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中心在北宋初就完全移到南方

问：用大数据研究唐宋诗词有无
遇到一些学术上的困难，又是如何克
服的？

答：文学研究从来没有数据意识，
困难不仅在于到哪儿去找数据，更在于
找什么样的数据。究竟什么样的数据
有用有效，既需要理论的支撑，也需要
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上，我们不断探
求，从统计学、计量信息学和计量历史
学中去寻找理论和方法的启示；实践
上，反复试验，失败了重来。最痛苦的
是，数据库建好了，文章也写完了，忽然
发现数据来源不全，只好从头补齐数
据，写好的论文又推倒重来。

问：您在大数据具体研究中还有哪

些新发现呢？
答：数据的意义，既能确证传统的

结论，也会修正传统的结论，更能发现
新问题，改变传统的认知。比如，中国
文化地理有一个著名的结论，中国文化
中心，是由北方中原逐步向南方移动，
第一次南移是东晋永嘉之乱，第二次南
移是唐代安史之乱，第三次南移是宋代
靖康之乱。三次战乱推动了文化中心
的南移，靖康之乱后，文化中心就彻底
移到南方。我们的大数据发现，文学中
心在北宋初就完全移到南方，南方作者
的数量全面超越北方，无需等到靖康之
乱后。而且，战争不是推动文化中心南
移的唯一因素。

我们还发现，宋代的文学中心，是
逐步向东南沿海移动。按今天的地市
级行政区划来统计，宋代福建南平的作
者人数最多，名列第一，福州居第二，这
很让人惊讶。与此相关的是，宋代进士
人数福州第一，南平第二。可见当时南
平、福州教育发达，进士多，诗词作者也
多。教育与文学是高度正相互的。

此外，我们还发现苏东坡词的创作
高峰是在黄州，他三分之一的词是在贬
谪黄州期间写的，他的名篇佳作一半是
在黄州写的。比如宋词的第一名篇《念
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在黄州写的。黄
州成就了苏轼词作的辉煌。

（北京青年报）

数据无法测度艺术含量和审美价值高低

问：您在课题里提到，据统计，东汉
到隋末近六百年，诗歌总共才五千余
首，而到唐代，诗歌第一次超过万首并
直接跨越到五万多首。唐诗比之前的
八代诗增加了七倍多，诗人由六百余位
增加到三千余位，诗人和诗作都达到前
所未有的量级。这个数据从何而来，有
参考哪些重要的文献资料吗？

答：数据来源于我的老朋友尚永

亮教授的两篇论文：《八代诗歌分布
情形与发展态势的定量分析》和《唐
知名诗人之层级分布与代群发展的
定量分析》。

问：白居易的诗数量最多，影响力
却在前十名开外，这是如何判定的？

答：用数据衡定的。我们用了多种
数据，对唐代诗人影响力进行排名。白
居易的影响力，在现当代大于古代。他

的综合影响力，远不如李白、杜甫。
问：那您通过大数据判定唐诗宋词

质量的依据是什么？
答：目前只能用大数据衡量唐诗宋

词影响力的大小——包括对后代词人
创作的吸引力，在后代词评家中的美誉
度，在普通作者中的知名度等等。目前
暂时还不能用数据测度唐诗宋词艺术
含量和审美价值的高低。

30年前开始研究积累了上百万条数据

问：《大数据里的唐宋诗词世界》课
题的初衷是什么？

答：我1992年就开始做唐宋诗词的
定量分析了。初衷是每人心目中都有
自己的唐宋诗词名篇。究竟历史上哪
些唐宋诗词被视为名篇，我想用统计数
据来分析衡量。

问：那您是如何利用大数据来衡量
唐宋诗词质量的呢？这些数据是如何
统计出来的？

答：唐宋诗词作品的质量，目前还
没找到有效数据来评估、衡量。我目前
正在努力尝试构建文学作品质量的评
价指标体系，以便搜集数据。这需要比
较长的过程。此外，个人建立的评价指
标体系，需要学界的认同和共识。

问：关于文学指标体系，学界目前

的研究现状怎样？
答：大数据时代的文学数据，需要

分类分层建立起文学史数据的指标体
系，以确保数据的信度和效度。但目前
用大数据来做唐诗宋词研究的学者不
多，为学界共享的唐宋诗词大数据也相
当有限。

从1992年到现在，我虽然积累了一
百多万条和唐诗宋词有关的数据，但还
不完备、不均衡。有的时段数据多，有
的时段数据少；有的这一类数据多，那
一类数据少；有的诗人数据多，有的诗
人数据少。我们常感慨“书到用时方恨
少”，数据更是这样。全方位分析唐诗
宋词时，常常觉得数据不够用。

在我看来，文学评价指标体系应该
以作品为中心来建立。作家的影响力

是以作品的影响力为前提。而作品评
价，可分两个维度，一是相对稳定作品
的内在文学价值，二是动态不居作品的
外在影响力。其文学价值，可考虑从内
容和形式两个层面来评估。

作品影响力则从创作者、评论者、
普通读者三个层面来衡量。一是对创
作者的影响，包括引用、化用、仿效、改
编、翻译等，体现出作品的典范性和吸
引力；二是对评点者的评论和学者的研
究，反映出作品在文学批评、学术研究
层面的美誉度和关注度；三是在普通读
者中的传阅度和知晓率。确定作品的
价值、影响的基本要素和结构后，再构
建计算模型，然后由计算机在相关资源
库、语料库和网络运行，挖掘提取相关
数据，最后计算出每篇作品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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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新发现，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首
席专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席教
授王兆鹏分析所得。

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座高峰。
唐代诗歌五万多首，诗人三千余位，诗人
和诗作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量级。宋代词
人近一千五百位，词作超两万一千阕。

从个体诗人来看，唐诗宋词里谁的作
品最多？王兆鹏的大数据显示，白居易名
列唐诗作品量的榜首，诗作近三千；杜甫
和李白紧随其后，都超过千首大关。宋词
中辛弃疾的词作量位居第一，有六百余
阕，其次是苏轼、刘辰翁。宋诗的篇数，则
由陆游称雄，凡九千多首，其次是刘克庄
和杨万里。

根据综合影响指数排名，唐代诗人影
响力第一的是杜甫，其次为李白、王维，而
作品量居第一的白居易，影响力排在十名
之外。宋代词人作品量和影响力第一的
都是辛弃疾，苏轼和周邦彦分别居第二、
第三。高居宋诗影响力榜首的是苏轼，作
品量雄居榜首的陆游紧随其后。

提到唐诗宋词的名家，人们习称“李
杜”“苏辛”，似乎李优于杜、苏胜于辛。但
综合影响指数表明，杜甫高于李白、辛弃
疾强于苏轼。更令人意外的是，最受追捧
的词人不是苏、辛而是周邦彦。在一百首
和三百首宋词名篇中，周邦彦各占十五首
和四十首，占有率远高于苏、辛。

用客观的数据去衡量、分析颇为主观
的诗词鉴赏，是否科学、能否可行？在接
受记者专访时，王兆鹏强调，虽然数据能
在一定程度上描述显示文学史的发展面
貌和进程，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30年前开始研究
积累了上百万条数据

谁的作品最多谁影响力最大？

大数据研究唐诗宋词
结论很颠覆

用大数据分析唐宋诗词，结论可能超出你的想象——唐代诗人
中作品量居第一的白居易，影响力排在十名之外；宋词名篇中收录词
作最多的不是苏轼、辛弃疾而是周邦彦；综合影响指数表明，杜甫高
于李白、辛弃疾强于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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