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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電腦：具備了比人腦更強的「廣讀群書，博
聞強記、搜尋檢索、分析統計」能力。

但是，電腦只能分辨字形的形符，無法解讀
字詞含義的意符。不能理解語義，不具有
思考能力和人的認知、感發、思維能力，
不具備人的知識體系，所以無法「旁徵博
引」，無法「觸類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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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資訊科技在人文領域的發展

‧1987年，應《國文天地》編輯的邀請，以
《探一探文史資料自動化的路》為題，訪問
資訊科學領域張仲陶教授，文史領域周何教
授、毛漢光教授、王邦雄教授、王熙仍教授
等五位學者，從資訊科學及經、史、子、集
不同領域的角度，提出他們對文史古籍數位
化的看法，並從中探索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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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資訊科技在人文領域的發展

一、資訊科學領域

‧張仲陶教授：「不要問電腦能做什麼？而是問你要電腦做
什麼？」的看法，主張由文史界負責提出需要，由資訊界
負責滿足需要： 「電腦做得比人好的，交給電腦做，人
去作電腦還做不到的事。」

二、經學領域

‧周何教授：「電腦是很呆板的東西，但怎樣使他具有高層
次的功能，幫助人腦體會，這是我所期望的。」 （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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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資訊科技在人文領域的發展

三、史學領域
‧毛漢光教授：「就個人經驗言，在文史自動化的過程中，成

敗的關鍵在文史界，不在電腦界。依我的經驗，個人想到的，
只要分析出來，電腦都可以做到。所以文史自動化成敗的關
鍵在文史界，不在電腦界。」（毛漢光教授參與中央研究院第一期
史籍自動化計畫，負責《食貨志》資料分析、規劃、系統分析，比其他幾
位文史領域的教授，多了實際參與文史資料數位化的實務經驗。）

四、哲學領域
‧王邦雄教授：「文史自動化不能失去人的主導地位。電腦畢

竟不是人，無法做創發性的工作。」

五、文學領域
‧王熙仍教授：「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資料的運用，將研究資

料經過分析、整理、歸納，分門別類建立資料庫，才能符合
文史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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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資訊科技在人文領域的發展

臺灣中央研究院於1984年7月開始的「史籍自動化計畫」，除了
參與該計畫的張仲陶、毛漢光二位教授之外，其餘三位教
授未曾使用過數位資料庫，在當時也不會用電腦。

彙整五位學者所提出的觀點，有三項共同處：

一. 電腦不能取代人腦；

二. 引用電腦節省處理資料的時間，人可以做更多思考性、創
發性的工作；

三. 古籍數位化成敗的關鍵在人文學界，不在電腦學界，需要
由人文學界提出需要，電腦學界滿足需要，二者的通力合
作才是古籍數位化成功的關鍵。

而今時隔23年，張仲陶、周何、王熙仍三位教授均已作古多年，
他們所提出來的觀點，仍然是人文學界與資訊學界努力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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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資訊科技在人文領域的發展

‧1996年在仍智大學講授詩詞課程，每每苦
於詩詞習作批改的負擔，突然體會到張仲
陶教授所說「電腦做得比人好的，交給電
腦做，人去作電腦還做不到的事。」

‧今人作詩填詞最大的困難是無法熟記詩詞
格律譜以及平仌聲調、韻目韻字，而這些
都是固定的，正是電腦可以做得比人好的
部分，於是申請經費，開發詩詞格律自動
檢測索引教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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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資訊科技在人文領域的發展

‧1997年8月赴北京大學訪問，得有機會持此系統向
袁行霈教授請教，袁教授問我，這個系統能將用
錯的字改成對的，能不能將用得不好的字改得更
好？

‧誠如袁教授所說的，這個系統能將用錯的字改成
對的字（完全符合平仌押韻），但是不但不能改
成語義情境更好的字詞，甚至於在作自動檢測時，
對於一首平仌格律完全正確，但是文句語義全然
不通的作品束手無策，關鍵在於電腦不具有理解
語義的能力，更不具有思考、感發的能力，甚至
於連面對多音字的平仌判斷能力都沒有，而人腦
具備這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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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電腦更接近人腦

‧如果讓電腦具備理解語義的能力，就必須讓電腦的
運算更接近人腦的思維過程，需要建立符合人類知
識體系的語義概念資料庫，使電腦初步具備人的知
識概念體系（Ontology）。

‧1945年麻省理工學院副校長Vannevar Bush構思著建
立一個儲存及檢索的機器，能儲備所有文獻，檢索
時能符合人類的思維邏輯，建立知識連結的軌跡以
進行聯想索引，需要引用時，所有的資料都可以隨
意檢索出來，並且可以快速的找到另一個相關的資
料。（As We May Think）

‧Bush嘗試要解決的便是以電腦幫助及代替人腦做某
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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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電腦更接近人腦

‧1956年電腦與人腦比較的議題開始受到關
注，美籍匈牙利科學家John von Neumann 
應耶魯大學邀請演講，演講的主題是電腦
與人腦，並與合作夥伴開始研究建構一個
與活腦極為相似的人造機器的可能性，但
是由於對「人腦的語言」（language of 
the human brain）還是很不清楚，以致于
並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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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電腦更接近人腦

‧1970年代美國哲學家弗德（J. Fodor）提出了「思
想語言的假設」（Hypothesis of Language of 
Thought），引起廣泛的討論。

‧翻譯《電腦與人腦》一書的譯者蔡耀明在譯者序文
《電腦科學的瞻前顧後》指出：「人腦（心智）的
語言到底是如何，仍是未定之數。在方興未艾的認
知科學，以結合哲學、語言學、認知心理學、腦神
經科學、人工智慧等跨學科共同研究的努力下，相
信總有一天會解開人類心智的奧秘，屆時要實現以
人類心智為模型的電腦，就不再是難事了。」（引自約

翰‧馮諾曼（John von Neumann）著，蔡耀明譯，《電腦與人腦》，臺灣商務印
書館，2000年初版，〈電腦科學的瞻前顧後〉（譯者序），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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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電腦更接近人腦

‧以語意標記使電腦從分辨字形的能力提升
到分辨字義的能力。

‧以語意概念分類幫助電腦理解人的知識體
系，具備認知的能力。

‧以情感計算（Affective Computing）及情
境感知（Context Awareness）提升電腦情
感識別與情感表達的能力，使電腦具備感
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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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電腦更接近人腦：以詩詞賞析為例

知識認知

認知 感知

情意感知 情境感知

字形分辨 字義分辨

電腦 人腦

單一詞義
多仍詞義

形成
傳統

有共通性有規則性

思知？

語
意
概
念

知
識
體
系

多仍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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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記及語意概念分類

‧在現代漢語方面，中文詞語的語義分類研究
成果，紙本文獻以梅家駒主編，上海辭書出版
社出版的《同義詞詞林》最具代表性。

‧電子本文獻方面有董振東先生于1988年創建
的知網（HowNet Knowledge database），
2003年臺灣中央研究院資訊所詞庫小組陳克健
教授與董振東先生展開建構繁體字知網的合作
計畫，建立「概念網」以及北京大學語言知識
庫。

‧筆者于2002年起，所建立的詩詞語意標記與
語意概念分類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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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記及語意概念分類的應用

一、對文學研究與教學的影響
1. 拓展文學研究的議題

2. 以科學數據作為文學研究的立論基礎

3. 提供詩詞語言演變研究

4. 提供詩詞韻文教學及習作使用

二、在文學研究的應用
1. 提升全文檢索質量：以唐宋詞網站為例

2. 應用於文學情感計算研究

3. 應用於文學地理資訊研究

4. 其他文學計量研究：以唐宋詞單字領字研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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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標記及語意概念分類
對資訊檢索質量與使用需求的影響

一、對資訊檢索質量的影響

1. 提高全文檢索的完整性

2. 提高全文檢索的正確性

3. 使資料的搜尋從索引式變為關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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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概念標記應用於全文檢索之驗證：
以唐宋詞網站為例

語意概念分為總類、大
類、次類、仍素四層
。

往上層擴大搜尋範圍。

往下層縮小搜尋範圍。

同一層為同一知識領域
範圍。

物

生物 建築物器物

植物動物 神物

柳 柏 松 竹 杏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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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意
概
念
標
記
應
用
於
全
文
檢
索
之
驗
證
：

以
唐
宋
詞
網
站
為
例

http://cls.hs.yzu.edu.tw/CSP/W_DB/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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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概念標記應用於全文檢索之驗證：
以唐宋詞網站為例（物→天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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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語意概念檢索「星」結果：2,076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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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字形比對檢索「星」：1,427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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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概念標記應用於全文檢索之驗證：
以唐宋詞網站為例（物→天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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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語意概念檢索「月」結果：6,734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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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字形比對檢索「月」檢索：7,705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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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概念標記應用於全文檢索之驗證：
以唐宋詞網站為例

一、以「星」、「月」為例

二、比較以「字形比對」及「語意概念」
檢索結果

項目 語意概念檢索 字形比對檢索

星 2,076筆 1,427筆

月 6,734筆 7,705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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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文學的情感分類及情感計算
情感詞彙分類與計量：情感詞彙

大類 中類 小類之分項 數量

綜合
情感

正面情感 憐惜愛寵、景仰羨慕、喜悅欣樂、悠然
自適、自我肯定

5

負面情感 擔驚受怕、悲哀傷痛、憂愁掛慮、惱怒
怨妒、厭煩憎惡、慚愧自責、辛酸艱苦、
感懷惆悵、思鄉念舊、驕矜自恃、懊惱
憾惜、自我否定

12

其他 情感（概稱）、綜合情感（相反合稱）、
綜合情感（相近合稱）

3

兩性
情感

傾心愛戀 1

相思怨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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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裡的情感表達

一. 文學裡的情感表達方式：以情襯景、以景
襯情、情景交融

二. 影響情感的外在因素：季節（傷春悲秋）
、天候（晴雨冷暖）、時間（晝夜晨昏）

三. 用以寄託情感的外在事物：天文、動物、
植物、器物、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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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文學的情感分類及情感計算
研究範圍

作者/項目 文體別 詞作風格 作品數量 詞彙數量

蘇軾 詩 2,855 95,297

蘇軾 詞 豪放 379 12,418

辛棄疾 詞 豪放 629 26,608 

溫庭筠 詞 婉約 74 1,685 

柳永 詞 婉約 218 10,670 

秦觀 詞 婉約 148 5,815 

李清照 詞 婉約 53 1,783 

總計 4,356 15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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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七種詩詞的情感詞彙，其情感之不同類別（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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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詩詞描寫天候氣溫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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晝夜時間光線明暗的變化（清晨、白晝、黃昏、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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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星、銀河等天文景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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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文學地理資訊的研究
陳正祥教授的文化地圖：唐代詩人籍貫分佈圖（引自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

本圖統計唐代詩人：2,625人 唐代詩人共計：2,7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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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文學地理資訊的研究
陳正祥教授的文化地圖：北宋詞人籍貫分佈圖（引自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

本圖統計北宋詞人：347人 唐宋詞人共計：1,4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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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文學地理資訊的研究
陳正祥教授的文化地圖：宋代詩人籍貫分佈圖（引自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

本圖統計宋遼金詩人：？人 宋代詩人共計：9,2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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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地理資訊的研究與應用

陳正祥教授研究不足之處：

‧據以統計的資料不完整。

‧以人工統計分析，難以駕馭大量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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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地理資訊的研究與應用

‧2001年南京大學胡阿祥教授以魏晉時代文
學家和文學作品的多寡為主要指標探討文
學發展的地區差異。胡文的統計基礎是作
家的籍貫地。

‧胡阿祥教授研究不足之處：只以籍貫統計，
客觀性與正確性均不足。

‧ 參見胡阿祥著，《魏晉本土文學地理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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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地理資訊的研究與應用

陳教授以文人分佈建立文化變遷研究，胡教授建立了文史
計量研究的方法，其貢獻及前瞻性均不容置疑。

但由於所據以統計的文獻不完整，勢必影響結論的正確性，
再者，以唐宋代詩人籍貫分佈作為文化中心分佈變
遷的依據，失之粗率，主要的原因有三：

一. 詩人的籍貫地未必是出生地；

二. 詩人的籍貫或出生地未必是其文學的寫作地，例如
辛棄疾與李清照都是山東濟南人，但寫詞時都在南
方；

三. 每位詩人作品數量差異懸殊，以作者作為統計單位，
而未考慮作品數量，其客觀性與正確性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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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地理資訊的研究與應用

‧以全宋詩為例:全宋詩9,215位詩人，籍貫可考的詩人
5,953人，作品總數量254,240首（最少1首～最多
9,271首）。

作品數 作者人數 佔總作者人數百分比

1首 4,975人 53.99%

2首 1,366人 14.82%

3-20首 2,083人 22.60%

21-500首 673人 07.30%

501首以上 118人 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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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數量、詩人籍貫、作品總數比較

作品數量最多前十人 詩人籍貫最多前十處 作品總數最多前十處

越州山陰（陸游/9271首） 莆田（119人/6161首/3名） 越州山陰（9626首/5人）

福建莆田（劉克莊/4557首） 永嘉（110人/3175首/11名） 眉州眉山（6316首/52人）

吉州吉水（楊萬里/4284首） 鄞縣（104人/3204首/10名） 莆田（6161首/121人）

鄭州（趙蕃/3735首） 錢塘（81人/4024首/7名） 吉州吉水（5289首/4人）

安徽宣城（梅堯臣/2933首） 晉江（59人/141首/271名） 宣城（5013首/22人）

安徽歙縣（方回/2859首） 崇安（59人/1021首/56名） 開封（4390首/58人）

四川眉山（蘇軾/2824首） 建安（58人/1628首/32名） 錢塘（4024首/81人）

河南開封（韓淲/2624首） 開封（58人/4390首/6名） 鄭州（3740首/3人）

亳州譙縣（張耒/2268首） 平陽（50人/95首/319名） 歙州歙縣（3480首/32人）

江西分寧（黃庭堅/2204首） 邵武（49人/2086首/22名） 鄞縣（3204首/10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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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地理資訊的研究與應用

一. 詩作最多的前十人只有劉克莊的籍貫在詩
人分佈最多的前十處。

二. 可見以詩人籍貫分佈作為文學分佈或文化
變遷的立論依據，其正確性與客觀性均不
足。

三. 文獻資料的數位化及資訊科技工具可以幫
助學者作更精確的量化統計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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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地理資訊的研究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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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仕宦遊歷寫作地圖
依據蘇軾生平及詩詞文作品繫年繪製蘇軾仕宦遊歷寫作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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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與宋詩文學地理資訊系統
蘇仕宦遊行跡地圖（從眉山到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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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深化的工作
宋代黃州地圖（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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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深化的工作
〈北宋黃州地圖〉（中研院史語所范毅軍教授研究團隊製圖）

在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嵌入太空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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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深化的工作6 ／15

黃州衛星地圖（中研院史語所范毅軍教授研究團隊製圖，2007年5月）

../../地理資訊學術應用研討會/政大地理工作坊/黃州.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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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深化的工作
google 地圖，黃州（2007年10月） 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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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深化的工作

〈弘治黃州府志黃岡縣圖〉（蘇軾行跡） 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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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地理資訊的研究與應用
台灣民間文學地理資訊網站（台中縣石岡鄉歌謠）

我的家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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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文學計量研究：唐宋詞領字研究
項目 以部分宋詞

為範圍
以全部唐宋詞為範圍

領字的起源 柳永 柳永之前已有27位詞人在52種詞牌使用過領字

領字的聲調 去聲、仌聲 平聲490字種3,951字 +仌聲892字種23,113字 （
上聲261字+去聲497字+入聲134字）＝1382字（
平聲／仌聲＝35.46％／64.54 ％）

四個聲調使用次數最高的前120字，平聲23字、
上聲21字、去聲71字、入聲5字。

領字的詞類 副詞、動詞、
連接詞、形容
詞、介詞

唐宋詞有以名詞（柳15燕8鶯6馬2雁9酒13 ）及
代名詞（我35你18他2翁6公14君92 ）當作領字
者（唐宋詞使用領字總字數27,144字 ）

領字所使用
的詞體

一般用在長調
，小令較少，
引、近也少用

長調755（長調533種+中調222種）+小令188種＝
943種（755/188＝4/1）

唐宋詞引體36種，含有領字的有27種（75％）；
近體20種，含有領字的有14種（70％）；慢體共

有86種，含有領字的有80種（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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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發展：建立語言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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