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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昌县路政员王治阳终于拿到了发明名
称为“首笔音素字母注音输入法”的发明专利证书。
这项发明是在他 10 年前的原始性发明——汉字码
输入法基础上的再创新改进，为汉字输入注入了高
效的“推进燃料”。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治阳感慨万千：“我
是研究输入法的，却意外发明了新的字母，这个字母
与其他字母不同，是含有一个或多个字母的字母。”

汉字码输入法发明数量第一人
王治阳是新昌县东茗乡后岱山村人，1993年，他

以全乡第一名的中考成绩考入绍兴中专。学习五笔
打字是学校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他发现，
虽然五笔字型重码低，输入比拼音快得多，但有个很
大的缺点，那就是记忆难，单单字根就有 100 多个，
还有复杂的拆分规则和编码规则，连他这样的学霸，
也有很多字拆分错或者打不出来。

“如果能发明一种新的汉字输入法，几分钟学
会，打字也有五笔字型那样快就好了，这样就能与英
文竞争，能造福百姓了。”起心动念间，一颗发明创造
的种子在青年王治阳的心田里种下。

“行是知之始”。为了发明输入法，读中专时他
经常去鲁迅图书馆借书，自学了多种输入法，还研究
世界各国字母和汉字演化，以求灵感。毕业后他一
直工作在最基层的一线，做过企业操作工、技术员、
销售，当过社区干部。后来他考进公路局，干过公路
养护工、窗口工作人员、护桥人员、路政队员。特别
是做操作工和养护工时，盛夏汗水如注，严冬寒风刺
骨，经常累得浑身酸软、困乏不堪，做护桥人员时烟
尘滚滚、环境恶劣。可工作生活再苦再难，他仍不忘
初心、砥砺前进。

在此期间，他通过勤奋学习取得了行政管理大
专文凭和计算机本科自考文凭，还自学了文秘、法
律、交通、历史等专业知识。他深知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前人的研究对发明很有价值。一有空闲，他就去
图书馆和网上查阅资料，有一次甚至远赴北京去国
家知识产权局检索发明。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
都花在了这项研究上，渐渐地掌握了汉字部件的组
字频度和实用频度及相容性、键位的动态负荷、击键
当量、动态码长、指法的协调性、动态键选率等汉字
编码知识。

20 多年间，王治阳发明了几十种汉字编码输入
法。据中国知识产权网发布的《国内输入法领域专
利态势分析》一文显示，截至2016年，在输入法领域
国内专利申请的发明人专利数量统计排名中，王治
阳排第二，只比第一名的 55 件少 2 件。由于第一名
多是发明与输入法相关的硬件，所以就单纯的汉字
编码输入法而言，王治阳毫无疑问是国内发明数量
最多的人。他也因此成为包括屠呦呦、袁隆平、发明

五笔字型的王永民等人在内的中国发明协会两千多
名会员之一。

汉字码输入法速度快且易学
成功的道路上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

王治阳的研究发明之路就是一个不断试错、改进、推
倒重来的过程。

2000年，他发明了一种十几分钟就能学会，重码
率又跟五笔字型一样低的三五音码输入法。当时他
没钱买电脑，只好把汉字编码写在纸上，手工统计重
码率，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进行编码，有时甚至通宵
达旦地研究。此后他又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成功
研发输入法软件，并推向市场，可不少用户却反映三
五音码将笔画三三组合，表面上易学，但实际上不易
用。

用户是检验成果的重要标尺，为此王治阳不得
不推倒一切，重头再来。他说，做研究就要甘于寂
寞、皓首穷经，不怕失败、埋头苦干，发扬钉子精神。
这时手机开始逐步普及，手机输入法的重要性也与
日俱增。王治阳紧跟时代脉搏，发明了多项基于十
个数字键的手机输入法。

在研究数字键盘输入法的同时，王治阳仍不忘
字母键盘输入法研究。2008 年的一天，他发现了汉
字的一个规律：同音字去掉偏旁后，剩下部分按书写
顺序为第一笔且为同一种基本笔画的情况很少。他
如获至宝，很快在结合拼音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地对
形部编码的取码规则进行创新，发明了汉字码输入
法。

该发明由拼音码和形部编码组成，只用二十来
个汉字部件和五种基本笔画（五笔输入法则有 100
多个字根）加拼音，就使得重码率与五笔相差无几，
省去了汉字同音字多、选字麻烦的问题，还可以与拼
音输入法兼容。实践证明，打字速度和五笔输入法
一样快。

此外，据他介绍，单独使用形部编码也可较为
快速准确地输入汉字。形部编码的取码规则是：左
右结构的汉字，按书写顺序取左边部分、右边部分
的第一个部件（字根或笔画）的代码编码。比如

“汉”这个左右结构的字，先输入左边结构的第一笔
“氵”，再输入右边结构的第一笔“フ”即可；非左右
结构的汉字，按书写顺序取第一个和最末一个的部
件编码。例如“藏”这个字，只需输入“艹”和“点”就
可以了。但他强调，仅用形部编码打字平均会有 10
个左右的重码，和拼音结合后重码率才会大为降
低。

国家知识产权局对该发明进行实质审查时无对
比文件，因而为原始性发明。此后，王治阳又花了10
年时间改进，力求汉字笔画部件在键盘上的布局更
易记、更顺手。

发明音素字母让输入更高效
对于王治阳来说，研究汉字输入法是没有止境

的。他总是时刻准备着，利用一切机会找寻更好的
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机遇不期而至。

2012年，王治阳随团去台湾旅游，当其他同事纷
纷去士林夜市品尝美味佳肴时，他却溜到电脑店，虚
心请教怎样输入繁体汉字。他发现台湾人普遍使用
注音输入法，并且 37 个注音符号就标在键盘上，只
要输入两三个注音符号就可以输入一个汉字的读
音，码长较拼音短，打字速度也比拼音略快。

回来后，王治阳又研究起注音字母，在琢磨了几
个月后，他觉得为了便于与国际接轨，注音字母的声
母可以采用汉语拼音的声母，可韵母就不一样了，无
法照搬。汉语拼音的韵母，如 ang 等多达 3 个字母，
需击键3次。

在一次苦苦思索中，王治阳突发灵感，他用五种
基本笔画撇、点（捺）、横、竖、折来一一对应表示英文
A、O、E、I、U五个元音字母，基本笔画就是元音字母，
元音字母就是基本笔画。他巧妙地选取英文字母的
首笔，因为 A 的首笔形似汉字的撇，E 的首笔形似汉
字的横，I 形似汉字的竖，U 的首笔形似汉字笔画折

“L”，O形似汉字笔画的点“丶”，汉语韵母中的n则取
第二笔“┐”表示，汉语拼音韵母中的ng则再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笔画“フ”表示。这样汉语拼音中各种韵
母除er外，都能用“一、丨、丿、丶、L、┐、フ”改写成一
个字母，比如拼音韵母ai由a和 i组成，分别对应“丿”
和“丨”，连在一起，ai就对应“亻”。而这个字母里又
含有几个字母，因此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含有字母的
字母。

王治阳称这种字母为音素字母，采用音素字母，
声母和韵母左右组合，能结合一个方块的拼音，上下
组合，成为汉字的声旁。便于显示在手机等小屏幕
上，也便于与国际接轨，对汉语这样韵母较为发达的
语言来说尤其合适。

简而言之，有音素字母“加持”的汉字码输入
法，输入速度更快、更准确、更易学。王治阳举例
说，“藏”这个字，先输入 c,再输可以表示 ang 这个
韵母的音素字母，最后再敲入形部编码，就打出来
了。

二十六载，非科班出身的王治阳为心中的志向
坚持不懈，克服重重障碍，自学成才。王治阳说，精
忠报国是他的人生观，他发明的目的是为了祖国的
强盛、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方便。他就像长年累月
在海边捡贝壳的人，只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幸捡
到了几颗美丽的贝壳罢了。而且也离不开前人创
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看得更远，至今他仍在孜孜
不倦地逐梦前行。

本报记者 阴文亮

王治阳 路政员发明汉字码输入法
上世纪 90 年代，俞永年从

师范院校毕业后踏上了湖州市
吴兴区道场乡这片乡村教育的
热土，一待就是20年，在这里他
一直守着乡村的学生，舍不得
离开。刚踏上 3 尺讲台的最初
5年，可以说俞永年是凭借着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与学生们
一起苦教苦学，抓学生的课间
休息和课后作业，他只有一个
心思：就是把学生的成绩抓
好。那时候他还不太懂得学生
的心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因
此偶尔还会和学生发生冲突，
虽然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有时
也会事与愿违。在不断的碰壁
和学习中，俞永年在不断地思
索，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如何
提高课堂的吸引力？如何与学
生进行有效的沟通？慢慢地，
俞永年总结出四个字——用脑
教书。用脑教书就是教得生动
有趣、教得符合教育规律。在
组织形式上，俞永年探索了小
组合作法，还传授学生通过错
题归因法学习。最近几年，俞
永年通过教育实践，体会到教
育应该走进孩子的心灵，也就
是“用心教书”。

2008、2012 年连续的两届
农村初中毕业班教学，俞永年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中904班
升入重点高中人数为5人，处于
区农村初中前列。本以为教学
功底扎实，2014年他满怀壮志，
作为骨干教师进入湖州吴兴实
验学校交流。由于城乡差别明
显，俞永年深感学有不足。如
何突破瓶颈期？唯有苦干与坚
持。通过一两年的总结和学
习，他的知识和能力层次又上
了一个台阶。《郑青岳教育科学
演讲录》《初中科学典型课例优
化设计》《教育装备研究》《物理
教师》等成了他的枕边书和方
法论。

2014年学校要组建航模培
训队，俞永年作为培训教师，半
年时间每个周末都在学校陪着
孩子们训练，不图酬劳，也从不
抱怨。2015年学校领导布置俞
永年编写校本教材，俞永年一
个暑假认真钻研，按时完成了
一册书的编写工作。为和家
长、学生进行有效沟通，他自己开通微信公众
号，利用休息时间撰写 200 多篇图文，2 万多人
次的阅读量，有效地辅助了学生的学习。

俞永年自从工作以来一直不忘刻苦学习，
努力钻研。新一轮课程改革后，教育的思想和
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为中心、启发式教
学、体验式教学、三维目标的建构等新的思想和
理念冲击着教师原有的教育理念。因此，在完
成教师继续培训的同时，他又学习阅读了大量
的教育教学类文献资料，订阅了大量教育类报
刊，并且把书本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的教学工
作中去，在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他
也不忘总结教育教学中的经验，将其升华为理
论知识，完成了10多篇论文的撰写。

教师的学习是没有止境的，在给学生进行
航模培训时，经常要遇到遥控、传感器材修复，
为此俞永年不得不学习无线射频技术；在为学
校编制校本教材时，经常用到图像处理、数据排
版等，为此不得不学习图像处理、文字排版软
件；为了给学生编写实验图文、制作视频，又不
得不学习视频处理软件。他说：“我要感谢教师
这份职业，它使我在学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
走越专。”

2016 年 9 月，俞永年成为湖州市科学课程
改革小组成员，与来自全市 10 多位教师共同进
行科学教研，调研课程改革。一年内他走访了
省内 10 多个地方，了解了周边兄弟地市的课程
改革情况，学到了许多宝贵经验，对科学课程的
建设实施评价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2017、2018、2019 年，俞永年连续 3 年受到
浙江师范大学的邀请，为大学生们做科学实验
指导，他连续三年放弃职工疗休养的时间，钻研
教学与技术。2017 年的暑假，俞永年受浙江职
业技术学院邀请作为教师的教师进行授课，获
得了教师们的一致好评。2018年的暑假他再次
受邀，为教师们进行了讲座。从2015年到2017
年，他连续编撰了 4 本拓展性教材。2018 年 9
月，俞永年辅导湖州市志和中学学生严天秀的

“路灯故障简易解决方案”荣获“第 2 届湖州市
南太湖创客大赛一等奖”，10月辅导湖州中学学
生汪传佳的“基于网络的路灯故障系统解决方
案”获“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
一份责任。”俞永年说。

2018年11月，为了参加第33届浙江省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完成一个“外气囊式车辆防护
系统”里的程序难题，俞永年到处找资料，反复
调试。车辆测速难题始终难于攻克，恰逢“2018
年浙江省中小学优秀自制教具终评活动”在湖
州动展开，各地行家聚集，俞永年借此机会认识
业内人士，深夜拜访交流，很受启发，终于攻克
了难题，这一项目也获得了“湖州市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辅导员作品二等奖”。俞永年就是这
样一位爱钻研的教师。为了完成辅导学生的科
创作品“一种基于网络的路灯系统”，学生的知
识层次还不够高，俞永年便利用周末时间指导
和传授电子知识与信息技术，和学生一起探讨
制作的方法，联系家长主动上门辅导，感动了学
生家长，学生家长拉着俞永年的手深情地说:

“以前我认为做老师工作轻松，只要在课堂内上
好课就好了，见了俞老师才知道老师工作一点
也不轻松，老师的专业水平是无可替代的，能遇
到像俞老师这样的老师是家长的荣幸、学生的
福气。”

赵新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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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7岁进入上虞瓷厂当学徒开始，陈鹏飞就和
陶瓷结下了不解之缘，历经 40 年的岁月，用他自己
的话说，就是这一辈子也离不开陶瓷这一行了。40
年岁月的历练，他以一颗匠心让千年越窑再现青翠
迷人的“千峰翠色”，得到了专家和同行的好评。

浙江是青瓷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承地，早在千年
之前，上虞和慈溪一带的先民便创烧了越窑青瓷。
到了唐代，越窑青瓷的烧制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时
期，而越窑的顶峰之作“秘色瓷”也应运而生。唐代
诗人陆龟蒙赋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
来”，用“千峰翠色”来赞美越窑的完美釉色，其也成
为了越窑青瓷的“代表色”。

初识越窑 心向往之
陈鹏飞从进入上虞瓷厂的那一年起，就与越窑

青瓷开始“亲密接触”。1980 年，浙江省轻工业厅给
上虞瓷厂下达了“仿六朝越窑青瓷研究”项目，刚刚
进厂的陈鹏飞也成为项目组的一员，与项目组的专
家和同事们一起开始研究越窑青瓷，他们从古代的
越窑青瓷瓷片着手，探讨器型的恢复、胎釉的配方、
烧制的技艺，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上虞瓷厂成功仿
制出六朝时期的越窑青瓷器，并通过了省级技术鉴
定。陈鹏飞通过这一时期的工作，初识越窑，也喜欢
上了这一有着“青翠迷人”“千峰翠色”的“瓷器精
灵”。

由于市场变化等原因，曾为浙江四大瓷厂之一
的上虞瓷厂停产了，而越窑青瓷的仿制工作也在未
能深入展开的情况下停下了脚步。陈鹏飞从心里感
到了深深的遗憾，但他热爱越窑青瓷的热情并未减
退。2000年，他创建了上虞三雄陶瓷有限公司，开始
了越窑青瓷的再次研究和探索。这期间，他前前后
后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继续越窑青瓷的恢复
和仿制，投入的费用一天天在增加，但收益却是微乎
其微。陈鹏飞对于那段时期的经历十分感慨，那时
候，绍兴日报专门写了一篇报道，题目就是《为国宝
重放光芒 他将做酒瓶挣的钱“扔进”了青瓷》。陈鹏
飞这一次再起步，前行的步伐至今走过了20年的岁
月，而他 40 年的匠心付出，也让他成为越窑青瓷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匠心匠意 重现翠色
众所周知，“秘色瓷”代表了越窑青瓷的“最高成

就”，是用特殊的釉料配方和烧成工艺烧制的青瓷精
品，过去很长时间，人们只是闻其名而不见其容，让
原来名声远扬的“秘色瓷”更加神秘。上世纪 80 年
代，陕西省扶凤县法门寺地宫开启，14件有明确文字
记载的“秘色瓷”重见天日，让人们眼前为之一亮。

陈鹏飞在看到这个新闻之后，萌生了要先仿制
越窑青瓷再恢复“秘色瓷”的想法。万事开头难，虽

然有大量的瓷片在手，但要成功仿制出“千峰翠色”
的越窑青瓷，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为了找到合
适的泥土，陈鹏飞跑遍了虞山舜水，终于找到了古人
烧制越窑青瓷的高岭土。有了合适的土，还要以不
同的配方、不同的温度和条件来烧制。无数次的试
验，大量资金的不断投入，陈鹏飞终于有了收获，他
成功探索出了越窑青瓷的胎釉配方和烧制工艺，烧
制成功“千峰翠色”的越窑青瓷。成功源自于无数次
与专家研讨胎釉配方，无数次试验烧窑，陈鹏飞说他
已经记不清到底烧了多少次窑。渐渐地，陈鹏飞烧
制的越窑青瓷作品得到了有关专家的好评和认可。
2013年，陈鹏飞参与的“越窑青瓷工艺恢复和新产品
开发”项目荣获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恢复越窑青瓷，陈鹏飞认为只是迈出了重现“千
峰翠色”的第一步，接下来，他的目标是再现越窑“秘
色瓷”，让人家再次领略“秘色瓷”的神韵。再一次经
历无数个日日夜夜，烧了无数次窑后，陈鹏飞终于仿
制成功“秘色瓷”，他创作的秘色瓷天鹅莲花笔洗在
非遗艺术精品交流展上荣获金奖。

专心致志 弘扬文化
在陈鹏飞的作品陈列室中，记者看到多种器型、

各具风采的越窑青瓷作品，还有一些古窑址中出土

的越窑青瓷瓷片。陈鹏飞创作的很多器型都是按照
古代越窑青瓷的器型创作的，称得上“形神具备”。
陈鹏飞介绍，越窑青瓷的开片独具魅力，上品的开片
看起来层层叠叠，观之有晶莹剔透之感；好的开片也
非常漂亮，但还没有达到上品的高度；一般的开片就
不耐细看；而“秘色瓷”类冰似玉的美，则是越窑青瓷
的“巅峰之美”。

陈鹏飞认为，弘扬越窑青瓷文化首先要让大家
了解它。2018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9 年 1 月 4 日，中
国越窑青瓷复活展——陈鹏飞大师经典作品展在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办。今年 1 月，陈鹏飞应法
国驻沪总领事柯瑞宇的特别邀请出席法国驻沪总
领馆 2019 年酒会，并向法国驻沪总领馆赠送了“秘
色瓷”作品。今年，美国亚洲文化保存委员会把陈
鹏飞越窑青瓷艺术列入“为未来记录今天”的国家
文化收藏项目，陈鹏飞的越窑青瓷作品也被美国国
家民俗中心和美国亚洲文化学院艺术中心等机构
收藏。

今年5月至8月，陈鹏飞越窑青瓷作品将分别在
西班牙、波兰和瑞士驻上海领事馆艺术中心展出，下
半年，他的作品还将远赴位于瑞士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展出。让更多的人了解越窑青瓷文化、喜爱越
窑青瓷特点，陈鹏飞正在努力推进这一进程。

本报记者锡小平 文/摄

陈鹏飞 再现越窑“千峰翠色”

图为陈鹏飞（右）在介绍越窑青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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