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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要談建構詩詞語言知識庫的動機，不能不先談類書與中國詩歌發展的關係。魏

文帝曹丕詔令王象、劉劭等人集五經群書，依「以類相從」方式編列《皇覽》，已被

公認為是類書之首。《昭明文選》，以主題分類，堪稱是後代類編詩文集的發端。爾

後，類書在隋至初唐達到高峰，延至清代，官、私修類書的編纂，成為各朝各代宣

示文教興盛的象徵。唐代歐陽詢有鑑於「《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

略》，直書其事。文義既殊，尋檢難一。」1的缺失，改以「撰其事且文……比類相

從……故事居其前，文列於後，俾夫覽者易為功，作者資其用。」2兼具「類事」與

「類文」功能的體例編纂《藝文類聚》。

文人寫詩，本來是感物緣情而起，到了唐代，卻逐漸起了變化。中國詩歌的發

展，在唐代達到高峰，固然有其文體發展的諸多因素，但是與唐代沿襲隋代科舉考

試制度，在各科之中又以詩賦所取的進士地位最高，無異於是對唐詩的發展起了推

波助瀾的作用。其中講究聲律、對仗、典故等修辭技巧的律詩，在唐代被訂為科考

指定的詩體，加上帝王的喜愛與有心推廣，詩歌到了唐代，多了科考應制與應答酬

唱的功能，此時事文兼備，既方便學子準備科考，又符合文人雅士唱和之需的類書，

便順勢而起。王昌齡《詩格‧論文意》一文指出：「凡作詩之人，皆自抄古今詩語精

妙之處，名為隨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興若不來，即須看隨身卷子，以發興也。」
3王昌齡指的是如白居易《白氏六帖》、杜嗣先《兔園策府》之類的書。由此可見，

唐代很多文人加入類書的編纂，或自編小類書以供隨時查檢之用，無形之中形成類

書與文學觀念相互滲透的現象，也使唐詩的發展與類書存在著相互依存的微妙關係。

最早論及唐代近體詩發展與類書關係密切的學者是聞一多。聞一多於〈類書與

詩〉文中直言：「假如選出五種書，把它們排成下面這樣的次第：《文選注》、《北堂

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初唐某家的詩集。我們便看出一首初唐詩在構成程

序的幾個階段。」4又說：「唐初是一個大規模徵集詞藻的時期，我所謂徵集詞藻者，

1. （唐）歐陽詢編纂，《藝文類聚》，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11 月第 1 版，〈序〉之第 27 頁。《流
別》是西晉摯虞《文章流別》。《遍略》是南朝梁徐勉《華林遍略》。

2. 同註 1。
3. 張伯偉編著，《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 4 月第 1版，第 164 頁。
4. 聞一多撰，傅璇琮導讀《唐詩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12 月第 1版，〈類書與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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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不但指類書的纂輯，連詩的製造也是應屬於那個範圍裡的。」5賈晉華也認為：

「總集和類書的大量修撰，對於初唐詩歌的普及化和技術化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

用。」6除此之外，類書的一般功用，可見於錢謙益為沈自南《藝林彙考》一書所做

的序：「書成（指沈自南《藝林彙考），就正於蒙叟。叟告之曰：子之書，有四便焉。

便於好學者一，便於不好學者一，而便於蒙叟者二。」7這一段話指出了類書廣泛精

選精華知識的特性而對於多數讀者所產生的功用。

類書與科舉考試到了清代都戛然而止，其中因由，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不多贅

述。歷代類書編纂的形式、內容、方法、規模，各有不同，但為了方便查閱檢索的

目的是一致的。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很多學術領域都引用資訊科技工具作為研究的輔助工

具，中國文學領域與資訊科技交叉學科研究的起步比較晚。文學與自然科學不一樣，

自然科學比較客觀。善於處理數據的電腦，早已成為自然科學研究時儲存、記憶、

計算、分析、歸納的有利工具。相對於自然科學而言，文學以主觀的成分居多，其

中尤以詩詞為最。因此，結合文學與圖書資訊學知識，建立一個接近人類知識體系

的詩詞語言知識庫，期使文學之語義概念分類能提高圖書資訊檢索及讀者服務的品

質與效率。文學研究者也能利用所建構的語言知識庫，開創新的文學研究方法與研

究議題，兼能提供語言學、資訊科學研究使用，這是本研究的主要動機。

詩詞語言知識庫屬於歷代語言知識庫建置計畫的一部份，建置的目的，是在歷

代類書的基礎上，結合資訊科技的優勢，截長補短，建立一個包含「詞彙語義知識」、

「詞彙語法知識」、「詞彙語義概念分類體系」的詩詞語言知識庫，預期達到的目標

有六種：一、建構唐宋詩詞語言知識庫；二、修正歷代詩詞類書與工具書分類的不

足；三、滿足文學研究的需要；四、建立詩詞的共時語言與歷史語言知識庫；五、

提供語言學與圖書資訊科學研究的需要；六、建立以語義概念類別檢索的功能，提

升文學文本資訊檢索的品質。

本研究所建構的「唐宋詩詞語義知識庫」與語義網、語義概念辭典的差別有四

項：一、所處理的語言性質不同：「唐宋詩詞語義知識庫」所處理的語言是特定文體

古典韻文的文本語言，韻文語言屬於人工語言8；語義網、語義概念辭典所處理的是

現代漢語的自然語言。二、所處理的語言範圍不同：「唐宋詩詞語義知識庫」所處理

第 4頁。
5. 聞一多撰，傅璇琮導讀《唐詩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12 月第 1版，〈類書與詩〉，
第 7頁。

6. 賈晉華著，《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6 月第 1版，第 478
頁。

7.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9 月第 1版，第 691-693 頁。

8. 王力著，《王力詩論》，南寧市：廣西人民社，1988 年出版。《王力詩論》之〈略論語言形式之美．
詩的語言〉，引葉聖陶給王力的書信：「詩之句型，大別為二。一為平常的句型，與散文及口頭語
言大致不異。一為特殊句型，散文絕不能如是寫，口頭亦絕無此說法，可謂純出於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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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範圍是既有的、固定的，可以盡收，不會增減；語義網、語義概念辭典所處

理的語言是沒有範圍的，會隨著時空不斷增減變化。三、語義概念的類別是有限的：

唐宋詩詞是過往既存的文獻，唐宋詩詞語言知識庫所收錄的語言僅限於唐宋詩詞文

本使用的詞彙，因此所建構的語義類別是有限的，不能概括人類文明的所有知識體

系。四、語義標記與分類的困難度不一樣：詩詞語言的語義可以區分為一般用語、

特殊用語、情境用語三種9，特殊用語與文學修辭技巧結合，屬於語用的層次，情境

用語需與全篇章共現的詞彙之語義相結合，才能顯示準確的語義，屬於語用及語境

的層次，因此語義標記的困難度比自然語言的現代漢語高。

以文本建置語言知識庫的方法，首先要對文本進行詞彙切分，其次再以詞彙為

單位進行語義、詞性標記，再其次是進行語義概念分類。詩詞文體與語體文最大的

不同是詩詞受到嚴格的格律限制，因此有固定的句法，詞彙的切分比語體文容易，

但也正因為受到格律的限制，使得詩詞語言成為一種「特異的語言形式」10，是一種

「純出於人工」11的語言，使得詩詞語言的語義標記格外的困難。

本研究所採用的詩詞語言知識庫建置方法，以內容分析法為主。論述的內容包

含：一、詩詞文本之詞彙切分方法；二、依據文本內容特性分類的語義概念架構；

三、語義標記方法設計：人工標記與自動標記；四、語義概念分類架構與層級關係；

五、語義標記的範例；六、詞性標記的類別。

9. 羅鳳珠，〈植基於中國詩詞語言特性所建構之語義概念分類體系研究〉，圖書與資訊學刊，3:3=78，
2011 年 8 月，頁 63-86。

10. 袁行霈著，《中國詩歌藝術研究》，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1989 年出版。第 2、3-24、25-56、
57-72 頁。

11. 同註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