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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計算機應用的日漸普及，計算機已成為人們工作和學習不可缺少的工具。

在學習電腦的過程中，許多人面臨一個共同問題：輸入法難學。 
 
  鍵盤是外國人設計的，英文字母直接在鍵盤上顯示出來，要想在只有 26 個英

文字母的鍵盤上打出成千上萬的漢字來談何容易！隨著五花八門的中文輸入法的

應運而生，真正達到實用階段的，實在寥寥可數。要學會一種中文輸入法，要強記

許多規則，為此花費相當長的時間，以致人們望而生畏，普及「電腦中文化」受到

了一定的阻力。 
   
  「五筆字型」是最早發明推廣的形碼輸入法，至今已有 20 年的時間了，它解

決了漢字輸入的難題，但是真正掌握它卻是相當困難的。上百條字根使人望而卻

步；漢語拼音輸入法的出現，解決了一部分漢語拼音有一定基礎的人的輸入問題，

但由於漢字同音字太多並且有些地區的發音與普通話差別太大而無法完全普及使

用。 
 
  香港蘇浙同鄉會會長周忠繼先生，從二十世紀 80 年代開始研究，並於 1989 年

在香港出版了《縱橫漢字輸入法簡體碼本》。 1993 年周忠繼先生與蘇州大學合作

建立了「縱橫漢字信息技術研究室」發展縱橫碼軟件。通過十幾年的教學、科研、

開發和推廣，縱橫漢字輸入法以其簡單易學、簡繁通用、詞組豐富、功能強大的特

點，在我國廣大南方地區乃至海外華人區普及開來。 
 
  本文將就縱橫漢字輸入法是怎樣的輸入法、在北京地區推廣有無可能、適用於

哪些人群、在普及推廣中遇到的問題和我們的幾點意見等問題進行探討，旨在幫助

市民找到一個好的輸入法，以打開計算機大門，進入網絡世界，更好的利用互聯網

為我們的工作、生活服務。 

1. 縱橫漢字輸入法簡介 

  在縱橫漢字編碼方案中，把筆形分為 10 類，分別用「0」~「9」10 個數字表

示，用戶可以利用小鍵盤進行單手操作。筆形與數字代碼的關係可通過下列口訣記

憶： 

一橫二豎三點捺，叉四插五方塊六， 
七角八八九是小，撇與左鈎都是零。 

  縱橫漢字輸入法一共收入 21,003 個漢字，其中包括常用漢字 6,763 個。該輸入

法將漢字看成一個方塊字，取漢字四個角的筆形為有關編碼，單字輸入最多四碼。



該輸入法以詞組輸入為主，內含簡體詞組、繁體詞組各十二萬餘條，還支持用戶自

定義詞組。詞組的輸入碼最多為六碼。 

  縱橫漢字輸入系統為使用者提供了多達十三種小鍵盤，其中包括日文平假名、

片假名及各種標點和製表符號，使用者可以隨時方便地選用它們，輸入各種字母和

符號。 

2. 縱橫漢字輸入法在北京推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縱橫輸入法軟件包括縱橫輸入法 2002 簡易版、2002 簡易教學系統、2002 簡易

查碼系統和縱橫入門，每一部分都有使用說明和幫助信息。 
 
  北京市民雖以普通話為主，但 40 歲以上人群中因歷史原因而不會漢語拼音或

漢語拼音掌握不好的人也有一定比例，北京的外來人口比例很大（包括國內外的人

群），對筆形輸入都有較大的需求，有必要推出一個標準統一、教學規範、針對性

強、適於市民學習的輸入法。 
 
  年齡大的人往往認為輸入的難點在於記憶編碼及規則，縱橫碼則較好地解決了

這一難題。我們可以從教學例證中找出依據。原文匯報部主任、高級記者、73 歲

的倪平先生，過去寫稿時一直是自己手寫後，請其他人打成文稿再寄往網站。通過

一期縱橫漢字的培訓，他現在已能在電腦上使用縱橫碼直接書寫文稿了，目前每月

有近十篇的稿件可以獨立錄入發表。第一軍醫大學汪守義教授在廣東珠海縱橫漢字

輸入法匯報大會上深有感觸地說：七八十年代開始學電腦，先學了英語、又學了五

筆字形輸入法、再後學了拼音輸入法，英語沒學會、五筆輸入法記不住、拼音輸入

法分不清。通過一期的縱橫漢字輸入培訓，解決了網上教學的問題，並能在網上與

學員溝通答疑。縱橫輸入法讓他找到一種「眾裡尋他千百度，驀然回首，那人卻在

燈火闌珊處」的感覺。我們在培訓過程中也發現，學員通過兩個課時的培訓就能掌

握這一輸入法；通過 2~8 個課時的訓練就能達到每分鐘 15 個字的合格線 。我們在

2005 年上半年的全國計算機等級考試中試行安裝了這一軟件，有的考生指名用這

一輸入法，我們這項工作受到考生好評。在 2005 年 6 月我區舉行的居委會幹部計

算機考試中，選用這一輸入法的人也不少。 
 
  縱橫輸入法編碼簡單，容易理解記憶並配有一流的教學練習軟件、規律性強，

記憶難度小、單鍵輸入平均信息量大、小鍵盤輸入擊鍵效率高、繁簡詞組多且能自

定義詞組，可擴充性強，教學軟件質量高且免費提供，這都給其普及應用創造了良

好的條件。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縱橫漢字輸入法是有必要和可能在北京地區得到推廣應用

的。 

3. 縱橫輸入法在北京地區推廣應用適用的人群 



  (1) 機關事業單位中年齡偏大、漢語拼音基礎不好的工作人員；或是其它原因

造成計算機輸入有障礙的人； 

  (2) 南方或少數民族地區進京學習工作人員中不熟悉漢語拼音或未掌握其它輸

入法的學生或工作人員。 

  (3) 離退休老幹部、老教授中有計算機學習熱情但苦於不會輸入法的人員； 

  (4) 在校大中專學生中有輸入障礙和有興趣學習漢字輸入的人員；職業學校也

可以作為選修課讓學生學習，多學一門技術對學生是有好處。 

  (5) 近兩年新選拔任用的居委會幹部中不熟悉漢語拼音或未掌握其它輸入法的

人員； 

  (6) 鄉鎮企業及村級領導幹部中不熟悉漢語拼音或未掌握其它輸入法的人員； 

  (7) 外國留學生及在華常年工作的不熟悉漢語拼音或未掌握其它漢字輸入法的

人員。 

4. 在北京地區普及推廣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和幾點意見 

  目前北京的朝陽區、門頭溝區、房山區、密雲縣、宣武區、西城區、延慶縣都

在積極的做推廣工作。普遍採用以點帶面的方式。朝陽區首先抓了社區幹部和基層

村幹部的培訓，利用社會資源（主要是場地、師資等），讓培訓進入社區，使市民

可以就近學習，便於大家交流。有效地促進朝陽區提出的「百萬家庭上網工程」、

「百萬家庭數字工程」的建設。門頭溝區啟動社區教育網絡，以區、社區教育中心

培訓社區及社區教育分中心骨幹，以帶動全地區社區教育分中心投入縱橫漢字輸入

法培訓，通過縱橫漢字輸入法這個好的項目，開啟市民學習計算機的大門。房山區

採取化整為零的方法，確定了開展培訓的區政協、婦聯、團委、工會、科協、老幹

部局、各鄉鎮、各社區、第二職業高中等 8 所成職校等單位，將 2005 年計劃培訓

的人數 15,000 人分解。 

  總結北京各區縣普及推廣該輸入法的經驗，我們認為目前在北京地區培訓推廣

中存在以下問題： 

  (1) 宣傳力度不夠。北京市老教育工作者協會負責該項培訓工作，並得到了北

京市教委的支持，在 2004 年 6 月出台了《北京市教育委員會關於舉辦計算機縱橫

漢字輸入法達標證書及考試的通知》（京教職成[2004]9 號），提出了「縱橫漢字

輸入法達標證書培訓及考試的對象是全市市民」，並明確規定：「計算機縱橫漢字

輸入法達標證書由市教委、北京老教育工作者協會聯合舉辦，市教委負責考試工作

的宏觀管理，北京老教育工作者協會負責培訓工作的指導，北京教育考試院負責考

務工作。考試合格後，由市教委、北京教育考試院聯合頒發全市統一印製的證書。」



文件規定：每分鐘輸入 15 個字為達標，輸入 50 個字為優秀。但是，該文件並不為

市民普遍知曉。 

  (2) 縱橫碼培訓教師網絡和培訓基地的建設不到位。目前有的區縣培訓工作要

靠租用機房，有的區縣只有一個教師負責培訓。這無疑造成了經費的緊張和培訓教

師不能滿足需求的狀況。我們認為，應發動社會各行業關注這一事業，充分利用社

會資源為社會服務。縱橫碼不是某一個人的、某一個團體的，它是社會的、是大家

的。周忠繼先生發明縱橫漢字輸入法並出資推廣的指導思想就是讓其全部貢獻給社

會，為了推動國家教育的發展，他鍥而不捨，不斷地推新，不斷地發展，他的精神

值得我們學習。 

  我們認為計算機縱橫輸入法在推廣應用工作中應加強以下工作： 

  (1) 加大宣傳力度。使更多的人了解其簡單易學、簡繁通用、詞組豐富、功能

強大的特點和免費培訓的利民之舉。建議除了搞大規模的全市比賽以外，還要搞全

市性的，由有培訓需求人員參加的講座和演示，使更多的人近距離的接觸該輸入

法，並領略其教學軟件的優質高效。 

  (2) 擴大和鞏固師資隊伍，組織一支由專兼職人員組成的教師隊伍，包括我們

的骨幹教師和我們培訓過的學員中熱心於縱橫碼推廣事業的老教師、老幹部，還有

社區幹部。定期組織師資培訓和經驗交流、研討，將有利於各區縣的推廣培訓，使

培訓少走彎路，利於教學工作的順利開展。二零零五年五月在蘇州大學舉辦的首屆

全國縱橫漢字輸入法師資提高培訓就是一個良好的開端。 

  (3)培訓基地建設。動員社會一切力量關心國民教育事業，特別是佔全國人口近

百分之七十的農業人口的電腦教育問題。由於歷史原因，他們以前受到的教育較

少，錯過了受教育的機會。現在生活水平提高了，有了新的需求。如何正確引導他

們利用科技手段特別是通過網絡，使他們了解世界發展動態、經濟狀況、市場需求

等，這都需要社會多方面的努力。北京市教委正逐步在各區縣的鄉鎮設立遠程教育

站點，並對全市中小學校提出，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對社區開放，為社會服務。

我們希望更多的單位參與進來，為社會的教育事業出一份力。希望通過協調解決培

訓場地並鞏固確定培訓基地網絡。配合網絡教學，以利於市民就近學習。這也是符

合黨的十六大報告提出的「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促進人的全面

發展」的要求。 

  隨著電腦的廣泛應用，輸入法將越來越得到重視。我們日常用的手機和電話都

是由「0」－「9」這十個數字組成的，也許在不久的將來，縱橫漢字輸入法可被應

用到手機和街頭的 IC、IP 電話上，使人們能方便快捷的收發信件，獲得信息。並

能使縱橫輸入法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