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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字音：即語音。　　　　　　六書中之「形聲」，適用於八成以上之漢字，可供語音辨識及合成用。

　　　　　　於語音辨識中，本系統採用「波形追蹤法」，可望做到不受環境干擾，能過濾噪音。尤其

　　　　是此法於單音辨識之正確率極高，幾達百分之百；個人特徵亦可由波沿特徵，辨率八成；情緒

　　　　緒亦同。程式空間約佔６４ＫＢ，資料約佔２０ＫＢ；辨識速度則受採音限制，若以技術論，

　　　　以３Ｇｚ　ＣＰＵ每秒鐘可每秒可辨音一億個以上。

　　　　　　字音乃溝通基因，有母音及子音，母音由頻率決定性別、年齡，波形決定聲音感受；子音

　　　　則由發聲部位因爆發、摩擦、送風、擠壓等產生之音形，及高低起伏長短頓挫之音相決定之。

　　　　其基因結構如下表：

　　　　　　　　　　　　　　　　語音基因－音波

　　　　　　　　　　　　　　　　　ＤＮＡ語音

　　　　　　　　　　　┌───────┴───────┐

　　　　　　　　核糖核酸RNA1　　　　　　　　　　核糖核酸RNA2

　　　　　　　　　　母音　　　　　　　　　　　　　　子音

　　　　　　　　┌──┴──┐　　　　　　　　　┌──┴──┐

　　　　　　　體Ａ　　　　用Ｔ　　　　　　　　因Ｃ　　　　果Ｇ

　　　　　　 音　頻　　　音　波　　　　　　　音　形　　　音　相　

　　　　　　「字音」可供語音辨識及語音合成之用，任何一種漢字輸入法均須經過學習，推廣不易。

　　　　若用語音辨識輸入，效果最佳。同時，當理解系統完成後，再配以自然語言，語音的辨識與合

　　　　成更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了。

　　　　　　語音辨識早年皆採數學模式，即以行列式之統計分辨之。近來多採音訊壓縮比對式，效果

　　　　較佳。本法直接取聲音之基本因素，於結構取音波之振盪為母音，取聲音形相子音。

　　　　　　漢語母音有「阿Ａ伊Ｅ哎Ｉ歐Ｏ悠Ｕ」五種，子音則有齒、唇、喉、舌、風聲等。各音皆

　　　　可化為點陣視訊，再分析其波形即可（詳情見拙著《模擬真實》）。

　　六、字義：

　　　　　　漢字傳衍千年，約有八萬餘留存，其中，經考究過的錯別字幾佔兩成，不再使用之閑字約

　　　　五成，餘字約近三萬。於此三萬字中，絕大多數為形聲字，形聲字緣自部首與字身之結合，部

　　　　首定義、字身發音。凡歷代人仕、山川河流、地理方位、動物植物等皆須有名，其數無窮無盡、

　　　　且累出常變，將形聲字視若符號，實用正宜。

　　　　　　象形字時代久遠，難以稽考，所幸常有甲骨出土，學者已整理出三千定義明確之字，與當

　　　　今概念若合符節。此外，尚有五千非符號之形聲字，其部首、字身皆係象形，見象知源、溯源

　　　　得義。作者歷數年時間，翻閱古藉，整理為字義基因。

　　　　　　漢字基因各大功能中最重要的是「字義」基因，由於漢字的「象徵」特性，概念在大眾約

　　　　定俗成的運作下，對一應客觀現象、事物以及主觀感受、認識等，都形成了合適的「字義基因」

　　　　作為理解的介面。

　　　　　　於靜態，大自然中客觀之事體，相當於單核之一，其下有抽象之鹼基Ａ，具象之鹼基Ｔ。

　　　　而於動態，人類主觀認識之鹼基Ｃ，與行為之鹼基Ｇ是為用。從理論上說，但凡某一機體，能

　　　　於大自然中將各種事物正確無誤地應用於其主觀動作、行為，即稱理解。

　　　　　　　　　　　　　　　　　理解基因－文字概念

　　　　　　　　　　　　　　　　　　　ＤＮＡ理解

　　　　　　　　　　　　　┌───────┴───────┐

　　　　　　　　 　　核糖核酸RNA1　　　　　　　　　　核糖核酸RNA2

　　　　　　　　　　靜態，客觀（體）　　　 　　　　動態，主觀（用）

　　　　　　　　　　┌──┴──┐　　　　　　　　　┌──┴──┐

　　　　　　　　　抽象Ａ　　　具象Ｔ　　　　　　　認識Ｃ　　　行為Ｇ

　　　　　　　　┌─┴─┐　┌─┴─┐　　　　　┌─┴─┐　┌─┴─┐



　　　　　　同時，漢字來自象形，故而概念中亦具有圖形基因，抽象之鹼基，可先建立象徵資料庫，

　　　　具象客觀體則直接建立圖形庫；至於認識與行為鹼基，則直接接以概念基因、再經理解系統轉

　　　　化為動態圖形即可。

　　　　　　當然，科學重視實證，上述基因必須經過驗證，始能奠定其價值。為此，文化傳信公司特

　　　　別設計了「全自動圖文系統」，以輸入漢字（或由記憶調出）的方式，即時在電腦、手機的屏

　　　　幕上，直接顯示與輸入一致的動畫圖形。

　　　　　　表面看來，此事不可思議，其實，在字義基因與圖形基因同步下，文字、劇本原本就是客

　　　　觀圖形的表徵。關鍵在於字義及圖形的基因，人有意識，意識能理解概念，概念能代表圖形，

　　　　電腦系統能及時、正確地將各種基因聯繫為一，就是圖文一體的全自動系統。

　　七、字辨：

　　　　　　以掃瞄點陣資料輸入，利用「線性追蹤法」，比對前述七十三類字形基因特徵，轉換之字

　　　　碼即為文字辨識。由於字形與字辨基因相同，完全

　　　　　　符合人類認字（辨識）及寫字（組字）的根本原理。

　　　　　　　　　　　　　　　　字辨基因－字形

　　　　　　　　　　　　　　　　　ＤＮＡ辨識

　　　　　　　　　　　┌───────┴───────┐

　　　　　　　　 核糖核酸RNA1　　　　　　　　　　核糖核酸RNA2

　　　　　　　　　 　字首　　　　　　　　　　　　　　字身

　　　　　　　　┌──┴──┐　　　　　　　　　┌──┴──┐

　　　　　　　 體Ａ　　　　用Ｔ　　　　　　　　因Ｃ　　　　果Ｇ

　　　　　「字辨」有多種功能，除了文字辨識外，也有影像辨識的基因在內。只是限於中文平台的機

　　　　能，「字辨」尚須配合其他硬體設施。

　　八、字用：概念應用

　　　　有《漢字基因工程、漢字基因字典》《字易、詞易、文易》供各界使用。

　　　　　　　　　　　　　　　　字用基因－原理

　　　　　　　　　　　　　　　　　ＤＮＡ應用

　　　　　　　　　　　┌───────┴───────┐

　　　　　　　　 核糖核酸RNA1　　　　　　　　　　核糖核酸RNA2

　　　　　　　　　 　理論　　　　　　　　　　　　　　應用

　　　　　　　　┌──┴──┐　　　　　　　　　┌──┴──┐

　　　　　　　體Ａ　　　　用Ｔ　　　　　　　　因Ｃ　　　　果Ｇ

　　　　漢字基因工程　　漢字基因字典　　　　　字易　　詞易、文易

　　由於紙本污染環璄，以上五書僅在網上公佈，歡迎取用（網址：CNFLABS.COM 及開放文學.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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