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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江夏学院 人文系%福建 福州 %M"#"N&

摘D要!&四角号码检字法'始于高梦旦$成于王云五% 该检字法与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

刊.并无瓜葛% 从改进与推行&四角号码检字法'到出版-四角号码词典.并迅速普及全国$无

疑王云五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四角号码检字法)高梦旦)王云五)张玉生

中图分类号!g#H$D文献标志码!OD文章编号!#HK!L"MGN$!"#$&"#L"#%"L"K

DD#G!H年!署名王云五著的.四角号码检字法/

单行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此后的几十年间!

对该检字法的真正发明者是谁!聚讼纷纭# 商务

老人蒋维乔%#NK%,#GMN&"庄俞%#NKH,#G%N&"

章锡琛%#NNG,#GHG&"郑贞文%#NG#,#GHG&!老

出版家"语言学家陈原%#G#N ,!""$&!汉字编码

的先驱张玉生之子张逢辰等人都先后提出不同说

法#

#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认

为是王云五发明的)第二种认为是高梦旦发明的!

由王云五加以改进)第三种认为是张玉生发明的!

被王云五剽窃# 究竟事实原委如何!本文拟通过

梳理"解读相关一次文献!比勘对证!窥本溯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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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M"

+作者简介,陈振文!#GHG#"$男$福建长乐人)福建江夏学院人文系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地方文献研究*郑振

铎研究%

蒋维乔在-高公梦旦传.中曾追忆(&!高公梦旦"又因康熙字典$检查困难$苦思力索$创为百部部首法$研究十

余年$屡易其稿$终不惬意% 会王君云五$亦抱斯志$乃悉以其稿畀之% 王因别创四角号码检字法$在属草时与公面商或

电商几无虚日% 王氏之书$今已通行全国$而公勿与也%'见-高公梦旦传.$东方杂志$#G%H$%%!#N")庄俞在-悼梦旦高

公.中也提到(&王云五氏创制四角号码检字法$公乐为赞成$且为之鼓吹% 四角号码检字法今日已行诸全国$公实与有力

焉%'见-悼梦旦高公.$东方杂志$#G%H$%%!#N")章锡琛在-漫谈商务印书馆.中更明确地说(&四角号码原系高梦旦发明$

由王云五参考陈文*何公敢等人的方案加以改进'见-漫谈商务印书馆.$文史资料选辑$!"""$#M!$%L$$辑")郑贞文曾带

有情绪地说(&到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成为一个可用的方案时$高本着4成功不居0的素志$让王以个人名义发表$王遂大肆

夸张以独创的发明人自居$当时馆内同人都在暗中窃笑%'见-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M%辑"$文史资料出版社$#GH$(#MM)陈原在-陈原出版文集.中也

曾用调侃的语气说(&4姓王的所养的儿子四角检字法$已经过继给姓高的了%0'见-陈原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

#GGM(%K!)张乐明补校的-先父张兆麟及其著作.中更是语出惊人(&在解放初期$上海-晨报.曾刊登一则新闻$称王云五

的四角号码编法$系剽窃温州张玉生的成果%'见张逢辰遗作*张乐明补校$先父张兆麟及其著作$温州文史资料$#GG$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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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梦旦的改革部首草案与,四角号

码检字法-之源系

高梦旦%#NHG,#G%H&!名凤谦!字梦旦!福建

长乐县%今长乐市&人# 曾任浙江大学堂教习"复

旦学堂监督!#G"% 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

出版工作 %"多年!是我国编辑现代教科书的开山

鼻祖之一# 高梦旦一生崇尚实务!信仰科学!任事

宜专# 他还积极提倡新历法!提出改革检字法"电

报用码及度量衡制度等#

汉字是一个形"音"义的统一体# 汉字检字法

总是与汉字的形"音%韵&"义联系在一起的# 从

.说文解字/创立部首检字以来!一直以*字义+

*字形+*六书+为原则来区别"类归汉字# 东汉许

慎的.说文解字/收录小篆 G %M%个!采用*以意相

属+的原则!按字源将汉字归纳为 M$" 部!形成了

*始一终亥+的部首序列!为我国辞书编纂在字词

检索方面!开创了一种习见常用据形分部检索的

科学体例# 但是!此法重在研究字的本义!而本义

*多为常人所不知!古文之来源不易确定+

'#(

!所

以!时移势易!其效用殆已不存!后人使用时为其

加编了按后世检字法排列的检字表#

自.说文解字/创立部首排检以来!历代的字

典在编排上对.说文解字/部首!均有不同程度的

变动!但实际影响不大# 直到明神宗万历年间

%#H#M年左右&!宣城梅膺祚的.字汇/编成!才使

我国字典的部首分部及其编排进入了一个由造字

部首向检字部首转化的新阶段!标志着严格意义

上的部首检字法的形成#

'!(

从明代梅膺祚的.字汇/开始!按汉字形体特

点将部首简化为 !#$ 个!部首之间的顺序以部首

的笔画数来排列!同时以全字的笔画数%或者它

们等效的除去部首之后的*余部+笔画数&来作同

部首字在部内的二次排序# .康熙字典/采用了

梅氏的这个排序与检字法!按地支将不同笔画的

部首分别编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戌"亥十二集里# 由于.康熙字典/在文化领域里

的权威性!使得这种检字法成为民国之前经典的

部首检字法#

.康熙字典/检字法的特点在于它把形体复

杂而极不规则的大量汉字!经过分析归纳在二百

多个部首里!不认识的字!可以通过字形求得字

音"字义# 但是!此法没能解决汉字的部首之间如

何实现直观"清晰的字形排序!主要缺点有$部首

在一个字中的位置不固定)某些字没有明显的部

属特征!难辨别属于哪一个部首)有的字可以分属

两个或更多的部!怎么把这些字归部)加上汉字在

演变中部首又发生变化)同部首的要以笔画数进

一步排序!而笔画数又不是直观的字形特征!非要

一笔一画地数到底!才能知道究竟是多少笔画!这

造成了在用部首法检字时!至少要数两次笔画数)

等等# 这一系列问题使得其只能是一种间接检字

法!不能像英文字典那样实现*一次定位+!即看

到字形之后就能依照某种特定的顺序直接检

到字#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加!中西文

字的差异日益显现!汉字识字难"检字难的矛盾更

直接阻碍了彼此的沟通与了解# 十九世纪初!西

方人为了便于汉字学习和汉学研究!开始尝试用

西方通行的字典编纂法给汉字编次序!比如!#N#"

年!维理雅本著.俄文字母切音法/

#

)#N$# 年!*)

Q)2/00'-9著.中国音韵检字法/)*Y+0'??6之.双部

首法/%;6T/:68/0@9<?'R&)俄人瓦西里业夫之.汉

俄画法字典/)T+<'.('-4之.五段排列字典/尤创

思新颖!殊费匠心#+

'%(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进入巨变时期# 新文

化运动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方位批判的同时!首

当其冲提出了对汉字的改造# 注音符号草案提出

来了!简化汉字的呼声此起彼伏# 在知识界!以蔡

元培为首的现代学人着眼于普及教育"弘扬中华

文化"促进现代学术发展为目的!极力主张改革传

统的汉字检字方法!探索新的排列汉字原则# 同

时!人民生活环境与条件也发生了改变!不但节奏

加快!知识更新!而且出现了电话簿"商品名录"人

名录等系列西式的日用品!对汉字排检也提出了

*效率+的要求# 特别是现代图书馆的出现!给传

统排检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打破*四部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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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书目如何排检5 单字的排检方法如何能完

成对词组"单句的排检任务5 逐字"逐句排检如何

寻求更简捷的检字法5 等等#

近现代最早对汉字旧式检字法进行现代改造

的要数高梦旦#

高梦旦少时常为长兄译电!尝言$*每遇难检

之字!必须辗转寻觅!如!6高-字!先检6亠-部!再

检6口-部!再检6冂-部!均不可得# 于是翻阅全

书至最后数页!始知6高-为部首!且一部仅此一

字# 此外!如$6巨-入6工-部!6目-入6已-部!

6扌-入6手-部!6者-!均入6老-部!与部首完全

无关# 当是时!即感偏旁检字之不便# 及后编辑

字书"词书!益知改革之不可以已#+

'$(

据高梦旦的老友"同乡!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多

年的郑贞文回忆$高梦旦在编撰课本的过程中!再

次感到汉字笔画结构过于繁杂!不易认!不易写!

很难普及!于是*编辑初小国文教科书时!即搜集

简笔字"手头字"破体字"俗体字!就形式顺序意

义!比较其优劣繁简异同!而定其需要之等

级#+

'M(进而与劳乃宣"王照等人研究汉字改革方

案# 往复讨论!积书盈寸# 后来!在编纂.辞源/

时!*嫌.康熙字典/的部首太多!而且因循 .说

文/!设部原则不统一!字的归部不尽合理!检查

不便!所以很早就研究汉字的检字方法#+经过悉

心研究!*提出单一以字形为设部原则+!

'H(

*初创

为6百部部首法-!后改为6号码检字法-!研究多

年# 他曾经把这个理想告诉所中同人!引起大家

的兴趣# 有几位同事各抒所见!提出一种方法!自

行试验#+经长时间苦思默想!始创改革部首法#

约在 #G## 年前后!高氏有*改革部首之草案+$

*其方法但管字形!不管字义!将字典之二百十四

部!就形式相近者并为八十部!并确定上下左右之

部居#+

'K(此即*四角号码检字法+之雏形# 后虽

经十余年研究和易稿!他仍自认不甚成熟!迟迟不

欲公开发表#

王云五进商务印书馆后!也加入这个研究队

伍# 高梦旦得知王氏对汉字号码检字法颇有兴

趣!遂将自己多年苦心钻研的心得!悉数交王氏参

考# *那时他%王云五&还坐在高梦旦的所长室

内!高给他很多指示!解决了许多问题# 尤其是高

提出的补充了第五角!非常得力#+ *后来王云五

在梦旦单一以字形为原则的基础上!以字的四角

形态编号!成为所谓6四角号码检字法-+!

'N(

*到

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成为一个可用的方案时!高本

着6成功不居-的素志!让王以个人名义发表#+

'G(

这一点!在.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出版

时!从王云五于书首的致谢中也得到证实$*高梦

旦君为本检字法附角之发明者!且对于本检字法

种种问题!为云五解决不少# 本检字法能有现在

之成绩!多赖高先生之力!谨此致谢4+

'#"(

令人感动的是!高梦旦在.四角号码检字法/

单行本出版时所作序中!只字不提让稿之事# 高

梦旦的高风亮节!在商务印书馆内一直被传为美

谈# 王云五更是把高梦旦看作是符合现代标准的

理想中人物!并且认为*胡适之先生称他为现代

圣人之一!绝对不是过分+!对高梦旦长期无私的

帮助!在.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的纪念文章

中!王云五饱含深情地缅怀高梦旦!充分肯定高梦

旦的成就与贡献!以及对他个人的知遇之恩$*自

从获交于现代圣人之一的高先生!有形无形都受

了他很大的影响# 假使近年我能够在任何方面有

些贡献!高先生至少应居过半之功# 高先生待我

不仅是最知己的朋友!简直要超过同怀的兄弟#

所以我正可模仿君珊小姐的话而说$6别人家只

不过死了一个好朋友!我却不但死了好朋友!而且

死了最可爱的长兄#-+

'##(

二(王云五的,号码检字法-与,四角号

码检字法-之演进

王云五%#NNN,#GKG&!广东香山%今中山市&

人!原名之瑞!号岫庐# 早年在上海当学徒!不久

入守真书馆学习!#G"K 年任振群学社社长# #G#!

年 #月在南京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秘书# 后曾任

.民主报/主编!国民大学教授# #G!# 年经胡适推

荐!接替高梦旦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当时!

传统检字方法最流行的是.康熙字典/以形为序!

依部首建立的排检系统# 但这一检字系统不断为

后人所诟病# 在 !"世纪初年!伴随着西方文化学

术思潮的大规模译介!外来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

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科学的读书方法"提高学

习和科研效率的有效途径也备受学者们的重视#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DDDDDDDDDDDDDDD第 %#卷



寻求简捷便易的排检法遂成为各界关注的课题#

#G!$ 年 ## 月开始!王云五热衷于检字法研究#

他先是从电码本中得到以数字代替汉字的启发!

后又从笔画的计算中得到灵感!对字的笔画进行

分类# 于是就有了 #G!M 年发表在.东方杂志/第

!!卷第 #!号上的.号码检字法/#

*号码检字法+的检字步骤和方法是$*%甲&

把笔法分做五类%一&横和提)%二&点和捺)%三&

竖和竖钩)%四&撇)%五&屈折和右钩#+ *%乙&每

类笔法的数目!各用一个数字来表示!依序排列#

欲检某字时!先计算这字所含的横笔和上提共多

少!就把其数目记在第一位!次计算点和捺共多

少!把其数目记在第二位!此外三类笔法!也照样

计算!依序计算# 如有某类笔法全缺的!就记上一

个 "数)又如有某类笔法超过 G数的!只记上一个

G数#+

'#!(以*天+字为例$第一看横和提!*天+有

两横没有提!就算号码 !)第二看点和捺!*天+没

有点有一捺就算号码 #)第三看竖和竖钩!*天+没

有竖和竖钩!所以用号码 " 表示)第四看撇!*天+

有一撇就算号码 #)第五看屈折和右钩!*天+没有

屈折和右钩!所以用号码 " 表示# 这样!*天+字

的号码检字法的代码就是 !#"#"!以此类推各字

的代码#

*号码检字法+的发明!在各界引起广泛关

注!得到不少学者认可!但该检字法自身的局限也

招致热议$第一!检字时须将笔画分为五类!计算

手续较繁!时间上不堪经济)第二!方法太新!和习

惯相去甚远)第三!采用间接的方法!不如部首之

直接)第四!不能将同形体的字排在一起)第五!此

法仅适用于字典!对于图书馆卡片及辞典索引等!

不大适用# 针对这些!王云五又作思考!也自认为

计算全字笔画费时太多!遂整合高梦旦提供的研

究了十几年的材料!对号码检字法进行创新和完

善!后来又有了 #G!H 年发表在.东方杂志/第 !%

卷第 %号上的.四角号码检字法/#

*四角号码检字法+的检字步骤和方法是$

*每字分四角!其次序为%#&左上角)%!&右上角)

%%&左下角)%$&右下角#+

'#%(再把部首分为九种!

分别用数字表示为$#,横或提)!,直)%,交叉的

直)$,撇)M,交叉的撇)H,点或捺)K,交叉的点

或捺)N,左钩)G,右钩# 以*洪+字为例$左上角

是点用 H表示!右上角是交叉的直用 % 表示!左下

角是提用 # 表示!右下角是点用 H 表示# 这样!

*洪+字的代码就是 H%#H# 有些特殊的字!需要用

四角号码检字法中的附角!此处不赘述#

*四角号码检字法+之新有两点$第一!摒弃

之前*号码检字法+计算全字代之以计算四个角!

此举解决了上述计算手续较繁!时间不堪经济的

问题)第二!采用连笔破开!细分笔画!由原来五类

增至九类!解决了笔画含糊!归属不清的问题# 关

于*四角+之名!据王云五自述!是将字头字脚推

衍为四个角# 但就高梦旦*改革部首之草案+来

看!其方法但管字形!不管字义!将旧字典之二百

十四部!就形式相近者并为八十部!并确定上下左

右之部居!更像 *四角+的来源# 至于 *连笔破

开+! 据王云五在.号码检字法/中称是其朋友和

同事提出的!但王云五嫌画数增加!计算的时间更

长!又说汉字笔画对于有钩无钩一种!极不规则!

因此他当初并未采用#

*号码检字法+与*四角号码检字法+都是采

用以数%号码&代笔的方法来排序与分类!破陈标

新!提高了检字效率# 在当时!*四角号码检字

法+在诸多学校"出版社等公共部门广泛应用!甚

至国外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中

文检索也多用此法!也为后来的字典检索"辞书检

索"图书馆索书卡"户政部门的口卡等需要用及检

索的学者"单位或部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四

角号码检字法+影响中国文化长达半个多世纪!

对科学研究"学术专研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 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刊-与王云

五的检字法之辨析

张玉生%#NN%,#G%N&!幼名宝书!字兆麟!号

惜阴馆主人# 祖居永嘉%今温州市&# 宣统元年

%#G"G&己酉科拔贡!钦派直隶州州判!不赴!而投

身教育维新事业# 张氏有深厚的文字学功底和新

式的数学头脑!这为他后来走上编码检字法的研

究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玉生在*五四+前后积极改革汉字检字法!

从笔形结构着手!提出了*四角编码+与*五笔四

码+两种方法# 他将.康熙字典/的 !#$ 部首检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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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成 GH个部首!编成易于记诵的四字句!并以

此为序编了一本.国音电码合刊/!约九千多字!

逐字注音!作为倡议改革部首的样板方案# 张玉

生的后人和潘猛补通过比对王云五的*四角号码

检字法+与张玉生*四角编码+方案!认为王云五

只是将张氏笔形编码设置方案改动两处$*6亠-

是六字头!应为%亠&6H-码!被王云五升格为6变

零头-)蛮好的6口-形该为6"-码!被王云五扯作

6方块六-#+*四角号码的设计原型基本上应是张

玉生的6四角编码-草案+!*如果没有张玉生的

6四角编码-草案!也就不可能有王云五的6四角

号码检字法-的发明#+

'#$(言下之意!*王云五的

四角号码编法!系剽窃温州张玉生的成果#+潘猛

补甚至认为!王云五在.号码检字法/一文中曾提

到*我对于这新检字方法的研究!00出发点就

是一本电码书+

'#M(

!其中所指的*电码书+就是张

玉生编的.国音电码合刊/#

'#H(

到底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刊/与*四角号码

检字法+之间关系如何!有需要对清末民初的*电

码本+" 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刊/与*四角号码

检字法+等相关文献作一个全面梳理#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电报通信技术由西方传

入中国#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人威基竭%@)O)

B64,'-&为解决利用电报机器传递中国汉字的问

题!参照 .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挑选了

H N""多个常用汉字!编印成.电报新书/# 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末!清政府津沪电局总办盛宣怀与助

手郑观应将.电报新书/改编为.中国电报新编/!

并设计了电码代字法!由 " 至 G 数字编成四码一

组!代表一个汉字# 这就是汉字*电码本+编制和

使用的开始# 当时的电码系采用中国数目字!即

阿拉伯数字排印!如!中 % ""!!&"国 % "G$N&"电

%K#G%&"报%#"%!&"新%!$M"&"编%$NN!&# 随着

电报业的兴起!电码表的编制"电报收发的规则和

挂号办法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明密码电报书/应运而生!#G"N 年 G 月由商务印

书馆编译所初版#

'#K(之后!又有多轮修订!到 #G%G

年 M月国难后已修订至第 #GG$ 版# 这里以 #G%H

版.明密码电报书/

'#N(为例!简述电报收发方法!

去电翻译*中+字时$%#&先将*中+字在.明密码

电报书/内检寻!得*中+字在第 !N 页!由.译去电

用表/得 !N页上面所对应的密码是*""+!此密码

代表千"百位数# %!&查得*中+字在直行第八格!

所对应的密码是*!+!此密码代表十位数# 横行

在第二格!对应的密码是*!+!此数目代表个位

数# %%&按千"百"十"个的顺序把前面步骤所得

的密码组合!即*""!!+#

#G!# 年!国语统一会会员谭耀宗发明了.国

音电报/!试用有效# .国音电报/的使用方法是!

将国音字母"音标等用符号*1+或*5+按不同的

排列组合而成!共可组成 #H 个韵母符号!!$ 个声

母符号!#M 个记号符号!M 个音标符号#

'#G(如!国

音音标可表示为$阴平%

]

&"阳平%1&"上%11&"

去%111&"入%1111&# 标点符号可以表示为$

句号%111111&"分号%

]

1

]

1

]

1&"问号%11

]]

11&!等等# 使用时先把要拍发的电报内容用

国音字母标注!再根据所标注的国音字母转换成

相应的*1+和*

]

+组成的传送符号!然后进行

拍发#

.国音电报/系中国以注音字母收发电报之

始# 蒋
!

五在.国音电报成功记/

'!"(中提到!收发

一国音电报!所需之时间仅为收发同字数之*国

文电报+的三分之二!这也正是其后来能逐步推

广的原因#

#

.国音电报/和*国文电报+的区别在

于前者是传递*1+和*

]

+组合的符号!而后者是

传递数字号码#

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刊/未见存世# 从张

氏后人所述!.国音电码合刊/是*以.中华国民字

典/分部方法编排+!即*并.康熙字典/的部首为

NN部!不能归拼的统为闰部+!

'!#(共 NG 部!选字

G H""个并逐字注音# 其检字有规则可寻# 但从

王云五表述的拍发电报的人由文字翻译电码的程

序是$*第一!须决定该字属于何部)第二!须从画

数中找出该部首)第三!须从部首中所注该部的页

数检得该部)第四!须从同部许多字中!按照笔画

的多少!检查所欲检的字+来看!*电报号码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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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断的规定)为什么这个字要用这号码!那个字要

用那号码!绝对没有一定的标准#+

'!!(据.明密码

电报书/中.电码密钥表/知$%#&译去电与译来电

各有一张电码密钥表格# %!&由.译去电用表/知

页数是固定的!页数上面对应的密码是随机生成

的!这就是王云五所称*没有一定的标准+的表现

之一# %%&由.译来电用表/知页数是随机的!密

码是固定的!这与.译去电用表/正相反# %$&该

表格中的直栏和横栏所对应的格数是固定的!由

第 #格至第 #"格!但是每格所对应的密码是随机

的# 这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的表现之二# 总之!

电报号码不存在客观标准!无规则可循# 张氏后

人所述的.国音电码合刊/应属.国音电报/!而王

云五所指的*电码书+既非.国音电码合刊/!也非

.国音电报/!而是指*国文电报+!亦即.中国电报

新编/#

这里要提到的是!在王云五出版.四角号码

检字法/后!张玉生认为从整体结构上取码!比截

取四角编码更胜一筹!所以他仍然继续*五笔四

码+方案的改进研究# 所谓*五笔四码+!简单地

说就是以*十+字笔顺横直画数编作两位数的*部

码+!以*杏+字笔顺起末编作两位数的*组码+#

部"组共为四码!定名为 *十杏检字法+# 它以

*杏+字的笔顺*一"丨"丿""口+五笔形编码!故又

名*五笔四码+# *十杏检字法+检字方法如下$

%#&先计某字横画之数作为十位数!再计其直画

之数作为个位数!并之得两位数码为几!即将某字

归于第几部# %!&横直画数在 #" 画以上时!减去

#"画以余数为画数!如*瞿+字 #! 横 H 直!作 ! 横

H 直!归于 !H 部# % %&字之起笔计有 *一"丨"

丿""+四类!分别以 #"!"%"$ 四个号码表示!末笔

有*一"丨"丿"及其他+!分别以 #"!"%"$"M 五个

号码表示# 如欲检*晶+字!G 横 H 直归于第 GH

部!起笔为*丨+以 ! 表示!末笔为*一+以 # 表示!

归于第 !# 组!部组合并为 GH!## *十杏检字法+

是取字的横"直"起末笔!各用号码代之# 而*四

角号码检字法+则取字的*四角方位上的笔画+!

各用规定的号码代之# 二者取法不同!是两种不

同的检字方法# 但其相同之处是都以号码代

汉字#

张玉生一生从事检字法研究和文字信息编码

工作!是系列语言工程的开拓者!值得后人所

敬仰#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四角号码检字法+的设计理念在

高梦旦的*改革部首之草案+中已基本成型!而且

就是在王云五定名此检字法为*四角号码检字

法+之际!高氏又提出了*附角+,,,补充第五角!

为完善该法*非常得力+# 可以说!四角号码检字

法!始于高梦旦!成于王云五# 从改进与推行*四

角号码检字法+到出版.四角号码词典/并迅速普

及全国!无疑王云五作出了重要贡献# 该检字法

与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刊/并无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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