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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论证了台湾存在汉字简化的现象, 并分析了台湾汉字简化的特点和影

响因素。首先, 通过爬取台湾的新闻媒体、政府网站和博客, 建立台湾汉语语料库。然后, 借助语料库统计

数据论证了台湾民间存在对简笔俗字的使用偏好, 即台湾存在汉字简化的现象, 并进一步分析台湾汉字简化

的若干特点。 后, 讨论了台湾汉字简化的影响因素, 包括大陆简体字、汉字编码、中文输入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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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pus linguistics methods were applied to prove that there is simplification phenomen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aiwan. Firstly, a Taiwan Chinese corpus was built up with a large number of texts from media, 

government website and blog. Secondly, with statistics from corpus, it was proved that civilians in Taiwan prefer to 

use those popular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fewer strokes, which implies a simplification phenomenon. Lastly, the 

authors analyzed several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aiwan, including 

simplified Chinese from mainland, Chinese character encoding and Chinese 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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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治上的对立和分隔, 海峡两岸的文化交

流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几乎完全停滞, 致使两岸

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习惯上形成一定的差异, 表现在

字音、拼读系统、标点符号、书写系统、词汇、语

法以及中文排写等多个方面, 其中以书写系统的差

异 为明显。两岸书写系统的差异常被概括地认为

是汉字字形上简体字与繁体字 (或台湾所言“正体

字”)的差异。但本研究发现, 实际上两岸字形方面

的差异十分复杂 , 台湾亦存在汉字字形简化的现

象。我们收集了大规模的台湾语料, 建立台湾汉语

语料库, 借助该语料库,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 , 研究台湾的汉字简化现象及其影响因

素。 

1  相关概念界定 

本节对研究台湾汉字所涉及的简体字、繁体

字、俗字、汉字简化等概念做出界定, 以便于下文

讨论。 

1) 简体字 : 指大陆推行《简化字总表》后的

中文书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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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繁体字: 与“简体字”相对, 指由历史上流传

下来、目前仍在台湾香港等地广泛使用的传统汉

字①。 

3) 俗字: 亦称“俗体字”、“俗写”、“简写字”、

“手写简笔字”、“手头字”、“破体字”、“小写”等等, 

指流行于民间, 有别于官方认定的“正体字”的另一

种字体 [1], 可以认为俗字是在民间约定俗成广泛使

用的异体字, 且通常具有较为简单的字形。由于俗

字的这两个特点, 在汉字简化过程中, 往往采用俗

字作为简体字形, 是大陆简体字的重要来源。台湾

“教育部”于 1979 年公布了《标准行书范本》, 梳

理了台湾民众习惯使用的简笔俗字。 

4) 汉字简化: 指在汉字的实际使用中, 逐渐以

笔画较简的字代替笔画较繁的字, 即在整个社会范

围内, 一部分繁体字的使用频率逐渐降低, 而那部

分与之对应的笔画较简的字的使用频率逐渐提高。 

2  语料库建设 

我们从互联网上收集、爬取, 并加以整理, 得

到一个规模为 17 亿字的台湾汉语语料库。目前该

语料库已经在互联网上公开② , 并且规模仍然在不

断扩充。如表 1 所示, 该语料库依据来源划分为 8

个子语料库, 语料内容涵盖政府公文、新闻和博客

3 种不同类型的文本, 语料的时间跨度为 1991 年至

今。本研究主要使用发布时间早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语料。 

值得注意的是 , 语料中夹杂着少数用字错误 : 

一些媒体或博主所发布的内容系原始简体文本经低

质量的简繁自动转换系统转换后得到的; 在博客语

料中甚至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大陆简体文本。 

3  台湾汉字简化的表现与特点 

与大陆行政指令驱动下的汉字简化运动不同 , 

台湾的汉字简化主要表现为, 在汉字的实际使用过

程中大量使用民间俗字。本节利用语料库资源, 采

用统计方法证明台湾存在汉字简化的现象, 并讨论 

表 1  台湾汉语语料库来源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aiwan Chinese corpus source 

名称 规模/万字 年代 类型 

CNA 新闻 10000  2007—2013 新闻 

gigaword CNA 76000  1991—2004 新闻 

台湾政教 4213  不详—2013 政府公文、新闻 

苹果日报 4534  2011—2013 新闻 

人间福报 15000  2000—2013 新闻 

台湾 msn 16000  2011—2014 新闻 

台湾 yahoo 14000  2009—2014 新闻 

无名小站部落格 33000  不详—2013 博客 

 
台湾汉字简化的特点。 

3.1  民间俗字的大量使用 
语料库的统计数据显示, 台湾的民间俗字被大

量使用。相比于“国字标准字体”③中收录的正体字, 

或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④中规定

的规范用字, 台湾媒体在一些情况下更喜欢采用民

间的简笔俗字, 尽管这些俗字只有异体字的地位。 

表 2 列举了几个俗字在新闻媒体中的使用情

况。其中, “台”本身是正字, 但其作为正字的用法

在现代文中极为少见 ⑤ , 大部分情况下 , “台”字以

“臺”的异体字的身份出现(如“台灣”“台北”), 而且

从表 2 中 “吧台”一项可以看出, 媒体中也出现了

将“台”用作“檯”的简体字的情况⑥。《标准行书范

本》中 , “銹”是“鏽”的手写简笔字 , 《重编国语辞

典修订本》仅收录“鏽”而无“銹”, 而台湾“教育部”

《异体字字典》⑦认为“銹”为“鏽”之异体。但从表 2

可以看出, “銹”字在媒体中有相当频率的使用。类

似的, “厘”是《标准行书范本》中“釐”的手写简笔

字, 从表 2 可以看出, “厘”字在媒体中也有相当频

率的使用(特别是用作“公厘”时)。 

由上述分析可知, 台湾媒体在用字上存在舍弃

繁难正体字而使用简笔俗字的现象。这种对简笔俗

字的使用偏好正是台湾汉字简化的表现。与大陆行

政指令自上而下的汉字简化不同, 台湾这种源于简 

 

① 在台湾地区, 有时会使用“正体字”或“正字”与大陆“简体字”相对应, 等同于“繁体字”。 

② 该语料库可通过 http://corpus.superfection.com/corpus_tc.html 进行检索。 

③ “国字标准字体”主要包括《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和《次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 

④ 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 

⑤根据《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 “台”作正字时用于“台州”、“天台山”等地名, 或在古文中用作“怡”或“我”之义, 或表疑

问。 

⑥ 《标准行书范本》中, “檯”的手写简笔字应为“枱”。 

⑦ 台湾“教育部”《异体字字典》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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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Unicode 中部分同码字在两岸具有不同字形的情况 
Fig. 2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same Unicode but different

structure in mainland and Taiwan 

 

图 3  Unicode 中部分异码字在两岸具有相近字形的情况
Fig. 3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different Unicode but similar

structure in mainland and Taiwan 

大陆简化字中将“台”“臺”“檯”“颱”合并为“台”。 

对于来自大陆简化字的影响, 台湾社会也出现

了一种抵触心理, 认为繁体字(即台湾所称正体字)

代表中华传统文化, 应尽量避免使用简体字, 保护

和推广繁体字。据报道,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多次强

调“正体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提倡使用正体

汉字, “不要为了招揽(大陆)观光客, 而在招牌或文

宣上使用简体汉字”[5]。3.3 节提到的台湾出现的个

别对繁难异体字的偏好, 很可能是在这种社会心理

的驱动下而刻意为之的结果, 认为相较于简笔的正

体字, 使用繁难的异体字更能体现传统文化。 

4.2  汉字编码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 汉字编码是影响

台湾用字习惯的一个重要因素。Big5 码是过去台

湾地区 通行的计算机汉字编码方式, 根据《常用

国字标准字体表》《次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等

汇编而成, 收录汉字 13000 多个, 但未收录被视为

异体字的部分民间俗字, 如“着”“堃”“煊”“喆”“銹”

等, 导致这些民间常用的俗字无法在计算机中正

常显示 [6]。 

近年来, 不少台湾软件改用字库规模更大的国

际标准 Unicode 进行编码 , 但其中亦存在不少问

题。例如, 图 2 中的汉字在 Unicode 中被认为是同

一编码不同字体的差异[7], 而图 3 中的汉字却被认

为是不同编码的差异。其实从字形来看, 这两组字

的差异都不大, 区分是否应该采用同一编码或不同

编码的标准不明确。 

造成 Unicode 汉字编码混乱的直接原因是两

岸及日、韩等国家均各自向 Unicode 联盟提交汉

字编码方案, 合并时存在一些重复[8]。而涉及大陆

与台湾的重复编码, 根本原因是两岸所采用的印刷

字体①在一些构字部件上存在差异。台湾的“国字

标准字体”基本沿用古籍所用“旧字形”; 而大陆在

整理汉字时则依据“从俗从简”的原则, 于 1965 年

修订《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 称为“新字形”[9]。

不少新旧字形的差异被误认为是简繁关系, 错误地

将其作为两个汉字来对待, 在 Unicode 中赋予不同

的编码。但实际上, 这种字形差异是同一汉字在不

同字体下表现出的差异, 应当赋予相同的编码②。 

4.3  中文输入法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 中文输入法也是影

响台湾汉字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汉字输入法主

要包括字形输入法和字音输入法两类③。台湾目前

比较流行的输入法中, 仓颉输入法和呒虾米输入法

为字形输入法 , 而新注音输入法等为字音输入法 , 

其中新注音输入法的用户量接近五成[10]。 

字音输入法中, 同一音码对应的候选词的排列

顺序对台湾汉字字形具有一定的影响。在使用这

类字音输入法时, 对于一组同音通行词, 用户通常

会优先选择排序靠前者(往往是默认首选词)。表 6

为新注音输入法的连打功能对部分台湾通行词的

输入情况。在拥有大量用户的情况下, 新注音输入

法的选词倾向将直接对台湾互联网的用字习惯产

生影响。如表 6 中所示, 使用新注音输入法的用户

就会出现“周邊”与“電腦週邊”、“週六”与“周日”倾

向使用不同的“周”, 这使得同一意义的用字习惯无

规律可循。 

4.4  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 
新 加 坡 和 马 来 西 亚 广 泛 采 用 简 体 汉 字 。 自

1976 年颁布《简体字总表》修订本, 新加坡的简

体字与中国大陆完全一致, 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民

间仍广泛使用繁体字 [11]。新马两地华人长期以来

与台湾保持密切的联系, 是大陆简体字影响台湾的

一个重要途径。 

 

① 此处指官方所确定的规范印刷字体。 

② 正如同一个汉字在楷体、行书、隶书中, 虽然存在字形差异, 但仍是同一个汉字, 应当采用同一编码。 

③ 字形输入法使用汉字的形码进行输入, 大陆使用的五笔输入法和笔画输入法即属于字形输入法; 字音输入法使用汉字的音码进行输

入, 大陆使用的拼音输入法即属于字音输入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