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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字形問題整理

劉擇明　陳輝恒

摘要

香港沒有一套通行的規範中文字形標準，多年磨合下雖然有不少寫法分

歧已定於一尊，但仍存有不少個人差異。近年，小學中文教育常以《常用字字

形表》的標準字形作為參考，排除其他異體字。然而該表未有適時修訂，對

筆畫及部件的要求時有背離慣常用法，影響中文的識字教學。本研究旨在審

視字形判斷的基本原則，在字形表的基礎上有系統地提取各種字形問題，討

論縮小標準字形與民間習慣差距的方向。本文把現行標準字形及異體字之間

的問題分類為異字、異構、異寫、部件混同四大類共 180項，並按照字頻、

轄字量及網上用字分佈，選出具有爭議性的 66 項作為手寫體的調查點，為日

後制定新版字形標準提供基礎。

關鍵詞：常用字字形表　標準字形　手寫體　異體字

一、引言

漢字數目眾多，同一漢字經歷各種字體變化，不時在部首、部件、筆畫

和配置方式上出現大小差異，形成各種變體。漢字文化圈中，不少地方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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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字標準化，依據當地書寫或印刷習慣，為每個字元選定一個寫法作為教

學或工業標準，並適時修正。大灣區當中，香港和澳門情況相似，都使用繁

體字，香港最主要的字形整理工作成果是《常用字字形表》，由教育工作者和

文字專家帶領編纂，但只供教師參考，並非官方標準；澳門雖然有少數本地

造字，但字形方面與香港沒有明顯區別；其他大灣區省市的中文運用雖受到

港澳影響，但沒有發展出獨特的字形習慣。因此，本文只集中討論香港狀況。

香港民間使用的字形比較寬鬆，保留了不少與該表不同的字形。社會大

眾的書寫習慣隨時發生變化，加上各種社會及技術原因，字形表及其後續的

版本在內容和教育應用上已出現各種問題（陳曙光，2021）。本文首先探討字

形問題，然後從語言學角度為字形問題分類，以此為基礎整理異體字的主要

爭議點，最後探討日後修訂字形表的啟示。

二、香港的字形問題

本文探討的「字形」參考了以下兩個定義：

1.字形（character form）

特指構成每個方塊漢字的二維圖形。構成漢字字形的要素是筆畫、

筆數及漢字部件的位置關係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5）

2.字形（character glyph）

特指構成每個方塊漢字的可識別抽象圖形符號，為實際圖形的抽象

表示。構成漢字字形的要素是筆畫、筆數、漢字部首和部件， 以及其相

對位置等。（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與公務員事務局法定語文事務部，

2016，頁 4）

對一般中文使用者而言，上面第二個定義比較符合大眾對字形的理解：

字形不似圖形般可以用像素比對，而是「可識別的抽象圖形符號」。每個漢字

的構成要素應該有一定準則，不能任意改動，例如「早」不可以改成左右結

構「旪」，「香」不能改變部件成為「杳」，「千」不能以橫代改撇改成「干」

等等；但準則也有灰色地帶，例如以香港習慣而言，「竹」字的最後一畫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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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丨」或「亅」，「舌」的上半可以寫作「千」或「干」。這種抽象性也

是字形問題的癥結所在：標準不單要指出怎樣寫可以接受，同時也要容許無

關痛癢的細微風格差異，如筆畫的起點終點、元件的大小比例等。本文的重

點在於探討現行標準及日常使用者對漢字的構成要素的分歧，集中整理字形

的具體要求、容許範圍、標準更新所引起的問題。

電腦普及前，輸入字元不受軟件限制，手寫選字、字形相當自由。在這

個背景下，香港的教育工作者於 1986年制定《常用字字形表》（香港教育署

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1986），並已列出 4,721字的建議寫法（後增至 4,762

字），包括部件及筆畫的要求，並於建議寫法後列舉常用異體字。其後不論

是教學還是工程上的整理都以該表作為主要參考。教學上的延伸整理包括該

表多個修訂版，其中《常用字字形表》（2000年修訂本）（李學銘，2000）為

該表最後一個獨立印刷的版本。另外還有以 1993版為基礎編制的《香港小學

學習字詞表》（2007）中以附錄形式出現的重排版，及獨立印行的《常用字字

形表（2007年重排本）附粵普字音及英文解釋》（2012）。教育局也提供不斷

更新的網頁查詢系統，增加字元並對字形作微調。另一方面，業界也需要工

業規格標準文件，以製作本港日常使用及教學的電腦字體。資訊科技辦公室

轄下的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為業界出版了《香港電腦漢字楷體字形參考指引》

（2002）及《香港電腦漢字宋體（印刷體）字形參考指引》（2002）、《香港電

腦漢字參考字形》（2016）等參考資料。後續討論以《字形表》指《常用字字

形表》的六個印刷版本，並以「網站版」指網頁查詢系統。

《常用字字形表》說明（ 2000， 頁 XIX）明確指出選字原則有三項—普

遍性、學術性及規律性，並列出優先考慮順序，明確指出「只符合『普遍性』」

的優先順序高於「符合任何兩項，不包括『普遍性』」。這代表一旦有了約定

俗成的寫法，符合學術性和規律性也應當讓路。重視普遍性代表該表有持續

修訂及維護的必要，但現時卻沒有任何公開機制去達成這個目標。資科辦的

工業字表修訂沒有與網站版同步，也沒法反映在教學上。結果而言，雖然《字

形表》已提供大部分香港常用字的標準字形，但在缺乏公開維護的流程下，

其在日常教學及應用上的推廣遇到以下一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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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 描述 影響字元 調查點

臼𦥑
標準字形作「臼」；另有區分「臼、𦥑」
的寫法

叟嫂庾插搜瘦臾艘萸颼餿（11） 瘦

罒四
標準字形於 2007年曾作修改，原本右側
是「𧶠」，中間從「四」，現時改為「罒」

櫝瀆牘犢竇續讀賣贖黷（10） 讀

丮凡丸

隸定從「丮」的部件中，「恐」字頂標
準字形為「豎點」（點穿），另有「撇
點」、從「凡」寫法；「執、孰」等標準
字形為「撇點」（點穿），右半與「丸」
標準字形「點在撇內側」的寫法不同

恐鞏築（3）；執塾墊孰摯熟（6） 執、恐

不調查部分：類近「另」的偏旁（拐枴別）；「囱、囪」（囪窗）

上面列出異字、異構、異寫、部件混用問題等項，共有 66項調查點應作

廣泛調查。

四、餘論

本文審視現有字形標準，探討其問題並提出更新方案，以改善中文教育

及應用。

回應文首提出的研究問題，《字形表》有異體寫法的條目最少有 1192項，

是難以逐一調查的數量。就香港情況而言，社會一般以繁體字為預設字體，

而在日常電腦使用上也受到台灣的規範與用法影響。整理標準字形時，除了

按照異體字和語言層級之間的對應，區分異字、異構、異寫和部件混同的例

子之外，也可以從網上語料和現行台灣標準出發，比對差異。上面列表儘量

窮盡潛在爭議—異體字表中大部分標準字形已經是主流用法，但仍有與日

常使用習慣不同之處。上面提出以調查點的方式，觀察各種類別的異體狀況。

事實上《字形表》開宗明義是以「普遍性」為首要原則的，其次才是「學

術性」和「規律性」。有些字形由始至終都採取從俗方向，如 「温」「説」等；

2007版的參考字形「潛」由「兂」改作「旡」，取消「賣」與「讀」的區分也

是同樣的改變方向。標準字形違反普遍習慣的，理應都要有強力的字源以支

持，基於學術性、規律性原則予以保留。陳曙光（2021）分析《字形表》的字

形取捨。他指出雖然該文指出編訂多數是符合字理的，例如按字理區分「冃、

曰」「艹、卝」「壬、王」，收俗字（户、温）同時接受符合字源寫法（戶、溫），

（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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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字形表》也有值得商榷之處，如「田」「用」橫畫不相連、「臽」「齊」帶

鈎、採用後起的俗字「粧」而非「妝」，又合拼「飢、饑」「歎、嘆」等問題。

今次有較完整的列表，就可以窺探問題規模。

本文歸入「異寫」的字形當中，部分是出於《字形表》的筆畫要求，但

這些要求不一定有充分的字源理據，例如「致」採用符合字源的「夂」，而非

坊間大部分電腦字體以及國家標準採用的「攵」。一些手寫體的筆勢問題，《字

形表》也嚴格指定，卻難以保持一致，例如「屯」在舊版無勾，2007年起加

勾，「在、左、亦」都用「豎勾」避讓，但「竹」「『選』右上『巳』」「『潛』

右上『旡』」都沒勾。撇—左點（「小、少」採撇，「業」採左點），捺—右

點（「尖」採捺，「矣」改成點）等。「陷」改成不符字源的帶勾寫法，純粹

按照部件位置來區分是否帶勾。另外註明「首筆本作橫畫」的字，例如「舌」

「吞」等，依從台灣「國字標準」但和一直以來的寫法不同。這些細微差異是

否值得執着，應回歸到普遍性、學術性、規律性原則討論。

而本文指出的「部件混同」和「異構字」問題，不少是近代至現代的字形

規範下，試圖逆轉合流的產物。

其一為「月、肉」的分立。兩者是自隷變以來已經合流，清《康熙字典》

（1716）嘗試以兩橫不觸右方為「月」，兩橫相觸右方為「肉」，後者因手寫筆

勢而寫成「點提」（即提肉旁）而被台灣「國字標準」採用，不論部件位置都

寫作提肉旁。香港似乎為了兼顧美觀，「胃」「胡」等字「肉」在下方或右側

時改從「兩橫」之形（⺝）。香港刻意區分「月肉」但採用獨有的「兩橫」之

形，這個特別寫法與「月」相似，也犧牲了標準字形的規律性。

其二為形近「匕」的幾個部件，「叱」作「豎彎勾、撇」，「化」作「撇、

豎彎勾」，「老」作「撇、豎彎」，而來源同為「匕」的「匕、比」作「橫、

豎彎勾」，「此、北」作「撇、豎彎勾」但接受「橫、豎彎勾」，等。這些要

求沒有詳細說明，也和國家標準不一致，不便教學。

其三是「慈、滋、磁」等字，不依《說文解字》從「兹」（1963，頁

218），而根據段玉裁（1981，頁 504）《說文解字註》用從「艸」的「茲」，

而「孳」卻繼續從「兹」。「茲」「兹」的區別尚有爭議，而從「艸」的寫法只

有香港採用為標準字形。

其四是「執、巩」（本從「丮」）與「丸」「凡」的區別，指「執」點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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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丸」不同，指「恐、鞏、築」與「凡」不同，這些要求或欠缺普遍性支持，

《字形表》也沒有說明原因。

標準字形的獨特寫法要求辨義的部件有理據支持，而其規律性理應有助

於中文教學，但小部分字形推廣近四十年，依然沒有影響主流用法，或許都

反映這些學術性原則曲高和寡，因而一般人難以理解。為追溯字源而改變文

字固有面貌的做法並不可取，也難免會犧牲美感或提高學習難度。

本文的工作希望有助於明確區分學者堅持的寫法、一般使用者的偏好以

及因習慣而形成的無關緊要的差異，以助建立更合理的字形標準及容許範

圍，避免因死記字形令學生進行大量無謂的抄寫更正。如果標準字形反映香

港用法，即使與電腦字體有異，也應保留並推廣（兑、衞）。如果確定標準字

形與普遍習慣不同，就應該向中文教師傳遞清晰訊息。長遠而言，本文的資

料表可成為系統化的資料庫，追蹤記錄標準字形的決定依據和使用狀況，並

公開相關數據供教師和社會大眾參考。最理想的情況是透過以上行動，推動

往後的《字形表》的重訂、修正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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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il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Glyph Issues in Hong Kong

LAU, Chaak Ming    CHAN, Fai Hang Henry

Abstract

Hong Kong lacks an official set of standardized Chinese character glyphs. Despite the 

convergence of multiple handwritten variants to one agreed form for many characters over 

the past years, individual variation still exists in many cases. There is a trend in recent years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 to use the standard glyphs found in List of Graphemes of 

Commonly-used Chinese Characters as the correct form, and rejecting other character variants. �is 

is however problematic, due to this list not being timely revised, with many of its requirements 

for strokes and components deviating from common usage, which negatively impacts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iteracy. �is study aims to revie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judgment in the 

practice of glyph selection, systematically extract various glyph issues based on existing lists and 

tables and discuss directions for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designated standard glyphs and 

common practices. �e chapter categorizes the issues based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ndard 

glyph and the variant(s) for each character, which fall into four major types: difference in 

character selection, di�erence in structural/component composition, di�erence in stroke/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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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mponent disambiguation, with a total of 180 identified issues. These issues were then 

further sorted, based on character frequency, the number of a�ected characters, and distribution 

in online datasets, into 66 items as investigation points for handwriting preference. �is list will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haracter glyph standard.

Keywords: List of Graphemes of Commonly-used Chinese Characters, standard glyphs, handwritten 

form, character varia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