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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先秦，孔子、孟子

和其他诸子百家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

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

等流派，同时出现了《论语》、《孟子》、《左传》等对后世

影响深远的作品，这些经典古籍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

的伟大结晶，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经典

古籍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历代学

者对它们的研究不胜枚举。

　　语言文字的意义是随着时间发展变化的，经典古

籍流传久远，后人难以看懂，所以在汉代就出现了对经

典古籍中字、词、句的含义做解释的“注”。南北朝时

期，因为语言的发展变化，有些前人所作的“注”到这

时阅读起来也有了意义方面的障碍，于是就出现了对

前人的注文再作注的“疏”，“疏”既解释原典也解释前

人的注解。“注”和“疏”被统称为“注疏文献”［１］。

　　注疏文献中蕴含着文字、音韵和训诂等方面的丰

富知识，在研究某一经典古籍时，通过分析它的注疏文

献可以得到大量的有用信息。但在各种注疏文献中存

在一些问题，它们影响了计算机对注疏文献的处理和

分析，削弱了注疏文献的使用价值，这些问题有：

　　 注疏文献是半结构化的。注疏文献中的“经”、

“注”和“疏”是合在一起的，这三类内容之间并无通用

的区分标志，注释语句中的“注释对象”和其他成分也

无明显的区分特征。

　　 注疏文献中的“解释类成分”也具有了一定的

元语言思想。元语言，“就是描述语言的语言，它通过

定义一套描述文档结构与含义的语法标记，使人或计

算机能够利用这些标记快速准确地找到并理解文档中

包含的特定语义信息。”［２］但在注疏文献中，“解释类

成分”和“被释成分”使用了同一种语言，在形式上两

者之间无法自动区分，因而无法准确找到特定信息。

　　 由于知识的传承与积累，经典古籍的多种注疏

文献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孤立地研究某一部注疏文献，

无法充分挖掘出注疏文献之间丰富的联系。

　　因此，要想利用计算机挖掘注疏文献中的丰富知

识，将训诂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充分应用于经典古籍的研

究，就必须要做基础性的工作，即对注疏文献做前期的

处理和加工，把注疏文献从半结构化变为全结构化，添

加在形式上不同于“被释成分”的元语言，并且在多部注

疏文献之间构建起固定的联系。现今在这方面已经有

了一些研究，比如：文献［３］研究经典古籍与其注疏文献
句子对齐以及注疏文献中注释语句的自动分析方法；文

献［４］介绍构建《论语》与其注疏文献对齐语料库的设计

思路、基本方法和应用价值，目的就是在《论语》与其各

部注疏文献之间建立起一种固定的联系；文献［５］介绍

使用结构化元语言ＸＭＬ描述《论语》与其注疏文献对齐

语料库中的知识，把注疏文献转化成结构化的 ＸＭＬ格
式，并且在原文中添加有意义的标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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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此研究背景和研究基础，本文探讨如何利用
知识网络这一结构化知识表示方法组织经典古籍和注

疏文献中的知识。

２　知识网络

　　知识表示方式能够影响到知识在使用过程中的完
备性、共享性和有效性。在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领域

存在着多种知识表示方式，比如：基于逻辑的表示方

式、产生式表示方式、框架表示法、面向对象表示法、基

于本体表示法、知识网络表示法等，其中后４种表示方
式属于结构化的知识表示方法，都具有良好的结构性

和层次性［６］。此外，基于框架表示法还具有良好的继

承性，面向对象表示法具有良好的封装性和模块性，基

于本体表示法具有共享性和重用性的优点。

　　具有良好推理性和灵活性的知识网络，是由多学科
相互结合、交叉渗透而形成的研究领域，它是实施知识

管理的重要工具和平台，同时也是有效开发和利用知识

资源，进行知识创新的重要途径［７，８］。“知识网络目前还

没有明确的定义，它是一个集合概念，指的是知识、信息

及知识间联系有关的一类网络。”［９］一般认为，知识网络

是由众多的知识节点与知识关联构成的集合。其中，知

识节点是知识单元的存储单位，是在认识上可以相对独

立存在的各种知识单体形态，比如：论文、学科、概念或

者词语等。知识关联是指构成知识网络的知识节点与

知识节点之间的联系，通过知识关联将具有同一、隶属、

相关关系的单元知识，按照一定的需要有序地联系在一

起，形成序列化或结构化的知识集合［１０］。

　　构建经典古籍注疏文献的知识网络就是指利用计
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等新兴技术手段，再结合当代计算

语言学方法，对蕴含在经典古籍和注疏文献中的知识

进行多元组合，使其成为一个结构化的知识集合和立

体的信息网络。

３　基础框架结构

　　经典古籍注疏文献的知识网络基础框架结构（见
图１）是由一个“经典古籍索引库”和多个“经典古籍与
其注疏文献对齐语料库”所构成的。“经典古籍索引

库”把多部经典古籍中的词语联系起来，通过倒排索引

表可以查找到词语所在的目标文献及其位置。“经典

古籍与其注疏文献对齐语料库”通过把经典古籍中的

每一组句子，与其注疏文献中引文（即引用经典古籍的

内容）的相应句子对应起来，能够在具体某部典籍与其

多部注疏文献之间建立起联系，也能够使多部注疏文

献，通过典籍这个中间枢纽，相互之间建立起多向的联

系。各部经典古籍既存在于“经典古籍索引库”中，也

存在于“经典古籍与其注疏文献对齐语料库”中，是联

系两者的纽带。

图１　经典古籍注疏文献的知识网络基础框架

　　“经典古籍索引库”与“经典古籍与其注疏文献对
齐语料库”有机结合在一起，就能在各部经典古籍之

间、经典古籍与注疏文献之间以及各部注疏文献之间

构建起全面的联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经典古籍注疏文献之间的联系

３．１　构建经典古籍索引库
　　对选定纳入知识网络的经典古籍建立基于词语的
倒排索引，索引表的格式示例为：

　　诸：｛（２，３）｝
　　祈祷：｛（０，１），（０，４），（１，１），（２，１）｝
　　战栗：｛（０，０），（０，３），（１，２），（２，０）｝
　　其中“诸：｛（２，３）｝”表示的是“诸”存在于第三
个文档里，而且在第三个文档中的位置是第四个词语。

　　“经典古籍索引库”能够把各个经典古籍中以线
性方式存在的“词语的序列”作为“经”，把不同经典古

籍中“相同词语的联系”作为“纬”，在各部经典古籍之

间构建起相互联系的网络［１１］。

３．２　分别构建各部经典古籍与其注疏文献的对齐语
料库

　　注疏文献具有相对固定的行文体例和半结构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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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一般注疏文献的行文方式是先引用原文中的一句

或几句话，其注文和疏文跟在所要注释的文字后面。

可以把注疏文献看作是由多个信息块组成的序列，各

个信息块均是由“引文和相应注释”组成。信息块中

的 “注释”又是由多条注释语句组成，每条注释语句都

至少有一个“注释对象”，注释语句中的注释对象有多

种类型，它可能是“字”，或是“词”，或是“短语”或是个

句子。在大部分情况下，注释对象都是一个词语。

　　在各部经典古籍与其注疏文献的对齐语料库中，
把注疏文献中的“引文”与经典古籍原文对应起来，并

对与“引文”处在同一个信息块中的“注释”做多角度

分析，找出每条注释语句的“注释对象”和“注解目

的”，并把“注释对象”与“引文”中相应的“被解释成

分”关联起来。为提高工作效率，可以设计相关算法，

利用计算机完成经典古籍与其注疏文献的自动句子对

齐和注释语句的自动分析，并把计算机处理的结果存

入数据库中，然后再以人工校对。限于篇幅，关于注疏

文献中注释语句的自动分析方法请参见文献［３］，关
于构建经典古籍与其注疏文献对齐语料库的详细介绍

请参见文献［４］，此不赘述。
　　在一部注疏文献中实现了注释语句分析，就可以
很容易地找到引文中某个字、词或短语的注释；如果在

一部经典古籍与其多部注疏文献之间实现了句子对

齐，同时这多部注疏文献又各自实现了注释语句分析，

那么在这多部注疏文献的所有注释之间就建立起了联

系，通过这种联系，可以把指定注释对象在这多部注疏

文献中的不同注释汇集起来，以便于综合比较、辨析正

误；如果再结合“经典古籍索引库”，就能把位于不同

经典古籍的注疏文献中的注释语句联系起来，通过这

种联系，可以找到指定注释对象在相关的不同注疏文

献中的注释。

４　知识组织方式
４．１　知识节点
　　在经典古籍注疏文献的知识网络中，是以“资源－
属性－属性值”的形式描述各个节点信息的［１２］，节点

的资源有两类：一类是经典古籍中的词语，另一类是注

疏文献中“引文部分”的词语。每个节点都有三个属

性，分别是：①资源标识属性（ＲＩＤ）：表示节点在知识
网络中的位置，它的值具有唯一性。②资源注释属性
（ＲＮＯ）：当某个节点的词语资源来自经典古籍时，这
个节点资源注释属性的值为空。当某个节点的词语资

源来自注疏文献中的“引文部分”时，如果有注释语句

与这个词语相关联，其注释属性的值就是与其词语资

源相关联的注释语句；如果没有注释语句与之相关联，

其注释属性的值为空。③资源注释类型属性（ＲＮＴ）：
当某个节点的资源注释属性不为空时，本属性表示注

释语句的类型，如标音、释义等。

４．２　知识关联
　　在经典古籍注疏文献的知识网络中，知识节点之
间是通过“相邻关系”和“等同关系”两种方式联系在

一起的。

４．２．１　相邻关系　可以把各部经典古籍看作是由“词
语”链接而成的一维的线性序列，知识网络中节点的资

源就是这些词语，当两个节点的资源处在同一线性序

列之中并且具有相邻关系时，这两个知识节点之间就

存在一条边。注疏文献中的各个“引文部分”也被看

作是由“词语”构成的线性序列，当两个节点的资源处

在同一个“引文部分”之中并且具有相邻关系时，那么

这两个节点之间存在一条边；并且在一部注疏文献中，

如果Ａ和Ｂ是相邻的两个“引文部分”，当一个节点的
资源是“Ａ的最后一个词语”，而另一个节点是“Ｂ的第
一个词语”时，这两个节点之间也存在一条边。

４．２．２　等同关系　如果两个节点的资源相同，并且它
们存在于不同的经典古籍中时，那么这两个节点之间

存在一条边。如果两个节点的资源相同，并且一个节

点的资源存在于一部经典古籍中，另一个节点的资源

存在于这部经典古籍的注疏文献中时，那么这两个节

点之间存在一条边。

　　如果两个节点的资源相同，但是它们都存在于同
一经典古籍中，或者都存在于同一注疏文献中，或者分

别存在于不同的注疏文献中时，那么在这两个节点之

间不存在因等同关系而连接的一条边。如果两个节点

的资源相同，但是一个节点的资源存在于一部经典古

籍中，而另一个节点的资源存在于其他经典古籍的注

疏文献中时，那么在这两个节点之间也不存在一条边。

　　基于上述规则，与每个节点相连的多个边中，因等
同关系而连接的边会有一条或者多条，因相邻关系而

连接的边一般情况下有两条，而当节点资源是文献的

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词语时，就只有一条因相邻关系

而连接的边。

４．３　各种知识节点的具体关联方式
　　图３、图４和图５中的点表示知识网络中的节点，
线段表示边，空心点表示该节点中的资源存在于经典

古籍中，实心点表示该节点中的资源存在于注疏文献

中，粗线段表示节点之间的联系是因等同关系，细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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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节点之间的联系是因为相邻关系，虚线段表示中

间内容省略。在表１、表２和表３中，用 ｍ表示在经典
古籍中的词例（ｔｏｋｅｎｓ）数目，用 ｎ表示在注疏文献中
“引文部分”的词例（ｔｏｋｅｎｓ）数目。
４．３．１　两个节点资源都存在于经典古籍中时的关联
方式　表１和图３结合起来展示了当两个节点中的资
源都存在于经典古籍中时的４类关联方式。

表１　两个节点资源都存在于经典古籍中

时的４类关联方式

方式
两个节点

中的资源

经典

古籍
两个节点之间的最短路径

１ 相同 同一
至少通过一条边（图３Ａ），至多通过一个中间
节点和两条边就能够形成联系（图３Ｂ）

２ 相同 不同 总是通过一条边就能形成联系（图３Ｃ）

３ 不同 同一
至少通过一条边（图３Ｄ），至多通过ｍ－２个中
间节点和ｍ－１条边就能形成联系（图３Ｅ）

４ 不同 不同
至少通过一个中间节点和两条边就能形成联系

（图３Ｆ），在极端情况下，无法形成联系

图３　两个节点资源都存在于

经典古籍中时的知识关联

４．３．２　两个节点资源分别存在于经典古籍和注疏文
献中时的关联方式　表２和图４结合起来展示了当一
个节点资源存在于经典古籍中，而另一个节点资源存

在于注疏文献中时的４类关联方式。
表２　两个节点资源分别存在于经典古籍和

注疏文献中时的４类关联方式

方式
两个节点

中的资源

经典古籍与

注疏文献
两个节点之间的最短路径

１ 相同 相关 总是通过一条边就能够形成联系（图４Ａ）

２ 相同 不相关
总是通过一个中间节点和两条边就能形成

联系（图４Ｂ）

３ 不同 相关

至少通过一个中间节点和两条边（图４Ｃ），
至多通过ｍ－１个中间节点和 ｍ条边就能
形成联系（图４Ｄ）

４ 不同 不相关
至少通过两个中间节点和三条边就能形成

联系（图４Ｅ），在极端情况下，无法形成联系

４．３．３　两个节点资源都存在于注疏文献中时的关联
方式　本网络中心位置的节点资源都来自于经典古
籍，而注疏文献中的词语都作为外围节点的资源，因

此，当两个节点资源来自注疏文献中时，它们必须以网

络中心位置的节点作为中间节点才能联系到一起。表

３和图５结合起来展示了当两个知识节点中的资源都
存在于注疏文献中时的６类关联方式。

图４　两个节点资源分别存在于

经典古籍和注疏文献中时的知识关联

表３　两个节点资源都存在于注疏

文献中时的６类关联方式

方

式

两个节点

中的资源

经典

古籍

注疏

文献
两个节点之间的最短路径

１ 相同 同一 同一
至少通过一条边（图５Ａ），至多通过一个中间节
点和两条边就能形成联系（图５Ｂ）

２ 相同 同一 不同
总是通过一个中间节点和两条边就能形成联系

（图５Ｃ）

３ 相同 不同 不同
总是通过两个中间节点和三条边就能形成联系

（图５Ｄ）

４ 不同 同一 同一
至少通过一条边（图５Ｅ），至多通过 ｎ－２个中间
节点和ｎ－１条边就能形成联系（图５Ｆ）

５ 不同 同一 不同
至少通过两个节点和三条边（图５Ｇ），至多通过ｍ
个中间节点和ｍ＋１条边就能形成联系（图５Ｈ）

６ 不同 不同 不同
至少通过三个中间节点和四条边就能形成联系

（图５Ｉ），在极端情况下，无法形成联系

图５　两个节点资源都存在于注疏文献中时的知识关联

５　应用价值

　　 经典古籍注疏文献的知识网络具有广泛的应用
价值，能够为语言研究者提供经典文献研究的新平台，

其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５．１　知识重组
　　古籍文献中的知识原本是以文字符号的形式存在
的一维的线性序列，文献之间没有显性的联系。本网

络把文献中的词语作为节点的资源，并且加上了属性

信息，以等同关系和相邻关系连接知识节点，把多个一

维的线性序列组合成为一个多维的知识网络，把多部

文献之间原有的隐性联系变为显性联系，构成了结构

化的知识集合，通过知识重组实现了知识创新［１３］。

５．２　知识聚类
　　在本网络中，因等同关系连接的知识节点会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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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词聚集在一起；因相邻关系连接的知识节点会把固

定的词语搭配聚集在一起；分析节点的资源注释属性，

可以把同一注释对象的多个注释语句聚集在一起。如

果把本网络中的各类信息综合在一起，可用于大规模

的词语聚类和词义聚类［１４］。

５．３　知识挖掘
　　基于本网络，可以考察古籍文献中的词例
（ｔｏｋｅｎｓ）、词型（ｔｙｐｅｓ）、常用词、常用词语搭配在网络
中的分布规律，考察各部古籍的用词特点以及训诂术

语的使用特点，等等。

６　结　语

　　经典古籍的知识管理可以分为“录入与存储”、
“网络传播与信息检索”、“基本信息标注与系联”、“语

义标注与知识检索”共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前两个方
面的内容属于“表层知识管理”，后两个方面的内容属

于“深层知识管理”，表层知识管理主要解决经典古籍

的数字化存储、网络传播和全文检索的问题，而深层知

识管理深入到“内容和意义”层面研究古籍文献，包括

研究古籍著录和描述的元数据标准、古籍内部知识元

的标注问题、知识元之间的联系方法以及古籍之间的

联系方法等。

　　经典古籍的知识管理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表现
出由“表层知识管理”向“深层知识管理”发展的趋势。

表层知识管理研究起步较早，至今已取得丰硕成果，一

些疑难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而深层知识管理研究是

建立在对古籍内容本身有着较为深入理解的基础之上

的，牵涉的学科领域更广泛，问题更复杂，难度更大，要

求研究者具备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更全面的学术素养。

　　经典古籍注疏文献的知识网络属于深层知识管理
的研究范围，它的构建需要经过理论探索、框架设计、

语料库建设、知识节点划分和知识链接等多个阶段，其

建设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本文初步探索经典古籍注

疏文献知识网络的基础框架结构、知识组织方式和应

用价值，以为下一阶段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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