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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進來先看看

鑑於仍有許多人還沒找到順手的編輯器，而許多想學 vi的人又覺得無從下手，因此在此提出一

些個人的心得，希望能對這些朋友有點幫助。或許也減少一點 FAQ吧！

真要深入的話，大多數的前輩都認為 vi 比 emacs/xemcas 還難學。但誰又真的需要熟悉編輯

器的所有功能呢？你大可以邊用邊學啊！需要用到的先學，其它的就放一邊，只要能善用一些常

用到的功能，又何必要那麼深入呢？而且您在使用當中經常會發現一些新功能，這又會馬上讓您

給賺到了。

1.1 為什麼選 Vim ？

最最重要的原因是可以正確處理中文！其它如 elvis, vile, nvi在中文方面都會有問題(nvi-m17n

的版本已可以正確處理 Big5中文，但功能仍不及 Vim1 完整)。另外就是許多作業系統都有 Vim

可用。當然如果您不需要中文支援的話，也建議使用 elvis2。vile則有 emacs的味道，而 nvi

大概是最忠於原味的了！至於原始 vi 的書已有中文翻譯（O’Reilly），各位到大一點的書局翻

翻就有了。所以選定 Vim做對象，兼述及 elvis，至少她不「排斥」中文。3

另一個原因，Vim 不僅是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4），也是慈善軟體（CharityWare5），

如有贊助或評比得獎（幾乎是年年最佳編輯器獎 :），所得皆救助烏干達 AIDS 孤兒。

您要使用當然是免費，您要捐款贊助當然是不勉強啦！但如果有評比有獎金可拿的，
1VIM代表 Vi IMproved
2elvis 可直接讀 HTML(可用來上網，但只有文字)，binary、manpage 及 TEX/LATEX 檔(會自動去除一些指

令！)，但不能真正「處理」中文就是了！
3Vim也不是真的能完全支援中文啦！有些細部的功能還是沒法度。但 Vim的發展群非常的活躍，一直都在改進

中。平常一般的編輯動作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4什麼是自由軟體？請參考：http://www.gnu.org/philosophy/free-sw.html。
5請參考在荷蘭的基金會網頁：http://iccf-holla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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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進來先看看 1.2. 何處抓 VIM(ELVIS)？

您去投她一票就是功德無量了。另外，如果想網路購書，可以透過 ICCF 的網頁 http:

//iccf-holland.org/click.html 來訂購，這樣 Amazon 會付一些贊助金給 ICCF，完全

不會多花您一毛錢。

另外 Vim 的規則表示式(regular express)頗完整，您也可借這個機會學 regexp，因為您在

sed, awk, perl, less, grep. . .中也是要用到，早點習慣 regexp，您生活在 Linux(Un*x)的世界

會更美好。學了 regexp您會有點看不起Windows系統中的找尋工具的。

由於是慈善軟體，廣結善緣，因此連中文繁體都支援，不簡單。但也因此最近的版本有點肥，但

又不會太肥(比 xemacs好多了啦！)。這麼可愛的軟體，能不用她嗎？

1.2 何處抓 Vim(elvis)？

http://www.vim.org/
http://vim.sf.net/download.php
ftp://ftp.vim.org/pub/vim/

找個自己中意的mirro站抓。或許也順便抓Win32的可執行檔回來在 windows系統中使用。

別忘了 runtime檔也要抓，否則會無法找到需要的檔案來執行。

http://elvis.the-little-red-haired-girl.org/

也可試試 elvis（當然也是自由軟體）。

ftp://ftp.cs.berkeley.edu/ucb/4bsd/
ftp://ftp.foretune.co.jp/pub/tools/nvi-m17n/

nvi-m17n也可以一試，目前已可以支援中文。

目前最新的版本，Vim 是 6.1，elvis 是 2.2h-beta，nvi 是 1.79。當然，本文的重點是放在

Vim。

1.3 編譯安裝

只講重點，避免囉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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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進來先看看 1.3. 編譯安裝

1.3.1 Vim

1. configure 時加上：
--enable-multibyte
--enable-xim
--enable-fontset
--enable-gui=gtk
--enable-perlinterp 需嵌入 perl 的話
--enable-pythoninterp 需嵌入 python 的話
GUI 可有好幾種選擇，但建議使用 gtk+，比較穩定。

2. ~/.vimrc 加入：
set enc=big5
set guifontset=英文字型，中文字型
設了 guifontset 就不能設 guifont 否則會優先使用
guifont，這樣就找不到中文字型了！console 下或 xterm
下的話，就看您用什麼字型就顯示什麼字型，和 guifontset 無關。

英文字型要用固定字，我個人的實際設定例子(1024x768)：

set guifontset=-b&h-*-medium-r-normal-*-*-120-*-*-m-*-*-*,
\-arphic-*mingti2l*-medium-r-normal-*-*-190-*-*-c-*-big5-0

Windows 中文版無需設 guifontset，只要設 guifont 即可。而且他
的設定檔是 \Program Files\Vim\_vimrc。例如：

set guifont=Andale_Mono:H11:W6
或
set guifont=細明體:H11:W6

對於 UTF-8 編碼的文件，可能需要指定「細明體」才能正確顯示中文。

3. locale 要設成 zh_TW.Big5，意思就是您的系統的 i18n
支援要完整，我個人的設定如下：

unset LC_ALL
export LC_CTYPE=zh_TW.Big5

1.3.2 elvis

elvis 沒什麼好說的，GUI 版本要靠靠 XA+CV 來顯示及輸入中文，因為他還不支援

i18n/XIM。但在 console/rxvt 下則可以顯示、輸入中文。至於其他外觀調整，就請 man

el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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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進來先看看 1.4. 勤前教育

1.3.3 nvi-m17n

nvi 是在 *BSD 系統的標準配備，m17n(multilingualization, 取前 m 及後 n 及其中的 17 個

英文字母，合成 m17n) 則是日本朋友修改的版本，目前也可以用於中文，如果您系統上也有

nvi-m17n的話，可以設定 /.nexrc如下：

set noskipdisplay
set displayencoding=big5
set inputencoding=big5
set fileencoding=big5
set autodetect=tw

1.4 勤前教育

Vim的基本模式（basic mode）可有六種：

1.4.1 常態模式（Normal mode）

您一進入 vim 就是處於這常態模式，只能下按鍵指令，不能輸入編輯文字。這些指令可能是游

標移動的指令，也可能是編輯指令或尋找替換指令。

1.4.2 插入模式（Insert mode）

按 i就會進入插入模式，此時才可以鍵入文字，寫您的文章，按 Esc又會回到正常模式。此時在

狀態列會有 � INSERT �字樣。

1.4.3 命令列模式（Cmdline mode or Command-line mode）

按冒號：(別忘了 Shift 鍵)就會進入命令列模式，左下角會有一個冒號：出現可下 ex6指令。也

是按 Esc 回命令列模式。反正正常狀態都是處於常態模式，這樣才不會把您辛苦打字的文章給

隨便搞亂掉。搜尋時的 /及 ?按鍵也是屬於命令列模式。
6vi, ex, sed都是衍化自 ed。ed是一個很古老的行編輯器，就好像 DOS下的 edline一樣。當然 DOS下的

edline也是學 ed而來的，但功能可就不能同日而語了！有興趣可man ed學看看，有些時候會只有 ed可以用（當
機救助的時候）。ex的操作和 ed，除了多了個冒號外，幾乎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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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進來先看看 1.5. 基本教練：STEP BY STEP

1.4.4 反白模式（Visual mode）

這就是把需要處理的文字反白起來，等待處理的模式，底部狀態最會有 � VISUAL � 或 �

VISUAL LINE �或 � VISUAL BLOCK �字樣。詳細會在第 7章，頁 26，做介紹。

1.4.5 選擇模式（Select mode）

和反白模式的異同待瞭解。

1.4.6 Ex 模式（Ex mode）

這和命令列模式是一樣的，但下了命令後不會返回，會留在行編輯器 ex的狀態，有一個冒號在

那兒，等待輸入命令。由 gQ按鍵可以進入 Ex模式，輸入 visual可以返回正常模式。

其它還有五種的額外模式（additional mode）！這裡不準備說明，會在第 3.1節，頁 10做介

紹。反正，使用 Vim的無上心法就是，有問題先考慮按 Esc鍵回到常態模式再說。

1.5 基本教練：step by step

1.5.1 由命令列來開檔

vim test.txt 或 gvim test,txt，如果您的系統 vi 是 vim 的連結檔話，就可以直接用 vi

test.txt。以下就直接用 vim 代表 vi，gvim，elvis，因操作是一樣的有不同的地方會加注

說明。

1.5.2 先進入 vim 後再開檔

進入 vim後，使用冒號命令 :e test.txt，就可以編輯 test.txt這個檔。第 1.5.1小節及第

1.5.2 小節這兩個開檔法，如果 test.txt 不存在的話，就會開一個以 test.txt 為名的新檔

案。

如果是 gvim，可由 icon(gtk版本才有)或功能表來叫出 file browser來選看看您要編輯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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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進來先看看 1.5. 基本教練：STEP BY STEP

檔，但如果您是初學的話不建議您這麼做，vi 就是以按鍵快速聞名，這是她的優點，您還是學

起來吧，不然沒有 GUI的時候會很不習慣的。

1.5.3 編寫文件

進入 vim後，按 i進入插入模式，就可以編寫您的文件了。在 vim游標的移動可以由方向鍵來

移動。Backspace鍵可消去前一個字元，中文的話是一個中文字。Del鍵可刪除游標所在處的字

元（中文字）。

原始 vi是不能在插入模式隨意移動游標的，得進入正常模式才能移動，因此就常常要按 Esc來

變換模式。vim及 elvis都打破了這個規矩。

1.5.4 存檔、離開

如果您寫好您的文件，就可以按 Esc回到正常模式，然後 :w就會存檔（注意，是冒號命令），

但還不會離開 vim，要離開可按 :q，就可以了！也可以合起來用，:wq，就樣就會存檔後離開。

怎麼樣，也不會很難吧！只不過操作方式和別的編輯器不一樣罷了，這樣豈不是很有個性。:-)

盡量記住按鍵的意義，才不必死背，如 e是 edit(編輯)，w是 write(寫入)，q是 quit(停止、離

開)。

這裡要提醒大家一下，許多 distributions中會編譯一個小型的 vim，啟動會比較快一點，但缺

乏許多本文要用到的功能，因此，建議您使用 vim/gvim，而暫時避免使用 vi，或者就把 vi

直接連結到正常的 vim上去。Slackware Linux的話，他的 vi是連結到 elvis的，也請使用

vim/gvim為指令，或改變 vi的連結。而 *BSD系統，使用的很可能就是 nvi，這些請使用時

注意一下，以免和文中內容所述不符。

如果不確定自己是使用哪一種版本的 vi，可以進入 vi 後按冒號 : 後再輸入 ver，然後按

Enter，就會得知是哪一種版本的 vi，如果是 vim 的話，還會顯示前有 +/–號的各功能，有 +

號的，表示有編譯進去，–號的表示沒有這項功能。

好了，這是就編輯的整個過程。下回開始是詳述各部份的功能，把 Vim解剖開來講，您可以馬

上現學現賣。由於 vi/vim的操作方式很有個性，因此，用了一次就會記住有這麼一個功能，想

忘也忘不了，但有時按鍵難免會忘記，有這麼一種功能大概是忘不了的，查了幾次指令就可以記

得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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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游標的移動

本節所述皆是在 common-mode(c-mode，在 Vim又名 normal-mode，就是剛進入 vim，不

能輸入文字的狀態)下的移動，原始的 vi只能在 c-mode移動游標，在 insert-mode只做文字的

輸入，而不做游標的移動。當然 Vim及 elvis的方向鍵是不論在那一種mode皆可移動自如。

2.1 基本的游標移動

h 左，或 Backspace或方向鍵。

j 下，或 Enter或 +（要 Shift鍵），或方向鍵。

k 上，或方向鍵或 –（不必 Shift鍵）。

l 右，或 Space或方向鍵。

Ctrl+f 即 PageDown翻頁（Forward，向前、下翻頁）。

Crtl+b 即 PageUp翻頁（Backward，向後、上翻頁)。

使用 hjkl 鍵的移動是為了使手不必離開打字區（鍵盤中央的部位），以加快打字的速度，如果

各位不習慣，那就使用方向鍵吧！其實，一旦習慣了以後，對於編輯工作的效率會有很大的幫

助，而且有許多工作站的 vi只能使用 hjkl的移動方式，因此可能的話，盡量熟悉 hjkl的游標移

動。

Backspace及 Space的移動方式是到了行首或行尾時會折行，但方向鍵或 hl鍵的移動則在行

首或行尾時您繼續按也不會折行。轉折換行的功能是 Vim的擴充功能，elvis無此功能。

jk 及使用方向鍵的上下移動游標會盡量保持在同一欄位。使用 Enter，+，–的上下移動，游標

會移至上（下）一行的第一個非空白字元處。

好像有點複雜，各位就暫時使用方向鍵來移動就簡單明白了！等您愛上了 Vim後再來講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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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游標的移動 2.2. 進階的游標移動

2.2 進階的游標移動

0 是數目字 0而不是英文字母 o。或是 Hmoe鍵，移至行首，（含空白字元）。

ˆ 移至行首第一個非空白字元，注意，要 Shift鍵。

$ 移至行尾，或 End鍵。要 Shift鍵。

G 移至檔尾（全文最後一行的第一個非空白字元處）

gg 移至檔首（全文第一行之第一個非空白字元處）。

在規則表示式（regular expression）中，ˆ是匹配行首，$是匹配行尾。

gg是Vim的擴充功能，在 elvis或原始 vi中可用 1G來移至檔首（是數字 1不是英文字 l）。G

之原意是 goto，指移至指定數目行之行首，如不指定數目，則預設是最後一行。

w 移至次一個字（word）字首。當然是指英文單字。

W 同上，但會忽略一些標點符號。

e 移至後一個字字尾。

E 同上，但會忽略一些標點符號。

b 移至前一個字字首。

B 同上，但會忽略一些標點符號。

H 移至螢幕頂第一個非空白字元。

M 移至螢幕中間第一個非空白字元。

L 移至螢幕底第一個非空白字元。這和 PageDown，PageUp 不一樣，內文內容並

未動，只是游標在動而已。

n| 移至第 n個字元(欄)處。注意，要用 Shift鍵。n是從頭起算的。

:n 移至第 n行行首。或 nG。

2.3 特殊的移動

) 移至下一個句子（sentence）首。

( 移至上一個句子（sentence）首。sentence（句子）是以 . ! ? 為區格。

} 移至下一個段落（paragraph）首。

{ 移至上一個段落（paragraph）首。paragraph（段落）是以空白行為區格。

% 這是匹配 {}，[]，()用的，例如游標在 {上只要按%，就會跑到相匹配的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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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游標的移動 2.3. 特殊的移動

另還有一些 Vim的特殊按鍵，但這得留待最後再來說明，否則各位恐怕會頭昏眼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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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基本編輯指令

這個單元就開始進入主題了。下編輯指令都是在常態模式，就是您一進入 Vim時的模式，只能

下指令，不能鍵入文字。如果印象模糊，請瞄一下第一個單元的內容。這個單元說的是基本的編

輯指令，有些比較特殊的編輯指令，因為太有個性了，所以會獨立成一個單元來說明。

3.1 五種額外模式（additional mode）

這裡要對基本模式（請參考第 1.4節，頁 4）外的五種額外模式做介紹，以下的章節會有機會碰

上。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模式？這樣豈不是很易就搞混？其實一般編輯不必太在意一些模式，您只

要在各種模式下親自去操作幾次就會知道這些模式的作用，不必特意去記憶他，這些模式和基本

模式都有連帶關係的。

3.1.1 操作等待模式（operator-pending mode）

這其實和一般的常態模式一樣，只不過是指在常態模式下了某些編輯指令，等待其他動作的狀

態。

3.1.2 取代模式（replace mode）

指下 R指令時所處的狀態。請參考第 3.4節，頁 12。在狀態列會有 � REPLACE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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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基本編輯指令 3.2. 進入插入模式的指令

3.1.3 插入常態模式（insert normal mode）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模式，在插入模式時，進入輸入狀態，但按 Ctrl+O就會進入插入常態模式，

和常態模式一樣，只不過執行完所下的指令後又會馬上返回原來的插入模式繼續輸入文字。狀態

列會有 � (insert) �字樣，是小寫有小號的。

3.1.4 插入反白模式（insert visual mode）

這和插入常態模式一樣，只不過在按 Ctrl+O後所執行的是反白的 Ctrl+V或 V或 v而進入反白

模式，等反白模式結束又會返回原來的插入模式。狀態列會有 � (insert) VISUAL �字樣。

3.1.5 插入選擇模式（insert select mode）

這和插入反白模式一樣，只不過進入的是選擇模式，而非反白模式。狀態列會有 � (insert)

SELECT �字樣。

3.2 進入插入模式的指令

i 在游標所在字元前開始輸入文字(insert)。

a 在游標所在字元後開始輸入文字(append)。

o 在游標所在行下開一新行來輸入文字(open)。

I 在行首開始輸入文字。此之行首指第一個非空白字元處，要從真正的第一個字元處

開始輸人文字，可使用 0i或 gI(Vim才有)。

A 在行尾開始輸入文字。這個好用，您不必管游標在此行的什麼地方，只要按 A就會

在行尾等著您輸入文字。

O 在游標所在行上開一新行來輸入文字。

J 將下一行整行接至本行(Joint)。

並無相對的 split功能，可在插入模式下按 Enter來達成，當然如果您熟 macro的話，可自行

定義。使用 J 時，預設會消去本行的 EOL(End Of Line) 字元，且上下行接縫間會留下一個空

白字元，這符合英文習慣，卻對中文會造成困擾，欲不留空白字元，可使用 gJ（大寫 J）指令，

但這是 Vim 的擴充功能，elvis 不適用。要和中文相容，可參考底下會說明的重排功能的 V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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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基本編輯指令 3.3. 刪除指令

script。請您隨便找一個檔案來試看看，光看文字說明太抽象了。

3.3 刪除指令

x 刪除游標所在處之字元，在中文指一個中文字。在 Vim及 elvis亦可用 Del鍵。

X 刪除游標前之字元。不可使用 Backspace鍵，除非是在插入模式。Vim可以正確

使用以上兩個指令於中文，會刪去一個中文字。elvis 則不行，一個中文字要刪兩

次，即使用 xx。

dd 刪除一整行(delete line)。

dw 刪除一個字(delete word)。不能適用於中文。

dG 刪至檔尾。

d1G 刪至檔首。或 dgg(只能用於 Vim)。

D 刪至行尾，或 d$（含游標所在處字元）。

d0 刪至行首，或 dˆ（不含游標所在處字元）。請回憶一下 $及 ˆ所代表的意義，您就

可以理解 d$及 dˆ的動作，這就是 vi(m)可愛之處。

3.4 取代及還原

r 取代游標所在處之字元。

R 進入取代模式（replace mode），取代字元至按 Esc為止。

cc 取代整行內容。或大寫 S亦可。

cw 替換一個英文字(word)，中文不適用。(change)

˜ 游標所在處字元之大小寫互換。當然不能用於中文。別忘了 Shift！

C 取代至行尾，即游標所在處以後的字都會被替換。或 c$。

c0 取代至行首，或 cˆ。

s 替換一個字元為您所輸入的字串。和 R不同，R是覆蓋式的取代，s則是插入式的

取代，您可親自實驗看看。ㄟ！是小寫的 s。

u 這個太重要了，就是 undo，傳統的 vi 僅支援一次 undo，Vim 及 elvis 就不只

了，Vim幾乎是沒有限制的。

U 在游標沒離開本行之前，回復所有編輯動作。

Crtl+r 這個也是很重要，就是 redo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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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基本編輯指令 3.5. 加上數目字

Vim很有個性的，您在常態模式按了 r她就會停在那裡等主人鍵入所要替代的字元，希望您這個

當主人的，不要傻呼呼的也楞在那裡，趕快鍵入您的新字元吧！:-) Vim中可用於中文字，也就

是可以替換一個中文字，elvis則不行。當然您的 Vim是要設在 big5/cp950的才行。怎麼樣！

有沒有看過如此有個性的取代方式？ㄚ！r就是 replace啦！

3.5 加上數目字

喔！騷到 Vim 的癢處了，這是 Vim 一個非常騷包的功能，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當然同源的

ed，sed等不在此限）。就是您可以在大部份的指令前加上數目字，代表要處理幾次的意思。以

下用實例來說明比較清楚。

5dd 刪除游標所在處（含）起算以下五行內容。妙吧！

3r 按了 3r 後，您鍵入一個英文字，則三個字元皆會被您所鍵入的英文取代。只要

locale設定正確，中文也通喔！

5J 將五行合併成一行。

3x 刪除三個字元。中文也通。

5i A 然後按 Esc，插入五個 A。中文也可以！

2i sys Esc 插入 syssys。中文也可以！

5G 游標移至第五行，是從檔首開始起算。和 :5作用相同。

5l 移至右第五個字元處，當然 j是可以用方向鍵取代的。

所有移動指令（參考第 2章，頁 7）都可以加上數目字來控制，中文也通喔！其它的指令和數目

字結合，就留待各位去發掘吧！最重要的是請您親自操作看看，使用 Vim常常要動動腦筋，會

有更妙的操作方式，想一次可以用很久喔！有人說，學電腦的人，動腦筋就是為了偷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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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基本編輯指令 3.6. 簡單重排功能

3.6 簡單重排功能

» 整行向右移一個 shiftwidth（預設是 8個字元，可重設）。

« 整行向左移一個 shiftwidth（預設是 8 個字元，可重設）。:set

shiftwidth? 可得知目前的設定值。:set shiftwidth=4 可馬上重設

為 4個字元。shiftwidth可簡寫成 sw。ㄟ，別忘了 Shift鍵！

:ce(nter) 本行文字置中。注意是冒號命令！

:ri(ght) 本行文字靠右。

:le(ft) 本行文字靠左。所謂置中、靠左右，是參考 textwidth(tw)的設定。如果 tw

沒有設定，預設是80，就是以 80個字元為總寬度為標準來置放。當然您也可

以如 sw一樣馬上重設。

gqap 整段重排，或 gqip，在段落中位何地方都可以使用。和中文的配合見下述。

gqq 本行重排。

gqQ 全文重排，是以游標所在處的段落開始重排至檔尾。以空白行為段落的間

隔。

重排的依據也是 textwidth。這裡的重排是指您鍵入文字時沒有按 Enter鍵，就一直在 keyin，

這樣會形成一個很長的一行（雖然螢幕上會替您做假性折行），重排後，則會在每一行最後加入

EOL。gq重排功能是 Vim才有的功能。

如果是利用 visual mode所標記起來的部份，只要按 gq就會只重排被標記的部份。請參考第七

章的標示指令一節。

基本上 gq就是一個獨立的重排指令，就像 d或 y是獨立的刪除、複製的指令一樣，所以，當然

是可以加上數目字加以控制，或和其他指一起用的，例如：

gq3q ➪ 重排三行

gq2ap ➪ 重排兩個段落

gq5j ➪ 重排游標以下五行(別忘了 j是向下移動，5j就是向下移動五行，包括游

標所在處就是六行)

gq} ➪ well，這是什麼哇？

gq) ➪ 這又是啥麼哇？請複習一下第 2章的第 2.3特殊移動一節。並親自做一

下實驗看看。在中文文稿，通常就是一個段落。

重排的功能本不是編輯器的主要功能，而是文書排版軟體的工作，但簡單的重排也是很方便，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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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基本編輯指令 3.6. 簡單重排功能

於中文而言，處理上得多花些工夫，對於希望有中文重排功能的朋友，可下載 Vim script 來使

用：

http://info.sayya.org/~edt1023/vim/format.vim

這是修改自日本朋友的貢獻。把他置於 $VIMRUNTIME/plugin 目錄下，重新開啟 vim 就會

生效，對於 J及 gqap都會考慮中文的細節。當然，Vim只是個文字編輯器，如果要做進一步的

排版，需要由 office類的文書處理軟體，或更進一步的專業 TEX/LATEX/texinfo/troff/groff排版

軟體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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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複製（yank）

yank 是什麼意思？有疑問的請查一下字典吧！就好像是中醫治療中的「拔罐」的意思啦（是

不是叫「拔罐」？知道的朋友指正一下吧）！反正在 Vim 中，她就是複製 copy 的意思。這在

Vim 的思考邏輯裡，就是「拔」yank 起來，「放」put 上去。其實複製的指令就是 y 一個而

已，為什麼要獨立成一個單元來說明呢？因為 Vim複製、貼上的功能實在太獨特了，再配合第

三單元介紹的數目字，及 Vim內部的緩衝區來使用的話，您會發現，原來 Vim肚子裡還暗藏著

秘密武器。

4.1 指令說明

yy 複製游標所在行整行。或大寫一個 Y。

2yy 複製兩行，y2y也可以。ㄟ，請舉一反三好不好！:-)

yˆ 複製至行首，或 y0。不含游標所在處字元。

y$ 複製至行尾。含游標所在處字元。

yw 複製一個 word。

y2w 複製兩個字。

yG 複製至檔尾。

y1G 複製至檔首。

p 小寫 p代表貼至游標後（下）。

P 大寫 P代表貼至游標前（上）。整行的複製，按 p或 P時是插入式的貼在下（上）

一行。非整行的複製則是貼在游標所在處之後（前）。

"ayy 將本行文字複製到 a緩衝區。

a 可為 26 個英文字母中的一個，如果是小寫的話，原先的內容會被清掉，如果是大寫的話是

append 的作用，會把內容附加到原先內容之後。" 是 Enter 鍵隔壁的那一個同上符號（di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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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複製（yank） 4.2. REGISTER緩衝區

marks），當然是要和 shift鍵同時按的。

"ap 將 a緩衝區的內容貼上。

這個緩衝區的術語在 Vim 稱為 registers，Vim 擴充了相當多的功能。您用 d、c、s、x、y 等

指令改變或刪除的內容都是放在 registers中的。例如：您用 dd 刪除的一行，也是可以使用 p

來貼上的。只要是在緩衝區的內容都可以使用 p來貼上，不是一定要 y起來的內容才能用 p。因

此您認為 p是 paste也可以，認為是 put可能較正確。

5"ayy 複製五行內容至 a緩衝區。

5"Ayy 再複製五行附在 a內容之後，現在 a中有十行內容了！

ㄟ！不要我一直用 a您就認為只有 a可以用喔。26個英文字母都可以的，交叉運用下，您會發

覺 Vim肚量不小。

問題來了！忘記誰是誰的時候怎麼辦？ :reg（冒號命令）就會列出所有 registers 的代號及內

容。您現在就試著按看看。咦！怎麼還有數目字、特殊符號的緩衝區，原來您剛剛刪除（複製）

的內容就預設放在 "這個緩衝區，然後依序是 0,1,2,. . . 9。也就是說您按 p不加什麼的話，是取

出 "緩衝區的內容。%指的是目前編輯的檔案，#指的是前一次編輯的檔案。還有其它的呀！這

會在下一節做介紹。

Tab補全的功能，elvis也有，但叫出 registers列表的命令則沒有，您得自行記憶在您的腦袋瓜

子裡。而且 elvis的補全能力並沒 Vim強。

4.2 Register 緩衝區

在 Vim 裡頭，有許多不同種類的緩衝區，例如：置放一整個檔案的 buffers 緩衝區（請參考第

6.2 節，頁 22）；檔案內容操作，如刪除、yank、置換，給 Put 要用的 registers 緩衝區；另

外還有給書籤要用的 marks 緩衝區（請參考第 5.4 節，頁 20）。雖然這些內容不一定是放在

RAM 記憶體內，有的是置於硬碟檔案上，需要時才從檔案存取，但這裡通通把他當做是緩衝

區，以方便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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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複製（yank） 4.3. 天大的指令

4.2.1 register 的種類

4.3 天大的指令

. 這是什麼？ㄚ，是英文句點啦！沒錯，就是英文句點。什麼意思？重複前次的編輯

動作。這個指令太高明了，只要是編輯動作（移動游標不算，冒號命令也不算）都

可以按英文句點來重複，要重複幾次都可以。

例如：您按了 yy，然後按 p就會複製、貼上一整行，如果要重複這個動作的話，就可以按 . ，

也可以把游標移到其它地方後再按。其它 dd，dw，r，cw 等編輯指令都可以這樣來重複。如

果您要重複做某些編輯動作時，千萬千萬一定要想到有這麼一個英文句點重複指令。ㄚ，拜託

啦！您一定要常用這個指令。

4.4 疑難雜症

4.4.1 那 mouse 中鍵的剪貼功能還有嗎？

當然還有，不管在 console 或 X terminal 中都照用不誤。當然在 windows 下的話就不能用

了，可以用 Shift+Insert來代替。Ctrl+v在 Vim中另有作用，在 windows下就不必去麻煩它

了。

4.4.2 軟體間互相 copy 時，常常都搞得天下大亂耶！

要設成 :set paste。這是 Vim 的擴充功能，elvis 沒有。那在 elvis 怎麼辦？只好 :set noai1

了。在 GUI的版本應不會有這種情形。

朋友！您睡著了嗎？不要被嚇到了，您只要開個檔案，親自操作一下就能心領神會。那用

mouse 不是更方便嗎？不見得，yyp 來複製貼上一整行比較快，還是用 mouse 來拉比較快？

您可以試看看。

1set的功能先不必去理它，會在第九章專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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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搜尋、替換

搜尋、替換的功能幾乎是每個編輯器必備的功能，那在 Vim中有沒有特殊的地方呢？當然有，

您忘了，Vim是個性十足的編輯器。最特殊的地方是和規則表示式（regular expression,簡稱

regexp）結合在一起。簡單的說她是一種 pattern 的表示法，在執行動作，如搜尋或替換時，

就會依據這個 pattern去找，所有符合 pattern的地方就會執行您所下的動作。在這個單元裡暫

不討論 regexp，會在第十章來探討，以免搞得頭昏腦脹。目前就暫不使用 regexp，您要找什麼

就直接鍵入什麼就對了。

5.1 搜尋

/ 在 c-mode 的情形下，按 / 就會在左下方出現一個 /，然後鍵入您要尋找的字串，

按個 Enter就會開始找。? 和 /相同，只是 /是向前（下）找， ? 則是向後（上）

找。

n 繼續尋找。

N 繼續尋找（反向）。

5.2 更方便的搜尋操作（Vim 才有）

* 尋找游標所在處之word（要完全符合）。

# 同上，但 *是向前（下）找，#則是向後（上）找。

g* 同 *，但部份符合即可。

g# 同 #，但部份符合即可。n, N之繼續尋找鍵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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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搜尋、替換 5.3. 替換（SUBSTITUTE）

5.3 替換（substitute）

:[range]s/pattern/string/[c,e,g,i]1

range 指的是範圍，1,7指從第一行至第七行，1,$指從第一行至最後一行，也

就是整篇文章，也可以 % 代表。還記得嗎？ % 是目前編輯的文章，#

是前一次編輯的文章。

pattern 就是要被替換掉的字串，可以用 regexp來表示。

string 將 pattern由 string所取代。

c confirm，每次替換前會詢問。

e 不顯示 error。

g globe，不詢問，整行替換。

i ignore不分大小寫。

g大概都是要加的，否則只會替換每一行的第一個符合字串。可以合起來用，如 cgi，表示不分

大小寫，整行替換，替換前要詢問是否替換。

[實例] :%s/Edwin/Edward/g

這樣整篇文章的 Edwin就會替換成 Edward。

更進階的搜尋、替換的例子在說明 regexp的時候還會再詳述。目前只知道最基本的用法就可以

了！其實光這樣就非常好用了。:-)

5.4 書籤功能

這又是 Vim 的一個秘密武器，簡單的說，您可以在文章中的某處做個記號（marks），然後跑

到其它地方去編輯，在呼叫這個mark時又會回到原處。妙吧！

mx x代表 26個小寫英文字母，這樣游標所在處就會被mark。

‘x 回到書籤原設定位置。‘是 backward quote，就是 Tab鍵上面那一個。

’x 回到書籤設定行行首。’是 forward quote，是 Enter鍵隔壁那一個。

這裡舉個簡單的子，請隨便開一個現成的檔案，把游標移到任一個位置，然後按 ma 做個

mark，再按大寫 G移到檔尾，然後按 ’a看現在在什麼地方？
1方括號代表這個設定項是可以省略的，往後的章節同此解釋。如果寫成 :opt[ion]，表示鍵入 :opt 及

:option兩者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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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搜尋、替換 5.5. VIM對於書籤的擴充功能

5.5 Vim 對於書籤的擴充功能

5.5.1 小寫英文字母

只作用於單一檔案內。

5.5.2 大寫英文字母

可作用於各檔案間。例如 mA會在 viminfo中紀錄下這個檔案及位置，結束 vim，然後再啟動

vim，按 ’A就會回到當初做標記的那個檔案及所在位置(vim會自動開啟做有 A標記的檔案)。

別懷疑，請自行馬上做個實驗就知道啦！:-)

5.5.3 阿拉伯數目字

可作用於前次編輯的十個檔案。數目字的用法比較特殊，’0 是回到前一次編輯檔案中離開前的

最後位置，’1 則是回到前二次編輯檔案的最後位置，依此類推。您不必使用 m 來標示，vim

會自動記憶。很玄吧！其實這是 viminfo 的功能，您要認真追究的話，請 :h viminfo-file-

marks。viminfo關掉，就沒這個功能了！所謂前次指的是前次啟動的 vim。不管是哪一種的書

籤，到達mark處(或檔案)，想返回原來的位置(或檔案)，可以按 Ctrl + O。

5.5.4 :marks

得知目前所有書籤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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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叫檔、存檔、緊急回復

ㄟ，是不是在灌水呀！怎麼開個檔也成一個單元？那您就錯了，在 Vim 裡叫檔的花樣可多了，

而且又可以多檔編輯，各編輯中的檔案還可以互通訊息，這裡面學問可大著呢！Vim 就更騷包

了，也學人家檔案可以加密，雖說是噱頭，但也還滿好用的。

6.1 開檔的一些花招

vim +檔名 這樣開檔後，游標會落在檔案最後一行的行尾，在檔案屁屁後幹什麼

呢？方便您可以繼續編輯嘛！:-)

vim +n檔名 開檔後，游標會落在第 n行的行首。

vim +/string檔名 還記得嗎？ /就是尋找指令，這樣進入檔案後游標就會落在第一個找到

的 string 上，還可以按 n 繼續找 string 哦！喔，string 還可以使用

regexp來表示喔。

6.2 多檔編輯

多檔編輯會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在進入 vim前所用的參數就是多個檔（這種情形稱為 argument

list）。另一種情形是進入 vim 後另外再開其它的檔（稱為 buffer list）。不過都可以統稱為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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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叫檔、存檔、緊急回復 6.2. 多檔編輯

:n 編輯下一個檔案。

:2n 編輯下二個檔案。

:N 編輯前一個檔案。注意，這種用法只能用於 argument list的情形。

:e檔名 這是在進入 vim 後，在不離開 vim 的情形下再開其它檔案。只要您要

編輯的檔案是在目前目錄，Tab補全鍵還是可以使用。

:e#或 Ctrl+ˆ 編輯前一個檔案，用於兩檔互相編輯時相當好用。這種用法不管是

argument list 或 buffer list 檔案間皆可使用。還記得嗎？#代表的是

前一次編輯的檔案。

:files 或 :buffers 或 :ls，會列出目前 buffer 中的所有檔案。在 elvis 中

可使用 :b 來叫出 buffers。在 buffers 中，減號 –表示這個 buffer 並

未載入，不過，不必擔心，載入相當快速的。加號 + 表示這個 buffer

已經修改過了。#代表前一次編輯的檔案，%是目前編輯中的檔案，這

兩個代號應該很熟悉了吧！

:bn buffer next。編輯次一個 buffer的檔案。

:bp buffer previous。編輯前一個 buffer的檔案。

:bl buffer last。編輯 buffer 中最後一個檔案。以上兩個指令 elvis 不適

用。

:b檔名或編號 移至該檔。

在 :ls 中就會出示各檔案的編號，這個編號在未離開 vim 前是不會變的。這個指令在 elvis 也

是可以使用。當然 :e#編號也是可以的，這樣的用法則是所有 vi clone都通用了。如果您是使

用 Vim的 GUI，那就在功能表上就會有 Buffers這個選項，可以很容易的知道及移動各 buffer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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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叫檔、存檔、緊急回復 6.3. 離開

:bd(elete) buffer 在未離開 vim 前是不會移除的，可使用這個指令移除。其實移

除她幹什麼呢？vim是您在叫用時才會載入的，因此這些 buffers並不

是像 cache一般要佔記憶體的。

:e! 檔名 這樣也是會開檔，但會放棄目前編輯檔案的改變，否則如果檔案已有變

動，vim預設是不讓您隨便離開的。:e! 後不接什麼的話，代表捨棄一

切修改，重新載入編輯中檔案。

:f或 Ctrl+g 顯示目前編輯的檔名、是否經過修改及目前游標所在之位置。

:f檔名 改變編輯中的檔名。(file)

:r檔名 在游標所在處插入一個檔案內容。(read)

:35 r檔名 將檔案插入至 35行之後。

gf 這是 vim 的特殊叫檔法，會叫出游標所在處的 word 為名的檔案，當

然，這個檔案要在目前目錄內，否則會開新檔案。

哦！好像有點給他複雜，主要原因是偶文筆不好啦！不過您何不選個順手的來用就可以了，選定

了，以後就是使用他，這樣就不會那麼複雜了。:-)

6.3 離開

:q 如本文有修改而沒存檔，會警告，且無法離開。(quit)

:q! 捨棄所有修改，強迫離開。

:wq 存檔後離開。縱使檔案未曾修改也是會再存一次檔。

:x 也是存檔後離開，但如果檔案沒有修改，則不會做存檔的動作。

ZZ 和 :x完全一樣，隨您高興用哪一個。

:w檔名 另存他檔。不加檔名就是寫入原檔。(write)

:q及 :q! 是對目前編輯中的檔案作用，如果多檔編輯的情形並不會離開 vim，這時可下 :qa或

:qa! 來整個離開 vim。a就是 all的意思。:指令!，這個 !的意思是強迫中止目前正在編輯的動

作，而去執行所下的指令。各位應該到目前為止碰過好幾次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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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叫檔、存檔、緊急回復 6.4. VIM的加密功能

6.4 Vim 的加密功能

6.4.1 vim -x [檔名]

這樣進入 vim 後會要求輸入密碼。以後加密過的檔案由 vim 開啟時會自動要求輸入密碼。否則

無法開啟。其它的編輯器當然是無法開啟的。

6.4.2 進入 vim 編輯檔案中，可用 :X 指令

小心！vim一開檔就會有個 .檔名.swp這個檔，是為了緊急回復用的，一般是在您所開檔案的所

在目錄，這是個隱藏檔，ls要有 -a參數才看得到，您加密的功能並沒有作用在這個 swp檔，因

此 root還是知道您在寫些什麼關於他的壞話的。:-)當然啦！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您

也是可以把 swap的功能關掉的 :set noswf 就行了！但如果您編輯的是大檔案，則不建議您

把 swap關掉，這樣會很吃記憶體的。

elvis的話，其暫存檔是統一集中存放在 /var/tmp/*.ses，權限是檔案所有者始能讀寫。Vim

的早期版本，其 *.swp 檔是依原檔案的權限來設定的，最近的版本則從善如流，已經改成檔案

所有人始能讀寫，就是 -rw——-啦！

6.5 緊急回復

vim -r檔名，或進入 vim後，下 :recover檔名，來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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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各種標示方法及視窗操作

這一個章多了一種模式，那便是 visual mode（以下簡稱 v-mode）v-mode下的反白區（反黑

區？ˆ_ˆ）在本文就統一稱為標示區，不知各位是否有更好的中文名稱？ㄟㄟㄟ，視窗操作和標

示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擺在這裡說明？ㄚ，是因為這兩個單元內容都不多，沒地方擺，所以就將

就湊在一起的啦！亂點鴛鴦譜就請各位見諒。

7.1 標示指令

v 小寫 v，這是屬於字元標示（character visual），按下 v 後您就可以移動游標，

游標走過的地方就會標示起來。再按一次 v或按 Esc鍵就會結束 v-mode。

V 大寫 V，這是行標示（line visual），按下 V 後會整行標示起來（包括行首前

空白的部分），您移動上下鍵，會標示多行。再按一次 V 或 Esc 鍵就會結束

v-mode。

Ctrl+v 這是區塊標示（blockwise visual），可縱向標示矩形區域。再按一次 Ctrl+v

就會結束 v-mode。結束 v-mode 的方式亦可使用 Esc 鍵，或統一使用

Ctrl+c。Windows系統下 Ctrl+v是複製鍵，可以使用 Ctrl+Q來替代。

d 刪除標示區內容。

y 複製標示區內容。

c 替換標示區內容。

標示區內容大小寫互換。

gq 重排標示區內容。請注意，這是要先標示好才按的。"ay 還能不能用呢？當然可

以，這樣就會把標示區內容存於 a緩衝區中。可以用 "ap來貼上。

Shift+> 標示區內容向右移一個 Tab。

Shift+< 標示區內容向左移一個 Tab。

您想更深入嗎？:h visual.txt就有詳細的介紹。還有，別忘了有 Tab補全鍵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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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各種標示方法及視窗操作 7.2. 視窗操作

7.2 視窗操作

Ctrl+w n 即 :new。開一空的新視窗。

這在 Vim會開在原視窗上半方，也就是視窗一分為二。在 elvis GUI界面的話，則是實實在在

的另開一個新視窗（可不是另啟動一個 elvis 喔！），當然 elvis 的 console 上也是和 Vim 一

樣，視窗一分為二。而且在 elvis下，要放開 Ctrl+w後才按 n，否則 elvis會不鳥您的。凡是視

窗操作的按鍵都是由 Ctrl+w來起頭的，w就是 window的意思。

Ctrl+w s 即 :sp(lit)，會開一新視窗，且原檔分屬兩個視窗。

Ctrl+w f 開一新視窗，並編輯游標所在處之 word為檔名的檔案。

Ctrl+w q 即 :q結束分割出來的視窗。

Ctrl+w o 即 :only! 使游標所在之視窗，成為目前唯一顯示的視窗其它視窗會隱藏起來。

Ctrl+w j 移至下視窗。

Ctrl+w k 移至上視窗。還記得 hjkl的按鍵移動方式嗎？

:sp檔名 開另一新視窗來編輯檔案。

如果您覺得這樣分割個視窗來編輯檔案不怎麼方便，那您可以利用 X 下的虛擬桌面，多開個

rxvt + Vim來做多檔編輯也是可以的啦！不過這樣不僅會多佔記憶體，而且 Vim中好用的書籤

功能就沒法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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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shell 命令及求助系統

8.1 shell 命令

:!外部指令 執行外部指令。當然您的指令要在 $PATH環境變數內。

:!! 執行前一次執行之外部指令。在這裡的 !可不是強迫中止喔！

@: 這是 Vim的一個很特殊的指令，可以重複前一次的冒號命令。

:sh(ell) 執行 shell。使用 exit回到 vim。

這在 Vim GUI會在原視窗內顯示執行結果，在 elvis GUI則會另開一 xterm視窗。console或

xterm下的 vim當然就是跳出 vim進入 shell中。至於是用哪一種 shell是可以另外設定的，

可由 :set shell=來設定。

另外，在此補充一下補全的功能。不是只有 Tab 鍵的補全功能喔！也可以使用上下方向鍵，叫

出歷史指令，叫出歷史指令可用於冒號命令及尋找命令（/）。例如，您前已下了 :!ps aux 這

個指令，您可以按 : 後就直接按向上方向鍵。別忘了！尋找指令也是可以這樣用喔！

:r !commond 這個就妙了！會在游標所在處次一行插入外部指令 commond 執行後

的輸出內容。例如 :r !date就會插入日期時間。這在 elvis是會插入

在游標所在處那一行。

:n,mw !commond 以 n至m行內之資料，當做外部指令 commond的 input。這算是相

當高級的用法了，初學者大概還用不上，不過印象中留有一個這樣的功

能，以後總是會用得上的。

K 大寫 K會顯示游標所在處之 word的man page系統線上使用手冊。

8.2 求助系統

原始 vi 是沒有 on-line help 的，但 Vim 及 elvis 則有相當豐富的說明系統。Vim 沿用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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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shell命令及求助系統 8.2. 求助系統

tag 的方式來找主題，而 elvis 就高明了，是使用 HTML 的格式。原來 elvis 是可以直接閱讀

HTML檔的，當然不能顯示圖檔，但會標明圖檔的名稱。

用過 pe2(3)嗎？好像 F1是救助鍵已讓大家公認。Vim預設按 F1就會叫出說明檔。elvis當然

沒有，不過您可以自行設定，在 /.elvislib/elvis.rc中加上

map #1 :helpˆM

就可以了。須注意的是 ˆM是按 Ctrl+v後不放再按M或 Enter鍵，表示馬上執行。ㄟ，ˆM是

特殊字元，是一個字元，而不是兩個字元，您移動游標在 ˆM上就知道了，不是我文中的，文中

的是直接打出來的兩字元 ˆM。在 console下要打特殊字元的話，要 Ctrl+Shift+v然後按您要的

鍵。

:h name這樣就會叫出 name這個說明檔，如果後面沒接 name，則會叫出 help.txt這個總說

明檔（在 evlis是 elvis.html） h是 help的縮寫。ㄟ，name記不清楚時，別忘了 Tab補全。

在 Vim的說明檔中，遇有兩個 |圍住的主題，把游標移到上面就可以使用 Ctrl+]來叫出這個主

題的說明，Ctrl+t可以回到原來的地方。elvis中也是可以這樣用。:q可結束說明檔，回到原編

輯檔案。

:ver會顯示版本、編譯資訊，編譯時加入之參數也會顯示出來，讓您知道有加入些什麼功能，

因為有些功能在編譯時就得加入。 其中正號 +表示有此功能，減號 –表示無此功能。elvis/nvi

只能顯示版本資訊，無法顯示編譯資訊。1

在此補充說明一點，各位有沒有覺得 :q 很常用到，好了！就依 pe2 的習慣設為 F4 吧！怎麼

設？找上面叫出說明檔怎麼設，您就依樣畫葫蘆就可以了！Vim的設定檔在 /.vimrc。個人是

直接設成 :q! 以免麻煩，但要記得存檔喔！

1個人都會編譯出一個全功能的 vim來備用，而且 GUI及 console下使用的各編一個，以加快 console下的啟
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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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set 功能設定

本單元可說是 Vim的微調功能，可依您個人的喜好做有限度的調整。由於 Vim做了相當多的擴

充，文內主要是述敘 Vim 的設定，但 elvis 沒有的也會標明。但並不打算一網打盡，只說明重

要、常用的部份，其它的可以 :h option-list來查閱。

在系統上，會有個 vimrc_example.vim檔，可以依據這個檔案來設定一些常要用到的內容。

9.1 該在何處設定呢？

9.1.1 Vim 的設定檔

可在線上做設定，例如 :set ai 或 :set noai，ai 是 autoindent 的縮寫，這樣就可以馬上

改變縮格的設定，但離開 vim後就又恢復原狀。要永久設定就得設在設定檔中。 vim的設定檔

在：

~/.exrc
~/.vimrc
~/.gvimrc GUI 版本
$VIM/vimrc 系統預設值，最好不去修改
$VIM/gvimrc GUI 版本
$VIM\_vimrc Windows 版本
$VIM\_gvimrc

您要把 GUI的設定設在 $HOME/.vimrc也是可以的，但分開來可能對以後要修改時會比較找得

到地方改。那 $VIM在哪裡呢？/usr/share/vim或 /usr/local/share/vim這是編譯時就決

定的，但可在 $HOME/.bash_profie 或 $HOME/.bashrc 中另設。Windows 版本的 $VIM 則

在 C:\Vim這個目錄中，亦可設在 autoexec.bat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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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set功能設定 9.2. 如何得知目前的設定

9.1.2 elvis 的設定檔

~/.exrc
~/.elvislib/elvis.rc
C:\Program Files\elvis\elvis.rc Windows 版本

如果您的系統上同時有 Vim及 elvis，則使用 $HOME/.exrc要小心，以免互相影響了設定。好

處是可以把共同的設定設在 $HOME/.exrc裡。提醒您一下！設在設定檔中時 set前當然是不必

冒號的。

9.1.3 nvi-m17n 的設定檔

~/.exrc
~/.nexrc

9.2 如何得知目前的設定

:set 或 :se 會顯示所有經過修改的部份，就是和預設值不一樣的部份。
:set all 顯示目前所有設定值內容。
:scriptnames 顯示各種設定檔的所在路徑及其檔名。
:set option? 顯示 option 這設定的目前值。
:option 直接線上設定，有些設定需加 = 後加上設定值內容。
:set nooption 取消該設定。:set 後面是可以多重設定的。例如
:set autoindent noconfirm autowrite，這樣三種設定就會同時重設。

您當然可以改設定檔來改變設定值。在 Vim也可以使用 :opt[ion]來直接線上設定，會列出目

前的設定，在 set這個字上按 Enter即可改變設定，或就直接修改其值亦可，改完後按 :q就可

以了。在簡短說明處按 Enter則會叫出該部份的說明檔給您參考，您說方不方便？改好後

:mk[exrc] 則會寫入 ~/.exrc 檔
:mkv[imrc] 則會寫入 ~/.vimrc 檔

當然您得先搞清楚您目前所在目錄在什麼地方，如果您是在家目錄啟動的那就不用擔心了，

否則找不到您的新 .vimrc 可不要寫信來罵我。:-) elvis 可就沒這麼方便了，得自行修改

$HOME/.exrc或 $HOME/.elvislib/elvi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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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各種 set 功能說明

方括號內的是縮寫，由於 Vim 新增的指令、設定項實在是相當多，建議一開始使用完整的寫

法，等熟悉後再來使用縮寫會比較好。

autoindent[ai]

自動縮排，也就是說如果本行是從第五個字元開始寫的，您按 Enter後游標就會停在次行第五個

字元處。預設是不打開的。

autowrite[aw]

檔案一有更動就會自動存檔。預設不打開。

background[bg] （Vim 才有）

可設成 dark 或 light，這是兩種不同的 highlight 顏色設定，系統預設的內容是在一個

synload.vim檔中，詳見 $VIMRUNTIME/syntax/synload.vim。不過您要更動顏色的設定，

最好是設在 $HOME/.vimrc或 $HOME/.gvimrc中，原始檔預設檔盡量不要去動她。

ㄟㄟㄟ，你從沒提過 $VIMRUNTIME 好不好！其實這是最近版本的 Vim 為了不至安裝新版本時

把舊版本的一些設定或 macro檔幹掉，所以 $VIMRUNTIME就是 $VIM/vimxx，xx就是版本號

碼啦！例如您使用的是 Vim 6.1版，那麼就是 $VIM/vim61，往後安裝 6.2版時，會把 runtime

files裝在 $VIM/vim62，這樣就不會把舊的 runtime files給蓋掉。

backup[bk]

是否要 backup file。預設不打開。

writebackup[wb] （Vim 才有）

在寫入檔案前先備份一份，和 backup 的作用不盡相同，請 :h backup-table。預設是打開

的，所以您如果不要 backup，那要關掉的是這個項目，而不是 backup。但請先檢查一下您編

譯時是不是有編譯進去，請 :ver。

backupdir[bdir] （Vim 才有）

設定存放 backup file的目錄。預設在所編輯的檔案之所在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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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ary[bin] （Vim 才有）

設在編輯二進位檔狀態，這是防止存二進位檔時把 EOL也寫進二進位檔，那就會悔不當初，如

果是圖檔將會無法再觀看，如果是可執行檔就無法執行了！因此預設是 off。elvis會自動判斷是

否為二進位檔，而且會分成左右兩半，左半部會以 16進位的方式顯示，右半部則是以 ASCII的

方式來顯示。

browsedir[bsdir] （Vim 才有）

瀏覽檔案的目錄，GUI版本始有。預設是上一次瀏覽的目錄。就是 GUI版本功能表上的 [File]

➪ [Open]會打開的目錄。

cindent[cin] （Vim 才有）

寫 C時很好用，indent比一般敏感，專為 C程式碼而設。預設 off。編輯 C/C++ code時會自

動打開。

cmdheight[ch] （Vim 才有）

狀態列的行數，預設一行，建議設成兩行。

compatible[cp] （Vim 才有）

設為和原始 vi相容的狀態，vim的擴充功能會被抑制。預設 off。

confirm[cf] （Vim 才有）

各種確認動作。預設 off。

directory[dir]

swap檔存放的目錄。前面單元已有說明。

fileformat[ff] （Vim 才有）

這是寫入檔案時置放 EOL(end of line)的形式

dos 是以 0x0D0A 來斷行。
unix 是以 0x0A 來斷行。
mac 是以 0x0D 來斷行。

預設以各系統平檯而定，在 Linux當然是 unix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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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formats[ffs] （Vim 才有）

可指定多個，會依載入的檔案形式來調整 ff。

例如 :set ffs=unix,dos ff=unix

則預設為 unix格式，但如讀入的是 dos格式的檔案，會自動調整為 dos格式，這樣存檔時就會

以 dos 格式存檔（狀態列會顯示）。。此時如要改成 unix 格式，可 :set ff=unix 然後存檔

就會轉成 unix格式，反之亦然。

如果不這樣設，也就是您不管 ff或 ffs都設成 unix，那讀入 dos格式的檔案時在每行尾會出現

ˆM 這個字元（就是 0x0D 啦！）這時縱使 :set ff=unix 也來不及了！只好 :%s/ˆM//g 來

消去這個 ˆM。ㄟ，還記得怎麼替換嗎？就是把 ˆM換成沒有啦！而且 ˆM怎麼打出來的還記得

吧！翻一翻前面的單元吧！

Hey，你怎麼知道是 0x0D 呀！好吧！告訴您一個密秘，您把游標移到 ˆM 那個位置，然後按

ga 在狀態列就會顯示 10，16，8 進位的值。其它的字元也是可以如此顯示。a 就是 ascii 的意

思。但這是 Vim 的擴充功能，elvis 沒有。elvis 縱使載入 dos 格式的檔案，也是會自動把 ˆM

隱藏起來。

ignorecase[ic]

尋找時不分大小寫，這對中文會造成困擾。預設 off。

incsearch[is] （Vim 才有）

加強式尋找功能，在鍵入 patern時會立即反應移動至目前鍵入之 patern上。預設 off。

hlsearch[hls] （Vim 才有）

尋找時，符合字串會反白表示。預設 off。如果您是使用 vim 的預設的 vimrc 檔的話，可設在

F8鍵來切換。

textwidth[tw]

是一種 word wrap的功能，從左起算之固定每行的最大字元寬度。超過此寬度就會自動折行，

這可是真的折行，也就是說在折行處會插入 EOL。預設是 0，也就是沒有word wrap的功能。

wrapmargin[wm]

和 textwidth作用相同，只是是從右視窗邊向左算起要幾個字元起折行。預設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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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ap

這也是折行功能，可是只是螢幕效果的折行，實際上並沒有插入 EOL。

wrapscan[ws]

這和折行沒有關係，是指尋找時，找至檔尾時，是否要從檔首繼續找。預設是要。

paste （Vim 才有）

這是防止在做剪貼時位置會不正確，前面單元已有說明。

ruler[ru] （Vim 才有）

會在狀態列顯示游標所在處之行列狀態，預設不打開，但建議打開。最右邊之代號的意義如下：

Top 檔案第一行在螢幕可見範圍。
Bot 檔案最後一行在螢幕可見範圍。
All 檔案首尾皆在一個螢幕範圍內。

如非以上三種情形，則會顯示相對百分比位置。

statusline[stl] （Vim 才有）

狀態列顯示的格式，使用預設就可以了，如果您想騷包一下的話，那就請您 :h stl。

shiftwidth[sw]

指由 »移動整行內容時，一次移動的字元寬度，一般是使用 Tab的值，但可由這個設定來改變。

tabstop[ts]

一個 Tab 鍵寬度。預設是 8 個字元寬度。最好不要隨便改，以免您寫的東西由其它編輯器來閱

讀時造成困擾，為解決這個問題，Vim另有種 softtabstop及modeline的機制，在以下各節會

詳細說明。

showcmd[sc]

在狀態列顯示目前所執行的指令，未完成的指令片段亦會顯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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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mode[smd]

在狀態列顯示目前的模式，例如是 Insert mode 或是 Visual mode。當然平常的 normal

mode(commond mode)是不顯示的。在載入檔案的同時，會在這個地方顯示檔案名稱及其總

行數、總字元數。

visualbell[vb] （Vim 才有）

以螢幕閃動代替 beep聲。

number[nu]

顯示行號。注意，冒號命令也有 :nu這是顯示游標所在行的行號，您嫌多打一個字的話，:#也

行。不過如果 ruler打開的話，在狀態列本就會顯示門前游標所在處的行列值。

list

這也可以算是一種模式，list mode。就是 Tab 的地方會以 ˆI 顯示，而行尾之 EOL 會顯示成

$。可以讓您清楚的知道 Tab在哪裡，折行是不是真的。

swapfile[swf] （Vim 才有）

是否需 swap至磁碟。如果設為 noswf的話，那將不會有 swapfile產生，通通會載入在記憶體

中。預設是要 swapfile。

fileencoding[fe] （Vim 才有）

首先，先鼓掌一下，啪啪啪· · · · · ·，因為有支援 Taiwan，也支援 XIM，也就是說可以使用

xcin-2.5x來作輸入，當然您用 xcin-2.3x配合 XA也是可以啦！但前提是您要把multi_byte編

譯進去，這在一開始就講過了。預設是使用 ansi。set guifont及 set guifontset已在一開始講

過，在此就不重複了。

history[hi]

記錄冒號命令的歷史紀錄檔，就是可以用上下方向鍵叫出來的那鍋。預設是 2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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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關於 softtabstop[sts]

幾乎所有的 OS 及軟體都設定 Tab 就是 8 個字元長，這已經是個公認值，您硬要去改變它的話

恐怕帶來許多不便，但實際上關於程式風格，許多人又認為 8個字元太長了，幾個巢狀迴圈下來

就需折行，反而不方便。因此 Vim體貼您，內建了 softtabstop的功能，就是由 Vim來代您製

造出一個假的 Tab，實際上是空白字元組成的 Tab。

舉個例子來說明比較清楚。

set softtabstop=4
set shiftwidth=4

這樣會由 4個空白字元取代一個 Tab，您按 Tab鍵 vim就跳 4格，需注意的是，如果您按了三

次 Tab 鍵，那就是一個實際的 Tab 加上四個空白字元，可不是 12 個空白字元喔！是混合 Tab

及 Space的。

問題來了！那我要按真正的 8 字元的 Tab 時怎麼辦？簡單，還記得怎麼按特殊字元嗎？Ctrl+v

Tab 或 Ctrl+v I 就可以了，那就是如假包換的 8 字元長之 Tab。當然，您按兩次 Tab 不就得

了！:-)

另一個更大的問題也來了！在 Un*x系統的有些設定檔，例如Makefile, snedmail的設定檔，

他們會認真正的 Tab，因此如果您有程式開發或系統管理的需要的話，最好是不要隨意更動 Tab

值，也不要使用 softtabstop，可以使用 Vim獨特的modeline來控制，請繼續研讀下一節。

9.5 Vim 的 modeline

這個是什麼哇？簡單的說，Vim有能力去解讀所編輯檔案內的 Vim控制參數，而這些控制參數

是寫在檔案的註解行裡頭的，例如 sh script的註解行是以 #來開頭的，那 Vim的控制參數就可

以寫在這些註解裡頭，Vim在開這個檔的同時，也會去控制自己的一些行為，當然，包括了上一

節所說的 Tab的長短，而 shell本身則會忽略這些註解。

例如，現在把一個 sh script檔裡頭，在檔案最後一行，設了個：

# vim: ts=2

這樣一來，按個 Tab，實際上顯示出來會只有兩個空格，別擔心仍然是正港 Tab，不相信的話，

可用另一種編輯器打開就知道了。這個好用吧！詳細請進入 vim後 :h mo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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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個功能很方便，但並不是全然沒有限制的，以下有些限制要注意：

1. 控制 modeline 本身的設定，不能寫在檔案裡頭，vim 會來不及讀他。
例如：在 sh script 檔案中設定 # vim: set modelines=0 這是行
不通的。

2. 這些設定必須要在檔案的開頭五行，或結尾五行內設定，否則 vim 會忽略。
3. 註解符號後要至少一個空白(sapce 或 Tab 皆可)隔開。例如：
/* vim:noai:sw=3 ts=4 */ => C 程式碼 /* 和 vim 間至少要有個空白
// vim:ts=2 => C++
# vim:ts=2 => sh script, perl, python, tcl
" vim:ts=2 => vim script

9.6 關於折行

前面已說過 set wrap 就可以造成螢幕折行，可是卻會把一個英文單字折成兩半，實在很不雅

觀。好了，Vim 再體貼您一次，:set linebreak(lbr) 就會避免這種問題發生，會在空白或

標點符號的地方來折行，但也仍屬螢幕折行，並不會插入 EOL。

在一般的文書排版處理，甚至是寫程式碼，設定系統的設定檔，這些時機，可能自動折行並不很

適合(指會插入 EOL 的)，很容易把寫好的內容，因為一個不小心就都弄亂了，因為程式一般是

一行一行在讀的，把一整行分成兩半，所讀的結果就不一樣了，除非加入程式碼的折行標誌，例

如一般的倒斜線1 \或 TEX/LATEX的百分號 %。而在排版軟體如 TEX/LATEX，插入 EOL的折行，

會造成中文字間多出個空白，這在 HTML格式的檔案亦同，因此，在做折行的決定時，也請考

慮一下其他的『副作用』。

9.7 我的設定檔

以下是我個人的設定檔，僅供參考用：

9.7.1 .vimrc 範例

" ~/.vimrc by Edward G.J. Lee
" 這個記號就是 vim 的註解，通常情形 vim 會忽略。
" This code is Public Domain
"
set backspace=indent,eol,start

1Vim script的折行標誌也是倒斜線，但這個倒斜線不是像一般 script一樣放在本行的最後，而是放在次一行的
開頭處，請小心不要放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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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autoindent " always set autoindenting on
set history=50 " keep 50 lines of command line history
set ruler " show the cursor position all the time
set showcmd " display incomplete commands

set enc=big5 " 檔案編碼設成 big5

"使用 :update 代替 :w，以便在有修改時才會存檔，注意，這和 vi 不相容。
map <F2> :up<CR>
map <F3> :up<CR>:q<CR> " 存檔後離開
map <F4> :q!<CR> " 不存檔離開
map <F5> :bp<CR> " 前一個 buffer 檔案
map <F6> :bn<CR> " 下一個 buffer 檔案
" 單鍵 <F7> 控制 syntax on/off。倒斜線是 Vim script 的折行標誌
" 按一次 <F7> 是 on 的話，再按一次則是 off，再按一次又是 on。
" 原因是有時候顏色太多會妨礙閱讀。
map <F7> :if exists("syntax_on") <BAR>

\ syntax off <BAR><CR>
\ else <BAR>
\ syntax enable <BAR>
\ endif <CR>

" 按 F8 會在 searching highlight 及非 highlight 間切換
map <F8> :set hls!<BAR>set hls?<CR>
" Toggle on/off paste mode
map <F9> :set paste!<BAr>set paste?<CR>
set pastetoggle=<F9>

map <F10> <ESC>:read !date<CR> " 插入日期
map <F11> :%!xxd<CR> " 呼叫 xxd 做 16 進位顯示
map <F12> :%!xxd -r<CR> " 回復正常顯示

"Default backspace like normal
set bs=2

"Display a status-bar.
"set laststatus=2

"Show matching parenthese.
set showmatch

" 以下是顏色設定，詳細請 :h hi
hi Comment term=bold ctermfg=darkcyan
hi Constant term=underline ctermfg=Red
hi Special term=bold ctermfg=Magenta
hi Identifier term=underline ctermfg=cyan
hi Statement term=bold ctermfg=Brown
hi PreProc term=bold ctermfg=DarkY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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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Type term=bold ctermfg=DarkGreen
hi Ignore ctermfg=white
hi Error term=reverse ctermbg=Red ctermfg=White
hi Todo term=standout ctermbg=Yellow ctermfg=Red
hi Search term=standout ctermbg=Yellow ctermfg=Black
hi ErrorMsg term=reverse ctermbg=Red ctermfg=White
hi StatusLine ctermfg=darkblue ctermbg=gray
hi StatusLineNC ctermfg=brown ctermbg=darkblue

set viminfo=’20,\"50 " read/write a .viminfo file, don’t store more
" than 50 lines of registers

" 方便中文重排設定
set formatoptions=mtcql

" 設定 modeline
" vim: ts=2:

9.7.2 .gvimrc 範例

" ~/.gvimrc by Edward G.J. Lee
" This code is Public Domain
"
set mousehide " 當輸入文字時隱藏 mouse
map <S-Insert> <MiddleMouse>
map! <S-Insert> <MiddleMouse>

" Only do this for Vim version 5.0 and later.
if version >= 500
let c_comment_strings=1
if !exists("syntax_on")
syntax on

endif

hi Comment guifg=DarkBlue
hi Constant gui=bold guifg=Magenta guibg=#fffff5f2eed8
hi Special guifg=Blue guibg=#fffff5f2eed8
hi Identifier gui=bold guifg=DarkCyan
hi Statement gui=bold guifg=brown
hi PreProc gui=bold guifg=black
hi Type guifg=darkgreen
hi Ignore guifg=bg
hi Error guibg=Red gui=bold guifg=White
hi Todo guifg=Blue guibg=Yellow
hi ErrorMsg guibg=Red gui=bold guifg=White
hi Normal guibg=#fffff5f2eed8
hi ModeMsg guifg=DarkBlue guibg=y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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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StatusLine gui=bold guifg=lightgray guibg=DarkBlue
hi StatusLineNC gui=bold guifg=lightgray guibg=brown
hi Cursor guibg=green guifg=NONE
hi lCursor guibg=Cyan guifg=NONE

endif

" 讓 ex(:) mode 時可以輸入中文(gvim)
set imcmdline
" 讓 xcin 在 insert mode 不自動出現(gvim)
set imdisable

9.7.3 .vim 目錄範例

其實，一些設定檔除了家目錄下的 .vimrc及 .gvimrc外，可以置放於家目錄下的一個子目錄

.vim，其目錄結構可以仿 $VIMRUNTIME這個系統上的結構。例如，我的 .vim結構如下：

edt1023:~$ tree .vim
.vim
|-- filetype.vim
|-- plugin
| |-- format.vim
| ‘-- tex.vim
|-- syntax
| |-- lily.vim
| ‘-- svg.vim
‘-- view

‘-- ~=+bg5.txt=

3 directories, 6 files

其中，filetype.vim 會在系統的 filetype.vim 載入後蓋過去，也就是家目錄的會先優使

用。format.vim 及 tex.vim 是進入 vim 馬上會載入的 Vim script，主要用於中文重排及

TEX/LATEX排版系統編輯時的方便指令、按鍵。lily.vim則是 GNU LilyPond這個樂譜排版系

統檔案的語法顏色定義檔，svg.vim則是 SVG向量圖檔的語法顏色定檔加強版。那 view那個

子目錄下的又是什麼呢？這是下 :mkview指令時所存的一些狀態檔，在 :loadview要參考到，

請參考第 11章，第 11.1.3小節，頁 51，這個檔是個隱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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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規則表示式的運用

在本系列文章一開始就說明了學 Vim 可以順便學規則表示式（regular expression，以下簡稱

regexp），那為什麼到現在才來講呢？因為 regexp 說簡單也算不很難，但您要深入去使用的

話，有時會馬上看不出一個複雜的 regexp 在說些什麼的，就曾有人形容 regexp 為「有字天

書」！而且在 Vim 整體都還沒一個概念就加入 regexp 的話，那後面的單元恐怕就沒人看了！

而 regexp各家有各家的 extensions，這也是大家視為畏途的原因之一，不過總是大同小異，只

需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目前先不必管別家怎麼說，就讓 Vim暫時先成為我們的「標準」，以後碰到其它程式的 regexp

應該就可以觸類旁通。以下我們盡量由實例去瞭解。當然，小小的一篇文章是沒有辦法詳盡介

紹，只能撿重點來說明了。如有疑問，可 :h pattern或在 Un*x系統中可 man 7 regex，甚

至 man ed，man sed，man grep，man awk，man perlre裡面也是會說些 regexp，但要注

意和 Vim 差異的地方！其中 perl 的 regexp 應該是最完整的了，如果您的系統沒有 perl 那應

該是「稀有動物」了！:-)ㄟㄟㄟ！Vim只是一個編輯器，可不是獨立的程式語言(雖然，內建的

Vim script是有點好用)！

10.1 基本的匹配

* 指前所綁住的字元或字元集合，出現 0次或 0次以上。

\+ 和 *作用相同，但不包括出現 0次。

\= 指前所綁住的字元恰好出現 0或 1次。

\| 這是多選，就是 or的意思，被 \|隔開的 pattern，任一個符合的話就算符合。

\+, \=, \|會加上一個 \，是因該字元在 Vim就具有特殊意義，在一般的 regexp中是 +, ?, |就可

以了，只是提醒您一下，以免搞混了！記住 \+是不可數的！用辭不是很精確，只是幫助您記憶

啦！在 elvis及 ed中是使用 \? 來匹配出現 0或 1次，而不是 \=，這裡要非常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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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dg*

指 * 前所綁住的字元 g 出現 0 次或 0 次以上。也就是說 d(出現 0 次)，dg, dgggg,

dgggggggg 都是符合這個 pattern。如果您下尋找指令 /dg*，那符合這個 pattern

的字串都會被找出來。如果用在代換就要非常小心了，像 extended 中的 d 也

是會被置換掉的。例如您下 :%s/dg*/test/g 的話，那 extended 這個字會換成

extentestetest。

shell中使用的通用字元為 pattern matching notation和 regexp是不同的意思。dg*在 shell

中是解為以 dg開頭的任意字串，這就不包括 d在內了，也就是說在 shell中，*是代表任一字

元或字串，這在初接觸的朋友很容易就搞混，請千萬小心。

[實例] dg\+

dg, dgg, dgggggg皆符合，但 d則不符合。如果是 dg\=的話，就只有 d、dg這兩

個符合了。

[實例] :%s/The\|All/test/g

全文中只要是 The或 All都會被替換成 test。注意，如果文中有 There也是會被替換

成 testre！要如何避免這種情形呢？下面會另述及限定使用法。

[實例] /123-\=4567

這樣會找出，123–4567及 1234567。當然 123–456789也是會被找出來。

[...] 字元集合，表示中括號中所有字元中的其中一個。

[ˆ..] 這是上述 [. . . ] 的補集，表非中括號內字元的其中一個。

. 除換行字元外的任一單一字元。指本身，非指前所綁之字元。就好像 shell 中的 ?

一樣。如果要指定真正的英文句點，要用 \來 escape，就是說 \. 這時的 .是代表真

正句點，而不是 regexp中的特殊意義。其他如 \*亦同。

[實例]

[Aa]

A或 a其中的一個。

[12345]

12345其中的一個數目字。可用 [1–5]來表示。連續性的數目字或字元可用 –來隔開，

寫出頭尾來代表就可以了。[0–9]就表 0到 9的數目字，[a–d]就代表 abcd四個英文

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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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W[0-9]*\.cc

這個例子是說以W開頭，後接 0–9其中一個或多個數目字或不接什麼，然後是一個句

點，最後是 cc。所以W.cc，W1.cc，W2.cc，W345.cc，W8976543287.cc 皆符合。

如果要表示W及 .cc間夾一個以上的數目字，要寫成 W[0-9][0-9]*\.cc。

[實例] .*

這代表任意字元或字串，或什麼都沒有，腦筋急轉彎，對照前面的定義想一下。當然這

是不包括換行字元的。

[實例]

[ˆM]　表除M以外的任意字元。

[ˆTt]　表 T及 t以外的任意字元。

[ˆ0-9]　表非數目字之字元。

[ˆa-zA-Z]　表非英文字母之字元。

注意，ˆ要在中括號內，且在最開頭的地方，否則另有含意。

ˆ 匹配行首，指其後綁住的字串，出現在行首才符合。

$ 匹配行尾，指其前綁住的字串，出現在行尾才符合。含換行字元。

不是在行首的 ˆ指的是 ˆ這個字元。不是在行尾的 $是指 $本身這個字元。

[實例] /ˆWhat

這樣只有在行首的 What 才會被找出來。注意！ Whatever, What’s 也是會被找出

來。如果是 /What$則是在行尾的What才會被找出來。

[實例] ˆ$

這是什麼東東？行首也是行尾的行。ㄚ，就是空白行嘛！當然也不能說這個行是沒有什

麼東東啦！空白行至少也是會有個換行字元。在後面會詳述如何消除全文的空白行。

\(...\) 記憶 pattern，可由 \1, \2. . . \9來叫出。

[實例] :%s/\([a-z]\)\1/test/g

這樣 aa, bb, cc, dd,. . . zz都會被 test替換掉。這和 :%s/[a�z][a�z]/test/g是不

一樣的意思，後者會把 aa, ab, ac. . . ba, bb, bc. . . zz都換成 test。也就是說 \(...\)

由 \1叫出時會有對稱性的配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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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s/\(.\)\(.\)r\2\1/test/g

會將中間為 r，前有二個任一字元，後有兩個具對稱性的字元所組成的字串替換成

test。\2是呼叫第二組 \(.\)，而 \1是呼叫第一組 \(.\)。例如：12r21，cfrfc，7grg7等

都會被替換成 test。

\< 匹配字（word）首。所謂 word包括文數字及底線。

\> 匹配字尾。這就是前所提及的限定用法，被 \<，或 \>括住的 pattern 就會被限制

住，使 regexp不能再向右（左）擴充解釋。

ed及 perl中可以 >b來表示這兩個符號，perl中只支援 >b，ed則 >b及 \<, \>皆支援。但在

perl可多加個 ?來限制 regexp的擴充解譯。功能上而言，這是和 ˆ $一樣的定位樣式（anchor

pattern）指所綁住的字串必須是單字邊界（word boundary），前或後或前後除了空白字元及

標點符號外不可再有其它字元。在 Vim中 \b是表示 <BS>即 Backspace鍵。

[實例] :%s/\<abbbc\>/test/g

這樣只有 abbbc 才會被替換成 test。如果沒有這樣限定，:%s/abbbc/test/g，那

deabbbcly中的 “abbbc”亦會被替換成 test。所以前面 :%s/The\<All/test/g可換

成 :%s/\<The\>\|\<All\>/test/g這樣一來，There就不會被替換成 testre了！

[實例] :%s/\<abbbc/test/g 這樣的話，只要是以 abbbc 為首的字(word)，其中

的 abbbc 的部份都會被 test 所替換。注意！是指字首，而不是指行首。所以

abbbc，abbbcerd，abbbckijuds都符合。

\{n,m} 指前所綁住的字元或字元集合最少出現 n次，最多出現m次。

這在一般的 regexp表示成 \{n,m\}。Vim及 elvis 兩種表示法皆支援。perl則直接使用 {}。以

下會舉四種不同的例子，請大家發揮一下想像力。:-)

[實例] \{最小值，最大值}

如 [0–9]\{3,4}匹配至少三位數，但不可多於四位數的數目字。如：

123

12

1

123456

1234567

12345678

1234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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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下 :%s/[0-9]\{3,4}/test/g 的話，那 1，12 這兩組不會被替換，因為不滿 3 位數。而

12345，則會換成 test5。123456，則會換成 test56。12345678 ，則會換成 testtest。1234567

也是會換成 testtest。123，1234這兩組則會被替換成 test。您可以親自操作一次就知道怎麼一

回事了。操作時最後加 gc來 confirm，這樣您會更瞭解實際替換的內容。ㄟ，別忘了 u可以回

複您的編輯動作。

[實例] \{數目字}

xy\{20}　表示 x 後接 20 個 y。 e[x-z]\{4}　表示 e 後接有四個字元，是 x,y,z 的其中

一個的組合。如：exxxx, exyyz, ezzyz, exyzz皆符合。

[實例] \{最小值，}

xy\{2,}　表 x後接至少二個的 y。相當於 xyyy*或 xyy\+。

[實例] \{，最大值}

xy\{,4}　表 x後接至多四個或更少的 y（可能沒有）。因此 x, xy, xyy ,xyyy, xyyyy

皆符合。

10.2 中介字元（metacharacter, or character classes）

主要是簡化 regexp的書寫。

\s 表空白字元，即 Space或 Tab。

\S 表非空白字元。

\d 表數目字（digits），即 [0–9]。

\D 表非數目字，即 [ˆ0–9]。

\w 表一般字元（word character），包括底線。即 [0–9a–zA–Z_]。

\W 表非一般字元，即 [ˆ0–9a–zA–Z_]。

\a 表英文字母（alphabetic character），即 [a–zA–Z]。

\A 表非英文字母，即 [ˆa–zA–Z]。

\l 表小寫字母（lowercase character），即 [a–z]。

\L 表非小寫字母，即 [ˆa–z]。

\u 表大寫字母（uppercase），即 [A–Z]。

\U 表非大寫字母，即 [ˆA–Z]。

原始 vi不支援此種中介字元。使用中介字元的比對速度將會比使用字元集合 []的快。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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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全域性的指令

:[range]g/pattern/[cmd]

cmd是 ed可用的指令，預設是 p(print)，您可查一下man ed，就可以知道有什麼指令可用。

這個小節裡主要是說明 d(delete)的功能。因為是要說明如何消除空白行。需注意的是，d是行

刪除指令，凡含 pattern的整行都會被刪掉，而且 range不指定的話，預設是全篇文章，因為 g

就是代表 globe。

在 Vim 的 help 檔裡說的是 ex 指令，但 ex 實際上是和 Vim 連結的，因此這裡特別指出 ed。

但 ed的指令少數可能會和 Vim的 ex不同，這是因為 ed和 Vim並非同步在發展，作者也非同

一人。

:g/ˆ$/d

這樣就會刪除全文的空白行。前面已提過 ˆ$代表的是空白行。但這裡有個問題，如果空白行裡

包含了其它空白字元（即 Space 或 Tab）的話。表面看起來是和一般空白行一模一樣，但卻暗

藏玄機，用上面的方法就無法刪除這種空白行了！怎麼辦？來！看招！

:g/^[<Space><Tab>]*$/d

在 Vim或 elvis裡您可以如此照打，也就是 <Space>代表空白字元，<Tab>代表按 Tab鍵的結

果。在原始 vi則不行，得自行按出特殊字元出來，就是 Ctrl+v Space及 Ctrl+v Tab。或採更

簡單的打法：

:g/^\s*$/d

還記得中介中元嗎？好用吧！少打了不少字。:-)意思就是刪除含 0或 1個以上空白字元的行。

有些書中寫成 :%s/ˆ$//g可以刪除空白行，這是錯誤的，因為 :s這個指令只更動一行裡的內

容物，但不會做刪除一行的動作。

10.4 & 替代變數

代表置換時合於 patern的字元或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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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s/\̆d\d\d\d\d\d\d\d\d\>/ID:&/g

這樣全文中的身份證字號前就會加上 ID: 字樣，也就是說 T123456789 會被換成

ID:T123456789。還記得嗎？ \d就是 [0-9]，\u代表大寫的英文字母。加個 \>是防止

T12345678999也被換掉。當然前面再加個 \<更保險。ID:字樣您用中文也行！另一個

好用的例子是電話號碼前加上 TeL:，就請您自行練習了！

[實例]將檔案 3至 7行的資料向右移 2個空白

:3,7s/.*/ &/

但這樣連空白行也是會插入空白字元，較高明的做法是：

:3,7s/.\+/ &/

這樣空白行就不會去動它了！想通了 .*及 .\+的意思了嗎？往前翻一下 . * \+的定義。

[實例]將檔案 3至 7行的資料向左移 2個空白

:3,7s/ˆ //

就是刪去行首的二個空白啦！

[實例]將全文的 Edward這個單字，前後加上中括號

:%s/\<Edward\>/[&]/g

[實例]將全文的 Edward這個單字，改成大寫的。

:%s/\<Edward\>/\U&/g

ㄟ！\U不是代表非大寫字母嗎？喔！您搞錯位置了。\U在 pattern的位置的時候是指非大寫字

母的樣式，即 [ˆA–Z]，但如果是在置換字串位置的時候是指將其後的字串通通改成大寫。與其

相對的是 \L，會將其後的字串改為小寫。詳細請 :h sub-replace-special。

[實例]將全文每行最後加上 <BR>這個HTML tag。

:%s/.*/&<BR>/g

怎麼樣，是否已感覺到 regexp威力無窮了呢？還是您已經快睡著了呢？:-)不過也請您想想，如

果是在沒有 regexp功能的編輯器裡，範例中的一些動作您會怎麼做呢？一個一個去改？

10.5 greedy 陷阱

regexp會有貪心的傾向，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在同一行內，如果有多個符合 pattern的情形，

會找最長的那一個。請注意！greedy的特性是針對會反覆比對的 regexp而言，例如：*, \=, \+,

\{}等。前面所舉的 .* 的例子，由於 greedy的關係，在整篇文章中做替換時，會被當成是每一

行整行，因為 regexp會去找每一行最長符合的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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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This is a test. Test for regexp.

如果您下 :%s/[Tt].*t/program/g 原意是想把所有的 Test 或 test 換成 program

的，結果由於 regexp的貪心，整個 “This is a test. Test”會換成 program。結果原

文就變成了 program for regexp. 因此在全文替換時要非常小心，避免使用彈性太大

的 regexp。像此例，只要下 :%s/\<[Tt]est\>/program/g就可以了！

最後提醒您，這可不是 regexp的全部，礙於篇幅及在下功力的問題，當然是沒辦法全面詳盡的

向各位做介紹，在下只是將各位領進門，修行就得看各位了！如果還想更深入的研究 regexp，

可參考：Mastering Regular Expressions(O’Reilly & Associates)一書。中文的話，可參考

龍門少尉的網站：

http://www.rtfiber.com.tw/~changyj/

裡頭的『正規表示式入門與應用（一、二、三）』，非常值得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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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把 Vim 折疊（folding）？

把 Vim折疊（folding）後，然後可以放入口袋？呵呵，當然不是這樣啦！這是 Vim的一個很

特殊功能（原始 vi及一般的 vi clone皆無此功能）。簡單的說，就是可以將文章內容，依據他

的結構，把多行內容集中於其中一個代表行來顯示，螢幕上只看得到章節標題那一代表行，這樣

整個文章結構就一目了然，真正要閱讀其他內容時，再由簡單的按鍵或滑鼠來打開。這對於不含

目錄結構的文件或程式碼很有用處。

11.1 手動折疊

折疊的行為表現是由 foldmethod[fdm]這個設定項來控制的，這個設定項預設是manual，就

是手動設定，這是本節所要敘述的最基本折疊方式。其他折疊方式會在下一節介紹，折疊的方

式，其中會有互相衝突的地方，使用上請注意一下。

11.1.1 折疊的產生

手動產生折疊的指令是 zf、zF、:fo[ld]，以下以例子來說明較清楚。

zfap 將游標所在處的那個段落折疊成一行。

zf7G 自游標所在處至全文第 7行折疊起來。

:3,9fold 將第 3行至第 7行折疊起來。

5zF 將游標所在處起算 5行的內容折疊起來。

也可以將所要折疊的部份以 Shift+v標記起來，然以按 zf就會將標記的內容折疊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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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折疊的操作

zo 將游標所在處的折疊打開。open。

zc 將游標所在處已打開的內容再度折疊起來。close。

zr 將全文的所有折疊依層次通通打開。reduce。

zm 將全文已打開的折疊依層次通通再折疊起來。more。

zR 作用和 zr同，但會打開含巢狀折疊（折疊中又還有折疊）的所有折疊。

zM 作用和 zm同，但對於巢狀折疊亦有作用。

zi 這是個切換，是折疊與不折疊指令間的切換。

zn 打開全文的所有折疊。fold none。

zN 這是 zn的相對指令，回復所有的折疊。

那這個 zn和 zR不是都一樣嗎？不是的，zR的作用於 foldlevel這個設定項，是控制折疊的層

次，而 zn 則是作用於 foldenable 這個設定項，他是不管層次的，只有全關或全開。當然，所

得到的結果有許多情形下是一樣的，但裡子不一樣，這在寫 Vim script時得小心分辨。

通常，游標在折疊處向左或向右移的話，折疊也會自動打開。在進入編輯模式，例如按 i或 o，

這是也會自動打開折疊。

其他的複製、刪除及替換等動作還是可以和一般正常文稿一樣的操作，例如 dd就會刪掉一整個

折疊，yy會複製一整個折疊，p會貼上一整個折疊。把整個折疊就當做是一行就行了。

11.1.3 折疊的記憶

手動折疊，在下一次開檔時就消失了，但我們可以使用 :mkview把折疊的情形記憶起來，下一

次載入同一個檔案時就可以下 :loadview，記憶起以前折疊的情況。當然，使用手動折疊及記

憶，在操作上並不是很方便，除非是把他寫成 Vim script 來叫用。因此下一節要談到自動折

疊，這可能會比較實用一點。

11.2 自動折疊

這裡比較實用的是依文件內的標誌來折疊，因此其他的方式就只稍微介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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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以縮行為依據

:set foldmethod=indent 就會依縮行來折疊，本來預設是 :set foldmethod=normal。請

注意，此時手動折疊的設定會被停止無法使用。

11.2.2 以特殊的表示法為依據

:set foldmethod=expr，另外還要設定 :set foldexpr=...，可參考線上使用手冊 :h

fold-expr的例子。

11.2.3 以語法為依據

這是在定義語法（syntax）檔時同時加入折疊的定義。然後，set foldmethod=syntax 就會

依照這個語法定義檔去折疊，請 :h syn-fold。

11.2.4 以是否更改過為依據

這在進入 vimdiff（即 vim -d file1 file2） 時會自動進入 foldmethod=diff 的模式，

因此要 diff設定項設在同一個螢幕顯示才行。以便整體的瀏覽。當然要自行更改預設值亦可。

預設是：

setlocal diff foldmethod=diff scrollbind nowrap foldlevel=1

這樣一來，兩個檔案相同的部份會折疊起來，沒有折疊的部份就是有差異的地方。

11.2.5 以文件上的標誌為依據

這是跟據文章中的標誌（marker）來做折疊。這些標誌，起於 {{{，止於 }}}，這中間的部份會折

疊起來。通常這些標誌是藏在註解欄裡頭，例如 C程式碼的 /*及 */之間，shell script的 #之

後，Vim script的 "之後，得視程式語言的不同而定，因此一般的文章就不適合使用了。

這些預設的標誌也可以由 foldmarker 來更改，但為了文件的流通性，建議使用預設值就可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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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一些程式碼載入時再來設定 :set foldmethod=marker就太麻煩了，這個設定可以設在

文件內，例如：

#!/bin/sh
# 這是一個 sh script
# {{{
...
這裡是 script 內容，由 vim 打開這
個檔時，這個部份會自動折疊起來。
...
# }}}
# vim:fdm=marker:ts=2

還記得modeline嗎？請複習一下第 9章，第 9.5節，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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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Vim tags 的使用

tag指的是文件中的一種特殊的標誌，在使用 Vim時，可以由很簡單的按鍵就馬上跳到那個文章

及那個 tag 的位置，也可以跳回原處。這個功能就好像目前的網頁上的 hyperlink 一樣。但不

一樣的是，這個 tag並不是寫在文件裡頭的，而是由 ctags這支程式（或其他類此的工具程式）

來產生相關檔的 tags，然後存檔於一個外部檔案裡頭，要用到時再由 Vim叫出來。

12.1 各種程式碼專用 tag 工具

ctags 這是最常用到的，可能會有兩種版本，舊的 ctags 只能用於 C 程式

碼。exuberant ctags 則可用於 C/C++、Java、Fortran· · · · · ·等等。可由
ctags �version得知版本。

etags 這是 emacs/xemacs所附的，功能也是非常強大。

JTags 這只能處理 Java程式碼。

ptags.py 處理 Python程式碼。

ptags 處理 Perl程式碼。

這裡主要講述 exuberant ctags。可 man ctags 或 ctags �help 得知所支援的程式語言。在

$VIMRUNTIME/tools 目錄下會有一些工具可以使用，例如專用在 sh script，Tcl/Tk script 的

tag 工具。其他的 tags 工具，系統上不一會安裝，有需要的話得自行安裝，一般使用，應該

ctags就夠用了，ctags也可以模擬 etags。

以往，Vim 會附上 exuberant ctags，但新近的版本已沒有附上，得由使用者自行安裝，或

使用系統上就有的 ctags。如果系統上的並不是 exuberant ctags，可自行由 http://ctags.

sourceforge.net下載、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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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章 Vim tags的使用 12.2. TAGS檔案的格式

12.2 tags 檔案的格式

以下是一般 tag檔的結構（以一行為例）：

tagname TAB tagfile TAB tagaddress term field

tagname 這是識別字的名稱，通常就是一些函數名，或其他任何識別字。

TAB 這是老老實實的一個 Tab鍵。

tagfile 這是 tag檔的檔名。

tagaddress 這是 Ex指令，通常就是搜尋指令，但行數也是可以。

term ;"這個記號（兩個字元）以後的內容視為註解。

field 待瞭解。

12.3 tag 檔案的製作

不講究的話，可以在所解開的 source code目錄下，下以下指令：

ctags -R *

這樣會有 source code目錄下產生一個 tags這個檔（可以使用 -f選項來指定檔案名），裡頭

就包含了整個 source code的所有檔案的 tags資訊，包括其下所有的子目錄下的檔案。ctags

已盡可能的做到聰明掃描檔案的能力，會忽略和程式碼無關的檔案。當然 ctags 還有許多精細

的參數可以使用，請 man ctags。

請注意，ctags 預設會將輸出檔排序，因此不必自行另外去排序。有排序有一個好處，那就是

Vim會去使用 binary search的方式去搜尋，這樣會比較快。

12.4 一般的 tag 使用

如果就照上一節的方式產生 tag files，那麼只要在 source code 目錄下由 vim 去開啟檔案的

話，會自動載入 tags 這個檔案，無需另行載入，否則要由 :set tags=your.tags 來指定

tags檔。然後就是照一般使用 Vim線上說明一樣，游標移到識別字或函數名上，按 Ctrl+]，要

回到原處就按 Ctr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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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Vim 啟動時，工作目錄（vim 啟動時的所在目錄）名為 tags 的檔案會自動載

入，$VIMRUNTIME/doc 及 $HOME/.vim/doc 目錄下的 tags 檔也會自動載入。而且，凡是載

入的 tags檔裡頭所有標誌文字都可以使用補全鍵來補全，別忘了這個好用的功能。

12.5 Vim 線上說明文件的製作

Vim的線上說明文件就是使用 tags的方式來管理的，因此使用方法也是和一般 tags檔一樣，由

Ctrl+]及 Ctrl+T來控制。

12.5.1 doctags

這個工具一般不會在系統的 $PATH裡頭，而是在 Vim原始碼的 runtime/doc目錄下。由於一

般 tags程式只對程式碼作用，因此對一般的文字檔沒有作用。而這個 doctags則會依文字檔中

有 *這是標題*標誌的內容做出 tag檔出來。

在 source code，進入 runtime/doc目錄後：

make doctags => 編譯出 doctags 這個可執行檔
make tags => 製作此目錄下所有 *.txt 的 tags 檔

這個 doctags 也可以保留下來，把自己新製作的 *.txt 置於 $VIMRUNTIME/doc 目錄下，執

行：

doctags *.txt | sort > tags

這樣就行了，重新進入 vim後就可以使用了。

當然，這個工具需自行編譯，因此對一般使用者而言，使用上並不方便。其實 Vim已有內建這

個工具了。

12.5.2 由 Vim 裡頭作線上說明

進入 vim 後，:helpt[ags] 目錄名 這樣就會把所指定目錄下的所有 *.txt 產生 tags 檔案。

這個動作也可以由命令列來執行：

vim -c "helptags ." -c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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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和
doctags *.txt | sort > tags
是一樣的。

由於 Vim 自動會搜尋的文件目錄是，目前工作目錄、$VIMRUNTIME/doc 及 $HOME/.vim/doc

因此建議把自己的新文件置於 $HOME/.vim/doc較好。以下為一個簡單的例子：

This is a test. *test1*
This is another test. *test2*

存檔成 test.txt置於 $HOME/.vim/doc目錄下：

cd .vim/doc
vim -c "helptags ." -c quit

重新開啟 vim，然後 :h test1試看看就知道怎麼一回事了。而按 F1求助鍵的話，會發現在後

面的砲份多了一個章節，那就是 LOCAL ADDITIONS:，家目錄下的文件目錄就是置放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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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Vim script 簡介

原始的 vi 本就有一些簡單的 macro 語法，可以設定一些複雜的編輯動作於一個指令，等於是

在創造一個新的指令。Vim 則更進一步把他發展成程式語言。在 Vim 中，一般的設定檔，如

vimrc及一些 syntax/plugin檔，都是由 Vim script寫成的。可以設定變數，也有迴圈、條件

判斷及內建函數可以使用，更可以自訂函數，儼然就是一個程式語言雛形了。當然，原始的 vi

macro語法還是認得的，這點不必擔心。

由於 Vim script 的大大擴充，雖然說是簡介，但內容可能會比其他的章節多，而且可能會比較

深入一些，可以視情形，撿幾個順手的例子來用，不必一開始就要通通搞懂他。:-)

13.1 一些簡單的 macro

這裡指的 macro 是一般的鍵盤對應、縮寫設定及簡單的新命令定義，雖然也是會使用到 Vim

script，但由於並不是完整的規劃、設計，因此就以macro為名來代表（當然，實質上也是利用

Vim script來書寫的）。

13.1.1 按鍵對應

Vim可以將多個動作（命令或是函數）對應給一個簡單的按鍵，這樣一來就可以很方便的按個鍵

去執行所定義的動作，基本的例子就是第 9.7節，頁 38的一些實際例子。由於 Vim預設已經內

建把 F1鍵定義給線上求助檔，因此，這個鍵就不要去麻煩他了。

一些按鍵的書寫方法

在傳統的按鍵對應，有他的簡單書寫方法，但通常並不是很直覺，Vim則改進了書寫方法，可以

很直覺的書寫。以下是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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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 Esc鍵。

<Tab> Tab鍵。

<Home> Home鍵。

<Del> Del鍵。

<CR> Enter鍵。

<Enter> Enter鍵，和上面的相同。

<LT> 就是 <，在和 <字元本身會有混淆、疑義時使用。也可以使用 \<。

<BS> Backspace倒退鍵。

<Up> PageUp向上翻頁鍵。

<F5> F5功能鍵。

<C-G> Ctrl+G鍵。

要注意的是，大小寫是不分的，以上的書寫只是為了閱讀方便而已。詳細的按鍵符號，這裡就不

多說明了，有需要的話，可以進入 vim後 :h key-notation，就會有詳細的列表。

\< 的使用只能在 cpoptions 設定項不含 B 旗標時才能使用，通常 B 旗標預設是會有的，請

:set cpoptiions? 就可知道目前的設定。

要非常小心的是，這種直覺的書寫方式，不能用於 :set及 :autocmd的情形，因為角括號在裡頭

有其他的特殊意義。通常，這只能用於按鍵的對應，縮寫及選單設定的情況。

map 指令的種類

Vim除了原始的 map[!] 外，擴充了相當多的類似map指令。各在不同的模式作用。map主要

是作用於常態模式及反白模式，而 map! 則是作用於插入模式及命令列模式。

vmap 僅在反白模式時作用，Visual mode。

nmap 僅在常態模式時作用，Normal mode。

imap 僅在插入模式時作用，Insert mode。

omap 僅在操作等待模式時作用，Operator-pending mode。

cmap 僅在命令列模式時作用，Command-line mode。

[實例] :map <F5> bi{<Esc>ea}<Esc>

這樣一來，只要在英文單字任意處按 F5，這個英文單字的前後就會加上大括號。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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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sc> 按 b移至英文單字的第一個字母處，並按 i進入插入模式，寫入 {這個字元，

並按 Esc鍵，回復常態模式。

e 移動至這個英文單字的最後一個字母處。

a}<Esc> 進入插入 append模式，並輸入 }這個字元，再回到常態模式。

需注意的是，在命令列模式前頭會有個冒號，因為在 vim 裡頭，要按個冒號才會進入命令列模

式。但如果是設在 Vim script 檔裡頭當然就沒有冒號了。以上的例子也是可以對應至一些較容

易記憶的按鍵，例如：

map ,b bi{<Esc>ea}<Esc>

這樣按 “,b”就會有同樣的作用，但 “,”及 “b”之間不能相隔太久的時間，這樣 Vim才會知道這

兩個按鍵是結合在一起的1。而 b在此就代表 braces（大括號）。

如果要知道目前的按鍵對應的情形，可 :map就會列出所有的目前按鍵對應，前面標示的記踸就

是各種模式的代表字母，例如 n代表 normal，i代表 insert。

防止重複對應

為了防止重複對應到已有定義的按鍵，通常指令內可加入 nore的字樣，例如：

:noremap => Normal, Visual and Operator-pending
:vnoremap => Visual
:nnoremap => Normal
:onoremap => Operator-pending
:noremap! => Insert and Command-line
:inoremap => Insert
:cnoremap => Command-line

其實其他對應性質的指令也是會有類似的這種指令，請參考下一節。

13.1.2 縮寫對應

縮寫對應是把一長串的字串對應到簡單的幾個代表性字串。縮寫的對應只能用在插入模式、取代

模式及命令列模式。主要用於輸入時節省時間及避免拼錯。這裡利用例子來做說明：
1可以在底下的狀態列看得到按鍵，按 “,” 會顯示出來，等一段時間後又會消失，在這段時間內按 “b”，那 Vim

就會把他當做兩個鍵是結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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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 :ab gl GNU Linux

把 gl這個按鍵對應成 GNU Linux。

ab是 abbreviate的縮寫，這樣一來，在插入模式時，只要輸入 gl，再按 Sapce鍵或 Ctril+]，

這個 gl就會變成 GNU Linux這個字串。Sapce和 Ctril+]的區別在於前者會多留個空白，方

便繼續輸入其他文字；而後者則不會多留個空白。要注意的是，這在取代模式（請參考第 3.1.2

節，頁 10）、命令列模式（請參考第 1.4節，頁 4）也是可以作用，如果是使用 :ia[bbrev]，

那只會在插入模式及取代模式有作用。

以下是一些常會用到的指令：

:ab[breviate] 不接任何參數，這會列出目前所有的縮寫對應。其中標有 ‘i’的，代

表作用於插入模式；標有 ‘c’ 的，代表作用於命令列模式；標有 ‘!’

的，則兩種模式皆有作用。

:ab gl 這會列出 gl是對應成什麼字串。

:una[bbreviate] gl 取消 gl這個對應。

:ia[bbrev] 和 :ab的定義一樣，但只作用於插入模式。

:cb[bbrev] 和 :ab的定義一樣，但只作用於命令列模式。

:norea[bbrev] 用於防止重對應已有對應的字串。

:abc[lear] 取消所有由 :ab所定義的對應。

:iabc[lear] 取消所有由 :ia所定義的對應。

:cabc[lear] 取消所有由 :ca所定義的對應。

13.1.3 定義新命令

Vim提供自行定義新命令的方法，其語法是：

:com[mand][!] [屬性· · · · · ·] 新命令名 動作

屬性的部份較複雜，在此先省略不談，底下再來詳細說明。其中 ‘!’ 代表強制定義已有的命令，

否則已存在的命令是不允許重定義的。新命令名也是有限制：

(1) 必需以大寫英文字母開頭。
(2) 不能使用 :X，:Next，:Print，這三個保留字。
(3) 其他的部份，可以是字母或數字，分大小寫，但不能使用底線。

但不建議使用數目字。

通常此類新命令的定義是使用在 Vim script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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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新命令的屬性

Vim會把這些命令當成是 ex命令一般的地位。這裡的所謂屬性指的是新命令所能使用的參數及

是否可以指定範圍等等。這裡分成四個部份來說明：參數、補全動作、範圍指定及特殊情形。

參數

新命令可以使用 -nargs屬性來指定參數的性質。

-nargs=0 這是預設，就是沒有參數，可以省略不寫。
-nargs=1 需要一個參數。
-nargs=* 是否有參數及參數數目不拘。
-nargs=? 允許零或一個參數。
-nargs=+ 必須有參數，但參數數目不拘。

參數之間以空白或 Tab區隔。實際上定義時，置放參數的位置是以 <args>來代表的。

<args> 一般使用，但參數內無法使用雙引號。
<q-args> 和 <args> 同，但可以使用雙引號。
<f-args> 用於函數內所要用到的參數。

13.2 Vim script 的語法

Vim script只有兩種資料型態，數字及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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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m 和其他軟體的配合

編輯器畢竟是有其特定功能，無法包山包海的把一些電腦上會用到的功能通通整合進去。但由於

Vim提供了 Vim script及和外部 shell溝通的功能，因此很容易就可以把 Vim和其他軟體結合

起來使用，不必在編輯文件時還要退出 Vim去執行其他應用軟體。

14.1 和郵件、新聞軟體的配合

這裡只以個人使用的mutt/slrn為例，其他的類似軟體就請各位發揮想像力囉！

14.1.1 mutt + vim

# ~/.muttrc
set editor="vi -c ’:0;/^$’"

14.1.2 slrn + vim

# ~/.slrnrc
set editor_command "vi -c ’:0;/^$’ ’%s’"

這個 -c參數的意思，就是進入 Vim後，馬上執行參數後的 Vim ex命令。在此是 :0;/ˆ$，什

麼意思？該去複習一下規則表示式囉！這會移至信件表頭與信件實際內容的中間（就是全文中第

一個遇到的空白行），以便可以方便馬上就地編輯。首先 :0是移到文件的第一行，然後 /ˆ$是

找第一個空白行。

14.2 和編譯程式的配合

這和一般使用者的關係不大，但對於寫程式的人來說就非常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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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和 TEX/LATEX 的配合

14.4 和 Java 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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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m tips 集錦

本章是一些實際上常用、好用的 tips集錦。當然每個人的使用習慣並不一樣，因此這些 tips不

可能適合每一個人，但可以經由修改，改成自己滿意的使用方法，這才是本章的重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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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U 自由文件許可證原文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2, November 2002

Copyright c⃝ 2000,2001,2002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59 Temple Place, Suite 330, Boston, MA 02111-1307 USA

Everyone is permitted to copy and distribute verbatim copies of this license document,
but changing it is not allowed.

0. PREAMBLE

The purpose of this License is to make a manual, textbook, or other functional and useful
document “free” in the sense of freedom: to assure everyone the effective freedom to
copy and redistribute it, with or without modifying it, either commercially or noncom-
mercially. Secondarily, this License preserves for the author and publisher a way to get
credit for their work, while not being considered responsible for modifications made by
others.

This License is a kind of “copyleft”, which means that derivative works of the document
must themselves be free in the same sense. It complements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which is a copyleft license designed for free software.

We have designed this License in order to use it for manuals for free software, because
free software needs free documentation: a free program should come with manuals
providing the same freedoms that the software does. But this License is not limited to
software manuals; it can be used for any textual work, regardless of subject matter or
whether it is published as a printed book. We recommend this License principally for
works whose purpose is instruction 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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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PPLICABILITY AND DEFINITIONS

This License applies to any manual or other work, in any medium, that contains a notice
plac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saying it can b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Such a notice grants a world-wide, royalty-free license, unlimited in duration,
to use that work under the conditions stated herein. The “Document”, below, refers to
any such manual or work. Any member of the public is a licensee, and is addressed
as “you”. You accept the license if you copy, modify or distribute the work in a way
requiring permission under copyright law.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Document means any work containing the Document or a
portion of it, either copied verbatim, or with modifications and/or translated into another
language.

A “Secondary Section” is a named appendix or a front-matter section of the Document
that deals exclusively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ublishers or authors of the Document
to the Document’s overall subject (or to related matters) and contains nothing that could
fall directly within that overall subject. (Thus, if the Document is in part a textbook of
mathematics, a Secondary Section may not explain any mathematics.) The relationship
could be a matter of historical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or with related matters, or of
legal, commercial, philosophical, ethical or political position regarding them.

The “Invariant Sections” are certain Secondary Sections whose titles are designated, as
being those of Invariant Sections, in the notice that says that the Document is released
under this License. If a section does not fit the above definition of Secondary then it is
not allowed to be designated as Invariant. The Document may contain zero Invariant
Sections. If the Document does not identify any Invariant Sections then there are none.

The “Cover Texts” are certain short passages of text that are listed, as Front-Cover Texts
or Back-Cover Texts, in the notice that says that the Document is released under this
License. A Front-Cover Text may be at most 5 words, and a Back-Cover Text may be at
most 25 words.

A “Transparent” copy of the Document means a machine-readable copy, represented in a
format whose specification is avail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at is suitable for revising
the document straightforwardly with generic text editors or (for images composed of
pixels) generic paint programs or (for drawings) some widely available drawing editor,
and that is suitable for input to text formatters or for automatic translation to a variety of
formats suitable for input to text formatters. A copy made in an otherwise Transparent
file format whose markup, or absence of markup, has been arranged to thwart or dis-
courage subsequent modification by readers is not Transparent. An image format is not
Transparent if used for any substantial amount of text. A copy that is not “Transparent”
is called “Opaque”.

Examples of suitable formats for Transparent copies include plain ASCII without markup,
Texinfo input format, LATEX input format, SGML or XML using a publicly available DTD,
and standard-conforming simple HTML, PostScript or PDF designed for human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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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cation. Examples of transparent image formats include PNG, XCF and JPG. Opaque
formats include proprietary formats that can be read and edited only by proprietary
word processors, SGML or XML for which the DTD and/or processing tools are not
generally available, and the machine-generated HTML, PostScript or PDF produced by
some word processors for output purposes only.

The “Title Page” means, for a printed book, the title page itself, plus such following
pages as are needed to hold, legibly, the material this License requires to appear in the
title page. For works in formats which do not have any title page as such, “Title Page”
means the text near the most prominent appearance of the work’s title, preced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body of the text.

A section “Entitled XYZ” means a named subunit of the Document whose title either
is precisely XYZ or contains XYZ in parentheses following text that translates XYZ in
another language. (Here XYZ stands for a specific section name mentioned below, such
as “Acknowledgements”, “Dedications”, “Endorsements”, or “History”.) To “Preserve
the Title” of such a section when you modify the Document means that it remains a
section “Entitled XYZ” according to this definition.

The Document may include Warranty Disclaimers next to the notice which states that
this License applies to the Document. These Warranty Disclaimers are considered to be
included by reference in this License, but only as regards disclaiming warranties: any
other implication that these Warranty Disclaimers may have is void and has no effect on
the meaning of this License.

2. VERBATIM COPYING

You may copy and distribute the Document in any medium, either commercially or
noncommercially, provided that this License, the copyright notices, and the license
notice saying this License applies to the Document are reproduced in all copies, and
that you add no other conditions whatsoever to those of this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echnical measures to obstruct or control the reading or further copying of the copies
you make or distribute. However, you may accept compensation in exchange for copies.
If you distribute a large enough number of copies you must also follow the conditions
in section 3.

You may also lend copies,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stated above, and you may publicly
display copies.

3. COPYING IN QUANTITY

If you publish printed copies (or copies in media that commonly have printed covers)
of the Document, numbering more than 100, and the Document’s license notice requires
Cover Texts, you must enclose the copies in covers that carry, clearly and legibly,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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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Cover Texts: Front-Cover Texts on the front cover, and Back-Cover Texts on the
back cover. Both covers must also clearly and legibly identify you as the publisher of
these copies. The front cover must present the full title with all words of the title equally
prominent and visible. You may add other material on the covers in addition. Copying
with changes limited to the covers, as long as they preserve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and satisfy these conditions, can be treated as verbatim copying in other respects.

If the required texts for either cover are too voluminous to fit legibly, you should put
the first ones listed (as many as fit reasonably) on the actual cover, and continue the rest
onto adjacent pages.

If you publish or distribute Opaque copies of the Document numbering more than 100,
you must either include a machine-readable Transparent copy along with each Opaque
copy, or state in or with each Opaque copy a computer-network location from which the
general network-using public has access to download using public-standard network
protocols a complete Transparent copy of the Document, free of added material. If
you use the latter option, you must take reasonably prudent steps, when you begin
distribution of Opaque copies in quantity, to ensure that this Transparent copy will
remain thus accessible at the stated location until at least one year after the last time you
distribute an Opaque copy (directly or through your agents or retailers) of that edition
to the public.

It is requested, but not required, that you contact the authors of the Document well
before redistributing any large number of copies, to give them a chance to provide you
with an updated version of the Document.

4. MODIFICATIONS

You may copy and distribute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Documen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ections 2 and 3 above, provided that you release the Modified Version under precisely
this License, with the Modified Version filling the role of the Document, thus licensing
distribution and modification of the Modified Version to whoever possesses a copy of it.
In addition, you must do these things in the Modified Version:

A. Use in the Title Page (and on the covers, if any) a title distinct. from that of the
Document, and from those of previous versions (which should, if there were any,
be listed in the History section of the Document). You may use the same title as a
previous version if the original publisher of that version gives permission.

B. List on the Title Page, as authors, one or more persons or entities responsible for
authorship of the modifications in the Modified Version, together with at least five
of the principal authors of the Document (all of its principal authors, if it has fewer
than five), unless they release you from this requirement.

C. State on the Title page the name of the publisher of the Modified Version, as the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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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Preserve all the copyright notices of the Document.

E. Add an appropriate copyright notice for your modifications adjacent to the other
copyright notices.

F. Include,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pyright notices, a license notice giving the public
permission to use the Modified Version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in the form
shown in the Addendum below.

G. Preserve in that license notice the full lists of Invariant Sections and required Cover
Texts given in the Document’s license notice.

H. Include an unaltered copy of this License.

I. Preserve the section Entitled “History”, Preserve its Title, and add to it an item
stating at least the title, year, new authors, and publisher of the Modified Version
as given on the Title Page. If there is no section Entitled “History” in the Document,
create one stating the title, year, authors, and publisher of the Document as given
on its Title Page, then add an item describing the Modified Version as stated in the
previous sentence.

J. Preserve the network location, if any, given in the Document for public access to
a Transparent copy of the Document, and likewise the network locations given in
the Document for previous versions it was based on. These may be placed in the
“History” section. You may omit a network location for a work that was published
at least four years before the Document itself, or if the original publisher of the
version it refers to gives permission.

K. For any section Entitled “Acknowledgements” or “Dedications”, Preserve the Title
of the section, and preserve in the section all the substance and tone of each of the
contributor acknowledgements and/or dedications given therein.

L. Preserve all the Invariant Sections of the Document, unaltered in their text and in
their titles. Section numbers or the equivalent are not considered part of the section
titles.

M. Delete any section Entitled “Endorsements”. Such a section may not be included
in the Modified Version.

N. Do not retitle any existing section to be Entitled “Endorsements” or to conflict in
title with any Invariant Section.

O. Preserve any Warranty Disclaimers.

If the Modified Version includes new front-matter sections or appendices that qualify
as Secondary Sections and contain no material copied from the Document, you may at
your option designate some or all of these sections as invariant. To do this, add their
titles to the list of Invariant Sections in the Modified Version’s license notice. These titles
must be distinct from any other section ti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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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ay add a section Entitled “Endorsements”, provided it contains nothing but en-
dorsements of your Modified Version by various parties–for example, statements of
peer review or that the text has been approved by an organization as the authoritative
definition of a standard.

You may add a passage of up to five words as a Front-Cover Text, and a passage of up
to 25 words as a Back-Cover Text, to the end of the list of Cover Texts in the Modified
Version. Only one passage of Front-Cover Text and one of Back-Cover Text may be
added by (or through arrangements made by) any one entity. If the Document already
includes a cover text for the same cover, previously added by you or by arrangement
made by the same entity you are acting on behalf of, you may not add another; but you
may replace the old one, on explicit permission from the previous publisher that added
the old one.

The author(s) and publisher(s) of the Document do not by this License give permission
to use their names for publicity for or to assert or imply endorsement of any Modified
Version.

5. COMBINING DOCUMENTS

You may combine the Document with other documents released under this License,
under the terms defined in section 4 above for modified versions, provided that you
include in the combination all of the Invariant Sections of all of the original documents,
unmodified, and list them all as Invariant Sections of your combined work in its license
notice, and that you preserve all their Warranty Disclaimers.

The combined work need only contain one copy of this License, and multiple identical
Invariant Sections may be replaced with a single copy. If there are multiple Invariant
Sections with the same name but different contents, make the title of each such section
unique by adding at the end of it, in parentheses, the name of the original author or
publisher of that section if known, or else a unique number. Make the same adjustment
to the section titles in the list of Invariant Sections in the license notice of the combined
work.

In the combination, you must combine any sections Entitled “History” in the various
original documents, forming one section Entitled “History”; likewise combine any sec-
tions Entitled “Acknowledgements”, and any sections Entitled “Dedications”. You must
delete all sections Entitled “Endorsements”.

6. COLLECTIONS OF DOCUMENTS

You may make a collection consisting of the Document and other documents released
under this License, and replace the individual copies of this License in the various
documents with a single copy that is included in the collection, provided that you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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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les of this License for verbatim copying of each of the documents in all other
respects.

You may extract a single document from such a collection, and distribute it individually
under this License, provided you insert a copy of this License into the extracted docu-
ment, and follow this License in all other respects regarding verbatim copying of that
document.

7. AGGREGATION WITH INDEPENDENT WORKS

A compilation of the Document or its derivatives with other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documents or works, in or on a volume of a storage or distribution medium, is called an
“aggregate” if the copyright resulting from the compilation is not used to limit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compilation’s users beyond what the individual works permit. When the
Document is included in an aggregate, this License does not apply to the other works in
the aggregate which are not themselves derivative works of the Document.

If the Cover Text requirement of section 3 is applicable to these copies of the Document,
then if the Document is less than one half of the entire aggregate, the Document’s Cover
Texts may be placed on covers that bracket the Document within the aggregate, or the
electronic equivalent of covers if the Document is in electronic form. Otherwise they
must appear on printed covers that bracket the whole aggregate.

8.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is considered a kind of modification, so you may distribute translations of
the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section 4. Replacing Invariant Sections with trans-
lations requires special permission from their copyright holders, but you may include
translations of some or all Invariant Sec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original versions of these
Invariant Sections. You may include a translation of this License, and all the license
notices in the Document, and any Warranty Disclaimers, provided that you also include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License and the original versions of those notices and
disclaimers. In case of a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is License or a notice or disclaimer, the original version will prevail.

If a section in the Document is Entitled “Acknowledgements”, “Dedications”, or “His-
tory”, the requirement (section 4) to Preserve its Title (section 1) will typically require
changing the actual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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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ERMINATION

You may not copy, modify, sublicense, or distribute the Document except as expressly
provided for under this License. Any other attempt to copy, modify, sublicense or
distribute the Document is void, and will automatically terminate your rights under this
License. However, parties who have received copies, or rights, from you under this
License will not have their licenses terminated so long as such parties remain in full
compliance.

10. FUTURE REVISIONS OF THIS LICENSE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may publish new, revised version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from time to time. Such new versions will be similar in spirit to
the present version, but may differ in detail to address new problems or concerns. See
http://www.gnu.org/copyleft/.

Each version of the License is given a distinguishing version number. If the Document
specifies that a particular numbered version of this License “or any later version” applies
to it, you have the option of following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either of that specified
version or of any later version that has been published (not as a draft)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f the Document does not specify a version number of this License, you
may choose any version ever published (not as a draft)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ADDENDUM: How to use this License for your documents

To use this License in a document you have written, include a copy of the License in the
document and put the following copyright and license notices just after the title page:

Copyright c⃝ YEAR YOUR NAME.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2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If you have Invariant Sections, Front-Cover Texts and Back-Cover Texts, replace the
“with. . . Texts.” line with this:

with the Invariant Sections being LIST THEIR TITLES, with the Front-Cover Texts being
LIST, and with the Back-Cover Texts being LIST.

If you have Invariant Sections without Cover Texts, or some other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merge those two alternatives to suit th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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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r document contains nontrivial examples of program code, we recommend releas-
ing these examples in parallel under your choice of free software license, such as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to permit their use in free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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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權 聲 明

Copyright c⃝ 2000-2004李果正 Edward G.J. Lee
最後修訂日期：2005年 2月 19日
本文件為自由文件（GNU FDL http://www.gnu.org/copyleft/fdl.html），可自由複
製、修改、散佈，但請保留授權、版權聲明。程式碼的部份依其所宣告的 license，不受 GNU
FDL 的規範。PDF 格式文件內所嵌入的字型資料，為 cwTEX 的中文 Type 1 字型轉換而成的
TrueType 字型，其使用授權為 GNU GPL，因此，此部份的字型資料，亦不屬 FDL 規範範
圍。文件內所提及的商標皆屬其合法註冊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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