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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自然语言处理及其应用领域，人名和称谓作为重要的命名实体，是信息处理的关键部分之一。该文从命

名实体识别和资讯提取的角度出发，在对４部明清古典小说的语料库进行标注的前提下，建构了姓名、字号和称谓

作为命名实体的分类及标注系统。人名和称谓总体上分为单一型和复合型，根据复合型的内部组成元素和组合方

式，将其进一步分为固定式、同位式、附属嵌套式、灵活嵌套式。结合语料库的完整数据统计，该文对各类型人名和

称谓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分别展示了４部名著在人名、称谓使用上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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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国的姓名、称谓文化博大精深、源远 流 长，古

典文学作品往往借助书中角色的姓名、字号及形式

多样的称谓来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形象、显示角色之

间的关系，使角色鲜明，语言生动。因此，在使用计

算机处理古典文学作品时，对人名和称谓的系统性

标注成为有效理解和处理语言的关键因素之一。不

同于其他文学和历史层面对称谓的研究，本文从命

名实体识别和资讯处理的角度出发，从称谓的内部

元素和组合方式入手，对明清小说中的人名和称谓

建立了一套分类和标注系统，并将这一系统实际应

用到明清古典文学的命名实体标注中。本研究建构

的语料库共计２６２．３５万中文字（不含标点符号），包
括《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在分

词的基础上所标注的人名、称谓总数达１７万条。工

作模式主要为人工标注，同时也对现代汉语分词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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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系统［１］加以训练，进行预处理和后期处理，以提高

标注的效率和质量。
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２节简单介绍自然语言

处理领域内较通用的语料库加工规范对人名、称谓

的处理方法，从而引出本文的研究目的；第３节阐述

本研究建立人名、称谓分类及标注系统的理念；第４
节通过实例详细说明人名、称谓的分类和标注；第５
节展示４本明清小说的完整数据统计，归纳人名、称
谓的组成元素和组合方式，探索复合型称谓内部成

分的组合规则，并通过对４本小说的数据对比分析

其各自的特色。

２　研究概况及目的

称 谓 是 人 与 人 交 际 过 程 中 必 不 可 少 的 语 言 单

位，在语言交流中反映了人际关系的复杂程度，而且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载着不同的历史人文信息。因

此，称谓的标注和识别如果能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来完成，对于中文信息处理和计算机辅助的文

学和历史研究意义重大。然而，目前的中文信息处

理技术主要是针对现代汉语，称谓并没有得到重视，
也没有对称 谓 及 由 称 谓 和 人 名 组 合 的 名 称 进 行 细

分。国内较通用的现代汉语语料库加工 规 范［２］中，
将人名 作 为 一 类 单 独 的 命 名 实 体（总 标 识 符 为“／

ｎｒ”），汉 族 姓、名 分 开 标 注，例 如，“张／ｎｒｆ仁 伟／

ｎｒｇ”、“欧阳／ｎｒｆ修／ｎｒｇ”；对于双姓（含女子冠夫姓）
也在切分 之 后 进 行 标 注，例 如，“唐／ｎｒｆ姜／ｎｒｆ氏／

ｎｒｇ”；别名、译名、简 称 等 均 标 注 为“／ｎｒ”，如“鲁 迅／

ｎｒ”、“爱因斯坦／ｎｒ”，“陈总／ｎｒ”；但对于姓名后附加

职务或称谓 的 名 称，将 职 务、称 谓 只 作 为 普 通 名 词

（标识 符 为“／ｎ”），例 如，“李／ｎｒｆ主 席／ｎ”、“刘／ｎｒｆ
阿姨／ｎ”、“陈／ｎｒｆ老 总／ｎ”。“台 湾 中 央 研 究 院”建

立的近代汉语（唐以后）标记语料库［３－４］也包括词类

标注信息。该语料库包括了《红楼梦》在内的明清文

学语料，姓名划 归 为 专 有 名 词（标 识 符 为“Ｎｂ”），而

称谓也只划 归 为 普 通 名 词（标 识 符 为“Ｎａ”），例 如，
“林（Ｎｂ）姑娘（Ｎａ）”、“凤（Ｎｂ）姐姐（Ｎａ）”、“杨（Ｎｂ）
提督（Ｎａ）”。

在我们对４本名著进行标注的过程中发现，称

谓不能简单地处理为普通名词，因为不论是单独使

用还是和姓 名 连 用，称 谓 都 发 挥 命 名 实 体 的 功 能。
而且，小说中对同一个人物的称谓会随着该人物身

份、地位、所处的场合、交流的对象、甚至当时作者想

要体现的感情色彩而不断变化。称谓可单独使用，

也可通过不 同 形 式 灵 活 组 合 而 成，例 如，可 以 从 姓

名、字号中截取一部分再加上头衔组合而成。这种

复合型称谓各元素之间的组合关系相当复杂。如果

将其作为命名实体来标注，就需要对这些称谓进行

系统性的分类、并对其组合关系进行分析，既要确保

古典文学标注语料库的建设过程中，采用统一的原

则进行分词和标注，又要兼顾灵活性而有利于文学

和历史的后续研究，例如，建立文本内及不同文本间

相关命名实体的关联和基于命名实体为人物属性建

立档案等。因此，本文将称谓作为一类主要的命名

实体、从资讯处理的角度进行分析，不同于一般的文

学和历史研究中对称谓的分类，但同时也考虑如何

在资讯平台上为文学和历史研究提供方便。本文主

要从称谓的内部元素和组合方式入手，将人名和称

谓进行整合分类，探索复合型称谓的组合规律，并将

总结的 规 则 实 际 应 用 到４本 名 著 的 命 名 实 体 标

注中。

３　人名、称谓分类及标注系统的设计理念

３．１　称谓的界定

　　长期以来，关于称谓的概念、范畴，一直存在多

种看法，没有定论（如郑尔宁等介绍的现代汉语称谓

研究的几种 主 流 观 点）［５］。关 于 面 称（直 接 当 面 称

呼）与引称（间接指称性称谓）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

很多探讨，其中不乏具有代表性的研究［６］。本 文 对

称谓的定义不予深入探究，而是采用一个广义的概

念，既包含人与人之间言语交际中所使用的直接称

呼，也包含提及他人时使用的指称性名称。从这一

意义来看，本文将用于指称、显示人物身份和角色定

位的官职、爵衔都纳入称谓之列。从词类的角度来

看，本文研究的称谓仅包括名词和名词性短语，不包

括代词。另外，鉴于本文的研究是从资讯处理的角

度出发标注命名实体，因此仅将特指某一人物、并根

据上下文语境能判断其所指人物的称谓作为命名实

体，例如，《红楼梦》中的“姑娘”，如果能够判断其所

指的 对 象，则 加 称 谓 标 注，而“一／个／姑 娘／领 着／

他”、“姑娘／们”等 非 特 指 之 称 谓，则 当 普 通 名 词 处

理，不加称谓标注。

３．２　人名、称谓的分类方式

自古以来已有很多对称谓的研究，但针对不同

的 研 究 目 的，对 称 谓 的 分 类 方 式 也 各 有 侧 重。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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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ｕｎ［７］在对不 同 语 言 中 的 称 谓 进 行 比 较 研 究 时，
从词类的角度将称谓大体分为代词称谓、动词形式

的称谓和名词形式的称谓。综观古今，一些较有影

响力的汉语 称 谓 专 著 和 词 典［８－１４］，其 中 有 些 工 具 书

对古今中外的称谓兼收并蓄，分门别类地收录了几

千甚至３万余条称谓，对于称谓的分类，其角度和细

微性均有所不同。例如，基于指称对象的身份一般

分为家族亲属、社交、职业职官、民族宗教等；基于称

谓的使用形式分为习称、别称、统称、通称、俗称等；
基于情 感 色 彩、雅 俗 褒 贬 分 为 尊 称、贬 称、昵 称、谀

称、雅称、贱称等；基于称谓的使用年代分为古称、今
称。鉴于本研究的结果需要应用于古典汉语信息处

理和语料库建构，本文将人物的姓名、字号和各类称

谓糅合汇总、再从其内部构成及组合方式逐层逐级

进行分类，建立人名和称谓的分类及标注系统。

３．３　人名、称谓的分词及标注的基本原则

语料库的分词系统，遵从的是本项目根据白话

语体文的特征制定的明清章回小说的分词准则，基

本原则是“致力于在做到切分后不造成语义丢失、转
换、引申或歧 义 的 情 况 下，切 分 到 最 小 完 整 语 义 单

位”［１５］。该切分系统基本沿用了北京大学的现代汉

语分词体系［２］，并借鉴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分词

标准［１６］。人名、称谓的标注主要沿用北京大学词性

标注系统［２］，对于该系统中没有的类型则新增标识

符。鉴于语料库的建构要求全文分词的一致性，因

此对称谓的 分 词 采 用 语 料 库 整 体 分 词 原 则，例 如，
“［三／姐姐］／ｎａ２”、“［国 舅／老 爷］／ｎａ２”、“［冠 军／将

军］／ｎｕ１”、“［忠武／侯］／ｎｕ２”。需要注意的是，古典

小说中包括一些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再使用的古称，
例如，“足 下”、“衙 内”、“房 下”，用 作 称 谓 时 不 能

切分。
本研究将“姓”、“名”、“姓＋名”、“字”、“姓＋字”

作为不同类别分别标注，例如，“刘／ｎｒ１＃”、“备／ｎｒ２

＃”、“刘 备／ｎｒ３＃”、“玄 德／ｎｒ４＃”、“刘 玄 德／ｎｒ５

＃”，因此无需对“姓＋名”和“姓＋字”类的人名再进

行分词。对复姓和多姓，使用“／／”予以区分，如“诸

葛／／亮／ｎｒ３＃”、“［张／／王／ｎｒ１ 氏］／ｎａ１”。但 对 于

由不同的分词单位［１７］组合而成的称谓，则需要进行

分词。如果称谓中包含其他类型的命名实体，如地

名、机构名，则以嵌套方式保留其独立标识符。

另外，虽然文学作品中多数人物为作者所虚构，

但也会引用历史人物和其他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

物，为了便于本研究后续历代语言知识库的贯穿，分
别使用“＃”、“＊”和“＆”表示历史真实人物（以《二

十四史》为依据）、神话传说虚构人物和引用其他文

学作品的人 物，例 如，《红 楼 梦》中 出 现 的“陶 渊 明／

ｎｒ３＃”、“如 来 佛／ｎｒ６＊”、“李 逵／ｎｒ３＆”等。因 此，
本文所提到的人名、称谓包括小说塑造的人物及小

说中引用其他文献的人物。
下节通过实例详细阐述人名、称谓的分类及标

注，本文所有实例均取自于已标注的４本名著。

４　人名、称谓的分类及标注

４．１　总体分类系统

　　由于社 会 结 构、文 化 背 景 的 差 异，在 不 同 的 时

代、地 域、以 及 社 会 群 体 中，称 谓 具 有 明 显 的 特 征。
而小说为了凸显其艺术效果，使用的称谓更是变化

多样。例如，《金瓶梅》中的蔡京，虽然不是小说的主

要人物，却使用了多种指称方式。既有直接用单姓

“蔡”和姓名“蔡京”进行指称的，也有用官职指代的，
例如，“左丞相”、“大学士”、“吏部尚书”、“太师”等。
下属、仆役称呼他时会用“老爷”、“蔡 老 先 生”、“蔡

太师”、“太师爷”、“老太师”、“太师老爷”、“蔡 太 师

老爷”等，而内相们私下谈论时则贬称为“老贼”。另

外，本文采用的语料文本虽然是明清时期创作的小

说，但其故事 所 处 的 时 代 背 景、社 会 环 境 都 不 尽 相

同，不同程度地折射出秦汉、唐宋、明清等多个时期

的文化形态和社会风貌，而且故事人物的社会角色

千差万别，因此语料中出现的称谓非常丰富。
基于对４部名著人名和称谓的综合分析，本文

从其组成元素和组合方式的角度进行了综合分类，
总体上分为单一型和复合型两大类，顾名思义，前者

由人名、称谓本身独立承担指称功能，后者由多个成

分叠加或嵌套组合而成。复合型称谓的内部组合方

式非常灵活，有的是由多个独立使用的单一型人名、
称谓叠加而成，例如，“［令郎／先生］／ｎａ２”，其 中“令

郎”和“先生”都可以用来作为独立的称谓；有的是截

取人 名 的 一 部 分、再 和 称 谓 合 并 而 成，例 如，“［凤／

ｎｒ２姐姐］／ｎａ１”；还有的是由人名附加修饰、描述语

组合 而 成，例 如，“［周 瑞／ｎｒ３ 家／的］／ｎａ１”，其 中

“家／的”不能独立作为称谓，一般附加于人名后组合

成复合称谓。经过对语料中的人名、称谓进行归纳

分析，本文从其内部构成及其组合方式入手，分为以

下类别（图１）。

１２



中 文 信 息 学 报 ２０１５年

图１　人名、称谓的总体分类

４．２　单一型细分

如图１所 示，单 一 型 人 名、称 谓 分 为３大 类，
表１中对其进行了细分，并用实例说明。为 了 便 于

理解，取自语料中的实例均保留语料库中的标识符

号和标注形式，表１还列出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

库［２］采用的相应标识符，以便参照。

表１　单一型人名、称谓细分

二级类型 三级类型
本语料

标识符
北大标识符 定义及说明 实例

姓名类

姓 ／ｎｒ１ ／ｎｒｆ 包括单姓、复姓。
关／ｎｒ１＃
诸葛／ｎｒ１＃

名 ／ｎｒ２ ／ｎｒｇ 包括单音节、双音节。
备／ｎｒ２＃
黛玉／ｎｒ２

姓＋名 ／ｎｒ３ ／ｎｒｆ／ｎｒｇ 人物的姓＋名，复姓用“／／”区分。
林黛玉／ｎｒ３
司马／／相如／ｎｒ３＃

字 ／ｎｒ４ ／ｎｒｇ 通常为双音节，有少量单音节。

士隐／ｎｒ４
平／ｎｒ４（单音 节“字”较 少 见，此

为《三 国 演 义》中 的 太 医 吉 平：

姓／吉／ｎｒ１ ，／名／太／ｎｒ２ ，／字／

称／平／ｎｒ４）

姓＋字 ／ｎｒ５ ／ｎｒｆ／ｎｒｇ 人物的姓＋字，复姓用“／／”区分。
甄士隐／ｎｒ５
诸葛／／孔明／ｎｒ５＃

別名 ／ｎｒ６ ／ｎｒ

所有除本名之外的名称，包括别号、谥号、帝

王庙号、昵称、绰号、不能分为姓和名的外 族

名等。复姓用“／／”区分。

卧龙先生／ｎｒ６＃（别号）

昭烈皇帝／ｎｒ６＃（谥号）

宋徽宗／ｎｒ６＃（庙号）

颦儿／ｎｒ６（由 黛 玉 表 字“颦 颦”

而来的昵称）

耶律／／雄奴／ｎｒ６（绰号）

彻里吉／ｎｒ６（姓和名无法区分）

官衔类

官职 ／ｎｕ１

爵位封号 ／ｎｕ２

／ｎ（普通名词）

具有特指意义（与 某 个 或 某 些 人 物 有 对 应 关

系①）的 官 职 名，例 如，“司 徒／ｎｕ１王 允／ｎｒ３

＃”；泛指的官 职 名 不 加 标 注，例 如，“出／了／

一／个／郎中／缺”。

大司马／ｎｕ１
太守／ｎｕ１

包括帝 王 根 据 血 缘 亲 疏、功 劳 等 授 予 的 爵

衔、尊号，含对皇室、宗室女子的封号。
郡王／ｎｕ２
贵妃／ｎｕ２

称呼类 ／ｎａ２ ／ｎ

人与人交 往 中 基 于 血 缘 关 系、社 会 地 位、身

份、宗教 等 各 种 因 素 对 某 一 特 定 人 物 的 称

呼，既包括当面交 流 时 直 接 称 呼 对 方 所 使 用

的名称，也 包 括 提 及 他 人 时 的 间 接 指 称，不

含自称。

老祖宗／ｎａ２（常用于直称）

祖母／ｎａ２（常用于引称）

老太太／ｎａ２（直称、引称均可）

２２

① 指称关系是受时空限制的，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某个官衔和某个人物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时过境迁，担任这个官职的人物变了，指称

关系会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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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复合型细分

单一型称谓可独立用于指称，也可作为复合型

称谓中的单元成分。本工作对各类复合型称谓采用

统一的标注系统：使用“［］”总括，如内部成分的类

别与复合称 谓 的 类 型 相 异，则 保 留 其 独 立 标 识 符。
基于内部成分的组合关系，复合型称谓可分为４大

类，本节通过实例进行描述。

４．３．１　固定式组合

这一类型是由多个成分组合而成的较固定的名

称，其内部成分一般不分开使用，或分开后仅作为简

称使用，例如，

 以美号 赐 封 的 爵 位 和 封 号：帝 王 封 爵 时 赐

予的美号和爵衔组合而成的名称，具有特指性、较固

定 性，例 如，“［北 静／郡 王］／ｎｕ２”，“［顺 平／侯］／

ｎｕ２”。因为“北静”和“郡 王”作 为 单 一 成 分 均 为 爵

位，与其复合称谓一致，而无需再加独立标识符。

 “名 号＋将 军”组 合 而 成 的 武 将 官 职：对 有

军功者授予“将 军”官 衔 时 会 冠 以 名 号，例 如，“［奋

威／将军］／ｎｕ１”，“［冠军／将军］／ｎｕ１”。

４．３．２　同位式组合

这一类型由多个存在同位关系的成分堆叠而成，
其内部成分一般为同一类型，可分开后独立使用，例
如，“［父亲／大人］／ｎａ２”，“［都太尉／统制］／ｎｕ１”。

４．３．３　附属嵌套式组合

这一类型由两个存在附属、主次、支配或依存关

系的成分组合而成，其内部成分可能为不同类型，但

具备依存关系。主要包括：

 主次关 系：较 常 见 的 主 次 关 系 如“［［北 静／
王］／ｎｕ２妃］／ｎｕ２”、“［丞相／令史］／ｎｕ１”。

 管辖 地＋官 职：人 物 的 官 职 经 常 和 其 管 辖

地连用，为了不使这一信息丢失，将其作为一个复合

型命名实体，例如，“［扬州／ｎｓ２＃ 刺史］／ｎｕ１”。

 封地＋爵位封号：如果封爵时赐予了封地，
爵位、封号名用作称谓时通常会附带封地名，例如，
“［乌程／ｎｓ２＃ 侯］／ｎｕ２”。“乌程”为地名，因此保留

其地名标识符（／ｎｓ），而“侯”则无需重复爵位标识符

（／ｎｕ２），系统可默认识别。

 机构＋官职：小说中提到官职时，往往还会采

用“机构＋官职”这一组合形式，为了保持两者之间的

关联，便于后续的信息提取，将这两个命名实体作为

一个复合型命名实体，例如，“［吏部／ｎｔ尚书］／ｎｕ１”。

４．３．４　灵活嵌套式组合

这一类型包括所有其他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

分灵活嵌套组合而成的复合型称谓，其内部成分可

以是单一型人名、称谓，也可以是以上几种复合型称

谓。无论其内部成分多么复杂，都可逐层剖析成单

一型人名、称谓 后 使 用 统 一 的 标 注 规 则 进 行 处 理。
从其内部组合方式划分，灵活嵌套式组合可进一步

分为８类，在表２通过实例说明。对灵活嵌套式组

合的复合型称谓使用“［］”总括，并加“／ｎａ１”作为总

标识符。如这一组合的内部成分为单一型“称呼类”
实体，无需再加单一型“称呼类”实体标识符“／ｎａ２”，
系统可默认识别，例如，“［西门／ｎｒ１老爹］／ｎａ１＃”

表２　灵活嵌套式组合细分

三级类型 实　　例 说　　明

人名＋称呼
［西 门／／庆／ｎｒ３ 大 人］／ｎａ１，［玄 德／ｎｒ４＃
公］／ｎａ１＃，［九天玄女／ｎｒ６＊ 娘娘］／ｎａ１＊

由各种形 式 的 姓 名、字 号（包 括" 姓 名 类" 所 有 子

类）附加称呼组成。

官职＋称呼 ［太尉／ｎｕ１恩相］／ｎａ１ 由官职附加称呼组成。

爵位封号＋称呼 ［［临安／伯］／ｎｕ２老太太］／ｎａ１ 由爵位、封号附加称呼组成。

人名＋官职
［高／ｎｒ１太 尉／ｎｕ１］／ｎａ１＃，［兀 颜／／光／ｎｒ３
上将军／ｎｕ１］／ｎａ１

由各种形式的姓名、字号附加官职组成。

人名＋官职＋称呼 ［［赵／ｎｒ１枢密／ｎｕ１］／ｎａ１相公］／ｎａ１ 此例中，其内部成分本身已是复合型称谓。

人名＋爵位封号
［史／ｎｒ１ 侯／ｎｕ２ ］／ｎａ１，［琼 英／ｎｒ２ 郡 主／

ｎｕ２］／ｎａ１
由各种形式的姓名、字号附加爵位、封号组成。

人名＋爵位封号＋称呼 ［［元／ｎｒ２妃／ｎｕ２］／ｎａ１姐姐］／ｎａ１
此例是由姓 名 的 一 部 分 加 封 号、再 附 加 称 呼 组 合

而成的复合型称谓。

机构名＋称呼 ［吏部／ｎｔ公］／ｎａ１ 由人物任职的机构和称呼组合而成。

说明：

１．以上各种组合的内部成分先后顺序不定，例如，“官职＋称呼”组合，其内部成分的顺序也可能是“称呼＋官职”，如“［义士／提辖／ｎｕ１］／ｎａ１”。

２．以上组合中，任何一种内部成分的数量不定，例如，“人名＋称呼”组合中，可能出现多个称呼，如“［［西门／ｎｒ１先生］／ｎａ１大人］／ｎａ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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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老爹”是一个单一型称呼，无需再加独立标识

符。如内部成分为其他类型实体，则需保留其独立

标识符，例如，“［西门／ｎｒ１提刑／ｎｕ１］／ｎａ１”。

５　数据分析

本节将基于这４部小说的特性，通过语料库数

据对人名、称谓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５．１　综合数据分析

表３显示了人名、称谓作为命名实体对比语料

库总规模的 数 据。４部 小 说 中，《红 楼 梦》的 总 词 汇

量最大，《三国演义》最少，数量相差３１％。４部小说

中 包 括 人 名、称 谓 的 命 名 实 体 占 总 词 汇 量 的

９．２１％，由此可见，人名、称谓在语料库建构 中 的 作

用不可忽视。在这４部小说中，《三国演义》的词条

数最少，其人名、称谓的比率最高，达到１２．２０％，主

要原因是作为历史小说，文中出现的姓名和官衔都

最多。

表３　人名、称谓在语料库中的比率

三国演义 水浒传 金瓶梅 红楼梦 四部语料

语料库总词条数／万条 ３７．００　 ４８．６４　 ４５．４２　 ５３．４６　 １８４．５２

人名、称谓的总数／万条 ４．５１　 ４．６１　 ４．０４　 ３．８４　 １７．００

人名、称谓的比率／％ １２．２０　 ９．４８　 ８．８９　 ７．１８　 ９．２１

５．２　各类型人名、称谓的分布

本文根据４部小说中人名、称谓的构成方式，将
其分为单一型和复合型两大类，其中单一型又分为

姓名类、官衔类、称呼类；复合型进一步分为固定式、
同位式、附属嵌套式、灵活嵌套式。图２展示了这些

类型分别在四部小说中的频率归一化分布，即对每

部小说中的各类人名、称谓出现的总次数进行统计，
例如，“林黛玉／ｎｒ３”在《红楼梦》中出现了２７９次，则
计为２７９。以各 部 小 说 中 人 名、称 谓 的 总 次 数 作 为

分母，计算出这些类型在该小说中所占的百分比。

图２　各类型人名、称谓的分布

　　从总体上看，４部小说中出现最多的均为“姓名

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这４部小说采用第３人称

叙述故事，使用姓名的语境很多。另外，古代人名的

形式多种多样，除了组成现代人名的姓和名之外，还
存在字、别号等其他形式的名称，可选择性强，因此

使用姓名的 频 率 很 高。在 复 合 型 称 谓 中，４部 小 说

都是“灵活嵌套式”的比例最高，因为这种组合能帮

助塑造人物形象，增强小说语言的吸引力。

从４部小说各自不同的特性上看，《三国演义》
和《水浒传》是历史小说，因此“官衔类”的比例比《金
瓶梅》和《红楼梦》高。而同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比《水浒传》的官方人物多，因此“官衔类”的比例更

高。《金瓶梅》作为平民文学，“官衔类”的比例比作

为贵族文学的《红楼梦》更高，是因为围绕西门庆出

现了较多 官 场 人 物。另 外，《三 国 演 义》中 的“固 定

式”、“附属嵌套式”比例均高于其他３部小说，这是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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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其“固定式”包括很多由“名号＋将军”组合而成

的武将官职，“附属嵌套式”中包括较多由“管辖地＋
官职”组 合 而 成 的 复 合 称 谓。《金 瓶 梅》中 的“称 呼

类”（即单一型称呼）比例最高，因为小说中围绕西门

庆构成了繁杂的人际关系网，描绘了当时的市井风

情，因此使用非正式称呼的语境较多。
《水浒传》中的“同位式”高于其他３部小说，因

为文中的江湖豪客之间常常使用这一方式的称谓以

示尊敬，例如，“［庄 主／太 公］／ｎａ２”、“［先 锋／哥 哥］／

ｎａ２＃”。
为了审视各种类别的使用分布，表４展示了各

类型人名、称谓的实例使用率，即用这些实例出现的

总次数除以其个数，这一数据体现单位类型上的实

例使用率。由此数据可见，《红楼梦》的“姓名类”使

用率最高，因其在小说的第３人称叙述中使用较多，
其中“宝 玉／ｎｒ２”在 全 文 中 出 现 了 超 过３　９００次。
《三国演义》中“同位式”的使用率较低，全文仅出现

了两例（“［宗兄／将军］／ｎａ２＃”和“［大 司 马／将 军］／

ｎｕ１”），各使用 了 一 次，因 为 其 作 为 历 史 演 义 小 说，
更多地使用了“固定式”（如“名号＋将军”）、“附属嵌

套式”（如“管辖地＋官职”）。

表４　各类型的实例使用率

二级类型 三国演义 水浒传 金瓶梅 红楼梦

姓名类 １６　 ２４　 ２３　 ２６

官衔类 １２　 １２　 ７　 ６

称呼类 ２０　 １７　 ２３　 ２０

固定式 ３　 ３　 １　 ３

同位式 １　 ３　 ２　 ２

附属嵌套式 ３　 １　 １　 ２

灵活嵌套式 ６　 ９　 ８　 １６

５．３　姓名类数据分析

鉴于“姓名类”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最高，因此

本小节对其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图３展示了“姓

名类”的６个子类在４部小说中的频率分布，即对每

部小说中“姓名类”各子类出现的次数进行统计，计

算各子类在该部小说的“姓名类”中所占的百分比。

图３　“姓名类”的分布

　　从总体数据来看，“姓＋名”的比例最大，这和现

代日常交流中称谓的使用规律一致。古典小说中使

用别名的频 率 很 高，因 为 古 人 对 他 人 的 称 呼，以 称

“别号”为最尊；对亡者的称呼，以称“封号、谥号”为

最尊。

从４部 小 说 各 自 的 使 用 情 况 看，《红 楼 梦》中

“名”的比例最高，文中采用第３人称叙述故事时，对
主要角色“宝玉／ｎｒ２”、“黛玉／ｎｒ２”、“宝钗／ｎｒ２”的指

代常常使用“名”。《水浒传》中讲述故事时则多数使

用“姓＋名”，其中“宋江／ｎｒ３＃”出现的次数达３　８００
多次。《金瓶梅》描写的是世情生活，因此别名出现

的比例较高。
图４展示了４部小说中不同音节的“姓”、“名”、

“字”的分布情况。对各部小说中“姓”、“名”、“字”出

现的次数分别进行统计，计算这些子类在该部小说的

“姓”、“名”、“字”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三国演义》
中的单音节“名”所占比重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当时的姓名文化。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人民日报》

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单姓双名”的情况远远多于“单

姓单名”［１８］。另 外，“字”是 中 国 古 代 姓 名 文 化 中 的

重要元素，通常为双音节，仅《三国演义》中出现了少

量单音节“字”，例如，太医吉平，“字／称／平／ｎ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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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音节“姓”、“名”、“字”的分布

５．４　灵活嵌套式组合数据分析

“灵活嵌 套 式”是 复 合 型 称 谓 中 比 重 最 大 的 一

类，其组合灵活多变、内部成分相对复杂，在语料中

长 度 也 很 突 出，例 如，“［［元／ｎｒ２ 妃／ｎｕ２］／ｎａ１ 姐

姐］／ｎａ１”，由“名”的一部分加封号组合而成的复合

型称谓作为其内部成分，再附加单一型称谓“姐姐”
组成多层次的复合型称谓。图５显示了第４．３．４节

所描述的８类“灵活嵌套式”称谓在整个语料库中出

现的总频率的比例分布，由此可见，使用最多的组合

是“人名＋称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历史上人

名形式的多样性所致。
图５的子饼图是对“人名＋称呼”这一子类所做

的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姓＋称呼”的比例最大，
因为在对话中使用较多，这也是小说语言的特征之

一。其中，“姓＋称呼”中包括多姓的情况，例如，女

子冠夫姓，例如，“［张／／王／ｎｒ１氏］／ｎａ１”、“［西门／／
吴／ｎｒ１氏］／ｎａ１”。“姓名＋称呼”中，也可能不使用

全名，而是姓 加 上 名 的 一 部 分，例 如，“［王／ｎｒ１凤／

ｎｒ２姐］／ｎａ１”。

图５　“灵活嵌套式”在语料库中的总体分布

　　图６展示了“灵活嵌套式”各子类在４部小说中

的分布。由此数据可见，４部小说中都是“人名＋称

呼”的比例最高，其中《红楼梦》中“人名＋称呼”的比

例 高 于 其 他３部 小 说，主 要 因 为“［贾／ｎｒ１ 母］／

ｎａ１”、“［凤／ｎｒ２姐］／ｎａ１”这类形式的称谓在第３人

称叙述中出现的次数很多。《水浒传》中“人名＋官

职”的比例最高，因为其故事中涉及较多官场人物，

对官员的 称 谓 常 常 使 用 这 种 形 式，例 如，“［高／ｎｒ１
太尉／ｎｕ１］／ｎａ１”出 现 了 超 过２００次。“机 构＋称

呼”的组合较为少见，仅《金瓶梅》中出现了３次“［吏

部／ｎｔ公］／ｎａ１”，这也反映了《金瓶梅》语言的生动、

不拘形式。

６　结语

在以往的汉语分词和标注中，称谓通常被作为

普通名词处理。但称谓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和姓

名等组合使用，都发挥着命名实体的功能。本文基

于古典文学语料库对人名、称谓作为命名实体进行

全面、综合性的分析，填补了以往命名实体在汉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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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灵活嵌套式”在四部小说中的分布

词和标注中对称谓的缺项。鉴于明清小说语料中人

名、称谓的复杂性，本文从命名实体识别和资讯提取

的角度对其进行逐层分类，以帮助识别、处理和提取

这一类型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和称谓。在后续的研究

中，可以和更早期时代的语料或现代语料进行比较

分析，明确不同时代的差别。另一项颇有意义的工

作是在本文 分 类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建 立 文 本 内 及 跨 文

献、贯穿历代语言知识库的指称对象的关联，进一步

为文学和历史的研究提供基础关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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