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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執行以

來，已有大量的典藏品進行數位化工作，並

且產出包括 Metadata 資料及多媒體的檔案。
然而在 Metadata 建置時，常會遭遇到漢字資
料處理時，部份的罕用字或古字的字形是系

統交換碼所沒有的，因而無法被著錄至典藏

系統中，也就是所謂的「缺字問題」[1]。為
了解決缺字問題，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

所文獻處理實驗室發展出漢字構形資料庫，

在資料庫中字形是利用部件及字根的組合方

式來表達，故透過有限的部件及構字符號，

即可組出無限的字形，此稱為構字式[2]，因
而得以解決缺字問題。故本文章將針對典藏

系統如何整合構字式之處理技術，並利用漢

字構形資料庫中所建立的漢字字形提供數位

典藏系統運用在缺字輸入、識別、查詢和後

續的處理，以達成典藏資料之著錄、流通、

分享、整合與再利用。所以不但可以解決一

般自行造字所產生的問題外，也可實際整合

至目前既有典藏系統中，因此可做為典藏單

位或相關技術人員缺字處理時之參考。 
 
關鍵字：數位典藏、缺字、構字式、漢字構

形資料庫 
 
 
1. 前言 

在漢字數位化過程中，常會遇到系統字

元編碼中並無法包含中文罕用字、古字，原

因在於西方文字為拼字方式僅使用有限的字

母即可表示所有的字，是屬於封閉式的字母

集合（close set），而漢字為表意方式，自古迄
今隨著時空環境改變，衍生有字音、字義、

字形之變化，且漢字不斷會有新字、新詞產

生，而這些字卻無法完全包含在系統交換碼

中，因而無法被著錄，此即為缺字問題。尤

其在處理古代文獻時，此問題更為嚴重。為

了解決漢字數位化問題，常用的方法是利用

使用者造字區內自行新增所需之缺字，但此

方法在面對資料檢索及交換時會遭遇資料錯

誤或無法讀取等問題，故並未徹底解決缺字

問題，再加上當使用者造的字越來越多時，

複雜的管理問題也隨之而來，例如： 
1. 大量的缺字資料整理及造字工作，將大
幅增加著錄成本。 

2. 造字數量累積越多時，便難以人工化方
式管理。 

3. 使用者造字區編碼空間有限，缺字數量
同樣受到限制。 

4. 各典藏單位或系統間自行造的字可能會
出現相同編碼，造成資訊分享的困難。 
 
此外，當協助各個典藏單位建置典藏系

統時，不同的內容主題對於缺字之需求欄位

也會有所差異，例如在動物、器物、書畫、

金石拓片、善本古籍、考古主題中的資料庫

對於缺字需求欄位如下： 
1. 動物-台大動物學生態模式資料庫：以
界、門、綱、目、科、屬、種之生物分

類規則為主，生物領堿知識為輔，記錄

各物種的特性描述、標本、採集地等相

關資訊，為具有物種分類架構管理、多

媒體管理與呈現、安全控管之動物學數



位典藏系統。 
2. 書畫-故宮書畫典藏資料庫：典藏故宮博
物院書畫處所保存之珍貴文史資料、書

籍、畫冊之數位化管理系統。 
3. 金石拓片-中研院史語所青銅器全形拓資

料庫：針對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相關的

拓片收藏予以有系統的數位化保存，其

中包括了銅器全形拓一千兩百件、國家

圖書館七百二十件、以及北京圖書館七

百多件。 
4. 善本古籍-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
資料庫：將傅斯年圖書館收藏之宋、元、

明及清初刊本、稿本、名人之批校本、

手抄本、繪寫本之收藏作品在數位化後

以系統化方式管理保存。 
5. 考古-中研院史語所漢代簡牘資料庫：將
中研院史語所文物陳列館所收藏之漢代

簡牘中所記錄自西漢中晚期到東漢初

期，當地軍民之軍事、法律、教育、經

濟、信仰以及日常生活情形之內容及簡

牘影像予以數位化保存 
 
內容

主題 
數位典藏系統 整合缺字之主

要欄位需求 
動物 台大動物學生態

模式資料庫 
昆蟲分類、昆蟲

中文學名 
書畫 故宮書畫典藏資

料庫 
書畫作者、印記

擁有者、主要題

名、釋文、題跋

作者、題跋內容

金石

拓片 
中研院史語所青

銅器全形拓資料

庫 

人名、拓印之青

銅器資料、青銅

器器名 
善本

古籍 
中研院傅斯年圖

書館善本古籍數

位典藏系統 

作者、書目題

名、題記、全

文、釋文 
考古 中研院史語所漢

代簡牘資料庫 
釋文、說明、校

記 

 
綜合上表，可發現缺字常發生在兩種屬

性的內容中，一為「人名」，中國人自古迄今

命名一向慎重，除了寓意吉祥、好寫、好記、

好念外，尚需配合生辰八字，五行命理，故

怪字層出不窮；二則為「藏品本身之文字資

訊」，如古書、古物上所記載的罕用字與古字

等，皆是目前不常被使用的文字。因此，在

缺字處理的過程當中，會有下列的要求： 
1. 文字是從古至今演變而來，所以相同一
個漢字會因不同時間或空間有相異字形

（glyph），如：楷書與小篆為時間之差
異、繁體與簡體則為空間之差異，故必

須能還原字形的結構，並保留文字間的

關係。 
2. 缺字資料須如同一般文字，能在典藏系
統中輸入、描述、識別、查詢和後續的

處理工作。 
3. 缺字處理能以最低的系統整合成本，達
成在網路環境下的各種系統操作功能。 

 
在本研究中主要以構字式為基礎，利用中

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文獻處理實驗室所

發展的漢字構形資料庫來收錄數位典藏中所

遭遇的缺字，並且在典藏系統中透過不同的

處理流程，來克服缺字資料如何在系統中著

錄、顯示與查詢等問題，即使在網路環境下

仍然可以操作包含缺字之網頁。因此可做為

典藏單位或相關技術人員缺字處理時之參考

依循。 
 
2. 文獻探討 

早期的電腦系統是發源於美國，因此最

早的編碼系統也是發源於此。由於這樣的編

碼系統僅包含數字、26 個英文字母 (包括大
小寫)、標點與其他特殊符號、外加一些電腦
系統的控制碼而已。然而亞洲地區大多為表

義文字，尤其漢字的字集依古今的變異、專



業與應用環境的差異等而有字數、字形、字

音以及字義上的變化。若就字數而言，即已

不適合作固定數量的限定，因此系統的編碼

空間對亞洲語系而言是不足夠的。以目前常

被使用的繁體中文編碼 BIG5為例，僅收納了
一萬三千多個常用字，所以許多的漢字皆無

法被表示，因此需要有更好的方法來解決缺

字問題。 
 

2.1. Unicode 
由於 Unicode[3]在其編碼中同時容納了

全世界各種語言的字元和符號，因此已成為

國際常用的交換碼標準。目前 Unicode在漢字
的支援方面目前已經定義超過七萬多個字

元，收納的字遠多於 BIG5 (約收藏一萬三千
多個字)，且收納字的範圍還在繼續增補中，
因此也的確解決了某些層次字形編碼不足的

問題。並且在許多系統支持下，在資訊交換

上也的確有其便利性。因此若在數位典藏中

使用 Unicode，可以降低缺字發生的可能性。
但當面對大量的古書資料時，由於包含的古

文字數量相當驚人，並且在不同的時間存在

著同義異形的相異字形(如：楷書、小篆)， 而
Unicode所收錄的是以常用字為主，因此根本
無法包含所有的古文字，即使將每一個字皆

擴充進去，那所占的編碼空間將會相當可

觀。再著，對於有著同樣意義的字，分別指

派給不同的編碼，則未來在進行資料檢索

時，將無法搜尋到所有的同義字，因此系統

設計上將會增添許多新的難題。 
 

2.2. 使用者造字 
一般解決缺字常見的做法是在使用者造

字區中，建立缺字的字形及設定輸入方式，

待完成後，即可在系統中進行著錄之動作，

此步驟及使用上算是簡易。但隨著缺字數量

越來越多，此種方法的問題也就越多，例如：

要整理出所需的缺字及為每個缺字建立字

形、編碼即須投入很高的人力成本，再加上

系統缺字資料的著錄，以及未來造字區可容

納的字數限制所造成的擴充問題；再者若要

將包含缺字的文件傳給另一系統讀取或修改

時，則該人員亦須先匯入同一份的造字檔才

能正確顯示造出來的字。故整體看來，就使

用上的確能解決了缺字在文件上的著錄及顯

示的應用，但在數位典藏系統中，就面臨到

資訊分享及交換的困難。 
 
 

3. 缺字處理 
數位典藏的缺字處理主要可依照使用者

應用方面的需求及操作上的流程來加以區

分，可將其分為構字式、著錄及顯示等三大

部份。完整的流程，如圖1所示，首先典藏單
位(Content Creation)將其相關的研究資料著
錄到典藏系統 (Content Provision)中，之後使
用者可經由瀏覽器來閱覽這些資料。在這樣

的流程中，主要是在使用者輸入資料至系統

及使用者透過瀏覽器來檢索資料時，須針對

構字式加以處理，使缺字能被儲存至資料庫

中，並且正確的顯示在使用端，而解決缺字

問題。以下將詳細說明整個數位典藏系統缺

字處理運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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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數位典藏系統處理流程圖 

 



3.1. 構字式 
為了徹底解決現行漢字交換碼不足所造

成的缺字問題，中研院資訊所文獻處理實驗

室從漢字字形結構的拆分與分析中，利用有

限的部件及字根的組合方式來表達任一漢

字，此稱為構字式。例如『顥』，以構字式

拆解的話，可拆分成「景」與「頁」兩個部

件，其中為了表示部件與部件的連接關係，

故定義了三類共計十三個的「構字符號」，故

『顥』的構字式為『 』。因此構字式

是由部件和構字符號組成，且「構字符號」

也是一般文字和缺字的辨識依據。 

因此以構字式為基礎下，將收錄的漢字

建立以Big5為編碼系統的『漢字構形資料
庫』。目前漢字構形資料庫已收錄了楷體字形

57,820個、小篆11,100個、金文932 個，異體
字12,271組，所以當各典藏單位面對數位
化所遭遇到缺字問題時，若使用漢字構形

資料庫做為缺字的解決方案未嘗不是個成本

較低、功能又較完備的好方法。  
 
3.2. 典藏系統缺字著錄 

在缺字著錄部份，最重要的是解決構字

式輸入問題，目前採取的方法可以在使用者

端安裝漢字構形資料庫工具[4]即可輸入構字
式；或是直接由網路連結至缺字查詢主機[5]
進行缺字查詢。此兩種查詢方式皆允許使用

者透過筆畫(stroke)或部件作為條件來查詢出
符合的缺字，而查詢結果頁面會將符合這部

件的相關字全部列出，如圖 2 所示。若以網
路缺字查詢為例，在結果中包括了以圖片顯

示的缺字字形、以圖片顯示的部件和構字符

號，以及完整的構字式內容。因此即使是未

安裝過字型檔或輸入法工具的使用者皆可以

輸入構字式。 
當使用者將查詢出來的缺字構字式複製

到系統著錄欄位後儲存即可完成著錄程序。

目前已有許多數位典藏系統，連結到缺字查

詢主機，方便使用者在著錄資料時即時進行

缺字查詢，且不須固定在某些有安裝使用者

端程式的電腦才可使用構字式輸入功能，故

大大的提升這些典藏單位在著錄資料工作時

的便利性。 

 
圖 2 缺字查詢網頁 

 
當含有構字式的資料被著錄時，典藏系

統中需要一個轉碼元件將構字式的資料進行

編碼轉換，如圖 3 所示，這是由於構字式中
的構字符號無法對應至 Big5。例如當使用者
輸入『火 丁』時，須要將『 』符號轉換

為 HTTP跳脫格式(escapes)的表示法，所以在
資料庫中會以『火&#63140;丁』的方式被存
入。如此當構字式在網頁顯示時，『&#63140;』
將會被瀏覽器還原成『 』，便能正確地被另

一個負責缺字顯示的元件轉換。 

Content
Creation

Content
Provision

1. Publish content

through the browser

Applet insertion

Database

2. Convert missing characters

from Big5 to Http escapes

Browser

Web Server  

圖 3 使用者著錄流程圖 
 



3.3. 網頁缺字顯示 
在網頁顯示部份，須將資料中包含構字

式內容轉換成圖片格式的缺字字形。當使用

者開啟了含有缺字之網頁時，此網頁所包含

一個元件，我們稱為 LiveConverter[6]，待資
料載入完畢後， LiveConverter會啟動並對資
料內容進行判斷，將構字式轉換成 HTML的
圖片標籤(IMG TAG)，而圖片的 URL連結到
字形解譯引擎(Glyph Rendering Engine)同時
傳入該字形相關參數，如字元編碼、大小及

顏色。最後在使用者端觀看到的網頁，即是

以圖片顯出的缺字資料，其流程如圖 4。目前
已開發出 Java版本的 LiveConverter元件，故
可利用 Java Applet方式置於網頁中將所有構
字式資料進行轉換，或是以 Java Bean方式針
對特定欄位資料進行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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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網頁缺字顯示流程圖 

 
以下兩張圖示分別顯示了在缺字轉換前

後字體顯示上的差別。圖 5 可以看到缺字部
份有提供讓使用者自行選擇缺字的大小及顯

示顏色的功能，以藍色線圈起之處為轉換之

前的缺字，在圖 6 則是缺字轉換後的顯示方
式。 

 

圖 5 缺字顯示轉換前 
 

 
圖 6 缺字顯示轉換後 

 
在網頁以圖片的方式來顯示缺字的最大

好處是，使用者端並不需要再額外的安裝任

何的軟體及字形檔，如此一來即大幅提升了

使用上的便利性和使用者的使用意願。 
 
4. 數位典藏系統缺字整合及應用 
『傅斯年圖書館藏善本古籍數位典藏系

統』[7]是數位典藏計畫下所建置之典藏系
統。其開發的目的在將傅斯年圖書館藏善本

圖籍有妥善的保存環境，以及提供讀者更方

便、更迅速的檢索。由於傅圖所藏善本圖籍

主要為宋、元、明及清初、稿本，以及名人

批校本、寫繪本等，因此在數位化的過程中

也遭遇到相當多古字的缺字問題。以下我們

將以善本典藏系統導入缺字技術為例，來探

討本論文中技術的可行性，以及分享整個缺

字系統的使用者經驗。 
 
4.1. 使用者『著錄』流程 
 當使用者在數位化善本古籍時，遇到缺

字的著錄問題時，可以藉由輸入該缺字的構

字式而獲得解決。比方說當使用者想要輸入

『王 』這兩個字的時候  ( 是古文缺

字  )，則可以在善本典藏系統中輸入
『 』(如圖 7 所示)。而當含有構字式
的資料被著錄時，典藏系統即會自動判別並

將構字式中的構字符號進行對應轉換成跳脫

字元，所以當使用者輸入『 』時，經

過缺字系統的處理後，在資料庫中將會以『王

龍&#63140;廾』的內容被儲存，若無此步驟，



會造成構字符號因無法對應至 Big5而轉換成
「?」。這種缺字著錄方式的最大優點在於使
用者只需要知道缺字的構字式，其他的著錄

流程與系統操作與之前是完全相同的，因此

完全沒有增加任何額外的負擔。如果使用者

不清楚某個缺字的構字式 (在本例中即  
這個古文缺字) 時，則只需要使用缺字構字式
查詢工具即可解決此問題。 

 
圖 7 缺字著錄 

 
4.2. 整合缺字的『查詢』與『顯示』 
 為了增加典藏資料使用的方便性，『傅斯

年圖書館藏善本古籍數位典藏系統』也提供

了檢索功能讓使用者可以快速的從中獲取需

要的相關資訊及內容。而當使用者輸入的檢

索條件包含了缺字，比方說使用者想要查詢

善本典藏系統的資料庫中是否存在題名為

『王 』的資料時，依然可以透過前面相同

的構字式著錄方式，使用者直接輸入包含構

字式的內容做為檢索條件，如『 』。

在檢索系統收到使用者的檢索條件後則將查

詢條件轉換成包含跳脫字元的『王龍&#63140;
廾』直接到資料庫中進行搜尋即可找到符合

的資料，如圖 8所示。 
 

 

圖 8以構字式檢索 
 
4.3. 缺字資訊的『交換』 
 從前為了解決缺字問題大部分都是使用

系統造字來解決，但是這樣做的重大缺點在

於限制了含有缺字文件的資訊交換。尤其數

位典藏計畫的目標是將國家重要的文物典藏

數位化，建立國家數位典藏，以促進人文與

社會、產業與經濟的發展。因此資訊的交換

絕對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在整合缺字處理的『傅斯年圖書館藏善

本古籍數位典藏系統』中，則完整的解決了

上述的問題。我們利用漢字構形資料庫來避

免掉各單位使用者自行造字的成本，而且構

字式與原本的系統編碼是相容的，因此只要

使用構字式為交換碼的系統，不但非缺字的

內容能夠交換，即使是缺字的資料也能夠正

確在系統間進行交換工作，並不會產生編碼

重覆而產生互相覆蓋的問題。除此之外，利

用構字式部件及字根的組合方式來表達所有

的缺字，因此也避免掉因不斷的造字而使得

可用編碼空間耗盡的問題。所以在缺字問題

上，字的數目可以是無限擴充的。所以數位

典藏計畫的傳播與應用這一深層的意義也得

以實現。 
 



5. 結論 
 在數位化過程中，凡是遇到漢字的人

名、地名、史料等等，都有相當嚴重的缺字

問題，若不能有效的克服此一問題，則整個

數位化的成果勢必受到極大的影響。在本文

中所提出的缺字系統整合架構，無疑給了這

個難解的問題一個答案，它的優點及克服的

問題如下： 
1. 解決了典藏系統的著錄、顯示與查詢缺字
問題，並且缺字的處理並不會改變原來典

藏系統的運作流程。 
2. 使用漢字構形資料庫所收錄之字形，減少
典藏單位自行造字之成本，而且以構字式

為交換碼的缺字表示方式並不用擔心因

交換碼空間不足而造成缺字數量的限制。 
3. 使用者端並不需要額外安裝任何軟體，即
可透過網路觀看含有缺字之網頁，且以圖

形的方式讓缺字資訊的得以順利流通。 
 
整個缺字處理的方法也成功的整合在傅

斯年圖書館藏善本古籍數位典藏系統中，因

此也證明了它的可行性。未來仍有幾項重要

的工作需要進行，第一，在缺字的編碼方式

上，目前漢字構形資料庫是以 Big5作為字根
及部件的編碼格式，未來文獻處理實驗室將

規劃採取 Unicode，到時候典藏系統必須改變
資料處理方式，並且對於已經著錄的資料必

須經過轉換對應到 Unicode 後才能使用；第
二，在字形支援上，目前僅使用到漢字構形

資料庫中 5萬多筆的楷體字形，故對於小篆、
金文或是甲骨文皆無法使用，雖然目前典藏

單位中對於這些字形並無大量的著錄需求，

但若能將這些字形都整合進來，那對於漢字

處理的缺字解決方法將會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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