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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字表是了解台灣文字整理工作近況的重要材料。

中國文字在發展的過程中，數量越來越多，異體字不斷增加，學習越來越困難，解

決這些困難的辦法，就是進行文字的現範化工作，訂定標準字體，本書就是屬於這方面

的著作。

全書是一個總報告，全名為《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昕

研訂常用國字及標準字體總報告)) ，第一部分是《常用國字及標準字體研訂報告>> ，對

研究的蜂起、意義、目標、重點、研訂經過以及研討結果，有詳盡的報告;第二部分是

正文，吽做《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稿>> ，選定4808字作為常用字的“正體弋並把每一個字

的“標準字體"作了示範。表後並有“部首索ëll"及“難字筆畫索51"。不過，書名吽做《常

用國字標準字體表〈訂正本) ))，而書內部把這個表吽做《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稿>> , 

多了一個“稿"字，到底這個字表是“稿"本，還是已經訂正了的“訂正本弋這是不容易看

得出的。

這個字表是由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委託師大國文研究昕負責研訂的。主任委員為林尹

〈前昕長) ，後由繼任昕長周何與李鑒先後代行主任委員職務。自 1973 年二月開始工

作，教育部社教司於75年曾將“字表初稿"分發各界，廣籲意見，最後加以修訂，前後歷

時四年方始完成。

這個研究工作的主要內容，一是文字的“定量九即是經過鎮密的調查研究，定出國

民常用字的數量4808字，二是文字的“定體"，即是要解決一字多體的問題，要做到“一

個字只有一體"， 這個標準字體吽做“正體"。當然“定量"和“定體"兩個工作是五相配合

的，“定體"才能“定量九這項工作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正如“前言"昕說:“其目標在

保存中國文字的優良傳統，因應實用的要求，以促進學術文化的發展。"

標準字體訂定是根攝下列五個基本原則:

1.字有多體，正體繁而不行，俗體簡而通行，則從俗而不從正。

2.字有正俗兩體: (1)俗字通行而畫省者，則從俗。 (2)俗字通行而畫不省者，亦從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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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字有兩體，無正俗之分: (1)從省不從繁。'(2)從通行而畫省者。

4.字有古、福、裝多體，以通行者(即楷體〉為準，古、諧、室主均通行，則從字畫之

簡省者。

5. 字有兩體，其義古通而今異者，從分不從合，并收而加說明之。

根接五項基本原則，一方面使每個字的筆畫合乎現範，如:“古"不作“舌"，“刊"不

作“刑，'，“闊"不作“潤"，“匯"不作“涯";叉月亮之且作“月，'，肉部之肉作“月"，“艸"作

“什"。

該表一方面就異體字加以選擇，如錄“慷"不錄“↑元，'，錄“鞋"不錄“草案"，錄“舉"不錄

“舉"，錄“岡"不錄“崗弋餵“誨"不錄“為，'，錄“炮"不錄“砲"、“撮"，錄“升"不錄“昇"、

“陸"，錄“爾"不錯“缸"。又如:“帥"與“腳"中，“腳"為正體，“祕"與“秘"中，“秘"為正

體。

經過上述的整理之後，常用字就有了一定的數量和字體，就可以“供各界採用，尤

其作為製作標準字模之準式"。根接這標準字體而製成的標準字摸，就是“折衷印刷體與

書寫體而訂定成一種體式弋這種統一的體式，有利於中文的“科學化"和“簡便化"。

由此看來，這個字表的作用將是相當大的。在具體的研訂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另

一情況:

1.昕定的正體中，有的取其簡便者， 如:“者"字，錄“者"不錄“者"， 凡從“者"的

字，都取消了這多餘的這一點。如“位"字，以“位"為正體，“章"為具體，省掉許多畫。

如“棕"為正體，刪除“中裂"，也省去許多筆畫。

2. 昕定的正體中，有的取其繁護者，如“黃"字，錄“黃"不錄“黃弋多一損，從繁不

從簡。叉如:錄“擔"不錄“扭"九，錄“灑"不錄“洒"九，錄“貓"不錄“描"九，錄“鐵"不錄“欽"

錄“雙"不錄“灰"九，錄“爾"不錯“骯~'九叉如:“禮"為正體，“ffrL" 為具體，“疊"為正體，

“壘"為具體。叉如:肉部之肉作“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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