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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新起点  新贡献 

 ——纵横汉字信息技术发展的历史回眸与展望 

何 引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信息中心    

【论文摘要】纵横汉字信息技术经过十余年的实践检验，逐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笔者通过对

纵横汉字输入法发展历程的历史回顾，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对纵横汉字信息技术发展的几点认识。并

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提出了纵横汉字信息技术发展新途径的建议。 

【关键词】信息技术 计算机汉字编码 纵横码 

 

一、纵横汉字信息技术发展的历史回眸 

纵横汉字编码法是一种按照汉字字形编码的方案，是由香港苏浙沪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周忠继先

生研究发明。1992 年，苏州大学和香港爱国实业家周忠继先生合作，建立了纵横汉字信息技术研究

室，后发展为研究所。短短五年间，纵横汉字编码法从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多所学校倡行研究

性教学、研究性管理、研究性工作中脱颖而出，而今已步入到在全国范围普及推广的阶段。 

纵横汉字信息技术经过十余年的实践检验，逐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北京老教育工作者

协会 2003 年 9 月成立纵横汉字信息技术研究会以来，在纵横码推介普及方面做了大量的推广和研究

工作。2006 年是该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在全国各地推广纵横码的热潮下，由中国成人教

育协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苏州大学、北京老教育工作者协会联合组织的北京纵横推介培训

中心的成立，成为纵横码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推介培训中心的成立，标志着纵横码在

华夏大地的普及推广过程中，首都对全国辐射和服务作用的确立。也使得纵横输入法这项公益事业

有了可持续发展的业务机制，并正逐步成为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机构，为今后普

及推广业务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北京纵横码推介培训中心自 2006 年成立以来，将纵横码推介工作与国家、北京市的重点工作紧

密结合，在纵横码进社区、农村的工作中，紧密与建设和谐社会、学习型社区、新农村建设、农民

学习大讲堂、数字（网络）进社区活动结合；奥运会期间更把学习纵横码与落实“数字北京进家庭”

联系起来，使这项工作开展的生动活泼。在北京纵横培训推介中心的努力下，东北、贵州、武汉（湖

北）、陕西、山西、天津等地都开展了纵横码推广。通过开展纵横码指导教师的培训；加强纵横码的

教材和网站建设；研究、指导、策划纵横码的推介、培训工作；总结交流纵横码推介、培训经验；

加强纵横码的应用研究；不断完善纵横码的使用方法；组织协调全国或跨地区的纵横码推介培训及

大奖赛等有关事宜。先后在北京地区和武汉市、陕西省、太原市、黑龙江省、甘肃省等培训了教师

1000 余人。培训了上述省市、地区的市民、农民、职校学生近 10 万人，纵横码深受学习者的欢迎。

骨干教师的培训是纵横码推介培训的重要工作，近两年来培训各地骨干教师 300 余人，骨干教师队

伍的提高是纵横码培训质量提高的关键，通过培训研讨已经基本形成纵横码培训的教师团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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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团队已成为教师培训、课题研究、组织比赛的重要中坚力量。 

实践足以证明纵横汉字输入法的优越性、科学性、合理性。截止到 2011 年底，北京十六个区县

基本上都开展了纵横汉字输入法的培训工作。特别在远郊的门头沟区、通州区、平谷区、昌平区、

密云县、延庆县等，纵横码培训一直开展的红红火火。这些地方把纵横码培训与新农村建设的试点

工作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这一培养新型农民的策略值得学习和借鉴。 

二、对纵横汉字信息技术发展的几点认识 

1、纵横码的发明是对祖国汉字文化发扬光大的一项杰出贡献 

周忠继先生不仅是一位爱国实业家，更是一位为世人所敬仰的好学深思的爱国学者。他具有学者

的专业素质、敬业的精神、务实的作风。周先生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社会变化的高度敏感，以及

对已有汉字编码理论的借鉴，潜心研究纵横码，为祖国汉字文化发扬光大做出了一项杰出贡献。正

所谓：为者常成，行者常至[4]。 

2、纵横码的推广贴近时代脉搏，贴近中国特色，重视鲜活经验总结，服务广大民众 

纵横码在推广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服务是职责、服务是价值、服务是发展的重要意义。坚持依靠

政府支持，直接有效地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在发展中为世界城市建设和推动学习型信息社会建

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近年来，纵横汉字信息技术得到蓬勃发展，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1）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技术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信息量的迅速增加，知识、技术的不断更新，职业结构不断变化，为纵横

码的普及提供了客观要求。 

（2）纵横码的推广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在提供科学的技能和增强就业机会以及发展人们兴趣爱

好等方面，有着重大的催化和支撑作用。 

（3）新型教育技术的出现和现代教育手段的日益现代化以及公共文化设施的完善，更有政府的

政策支持与周先生的鼎力资助，为纵横码的普及提供了物质条件。 

（4）人们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纵横码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在教学实践中

提出了种种方案进行试验。总结了情境教学、愉快教学、老年教学等成功教学案例。使纵横码教学

理论内涵逐渐丰富充实，外延逐步扩大。推广的意义也随之提高。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教学软件的智

力开发功能、技能培养功能的加强。 

3、从使命出发、从事业出发是纵横汉字信息技术成功的关键 

在总结纵横汉字信息技术推广工作的基本经验时，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各级领导的支持是使纵横汉字信息技术这项工作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2）有一支团结协作、具有较高的基本素质、敬业的精神和务实工作作风的队伍与和谐的工作

氛围，是取得成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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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软硬件建设与科研课题紧密结合。采用螺旋上升逐步深入开发的策略，是使这项技术价值

不断提高的基础。 

（4）纵横汉字信息技术不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更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一项知识工程。在开

发过程中，通过学习性研究，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程序，是该项技术迅速取得成果的核心要素。 

（5）纵横汉字信息技术承载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汉语言文字，编码码本的标准化

是其正常运转的条件。 

三、纵横汉字信息技术发展的展望 

人们对于规律的认识，要依靠一定的科学方法和实际经验。纵横码的普及推广是一个实践问题，

必须通过大量的教学实践，才能积累丰富的经验。而纵横码未来的研究除了教学实践以外，还要注

意科学方法论的作用。在教学实践中进行理论思考。而这种理论思考又完全是为了回答实践中的问

题。这种结合将使纵横码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更具有诱人的前景价值。这就是人类的发展虽为客观

所支配，但人类的智慧依然高于规律之所在。 

纵横码理论研究与专业理论研究工作不同的是，第一线的教师教育研究主要应研究他们自己的

教育教学实践。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优化实践，而非教育理论的框架与概念范畴。尽管在这过

程中可能并没有太多的新的理论“发现”，但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不少观察分析实际问题的新的视角，

更能从大量真实生动的实际材料中发现理论研究的新课题。这将为纵横码的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讲，周先生对纵横码的研究更是一项具有划时代开创性的事业。 

信息化社会不可能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社会环境下进行。它是与面向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

华文化之所以能长期存在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不排斥异族文化，而且以吸收外来文化来充实自己

定的文化内容，使它在世界史上成为一股强盛的力量。中国文化的长期存在与发展是历史上的事实。

这是每个有中国血统的人值得骄傲的。如果我们能够注意随时不断地吸收优良的外来文化，大胆地

接触，虚心地学习，将来的纵横汉字信息技术不仅能永远存在与充实，而且完全有可能在全球通过

互联网，以在线中文词典的推出方式不断地将其发扬光大。逐步成为计算机汉字形体编码的国际标

准之一。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新的贡献。 

四、结束语 

一番番春秋冬夏  一场场纵横华夏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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