76.94%
90 301 耳 125 0.27% 77.21%
91 81  52 0.27% 77.48%
92 208 火 359 0.27% 77.75%
93 20 厂 245 0.27% 78.02%
94 47  127 0.26% 78.28%
95 348 艮 53 0.26% 78.54%
96 216  282 0.26% 78.80%
97 355 車 200 0.25% 79.05%
98 344  73 0.24% 79.29%
99 334  57 0.24% 79.53%
100 304  86 0.24% 79.77%
101 276 生 38 0.24% 80.01%
102 147  69 0.24% 80.25%
103 365 見 69 0.24% 80.49%
104 340  153 0.23% 80.72%
105 399 金 493 0.22% 80.94%
106 318 虫 448 0.22% 81.16%
107 119 尸 183 0.22% 81.37%
108 110  128 0.21% 81.59%
109 181 手 38 0.21% 81.80%
110 194  154 0.21% 82.01%
111 177 中 45 0.21% 82.22%
112 123 弓 90 0.21% 82.42%
113 360 豕 97 0.20% 82.63%
114 196 戶 73 0.20% 82.83%
115 30 卜 25 0.20% 83.03%
116 86 尢 36 0.20% 83.23%

編號 序 號部 件組字字數 組字頻率 (%) 累計頻率 (%)
117 407 重 23 0.20% 83.42%
118 225 巴 58 0.19% 83.62%
119 253 以 5 0.19% 83.80%
120 63  58 0.19% 83.99%
121 87 廾 125 0.18% 84.17%
122 121 巳 61 0.18% 84.36%
123 159 犬 86 0.18% 84.54%
124 152  113 0.18% 84.71%
125 284 用 29 0.18% 84.89%
126 342 米 148 0.18% 85.06%
127 197 父 38 0.17% 85.24%
128 411 首 7 0.17% 85.41%
129 333 臼 105 0.17% 85.58%
130 100 山 352 0.17% 85.75%
131 74 89 0.17% 85.91%
132 251 戊 71 0.17% 86.08%
133 205 勿 70 0.16% 86.24%
134 66 凵 93 0.16% 86.40%
135 269  43 0.16% 86.56%
136 321  66 0.16% 86.72%
137 415 馬 163 0.16% 86.88%
138 275  51 0.15% 87.03%
139 188 60 0.15% 87.17%
140 187 牛 90 0.15% 87.32%
141 146 夫 109 0.14% 87.46%
142 59  50 0.14% 87.61%
143 352 糸 111 0.14% 87.75%
144 314 虍 130 0.14% 87.89%
145 41  55 0.14% 88.03%
146 169  77 0.14% 88.17%
147 315  48 0.14% 88.30%
148 203 44 0.14% 88.44%
149 277 乍 31 0.13% 88.57%
150 412 為 12 0.13% 88.70%
151 105 千 30 0.13% 88.83%
152 231 母 31 0.13% 88.96%
153 107  166 0.12% 89.09%
154 298  44 0.12% 89.21%
155 126 屮 83 0.12% 89.34%
156 163 五 27 0.12% 8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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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序 號 部 件 組字字數 組字頻率 (%) 累計頻率 (%)
157 151 廿 77 0.12% 89.58%
158 46 几 89 0.12% 89.70%
159 260 皿 178 0.12% 89.82%
160 339 衣 90 0.12% 89.94%
161 383 事 3 0.12% 90.06%
162 242  82 0.12% 90.17%
163 384 雨 133 0.12% 90.29%
164 13  89 0.11% 90.40%
165 223 爿 38 0.11% 90.52%
166 255 且 55 0.11% 90.63%
167 327 年 3 0.11% 90.74%
168 222 弔 20 0.11% 90.85%
169 302  40 0.11% 90.97%
170 141  79 0.11% 91.08%
171 241 示 90 0.11% 91.18%
172 248 石 219 0.11% 91.29%
173 173 曰 79 0.11% 91.40%
174 239 未 43 0.11% 91.51%
175 290 永 8 0.10% 91.61%
176 377 長 15 0.10% 91.71%
177 212 之 13 0.10% 91.81%
178 232 水 47 0.10% 91.91%
179 324  44 0.10% 92.01%
180 349  51 0.10% 92.11%
181 357 更 18 0.10% 92.21%
182 296 皮 37 0.10% 92.30%
183 15  80 0.09% 92.40%
184 404 面 12 0.09% 92.49%
185 343 羊 55 0.09% 92.59%
186 65  9 0.09% 92.68%
187 94  30 0.09% 92.77%
188 265 冉 31 0.09% 92.86%
189 268  59 0.09% 92.95%
190 120 己 18 0.09% 93.03%
191 341 亥 27 0.08% 93.12%
192 245 本 10 0.08% 93.20%
193 124  55 0.08% 93.28%
194 200 氏 52 0.08% 93.37%
195 28  75 0.08% 93.45%
196 309 而 67 0.08% 93.53%

編號 序 號部 件組字字數 組字頻率 (%) 累計頻率 (%)
197 295 民 20 0.08% 93.61%
198 388 果 38 0.08% 93.69%
199 14  79 0.08% 93.78%
200 303 臣 58 0.08% 93.85%
201 7 乙 37 0.08% 93.93%
202 33  84 0.08% 94.01%
203 257 由 42 0.08% 94.09%
204 435 黑 47 0.08% 94.17%
205 160  143 0.08% 94.25%
206 207 文 53 0.08% 94.32%
207 305 西 28 0.08% 94.40%
208 75 九 24 0.08% 94.48%
209 317 曲 24 0.08% 94.55%
210 96  27 0.07% 94.63%
211 393 非 46 0.07% 94.70%
212 93 弋 38 0.07% 94.77%
213 369 身 17 0.07% 94.84%
214 382 東 14 0.07% 94.91%
215 361 求 20 0.07% 94.98%
216 359 酉 134 0.07% 95.05%
217 221 夬 20 0.07% 95.12%
218 238  65 0.07% 95.19%
219 410  73 0.06% 95.25%
220 26 七 7 0.06% 95.32%
221 29  27 0.06% 95.38%
222 161 歹 70 0.06% 95.44%
223 394  18 0.06% 95.51%
224 90  91 0.06% 95.57%
225 358 束 67 0.06% 95.63%
226 122 已 1 0.06% 95.70%
227 347  7 0.06% 95.76%
228 186 气 32 0.06% 95.82%
229 175  31 0.06% 95.88%
230 62  14 0.06% 95.94%
231 335 舟 72 0.06% 96.00%
232 287  157 0.06% 96.05%
233 264  38 0.06% 96.11%
234 230 毌 9 0.06% 96.17%
235 114 丸 33 0.06% 96.22%
236 370  245 0.06% 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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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序 號 部 件 組字字數 組字頻率 (%) 累計頻率 (%)
237 130  71 0.06% 96.34%
238 346 聿 31 0.05% 96.39%
239 381  34 0.05% 96.44%
240 206 及 22 0.05% 96.50%
241 95 才 7 0.05% 96.55%
242 405 禺 37 0.05% 96.60%
243 154  36 0.05% 96.66%
244 228 尹 24 0.05% 96.71%
245 351 羽 157 0.05% 96.76%
246 108  14 0.05% 96.81%
247 244 世 41 0.05% 96.86%
248 423  14 0.05% 96.91%
249 129  49 0.05% 96.96%
250 167 牙 26 0.05% 97.02%
251 338  29 0.05% 97.06%
252 289 必 33 0.05% 97.11%
253 307 吏 2 0.05% 97.16%
254 297 丱 4 0.05% 97.21%
255 433 單 39 0.05% 97.26%
256 226  19 0.05% 97.30%
257 97  40 0.04% 97.35%
258 57  34 0.04% 97.39%
259 178  9 0.04% 97.44%
260 409 食 20 0.04% 97.48%
261 180 內 16 0.04% 97.52%
262 64  90 0.04% 97.56%
263 25  85 0.04% 97.60%
264 165 旡 25 0.04% 97.64%
265 271  1 0.04% 97.68%
266 236  45 0.04% 97.72%
267 56  2 0.04% 97.76%
268 143  20 0.04% 97.80%
269 9  16 0.04% 97.84%
270 356 甫 54 0.04% 97.87%
271 72 乃 20 0.04% 97.91%
272 259 申 16 0.04% 97.95%
273 125  45 0.03% 97.98%
274 234  50 0.03% 98.01%
275 36  22 0.03% 98.05%
276 243 甘 52 0.03% 98.08%

編號 序 號部 件組字字數 組字頻率 (%) 累計頻率 (%)
277 53  34 0.03% 98.12%
278 325 缶 51 0.03% 98.15%
279 148  16 0.03% 98.19%
280 210  46 0.03% 98.22%
281 263 央 33 0.03% 98.25%
282 371 釆 54 0.03% 98.29%
283 437 齊 25 0.03% 98.32%
284 428 婁 35 0.03% 98.35%
285 220  16 0.03% 98.39%
286 235  26 0.03% 98.42%
287 328  6 0.03% 98.45%
288 218  27 0.03% 98.48%
289 61  52 0.03% 98.51%
290 199  1 0.03% 98.54%
291 185 毛 59 0.03% 98.56%
292 424 帶 12 0.03% 98.59%
293 280 丘 9 0.03% 98.62%
294 71  16 0.03% 98.65%
295 418 鬼 46 0.03% 98.68%
296 202  21 0.03% 98.70%
297 189 丰 51 0.03% 98.73%
298 345 州 8 0.03% 98.76%
299 413 飛 2 0.03% 98.79%
300 227  73 0.03% 98.81%
301 138  18 0.03% 98.84%
302 299 矛 61 0.03% 98.87%
303 135  44 0.03% 98.89%
304 219  22 0.03% 98.92%
305 403 革 75 0.02% 98.94%
306 380 亞 14 0.02% 98.97%
307 23  19 0.02% 98.99%
308 191 片 14 0.02% 99.02%
309 294 弗 26 0.02% 99.04%
310 190  18 0.02% 99.06%
311 247 丙 13 0.02% 99.09%
312 379  21 0.02% 99.11%
313 8  24 0.02% 99.13%
314 272 禸 26 0.02% 99.16%
315 240 末 11 0.02% 99.18%
316 204  12 0.02% 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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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序 號 部 件 組字字數 組字頻率 (%) 累計頻率 (%)
317 283 乎 11 0.02% 99.22%
318 406 垂 19 0.02% 99.24%
319 115  19 0.02% 99.26%
320 376  36 0.02% 99.28%
321 37  47 0.02% 99.30%
322 24 匚 34 0.02% 99.32%
323 142 川 12 0.02% 99.34%
324 293  23 0.02% 99.35%
325 111 久 7 0.02% 99.37%
326 378  55 0.02% 99.39%
327 372 豸 35 0.02% 99.41%
328 322 肉 10 0.02% 99.42%
329 375  25 0.02% 99.44%
330 416 鬥 6 0.02% 99.45%
331 102  17 0.02% 99.47%
332 195  2 0.02% 99.49%
333 34  20 0.02% 99.50%
334 439 龍 35 0.02% 99.52%
335 385  16 0.01% 99.53%
336 258 甲 16 0.01% 99.54%
337 421 堇 19 0.01% 99.56%
338 282 瓜 31 0.01% 99.57%
339 174  19 0.01% 99.59%
340 326 耒 26 0.01% 99.60%
341 414 鬲 27 0.01% 99.61%
342 400  14 0.01% 99.62%
343 252 戉 9 0.01% 99.63%
344 386  11 0.01% 99.65%
345 11  12 0.01% 99.66%
346 215  11 0.01% 99.67%
347 427 畢 13 0.01% 99.68%
348 401 承 1 0.01% 99.69%
349 193 爪 5 0.01% 99.70%
350 164 屯 25 0.01% 99.71%
351 419 兼 30 0.01% 99.72%
352 250 犮 24 0.01% 99.73%
353 279  8 0.01% 99.74%
354 182  2 0.01% 99.75%
355 89 丈 5 0.01% 99.76%
356 237 瓦 34 0.01% 99.76%

編號 序 號部 件組字字數 組字頻率 (%) 累計頻率 (%)
357 337  13 0.01% 99.77%
358 434 黽 17 0.01% 99.78%
359 262 史 2 0.01% 99.79%
360 6  8 0.01% 99.80%
361 145 井 6 0.01% 99.81%
362 308 朿 15 0.01% 99.82%
363 392 妻 10 0.01% 99.83%
364 104 乇 20 0.01% 99.83%
365 330 竹 1 0.01% 99.84%
366 80 于 24 0.01% 99.85%
367 112  17 0.01% 99.86%
368 398 卑 36 0.01% 99.86%
369 368  21 0.01% 99.87%
370 291  15 0.01% 99.88%
371 229 毋 6 0.01% 99.89%
372 201 丹 12 0.01% 99.89%
373 420  7 0.01% 99.90%
374 12  11 0.01% 99.91%
375 438 齒 38 0.01% 99.91%
376 417 烏 9 0.01% 99.92%
377 266 冊 7 0.01% 99.92%
378 425 曹 13 0.01% 99.93%
379 286  7 0.00% 99.93%
380 88 丌 21 0.00% 99.94%
381 320  9 0.00% 99.94%
382 224 丑 16 0.00% 99.95%
383 390 典 12 0.00% 99.95%
384 363 串 5 0.00% 99.95%
385 313 夷 16 0.00% 99.96%
386 426 棄 1 0.00% 99.96%
387 162  7 0.00% 99.96%
388 374  2 0.00% 99.97%
389 43 乂 7 0.00% 99.97%
390 441 龜 2 0.00% 99.97%
391 176  6 0.00% 99.97%
392 440 羲 4 0.00% 99.98%
393 270  20 0.00% 99.98%
394 91  3 0.00% 99.98%
395 213 冘 19 0.00% 99.98%
396 156 巿 7 0.00% 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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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序 號 部 件 組字字數 組字頻率 (%) 累計頻率 (%)
397 150 丐 2 0.00% 99.98%
398 402 韭 19 0.00% 99.99%
399 429 庸 10 0.00% 99.99%
400 408 禹 9 0.00% 99.99%
401 310 亙 5 0.00% 99.99%
402 389 疌 14 0.00% 99.99%
403 329  7 0.00% 99.99%
404 319 曳 6 0.00% 99.99%
405 436 熏 11 0.00% 99.99%
406 387 豖 10 0.00% 99.99%
407 246  9 0.00% 99.99%
408 354  7 0.00% 100.00%
409 273 凹 2 0.00% 100.00%
410 48  3 0.00% 100.00%
411 336  3 0.00% 100.00%
412 274 凸 1 0.00% 100.00%
413 396 臾 9 0.00% 100.00%
414 19  7 0.00% 100.00%
415 157 卅 1 0.00% 100.00%
416 292  4 0.00% 100.00%
417 431 鼎 6 0.00% 100.00%
418 179  6 0.00% 100.00%
419 2  2 0.00% 100.00%

編號 序 號部 件組字字數 組字頻率 (%) 累計頻率 (%)
420 54  1 0.00% 100.00%
421 395 秉 1 0.00% 100.00%
422 285 甩 1 0.00% 100.00%
423 300 卍 1 0.00% 100.00%
424 134 孑 1 0.00% 100.00%
425 136  1 0.00% 100.00%
426 350  3 0.00% 100.00%
427 76 乜 1 0.00% 100.00%
428 312  1 0.00% 100.00%
429 430 壺 1 0.00% 100.00%
430 432  1 0.00% 100.00%
431 16  1 0.00% 100.00%
432 78  1 0.00% 100.00%
433 103  1 0.00% 100.00%
434 139 孓 1 0.00% 100.00%
435 217  1 0.00% 100.00%
436 249 卌 1 0.00% 100.00%
437 267  1 0.00% 100.00%
438 306 襾 1 0.00% 100.00%
439 316  1 0.00% 100.00%
440 364 丳 1 0.00% 100.00%
441 422  1 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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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五大字集合成部件表 

五大字集部件集中，除了 441 個基礎部件以外，還有 1,856 個合

成部件。合成部件與基礎部件不同，基礎部件是無法再往下拆分的部

件，而合成部件則可往下繼續拆分。 
合成部件可分為成字合成部件與非字合成部件兩大類。成字合成

部件是指當它不作其他字的部件時，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字，例如

「冬」可當「終」、「疼」的部件，提示它們的讀音，而且「冬」本身

也是一個獨立的字。非字合成部件是依附在其他部件來體現構意的部

件，本身不能獨立存在，必須在字形結構的環境中才能體現它的構意。 
成字合成部件與非字合成部件又根據其來源出處之不同，可細分

為底下四類： 

1.為《漢語大字典》單字的成字合成部件：此類為收錄於《漢語

大字典》的單字。在五大字集中，此類部件共有 1,757 個，其部件、

在五大字集中的組字數及例字 4，如表 2.3。 

2 為其他字書單字的成字合成部件：此類為其他字書收錄的單

字，但《漢語大字典》並未收錄。在五大字集中，此類部件共有 15
個，其部件、在五大字集中的組字數及例字，如表 2.4。 

3.包含在 GF3001 中的非字合成部件：此類為 GF3001 的基礎部

件，但可依 CNS 11643-2 的拆分原則拆分，故並不將之列於基礎部件

集中。在五大字集中，此類部件共有 8 個，其部件、在五大字集中的

組字數及例字，如表 2.5。 

4.具有特定構意的非字合成部件：此類部件有特定的構意，且在

《漢語大字典》中有兩個（含）以上的單字用到該部件，具有構形的

能力，即收錄為非字合成部件，在五大字集中，此類部件有 76 個，

其部件、在五大字集中的組字數及例字，如表 2.6。 

                                           
4例字編排以林樹編《中文電腦基本用字研究》（1972）之字頻排序，以字頻較高者在前，字頻較

低者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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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為《漢語大字典》單字的五大字集成字合成部件 

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1 刁 2 叼 
2 三 12 仨閆 
3 亍 29 行 
4  47 虧夸 
5 下 3 忑 
6 兀 112 光杌虺 
7 与 15 與 
8 上 35 卡 
9  70 同 
10 乞 28 吃疙 
11  349 會 
12  1 紁 
13  39 曷 
14 凡 9 帆梵 
15 勺 28 的芍 
16 亡 40 望忙忘芒罔

17 丫 3 丫 
18  8 訊迅蝨煢 
19  4 卵 
20 叉 6 汊 
21 刃 19 忍軔 
22 壬 14 任 
23  54 開形研笄 
24 天 39 奏吞昊 
25 元 41 完玩頑芫 
26 云 24 雲魂耘 
27  7 師 
28 支 37 枝翅庋芰頍

29 丏 3 沔 
30 仄 2 昃 
31 太 4 汰 
32 反 19 飯返 
33 友 2 苃 
34 尤 28 就尨疣 
35  15 雄宏肱 
36 厄 7 扼 
37 匹 26 甚鴄 
38  2 駂 
39 比 147 皆枇鹿庇芘

40 互 5 冱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41 切 4 砌 
42  17 敲 
43 少 38 省沙尟 
44 午 11 許迕 
45  51 聽望廷 
46 升 7 昇陞 
47 夭 45 笑妖喬 
48 仁 3 佞 
49 化 11 花貨靴囮 
50 今 65 念琴黔 
51 兮 4 盻諡 
52 介 17 界疥尬玠 
53 分 49 份貧芬頒氛 
54 公 32 松翁頌 
55 爻 47 駁 
56  92 雜僉 
57  3 傘俎 
58 凶 44 匈兇酗 
59 勻 16 均 
60  38 危 
61 欠 118 次芡 
62 卬 5 迎仰昂 
63 殳 121 設疫芟 
64 勾 3 芶构 
65 卞 5 汴 
66 六 16 冥 
67 方 152 於房防芳 
68 亢 25 抗頏匟 
69 斗 27 料魁戽斝 
70 冗 2 伔 
71 尺 6 呎咫 
72  2 奊 
73 引 7 蚓 
74 丮 2 谻 
75  4 蚩 
76  8 報 
77  10 蚤 
78  4 梁刱 
79 夃 4 盈 
80  3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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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81 允 35 吮 
82 予 16 序預野 
83 孔 3 吼芤 
84 玉 11 璧鈺 
85 北 11 背乖邶 
86 正 24 政整征焉症

87 卉 24 奔賁 
88  42 是 
89  45 坴 
90  1 筇 
91  1 屆 
92 功 2 昮 
93 去 42 法丟劫盍 
94 古 93 故苦克固姑

95 打 2 咑 
96 札 3 紮 
97 朮 18 術怵 
98 巨 26 拒苣 
99 可 64 河哥 
100 叵 2 笸 
101 匝 5 砸 
102 左 18 佐 
103 丕 16 坯苤邳 
104 右 19 若佑 
105 布 6 佈 
106  8 皋 
107  3 奡 
108 平 18 評 
109  25 僚 
110  3 貳 
111 充 5 統 
112 卡 3 鉲 
113 占 39 點店乩苫 
114  6 睿 
115  1 砯 
116 旦 52 但量查疸 
117  5 號枵 
118 只 8 咫枳 
119  2 別 
120 兄 9 況 
121 另 2 柺 
122  2 拐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123  1 笝 
124  8 岸 
125  101 尚炯迥 
126 囚 35 泅 
127 四 6 泗 
128  2 卣 
129 矢 82 知候彘 
130 失 25 跌瓞 
131  6 拖迤 
132 仕 2 茌 
133 付 23 府附苻 
134 代 9 袋玳 
135  1 侃 
136 他 2 怹 
137 斥 8 訴 
138 令 39 冷領零囹 
139 尒 2 苶 
140  25 船兌 
141 仚 2 佡 
142  68 參珍疹 
143  3 砨 
144 乏 11 泛窆 
145 氐 27 低底邸 
146  3 你 
147 句 50 夠茍劬 
148 匆 2 濍 
149 冬 14 終疼苳螽 
150  39 曷 
151 卯 12 柳昴 
152 夗 31 怨宛 
153 包 33 跑雹庖刨炰 
154 主 25 住麈 
155 市 4 鬧柿 
156 玄 33 率弦衒玆 
157 半 21 伴判 
158  65 南幸 
159 氾 3 范 
160 宁 8 貯苧 
161 穴 103 空 
162  1 抭 
163 它 19 蛇 
164 司 11 詞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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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165  9 尉 
166 尼 18 呢 
167 弘 14 強泓 
168 疋 41 蛋疑胥 
169 出 29 屈拙祟茁 
170  1 弢 
171 圣 2 怪 
172 奴 12 努呶 
173 加 21 架嘉咖痂 
174 召 35 招超笤邵 
175 弁 5 拚笲 
176 台 35 治怠苔 
177 阞 2 泐 
178 幼 18 黝窈 
179 氶 8 丞 
180 匡 8 框筐劻 
181  23 契 
182 幵 3 烎 
183 丟 2 銩 
184 式 8 試 
185 舌 10 甜恬 
186 刑 6 型荊硎 
187 次 22 資茨佽 
188 戎 10 賊 
189 圭 55 街封鞋奎恚

190 寺 23 時等痔邿 
191 吉 37 臺結頡髻 
192  15 穀愨 
193 老 19 姥耆 
194 考 6 烤 
195  16 載 
196  10 恐筑 
197 邛 3 笻 
198 共 70 供異巷鬨 
199 扣 2 筘 
200 朴 2 烞 
201  24 宣垣 
202 戌 46 歲 
203 在 2 茬 
204  1 銔 
205 百 19 陌弼 
206 存 8 荐洊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207 夸 23 跨刳 
208 有 19 賄郁宥囿 
209 灰 6 恢盔 
210 戍 24 幾 
211 死 7 屍葬 
212 列 17 烈例茢 
213 成 11 城盛宬郕 
214 旨 12 指嘗 
215  15 流醯 
216  29 叔戚 
217 此 33 些雌齜髭 
218 艾 4 哎 
219 光 20 耀晃觥 
220 吁 2 冔 
221 早 62 草 
222  113 哭襄 
223 同 34 興洞筒 
224 吊 2 屌 
225 因 16 姻恩茵氤 
226  7 微 
227 屾 2 嵞 
228 回 51 迴嗇蛔 
229 朱 22 珠茱邾 
230 先 35 洗筅 
231 任 8 賃荏 
232 休 10 咻庥髹烋 
233 伏 5 袱茯 
234 伐 5 閥筏 
235 伊 4 咿 
236  32 師歸追 
237 血 13 恤卹卹 
238 向 7 嚮餉 
239 囟 12 惱傻 
240 全 18 銓痊筌 
241 合 62 給拿答鴿閤 
242 后 11 垢逅垕郈 
243 行 28 衛珩荇 
244  1 隳 
245  8 派 
246  1  

247 兇 12 嵕 
248  2 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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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249 兆 35 跳逃窕覜 
250  25 受 
251  1 染 
252 朵 6 躲剁 
253 夙 2 洬 
254 危 19 跪 
255 旬 20 詢筍郇 
256  7 降 
257 各 54 路客閣雒 
258 匈 5 胸 
259 舛 39 舞桀 
260 名 8 銘茗 
261 多 30 夠爹夥迻 
262  1 兜 
263 色 7 艷 
264 亦 5 跡奕 
265  1 侂 
266  24 离 
267 交 29 校效茭 
268  47 族 
269 巟 4 荒 
270 并 33 瓶餅屏 
271  5 送朕 
272  27 朔逆 
273  1 鋄 
274 汙 3 窏盓 
275 江 3 鴻 
276 守 2 狩 
277 宅 7 詫 
278 穵 2 挖 
279 安 19 案按 
280 字 2 牸 
281  3 刷 
282  1 弼 
283 收 2 荍 
284 如 14 恕茹洳 
285 好 2 孬 
286 劦 12 協脅荔勰 
287 牟 9 眸麰 
288  8 桑 
289  23 參 
290  55 幾樂茲幽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291 丞 7 拯巹 
292  1 拶 
293 弄 4 哢筭 
294  1 覝 
295 戒 6 械 
296 走 50 起徒 
297 汞 2 觨 
298 赤 16 赫 
299 均 4 筠 
300 坎 3 崁 
301 孝 9 教酵痚 
302 志 5 誌痣 
303  9 聲 
304 耴 4 輒 
305 克 6 兢剋 
306 扶 2 荴 
307 技 2 庪 
308 抄 2 莏 
309 折 16 浙誓逝 
310 杏 2 莕 
311 孛 18 勃脖荸 
312 吾 25 語衙寤敔 
313 豆 124 頭短豈痘 
314  12 醫嫕 
315 辰 48 農振脣 
316 否 5 嚭痞 
317  132 夏 
318 巫 13 靈誣覡 
319 夾 25 峽頰莢 
320 尨 10 厖哤 
321  1 陝 
322 忒 2 鋱 
323 坒 5 陛 
324 邪 2 琊 
325  12 疑 
326 育 10 唷 
327 巠 31 經頸莖氫 
328  5 葬莽 
329 步 23 歲涉頻 
330 芒 4 茫鋩 
331  16 延 
332  1 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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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333 卣 2 逌 
334  7 餐 
335 肖 40 消削屑宵 
336 旰 2 涆 
337 旱 13 趕桿 
338  1 捏 
339 助 5 鋤勗 
340 呆 8 保 
341  1 捑 
342  14 宴 
343  1  
344 甹 7 聘 
345 足 22 捉蹙 
346 男 5 舅甥嬲 
347 困 11 綑閫 
348 呈 18 程郢 
349 呂 14 營鋁閭 
350 吟 2 荶 
351 別 2 捌 
352 肙 18 捐鵑罥 
353 吳 12 誤虞 
354 邑 21 扈挹 
355  28 蜀 
356 岑 6 涔 
357  1 梤 
358  18 兩 
359 冏 34 裔 
360 囧 2 莔 
361 邦 4 綁 
362 告 25 造靠酷窖 
363 廷 20 庭挺霆 
364 利 15 梨蜊痢莉 
365 禿 5 頹 
366 秀 5 透誘莠 
367 私 2 俬 
368 每 22 海霉痗 
369 何 2 荷 
370 攸 26 條 
371 作 3 筰 
372 你 2 您 
373 位 2 蒞 
374  1 鵖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375  3 貌 
376 囪 12 窗 
377 佘 2 賒 
378 余 36 除途荼畬 
379  1 梔 
380 含 8 頷 
381 役 2 垼 
382  1 啟 
383  8 殺 
384 希 19 稀郗 
385 兌 19 說閱 
386 谷 40 容卻俗 
387 坐 17 座銼剉 
388  8 埒虢 
389 妥 10 綏荽 
390 孚 19 乳浮莩 
391 免 38 晚兔勉 
392 夆 17 蜂逢 
393 狂 5 逛誑 
394  3 獄 
395 狄 5 逖荻 
396 角 55 解觱桷 
397 狃 3 莥峱 
398 彤 3 烿 
399 1 頯 
400 卵 4 孵 
401 系 15 縣 
402 亨 4 哼烹 
403 序 2 垿 
404 辛 60 辭宰辣 
405 忘 2 莣 
406 忡 2 浺 
407 快 2 筷 
408 弟 15 梯剃晜 
409 沐 3 霂 
410 沛 2 霈 
411 沙 12 莎痧娑桫 
412 沃 2 鋈 
413 沂 2 垽 
414  3 盜羨 
415 沒 2 莈 
416 沈 2 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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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417 完 22 院寇莞 
418 宋 2 浨 
419  1 涋 
420 宏 4 鋐 
421 牢 2 浶 
422 良 22 娘莨閬 
423  1 疊 
424 君 18 群窘裙焄 
425 那 5 哪 
426 即 14 節卿堲 
427 尾 5 娓 
428 局 8 跼 
429 忌 4 跽 
430 壯 6 裝莊 
431 忍 4 認 
432 甬 19 通勇桶 
433 矣 10 唉欸 
434  27 酸痠悛皴 
435 奉 8 棒菶 
436 玨 10 班琴 
437 武 8 賦鵡 
438 青 35 情靜菁圊 
439 表 6 錶 
440 毒 4 纛碡 
441 忝 7 添 
442  5 替 
443 卦 4 掛罫 
444 者 48 著都諸闍 
445 坴 23 陸逵 
446 夌 21 陵菱 
447 幸 45 報倖圉睪 
448 其 40 期基旗箕 
449 取 29 最趣聚諏棸

450 昔 27 借鵲厝 
451 直 10 置值矗 
452 拑 2 箝 
453 拔 2 菝 
454 抽 2 菗 
455 拍 2 啪 
456 抱 2 菢 
457 林 51 楚森淋彬楙

458 拉 4 啦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459 析 8 晰皙 
460 松 8 鬆淞 
461  27 麻 
462 或 27 國域惑 
463 臥 2 臨 
464  16 緊 
465 刺 2 莿 
466 兩 7 輛魎 
467  6 捱 
468 奈 4 捺 
469 奔 3 渀 
470 奄 20 淹菴庵 
471 奇 30 寄騎 
472 來 20 萊徠 
473 戔 20 錢盞箋 
474 到 5 倒 
475 叔 17 督寂淑 
476 芷 2 淽 
477  8  
478 花 2 錵 
479 芬 2 芬 
480 肯 4 啃 
481 芳 2 淓 
482 卓 15 掉罩逴 
483 虎 36 號彪箎 
484 羋 2 蝆 
485 尚 65 當倘趟敞 
486  2 得 
487  3 算 
488 昊 2 淏 
489 具 35 真俱颶 
490 味 2 菋 
491  1 闅 
492 昆 17 混崑 
493 昌 12 唱閶菖 
494 昇 4 鵿 
495 明 4 盟萌 
496 易 13 賜剔 
497  1 焨 
498 旻 3 閺琝 
499 畀 19 鼻淠 
500 固 12 個痼崮 



 

 55

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501 呴 2 喣 
502 岸 3 錌 
503 囷 7 菌稛 
504 沓 7 踏 
505 岡 9 剛鋼崗 
506 罔 6 網魍 
507 卸 7 御 
508 制 6 製猘 
509 知 7 智蜘痴 
510  5 黧 
511 委 21 矮魏萎痿 
512 季 4 悸痵 
513  17 叟 
514 延 16 誕筵郔 
515 佰 6 宿 
516 版 2 蝂 
517 兒 21 倪霓鬩郳 
518 帛 7 幫棉 
519 的 2 菂 
520 阜 3 埠 
521 舍 9 舖捨 
522  6 質 
523 欣 3 掀 
524 侖 32 論崙圇 
525  3 陰 
526 念 11 念敜 
527 往 2 暀 
528  1 淭 
529 戾 8 淚 
530  2 綮 
531 肩 6 掮 
532  1 棇 
533 肴 6 淆殽 
534  13 韱 
535  25 爾爽 
536 采 13 菜採彩 
537  3 淫 
538 受 4 授 
539 爭 16 靜箏 
540 朋 22 崩棚鵬 
541 服 5 菔鵩 
542 周 28 調週雕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543 昏 12 婚閽 
544 兔 22 冤逸 
545 匋 12 陶萄 
546  18 陷閻欿窞 
547  1 邍 
548 咎 8 晷綹 
549 忽 3 惚 
550 匊 13 鞠菊麴 
551  15 然 
552 肥 5 淝 
553  6 淵 
554 京 33 就景涼 
555 享 41 敦醇 
556  32  
557 店 4 惦 
558 夜 5 液 
559 府 4 腐俯 
560 底 2 菧 
561  1 萒 
562 卒 31 碎翠瘁 
563 庚 4 賡鶊 
564 放 45 敖 
565 於 8 淤菸瘀 
566  23 部倍菩 
567 妾 9 接霎 
568 羌 4 蜣 
569 卷 19 圈倦鬈 
570 並 11 普碰 
571 炎 37 談痰剡 
572 法 2 琺 
573 河 2 菏 
574 沾 3 霑 
575 沮 2 菹 
576 泊 2 箔 
577 泓 2 霐 
578 沼 2 菬 
579 波 5 婆菠 
580 治 2 箈 
581 宗 15 崇粽 
582 定 12 錠萣 
583 宕 2 菪 
584 宜 3 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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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585 官 15 管館逭 
586 空 15 控箜 
587 宛 23 碗剜菀 
588 宓 6 密 
589  6 深 
590 帚 8 婦 
591 居 13 鋸 
592 刷 3 涮 
593 屈 10 掘窟 
594 弦 4 誸 
595 戕 6 臧 
596 姑 2 菇 
597  20 綴欼 
598 彔 17 綠剝氯盝 
599 孟 5 猛 
600 孤 3 菰 
601 阿 6 啊痾 
602 函 5 涵菡 
603 甾 11 輜菑 
604 契 11 楔瘈 
605 奏 6 湊 
606 春 13 蠢椿 
607 臿 6 插歃 
608 咨 3 諮 
609 垚 33 堯 
610 封 6 幫崶 
611 背 5 偝 
612 政 2 晸 
613 壴 42 喜鼓 
614 哉 3 渽 
615  9 達 
616 某 6 謀 
617 甚 24 堪勘葚 
618 耶 4 爺椰 
619 巷 3 港 
620  25 葉諜屧 
621 故 2 做 
622 胡 16 湖鬍鶘 
623 南 11 喃 
624 括 2 葀 
625 拾 2 湁 
626 柰 3 隸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627 柯 2 樖 
628 相 12 想箱湘廂 
629 查 6 渣 
630 柱 2 嵀 
631 述 2 鶐 
632 勃 3 渤 
633 軌 2 匭 
634  8 擊 
635  1 範 
636 匽 13 堰郾 
637  1 鶒 
638 剌 6 喇鬎瘌 
639  22 福富副匐 
640 要 7 腰葽 
641 垔 14 煙甄闉 
642 柬 27 練闌 
643 咸 25 感鹹觱 
644 威 5 崴 
645 厘 3 喱 
646 研 2 揅 
647 頁 125 頭囂 
648 耎 7 堧 
649 奎 4 煃 
650  25 僚 
651 亟 3 極 
652 殄 2 餮 
653  2 愜篋 
654 皆 14 階 
655 致 2 緻 
656 勁 2 葝 
657 苦 3 楛 
658 苛 2 渮 
659 若 15 惹諾匿鄀 
660 苹 2 萍 
661  3 寬 
662 苗 8 貓 
663 英 11 瑛 
664 茍 11 敬 
665 苕 2 鍣 
666 茅 2 鶜 
667 貞 11 偵 
668 虐 3 瘧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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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669 省 4 偗 
670 削 4 箾 
671 狊 8 闃 
672 是 30 題提 
673 眇 4 渺 
674 則 8 測廁崱 
675 昜 38 陽瘍 
676  23 假霞遐 
677  1 郻 
678 咠 14 輯葺 
679 冒 10 帽 
680 星 9 醒戥 
681 昨 2 葃 
682 昫 2 煦 
683 曷 39 喝葛歇 
684 昱 2 煜 
685 昭 2 照 
686 畏 15 喂 
687 胃 7 謂 
688 虹 2 渱 
689 思 23 慮鰓颸 
690 咼 25 過禍窩剮 
691 咢 11 鄂鍔萼 
692 品 59 區臨喦 
693 耑 20 端遄顓圌 
694 炭 4 碳 
695 砉 3 騞 
696 拜 2 湃 
697 香 12 馨馥 
698 秋 21 愁鞦萩 
699 科 4 蝌嵙 
700 复 15 復 
701 段 8 緞 
702 便 5 鞭 
703 保 7 堡褒葆褓 
704 皇 26 蝗凰篁 
705 泉 7 線灥 
706 侵 4 葠 
707  1 葩 
708 侯 13 猴篌鄇 
709 俊 2 葰 
710 盾 11 循遁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711 弇 7 媕 
712 俞 33 偷愈覦窬瘉 
713 待 2 偫 
714 衍 4 愆 
715 律 3 嵂 
716 扁 25 編篇翩匾 
717 盆 3 湓 
718 俎 2 葅 
719 卻 2 腳 
720 爰 17 暖 
721  2 稱 
722  11 騣 
723 匍 2 葡 
724 風 34 飄瘋颼嵐 
725 負 4 偩 
726  14 毚 
727  1 惸 
728 勉 2 葂 
729 奐 7 換瘓 
730  3 隆 
731 昝 5 糌 
732  1 濍 
733 訇 6 鞫 
734 胙 2 葄 
735 胊 2 葋 
736 怨 2 葾 
737 胤 2 湚 
738 哀 2 偯 
739 亭 11 停 
740 亮 3 喨 
741 度 6 渡 
742 彥 7 顏諺 
743  1 蝷 
744 施 8 椸葹 
745 斿 4 遊游 
746  9 新 
747 音 82 意暗響韻闇 
748 帝 16 啼蒂啻 
749 恬 2 湉 
750 恆 4 堩 
751 美 5 鎂羹 
752 酋 35 尊猶猷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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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753 前 14 箭剪湔 
754  15 隊遂 
755  9 慈磁 
756 洼 2 窪 
757 洪 4 霟 
758 流 3 鎏 
759 洞 2 霘 
760 洗 2 鍌 
761 活 3 闊 
762 派 3 蒎 
763 洛 2 落 
764 洴 2 蓱 
765 津 2 堻 
766 宣 13 喧萱 
767 突 5 湥 
768 穿 2 瑏 
769 客 6 額喀 
770 郎 15 鄉廊 
771 軍 27 運揮暈皸 
772 建 13 健毽 
773 既 10 概暨蔇 
774  5 殿 
775 屋 9 握 
776 屏 4 摒 
777 弭 4 麛 
778  4 湣 
779 敃 3 愍 
780 韋 44 衛偉葦韜 
781 眉 10 湄郿 
782 胥 11 婿 
783  3 櫱 
784 姦 2 葌 
785 盈 3 楹 
786 勇 3 湧 
787 癸 13 葵揆闋戣 
788 癹 12 發 
789 柔 17 揉 
790  13 務騖 
791 彖 20 緣篆 
792  6 孱 
793 紅 2 葒 
794 約 4 喲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795 恝 2 瘛 
796 泰 3 溙 
797 秦 11 臻蓁 
798 素 8 愫 
799 冓 16 講遘斠篝 
800  1 蒜 
801 恣 2 懿 
802 貢 10 贛槓 
803  15 穀愨 
804 袁 11 園猿瞏 
805 耆 7 嗜蓍 
806 盍 21 蓋瞌 
807 耿 2 褧 
808  4 備 
809 恭 2 塨 
810 真 29 鎮顛闐寘 
811  11 幹 
812  2 熙 
813 捕 2 蒱 
814 桂 2 溎 
815 索 4 嗦 
816 軒 3 蓒 
817  2 轡 
818 尃 21 博 
819 哥 3 歌 
820 栗 9 溧 
821  1 蓛 
822 匪 3 榧篚 
823 辱 11 褥蓐鄏 
824  1 隓 
825  2 滅 
826 夏 4 廈嗄 
827  1 醢 
828 原 14 願源愿 
829 晉 7 縉戩 
830  1 溼 
831 髟 47 髮 
832 茿 2 蒆 
833 茸 4 榵 
834 柴 3 喍 
835 草 2 騲 
836 荃 2 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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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837 茶 3 搽 
838 荅 10 搭瘩 
839 荀 2 槆 
840 荒 3 慌 
841 虔 3 鰬 
842  9 叢 
843  2 隙虩 
844  3 鎖 
845 党 2 鎲 
846 時 6 蒔鰣 
847  19 瞿 
848 晃 6 幌 
849 閃 2 閷 
850 晏 3 鷃 
851  12 塌遢闒 
852  9 僵 
853  3 遣 
854 畟 3 稷 
855 畔 2 溿 
856 骨 41 體滑 
857 員 14 圓損鄖篔 
858 恩 3 嗯 
859 盎 2 醠 
860 圂 3 溷慁 
861 豈 19 凱愷闓 
862  7 微 
863 罡 2 堽 
864  11 鰥瘝 
865  21 溫瘟 
866 缺 2 蒛 
867 氣 6 熂 
868 乘 5 剩嵊 
869 租 2 蒩 
870 秝 15 厤 
871 倩 3 篟 
872 叟 17 瘦嫂鄋 
873 修 2 鎀 
874 倫 2 溣 
875 隼 4 準 
876 隻 3 謢 
877 倍 2 蓓 
878 臬 8 鎳臲闑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879 臭 6 嗅 
880 射 4 謝麝 
881 皋 8 皞翱 
882 躬 4 窮 
883 息 9 媳憩鄎 
884 島 2 搗 
885 師 7 獅篩 
886 追 6 槌 
887  6 篦媲 
888 倉 22 槍創蒼瘡 
889 徒 2 蓗 
890 虒 15 遞篪 
891 殷 3 慇 
892  1 肇 
893 扇 5 煽 
894  3 窳 
895 般 14 盤搬瘢 
896 翁 10 嗡蓊 
897 釜 2 滏 
898 爹 2 嗲 
899  7 檃 
900 舀 11 稻 
901 奚 17 雞溪 
902 鬯 4 鬱 
903 桀 7 傑 
904  15 搖遙颻 
905 脈 2 霢 
906 留 19 溜瘤罶鶹 
907 芻 14 趨皺篘 
908 衰 6 簑榱 
909 高 30 敲稿嵩 
910 席 3 蓆 
911 庫 2 庫 
912 庭 2 榳 
913  2 螤 
914 疾 5 嫉蒺 
915 效 2 傚 
916 痂 2 瘸 
917 唐 16 糖 
918 旅 2 膂 
919  1 競 
920 竘 2 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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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921 旁 19 磅蒡 
922 畜 6 蓄慉鄐 
923 差 19 搓瘥 
924 羔 8 糕窯羹 
925 料 2 窲 
926 迷 4 謎 
927 益 14 溢蠲 
928 朔 9 塑溯 
929  13 厥闕 
930 逆 2 縌 
931 脊 6 瘠鶺 
932 剡 4 罽 
933 浦 2 蒲 
934 涉 2 瀕 
935 涅 2 篞 
936 浧 2 塣 
937  1 蒞 
938 海 2 嗨 
939 涂 3 塗 
940 浪 2 蒗 
941 浸 2 寖 
942  16 賽 
943 家 6 嫁 
944 害 12 割瞎 
945 容 13 溶蓉 
946 窄 4 榨 
947 窊 2 溛 
948 宰 3 滓 
949  15 蒙 
950 朗 2 塱 
951 冢 2 塚 
952 冥 15 螟蓂 
953 冤 2 蒬 
954  2 謐 
955 退 4 腿 
956 展 7 碾 
957 屑 2 榍 
958 屖 2 謘 
959 弱 8 溺 
960 蚩 4 嗤 
961 挐 2 蒘 
962 蚤 10 騷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963 桑 8 嗓顙 
964 脅 5 愶 
965 能 12 罷態褦 
966 孫 7 遜蓀猻 
967 陟 2 騭 
968 除 4 滁篨 
969 紛 2 蒶 
970 紡 2 鶭 
971  3 關聯 
972 邕 8 雝嗈 
973 烝 3 蒸 
974 彗 8 慧嘒篲 
975 舂 4 樁憃 
976 責 16 積勣簀 
977  8 釐 
978 規 8 窺闚槻槼 
979 匿 4 慝暱 
980 焉 7 嫣蔫鄢 
981 赦 2 螫 
982 頂 2 嵿 
983 都 2 嘟 
984 埶 12 熱 
985 敖 22 傲熬廒 
986 執 11 墊 
987  9 聲 
988 基 2 簊 
989 聊 2 窷 
990 勘 3 磡 
991 勒 2 鰳 
992  11 滿顢 
993 乾 3 墘 
994 措 2 簎 
995 推 3 蓷 
996 埜 2 漜 
997 彬 3 虨 
998 梵 2 滼 
999 桼 3 漆 
1000 麥 11 麵嘜 
1001 救 2 慦 
1002 斬 15 漸暫嶄 
1003 軟 2 簐 
1004 連 16 蓮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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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1005 專 24 傳團蓴剸 
1006  2 敷 
1007 敕 5 整嫩遫 
1008 欶 7 漱簌 
1009 區 28 歐驅奩 
1010 堅 5 慳 
1011 票 33 標飄瘭 
1012  6 遷 
1013 酖 2 醓 
1014  11 醫 
1015  1 嫕 
1016 脣 3 漘 
1017 戚 10 蹙鏚 
1018 戛 2 嘎 
1019 奢 4 撦 
1020  2 奪 
1021 瓠 3 摦 
1022 爽 8 塽 
1023 逐 4 篴 
1024 雩 7 樗鄠 
1025 雪 2 鱈 
1026 頃 8 傾穎廎 
1027 莽 3 蟒 
1028 莫 33 幕模寞鄚 
1029 荼 3 瑹 
1030 莝 3 遳 
1031  1 樥 
1032  1 竊 
1033 鹵 9 鹽鹹滷 
1034  1 敹 
1035  5 謯 
1036  22 膚 
1037 虖 7 滹 
1038 彪 2 滮 
1039 雀 3 巀 
1040 堂 10 膛 
1041 常 2 嫦 
1042 野 2 墅 
1043 晨 2 鷐 
1044 眯 2 蔝 
1045 曼 19 慢蔓鄤 
1046 異 15 戴翼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1047 累 12 螺瘰蔂 
1048 國 11 幗 
1049 患 3 漶 
1050 唯 5 雖鷕 
1051  2 圖鄙 
1052 眾 2 潀 
1053 崔 24 摧 
1054 崩 8 蹦 
1055 圈 2 蔨 
1056 造 4 糙簉 
1057 移 4 簃 
1058 動 2 慟 
1059  1 樦 
1060 笠 2 鷑 
1061 條 7 滌篠 
1062 脩 4 滫 
1063 梟 4 鄡 
1064 鳥 237 鴉鷹鴦鴕 
1065  1 穆 
1066  10 總蔥 
1067  2 傻 
1068 敏 5 繁 
1069 酓 3 盦 
1070 貪 3 嗿 
1071 徙 8 屣蓰 
1072 御 5 禦 
1073 從 18 縱聳蓯 
1074 扈 5 滬 
1075 敘 2 漵 
1076 殺 5 鎩 
1077 悉 4 蟋窸 
1078 欲 3 慾 
1079 覓 2 漞 
1080 匐 2 蔔 
1081 魚 174 魯漁鮮鯊 
1082 逢 6 縫蓬 
1083 猗 2 漪 
1084 斛 3 槲 
1085 豚 2 遯 
1086 祭 15 察際瘵 
1087 許 2 滸 
1088 設 2 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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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1089 孰 3 熟 
1090 郭 7 廓槨 
1091 庶 10 遮蔗蹠鷓 
1092 麻 25 麼嘛 
1093 庳 3 蠯 
1094 產 8 鏟剷 
1095 离 24 離璃禽魑 
1096 康 6 慷 
1097 鹿 67 麗塵麟轆 
1098 袞 3 滾 
1099 族 7 簇嗾瘯 
1100 旋 7 漩蔙 
1101 章 25 障贛瘴 
1102 竟 6 鏡 
1103 部 3 蔀 
1104  2 毅 
1105  15 適敵摘 
1106 商 5 熵 
1107 率 5 摔 
1108 牽 2 縴 
1109 惟 2 罹 
1110 羞 2 饈 
1111 羕 3 樣 
1112 敝 21 幣蔽撇 
1113 焊 2 蔊 
1114 淩 2 蔆 
1115 淑 2 蔋 
1116 淮 2 匯 
1117 淫 2 霪 
1118 淵 2 奫 
1119 梁 2 樑 
1120 寇 4 蔻 
1121 寅 10 演夤戭 
1122 寂 2 寂 
1123 宿 5 縮蓿 
1124 窐 2 漥 
1125 窒 3 螲 
1126 密 4 嘧 
1127 焄 2 蔒 
1128 尉 9 慰蔚 
1129 屠 4 廜 
1130  2 漏瘺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1131 張 2 漲 
1132 強 9 襁 
1133 疏 2 蔬 
1134 將 11 獎蔣鏘 
1135 通 3 蓪 
1136 習 13 摺翫 
1137 翏 30 膠寥戮瘳 
1138 翌 2 熤 
1139 務 3 霧 
1140 參 22 慘毿嵾 
1141 貫 4 實慣 
1142 陳 5 敶 
1143 陰 3 蔭 
1144 終 2 蔠 
1145 巢 11 繅剿 
1146 貳 3 膩 
1147 絜 3 潔 
1148 替 2 僣 
1149 款 2 窾 
1150 堯 32 燒翹蕘遶 
1151 項 2 澒 
1152 越 2 樾 
1153 敢 21 橄憨闞 
1154 賁 19 憤蕡 
1155 博 2 簙 
1156 尌 7 樹廚 
1157 喜 14 嘻嚭熹 
1158 彭 6 澎甏 
1159 報 2 蕔 
1160 壹 8 懿噎 
1161 惡 2 噁 
1162 斯 7 撕廝 
1163 欺 2 僛 
1164 黃 34 廣橫簧黈 
1165 散 5 撒霰 
1166 貰 2 勩 
1167 戟 3 橶 
1168 朝 4 潮廟 
1169 辜 3 橭 
1170  5 樊 
1171 惠 10 穗蕙 
1172 覃 22 潭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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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1173 粟 3 僳 
1174 棘 4 僰襋 
1175 皕 4 奭 
1176  11 憂 
1177 厤 14 歷 
1178  25 寮遼瞭鷯 
1179 厥 12 獗蕨 
1180  3 罽 
1181 猌 2 憖 
1182 猋 3 飆 
1183  1 蕤 
1184 雲 7 曇靆澐 
1185 雅 2 蕥 
1186 朁 11 蠶潛簪 
1187 華 13 嘩 
1188 著 2 躇 
1189  3 寬 
1190 雈 41 舊 
1191 萃 2 膵 
1192 虛 8 噓覷 
1193 黹 4 黻 
1194  15 撲 
1195 敞 3 廠氅 
1196 棠 4 橖 
1197 牚 3 撐 
1198 最 5 撮蕞 
1199 量 2 糧 
1200 閏 4 潤 
1201 閑 4 嫻 
1202 間 4 簡澗 
1203 閒 9 癇僩蕑 
1204 閔 5 憫 
1205 悶 3 燜 
1206 晷 2 厬 
1207 猒 11 厭 
1208 景 9 影璟 
1209 貴 27 遺潰蕢 
1210  18 蠢 
1211  10 器噩 
1212 嵒 2 癌 
1213  1 遻 
1214  1 澂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1215 買 23 賣 
1216 詈 3 罰 
1217 圍 2 潿 
1218 無 15 撫廡甒 
1219 智 2 潪 
1220 毳 5 橇竁 
1221 兟 21 贊 
1222 稍 3 潲 
1223 黍 7 黎黏 
1224  1 蔾 
1225 稊 2 蕛 
1226 喬 28 橋蕎屩敿 
1227 筑 3 築 
1228 策 3 鏼 
1229 答 4 劄 
1230 筄 2 艞 
1231 筍 2 橁 
1232 筆 2 潷 
1233 備 2 憊 
1234 牌 2 簰 
1235 貸 2 蟘 
1236 集 4 磼 
1237 焦 21 瞧蕉鷦 
1238 進 3 暹 
1239  1 獡 
1240 舄 5 寫 
1241  1 毇 
1242 皓 2 澔 
1243 翕 4 歙潝 
1244 復 5 覆履 
1245 須 4 鬚嬃 
1246 雇 3 顧僱 
1247 鈞 2 憌 
1248 欽 4 嶔 
1249 番 35 翻播蕃 
1250 舜 3 瞬 
1251  4 亂 
1252 象 9 像 
1253 猶 2 蕕 
1254 然 4 燃 
1255 飧 2 蕵 
1256 貿 2 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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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1257 就 7 蹴鷲 
1258 敦 13 燉憝 
1259 斌 2 贇 
1260  2 瘞 
1261 袲 2 橠 
1262 童 20 鐘罿 
1263 惰 2 墯 
1264 善 8 膳鄯 
1265 絭 2 潫 
1266 普 5 譜 
1267  25 憐鄰遴 
1268 尊 16 遵蹲 
1269 奠 4 鄭 
1270 馮 2 憑 
1271 曾 20 增層甑 
1272 焱 2 燊 
1273  1 橩 
1274 勞 12 撈癆 
1275 湛 2 霮 
1276 渠 4 蟝蕖 
1277 湯 6 盪簜 
1278 渝 2 蕍 
1279 寍 14 寧 
1280 惢 4 蕊橤 
1281 尋 13 潯鄩 
1282 畫 5 劃嫿 
1283 逮 2 靆 
1284 肅 15 繡蕭 
1285 犀 6 遲墀 
1286 孱 6 潺 
1287 費 4 鄪 
1288 巽 11 選撰簨 
1289 臦 3 燛 
1290 絮 2 蕠 
1291 登 19 燈凳鄧簦 
1292 發 11 廢潑 
1293 矞 19 橘鷸遹 
1294 隋 7 墮橢 
1295 陽 2 鐊 
1296 隆 3 窿癃 
1297 隊 3 墜 
1298  1 墬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1299 鄉 8 響曏 
1300 結 2 鐑 
1301 絕 2 蕝 
1302 絲 24 鷥轡 
1303 幾 13 機 
1304 瑟 4 濏 
1305 資 4 澬 
1306  2 鐵 
1307 鼓 12 鼕臌鼖 
1308 達 9 韃闥 
1309 聖 3 蟶 
1310 勤 2 懃 
1311 幹 3 澣 
1312 搆 2 簼 
1313  1 籀 
1314 禁 5 襟 
1315 楚 5 礎 
1316 楊 2 鸉 
1317 楙 2 懋 
1318  8 擊 
1319  9 僵薑 
1320 剽 2 檦 
1321 賈 3 價 
1322  3 隨 
1323 感 5 憾 
1324 嗇 10 牆薔 
1325  1 薤 
1326  1 薞 
1327 雷 7 鐳 
1328 零 3 澪 
1329 頓 2 噸 
1330 肆 2 蕼 
1331 葉 4 蠂 
1332 歲 12 穢劌 
1333 葬 2 髒 
1334 觜 2 嘴 
1335  1 蕩 
1336 萬 19 厲邁躉勱 
1337 葛 8 藹噶 
1338 董 3 懂 
1339 敬 10 驚儆 
1340  1 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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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1341 蒍 2 儰 
1342 粲 4 燦 
1343  2 戲 
1344 豦 15 據劇 
1345 虞 4 噳 
1346 虜 4 擄 
1347 業 4 鄴 
1348 當 14 擋簹 
1349 睢 2 濉 
1350 賊 2 蠈 
1351 遐 2 蕸 
1352 戢 5 蕺濈 
1353 歇 2 蠍 
1354 號 2 饕 
1355 路 7 露鷺潞 
1356 豊 6 體 
1357 農 14 濃 
1358 過 8 撾簻 
1359 喿 23 操 
1360 署 4 薯曙 
1361 睪 21 譯圛斁 
1362  21 環圜鬟翾 
1363  1 嬽 
1364 罪 3 檌 
1365 蜀 28 獨屬歜 
1366 嵬 2 巍 
1367 雉 2 薙 
1368 稜 2 薐 
1369 愁 2 僽 
1370 筮 4 噬 
1371 節 6 櫛癤 
1372 鼠 26 竄鼴 
1373 雋 6 鐫嶲 
1374 毀 4 燬 
1375 裊 2 嬝 
1376  21 激邀竅 
1377 奧 11 澳嶴 
1378 僉 28 臉劍簽 
1379 會 22 繪鄶薈 
1380 愈 2 癒 
1381 微 5 薇 
1382 禽 4 擒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1383 愛 10 璦薆 
1384  2 墾 
1385 亂 2 薍 
1386 詹 19 擔簷 
1387  1 薊 
1388 解 11 蟹懈廨薢 
1389 煞 2 繺 
1390 亶 23 檀氈邅 
1391 稟 6 凜廩 
1392  3 應 
1393 廉 8 簾鐮 
1394 廌 4 薦 
1395 新 2 薪 
1396 戠 11 識 
1397 歆 2 噷 
1398 意 13 憶薏 
1399  9 贏 
1400 雍 10 擁壅 
1401 義 11 議 
1402 羨 2 檨 
1403 道 3 導 
1404 遂 12 隧 
1405 慈 3 濨 
1406 煩 2 薠 
1407 溥 5 簿 
1408 溫 2 薀 
1409 溪 2 鸂 
1410 滈 2 薃 
1411 塞 2 僿 
1412 運 2 璭 
1413 殿 5 澱臀癜 
1414 辟 29 壁避闢擗薜 
1415 1 燲 
1416 預 3 澦蕷 
1417 遠 2 薳 
1418 臺 6 薹檯 
1419 赫 2 嚇 
1420 壽 20 籌禱燾翿 
1421 綦 3 濝 
1422 聚 4 驟鄹 
1423 斡 2 濣 
1424 疐 3 懥 



 

 66

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1425 輕 2 鑋 
1426 匱 2 櫃 
1427 監 18 鹽艦尷 
1428 甄 3 籈 
1429  9 嚴 
1430 厭 10 壓擫 
1431 奩 2 檶 
1432 爾 17 彌邇璽薾 
1433 臧 5 藏贓 
1434 豩 3 燹豳 
1435 需 24 儒 
1436 疑 11 礙嶷 
1437 蓋 5 濭 
1438 蒪 2 礡 
1439 蓐 2 薅 
1440 幕 3 冪 
1441 夢 3 儚 
1442  15 護 
1443 蒿 2 嚆 
1444 蒙 14 矇 
1445 睿 4 濬叡 
1446  1 壑 
1447  1 虧 
1448 對 6 懟 
1449 嘗 3 鱨 
1450 賏 16 嬰 
1451 睽 2 藈 
1452 閣 2 擱 
1453  7 顯濕 
1454 遣 3 譴 
1455 團 2 糰 
1456 遝 2 嚃 
1457 罰 2 藅 
1458 舞 2 躌 
1459 耤 4 籍 
1460  1 藒 
1461  1 凞 
1462 箸 2 櫡 
1463 箕 2 簸 
1464 算 2 匴 
1465 與 14 舉嶼歟藇 
1466 僕 3 濮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1467 鼻 15 鼾濞 
1468 魁 2 櫆 
1469 銛 2 懖 
1470 領 2 嶺 
1471 歋 2 擨 
1472 銀 2 檭 
1473  6 穩 
1474 貍 3 霾 
1475 貌 3 藐邈 
1476 獄 3 嶽鸑 
1477  1 讟 
1478 歊 2 藃 
1479 豪 8 壕 
1480 麼 2 嬤 
1481 旖 2 檹 
1482  5 辦 
1483 榮 5 嶸 
1484 滎 2 濴 
1485 熒 2 藀 
1486 滿 3 懣 
1487 漸 2 魙 
1488 漂 2 薸 
1489 滯 2 懘 
1490 搴 2 藆 
1491 賓 17 濱鬢 
1492 窨 2 噾 
1493 察 3 擦 
1494 寧 13 獰 
1495 盡 10 儘藎 
1496 頗 2 櫇 
1497  2 澀 
1498 熊 2 羆 
1499 翟 18 耀戳籊 
1500 翠 4 濢 
1501 瞀 2 霿 
1502 維 12 羅濰 
1503 綿 2 矊 
1504  3 斷繼 
1505  2 躖 
1506 慧 2 譿 
1507 奭 2 襫 
1508 輦 3 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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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1509 頡 4 擷 
1510 賣 20 讀竇覿 
1511 穀 2 瀔 
1512 樞 2 藲 
1513 樊 5 攀 
1514 敷 2 璷 
1515  1 藗 
1516 賢 2 礥 
1517 遷 4 韆 
1518 厲 10 勵蠣 
1519 磊 2 藞 
1520 憂 11 優鄾 
1521 鴈 2 贗 
1522 猪 4 瀦 
1523 蓺 5 藝 
1524 蓲 2 櫙 
1525 蔑 9 襪 
1526 蓬 2 鑝 
1527 蔡 3 攃 
1528 慮 7 濾 
1529  2 蠽巀 
1530 賞 2 償 
1531 暴 11 爆 
1532 賤 2 濺 
1533 賜 2 儩 
1534 閭 2 櫚 
1535 數 4 藪擻 
1536 畾 22 壘儡藟 
1537  1 獸 
1538 罷 6 擺 
1539 墨 4 嚜 
1540 耦 2 藕 
1541 黎 3 藜 
1542 箴 2 鱵 
1543  4 邊 
1544 樂 14 藥爍 
1545 質 6 躓 
1546 徵 4 懲癥 
1547 衛 3 躗 
1548 盤 2 瀊 
1549 魯 6 嚕 
1550 敻 6 瓊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1551 滕 3 藤 
1552 劉 5 瀏 
1553 諸 5 儲 
1554 廚 4 櫥 
1555 廣 14 礦 
1556 摩 2 藦 
1557 廛 4 纏 
1558 瘣 2 藱 
1559 麃 10 鑣 
1560 慶 2 羻 
1561 廢 2 櫠 
1562 毅 2 藙 
1563 適 4 擿 
1564 養 5 癢瀁 
1565  4 類 
1566 鄭 3 擲 
1567 翦 2 譾 
1568 瑩 2 瀅 
1569 潭 2 藫 
1570 潘 3 藩 
1571 寮 2 屪 
1572 寬 3 髖 
1573 寫 2 瀉 
1574 審 5 瀋 
1575 窮 2 藭 
1576 慰 2 藯 
1577 隤 3 藬 
1578 緣 2 櫞 
1579  10 獵邋鬣 
1580 冀 3 驥 
1581 縠 2 瀫 
1582 燕 10 嚥 
1583 翰 2 瀚 
1584 擇 3 蘀 
1585 賴 8 懶癩籟 
1586 噩 5 鱷 
1587 融 2 瀜 
1588 歷 11 壢靂 
1589 霍 9 藿臛 
1590 頻 4 蘋顰嚬 
1591 蕇 2 鄿 
1592 瞢 2 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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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1593 蕭 4 瀟 
1594 韰 2 瀣 
1595 鬳 8 獻 
1596 盧 21 爐蘆廬顱 
1597 虤 2 贙 
1598 縣 3 懸纛 
1599 閵 3 藺 
1600 閻 4 爓 
1601 遺 3 壝 
1602  1 嬽 
1603 圜 2 攌 
1604 積 2 癪 
1605 頹 2 瀩 
1606 雔 7 雙讎 
1607 錢 2 籛 
1608 錄 2 籙 
1609 禦 2 蘌 
1610 衡 2 蘅 
1611 穌 4 蘇 
1612 謁 2 靄 
1613 褱 7 壞 
1614 磨 2 蘑 
1615 親 7 襯 
1616 嬴 3 瀛 
1617  1 顲 
1618 縈 3 瀠 
1619 澡 2 藻 
1620 褰 2 攐 
1621 憲 4 幰 
1622 彊 2 疆 
1623  1 鬻 
1624  3 糱 
1625 隨 2 瀡 
1626 縕 2 蘊 
1627 戴 3 襶 
1628 盩 2 盭 
1629 聯 2 壣 
1630 黈 2 蘣 
1631 鞠 3 蘜 
1632 翳 3 蠮 
1633  3 霸 
1634 霜 5 孀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1635 霝 8 靈櫺酃 
1636 薛 4 孽 
1637 薦 3 韉 
1638 薄 3 欂 
1639 戲 2 巇 
1640 遽 3 籧 
1641 嬰 12 櫻鸚癭 
1642 闌 15 蘭爛 
1643 罽 3 瀱 
1644 舉 2 櫸 
1645 繁 3 瀿蘩 
1646 鍾 2 籦 
1647 龠 11 鑰龢籥 
1648 斂 3 瀲蘞 
1649 韱 13 纖籤 
1650 爵 7 嚼 
1651 毚 14 纔劖 
1652 鮮 4 癬蘚 
1653 燮 2 躞 
1654 襄 28 讓曩勷 
1655 糜 2 醾 
1656 麋 3 攗 
1657 糞 2 瀵 
1658 營 3 巆 
1659 蹇 3 攓 
1660 檗 2 蘗 
1661 彌 4 瀰 
1662 牆 2 蘠 
1663 翼 2 瀷 
1664 隱 4 癮 
1665 豐 8 艷灃 
1666 贅 2 嚽 
1667 燾 2 瓙 
1668 聶 9 攝 
1669 職 2 蘵 
1670  1 蘳 
1671 轉 2 囀 
1672 鬵 2 灊 
1673 藍 2 灆 
1674 藏 3 臟 
1675 雚 24 歡權 
1676 藉 2 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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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7 叢 2 欉 
1678 瞿 19 懼衢矍氍 
1679 壘 4 蘲 
1680 蟲 3 蠱 
1681 巂 11 攜酅 
1682 魏 3 蘶 
1683 雙 3 艭 
1684 歸 3 巋 
1685 雜 2 囃 
1686  1 羼 
1687 竄 3 攛 
1688 斷 2 籪 
1689 雝 4 癰灉 
1690 壞 2 蘾 
1691 難 7 灘癱戁 
1692 顛 3 巔癲 
1693 攀 2 襻 
1694 繫 2 蘻 
1695 醮 2 蘸 
1696 麗 16 曬酈邐 
1697 夒 2 獿 
1698  1 瓥 
1699 藝 3 囈 
1700 蠆 2 囆 
1701 繭 2 襺 
1702 蟺 2 灗 
1703 羅 10 蘿鑼邏 
1704 贊 20 鑽籫酇 
1705 儵 2 虪 
1706 邊 2 籩 
1707  20 變 
1708 靡 6 劘蘼 
1709 離 5 籬 
1710  1 虀 
1711 懷 2 蘹 
1712 類 3 蘱 
1713 瀝 2 靋 
1714 藺 2 躪 
1715 蘄 2 玂 
1716 蘇 2 囌 
1717 孽 2 巕 

序號 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1718 獻 6 讞 
1719  1 鑿 
1720 黨 10 儻 
1721 矍 9 攫 
1722 闞 2 矙 
1723 闡 2 灛 
1724  1 壨 
1725 嚴 9 儼 
1726 纂 2 攥 
1727 舋 3 亹 
1728 覺 3 攪 
1729 贏 2 籯 
1730  2 糴 
1731 瀸 2 虃 
1732 寶 2 軉 
1733 齧 2 囓 
1734 覽 6 攬 
1735 霸 3 壩 
1736 蘭 4 欗 
1737 贔 2 屭 
1738 顥 2 灝 
1739 纍 4 虆欙 
1740  1 虈 
1741 夔 3 犪 
1742 屬 9 囑 
1743  1 虇 
1744 蠡 4 欚 
1745 聽 2 廳 
1746 囊 5 囔 
1747 彎 2 灣 
1748 顯 2 灦 
1749 籥 2 籲 
1750 欒 3 灤 
1751 靈 3 欞 
1752 贛 3 戇 
1753  1 虌 
1754 釁 2 虋 
1755 臠 2 癵 
1756 豔 2 灩 
1757 鬱 3 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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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為其他字書單字的五大字集成字合成部件 

序 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1758  9 舍 
1759  42 卷 
1760  55 高 
1761  73 慶 
1762  1 粱 
1763  6 寢 
1764  1 虡 
1765  11 勝 

序 號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1766  7 濕 
1767  1 撂 
1768  3 聽 
1769  4 憲 
1770  1 濲 
1771 隡 2 薩 
1772  2 蘄 

表 2.5：在 GF3001 中的五大字集非字合成部件

序 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1773  1 寡 
1774  2 齋虀 
1775  8 黎 
1776  5 夜 

序 號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1777  5 那 
1778  26 留劉 
1779  11 盡 
1780  42 會 

表 2.6：具有特定構意的五大字集非字合成部件

序 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1781  11 司 
1782  10 在 
1783  20 繭 
1784  19 向粵 
1785  40 風 
1786  25 索 
1787  25 希 
1788  1 沉 
1789  8 局 
1790  12 吳 
1791  1 壼 
1792  30 貴 
1793  15 罔 
1794  28 周 
1795  8 弱 
1796  2 疏 
1797  3 畚 
1798  21 話刮颳 
1799  15 复 

序 號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1800  2 玈 
1801  1 栴 
1802  7 眾 
1803  3 佩 
1804  13 奐 
1805  15 產 
1806  19 郎 
1807  5 屜 
1808  9 囊 
1809  1 鋄 
1810  2 羋 
1811  1 欳 
1812  184 路 
1813  2 琁 
1814  20 度 
1815  21 差 
1816  14 侵寢 
1817  2 款 
1818  14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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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部 件 組 字 數 例 字

1819  5 散 
1820  22 乾 
1821  4 篡 
1822  1 澂 
1823  15 原 
1824  18 從 
1825  5 商 
1826  15 屬 
1827  11 將 
1828  7 隋 
1829  1 濲 
1830  4 渠 
1831  8 惰 
1832  2 愣 
1833  2 稽 
1834  5 毀 
1835  3 腦 
1836  16 與 
1837  2 儕 

序 號部 件組 字 數例 字 
1838  45 勞 
1839  1 畿 
1840  2 櫜 
1841  4 撤 
1842  9 夢 
1843  1 薧 
1844  6 對 
1845  6 傷 
1846  7 徵 
1847  11 燕 
1848  1 潸 
1849  2 鼉 
1850  1 齋 
1851  14 學 
1852  7 覽 
1853  4 篡 
1854  5 囊 
1855  4 釁 
1856  4 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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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簡化字集部件表 

簡化字集指的是《簡化字總表》收錄的 2,235 個簡化字。依照漢

字構形資料庫的部件拆分原則，簡化字集拆分後的部件總數為 1,122
個，其中基礎部件為 367 個，合成部件為 755 個，詳述如後。 

2.5.1 簡化字集基礎部件表 

簡化字集基礎部件共有 367 個，扣除和五大字集基礎部件重複的

326 個外，共有 41 個，詳見表 2.7。表 2.7 的排序是依照部件的筆畫

數遞增式排序。若為同筆畫之部件，則依照筆順，按筆畫順序橫（一）

豎（）撇（）點（）折（）進行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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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簡化字集基礎部件表

序號 部件 例 字 
1  坚 
2  师 
3  啸 
4  计狱 
5  泼 
6  劲 
7  马 
8  丝 
9  烧 
10  壮寝 
11  饭 
12  乌 
13  们问 
14  学应 
15  农 
16  当寻归 
17  场疡觞 
18  飞 
19  习 
20  级辫辔 
21  寿 

序號 部件 例 字 
22  伟围苇韬 
23  传 
24  带 
25  军库轮阵 
26  变 
27  锅纳 
28  贪则坝赢 
29  现觅觃 
30  张 
31  岛 
32  伪 
33  书 
34  栈笺盏刬 
35  拢宠垄庞 
36  冻岽鸫 
37  练 
38  衔针 
39  烁 
40  单 
41  满俩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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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簡化字集合成部件表 

簡化字集合成部件共有 755 個，扣除和五大字集合成部件重複的

530 個外，共有 225 個。這 225 個合成部件，亦分為成字合成部件與

非字合成部件二大類，又根據其來源出處之不同，可細分為底下四類： 

1.為《漢語大字典》單字的成字合成部件：此類為收錄於《漢語

大字典》的單字。在簡化字集中，此類部件共有 209 個，其部件及例

字，如表 2.8。 

2.為其他字書單字的成字合成部件：此類為其他字書收錄的單

字，但《漢語大字典》並未收錄。在簡化字集中，此類部件共有 2 個，

其部件及例字，如表 2.9。 

3.包含在 GF3001 中的非字合成部件：此類為 GF3001 中的基礎

部件，但可依 CNS 11643-2 的拆分原則拆分，故並不列於基礎部件集

中。在簡化字集中，此類部件共有 1 個，其部件及例字，如表 2.10。 

4.具有特定構意的非字合成部件：此類部件有特定的構意，且在

《漢語大字典》有兩個（含）以上的單字用到該部件，具有構形的能

力，即收錄為非字合成部件。在簡化字集中，此類部件有 13 個，其

部件及例字，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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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為《漢語大字典》單字的簡化字集成字合成部件

序 號 部 件 例 字

1 万 厉虿 
2  吗腾笃驰 
3  呒芜庑 
4  呓 
5  坜疬雳 
6  伛欧奁 
7  刚岗 
8  伦囵瘪 
9  伧创疮苍 
10  岚枫疯飓 
11  呜邬 
12  协苏 
13  轰 
14  陆 
15 巧 窍 
16  栉 
17  励砺 
18  垆颅 
19  岿 
20  雾 
21  绉邹趋 
22  鸠莺鸵鹰 
23  栏 
24  买 
25   

26  泻 
27  树怼 
28  废泼 
29  坠 
30  咝鸶 
31  恸 
32  严垭壸氩 
33  亵势 
34  靥恹 
35  顷嚣 
36  峡荚颊惬 
37  匦 
38  哔筚 
39  晓荛翘 

序 號部 件例 字 
40  侦 
41  狮筛 
42  装 
43  档 
44  秽刿 
45  凯皑闿 
46  测厕 
47  桥荞 
48 印 䲟  
49  哗 
50  绘荟刽 
51  铩 
52  赖 
53  䦶诤  
54 庄 脏 
55 刘 浏 
56  济霁剂齑 
57  铲颜 
58  举 
59  烫荡 
60  浑晕皲 
61  浒 
62  侬 
63  笾 
64  浔荨 
65  烬荩 
66  卖 
67  荮 
68  狲荪逊 
69  荭 
70  哟药 
71  俦焘筹 
72  唛麸 
73  唝赣 
74  悫 
75  宽 
76  俨 
77  涝痨 
78  俪逦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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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部 件 例 字

79  徕莱赉 
80  鹾 
81  鲣 
82  埘莳 
83  误 
84  悬 
85  涠 
86  剐娲窝 
87  勋损圆 
88 兵 宾 
89  俭剑签 
90  阄 
91  涤 
92  莸 
93  捣 
94  裤 
95  润 
96  娴痫鹇 
97  涧简 
98  悯 
99  焖 
100  䓖  
101  琎 
102  琏莲 
103  挝 
104  哒闼 
105  跹 
106  棂 
107  涨 
108  莼 
109  荫 
110  债箦 
111  窥 
112  萚 
113  婳 
114  牍窦觌 
115  啭 
116  堑崭惭 
117  倾庼颍 
118  啮龄 
119  掳 
120  帼 

序 號部 件例 字 
121  绳 
122  萝啰逻 
123  踬 
124 征 惩 
125  渔 䲢稣鲁鲎  
126  弹箪郸阐 
127  婶 
128  啸箫 
129  绿 
130  猕 
131  渗瘆 
132  惯 
133  喷 
134  勚 
135  滞 
136  嵘 
137  腻 
138  缆 
139  蒋锵 
140  偿 
141  湿 
142  蕴 
143  馈匮篑 
144  强 
145  溅 
146  嵚揿 
147 急 稳 
148  湾 
149  谚颜 
150  榈 
151   
152  掷 
153  楼屡数窭 
154  聪 
155  榉 
156  搅 
157  镄 
158  滟 
159  摄颞 
160  缙 
161  槚 
162 荐 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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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部 件 例 字

163  滤 
164  槛蓝 
165  摆罴 
166  滗 
167  镌 
168 拿 镎 
169  暧 
170  滦 
171  缠 
172  髋 
173  傧鬓 
174  储 
175  摊 
176  滪 
177  黉 
178  潇 
179  墙 
180  觑 
181  樱瘿鹦 
182  潋 
183  簖 
184 剪 谫 
185  蔼 
186  潍 

序 號部 件例 字 
187  撵 
188  撷 
189 雁 赝 
190  噜氇 
191  斓 
192  撺 
193  嘱 
194  镪 
195  蕴 
196  瘾 
197  橼 
198  谳 
199  懒癞籁 
200  濒颦 
201  擞薮 
202  懑 
203  躏 
204  癣藓 
205   
206  巅癫 
207  瓒趱 
208  灏 
209  戆 

表 2.9：為其他字書單字的簡化字集成字合成部件

序號 部 件 例 字

210  钹 
211  营 

表 2.10：在 GF3001 中的簡化字集非字合成部件

序 號 部件 例 字

212  临 

表 2.11：具有特定構意的簡化字集非字合成部件

序 號 部件 例 字

213  坚 
214  贮 
215  劳 

序 號部件例 字 
216  监 
217  学 
218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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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部件 例 字

219  劲径痉茎 
220  奖 
221  弯 
222  断继 

序 號部件例 字 
223   
224  满颟 
225  谣鹞 

 



 

 79

第三章 漢字構形資料庫的構形編碼 

漢字可拆分成有限的部件，而這些有限的部件可組成數以萬計的

漢字。除了不同的部件可組成不同的漢字外，相同的部件也可利用相

對位置或部件的個數來組成不同的漢字。部件及其相對位置可用來定

義漢字的字形結構式，即構字式，而構字式可作字形的識別碼。本章

首先說明部件的組合及識別，再說明構字式的制定、使用及處理技

巧，最後再根據構字式延伸出用來處理古漢字的風格碼。 

3.1 部件的組合及識別 

漢字是由有限的部件所組成，除了不同的部件可組成不同的漢字

外，相同的部件也可利用相對位置或部件的個數來組成不同的漢字。

以五大字集的 13,501 個字形為例，其中有 12,817 個字使用的部件均

不相同，部件相同但相對位置不同的字共有 115 組，234 個字。例如

「架」、「枷」、「柺」三個字均由部件「力」、「口」、「木」所組成，不

同的是部件的相對位置。這 115 組字如下： 

加（另、叻）、旭（旯、旮）、架（枷、柺）、翌（翊、翋）、可（叮）、

召（叨）、只（叭）、妃（妀）、吝（呅）、否（吥）、呆（杏）、含（吟）、

岑（岒）、岌（岋）、旱（旰）、李（杍）、防（邡）、阮（邧）、阬（邟）、

坌（坋）、周（坰）、坪（幸）、委（姀）、帕（帛）、招（拐）、易（昒）、

杳（杲）、盲（盳）、邸（阺）、旼（旻）、炅（炚）、邴（陃）、保（咻）、

垢（垕）、某（柑）、查（柦）、毗（毘）、泵（砅）、珀（皇）、省（眇）、

耑（峏）、衍（洐）、郁（陏）、咡（咠）、呰（呲）、咰（昫）、峗（峞）、

峉（峈）、峇（峆）、昶（昹）、邾（陎）、哲（哳）、員（唄）、宴（晏）、

晌（晑）、案（桉）、烘（烡）、栨（栥）、郟（陜）、啦（掊）、唯（售）、

堊（埡）、娶（娵）、脣（脤）、部（陪）、都（陼）、陴（郫）、陬（郰）、

唼（婄）、婇（桵）、勛（賀）、啻（啼）、景（晾）、晷（喒）、棘（棗）、

椎（集）、渺（渻）、郵（陲）、喦（嵒）、棷（棸）、棐（棑）、棼（椕）、

渮（菏）、鄃（隃）、暉（暈）、蜃（蜄）、訾（訿）、賅（賌）、隕（鄖）、

楙（楺）、輁（輂）、塵（塶）、墓（塻）、幕（幙）、摧（嶊）、窪（漥）、

蜥（蜤）、障（鄣）、嗺（嶉）、蜒（蜑）、暮（暯）、槸（槷）、槻（槼）、

篎（箵）、諆（諅）、澫（蕅）、窵（鴥）、麋（麊）、鏖（鏕）、櫑（櫐）、

櫙（藲）、藹（譪）、礧（礨）、鶘（鶦）、蠬（蠪） 

另外，五大字集還有 67 個字僅由單一部件重複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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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爻、圭、多、朋、林、炎、玨、品、姦、哥、弱、玆、晶、棘、

棗、兢、赫、磊、聶、蟲、競、轟、矗、劦、奻、孖、屾、幵、艸、

戔、昍、沝、牪、垚、芔、甡、砳、秝、兟、惢、掱、毳、淼、焱、

猋、皕、聑、臸、茻、覞、豩、賏、畾、皛、燚、虤、雔、贔、囍、

鑫、雥、灥、馫、驫、麤、龘 

綜合上述，絕大多數的漢字皆可由其組成的部件來識別，少數字

形則須再描述部件的相對位置。部件的組合及識別原則進一步說明如

下： 

1.漢字係由一或多個部件依層次逐級組合而成，絕大多數字形可

透過各級部件的組合來識別。例如「謝」字的各級部件組合「言射」、

「言身寸」都可用來識別「謝」字；「寶」字的一級部件組合「王

缶貝」可用來識別「寶」字。 

2.少數漢字的差異僅在於部件的相對位置不同，要識別此類字

形，除部件本身外，還須描述部件的相對位置。此類字形通常僅有兩

個一級部件，而部件的相對位置可簡化成左右、上下及內外三類。例

如「暉」、「暈」二字的差別僅在部件「日」、「軍」的相對位置為左右

或上下；「旯」、「旭」二字的差別僅在部件「日」、「九」的相對位置

為上下或內外。 

3.少數漢字是由單一部件重複組合而成，此類部件的組合方式通

常為由左至右，由上至下，或呈三角狀、四角狀排列。例如「林」字

由單一部件「木」由左至右排列，「棗」字由單一部件「朿」由上至

下排列，「轟」字由單一部件「車」呈三角狀排列，「燚」字由單一部

件「火」呈四角狀排列。 

4.大多數漢字部件的相對位置，可由前後部件之性質判斷得知。

例如部件「言」與其他部件組合字形時，部件的相對位置通常為左右，

而「言」在左方，因此「言」、「射」組合成「謝」；部件「雨」與其

他部件組合字形時，部件的相對位置通常為上下，而「雨」在上方，

因此「雨」、「相」組合成「霜」；部件「囗」和其他部件組合字形時，

部件的相對位置通常為內外，而「囗」在外，因此「囗」、「員」組合

成「圓」。 

5.基礎部件為構形識別的最小單位，不得再拆分成其他基礎部件

來識別字形。例如部件「貝」為 CNS 11643-2 規定之基礎部件，不得

再拆分成「目」、「」，因此「目」無法用以識別「貝」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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缶目」也無法用以識別「寶」字。 

3.2 構字式的制定及使用 

構字式即字形結構表達式，可用來識別漢字。依據部件組合及識

別原則，構字式的定義及使用方式如下：  

1.構字式可用於識別字形，它係由部件及構字符號組成，詳見表

3.1。 

2.表 3.1 的構字符號分為形標及定位符號兩種，定位符號可用於

描述部件的相對位置，形標則不涉及部件的相對位置。 

3.形標為字形的標示，由構字符號「」及「」構成，其中「」

為字形標示的起點，「」表示結束，用以識別字形的部件則包夾其

中。例如構字式「王缶貝」可用以識別「寶」字。 

4.定位符號分成連接符號及重疊符號兩類，連接符號主要用以描

述不同部件的組合情形，重疊符號僅用以描述單一部件之重複組合。 

5.連接符號有三個，「」為橫連，用於描述部件的組合順序為

由左至右；「」為直連，用於描述部件的組合順序為由上至下；「」

為包含，用於描述部件的組合順序為由外至內。在構字式中，連接符

號應置於部件之間。例如構字式「言射」可用以識別「謝」字；「雨

相」可用以識別「霜」字；「囗員」可用以識別「圓」字。 

6.在構字式中，不同的連接符號不可併用，而相同的連接符號可

連續使用。例如「寶」字的構字式不可寫成「王缶貝」，應

寫成「王缶貝」；「謝」字的構字式可寫成「言射」或「言

身寸」；「謈」字的構字式可寫成「日共言」。 

7.採用形標的構字式，雖然形標內的部件順序基本上不影響字形

的識別，但仍應制定部件排序之原則。目前採用之排序原則為部件間

的連接順序：先假設不同的連接符號可併用，再抽離連接符號，留下

的部件順序即是。例如先假設「寶」字的構字式可寫成「王缶

貝」，抽離連接符號後，構字式為「王缶貝」；假設「虜」字

的構字式可寫成「虍毌力」，抽離連接符號後，構字式為「虍

毌力」；假設「歠」字的構字式可寫成「酉欠」，抽離連接符

號後，構字式為「酉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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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重疊符號共八個，常用的有「」、「」、「」、「」四個，

其中「」用以描述兩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左至右，「」用

以描述兩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上至下，「」用以描述三個相

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三角狀排列，「」用以描述四個相同部件的組

合方式為四角狀排列；其餘四個不常用的重疊符號為「」、「」、

「」、「」，其中「」用以描述三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左

至右，「」用以描述三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上至下，「」用

以描述四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左至右，「」用以描述四個相

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上至下。在構字式中，重疊符號應置於部件之

前。例如構字式「木」可用以識別「林」字，「朿」可用以識別

「棗」字，「車」可用以識別「轟」字，「火」可用以識別「燚」

字。 

9.在構字式中，形標和連接符號不可併用。例如「謝」字的構字

式可寫成「言射」、「言身寸」或「言射」、「言身寸」，

但不可寫成「言射」或「言身寸」。 

10.在構字式中，重疊符號可和形標或連接符號併用。例如「堯」

字的構字式可寫成「垚兀」，也可寫成「土兀」；「歠」字的構

字式可寫成「酉欠」，也可寫成「又又又又酉欠」或「

又酉欠」。 

11.由於一個字可透過各級部件的組合來識別，所以同一個字也

可能有數種不同的構字式，但僅有一級部件所組合的構字式最貼近造

字意圖。例如「謝」字的構字式可寫成「言射」或「言身寸」，

其中「言」、「射」為一級部件，而「身」、「寸」為二級部件，因此「言

射」比「言身寸」更貼近「謝」的造字意圖；「靂」字的構字

式可寫成「雨歷」、「雨厤止」、「雨厂秝止」、或「雨厂

禾禾止」，其中「雨」、「歷」為一級部件，「厤」、「止」為二級部件，

「厂」、「秝」為三級部件，而「禾」為四級部件，因此「雨歷」最

貼近「靂」的造字意圖。 

表 3.2 為五大字集最後五百個次常用字的構字式，每個字的構字

式都儘可能採用一級部件來組合，以貼近該字的造字意圖。 



 

 83

表 3.1：構字符號及構字式 

構字符號 說 明 構字式 

 
形標 

 

為字形標示的起點，表示結束，部件則包

夾於其中。 寶＝王缶貝 

 橫連─當部件的組合順序為由左至右 謝＝言射 

 直連─當部件的組合順序為由上至下 霜＝雨相 

連

接

符

號  包含─當部件的組合順序為由外至內 圓＝囗員 

 兩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左至右 林＝木 

 兩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上至下 棗＝朿 

 三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左至右 ＝子 

 三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上至下 ＝小 

 三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三角狀排列 轟＝車 

 四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左至右 ＝ 

 四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上至下 ＝一 

定

位

符

號 
重

疊

符

號 

 四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四角狀排列 燚＝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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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五大字集的構字式(次常用字的後五百個) 

B i g 5 字 構 字 式

F6B9 鶾 鳥 

F6BA 鷅 栗鳥 

F6BB 鷃 晏鳥 

F6BC 鶻 骨鳥 

F6BD 鶵 芻鳥 

F6BE 鷎 皋鳥 

F6BF 鶹 留鳥 

F6C0 鶺 脊鳥 

F6C1 鶬 倉鳥 

F6C2 鷈 鳥虒 

F6C3 鶱 鳥 

F6C4 鶭 紡鳥 

F6C5 鷌 鳥馬 

F6C6 鶳 鳥師 

F6C7 鷍 臬鳥 

F6C8 鶲 翁鳥 

F6C9 鹺 鹵差 

F6CA 麜 鹿栗 

F6CB 黫 黑垔 

F6CC 黮 黑甚 

F6CD 黭 黑弇 

F6CE 鼛 鼓咎 

F6CF 鼘 鼓 

F6D0 鼚 鼓長 

F6D1 鼱 鼠青 

F6D2 齎 齊貝 

F6D3 齥 齒曳 

F6D4 齤 齒 

F6D5 龒 龍示 

F6D6 亹 舋 

F6D7 囆 口蠆 

F6D8 囅 單展 

F6D9 囋 口贊 

F6DA 奱 大 

F6DB 孋 女麗 

F6DC 孌 女 

F6DD 巕 山孽 

F6DE 巑 山贊 

F6DF 廲 麗 

F6E0 攡 離 

B i g 5 字 構 字 式

F6E1 攠 靡

F6E2 攦 麗

F6E3 攢 贊

F6E4 欋 木瞿

F6E5 欈 木巂

F6E6 欉 木叢

F6E7 氍 瞿毛

F6E8 灕 離

F6E9 灖 靡

F6EA 灗 蟺

F6EB 灒 贊

F6EC 爞 火蟲

F6ED 爟 火雚

F6EE 犩 魏牛

F6EF 獿 夒

F6F0 瓘 王雚

F6F1 瓕 彌玉

F6F2 瓙 王燾

F6F3 瓗 王巂

F6F4 癭 嬰

F6F5 皭 白爵

F6F6 礵 石霜

F6F7 禴 龠

F6F8 穰 禾襄

F6F9 穱 禾爵

F6FA 籗 霍

F6FB 籜 擇

F6FC 籙 錄

F6FD 籛 錢

F6FE 籚 盧

F740 糴 入

F741 糱 米

F742 纑 盧

F743 罏 缶盧

F744 羇 革奇

F745 臞 瞿

F746 艫 舟盧

F747 蘴 豐

F748 蘵 職

F749 蘳 

B i g 5 字構 字 式

F74A 蘬歸

F74B 蘲壘

F74C 蘶魏

F74D 蠬虫龍

F74E 蠨虫蕭

F74F 蠦虫盧

F750 蠪龍虫

F751 蠥虫

F752 襱龍

F753 覿賣見

F754 覾審見

F755 觻角樂

F756 譾言翦

F757 讄言畾

F758 讂言敻

F759 讆衛言

F75A 讅言審

F75B 譿言慧

F75C 贕卵賣

F75D 躕廚

F75E 躔廛

F75F 躚遷

F760 躒樂

F761 躐

F762 躖

F763 躗衛足

F764 轠車畾

F765 轢車樂

F766 酇贊

F767 鑌金賓

F768 鑐金需

F769 鑊金

F76A 鑋輕金

F76B 鑏金寧

F76C 鑇金齊

F76D 鑅金榮

F76E 鑈金爾

F76F 鑉金蓋

F770 鑆金對

F771 霿雨瞀

B i g 5 字 構 字 式

F772 韣 韋蜀 

F773 顪 歲頁 

F774 顩 僉頁 

F775 飋 風瑟 

F776 饔 雍食 

F777 饛 蒙 

F778 驎 馬 

F779 驓 馬曾 

F77A 驔 馬覃 

F77B 驌 馬肅 

F77C 驏 馬孱 

F77D 驈 馬矞 

F77E 驊 馬華 

F7A1 驉 馬虛 

F7A2 驒 馬單 

F7A3 驐 馬敦 

F7A4 髐 骨堯 

F7A5 鬙 髟曾 

F7A6 鬫 鬥敢 

F7A7 鬻 米 

F7A8 魖 鬼虛 

F7A9 魕 鬼幾 

F7AA 鱆 魚章 

F7AB 鱈 魚雪 

F7AC 鰿 魚責 

F7AD 鱄 魚專 

F7AE 鰹 魚堅 

F7AF 鰳 魚勒 

F7B0 鱁 魚逐 

F7B1 鰼 魚習 

F7B2 鰷 魚條 

F7B3 鰴 魚 

F7B4 鰲 敖魚 

F7B5 鰽 魚曹 

F7B6 鰶 魚祭 

F7B7 鷛 庸鳥 

F7B8 鷒 專鳥 

F7B9 鷞 爽鳥 

F7BA 鷚 翏鳥 

F7BB 鷋 荼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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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g 5 字 構 字 式

F7BC 鷐 晨鳥 

F7BD 鷜 婁鳥 

F7BE 鷑 笠鳥 

F7BF 鷟 族鳥 

F7C0 鷩 敝鳥 

F7C1 鷙 執鳥 

F7C2 鷘 敕鳥 

F7C3 鷖 鳥 

F7C4 鷵 屠鳥 

F7C5 鷕 唯鳥 

F7C6 鷝 畢鳥 

F7C7 麶 麥离 

F7C8 黰 黑真 

F7C9 鼵 鼠突 

F7CA 鼳 鼠狊 

F7CB 鼲 鼠軍 

F7CC 齂 鼻 

F7CD 齫 齒困 

F7CE 龕 合龍 

F7CF 龢 龠禾 

F7D0 儽 纍 

F7D1 劙 蠡 

F7D2 壨 土 

F7D3 壧 土嚴 

F7D4 奲 奢單 

F7D5 孍 女嚴 

F7D6 巘 山獻 

F7D7 蠯 庳 

F7D8 彏 弓矍 

F7D9 戁 難心 

F7DA 戃 黨 

F7DB 戄 矍 

F7DC 攩 黨 

F7DD 攥 纂 

F7DE 斖 文舋 

F7DF 曫 日 

F7E0 欑 木贊 

F7E1 欒 木 

F7E2 欏 木羅 

F7E3 毊 喬 

F7E4 灛 闡 

F7E5 灚 覺 

B i g 5 字 構 字 式

F7E6 爢 靡
F7E7 玂 蘄

F7E8 玁 嚴

F7E9 玃 矍

F7EA 癰 雝

F7EB 矔 目雚

F7EC 籧 遽

F7ED 籦 鍾

F7EE 纕 襄

F7EF 艬 舟毚

F7F0 蘺 離

F7F1 虀 
F7F2 蘹 懷

F7F3 蘼 靡

F7F4 蘱 類

F7F5 蘻 繫

F7F6 蘾 壞

F7F7 蠰 虫襄

F7F8 蠲 益蜀

F7F9 蠮 虫翳

F7FA 蠳 虫嬰

F7FB 襶 戴

F7FC 襴 闌

F7FD 襳 韱

F7FE 觾 角燕

F840 讌 言燕

F841 讎 雔言

F842 讋 龍言

F843 讈 言歷

F844 豅 谷龍

F845 贙 虤貝

F846 躘 龍

F847 轤 車盧

F848 轣 車歷

F849 醼 酉燕

F84A 鑢 金慮

F84B 鑕 金質

F84C 鑝 金蓬

F84D 鑗 金黎

F84E 鑞 金
F84F 韄 革
F850 韅 革

B i g 5 字構 字 式

F851 頀音

F852 驖馬

F853 驙馬亶

F854 鬞髟農

F855 鬟髟

F856 鬠髟會

F857 鱒魚尊

F858 鱘魚尋

F859 鱐魚肅

F85A 鱊魚矞

F85B 鱍魚發

F85C 鱋魚虛

F85D 鱕魚番

F85E 鱙魚堯

F85F 鱌魚象

F860 鱎魚喬

F861 鷻鳥敦

F862 鷷尊鳥

F863 鷯鳥

F864 鷣覃鳥

F865 鷫肅鳥

F866 鷸矞鳥

F867 鷤單鳥

F868 鷶買鳥

F869 鷡無鳥

F86A 鷮喬鳥

F86B 鷦焦鳥

F86C 鷲就鳥

F86D 鷰鳥

F86E 鷢厥鳥

F86F 鷬黃鳥

F870 鷴閑鳥

F871 鷳閒鳥

F872 鷨華鳥

F873 鷭番鳥

F874 黂麻賁

F875 黐黍离

F876 黲黑參

F877 黳黑

F878 鼆冥黽

F879 鼜鼓蚤

F87A 鼸鼠兼

B i g 5 字 構 字 式

F87B 鼷 鼠奚 

F87C 鼶 鼠虒 

F87D 齃 鼻曷 

F87E 齏 齊韭 

F8A1 齱 齒取 

F8A2 齰 齒昔 

F8A3 齮 齒奇 

F8A4 齯 齒兒 

F8A5 囓 口齧 

F8A6 囍 喜 

F8A7 孎 女屬 

F8A8 屭 尸贔 

F8A9 攭 蠡 

F8AA 曭 日黨 

F8AB 曮 日嚴 

F8AC 欓 木黨 

F8AD 灟 屬 

F8AE 灡 蘭 

F8AF 灝 顥 

F8B0 灠 覽 

F8B1 爣 火黨 

F8B2 瓛 王獻 

F8B3 瓥 瓜 

F8B4 矕 目 

F8B5 礸 石贊 

F8B6 禷 類 

F8B7 禶 贊 

F8B8 籪 斷 

F8B9 纗 巂 

F8BA 羉  

F8BB 艭 舟雙 

F8BC 虃 瀸 

F8BD 蠸 虫雚 

F8BE 蠷 虫瞿 

F8BF 蠵 虫巂 

F8C0 衋 聿皕血

F8C1 讔 言隱 

F8C2 讕 言闌 

F8C3 躞 燮 

F8C4 躟 襄 

F8C5 躠 薛足 

F8C6 躝 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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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g 5 字 構 字 式

F8C7 醾 酉糜 

F8C8 醽 酉霝 

F8C9 釂 酉爵 

F8CA 鑫 金 

F8CB 鑨 金龍 

F8CC 鑩 金噩 

F8CD 雥 隹 

F8CE 靆 雲逮 

F8CF 靃 雨雔 

F8D0 靇 雨龍 

F8D1 韇 革賣 

F8D2 韥 韋賣 

F8D3 驞 馬賓 

F8D4 髕 骨賓 

F8D5 魙 漸鬼 

F8D6 鱣 魚亶 

F8D7 鱧 魚豊 

F8D8 鱦 魚黽 

F8D9 鱢 魚喿 

F8DA 鱞 魚 

F8DB 鱠 魚會 

F8DC 鸂 溪鳥 

F8DD 鷾 意鳥 

F8DE 鸇 亶鳥 

F8DF 鸃 鳥義 

F8E0 鸆 虞鳥 

F8E1 鸅 睪鳥 

F8E2 鸀 蜀鳥 

F8E3 鸁 鳥 

F8E4 鸉 楊鳥 

F8E5 鷿 辟鳥 

F8E6 鷽 鳥 

F8E7 鸄 鳥 

F8E8 麠 鹿 

F8E9 鼞 鼓堂 

F8EA 齆 鼻邕 

F8EB 齴 齒彥 

F8EC 齵 齒禺 

F8ED 齶 齒咢 

F8EE 囔 口囊 

F8EF 攮 囊 

F8F0 斸 屬斤 

B i g 5 字 構 字 式

F8F1 欘 木屬

F8F2 欙 木纍

F8F3 欗 木蘭

F8F4 欚 木蠡

F8F5 灢 囊

F8F6 爦 火覽

F8F7 犪 牛夔

F8F8 矘 目黨

F8F9 矙 目闞

F8FA 礹 石嚴

F8FB 籩 邊

F8FC 籫 贊

F8FD 糶 出

F8FE 纚 麗

F940 纘 贊

F941 纛 毒縣

F942 纙 羅

F943 臠 肉

F944 臡 難肉

F945 虆 纍

F946 虇 
F947 虈 
F948 襹 麗

F949 襺 繭

F94A 襼 藝

F94B 襻 攀

F94C 觿 角巂

F94D 讘 言聶

F94E 讙 言雚

F94F 躥 竄

F950 躤 藉

F951 躣 瞿

F952 鑮 金薄

F953 鑭 金闌

F954 鑯 金韱

F955 鑱 金毚

F956 鑳 金蹇

F957 靉 雲愛

F958 顲 頁

F959 饟 襄

F95A 鱨 魚嘗

F95B 鱮 魚與

B i g 5 字構 字 式

F95C 鱭魚齊

F95D 鸋寧鳥

F95E 鸍爾鳥

F95F 鸐翟鳥

F960 鸏蒙鳥

F961 鸒與鳥

F962 鸑獄鳥

F963 麡鹿齊

F964 黵黑詹

F965 鼉黽

F966 齇鼻

F967 齸齒益

F968 齻齒真

F969 齺齒芻

F96A 齹差齒

F96B 圞囗欒

F96C 灦顯

F96D 籯贏

F96E 蠼虫矍

F96F 趲走贊

F970 躦贊

F971 釃酉麗

F972 鑴金巂

F973 鑸金壘

F974 鑶金藏

F975 鑵金雚

F976 驠馬燕

F977 鱴魚蔑

F978 鱳魚樂

F979 鱱魚厲

F97A 鱵魚箴

F97B 鸔鳥暴

F97C 鸓畾鳥

F97D 黶厭黑

F97E 鼊辟黽

F9A1 龤龠皆

F9A2 灨贛

F9A3 灥泉 

F9A4 糷米蘭

F9A5 虪虎儵

F9A6 蠾虫屬

F9A7 蠽

B i g 5 字 構 字 式

F9A8 蠿  

F9A9 讞 言獻 

F9AA 貜 豸矍 

F9AB 躩 矍 

F9AC 軉 身寶 

F9AD 靋 雨瀝 

F9AE 顳 聶頁 

F9AF 顴 雚頁 

F9B0 飌 雚風 

F9B1 饡 贊 

F9B2 馫 香 

F9B3 驤 馬襄 

F9B4 驦 馬霜 

F9B5 驧 馬鞠 

F9B6 鬤 髟襄 

F9B7 鸕 盧鳥 

F9B8 鸗 龍鳥 

F9B9 齈 鼻農 

F9BA 戇 贛心 

F9BB 欞 木靈 

F9BC 爧 火靈 

F9BD 虌  

F9BE 躨 夔 

F9BF 钂 金黨 

F9C0 钀 金獻 

F9C1 钁 金矍 

F9C2 驩 馬雚 

F9C3 驨 馬巂 

F9C4 鬮 鬥龜 

F9C5 鸙 龠鳥 

F9C6 爩 火鬱 

F9C7 虋 釁 

F9C8 讟 賣 

F9C9 钃 金屬 

F9CA 鱹 魚雚 

F9CB 麷 麥豐 

F9CC 癵 臠 

F9CD 驫 馬 

F9CE 鱺 魚麗 

F9CF 鸝 麗鳥 

F9D0 灩 豔 

F9D1 灪 鬱 



 

 87

B i g 5 字 構 字 式

F9D2 麤 鹿 

B i g 5 字 構 字 式

F9D3 齾 獻齒

B i g 5 字構 字 式

F9D4 齉鼻囊

B i g 5 字 構 字 式

F9D5 龘 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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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構字式的處理技巧 

本節說明構字式的處理技巧。首先分析構字式的類型，並針對不

同類型的構字式，說明擷取時如何判斷起始及終結字元，以及構字式

如何在資料庫中表達；最後，針對同一個字的不同構字式，說明如何

進行構字式正規化。 

3.3.1 構字式的類型 

構字式可依構字符號分成五個類型，詳如表 3.3。前三個類型是

由連接符號決定，型四採用形標，型五只包含重疊符號。 

表 3.3：構字式的類型 

類 型 說 明 字 例構 字 式備 註

顙 桑頁 

掰 手分手 1 
由部件、橫連符號

或重疊符號構成 
贁 貝 

只要出現橫連符號

即屬於此型 

霩 雨郭 

簠 甫皿 2 
由部件、直連符號

或重疊符號構成 
鬵 旡鬲 

只要出現直連符號

即屬於此型 

麑 鹿兒 
3 

由部件、包含符號

或重疊符號構成 龠 侖口 
只要出現包含符號

即屬於此型 
邍 彔 

4 
由部件、形標或重

疊符號構成 豐 山豆 
只要出現形標即屬

於此型 
虤 虎 
戔 戈 
贔 貝 5 

只由重疊符號構

成 
燚 火 

只有出現重疊符號

3.3.2 構字式的擷取 

構字式可夾雜在字串中使用，由字串擷取構字式，首先得先找出

起始和終結字元。例如「大桑頁虯髯骨相奇」中構字式的起始和終

結字元分別為「桑」、「頁」。構字式的擷取類型可依起始字元來判斷，

並依起始字元是否為連接符號、形標或重疊符號分成三個類型，這三

個類型的終結字元判斷詳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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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構字式的起始和終結字元 

類型 符號 字 例 構 字 式 起始 終結 備 註

顙 桑頁 桑 頁
 

掰 手分手 手 手

霩 雨郭 雨 郭
 

簠 甫皿  皿

麑 鹿兒 鹿 兒

1 

 
龠 侖口 侖 口

當第一個構字符號為連接

符號時，則起始字元為、

、的前一個；終結字元

為連續兩個非構字符號的

第一個，例如「大桑頁虯

髯骨相奇」之「頁」。 

邍 彔  
2  

豐 山豆  

當第一個構字符號為

時，則起始字元為，終結

字元為。 
 贁 貝  

 虤 虎  虎

 贔 貝  貝
3 

 燚 火  火

當第一個構字符號為重疊

符號時，則起始字元為重疊

符號，終結字元為連續兩個

非構字符號的第一個。 

3.3.3 構字式在資料庫中的表達 

構字式可採用關聯式資料表儲存，並以「構字符號」及「部件序」

兩個欄位來表達；「構字符號」用來表達構字式的類型，「部件序」儲

存部件。不再拆分的基礎部件可視為型○，「構字符號」為 0，「部件

序」為基礎部件本身。例如表 3.5 中「顙」字的構字式「桑頁」為

型一，「構字符號」為 1，「部件序」為「桑頁」；「桑」字的構字式「叒

木」為型二，「構字符號」為 2，「部件序」為「叒木」；「叒」字的

構字式「又」為型五，「構字符號」為 5，「部件序」為「又」；「又」、

「木」為基礎部件，「構字符號」為 0，「部件序」為「又」、「木」。 
構字式另有兩個相關的欄位「基礎部件序」、「基礎部件組」，基

礎部件序可由部件的基礎部件序組合而得，而基礎部件組則由基礎部

件重新依筆畫、筆順排序而得。例如表 3.5「顙」字部件「桑」、「頁」

的基礎部件序分別為「又又又木」、「一自八」，因此「顙」字的基礎

部件序為「又又又木一自八」；基礎部件序「又又又木一自八」中的

每個基礎部件依筆畫、筆順重新排序成「一八又又又木自」，即為基

礎部件組。表 3.6 為表 3.3 各字例在資料庫中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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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顙」字及其部件在資料庫中的表達 

字 構字式 構字符號 部件序 基 礎 部 件 序 基 礎 部 件 組

顙 桑頁  1 桑頁 又又又木一自八 一八又又又木自 

桑 叒木  2 叒木 又又又木 又又又木 

叒 又  5 又 又又又 又又又 

木 木  0 木 木 木 
又 又  0 又 又 又 
頁 八  2 八 一自八 一八自 

 一自  2 一自 一自 一自 

自 自  0 自 自 自 

八 八  0 八 八 八 

表 3.6：構字式在資料庫中的表達 

類 型 字 例 構字符號 部 件 序基 礎 部 件 序基 礎 部 件 組

顙  1 桑頁 又又又木一自八 一八又又又木自

掰  1 手分手 手八刀手 八刀手手 1 
贁  1 貝 貝貝 貝貝 
霩  2 雨郭 雨口子 口子雨 
簠  2 甫皿 甫皿 皿甫 2 
鬵  2 旡鬲 旡旡鬲 旡旡鬲 
麑  3 鹿兒 匕匕臼儿 儿匕匕臼 

3 
龠  3 侖口 人一口口口 一人口口口 
邍  4 彔 田 田 

4 
豐  4 山豆 山一口 一口山 
虤  5 虎 虍儿虍儿 儿儿虍虍 
戔  5 戈 戈戈 戈戈 
贔  5 貝 貝貝貝 貝貝貝 5 

燚  5 火 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 

3.3.4 構字式的正規化 

在實際應用上，使用者表達的構字式可能和儲存在資料庫的不

同，此時可利用基礎部件序或基礎部件組進行構字式的正規化。例如

「戔」字的構字式在資料庫記錄為「戈」，使用者可能表達成「戈

戈」，但是這兩個構字式的基礎部件序皆同為「戈戈」，因此可利用

基礎部件序進行構字式的正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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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記錄在資料庫的構字式及使用者表達的構字式 

類型 字 例 資料庫的構字式使 用 者 的 構 字 式

1 贁 貝 貝貝 
2 鬵 旡鬲 旡旡鬲 
3 龠 侖口 口 

邍 彔 田彔 
4 

豐 山豆 山豆 
虤 虎 虎虎 
戔 戈 戈戈 
贔 貝 貝貝、貝貝貝 

5 

燚 火 炎炎、火火、火火 

表 3.8：構字式的正規化 

字 例 構 字 式 基 礎 部 件 序基 礎 部 件 組 正規化欄位

貝 貝貝 貝貝  
贁 
貝貝 貝貝 貝貝 基礎部件序 
旡鬲 旡旡鬲 旡旡鬲  

鬵 
旡旡鬲 旡旡鬲 旡旡鬲 基礎部件序 
侖口 人一口口口 一人口口口  

龠 
口 人一口口口 一人口口口 基礎部件組 
彔 田 田  

邍 
田彔 田 田 基礎部件序 
山豆 山一口 一口山  

豐 
山豆 山一口 一口山 基礎部件序 
虎 虍儿虍儿 儿儿虍虍  

虤 
虎虎 虍儿虍儿 儿儿虍虍 基礎部件序 
戈 戈戈 戈戈  

戔 
戈戈 戈戈 戈戈 基礎部件序 
貝 貝貝貝 貝貝貝  
貝貝 貝貝貝 貝貝貝 基礎部件序 贔 
貝貝貝 貝貝貝 貝貝貝 基礎部件序 
火 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  
炎炎 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 基礎部件序 
火火 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 基礎部件序 

燚 

火火 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 基礎部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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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針對表 3.6 的部分字例，列出記錄在資料庫的構字式及使

用者可能表達的構字式，這些不同的構字式通常是因為挑選了不同的

部件。例如「邍」字的一級部件為「彔」，因此資料庫記錄為「

彔」；使用者若將一級部件誤認為「田彔」，構字式就會表達成

「田彔」。表 3.8 則針對表 3.7 的構字式，計算出基礎部件序

及基礎部件組，大多數的構字式皆可透過基礎部件序進行正規化，少

數的構字式則需透過基礎部件組。例如「邍」字的構字式「田

彔」可透過基礎部件序「田」正規化成「田彔」；

「龠」字的構字式「口」可透過基礎部件組「一人口口口

」正規化成「侖口」。 

3.4 風格碼的制定及使用 

風格碼是構字式的延伸，構字式是利用字形結構來區分字形的字

形碼，而風格碼則是利用出處來區分同一個字形而風格迥異的字體

碼。構字式適用於楷書，風格碼則適用於金文、甲骨文等古漢字，制

定風格碼的目的在於解決古漢字重文的編碼問題。 
以往總利用字型的切換來顯示古漢字，但是這種方式只適用於小

篆，卻不適用於其他的古漢字。因為小篆是規範的文字，而甲骨文、

金文或戰國文字由於尚未規範，仍存在著大量的重文。圖 3.1 為《金

文編》字頭下的字形數，《金文編》收錄的 24,261 個字形歸在 2,420
個字頭下，其中有 927 個字頭只有一個字形，字形超過 10 個的字頭

有 504 個，而字形最多的字頭是「寶」，有 273 個。 

風格碼的形式為「字形出處」或「字形出處;n」，

其中新增的構字符號「」用來表示同一個字的不同形體，夾在「」、

「」中的為出處，若同一字在同一出處有兩個（含）以上的字形，

則將字形依序編號，n 即表該字重複出現時的編號。例如金文「 」的

風格碼為「員員父尊」；說文古文「 」、「 」的風格碼為「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字
形

個
數

圖 3.1：《金文編》字頭下的字形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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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說文古文」，「中說文籀文」 
金文的引用常以器名標註出處，然而器名並不是唯一的。例如《集

成》器號 23 到 30 的青銅器，器名都是「中義鐘」。另外，由於金文

楷定的不同，青銅器的命名，也常和《集成》有所出入。例如器號

38 的青銅器，《集成》的器名為「 鐘」，然而「 」的後起字形為

「荊」，「 」為「曆」，所以「 鐘」也可稱作「荊曆鐘」。因此，

金文的風格碼為避免器名混淆，改以器號標記。例如「員父尊」的集

成器號為 5861，「 」的風格碼改寫成「員集成 5861」。表 3.9
列出了漢字構形資料庫已採用的甲骨文、金文、戰國楚系簡帛文字及

小篆的出處。 

表 3.9：古漢字出處 

古漢字 出 處

甲骨文 合集(甲骨文合集)、屯(小屯南地甲骨)、英(英國所藏甲骨

集)、懷(懷特氏等所藏甲骨集)。5 
金 文 集成器號(約 12,000 件)6 

楚系簡

帛文字 

牌 406、仰 25、常 2、望 1、望 2、天卜、天策、雨 21、馬

1、磚 370、秦 1、秦 13、秦 99、范 27、滕 1、包 2、信 1、
信 2、曾、帛甲、帛乙等出土墓號及簡號。7 

小 篆 說文、說文或體、說文古文、說文籀文、說文篆文、說文

俗字、說文奇字 

表 3.10 列出古漢字「員」的風格碼，由風格碼的出處可判斷古

漢字的字體。例如「 」的風格碼「員合集 10978」，出處為「合

集」，因此可判斷「 」為甲骨文；「 」的風格碼為「員集成

9534」，出處為「集成」，因此可判斷「 」為金文；「 」的風格碼

為「員秦 1.2」，出處為「秦 1」，因此可判斷「 」為楚系簡帛

文字；「 」的風格碼為「員說文」，出處為「說文」，因此可判

斷「 」為小篆。 
當古漢字的楷定字需以構字式表達時，由於古漢字字集較小，部

件已足夠識別該楷定字，因此構字式原有的定位符號可省略，只須將

部件序置於、之間即可。例如表 3.11 甲骨文「 」的出處為「合

集 35249」，其楷定字「 」的構字式為「貝」，則「 」的風格

碼可作「貝合集 35249」；楚系簡帛文字「 」的出處為「天

                                           
5見《殷墟甲骨刻辭類纂》所引甲骨著錄書目 
6見《殷周金文集成》目錄 
7見《楚系簡帛文字編》所引文字的出土墓號簡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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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其楷定字「 」的構字式為「水示」，則「 」的風格碼

可作「水示天卜」。 

表 3.10：古漢字「員」的風格碼 

古漢字 風 格 碼 古漢字 風 格 碼

 員合集 10978  員集成 6432 
 員英 1782  員集成 6432;2 
 員集成 5861  員集成 2789 
 員集成 5966  員秦 1.2 

 員集成 9367  員說文 

 員集成 9534  員說文籀文 

表 3.11：古漢字的風格碼 

古漢字 楷定 風 格 碼 古漢字 楷定 風 格 碼

  貝合集 35249   水示天卜 
  臣戈合集 6404 反   囂包 2.257 
  金須集成 4388   土則說文 
  木吹集成 3687   大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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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漢字構形資料庫的應用 

漢字構形資料庫目前主要用來解決缺字問題。缺字問題由來已

久，是因為目前電腦中文字碼字形不足而引起的，在處理古文獻時尤

其嚴重。例如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發展到 1998 年時，累

積的五大字集缺字已超過 9,600 個。現行中文字碼的最大問題，是將

漢字視同拉丁字母，採用相同的編碼架構，而完全忽略漢字是表意文

字，是由有限的基礎部件所組成的開放字集。現行的中文字碼最基本

的元素是「字」，而構字式最基本的元素則是「部件」；相較於現行的

中文字碼，構字式更適合用來表達缺字。 
漢字構形資料庫自 2002 年起，即提供免費下載。2008 年，基於

技術推廣及公益考量，漢字構形資料庫、部件檢字程式及相關字型整

合成「中研院漢字部件檢字系統」，依照公眾授權模式提供程式原始

碼及其運作所需相關資料授權他人使用。以下說明中研院漢字部件檢

字系統的下載、功能簡介及使用方式。 

4.1 系統下載及安裝 

中研院漢字部件檢字系統是以漢字構形資料庫為核心，下載網址

為 http://cdp.sinica.edu.tw/cdphanzi/。漢字構形資料庫 2.53 版的下載檔

案cdphanzi253.exe大小為 86M，cdphanzi253.exe可自動解壓縮成

cdphanzi.cab、setup.exe、setup.lst三個檔案，然後再執行setup.exe進行

安裝。系統預設的安裝目錄為C:\Program Files\Cdphanzi，安裝成功

後，在「開始」功能表中可找到「缺字公用程式」之群組。詳細的安

裝程序可參考 http://cdp.sinica.edu.tw/cdphanzi/setup.htm。 

4.2 系統架構 

中研院漢字部件檢字系統的架構如圖 4.1，漢字構形資料庫是整

個系統的核心，目前可藉由構字式來解決 Microsoft Office 文件及網

頁的缺字，其使用流程如下： 
1. 使用者可透過漢字構形資料庫的操作界面，查詢所需缺字之

構字式。 
2. 透過漢字構形資料庫的構字式及字型對應表，擷取缺字；構

字式亦可透過字形產生器直接產生缺字。 
3. 使用者可在 Microsoft Office 文件中嵌入缺字之構字式，再透

過缺字處理增益集在 Microsoft Office 文件中顯示缺字。 

http://cdp.sinica.edu.tw/cdphanzi/
http://cdp.sinica.edu.tw/cdphanzi/setu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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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網頁管理者亦可在網頁中嵌入構字式與 JavaScript 程式碼，

在使用者開啟並讀取網頁時，即連至主機的缺字處理 API，
並由主機傳出缺字的字形圖片至網頁，並顯示使用者所讀取

的網頁中之缺字。 

4.3 漢字構形資料庫 

漢字構形資料庫 2.53 版是由甲骨文、金文、楚系簡帛文字、小

篆及楷書構形資料庫組合而成，其架構圖如第一章的圖 1.29。表 4.1
列出在安裝目錄中這五個資料庫的對應檔案(Microsoft Access 格式)。 

表 4.1：漢字構形資料庫的對應檔名 

資料庫 甲骨文 金文 楚系文字 小篆 楷書 
檔 案 cdpjiagu.mdb cdpbronz.mdb cdpchubs.mdb cdpseal.mdb cdphanzi.mdb

每個資料庫都至少包含「檢字表」、「異體字表」兩個資料表。檢

字表儲存構字資訊，包含第三章表 3.5 的「字形」、「連接符號」、「部

件序」、「基礎部件序」、「基礎部件組」等欄位，異體字表則儲存異體

字資訊。古今文字的銜接資訊也是儲存在檢字表中，楷書檢字表儲存

古漢字的銜接資訊，古漢字的檢字表則只儲存楷書的銜接資訊，因此

古漢字間的銜接仍須透過楷書。圖 4.2 表達「員」的古今文字銜接，

甲骨文「 」可透過楷書「員」銜接到小篆「 」。缺字字型與構字式

的對應同樣是儲存在檢字表中，包含「字體」、「字碼」兩個欄位，這

圖 4.1：應用漢字構形資料庫來解決缺字問題 

漢字構形

資料庫 

Microsoft 
Office 

缺字處理

增益集 

漢 字 構 形

資 料 庫 操

作界面 

瀏覽器 
Java 

Script

字型及字

形產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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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待 4.4 節再來說明。 

4.4 缺字字型 

缺字字型檔包含了楷書的細明體與標楷體，也包含甲骨文、金

文、楚系簡帛文字及小篆等古漢字字型。安裝中研院漢字部件檢字系

統後，在 Microsoft Office 中即可見到多出的字型如圖 4.3。 

每套缺字字型只用到五大碼的外字區，最多只能編到 6,217 個

字。表 4.2 中的標楷體及細明體部件外字，即是一般所謂的造字檔，

其中細明體部件外字為系統預設外字集，標楷體部件外字目前只對應

到標楷體。表 4.3 為古漢字字型，甲骨文取自《類纂》，金文取自《金

文編》，楚系簡帛文字則取自《楚系簡帛文字編》。受到編碼空間的限

制，楷書缺字目前依標楷體及細明體各分成九套，金文及楚系簡帛文

字重文字型則各分成四套，每個缺字所對應的字型及字碼，則儲存在

檢字表的「字體」、「字碼」兩個欄位。這些字型無法直接使用，必須

以構字式或風格碼透過 Microsoft Office 中的缺字增益集進行轉換，

細明體外字集 標楷體外字集 

古漢字字型 
圖 4.3：古漢字字型及缺字字型 

甲骨文 金文 楚系文字 小篆 

圖 4.2：「員」的古今文字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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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見 4.6 節。 

表 4.2：楷書缺字字型檔 

標 楷 體 缺 字 字 型 檔 案 名 稱細 明 體 缺 字 字 型檔 案 名 稱 
標楷體部件外字 cdpeudck.tte 細明體部件外字 cdpeudc.tte 
標楷體外字集一 hzcdp01k.ttf 細明體外字集一 hzcdp01m.ttf 
標楷體外字集二 hzcdp02k.ttf 細明體外字集二 hzcdp02m.ttf 
標楷體外字集三 hzcdp03k.ttf 細明體外字集三 hzcdp03m.ttf 
標楷體外字集四 hzcdp04k.ttf 細明體外字集四 hzcdp04m.ttf 
標楷體外字集五 hzcdp05k.ttf 細明體外字集五 hzcdp05m.ttf 
標楷體外字集六 hzcdp06k.ttf 細明體外字集六 hzcdp06m.ttf 
標楷體外字集七 hzcdp07k.ttf 細明體外字集七 hzcdp07m.ttf 
標楷體外字集八 hzcdp08k.ttf 細明體外字集八 hzcdp08m.ttf 
標楷體外字集九 hzcdp09k.ttf 細明體外字集九 hzcdp09m.ttf 

表 4.3：古漢字字型檔 

古漢字 電 腦 字 型字 數檔 案 名 稱備 註

中研院甲骨文 1,970 cdpjiagu.ttf 
收錄《類纂》可楷定的

甲骨文。 甲骨文 
中研院甲骨文重文 4,351 hzcdp01j.ttf 收錄《類纂》的甲骨文。

中研院金文 3,781 cdpbronz.ttf 
收錄《金文編》的異構

字。 
中研院金文重文一 6,217 hzcdp01b.ttf
中研院金文重文二 6,217 hzcdp02b.ttf
中研院金文重文二 6,217 hzcdp03b.ttf

金 文 

中研院金文重文四 5,610 hzcdp04b.ttf

收錄《金文編》24,261
個金文，由於編碼的限

制，所以分成四個字

型。 

中研院楚系簡帛文字 2,627 cdpchubs.ttf 
收錄《楚系簡帛文字編》

的異構字 
中研院楚系簡帛文字重文一 6,217 hzcdp01cbs.ttf
中研院楚系簡帛文字重文二 6,217 hzcdp02cbs.ttf
中研院楚系簡帛文字重文三 6,217 hzcdp03cbs.ttf

楚系簡

帛文字 

中研院楚系簡帛文字重文四 599 hzcdp04cbs.ttf

收錄《楚系簡帛文字編》

19,250 個楚文字，由於

編碼的限制，所以分成

四個字型。 

小 篆 北師大說文小篆 11,100 bnucdp.ttf 
北京師範大學研發，中

研院資訊所重新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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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漢字字型中的「北師大說文小篆」、「中研院楚系簡帛文字」、「中

研院金文」、「中研院甲骨文」，可在 Microsoft Word 以替換字型的方

式直接使用。例如圖 4.4，第一排為標楷體，第二排為將字型替換至

北師大說文小篆，第三排替換至中研院金文，第四排替換至中研院楚

系簡帛文字。從圖 4.4 中可以看出當將楷書的字型切換至古漢字字型

時，有些字在古漢字中不一定有相對應的字形，因此會顯示為空白。 

4.5 使用界面 

系統安裝成功之後，在「開始」功能表中可找到「缺字公用程式」，

並由此啟動「漢字構形資料庫」，如圖 4.5，此即為漢字構形資料庫使

用界面，對應的檔案為 cdphanzi.exe。使用界面是採用 Visual Basic 6.0
開發。 

漢字構形資料庫使用界面的主功能表分成「字集」、「字形」、「部

件」及「編輯」等次功能表。 
字集次功能表如圖 4.6，在進行部件檢字之前，應挑選適當的字

集。例如挑選「常用字」來檢索楷書的常用字，或是挑選「說文解字」

來檢索小篆。 
字形次功能表如圖 4.7，包含部件檢字、出處檢字、字形結構、

字形演變、字形索引及異體字表，這些是漢字構形資料庫使用界面的

最主要功能，其中以部件檢字及異體字表最為重要。 
楷書部件檢字的使用範例可參考第一章的圖 1.2、圖 1.3、圖 1.4，

古漢字部件檢字的範例可參考圖 1.8、圖 1.17、圖 1.18、圖 1.19 及圖

圖 4.4：使用古漢字字型 

中研院楚系簡帛文字 

中研院金文 

北師大說文小篆 

標楷體



 

 100

1.20。 

圖 4.6：漢字構形資料庫字集次功能表 

開啟「字集」

次功能表 

可由字集選單

中選擇想要檢

索的字集 

亦可檢索所有

的楷體字形 

所有視窗中的字形資訊都是連動的 

圖 4.5：漢字構形資料庫的使用界面 

構字式或風格碼顯示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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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書字形結構的範例可參考第一章的圖 1.1，古漢字字形結構範

例可參考圖 1.9、圖 1.13、圖 1.14、圖 1.15 及圖 1.16。 
楷書異體字表的範例可參考第一章的圖 1.7，古漢字異體字表的

範例可參考圖 1.10、圖 1.22、圖 1.23、圖 1.24、圖 1.25 及圖 1.26。 
字形演變的範例可參考第一章的圖 1.11、圖 1.12。 
出處檢字的範例可參考第一章的圖 1.27。 
字形索引的內容詳見第一章的表 1.2 的字書索引及其他屬性，範

例如圖 4.8。 

圖 4.8：漢字構形資料庫的字形索引

「員」字在遠東圖書

公司出版的《漢語大

字典》中的索引資料 

開啟字形次

功能表 

開啟字形

索引視窗 

圖 4.7：漢字構形資料庫字形次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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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次功能表如圖 4.9，包含《康熙字典》部首、《說文解字》部

首以及不同字集的部件（字根）。部件檢字若需使用較罕見或難以輸

入的部件時，可透過這些部首及部件視窗尋找所需的部件。以《康熙

字典》部首「厂」為例，使用者可由部件次功能表開啟「康熙字典部

首」視窗，再從 2 畫的部首中，找到「厂」字，並將它複製貼至部件

檢字的輸入欄位，即可開始檢索，如圖 4.10。 

編輯次功能表如圖 4.11，可將使用界面上的任何字複製到剪貼

簿。複製的字若是電腦字集已收錄，便會直接複製字碼；若是複製缺

字，則可選擇複製構字式或圖片。Microsoft Word 文件的缺字一般以

複製圖片為主，網頁的缺字則內嵌構字式。另外，特殊按鍵 Ctrl-W
可迅速複製界面中的任何字，並直接貼入 Word 文件中；搭配圖 4.12
選項次功能表的智慧型複製，電腦字集已收錄的字，按 Ctrl-W 會複

製字碼，缺字則複製圖片，詳見 4.6 節。 

圖 4.10：從「康熙字典部首」視窗中尋

找適合的檢索部件用以檢索 

圖 4.9：漢字構形資

料庫部件次功能表 



 

 103

圖 4.5 的漢字構形資料庫界面的每個視窗中都有不同的漢字資

訊，且彼此之間是連動的。當使用者在「部件檢字」輸入某一部件進

行檢字，並在其檢字結果中點選某一字形，此時其他視窗內的字形資

訊也會同時進行變動。例如當使用者使用「貝」進行部件檢字，並在

出現的楷書字形結果中，點選「員」字，此時即會在其他視窗出現「員」

的楷書字形資訊。若使用者此時再點選「字形演變」視窗中的「員」

字金文字形，在「異體字表」與「字形結構」視窗中即會同步顯示「員」

字金文字形的相關資訊。在整個漢字構形資料庫界面的上端還有一欄

是構字式及風格碼的顯示欄位，從該欄位中可看到我們點選的「員」

字金文字形之風格碼為「員集成 5861」。 

4.6 缺字增益集 

在 Microsoft Windows 下，Microsoft Office 不但是使用最廣泛的

應用軟體，同時還可充當應用軟體的開發平台，安裝漢字構形資料庫

之後，即會在 Microsoft Word 建立缺字增益集，這個增益集包含「構

字符號」工具列及缺字處理次功能表。 
「構字符號」工具列如圖 4.13，可協助使用者輸入構字符號。缺

圖 4.11：漢字構形資料庫編輯次功能表

圖 4.12：漢字構形資料庫選項次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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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處理功能表如圖 4.14，它是位於「工具」功能表之下，由「構字式

轉成字形」、「構字式轉成圖片」、「圖片轉成構字式」、「開啟漢字構形

資料庫」及「漢字構形資料庫說明」五個項目組成。 

如上一節所述，在漢字構形資料庫查詢的字形都有相應的構字式

或風格碼。在 Word 中缺字的輸入，可以構字式或風格碼來表達。使

用者輸入構字式或風格碼的文件，稱為「原始文件」。執行「構字式

轉成字形」或「構字式轉成圖片」，可將構字式或風格碼轉成字形或

字形圖片，並存為新增的文件，這個新增的文件稱為「缺字預覽文

件」。如圖 4.15 中，左邊的文件為原始文件，缺字使用構字式表達；

右邊的文件則為經過缺字增益集將構字式轉換成字形，而新增的缺字

預覽文件。 

在缺字增益集當中，「將構字式轉成字形」與「將構字式轉成圖

片」這二個預覽功能，都可幫助將嵌有構字式之原始文件轉成適合閱

讀和列印的缺字預覽文件，差別只在於「構字式轉成字形」是將構字

式表達的缺字以字型檔的方式顯示，而「構字式轉成圖片」是將構字

式表達的缺字以圖片的方式顯示。因此以「構字式轉成圖片」方式產

生的缺字預覽文件，不但可以提供閱讀和列印，同時也適用於檔案的

圖 4.13：構字符號工

具列 

圖 4.14：缺字處理功能表 

透過缺字增

益 集 執 行

「構字式轉

成字形」

圖 4.15：透過缺字增益集顯示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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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即使另一方的電腦中沒有安裝漢字構形資料庫的字型檔，同樣

也可顯示缺字字形的圖片，同時每個字形圖片皆已內嵌相對應的構字

式資訊，如圖 4.16 所示。 

由於構字式可當交換碼，所以原始文件適合交換及修改。缺字預

覽文件只供閱讀及列印，修改時必須回到原始文件進行。為了讓使用

者更便利編輯與管理文件，在 2007 年 8 月釋出的漢字構形資料庫 2.5
版中，新增了自動貼圖至 Microsoft Word 的功能，使用者在漢字構形

資料庫中看到的任何字形，都可以利用快速鍵 Ctrl-W，將字形圖片自

動貼至 Microsoft Word 中，字形圖片之大小則與欲編輯之 Microsoft 
Word 文件中的字級大小一致，如圖 4.17。 

無論是由缺字增益集中的將「構字式轉成圖片」，或是在漢字構

形資料庫的使用界面上，使用快速鍵貼圖至 Microsoft Word 文件，這

些貼至 Microsoft Word 的字形圖片都嵌有對應的構字式資訊，所以使

用者可以再利用缺字處理次功能表中的「圖片轉成構字式」將字形圖

片轉回構字式，並可在嵌有構字式的原始文件中，以構字式或部件進

同時按住

ctrl 與 w 鍵 

圖 4.17：利用快速鍵自動貼圖至 Microsoft 

透過缺字增

益集將構字

式轉換成字

形圖片 

字形圖片內

嵌有對應的

構字式 

圖 4.16：透過缺字增益集顯示缺字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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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查詢。 

4.7 網頁缺字 

網頁缺字技術目前由數位典藏技術發展組支援，詳細的說明可參

考數位典藏技術發展組設計的缺字系統網站

（http://char.ndap.org.tw/index.htm）。 
當使用者讀取含有構字式及技術發展組所提供之 JavaScript 程式

碼的網頁時，其缺字顯示流程如圖 4.18 所示。 

網頁中的構字式經由放置於主機的構字式處理 API 之分析，並在

資料庫中搜尋之後，如果有相對應的資料，即會從資料庫中傳出字

碼，經由構字式處理 API 將字碼轉成圖片，並傳到 Client 端的瀏覽器。

其具體的建置網頁缺字方式如下： 

1.網頁建置者如果想要在網頁中運用漢字構形資料庫所提供之

缺字圖片時，在輸入資料時，必須先以構字式表達電腦缺字，如圖

4.19，此畫面即是含有構字式之網頁資料在未上傳之前的形式。 

3.回傳資料庫有字的字碼 

含有構字式的網頁 

構字式處理

API 

將缺字轉成圖片 
1.分析構字

2.在資料庫中搜尋 

漢字構形資料庫 

4. 

5. 

圖 4.18：網頁缺字呈現技術

http://char.ndap.org.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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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著在網頁的程式碼中加入 JavaScript 程式碼。首先在<head>
與</head>之間加入以下的程式碼，如圖 4.20。 

<SCRIPT src="http://char.ndap.org.tw/API/ics.js" 
language="javascript"></SCRIPT> 

3.之後在</html>之後加入呼叫轉換整個頁面構字式的函式，如圖

4.21。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 
processPage('Red','20','','','DFKai-sb'); 
//--> 

圖 4.20：網頁缺字需加入之程式碼 

圖 4.21：轉換整個頁面的構字式

圖 4.19：以構字式表達網頁上的缺字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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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此一函式可供使用者變化整個頁面上欲顯示缺字的顏色、字形大

小及字體（目前可支援細明體 Mingliu 與標楷體 DFKai-sb）。例如圖

4.21 中函式 processPage('red','20','','','DFKai-sb')，括弧中的第一個參數

代表欲顯示的缺字字形顏色為紅色；第二個參數代表字形大小為 20
點；第五個參數代表字體為標楷體。 

如果使用者在網頁上有許多區塊，而各個區塊的缺字字形都有不

同的外觀設定時，亦可呼叫轉換區塊缺字的函式，其置於</html>之
後的程式碼代換如下：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 
processObject(document.getElementById('t4'),'black','18','','','DFKai-sb'); 
//--> 
</SCRIPT> 

此一函式可供使用者變化網頁中不同區塊欲顯示缺字的顏色、字

形大小及字體，其參數設定除了需加上顯示缺字的區塊名稱之外，其

餘設定與轉換整個頁面的函式設定相同。例如圖 4.22 中，代表網頁

中名為 t4 的區塊裡的缺字字形，字形顏色為黑色；字體大小為 18 點；

字體為標楷體。 

圖 4.22：轉換區塊的構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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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資料輸入完成後，即可上傳至網路，當瀏覽網頁者開啟網頁

後，網頁中的構字式在經過缺字處理 API 處理之後，其缺字字形會以

圖片的形式傳至讀取網頁的瀏覽器，其顯示結果如圖 4.23。 

圖 4.23：網頁缺字的顯示結果 

由缺字處理 API
傳出的缺字字形

圖片，前後文則

是正常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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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漢字構形資料庫的展望 

漢字構形資料庫研發至今，已有超過 10 年的時間，收錄的古今

漢字也將近十二萬個，並成功地解決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及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的缺字問題。然而，漢字構形

資料庫不論在資料庫本身或推廣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短期內

研發漢字構形資料庫的網路版勢在必行；然而無論在推廣或內容的擴

充方面，建立文字學入口網站才是長期努力的目標。 

5.1 漢字構形資料庫的應用現況 

利用漢字構形資料庫開發的漢字部件檢字系統，可用來解決缺字

問題。經過這些年來的驗證，這個缺字問題的解決方案，基本上是可

行的。目前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至少已有 23 個資料

庫採用漢字構形資料庫來解決缺字問題，其中規模最大的為中央研究

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漢籍電子文獻已上線古籍達三億五千八百萬

字。在解決缺字問題方面，除了持續擴充漢字構形資料庫外，我們還

進行下列工作： 

1. 以公眾授權模式提供「中研院漢字部件檢字系統」的原始程

式碼及相關資料，釋出給大眾使用。8 
2. 推動漢字構字標準，撰寫「中文字構形識別序列」標準草案，

並函送標檢局審議。 

雖然歷經十餘年的開發，漢字構形資料庫不論在資料庫本身或推

廣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1. 漢字有形、音、義三要素，漢字構形資料庫目前只著重在字

形知識的整理，尚未涉及字音與字義；建立一個形、音、義

俱備的漢字知識庫，仍是我們長遠的目標。 
2. 漢字構形資料庫的缺字解決方案，採用單位仍侷限於中央研

究院及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仍須再推廣。 
3. 部件檢字雖然比部首檢字便利，比筆畫檢字有效率，但仍應

再增加部首、筆畫等其他檢字方式，以求完備。 
4. 漢字構形資料庫雖可透過網際網路免費下載 9，然而由於檔

案太大（約 84M），而且只能在繁體中文版下使用，以致下

載人次增加有限。目前每天的下載人次約 10 次，總下載人

                                           
8請參考 http://cdp.sinica.edu.tw/cdphanzi/declare.htm 
9漢字構形資料庫下載網址：http://cdp.sinica.edu.tw/cdpha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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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為 15,788 次（截至 2009 年 7 月 27 日止）。若要增加使用

人次，漢字構形資料庫應再開發中文簡體、英文、日文、韓

文等各國語言版，或是網路應用版。 

上述問題的解決關鍵，其實就在網際網路。短期內可先研發漢字

構形資料庫的網路版以解決缺字、檢字及下載安裝的問題，然後再將

網路版擴充成文字學入口網站，以建立形、音、義俱備的漢字知識庫，

同時也能更有效地推廣漢字構形資料庫。 

5.2 建立文字學入口網站 

文字學入口網站主要是利用漢字的形、音、義知識來檢字，並提

供漢字字典網站的連結。這樣一個入口網站不同於 Google、Yahoo 等

用關鍵詞來找網頁的入口網站，而這樣的需求也非 Google、Yahoo 等

入口網站所能達成。規畫中的文字學入口網站應具有下列特色： 

1. 多語的使用界面。作為一個入口網站，多語的界面是必須的，

除了繁體、簡體中文、英文外，至少也須再兼顧其他漢字區

的使用者，因此日文及韓文界面也須列入考量。 
2. 多樣的檢字方式。漢字的形、音、義、字碼等屬性都可用來

檢字。字形檢字包括部首、筆畫、部件等，字音檢字包括注

音、拼音、聲韻等，字義檢字包括英文、日文、韓文等，字

碼檢字包括 Big5、Unicode、CCCII、CNS11643 等。  
3. 可檢索不同字集。入口網站應可讓使用者檢索不同的字集，

這些字集包括常用字、簡化字，甚至甲骨文、金文、小篆等

古漢字。 
4. 可解決缺字問題。缺字指的是中文字碼裡沒有收錄的字，例

如 Big5 收錄了 13, 051 個字，13, 051 之外的字即是缺字；現

在常用的 Unicode 隨著不同版本字數雖然有所不同，少者

20,902 個字，多者可到 70,194 字，但是缺字問題仍然存在。

無論使用者電腦中文字碼收錄字數的多寡，即使未安裝漢字

字型，入口網站都應能正常顯示古今漢字。 
5. 提供字典網站連結。目前字典網站彼此間的連結不夠，若要

多瀏覽幾個網站，常需重複進行檢字，這對使用者而言並不

方便。入口網站應在使用者找到所要的字後，提供現有的字

典網站連結，以節省重複檢字的時間，並提供使用者更多的

漢字參考資訊。 

具有上述特色的文字學入口網站，其效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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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動字書上網。入口網站提供的檢字及缺字技術可降低字典

上網的門檻，而入口網站提供的連結又可增加字典的能見

度，如此不但可增加現有字典上網的意願，同時也有助於線

上字典的編纂。 
2. 建立漢字知識庫。古今字書的數位化工作，實非個別單位能

獨立完成，如今正可透過網際網路集合眾人之力共同推動並

予以整合，以建立完善的漢字知識庫。 
3. 便利漢字知識的擷取。目前的入口網站主要透過關鍵字及關

鍵詞來搜尋網頁，以漢字為主的網頁不易突顯；相形之下，

文字學入口網站則只提供這些網頁的連結，因此更有利於使

用者擷取到這些漢字知識。 
4. 闡揚漢字文化。入口網站所提供的連結，除了字典網站外，

也包括其他和漢字相關的文化、藝術網站，這些連結及網站

可用來闡述及發揚漢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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