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北京大學計算語言研究所

詩詞語言語意分類體系之建置與應用

報告人〆台灣仍智大學〄羅魅珠

湖北大學客座教授

E-mail : gefjulo@saturn.yzu.edu.tw

網路展書讀網站〆http://cls.hs.yzu.edu.tw

2007年9月4日



2

大綱
人與電腦

詩詞與電腦

電腦的侷限

韻文的語言特色

資訊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的發展歷程

詩詞文體語言的特性所衍生的
資訊檢索需求

傳統文學網站資訊檢索功能及缺點

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詞彙切分

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分類之思考過程

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語意標記與分類

詩詞語言語意標記對全文檢索的重要性

語意概念分類體系在全文檢索的應用

詩詞語言語意概念分類體系在教學的應用

詩詞語言語意概念分類體系在研究上的應用

詩詞語意標記及分類的困難與未來的發展



3

人與電腦

人〆

〄能分辨字形的符碼

〄能解讀字詞含義的
意碼

電腦〆

〄只能分辨字形的符碼

〄電腦理性客觀，處理
有規則而合邏輯的資
料。

所以引用電腦做為偏重主觀抽象感知的詩詞文
學研究輔助工具，比客觀知識的自然科學困難
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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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與電腦

詩詞〆

感性主觀，講究〆

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不著一字而盡得風流

言有盡而意無窮

電腦〆

電腦理性客觀

處理有規則而合邏
輯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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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的侷限

〄電腦處理有規則及合邏輯的資料，其效率高於人
腦何止千萬倍，但是電腦只能分辨字形的符碼，
無法解讀字詞含義的意碼，所以引用電腦做為偏
重主觀抽象感知的詩詞文學研究輔助工具，比客
觀知識的自然科學困難得多。

〄電腦縱然有強大的記憶與搜尋能力，因為只能以
字形分辨，無法辨別語意內涵，不具有思考能力，
不具有人的認知、感知能力，不具備人的知識體
系，無法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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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文的語言特色

〄袁行霈教授在《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原序》論及〆「如果
從語言學的角度給詩歌下一個定義，不妨說詩歌是語言的
變形，他離開了口語和一般的文書語言，成為一種特異的
語言形式。」

〄無論從語意或語言形式的角度，詩歌非但與一般口語、文
書語言不同，與其他文體也存在著差異，再加上詩歌的形
式受到詩歌格律之帄仌聲調及字數、句法上的限制，語言
更精鍊，語意更豐富，修辭更講究，語境更複雜，需要更
多聯想，解讀更困難。

〄相對於「自然語言」而言，詩詞語言是文學語言，是「人
工語言」（葉聖陶〆詩詞是特殊的語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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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
的發展歷程

科學使得人際間的交流非常的快速，科學也提供了思想的記
錄，使人類能夠運用這些思想，知識尌不再限於個人，而
是屬於人類的所有生命。（ Vannevar Bush ）

〄記錄思想的文獻儲存在圖書館，圖書館的資料按照字母或
數字排列的索引，只能一層一層往下尋找，不符合人類大
腦以思維聯繫尋找資料的方式，因此，Vannevar Bush便
構思著建立一個以聯繫（association）代替索引
（indexing）以選擇資料的機械化個人文件夾和圖書館
（mechanized private file and library） （ Vannevar 
Bush ）

〄資訊無論以任何物質／非物質載體、任何媒體形式呈現，
從資訊產生者到資訊接收者之間，都會有認知上的落差，
提取方法的不同，而產生給予、接受與取得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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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文體語言的特性所衍生的
資訊檢索需求1/2

〄詩詞是特殊的語言形式，以不同的修辭技巧達到精緻凝練、
語意無窮，情境高遠、言意與形神兼具的境界。

〄透過修辭的技巧，將作者主觀內化的情思意念，投注在客
觀外顯的事物上，作為作者與讀者之間引發共魃的溝通媒
介。詩詞所使用的詞彙，有一些是客觀知識的描述闡釋
（蘇軾〈少年遊〉〆「去年相送，餘杭門外，飛雪似楊花。
今年春盡，楊花似雪，猶不見還家。」 ），有一些是主
觀情意的引導感發（蘇軾〈水龍吟〉〆「春色三分，二分
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
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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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文體語言的特性所衍生的
資訊檢索需求2/2

〄主觀情意的感發，往往因為讀者的學養、經驗、
年齡、心理氣質、思想境界等各種背景差異而使
感受各有不同，因此相同的詞彙，相同的作品，
感受上存在著個別的差異，即便是同一個人，經
過不同時空，重讀相同的作品，感受也會不同，
這是客觀認知與主觀感知的問題。

〄文學表達的情感通常是主觀而抽象的，即便是藉
助客觀的物象作為作者與讀者之間溝通的媒介，
仍然存在著感知層次的不同，因此，資訊檢索的
技術，應用在文學上，其困難度比自然科學領域
高得多，應用在特殊語言形式的詩詞，困難度又
高於小說、戲劇、散文等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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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學網站資訊檢索功能及缺點1/2
〄 傳統的文學網站檢索都只能比對字形，不能分辨詞形、詞義。文學講究

修辭變化，講究文采意境，一詞多義，一義多詞的現象比比皆是。只能
比對字形的檢索，檢索結果的完整性及正確都不足，不能滿足一般的使
用需求，對於文學領域以研究及教學為目的的使用者而言，尤其不足。

以「月」為例〆
一詞多義:
「月」常用的基本含義有四種，其一是月亮，其二是曆法單位，其三是季

節代稱，其四是圓形如月亮的物品，這是一詞多義。
〄 一詞多義會使檢索時出現字形、詞形相符但語意不符的資料，影響正確

性

一義多詞
「月」若作「月亮」解時，同義詞有「月亮＝玉兔＝銀蟾＝玉杯＝玉鉤＝

玉盤＝玉輪＝玉蟾＝生魄＝冰輪＝兔降＝孤光＝明霽＝金波＝金輪＝桂
華＝桂魄＝素娥＝掩夜＝清光＝寒暉＝嬋娟＝瓊瑤＝蟾影‥‥」，這是
一義多詞。

〄 一義多詞會遺漏很多語意相同但字形、詞形不同的資料，影響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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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學網站資訊檢索功能及缺點2/2

電腦無法分辨詞組的構詞單位，所以檢索時會產生因
為無法正確判斷詞組而造成檢索結果錯誤的情形。
以「春風」為例，從全唐詩網站檢索，共得1,182
筆資料〆例如劉長卿〈使回赴蘇州道中作〉詩〆
「春風何事遠相催，路盡天涯始卻回。」等等。

但是下列4筆與春風無關的詩句，都會被檢索出來。
薛稷〈奉和聖製春日幸望春宮應制〉詩〆「九春／風
景足林泉，四面雲霞敞御筵。」白居易〈喜夢得自
馮翊歸洛兼呈令兯〉〆「已將四海聲名去，又占三
春／風景來。」白居易〈三月三日〉〆「暮春／風
景初三日，流世光陰半百年。」曹唐〈小游以詩，
九十八首之八十〉〆「玉洞長春／風景鮮，丈人私
宴尌芝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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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
詞彙切分1/3

一、建立人名、地名……等各種專有名詞詞
彙資料庫（婆餅焦時頇早去，婆餅焦是
飛禽）

二、建立詩詞典故詞彙資料庫

三、建立詩譜、詞譜資料庫，分析其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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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
詞彙切分2/3

四、詞彙切分方法及步驟〆

1.第一優先比對專有名詞資料庫，以專有名詞做為詞彙切分
之最優先順序。

2.第二優先之切分順序是領字〆依據所建立的宋詞詞譜優先
將領字切分，其餘詞句依「宋詞詞譜」之步驟切分，
例如〆「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
當樓／。」 （只有詞需要此步驟）

3.第三優先比對典故詞彙資料庫

詩詞之句首，除了使用專有名詞、典故或領字之外，絕大多
數都是雙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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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
詞彙切分3/3

4.其餘句子之切分步驟

〄 句子字數為偶數句之句子，兩兩切分為雙字詞，例如〆「離恨／恰如
／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 句子字數為奇數句之句子，末三字之外的句子，兩兩切分為雙字詞，
例如〆「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
光／共憔悴／，不堪看／。」。

〄 奇數句句子之末三字，其句法或作上二下一，或作上一下二，並無準
則，切分的方法需仰賴詞庫以提高切分之正確率。切分時以前述步驟
所獲得之雙字詞比對句末之三字詞，若這三個字之前二字或後二字是
前述步驟所獲得之雙字詞，則優先取為雙字詞，予以切分。

不過也有末三字之前二字或後二字都是詞彙的句子，此時便需以人工校正，
例如〆「歸心正似三春草 。」（蘇軾〈虞美人〉）之「三春」、「春
草」都是宋詞常用的詞彙，遇到這種情況，便需以人工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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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
分類之思考過程

一、嘗試引用《同義詞詞林》之分類，但是格格不入。

二、以蘇軾詩詞為範圍，以人工進行詞彙切分，建立詞彙切分
之規則（如前所述）

三、以蘇軾詩詞所切分之詞彙，以人工進行語意標註，並作分
類。

四、分類的考慮以符合詩詞語言特性、保留詩詞語意的內涵、
滿足文學研究需要為主，其次考慮分類學的意義。

五、盡可能兼顧詞類的類別。

六、詞類的類別參考《現代漢語語法亯息詞典》

七、語意類別參考〆唐〄徐堅《初學記》 、明〄張之象《古詩
類苑》、當代 〄馬東田主編 《唐詩分類大辭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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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
語意標記與分類

目前總共50大類，279小類，仍素詞共10,807種（不
含重複）。

〄全台詩總共23,066首詩，詩作共2,617,823字，切
分為700,848個詞彙，去除重複後為152,670個詞
彙，目前已標上95,361個詞彙（不含重複）。

〄文學作品不外乎描寫〆「人」、「事」、「時」、
「地」、「物」，故以此五項作為大類，另加
「其他」，總計六大類。

960831�y�N�аO������(�K��)²�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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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
語意標記與分類（人1-6/14）

1.人名〆本名、別名字號、他稱、法號、合稱、外國
人名、虛構人名、待考

2.朝代君王〆君王帝號、君王陵墓、君王年號

3.神鬼以人〆神鬼專稱、神鬼泛稱、菩薩尊號

4.稱謂〆自稱謙稱、尊稱美稱、貶稱惡稱、親人眷屬、
指代稱謂、一般稱謂、職業身份、職官爵位、皇室
稱謂、宗教稱謂

5.身體器官〆五官顏面、鬚鬢髮膚、身體四肢、五臟
器官、分泌物、合稱

6.感官詞〆嗅覺、味覺、觸覺、聽覺、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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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
語意標記與分類（人7-9/14）

7.情感詞（綜合情感）〆

(1)正面情感（喜悅欣樂、自我肯定、景仰羨慕、悠然自適、
憐惜愛寵）

(2)負面情感（自我否定、惱怒怨妒、悲哀傷痛、感懷惆悵、
憂愁掛慮、厭煩憎惡、懊惱憾恨、害怕恐懼、辛酸艱苦、
慚愧自責、驕矜自恃、思鄉念舊、尷尬為難）

8.情感詞（兩性情感）〆正面情感、負面情感

9.人際互動〆宗族、鄰里、姻戚、交游、僚友、耆老、懷思、
尋訪、參謁、招致、會遇、話舊、送別、留別、贈別、話
別、酬別、寄別、宴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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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
語意標記與分類（人11-14/14）

10.品德操行〆正面（聖、賢、忠、孝、友悌、
恭敬、聰敏）、負面

11.抽象意識〆心神

12.人為〆帝王出巡、治國之道

13.動作〆行為動作、言語動作

14.狀態〆生命狀態、生活狀態、思維活動、
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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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
語意標記與分類（事3）

1.禮俗〆郊丘、社稷、宗廟、祭祀、釋奠、
封禪、明堂、籍田、巡幸、扈從、朝會、
禮見、召對、省直、誕辰、拜表、生日、
滿月、晬日、宴饗、酺宴、婚姻、拜掃、
送葬、輓歌

2.典故〆佛典、神話典故、其他

3.法令條文〆刑法、條文



21

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
語意標記與分類（時2）

1.四時節氣〆節氣、節慶、四季

2.時間〆明確時間、範圍時間（今昔、日、
月、世代、生、年、清晨、白晝、黃昏、
夜晚、時刻、其他）、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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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
語意標記與分類（地1-7/7）

1.地名〆行政地名、山嶺地名、河湖地名、島嶼地名、關津
地名、虛構地名、外國地名、地名他稱（行政地名、山嶺
地名、河湖地名、島嶼地名、關津地名）、地名合稱

2.地理〆區域範圍、邦國都城、郊原村野、街道巷弄、特殊
場域

3.自然景觀〆山峰崖嶺、水澤湖泊、沙洲島嶼、洞穴坑谷、
林原莽漠、山川泛稱、關津渡口

4.閬苑以境〆閬苑、以境

5.幽冥之境〆幽冥

6.人世之境〆人間

7.空間〆方向、位置、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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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
語意標記與分類（物1-6/14）

1.生物〆神物

2.生物〆動物專名（走獸、飛禽、昆蟲爬蟲、水生
兩棲、合稱）、動物通稱（單稱、合稱）

3.生物〆植物專名（木本、草本、禾本、苔菌、瓜
果、合稱）、植物通稱（花、木、葉、枝、果、
草、莖、根、苗、合稱）

4.生物〆生物合稱

5.生物狀態〆動物生命狀態、植物生命狀態

6.生物動作〆動物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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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
語意標記與分類（物7-8/14）

7.器物〆
〄生活用品（飲食器具、烹飪器具、裝置容器、起居用品、

其他用品、梳妝用品）
〄交通工具（水路、陸路、空路、合稱）
〄工具用品（兵器單稱、兵器合稱、戰爭物品、農牧漁獵工、

生活工具單稱、生活工具合稱、刑具）
〄絲帛服飾（衣冠腰帶、布料、鞋襪、配飾、合稱）
〄宗教用品、喪葬祭祀、娛樂器具、金帛錢幣、兯堂器物、

旗幟、帳幕、神器、樂器、器物合稱

8.建築物〆建築專名、宮室屋廬、亭臺樓閪、園林院落、寺
廟道觀、碑塔陵墓、兯署建築、建築部件、軍事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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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
語意標記與分類（物9-14/14）

9.飲食〆飲品、食品、食材、糕點、調味品、菸草、
宴席、合稱

10.自然資源〆玉石、火、金屬、礦物、燃料、合稱

11.文藝〆書籍泛稱、書籍專名、文具、書篇名、文
體、引文、樂曲泛稱、樂曲專名、

12.技藝〆書畫通稱、書畫專名、書法、字帖專名、
棋、舞蹈、戲劇

13.天候氣象〆風霜雪露、雲霧煙霞、雷電雹霓、冷
寒、熱旱、晴天、陰雨、合稱

14.天文〆日、月、星、天空、銀河、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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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註及語意概念分類建置方法〆
語意標記與分類（其他1-8）

1.行政體系〆部門名稱、朝代名號、朝代名號合稱、
民族邦國名、民族邦國名合稱、國名

2.顏色〆本色、借色、間色、合稱
3.災厄〆旱災、水災、地震、兵災、其他災害
4.疾病〆疾病療法、疾病類別
5.狀聲詞〆自然界聲音、動物聲音、人類聲音、器
物聲音

6.單位詞〆文藝、長度、重量、面積、容量、量詞
7.數量詞〆數字
8.專業術語〆佛家語、作戰語、法術語、道家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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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標記對全文檢索的重要性1/10

〄詞彙的語意標記，可以幫助讀者解讀詞彙、體會詩作，與
詩人的情思意念共魃々語意標記資料庫的建立，也可以使
電腦從只能分辨字形提升到可以理解字詞義，進而達到提
升全文檢索質量的目標。

〄詩是特殊的語言，特別講究聲律及形式之美，受到字數及
帄仌押韻等格律的限制，詩的用語與語體文不同。這種特
殊文體的特殊用語，若以傳統比對字形的方式開發檢索系
統，檢索的質量勢必無法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詩句的語意不一定在單一詞彙顯示，或說從單一詞彙解讀，
不見得能夠完整理解整首詩的含義。整首詩的含義，有時
需要從共現的詞彙、從作者及寫作的背景綜合判斷，非常
複雜，也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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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標記對全文檢索的重要性2/10

以「酒」為例
寫酒的詩，不一定使用「酒」字，舉凡〆瓊漿、玉液、濁醪、花釀、新

醅……等詞彙指的都是酒。

李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雖
然沒有寫到酒字，杯中盛的都是酒。

白居易〈效陶潛體詩〉詩〆「清光入杯杓，白露生衣巾。乃知陰與晴，
安可無此君。」的「此君」是酒。然而宋之問〈綠竹引〉詩〆「含情
傲睨慰心目，何可一日無此君。」的「此君」是竹子。

王翰〈涼州詞，二首之一〉詩〆「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使之醉臥沙場的是葡萄美酒。

李白〈和盧侍御通塘曲〉詩〆「偶逢佳境心已醉，忽有一鳥從天來。」
使他醉的，是佳境不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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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標記對全文檢索的重要性3/10

詩人寫詩，會創造新的詞彙，也會在已有的
詞彙上賦予新的詞義，二者皆有可能為後
代詩人沿用。

詩詞用語可以區分為〆

一、一般用語

二、特殊用語〆典故、意象、比喻……

三、情境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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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標記對全文檢索的重要性4/10

特殊用語〆典故、意象、比喻

因某位詩人所使用的意象，廣為後世詩人沿用而成為典故的
詞彙，都有固定的詞義，在語意標記時，可以標記其典故
詞義。

例如「南浦」，最早出現於《楚辭》卷第二〈九歌〄河伯〉〆
「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
美人兮南浦。」其後江淹〈別賦〉〆「春草碧色，春水淥
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這二處的「南浦」都附著了
離別的感傷色彩。

唐代王維寫下〈齊州送祖二〉〆「送君南浦淚如絲，君向東
州使我悲。為報故人憔悴盡，如今不似洛陽時。」之後，
詩人寫水邊送行的感傷，都使用「南浦」，從此之後，
「南浦」已經牢牢的與離別感傷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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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標記對全文檢索的重要性5/10

特殊用語〆深層義、雙關義

深層義〆杒甫〈江南逢李龜年〉〆「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
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雙關義〆韓翃〈章台柳〉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〇縱使長條似舊垂，

也應攀折他人手。
柳姬〈楊柳枝〉
 楊柳枝，芳菲節，苦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

縱使君來豈堪折。

電腦無法理解語義，更無法理解雙關義、情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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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標記對全文檢索的重要性6/10

情境用語

〄詩人們以某些詞彙共現在同一首詩中，以達到傳
遞心境，烘托情境的效果，所使用的詞彙，或所
選擇共現的詞彙，與所要烘托的情境，必然具有
物象本身的特徵及某些人際間共有的認知脈絡可
以依循。這個共同的認知脈絡，引發讀者的認知、
感知與聯想，成為作者與讀者之間共魃的媒介，
詩人因心境的感知，以聯想創造文學藝術，讀者
以聯想、感知體會詩人的創意與心境、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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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標記對全文檢索的重要性7/10

情境用語〆以「苔蘚」為例

〄 苔蘚植物是由水生生活趨向陸生生活的植物族群，生長於極端潮濕的
向陽地區或是陰暗的環境中，以配合其親水性結構，不然便很快枯死。
這些地方往往也是人跡罕至之處，這是我們對於「苔蘚」的認知基礎。

〄 詩詞中寫到苔蘚時，往往是「江邊道路多苔蘚，塵土無由得上衣。」
的失意文人，或是「玉階陰陰苔蘚色，君王履綦難再得。」 的失寵
佳人，或是「天花寂寂香深殿，苔蘚蒼蒼閟虛院。」 的塵外僧人，
或是「肌膚銷盡雪霜色，羅綺點成苔蘚斑。」 的空閨女子，或是
「花木閒門苔蘚生，滻川特去得吟情。」 的山林雅士。

〄 「苔蘚」若是長於門前或台階，詩人將之與「門」、「階」並列呈現
時，更核心的集中在描寫因失寵而幽居空閨女子的淒清冷落。鄭谷
〈長門怨，二首之二〉〆「流水君恩共不回，杏花爭忍掃成堆。殘春
未必多煙雨，淚滴閒階長綠苔。」以不再使用而長滿綠苔的閒階，婉
轉呈現幽居於此的空閨女子，因君恩不回，沒有人前來，階閒無用而
長滿綠苔的蒼涼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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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的語意分類對全文檢索的重要性8/10

〄使用者還具備由各種單一詞彙的知識所建構的知
識體系，這是只能分辨字形的電腦所無法具備的。
詞彙經過語意標記，雖然已經能夠使電腦初步具
有分辨語意的能力，但也只是零星片段沒有組織
的語意，不符合人的知識體系。無法符合人類以
「思維聯繫」搜尋資料的行為模式。

〄詞彙經過語意標記之後，需要建立符合知識結構
及人的知識體系的知識架構，建立知識連結的軌
跡，才能夠使全文檢索從「索引式」提升為「思
維聯繫式」的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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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的語意分類對全文檢索的重要性9/10

〄梅家駒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同
義詞詞林》最具代表性。本書第一版發表
於1983年，第二版發表於1996年，收錄詞
彙54,235筆，將詞義分為12大類，95中類，
1,428小類，3,925詞群。每一次類所包含
的詞彙以及該詞彙的同近義詞依序列出，
成為研究詞彙語意學及語意概念分類的重
要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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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的語意分類對全文檢索的重要性10/10

《同義詞詞林》從語言學的學理做專家分類，詩詞韻
文語意分類，最優先的考慮是文學文本內容的修辭
特性與文體語言的特性。

文學的內容以人為主軸，人、事、時、地、物五個要
素是小說、戲曲內容必備的仍素，詩詞因為受到字
數的限制，在有限的文字裡時常省略一些用語，所
以詩詞內容的文字，雖然不一定直接寫及這五項仍
素，但整體而言，所描述的內容，仍然包含了這些
仍素，例如〆柳宗仍的〈江雪〉〆「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詩中有
人（孤舟蓑笠翁）、有事（獨釣）、有時（雪，冬
天）、有地（寒江）、有物（孤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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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概念分類體系在全文檢索的應用
全台詩全文檢索設計

http://localhost/TWP/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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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概念分類體系在全文檢索的應用
優點

一、使電腦從只能分辨字形提升到理解字詞義

二、提升全文檢索的完整性（使用者的知識程度
不同）

三、情感詞的分析，使電腦具備辨識及理解情感
的能力，往人工智慧邁前一大步。

四、建構完整的知識結構體系，符合人類以聯繫
（association）代替索引（indexing）的資
料搜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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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概念分類體系在教學的應用1/4

自動作詩填詞系統

http://cls.hs.yzu.edu.tw/CSP/W_stave/index.htm
http://cls.hs.yzu.edu.tw/CSP/W_stav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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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概念分類體系在教學的應用2/4

提供的功能

〄詞牌格律檢索顯示

〄以韻目查詢韻字，以韻字查詢所屬韻目

〄格律自動檢測並提示錯誤

〄跨資料庫查詢全宋詞

舉例〆采桑子

〄最難消受簷前雨朝也難收暮也難休雁唳蛩魃添客
愁當年一別音書絕人也難留夢也難求獨擁孤衾憶
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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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概念分類體系在教學的應用3/4

能（做得比人好的部分）〆
記誦所有詞牌的格律、韻目、韻字並快速檢索、自動批改不合格律之處。

還不能作的〆
不能判斷多音字、不能更改修辭、意境。

所以〆

電腦能填一闋格律完全正確的詞，但不能填一闋好詞。
電腦所填出的「格律完全正確的詞」，有可能是「詞句完全不通的詞」。

電腦能將用錯的字改成對的，但不能將用得不好的字改成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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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概念分類體系在教學上的應用4/4

一、語意概念之分類體系，幫助使用者豐富詞彙，
提升應用比喻、意象、典故等修辭的能力。

二、系統具有修改修辭的功能

三、共現詞彙的比對功能，幫助使用者創造詩詞的
情境、意境。

四、能分辨多音字，並且正確使用〆詞彙讀音資料
庫提高帄仌格律檢測的正確率

五、能分辨、理解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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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概念分類體系在研究上的應用
以情感計算為例1/6

詩詞中表達情感的方式

一、直接以情感詞彙描寫，如高興、斷腸 、消魂
二、間接烘托〆李白〈長干行〉〆「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

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周邦彥〈玉樓春 〉〆「當時相
候赤欄橋，今日獨尋黃葉路。」

三、寄託外物〆 蘇軾〈卜算子〉〆「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
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
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李商隱〈暮秋獨遊曲
江 〉〆「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長
在，悵望江頭江水聲。」

四、以感官感覺（情以物遷，辭以情發）〆柳永〈八聲甘州〉〆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
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翠減，苒苒物華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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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概念分類體系在研究上的應用
以情感計算為例2/6

〄李清照留下來的詞作53闋，抽取的詞彙數量共計
1,754條（扣除重複，有1,371條），情感詞彙61
條，負面情感58條，正面情感1條。

〄正面情感1條是〆

〄「更喜」（〈鷓鴣天〉〆酒闌更喜團茶苦），這
裡喜的是團茶，不屬於心性情感々

〄這項統計，更具體明確的顯示李清照詞的情感表
現與情感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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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概念分類體系在研究上的應用
以情感計算為例3/6

〄以溫庭筠詞分析，溫庭筠留下來的詞作74闋，抽取的詞彙數
量共計1,656條（扣除重複，有1,182條），情感詞彙54條，
全部都是負面情感，沒有正面情感。

〄這項統計資料，與溫庭筠詞全都是描寫歌樓酒肆之中的歡場
女子苦悶的心緒相符合。

〄這些負面情感的詞彙，依使用頻率多寡，依序是〆斷腸
（10）、愁（9）、惆悵（7）、恨（7）、傷（3）、寂寞
（3）、惜（3）、苦（2）、驚（2）、羞（2）、嗚咽（2）、
淒（1）、憐（1）、怨（1）。

〄溫庭筠擅長於寫歡場女子的心事，所以非常受到這些女子的
喜愛，他筆下這些女子，處於歡場之中，送往迎來，但她們
畢竟也是人，也有動真情的時候，只是她們動情的對象幾乎
都是逢場作戲的尋芳客，情感的落空是多數人的宿命，因此
心境上的黯然、悲傷、惆悵都可以想見，溫庭筠深刻細膩的
寫出這些女子最幽微隱密，最不足為外人道的心事，從這些
分析統計數據上可以看出詞作的風格與情感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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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概念分類體系在研究上的應用
以情感計算為例4/6

〄除此之外，將情感詞彙與其他類別詞彙比較，還
可以進一步做「共現詞彙」的研究，可以分析
「共現詞彙」所傳遞的語義以及文學情感的表達
受到那些外在因素影響的研究。

〄依據《文心雕龍〄物色》所說的〆「春秋代序，
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情以物
遷，辭以情發」的論點，「春秋代序」指的是季
節，「陰陽慘舒」指的是天色明暗，「物色之
動」、「情以物遷」的「物」是客觀的景與物，
以此論點檢視李清照與溫庭筠詞的相關類別的詞
彙，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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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概念分類體系在研究上的應用
以情感計算為例5/6

正面
情感

負面
情感

季節 時間 天候 冷寒暖熱

李
清
照

1／61 58／
61 

春24／
30

秋6／30

夏0／30

冬0／30 

夜晚18 ／40

黃昏12／40

清晨7／40

白晝3／40

陰雨

16／19

晴天

3／19 

冷寒

15／16

暖熱

1／16 

溫
庭
筠

0／54 54／
54 

春14／
15

秋1／15

夏0／15

冬0／15 

夜晚11／20

黃昏5／20

清晨4／20

白晝0／20 

陰雨

20／21

晴天

1／21 

冷寒6／8

暖熱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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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言語意概念分類體系在研究上的應用
以情感計算為例6/6

〄詩詞裡傷春悲秋的傳統〆春天傷失偶，秋天悲失路

〄由統計表分析，可知溫、李詞的負面情感都屬於失
偶之悲，所以多數寫於春天，與詩詞傷春悲秋的傳
統相符合。這種感傷的情懷，在陰冷的天候，在黯
淡的黃昏與漫長的夜晚最容易引發。（辛棄疾〆春
天147次，秋天49次々正面情感200次、負面情感622
次）

〄語意標記與分類，使電腦具備理解及表達情感的能
力（辨識那些詞彙是情感詞，那些詞彙是感官詞，
不同詞彙共現時烘托出那一種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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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意標記及分類的困難與未來的發展1/10

一、詩詞語言的特殊性，包含構詞的特殊、詞義的
特殊，篇章結構的特殊，這些特殊性增加了詩詞
詞彙切分及語意標記、語意分類的困難，也使得
詩詞語意概念的分類，除了必頇符合知識認知層
次的語言知識分類，還需顧及情感認知層次的意
象取向分類。

二、詩詞語意標記的困難，還包括詩詞喜用多義字
來創造聯想的空間，以引出無窮的趣味及意在言
外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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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意標記及分類的困難與未來的發展2/10

三、宋代以後，受到理學發達及禪宗思想的影響，有很多的
哲理詩，如蘇軾〈題沈君琴〉〆「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
匣中何不魃〇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〇」楊萬
里〈戲筆〉〆「野菊荒苔各鑄錢，金黃銅綠兩爭妍。天兯
支與窮詩客，只買清愁不買田。」這些哲理詩正是劉大魁
所說的「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作品，需仰賴讀者的哲
理思維領悟，當然也不是單獨的詞義標記所能夠清楚描述
的。

四、除了構詞與詞義的特殊性之外，詩詞文體的格律限制，
句法結構與其他文體不同，詩詞常因受限於帄仌格律而使
用倒裝、典故、雙關義、縮略語等修辭技巧，如蘇軾〈和
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開仍寺山茶舊無花，今歲盛開二
首〆其一〉〆「如今勝事無人共，花下壺盧鳥勸提。」
這個句子的下句「花下壺盧鳥勸提」，完整的詞句是「花
下提壺盧鳥勸人提起葫蘆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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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意標記及分類的困難與未來的發展3/10

〄從以上所述可知，可以透過語意標記及語意概念分類，讓
電腦從分辨字形提升到理解詞義，使電腦的認知能力更接
近人的知識體系，以提升全文檢索的品質。

〄人的知識體系分為「對知識的認知」、「對情意的感知」、
「對哲理的辨知」，認知是表述的層次，感知需要聯想輔
助，哲理詩的解讀體會，卻不是單純的邏輯思維能解決，
也尌更難以用語意標記處理。

〄全唐詩網站所包含的文本數量龐大，人工校對所需要花費
的人力很多，加上虛詞的語意標記及分類的困難度比實詞
高，本研究的語意標記及分類只針對表中項目所訂的類別
分類，撰寫本文時，還來不及完成人工校對，語意的分類
也不完整、不精確，尚待後續的研究修正及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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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意標記及分類的困難與未來的發展4/10
語意分類的模糊界線

〄人〆朝代君王〆君王陵墓〆孝陵、長陵、安陵、
陽陵、茂陵、帄陵、黃陵、端陵

〄應該分在「人〆朝代君王」或分在「物〆建築物〆
碑塔陵墓」

〄分在「人」的原因是詩詞寫及「君王陵墓」語意
常常是人，但有時又指「陵墓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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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意標記及分類的困難與未來的發展5/10
語意分類的模糊界線

一、「相思」是正面情感或負面情感〇

二、「束脩、宵夜 」放在「飲食」、「行李」
放在「器物」是否合適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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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意標記及分類的困難與未來的發展6/10
並列詞彙是否要切分

合稱（1.保留詩詞雙音節詞的特性々2.合稱產生新
的語意々3.相反詞或相似詞之分合具有某些意義）

〄二喬｛大喬（三國吳）、小喬（三國吳）｝項劉
｛項籍（秦）【項羽】、劉邦（漢）｝三楚｛西
楚、東楚、南楚｝、伊洛｛伊水、洛水｝魚稻、
蝦筍

〄肝腸、肝腦、肝膽、 眉目、眉睫、唇舌、唇齒

〄悲喜、 憂樂、苦樂、喜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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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意標記及分類的困難與未來的發展7/10
並列詞彙是否要切分

〄牛羊、牛狗、牛馬、牛驢、羊豬、兕虎、狗羊、狗兔、狗馬、
狗豬、狐兔、狐鼠、狐豬、虎狼、虎豺、虎豹、虎魚、虎鼠、
虎熊、虎貔、虎鵠、烏鵲、狼狗、狼狐、狼狽、狼豺、狸鼪、
蚊蟻、豺狗、豺豻、豹鼠、豹螭、蛇鳥、蛇鼠、蛇豬、蛇蝎、
雀鼠、雀鷁、雀鱣、魚羊、魚兔、魚鳥、魚鼠、魚蝦、魚蟲、
魚蟹、魚鱉、魚蠶、魚鮝、魚鼃、魚鼈、鳥蟲、鹿馬、鹿燕、
琴鶴、蛙蚓、蛙蝦、蛙龜、蛙鱔、象虎、雁鴻、雁鶩、獅象、
猿鳥、猿鶴、蜂蝶、蜂蟻、蜂蠆、蜃蚌、蜃蛤、蜊蛤、鼠狸、
鼠蟲、鳧雁、鳧鴨、鳧鷗、熊魚、熊豬、熊羆、魄魚、豬魚、
鴉鵲、鴉鶩、燕雀、燕雁、燕鶯、貓狗、貓鼠、鴛鳧、鴛鴦、
龍馬、龍魚、龍蟲、龜蛇、龜魚、龜獅、龜鶴、螳雀、螺螃、
鴻鱗、麋猿、黿鼉、蟬雀、蟲蛇、蟲鶴、雞兔、雞狗、雞豬、
雞鴨、雞蟲、雞鶋、雞鶩、雞鵞、鵝鴨、鵝鶩、鵝鶴、鵝鸛、
貙貐、鵔鵝、獺蛇、獺鸇、蠅蚋、鯨鯇、鯨鼉、鯨鱷、鵲鼠、
羆虎、羆貅、鵷鶴、鵷鷺、鵷鸞、夔蚿、騾馬、鶯雀、鶯鶴、
驂鶴、驂鸞、鷃雀、鷗鷺、鱆鱑、鷸蚌、鷦鵬、鷹狗、鷺鳧、
鷺鯤、鷺鷗、鸇鷙、鱷鯤、鸛鶴、鸝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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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意標記及分類的困難與未來的發展7/10
並列詞彙是否要切分

〄瓜李、禾黍、竹柏、竹梧、竹梅、竹蓮、艾蒲、李梅、杏桃、
杏梅、杏橘、杔梓、杔棘、杔菊、杕松、杕楠、杕檜、芒檉、
芋栗、芋匏、芋稻、芋蔗、松竹、松柏、松桂、松梅、松楮、
松菊、松楠、松檜、松櫟、松蘭、芝苓、芝桂、芝蘭、芹茆、
芷蘭、柑橘、柏椒、柳槐、韭薤、柘榴、枳棘、枳橘、秕稗、
苹蒿、桂杏、桂蘭、栗榛、桑柳、桑柘、桑梓、桑麻、桑榆、
桐竹、桐梓、桃竹、桃李、桃菊、桃蓮、桃橘、荔杏、荊杔、
荊榛、荃蕙、梓枌、梓楠、梓榆、梧竹、梅柳、梅桂、梅桃、
梅菊、梅蓮、梅鶴、梨柿、梨栗、荷梅、荻筍、荻葦、麻苧、
棠黍、棘枳、椒薑、楮松、萍藻、菱芡、菱蘋、菰蒲、菊萸、
黍麥、菉竹、萑葦、楊柳、楓荻、榆柳、葵藿、葛藟、稗糠、
葑菲、榕荔、榛杔、榛苓、榛荊、榛棘、槐柯、槐柳、蒿茅、
蒿莪、蒿萊、蒲菰、蒲蘆、蒹葭、樟楠、稻麥、稻粟、稻黍、
稻粱、蔗茘、蓮菊、蓮稻、蓬茅、蓬麻、蓬蒿、蔥韭、樗蒲、
樗櫟、樝梨、橘柚、蕨薇、蕉竹、蕉荔、蕉蔗、檜柏、薜蘿、
薑桂、薛蘿、薇蕨、薇藿、薰蕕、藷稻、藜莧、蘆荻、蘆葦、
蘋蓼、蘋蘩、籐蘿、蘭菊、蘭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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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意標記及分類的困難與未來的發展8/10
語意標註的側重面

〄白鶴〆白鶴在何處

〄白鶴〆試看中間白鶴

〄白鶴〆白鶴飛來似可

〄有鶴〆有鶴止庭隅

〄老鶴〆老鶴高飛

〄夜鶴〆惱殺晨猿夜鶴

〄夜鶴〆曉猿夜鶴驚猜

〄孤鶴〆我夢橫江孤鶴去

〄招鶴〆且自多招鶴

〄非鶴〆非月非雲非鶴

〄秋鶴〆春與猿吟秋鶴飛

〄野鶴〆因風野鶴飢猶舞

〄野鶴〆野鶴溪邊留杓屨

〄野鶴〆□欠歸來野鶴

〄黃鶴〆聽取雙黃鶴

〄椿鶴〆莫祝靈龜椿鶴

〄雙鶴〆雙鶴一千年

〄騎鶴〆試教騎鶴

〄騎鶴〆騎鶴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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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意標記及分類的困難與未來的發展9/10
語意標註的側重面

聽雨（聽風聽雨小窗眠）〆天候氣象→陰雨→
雨

秋露（秋露下）〆天候氣象→風霜雪露→露

秋霄（目斷秋霄落雁）〆四時節氣→四季→ 秋

雁霜（雁霜寒透幕）〆生物→動物專名（飛禽）
→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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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語意標記及分類的困難與未來的發展10/10
詩詞詞類標註的必要性

王安石〆春風又綠江南岸

柳永〈雪梅香〉〆「漁市孤煙裊寒碧，水村
殘葉舞愁紅。」

王安中 〈卜算子〉〆「客舍兩三花，並臉開
清曉。一朵涓涓韻已高，一朵纖纖裊。」

王之道〈望海潮 〉〆「楓葉露痕，荻花風色，
人言今日重陽。芳菊裊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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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數字化資源及建置網站1994～迄今

網路展書讀〆http://cls.hs.yzu.edu.tw/

http://cls.hs.y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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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數位資料清單與統計數據1/8

注音符號、漢語拼音與國語正音資料庫

一、注音符號讀音資料庫〆17,261筆，約178,313字

二、漢語拼音讀音資料庫〆1,346筆，約12,518字

三、閩南語讀音資料庫〆17,269筆，約82,199

四、客語讀音資料庫〆17,261筆，約74,740字

五、其他地方讀音資料庫〆91,600筆

六、詩詞語料讀音資料庫〆89,40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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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數位資料清單與統計數據2/8

簡、繁體常用字資料庫

一、繁簡體常用字對照資料表〆3,145筆

二、常用字詞讀音資料庫〆4973筆，約71,85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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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數位資料清單與統計數據3/8

詩詞典故資料庫

一、詩詞典故資料庫〆18,585筆，約4,142,621
字

二、詩詞典故出處資料庫〆9,124筆，約
1,163,977字

三、詩詞典故例句資料庫〆21,687筆，約
593,65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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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數位資料清單與統計數據4/8

詩詞故事資料庫

一、唐詩三百首資料庫〆321首詩，約29,367字

二、宋詞三百首資料庫〆301闋詞，約411,316字

三、全唐詩資料庫〆51,170首詩，約4,767,979字

四、全宋詩資料庫〆35,696首詩，約2,886,831字

五、唐宋詞資料庫〆24,226闋詞，約3,980,049字

六、全台詩資料庫〆約152,67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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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數位資料清單與統計數據5/8

文學文本等文獻資料庫

〄古典詩詞文、章回小說、當代小說散文、
戲曲、史料等（包含文字、聲音、影像、
圖片、教學軟體等媒材）〆約6,000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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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數位資料清單與統計數據6/8

工具書資料庫

一、詩詞典故資料庫（ 18,585筆）

二、中國古典文學人名資料庫（唐宋代、明
代、清代、民國）〆

（一）宋人傳記〆24,889筆，約3,890,443字

（二)全台詩作者〆754筆，約75,288字

（三）人名（本名、別名字號）〆28,376筆，約2570,548字

三、《辭源》通俗地名〆610筆，約8,307字

四、廣群芳譜〆864筆，約13,435字

五、歷代帝王譜系〆6,527筆，約68,66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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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數位資料清單與統計數據7/8

民間歌謠資料庫

台灣民間文學〆

（一）客家歌謠、故事集〆約371,778字

（二）閩南語歌謠、故事集〆約797,61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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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數位資料清單與統計數據8/8

地名資料庫

一、歷代地名語料〆38,661筆，約1,457,746字

二、古典詩詞地名〆22,161筆，約269,807字

三、《辭源》通俗地名〆610筆，約8,30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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