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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全宋词切分语料库的建立是计算机研究宋词的基础。本文对宋词中“词”的界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并在

综合考虑统计抽词方法和基于诗词格律切分方法各自优点的基础上 ,提出建立全宋词切分语料库的新方法。我们

首先通过统计抽词来抽取结合程度较强的二字词 ,并结合相关资源建立词表 ;在此基础上 ,结合宋词的格律特点按

照一定的规则来对全宋词进行了切分。实验证明 ,本文中的方法具有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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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古代诗词是一种特殊文体的大众化文学形

式 ,在汉语文化的成长、演变与传播中有着极重要的

地位 ,而其中的宋词作为宋代文学的典范 ,赢得了众

多文人骚客的青睐 ,成为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一颗璀

璨的明珠。因此 ,通过对宋词进行研究进而了解宋

代文化一直是语言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一个研究

热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的

不断发展 ,以语料库为基础的研究在语言学和计算

机科学研究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在语言

学研究还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语料库都已经成为

重要的基础资源 ,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是

基于以上认识 ,我们建立了全宋词语料库 ,结合宋词

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并运用各项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来进行宋词的计算机辅助研究。而这整个研究的基

础就是宋词语料库的建立 ,可以说宋词语料库的建

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期 苏劲松等 : 基于统计抽词和格律的全宋词切分语料库建立

2 　全宋词切分语料库建立方法的提出

宋词语料库的建立必然会涉及到宋词的切分 ,

在诗词切分方面 ,北大计算语言所与台湾地区元智

大学都进行过相关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

果。北大计算语言所通过纯统计的方法[ 1 ]将结合强

度较强、使用稳定以及带有隐喻义的二字词抽取出

来 ,为建立词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台湾地区元智大

学罗凤珠教授则主要根据诗词格律[2 ] 来切分诗词。

经过人工切分证实 ,这种方法的切分点绝大部分都

是正确的 ,有助于分词。

在此 ,本文参考以上两种方法 ,提出了结合以上

两种方法的优点来建立宋词切分语料库。首先 ,对

如何界定“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然后 ,分析宋词切

分和格律之间的关系 ,建立词体格律数据库 ;再次 ,

根据词体格律数据库把词句细分为子句 ,对子句字

串进行统计 ,从中抽取结合强度较强的二字字串 ,并

结合各种已有的词典资源来建立宋词词表 ;最后 ,根

据古代诗词切分规则再对子句进行进一步细分 ,并

根据词表来切分最后的子句。本文方法的主要框架

流程如下 :

图 1 　方法框架流程图

3 　全宋词中“词”的概念界定

要对全宋词进行分词 ,首先要明白如何对“词”

进行界定。在研究中国古代诗词和现代汉语中对词

汇的定义之后 ,可以发现以下 4 种类型的字串可以

切分为词 :

(1) 宋词中大量采用领字。领字是指在词意转

折处 ,使上下句相连接 ,起过渡或联系作用的字。而

其中的单字领字具有独立的意义 ,可以单独切分出

来独立成词。例如 :“过沙溪急 ,霜溪冷 ,月溪明”

(作者 : 苏轼 词牌 : 行香子) 中的“过”就为单字领

字 ,可以单独切分出来为词。

(2) 诗词中含有大量的专有名词。这些字串都

可以直接作为一个词汇单位 ,收录进词表。例如 :

“补天又笑女娲忙”(作者 : 辛弃疾 词牌 : 归朝欢 标

题 : 题晋臣积翠岩)中的“女娲”为人名专有名词。

(3) 诗词中含有大量的典故。这些字串也可以

直接作为一个词汇单位 ,收录进词表。例如 :“骑鹤

上扬州”一句 ,来源于南朝梁殷芸《小说》卷六 :“有

客相从 ,各言所志 ,或愿为扬州刺史 ,或愿多赀财 ,或

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 :‘腰缠十万贯 ,骑鹤上扬

州。’欲兼三者。”后以此比喻欲集做官、发财、成仙于

一身 ,或形容贪婪、妄想。

(4) 在语言发展过程中 ,有些字串也许刚开始

不是作为一个词 ,但是由于它们结合紧密 ,使用稳

定 ,并且往往有特定的含义 ,因而人们也把它们当作

一个词了。对此 ,引入统计手段来衡量两个字之间

的结合强度。如果这些相邻的二元字串结合强度足

够大 ,则对其进行判断。例如 :“落花、春水”等在现

代汉语中通常不被认为是词 ,但它们使用频度很高 ,

具有明显的统计特征。分析发现 ,这类词汇一般都

具有较为明确的隐喻义 ,完全可以将其收入进词表。

另外一些词如“牙床、小槽、代北”等由于社会环境的

变化 ,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是词或词义发生根本变

化 ,但在古汉语中的确是词 , 也要将其收入进

词表[1 ] 。

4 　全宋词切分和格律的关系及词体句法数

据库的建立

　　通过对部分宋词进行手工切分 ,可以发现宋词

切分和格律存在一定关系 : 词句可以根据对应的句

法来细分成子句。以“舍北烟霏舍南浪。雪倾篱、雨

荒薇涨。问小桥、别后谁过 ,惟有迷鸟羁雌来往。重

寻山水问无恙。扫柴荆、土花尘网。留小桃、先试光

风 ,从此芝草琅玕日长。”(作者 : 范成大 词牌 : 宜男

草)为例 ,根据词谱可以知道“宜男草”上阙和下阙的

最后一句都为上二下六的句法 ,于是可以将其细分

为 :“{惟有}{迷鸟羁雌来往}”、“{从此}{芝草琅玕

日长}”(其中{}表示根据句法细分成的子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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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格律比较复杂 ,词牌下的词体句法都有固

定的总字数、总句数 ,每一句的字数也是固定的。最

短的词句是一字句 ,只出现在词牌“哨遍”和“钗头

凤”,显然可以独立成词。二字句出现在“调笑令”、

“如梦令”和“醉翁操”等词牌 ,能否成词可以根据两

个字之间的结合强度来判定。十字句只有词牌“摸

鱼儿”前阙第六句和后阙第七句 ,为上三下七句法。

十一字句只有词牌“水调歌头”根据不同的词体句法

有上六下五和上四下七两种句法。三字句至九字句

占的数量最多 ,其句法分别是 : 1)三字句 : 上二下

一、上一下二 ; 2)四字句 : 上二下二 ; 3) 五字句 : 上

二下三、上三下二、上一下四 ; 4)六字句 : 上二下

四、上四下二、上三下三 ; 5) 七字句 : 上三下四、上

四下三、上一下六 ; 6) 八字句 : 上三下五、上四下

四、上一下七、上二下六 ; 7) 九字句 : 上三下六、上

四下五、上五下四、上六下三。这些上下句之上句若

是奇数字句 ,多数句子之第一个字是单字领字 ,这种

情况在五字句之上一下四 ,七字句之上一下六是最

多的[ 2 ] 。

本文以潘慎等人编著的《词律辞典》[ 3 ] 、《钦定词

谱》[4 ] 、龙榆生编著的《唐宋词格律》[5 ] 、王兆鹏等人

编著的《宋词大辞典》[6 ]和陆辅之编著《词旨》[7 ] 为基

础 ,建立词体句法数据库 ,该数据库含有不同词体的

句法 2 415 种 ,标注了各词体的单字领字位置和句

法。一个词牌对应一种或者多种词体 ,大部分词体

的句法都是惟一确定 ,但是 ,同一种词体也有可能存

在不同句法 ,经过统计 ,有 37 种词体含有不同句法。

对此 ,本文把同种词体的不同句法全部收录进数据

库 ,并在生语料库中对该类词体的宋词所属词体句

法类别进行人工标注 (同种词体下的宋词 ,字数分布

是一样的 ,因而计算机不能自动识别出拥有多种句

法的词体所对应的宋词是属于哪种句法 ,而且该类

词体所包含的词并不多 ,所以采用人工标注的方

法) 。

5 　基于统计抽词的全宋词词表建立

5. 1 　专有名词和典故数据库的建立

　　宋词中存在有大量的专有名词和典故 ,如人名、

地名或者特殊含义等。但是有时这类词或者为长度

大于 2 的多字词 ,或者出现次数非常少而没有显示

出很强的结合强度 ,为了保证词表能有较高的覆盖

率 ,就需要建立专门的数据库来收集该类词语。

以王兆鹏等人编著的《宋词大辞典》[6 ] 为基础 ,

结合前人所作的一些归纳[2 ] ,本文建立专有名词数

据库 ,该数据库共分为人名、地名、天文、时令、音乐、

人伦、人事、闺阁、形体、文事、珍宝、建筑、服饰、饮

食、草木百花 15 大类 ;以金启华等人编著的《全宋词

典故考释辞典》[8 ] 和台湾地区元智大学罗凤珠教授

的诗词典故资料数据库为基础 ,建立明典数据库。

以上两个数据库共含有词条 6 873 条。

5. 2 　统计抽词

诗词中除了单字领字、专有名词和典故之外 ,有

些字串结合紧密 ,使用稳定 ,并且代表特定的含义 ,

因而也把它们当作一个词。对此 ,本文运用统计学

的方法来抽取全宋词中的二字词。为了提高抽词的

准确率 ,在统计抽词之前 ,需要对语料库进行预处

理 ,主要包括 :

步骤 1 　查询词体句法数据库 ,根据对应词体

句法的句法将词句细分为子句 ,同时标出词句中的

单字领字 ,不参与统计抽词的计算。

步骤 2 　查询专有名词数据库和典故数据库 ,

与词句进行匹配 ,标出其中含有的长度大于等于 3

的专有名词、典故 ,不参与统计抽词的计算。

经过抽样统计 ,标出单字领字和长度大于等于

3 的专有名词、典故 ,正确率可以达到 97 %。通过以

上两个步骤 ,为统计抽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频率与互信息

在九种常用的抽词统计量中[ 9 ] ,选择用互信息

来进行二字词自动抽取 ,并结合频率来改进互信息

的提取效果 ,这种方法即简单又有效。

I ( xy ) = ln P( xy )
P1 ( x) ×P2 ( y)

　　其中 , P1 ( x) 表示字 x 在语料库所有相邻二元

字串中作为前字出现的概率 ; P2 ( y) 表示字 y 在语

料库所有相邻二元字串中作为后字出现的概率 ;

P( x y) 是汉字 x , y 在语料库中同现的概率。需要

说明的是 ,互信息是一种衡量二元字串之间出现信

息增加的统计量 ,但是它并不是衡量二元字串之间

依赖性的好方法。由低频率字组成的相邻二元字串

的互信息要大于高频率字组成的二元字串 ,而这会

影响互信息的使用效果 ,在此使用频率截断的方法 ,

只考虑出现频率大于某个阈值的相邻二元字串 ,以

此来改进互信息提取的效果。

(2) 共现度

在汉语中 ,词往往都是由不同字组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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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互信息在衡量二元字串之间依赖性上的不

足 ,本文采用共现度[1 ]作为补充 ,用于衡量相邻二元

字串中字的相互依赖性。

C( x , y) = R1 ( xy , x) + R2 ( xy , y)

R1 ( xy , x) =
f ( xy ) ×ln ( f ( xy ) )

f 1 ( x) - ∑f ( xz i )

P2 ( xy , y) =
f ( xy ) ×ln ( f ( xy ) )

f 2 ( y) - ∑f ( uj y )

　　其中 , f ( x y) 为相邻二元字串 x y 在语料中的出

现次数 , f 1 ( x) 为字 x 在语料库作为前字出现的次

数 , f 2 ( y) 为字 y 在语料库中作为后字出现的次数 ,

f ( x z i ) ( i = 1 ,2 , ⋯, n1 ) 为已经抽取的以 x 为前字的

二元字串的出现次数 , f ( uj y ) ( i = 1 , 2 , ⋯, n2 ) 为已

经抽取的以 y 为后字的二元字串的出现次数。

5. 3 　全宋词词表的建立

至此 ,可以结合利用已有的三个统计量来统计

抽词 ,并用建立好的专有名词和典故数据库进行补

充 ,以此来构造初步词表。词表建立过程主要由以

下三个步骤组成 :

步骤 1 　对所有出现频率大于等于 3 的相邻二

元字串 ,计算其互信息 ,提取互信息大于等于 3. 5 的

所有相邻二元字串 ,该部分字串具有较高可能性

为词。

经统计 ,频度大于 3 且互信息大于等于 3. 5 的

相邻二元字串一共有 17 353 条 ,其中可以成词的字

串为 10 825 条。

步骤 2 　对剩下频率大于等于 3 的相邻二元字

串进行共现度迭代计算 ,每次提取共现度最大的

500 个相邻二元字串 ,然后递进地计算剩下的相邻

二元字串的共现度 ,当连续 3 次迭代计算抽词准确

率都低于 20 %(共现度迭代计算的抽词准确率不是

一条严格的递减函数 ,在逐渐递减的过程中 ,会产生

上下波动 ,该准确率阈值和语料库大小有关) ,停止

迭代计算。

实验中 ,经过 53 轮迭代计算 ,共现度迭代计算

抽词达到预先设置的阈值 ,抽词停止。经统计 ,抽出

的相邻二元字串一共有 26 501 条 ,其中可以成词的

字串为 9 044 条。迭代计算抽词实验过程中 ,抽出

的词条数目、抽词准确率和平均迭代次数的变化过

程如表 1 所示 :

其中 ,第 t 次迭代抽词准确率和到第 t 次迭代

的平均迭代次数如下定义 :

表 1 　共现度迭代计算过程变化

迭代计算
次数 t

抽出的词
条个数

抽词准确率 平均迭代次数

1 429 85. 8 % 1. 00

2 391 78. 2 % 1. 48

3 355 71. 0 % 1. 94

4 329 65. 8 % 2. 39

5 317 63. 4 % 2. 84

6 299 59. 8 % 3. 29

7 272 54. 4 % 3. 71

8 257 51. 4 % 4. 13

9 239 47. 8 % 4. 53

10 241 48. 2 % 4. 95

11 225 45. 0 % 5. 36

12 200 40. 0 % 5. 73

13 207 41. 4 % 6. 13

14 201 40. 2 % 6. 53

15 175 35. 0 % 6. 89

16 178 35. 6 % 7. 26

17 171 34. 2 % 7. 64

18 164 32. 8 % 8. 00

19 179 35. 8 % 8. 41

20 152 30. 4 % 8. 76

21 171 34. 2 % 9. 17

22 145 29. 0 % 9. 52

23 150 30. 0 % 9. 89

24 167 33. 4 % 10. 31

25 151 30. 2 % 10. 70

26 151 30. 1 % 11. 09

27 131 26. 2 % 11. 43

28 131 26. 2 % 11. 78

29 126 25. 2 % 12. 13

30 129 25. 8 % 12. 48

31 144 28. 8 % 12. 89

32 117 23. 4 % 13. 22

33 121 24. 2 % 13. 58

34 144 28. 8 % 14. 00

35 131 26. 2 % 14. 39

36 136 27. 2 % 14. 79

37 138 27. 6 % 1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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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迭代计算
次数 t

抽出的词
条个数

抽词准确率 平均迭代次数

38 119 23. 8 % 15. 57

39 121 24. 2 % 15. 94

40 117 23. 4 % 16. 31

41 112 22. 4 % 16. 66

42 112 22. 4 % 17. 02

43 108 22. 6 % 17. 37

44 95 19. 0 % 17. 68

45 109 21. 8 % 18. 04

46 97 19. 4 % 18. 36

47 104 20. 8 % 18. 72

48 107 21. 4 % 19. 08

49 101 20. 2 % 19. 43

50 108 21. 6 % 19. 81

51 90 18. 0 % 20. 12

52 87 17. 4 % 20. 45

53 78 15. 6 % 20. 77

第 t 次迭代计算抽词准确率

=
第 t 次迭代计算抽出来的词条数目
第 t 次迭代计算抽出来的字串数目

×100 %

到第 t 次的平均迭代次数

=
∑

t

i = 1
第 i 次迭代计算抽出来的词条数目 ×i

∑
t

i = 1

第 i 次迭代计算抽出来的词条数目

　　步骤 3 　对于步骤 2 中剩余的字串和频率小于

3 的字串 ,实验发现统计抽词的方法效果并不明显 ,

结合《辞源》《现代汉语词典》等词典来对该类字串进

行人工判断 ;并且用前面建立好的专有名词和典故

数据库对词表进行补充。

通过以上 3 个步骤建立了初步词表 ,该词表包

含专有名词、典故等 ,共含有词条 43 387 条 ,为宋词

的机器自动切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 　全宋词的切分步骤及实验结果分析

6. 1 　切分步骤

　　本文通过以上步骤初步建立了词表 ,但是要使

得词表覆盖整个语料库并不容易。在此 ,如前所述 ,

本文结合已生成的词体句法数据库、专有名词数据

库、典故数据库 ,再根据古代诗词切分规则[2 ] ,以词

句为单位来对全宋词进行切分 ,以此来提高分词正

确率。在此 ,以“二十四桥仍在 ,波心荡、冷月无声。

念桥边红药 ,年年知为谁生。”(作者 : 姜夔 词牌 : 扬

州慢)为例来说明宋词的切分步骤。(其中粗体字表

示每个步骤切分出来的词 ,/ 表示分词符号 ,{}表示

根据句法设置的句法切分点 ,| 表示根据古代诗词切

分规则设置词结构切分点)

步骤 1 　对比词体句法数据库 ,设置句法切分

点 ,同时将单字领字切分出来。

“念”为单字领字 ,领后面两句 :“{二十四桥仍

在} ,/ {波心荡}、/ {冷月无声}。/ {念}/ {桥边红

药} ,/ {年年知为谁生}。/ ”

步骤 2 　经过步骤 1 设置句法切分点后 ,切分

成的各子句字数为一到七之间 ,在这里根据古代诗

词切分规则[2 ]来设定词结构切分点 : 规则 (1) ,字数

为一的字串单字成词 ;规则 (2) ,剩下字数为二、三的

字串不设置词结构切分点 ;规则 (3) ,剩下字数为四、

五的字串 ,可在第二字后面设置词结构切分点 ;规则

(4) ,字数为六、七的字串 ,可分别在第二字和第四字

后面设置词结构切分点。

设置词结构切分点如下 :“{二十 | 四桥 | 仍

在} ,/ {波心荡}、/ {冷月 | 无声}。/ {念}/ {桥边 | 红

药} ,/ {年年| 知为| 谁生}。/ ”

步骤 3 　对比专有名词数据库和典故数据库 ,

将长度大于等于 3 的专有名词和典故切分出来。这

类词语应该优先切分 ,它们切分的优先等级高于步

骤 2 设置的词结构切分点。对于字句中切分剩下的

字串 ,结合句法切分点和词结构切分点考虑 ,如果长

度为一 ,则单字成词。

“二十四桥”为扬州的古桥名 ,是一个表示地点

的专有名词。根据上述切分规则 ,它的切分优先等

级高于步骤 2 设置的词结构切分点 ,将其先切分出

来成词 :“{二十四桥/ 仍在} ,/ {波心荡}、/ {冷月| 无

声}。/ {念}/ {桥边| 红药} ,/ {年年| 知为| 谁生}。/ ”

步骤 4 　根据词结构切分点 ,结合词表对字串

进行进一步切分 : 规则 (1) ,对于长度为二的字串

XY ,如果 XY有收入进词表 ,则切分成词 XY/ ,否则

进一步切分为 X/ Y/ 。规则 (2) ,对于长度为三的字

串 XYZ ,如果 XY有收入进词表而 YZ 没有收入进

词表时 ,则将其切分为 XY/ Z/ ;如果 XY 没有收入

进词表而 YZ 有收入进词表时 , 则将其切分为 X/

YZ/ ;如果 XY、YZ同时没有被收入进词表时 ,则切

分为 X/ Y/ Z/ ;如果 XY、YZ 同时被收录进了词表 ,

则计算 XY 和 YZ 的互信息 ,如果 I ( XY)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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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Z) ,则切分为 X/ YZ/ ,反之 ,切分为 XY/ Z/ 。

查询词表 ,“波心”、“无声”、“桥边”、“年年”具有

较高的结合强度而被收录进词表 ;“红药”是专有名

词 ,被收录进词表 ;“冷月”不具有明显的统计特征 ,

但代表有特殊意义 ,在其他词典中有收录 ,因而也被

收录进词表。将句中的句法切分点、词结构切分点

去除 : “二十四桥/ 仍/ 在/ ,/ 波心/ 荡/ 、/ 冷月/ 无

声/ 。/ 念/ 桥边/ 红药/ ,/ 年年/ 知/ 为/ 谁/ 生/ 。/ ”,

全句切分完毕。

6. 2 　结果分析

本文以唐圭璋的《全宋词》[10 ] 为基础 ,建立了全

宋词生语料库 ,该生语料库收集了宋词 20 162 首 ,

以前面所阐述的方法 ,对全宋词生语料库进行抽词 ,

建立了全宋词词表并实现了对宋词的初步机器自动

分词。从已经人工校对的 3 318 首宋词统计来看 ,

分词正确率 (分词正确率为正确切分的词中所含汉

字数与总汉字之比) 为 83. 92 % ,说明该方法是有

效的。

仔细分析经过人工校对的宋词 ,发现切分错误

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造成 :

1. 专有名词语料库和典故数据库的不够完善。

该类词条一般在统计衡量时都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统

计特征 ,因此 ,文章中专有名词语料库和典故数据库

的建立对于宋词切分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了 ,这

两个数据库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分词正确率的高低。

2. 词体句法数据库的不够完善。词体句法数

据库中的单字领字标注直接影响的词句切分正确与

否 ,因此要进一步完善该数据库。

3. 专有名词本身表示的多样性。例如 :“广

寒”、“广寒宫”都表示月宫。但是 ,根据文章的切分

方法 ,长度长的专有名词优先切分 ,因而容易将“广

寒宫阙”切分为“广寒宫/ 阙/ ”,而正确的切分结果应

该为“广寒/ 宫阙/ ”。

4. 包孕型的切分错误。例如 :“三月”有可能

是表示三个月 ,也可能表示十二月份中的三月 ,而两

种情况下的切分是不同的。

从实验结果来看 ,相对于现代汉语的切分 ,全宋

词的切分正确率还有一定差距的。而由于宋词构词

的特殊性 ,现代汉语的切分方法并不适用于宋词的

切分 ,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各个相关数据库 ,才能进

一步提高分词的正确率。

7 　结语

运用计算机来对中国古代诗词进行研究是一个

全新的领域 ,而这所有的研究都是要建立在诗词切

分标注语料库的基础上的。本文参考北大和台湾地

区元智大学切词方法 ,提出了一种新方法来建立全

宋词切分语料库。实验证明 ,本文的方法是有效的。

古代诗词的切分既有和现代汉语切分相似的一

面 ,也有他独特的一面。而本文所采用的方法较好

地将两方面特点都结合了起来 ,建立了全宋词切分

语料库 ,为下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 ,仅

仅对语料进行切分是不够的 ,只有以词汇为单位对

进行标注加工 ,才能对整首宋词的情感、风格、节律

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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