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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的語體文可視作文言文至現代漢語的過渡語體，其知識庫的建構在設計

理念、規範制定、工作流程、質量保證方面，都可作為先秦典籍知識庫建構的參

考。但先秦典籍的語言和明清小說存在較大差異，例如，單音節詞佔據更主導的地

位、語言更精練、句法更靈活、文言虛詞使用頻繁、詞類活用情況普遍，致使詞義

豐富。因此，先秦典籍標註語料庫的建構主要基於先秦漢語的特徵，同時盡可能地

沿用和借鑒明清小說語料庫建構規範[1]。 

台灣中央研究院的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2]也包括了先秦典籍，該語料庫對全
文詞類進行了標註，但命名實體沒有進一步細分，例如，將姓氏名號統一劃歸“人
獸名（有生）”，如“邾儀父(NB1)[+prop]”，稱謂和普通有生類名詞均劃歸“有生名
詞”，如“夫人(NA1)[+attr]”。本項目的工作重點為分詞和命名實體標註，

并根據先秦典籍中命名實體的特點對其進行逐層細分。

先秦典籍分詞的基本原則和明清小說一致，即以語義為出發點，致力於在不

造成語義丟失、轉換、引申或歧義的情況下，切分到最小語義單位。由於語義的差

異，同一字串的處理方式可能不同，例如“四國”如果為實數，指“四個國家”，

則切分；如果為虛數，泛指四方諸侯國，則不切分。另外，還從詞彙和句法結構兩

個角度規範了一些針對先秦典籍的輔助分詞原則，例如，動賓結構儘量切分，如

“定/社稷”；但如果字串的組合具備引申意義，則不能切分，如“蒙塵”。 

在命名實體標註方面，總體上仍繼承明清小說的標註方法，對多層次複合命

名實體採用統一的標註系統：以嵌套的方式體現複合命名實體的組合關係，如內部

成分的類別與複合命名實體的類型相異，則保留其獨立標識符，如“[邾/ns1儀父
/nr4 ]/na1”（國名+字組成）。然而，由於先秦典籍中的姓氏名號更加複雜，無法
完全照搬明清小說中人名的分類和標註方法，例如，明清小說中完整的人名組合為

“姓氏+名”或“姓氏+字”，因此人名無需採用嵌套的方式；而先秦典籍中的人名

則出現了更複雜、更靈活的組合，如“[百里/nr1孟明/nr4視/nr2 ]/nr7”由“姓氏+
字+名”組合而成，因此也需要以嵌套的方式保留其內部成分的獨立標識符，以便

計算機對命名實體的識別和資訊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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