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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缺字問題是指電腦內碼對應文字的不完備造成

無法順利瀏覽及輸入未收錄的文字，無法順
利傳播及查詢內含該文字的文件，難以在典
藏過程是描述新遇到的缺字及完整統一造字
的問題。缺字問題對於報業、圖書館或典藏機

構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本文提出可攜式

字集資源架構用以自動解決瀏覽、輸入、傳播

及查詢等問題，並結合部件組字法及統一造字

法提出一個可行的缺字處理流程。 

可攜式字集資源(Portable Word-Set Resource)
是一種可攜式文字資源，其定義文字識別碼的

方式是以“字集名稱+內碼擴充碼”，而在字集
名稱中則暗示該字集資源在網路上的位址。可

攜式字集資源架構處理缺字問題除了典藏造字

者外，瀏覽者、寫作者、查詢者、傳播者對缺

字幾乎都是不知不覺，其具有“只要瀏覽過的
就可以使用輸入法輸入，只要寫完文件就可以

傳播，只要傳播就可以瀏覽”的特性且支援各
式支援字型的應用程式。 

關鍵字 
缺字問題、可攜式文字資源、可攜式字集資

源、缺字碼靜態指定技術。 

1. 簡介 
文字在計算機中是以數位的方式儲存，透

過一些協定來解釋數位資料所代表的文字。這

些協定，我們稱之為內碼。例如台灣常用的

BIG5 編碼及國際常用的 Unicode[7]編碼皆屬
之。因為各個國家或地區大都會採取其慣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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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法，而各個編碼法內所含文字也各有差

異，所以造成編碼系統的不協調。例如：“發”
的編碼是 BIG5：B56F和 Unicode：767C，而
“堃”的編碼是 Unicode：5803 但在 BIG5 中則
沒收錄。所以在現行內碼系統不協調的情況

下，交換碼應運而生。交換碼主要是用來處理

某領域下的內碼不協調問題。主要是將各內碼

中的文字對應到交換碼中，然後再進行內碼系

統的轉換。CNS11643[1]就是一個漢字領域的
交換碼。例如我們要將某份含“發”的文件從
BIG5 編碼轉成 Unicode 編碼，我們就可以先
查到 BIG5：B56F 在 CNS11643 中的編碼 1-
6075，然後再轉成 Unicode:767C。不管是內
碼或是交換碼，都有找不到文字(未收編)的時
候，所以在內碼設計時皆會提供幾塊區域作為

動態指定未收編字碼的區段。例如 BIG5 提供
FA40 - FEFE、8E40 - A0FE、8140 - 8DFE、
C6A1 - C8FE 等區段，Unicode 提供 E000-
F8FF 區段。對於某個內碼系統來說，我們稱
那些未收編的文字為缺字，或詳述之為某內碼

系統的缺字。而我們稱這些提供缺字使用的區

段為擴充字區或擴充區，而稱擴充區內的字碼

為缺字碼或缺字內碼。例如在 BIG5 編碼中，
“堃”並不存在，此時機關或個人使用者可以指
定擴充字區的某一缺字碼給“堃”使用，例如
BIG5：FA40。但是因為將“堃”指定為 BIG5：
FA40 並不是一個廣泛性的約定，所以在不同
的機關或個人可能會指定 BIG5：FA5E給“堃”
使用或是將 BIG5：FA40 指定給其他缺字使
用，所以此時就發生了缺字不協調問題，簡稱

為缺字問題。缺字問題在本質上分成兩類，一

是同碼不同字，另一個是同字不同碼。因而衍

生出六類應用上的問題：瀏覽、輸入、傳播、

查詢、描述及造字問題等。所以缺字問題主要



發生在不同電腦之間，我們稱之為“跨系統”問
題，有時缺字問題也會發生在同一台電腦系統

中，我們稱之為“系統內”或“系統內部”問題。
不管是在跨系統或在系統內部，同碼不同字遠

比同字不同碼要來得嚴重許多。瀏覽問題是缺

字問題的源頭，但解決瀏覽問題並不能讓缺字

的使用方便，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輸入法，

輸入法是一種有系統的文字的檢索方法，通常

有一個基本的文字與鍵串的對應表，然後使用

者將一個文字或多個文字的鍵串輸入輸入法程

式中並與輸入法程式做額外的互動，最後輸入

法會將該文字或文字串輸出。我們稱該文字與

鍵串的對應表為輸入碼表，而稱鍵串為輸入

碼。例如 Microsoft 公司出的新注音輸入法，
也有一張輸入碼表，如“發” “ㄈㄚ”，“堃” “ㄎ
ㄨㄣ”等，我們稱“ㄈㄚ”為“發”的輸入碼或更
準確地稱為注音輸入碼。傳播問題大致上與瀏

覽問題是一對的，因為傳播後遇到的第一個問

題就是瀏覽問題，所以傳播問題處理的是傳播

前的準備工作，而瀏覽問題處理的則是傳播後

的瀏覽問題。描述及造字問題大多發生在典藏

過程中，是缺字最重要的來源。至於查詢問題

對整個缺字問題來說，是值得研究的，但其重

要性明顯比其他問題要來的低。 

本文與參考文獻[11]中的討論與架構大致
相同，最大的差別在於引用“字集+內碼”作為
文字識別碼來解決[11]的方法中有關系統損毀
則缺字文件無法復原的致命缺點，雖然說與

[11]只有些許概念上的不同，但其造成整個系
統在實作上及缺字處理的各個面向上卻非常不

同。 

在第二節中，我們對缺字問題進行研究及

討論，在第三節中，我們介紹目前主要的缺字

解決方案，在第四節中，我們介紹可攜式字集

資源架構，在第五節中，我們提出可行的缺字

處理流程，而第六、七、八節分別是討論、誌

謝及參考文獻。 

2. 缺字問題 
缺字問題主要是因為電腦內碼對應文字的

不完備所引發的瀏覽、輸入、傳播、查詢、描

述、造字等問題。以下我們就本質問題及六個

個應用面上的問題提出討論： 

本質問題：指目前內碼系統設計的限制。 

N1. 同字不同碼問題：這是因為缺字與擴充區
字碼的對應並沒有一定的規範，所以在不同電

腦有可能發生同一個字放在不同的缺字碼中。

而在同一台電腦系統內，也有可能因為管理不

善而有同字不同碼的問題。 

N2. 同碼不同字問題：同樣地、這也是因為缺
字與擴充區字碼的對應並沒有一定的規範，所

以在不同電腦間有可能發生同一個缺字碼放置

不同的缺字。而在同一系統內部，就內碼系統

來說，這個問題應該不會發生。(雖然可攜式
字集資源方法發生系統內同碼不同字的問題。) 

N3. 缺字內碼有限問題：這是指缺字太多以致
於無法全部放入擴充區中，當然也就無法處理

瀏覽及輸入問題。例如 Unicode 只提供 E000-
F8FF 擴充區段。但對於 CNS11643 所規定的
48,027個繁體字來說自然不夠使用。 

瀏覽問題：指無法正確顯示文件中的缺字。 

B1. 跨系統文件瀏覽：這是指無法正確顯示外
來文件中的缺字。這是所有缺字問題的起源。

例如甲電腦中的文件含有缺字 BIG5：FA40 
“堃”，當我們將這份文件移至乙電腦中，則會
因為乙電腦對於 BIG5：FA40的解釋不同而有
錯誤的顯示。 

B2. 跨程式文件瀏覽：這是指在各式應用程式
間交換文件時發生的缺字顯示問題。例如 
“堃”對於 BIG5 內碼來說是一個缺字，在
BIG5 網頁中使用例外編碼“&#22531;”來表示
之，該網頁使用瀏覽器觀看時能正常顯示

“堃”，但是用 notepad.exe 等本文編輯器來開
啟時則會造成瀏覽問題。 

輸入問題：無法自然使用輸入法輸入缺字。 



I1. 輸入法相容問題：一般使用者都有其慣用
的輸入法及輸入法程式，我們覺得解決缺字的

輸入問題應該要讓使用者可以繼續使用其原本

慣用的輸入法，而不須重新學一個輸入法或是

更換一個輸入法程式。若非不得已需要更換輸

入法程式也要堅持不需要重新學一套新的輸入

法。 

I2. 缺字檢索問題：一般人對於缺字是相當陌
生的，即使可以使用現有輸入法來定義其輸入

碼，但因為缺字的少用性使得使用者很難根據

外形來猜測其注音輸入碼、拼音輸入碼或倉頡

輸入碼。所以可能需要設計一個新的、方便

的、直覺的輸入法(檢索系統)來擴充既有的各
式輸入法。 

以上兩者看起來有些矛盾，但是各有其道

理，在製作上並不衝突。 

傳播問題：指無法自然地傳播系統內使用過

的缺字或內含缺字的文件。 

D1. 缺字傳播問題：缺字應該由專家認真的造
一次，然後輕易地傳播給所有人使用。而傳播

的動作應該讓使用者在不知不覺中完成。 

D2. 文件傳播問題：網頁或是應用程式的文件
規格實在太多。在給定一份文件，如何在傳播

前在文件中內嵌缺字資訊或是指示缺字資訊所

在地，進而在傳播後可以取得缺字資訊？(此
問題同跨系統文件瀏覽問題) 

查詢問題：指無法以缺字碼當成關鍵字來對

文件資料庫進行全文檢索。 

Q1. 跨系統文件全文檢索問題：對網路上文件
來說，會因為各個電腦的缺字內碼不協調而造

成同字不同碼或同碼不同字，進而影響文件的

全文檢索。 

Q2. 系統內部文件全文檢索問題：對於內部文
件來說，如果有同字不同碼或是同碼不同字問

題則仍會發生查詢問題。 

造字問題：大多發生在典藏過程。 

M1. 重複造字問題：針對不同領域或不相干的
環境，重複造字在所難免且問題不大，但是如

果在一個典藏過程中重複訂定缺字則浪費缺字

碼且造成查詢問題。所以應該執行統一造字以

避免重複造字。 

M2. 造字完整性問題：造字工作對於一般人來
說，是一份繁瑣的工作，一般人遇到造字工作

時大都只製造該字的一種字型，零種或一種輸

入法。其他寫作者將無法使用其慣用的輸入法

來輸入該缺字或是顯示其想要的其他種類字

型。故造字需要統一由為數不多的專家認真地

處理，然後分享給其他人一起使用。 

M3.統一造字問題：為了在某計畫內執行統一
造字，首先遇到的是哪些缺字要訂定，所以我

們需要在典藏過程中需要一個紀錄或描述缺字

的方法，所以引發了描述的問題。 

描述問題：典藏過程中如何紀錄描述缺字。 

R1. 缺字描述速度問題：在典藏過程中，我們
不希望每遇到一個缺字就須造一個新字，或是

需要去查詢是否已經造過，否則整個典藏流程

就被中斷了。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描述缺字且其

描述方法簡單。 

R2. 缺字描述式重複問題：我們用來描述缺字
的方法必須唯一或是可對應到唯一的缺字。 

在繼續探討缺字問題之前，我們得了解缺

字問題的使用者及其特性，我們歸納出六個角

色。 

缺字問題的六個角色 

瀏覽者：這是一批人數眾多的角色，是上述瀏

覽問題的主角，其對缺字問題的感受，是我們

最要考量的。 

寫作者 (輸入者)：這是一批寫文章的人，人數
較瀏覽者少，其面對缺字問題，最需要的是自

然地使用其慣用的輸入法輸入系統中的缺字，

故我們又稱之為輸入者，是輸入問題的主角。 

傳播者：是指將文件或缺字資源放在網路上供

人瀏覽的人。 



查詢者：不管是跨系統或是系統內部的文件查

詢，搜尋引擎的設計都是查詢問題的主角。 

造字者：這是一批專家，各自對其領域內的缺

字相當熟悉，人數更少，對造字者來說，如何

將自己造的字分享給別人使用是其面對的最重

要問題，故造字者是傳播問題的主角。 

典藏者(描述者) ：是指在典藏過程中，資料繕
打的輸入者，因其常常遇到缺字，固其性質與

普通寫作者不同，需要一套快速而方便的缺字

紀錄方式。 

以上六種角色並非完全獨立，常常是瀏覽

者兼寫作者、寫作者兼傳播者、寫作者兼查詢

者、典藏者兼造字者、造字者兼傳播者。就人

數多寡來看，瀏覽者眾、寫作傳播者次之、典

藏造字者少。對瀏覽者來說，缺字是要能正確

顯示。對寫作者來說，任何缺字要能任意的輸

入。對典藏造字者來說，缺字是要能統一不重

複的訂定，對傳播者來說，缺字要能輕易地傳

播的。理想中的缺字解決方案，除典藏造字者

外，瀏覽者、寫作者、查詢者、傳播者對缺字

問題都該盡量是不知不覺的，也就是要他們使

用原本的習慣來對待缺字與非缺字。 

3. 先前技術 
在缺字問題的解決方法裡，我們整理出以

下五個現存的解決辦法： 

T1.全字內碼法：此方法是將目前所有出現過
的各國文字盡量地蒐集，將之統一編碼，制定

統一標準，供系統使用，Unicode System[7]就
是屬於這種方法。對於繁體字來說，最好就是

能將 CNS11643 全字庫 [1]整個納入內碼使
用。但是全字內碼法通常需要非常長的時間討

論，審查才能公佈使用。此方法可以大大地減

少缺字問題的發生頻率，但是與時具增的、特

殊領域的或是極少使用的缺字問題仍然存在。

而且當缺字問題發生後，此方法對各類缺字問

題，則未提供解答。 

T2.擴充字集法：目前的缺字內碼數有限，所
以可以設計一組一組的擴充字集來重複使用內

碼擴充區，當寫作者與瀏覽者使用相同字集

時，則可正常瀏覽。此方法受限於缺字內碼數

有限的影響，並無法將所有的字放入系統中。 

T3.造字統一法： 在擴充字集法中，字集是由
字集廠商制定的，對於一個典藏或是報業機關

來說，使用廠商制定好的字集，往往無法達到

該機關的特殊需求，於是為了機關內的文件交

流，得要將機關內的造字工作統一。滿天星公

司的字霸軟體[9][9]就有結合 CNS11643[1]提
供這樣的解決工具來統一機關內的造字工作、

規定機關內缺字與內碼的對應。 

T4.部件組字法：中央研究院的謝清俊教授，
發展了一套部件組字法[8]，是將中文字用一
個個的部件組合起來，例如“林”就可視為兩個
“木”並排。這樣的部件組字法，可以很容易地
組出很多我們遇到的缺字，我們可以用這個方

法來描述缺字的長相。其實這樣的一套部件組

字法，也是一套中文的輸入法。使用部件組字

法，在瀏覽問題上，可以外掛 plugin程式來解
決網頁瀏覽問題，但對於系統內部眾多應用程

式來說，則無法順利瀏覽，而且寫作必須學習

這套部件組字法。 

T5.字型資源法：瀏覽問題是缺字問題的起
源，所以也最早被思考，進而解決的。此方法

是將文字字型以資源方式看待，在文件中指出

缺字字型資源所在或是內嵌缺字字型資源然後

利用自己的描繪技術將字型正常顯示，值得注

意的是她們都未將字型嵌入統中以供其他應用

程式使用。Microsoft 的 Typography[2]、
Bitstream 的 Portable Font Resource[4]、威鋒數
位的 Dyn@File[10]都是此類的例子。 

4. 可攜式字集資源架構 
根據對缺字問題的了解及應現存五類解決

方法的啟發，我們提出可攜式文字資源架構

[11]及可攜式字集資源架構來解決缺字問題，
本文主要介紹可攜式字集資源架構。 

在開始介紹可攜式字資源架構之前，我們

先使用下面五段來介紹五個詞：“缺字資源”、 



“內碼字集資源”、 “文字識別碼”、 “缺字完備
文件”及“將缺字本體資訊嵌入作業系統”。 

缺字資源：為了解決缺字問題，我們當然應

該先討論一下文字及缺字。何謂一個文字，是

一個字碼，還是一個字型？在內碼系統中，我

們固然可以以一個字碼(例如 BIG5：B56F)約
定俗成地代表眾人心中對某一個文字(例如:發)
的概念，可是我們現在處理的是缺字，也就是

失去了內碼系統約定俗成的功能。所以在這個

情況下，何謂文字？我的想法就是該文字的基

本資訊，包括該文字的各式字型、各式輸入

法、各式發音、各式用法，各式語意、辭彙，

各式內碼及與其他文字的各式關係，如近似

形、近似音、近義或同義等文字關係。我們總

稱這些文字基本資訊為該文字的本體資訊。所

以我們認為利用本體資訊來定義一個文字是一

個合理的方法，特別是用來定義缺字。為了解

決缺字問題，我們提出“可攜式文字資源”觀
念，此方法是將一個或多個文字的本體資訊結

合成為網路資源，放在網路上供人使用，我們

稱內含文字本體資訊的網路資源為文字資源，

如果該資源內含缺字，我們亦稱之為缺字資

源，這裡我們特別強調，我們所謂的文字資源

中的文字不一定要都是缺字，我們也可以定義

一些內碼已經定義過的非擴充區碼，所以即使

整套內碼中的所有字碼都重新定義過，這樣扔

就是一份我們所謂的文字資源。 

內碼字集資源：可攜式文字資源包含一群文

字的本體資訊，若其中的文字擁有內碼的設定

(例如：BIG5:FA40)，我們特別稱之為可攜式
內碼字集資源。有了內碼字集資源的概念，我

們就可以設計一整套的內碼字集或是內碼擴充

字集(例如:BIG5)，並且指定各字碼的各式字
型、各式輸入法，各式基本資訊等，然後放在

網路上，且利用網路上的位址為該內碼字集資

源命名。所以說可攜式內碼字集資源亦是一種

可攜式文字資源。 

文字識別碼：在內碼系統中，文字是以內碼

為識別碼。對於缺字來說，同一台電腦系統

中，擴充區中的缺字內碼仍可做為缺字的識別

碼，但對於跨系統間，缺字內碼就無法做為缺

字的識別碼。所以為了在跨系統間能夠正常辨

識缺字，我們需要一種文字識別碼使其缺字識

別碼在網路上是可辨識的。例如使用

CNS11643 交換碼，或是使用缺字資源的
URL(Uniform resource Locator)。文字識別碼
是文字識別的基本單元，我們將識別碼分為兩

種，一種是本機文字識別碼，意即在本機系統

中識別文字的方式，例如擴充區字碼；另一個

是網路文字識別碼，意即在網路中識別文字的

方式，例如 CNS11643 碼或是缺字資源的
URL。 

缺字完備文件：文件係指使用數位記載文字

序列的數位檔案。例如網頁或是其他各式文書

應用程式所使用之檔案。內含缺字的文件，我

們稱之為缺字文件。為了解決缺字問題，在文

件中使用缺字時，必須明顯地或隱含地，但明

確地，指出或內嵌所需的缺字資訊，我們稱這

種文件為缺字完備文件。但是因為各應用程式

有自己的檔案格式，所以並不是每一種文件皆

可以(不經由原應用程式廠商)輕易修改成缺字
完備文件。例如對於網頁 HTML 格式來說，
我們可以增加一個標記來指示缺字資源所在

<pws src=abc.pws>，所以網頁 HTML 格式可
以輕易地被修改成為缺字完備文件。 

將缺字本體資訊嵌入作業系統：是指將缺字

本體資訊中的各式字型、各式輸入碼安裝至作

業系統中使得其他應用程式不需要做任何的變

更就可以透過作業系統來顯示缺字，可以透過

作業系統控制的輸入法來輸入缺字。“將缺字
嵌入作業系統” ，除了指將字型及輸入碼安裝
至作業系統中以外，也指將缺字的其他本體資

訊放至系統的某個位置供其他應用程式使用，

但此時我們並不保證應用程式可以不做任何變

更就可以使用缺字的其他本體資訊。 

所謂可攜式字集資源架構，其方法如下： 

當電腦在瀏覽缺字完備文件時，軟體會自動取

得該文件所指示的缺字本體資訊，並且將缺字

本體資訊嵌入作業系統中，使得其他應用程式



也可同時順利使用這些缺字，並且能夠利用這

些缺字來製作缺字完備文件，放到網路上流

通。 

因在缺字碼動態指定技術[11][11]中，某缺
字的缺字碼並不是在各個電腦中皆相同，故在

系統當機後會造成文件中的缺字解釋完全遺

失，故進而發展可攜式字集資源架構--缺字碼
靜態指定技術。在靜態指定技術類中，最好的

當然是全字內碼法，但全字內碼法只能減少但

不能解決缺字問題，而前全字內碼法需要長時

間的審查，所以我們仿照網際網路上的資源概

念，建設文字資源網路並且依藉大部分應用程

式支援各式字型的特性來發展靜態指定技術。 

我們發現現今大部分的文書應用程式皆有

支援字型的設定，所以我們加入擴充字集法的

概念，發展管理字集的邏輯架構。首先，我們

使用網路上常用的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來定義字集的名稱，並且更重要的，我們使用

字集的名稱來定義字集所連結的字型，如此當

支援字型的應用程式使用字型時，我們將可從

字型名稱中取得字集名字，進而能夠辨識該文

字。所以在這裡，可攜式內碼字集資源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實作上就是以內碼系統
為中心，包含一些字型檔(.ttf)，一些輸入法擴
充碼(.tbl)，及其他我們自定的本體資訊。所以
靜態缺字碼指定技術是以字集名稱加上內碼擴

充碼來作為文字的識別碼。 

例如中國時報網站中的各式文件中含有缺

字，中國時報可以設計一套 miss 字集，名稱
為 miss@www.chinatimes.com，別名為“中國
時報缺字集”，而在該字集中定義各式字型如
“標楷體_miss@www.chinatimes.com”，“細明
體_miss@www.chinatimes.com”，或是自定的
“棋盤體_miss@www.chinatimes.com”，並且在
其有支援字型的應用程式文件中使用之。那麼

瀏覽者只須安裝 miss@www.chinatimes.com字
集(中國時報缺字集)即可解決瀏覽問題。基於
這樣的想法，靜態缺字碼指定技術在程式寫作

方面，最主要是發展自動化管理可攜式內碼字

集資源的工具。所以接下來我們依序為各位介

紹本技術在瀏覽、輸入、傳播、查詢、造字、

紀錄等問題上的解決方法。 

瀏覽程序：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htm 

<html><head></head><body>行政院長游錫 
<font face=“標楷體_miss@www.chinatimes.com”> 
FA40</font>的 
<font face=“細明體_miss@www.chinatimes.com”> 
FA40</font>是個 BIG5的缺字。 
</body></html> 

以上方文件為例，“堃”是一個 BIG5：
FA40 的缺字，所以在寫作上就已經將它的字
型 特 別 選 取 為 “ 標 楷 體 _miss 
@www.chinatimes.com”，當使用者開啟這份
網頁時，我們安裝在瀏覽器上的 plugin會從網
頁文章中抽取字集名稱，並且從名稱中確認字

集資源在網路上的位址，然後自動從位址下載

字集資源檔並安裝取用其中的各式字型，(例
如標楷體_miss@www.chinatimes.com)，然後
依正常程序即可正確瀏覽該文件。至於應用程

式的文件來說(如 Word 應用程式的 doc 文
件)，我們也不需要做任何的變動，因為我們
假設此分外來文件是由瀏覽器下載而得，則該

瀏覽器必定瀏覽過該網站，自然安裝過該網站

的字型，所以也可以正確瀏覽其他應用程式的

文件。雖然如此，我們依舊盡我們所能為各式

應用程式發展辨識字集及自動下載安裝字集的

plugin或是 macro，例如，我們可為 Microsoft 
Office 軟體寫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 程
式，讓 Office文件在開啟時即可辨識文件中缺
字所使用的字集名稱，並自動下載安裝瀏覽

之。 

輸入程序：既然靜態缺字識別碼指定技術以

字集名稱加擴充碼為全域性文字識別碼，而以

擴充碼為區域識別碼，所以在輸入法上也有不

同的做法，一種是輸入法程式輸出“字型名稱
加擴充碼”(注意這裏確實是“字型名稱加擴充
碼”而非“字集名稱加擴充碼”)來同時告知應用
程式該字內碼及選用的字型，只是這個方法目

前不可行，因為各式應用程式皆未支援，另外



一種是讓使用者自己明確地或是隱含地選定所

使用的字集，在有支援 plugin或是 VBA等外
掛程式的軟體，我們會利用該技術來鑑定目前

游標所在字元的字型來告訴輸入法將輸入的文

字的字集，然後輸入法就使用該字集的輸入法

擴充碼來檢索文字，然後輸出該文字的內碼

(不含字集資訊)。在這裡我們如果從“字集加
上擴充碼”當成文字識別碼的角度來看，系統
並不會出現同碼不同字的問題，但是如果從

“內碼”當成文字識別碼的傳統角度上來看，則
本系統發生罕見的系統內同碼不同字問題，所

幸這個問題在檢索問題以外的瀏覽、輸入、傳

播等問題上並不嚴重。 

傳播程序：在傳播程序中，我們假設文件大

部分的文件皆來自於瀏覽器網路下載，所以在

瀏覽文件之前應該已經下載安裝過使用字集，

所以應該可以正常瀏覽。雖然如此，我們依舊

將傳播過程分成兩大類，第一大類是可寫巨集

指令或可附加模組的應用程式，或公開文件格

式者，例如在 Microsoft Office 上可以使用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來寫巨集指令，有
例如在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或 Netscape 
Navigator 上可以附加 plugin 程式。因為這一
類程式可以利用技術修改其行為，所以我們在

接到該應用程式文件時，我們可以掃描該文件

取出字型名稱，並依字型名稱中的機器名上網

去取得該文字本體資訊。而第二類則是我們無

法方便地更動應用程式的行為，此時將包裝其

文件格式，我們將文件傳播時需合併缺字資源

包裝成一份檔案 pod(portable document)檔，在
傳播後，我們的軟體會將 pod檔解開或下載文
字本體資訊並嵌入系統中即可。 

查詢程序：在查詢程序中，本方法造成了罕

見的同碼不同字現象，但這並不嚴重，因為缺

字本來就是一個少見的情況。我們一樣可以利

用前後文的方法來進行文件的全文檢索。如果

要使用到缺字本體資訊，則需要視搜尋引擎的

設計而定，需要在傳遞內含缺字的查詢語句的

時候連缺字本體資訊一起傳遞才能利用之。 

造字程序：在同字不同碼方面，可攜式字集

資源架構可謂是完全棄守，不過不要緊的是，

該架構提供了無限的字碼空間，所以並不怕字

碼浪費，只是會造成查詢的困難。至於在典藏

過程中，我們仍然認為需要統一造字以將領域

內缺字清楚整理。本架構並不進行造字工作，

主要是造字者使用坊間造字軟體進行造字工

作，然後使用本軟體將字型檔(.tte)及輸入法擴
充檔(.tbl)包裝成可攜式字集資源(.pws)。 

描述程序：本架構認為典藏過程中造字工作

應該統一，但對紀錄描述缺字的技術，則完全

沒有，我們認為謝清俊老師的部件組字法是最

佳的缺字描述方式。 

5. 一個可行的缺字流程 

 
目前，缺字大都來自於研究領域與典藏機

構，所以我們提出在典藏過程中可行的缺字流

程。在典藏過程中，我們建議使用謝清俊老師

的部件組字法來描述缺字，在所有文件都繕打

完畢之後，整理各個缺字，進行統一造字製作

可攜式字集資源，並產生一份完全內碼而沒有



部件組字式的文件庫，然後使用可攜式字集資

源來解決瀏覽、輸入、傳播等問題。 

6. 討論與結論 
全字內碼法的優點在於大量減低缺字發生

的頻率。擴充字集法的優點在於完全結合字集

及字型概念，在作業系統中得到完全的支援，

可被眾多應用程式使用。字型資源法的優點在

於每項資源都有唯一的網路地址可供識別及指

示資源所在。部件組字法的資源在於不需立即

造字，即可馬上描述缺字長相，可描述無限多

個缺字。統一造字法的優點在於可管理缺字，

可易於專家造字使得造字可以完整。 

可攜式字集資源法可謂是結合了擴充字集

法及字型資源法的優點整合而成。在流程中搭

配部件組字法及統一造字法，再加上原本的全

字內碼法。所以說，這個本文所提的缺字處理

流程可謂是集各方法之優點而成，且簡單易

懂。 

本文提出了可攜式字集資源架構用以解決

缺字問題。文中探討並解決缺字問題的瀏覽、

輸入、傳播、查詢、描述、造字等子問題。最

後提出一個合併各家優點且簡單可行的缺字處

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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