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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爲類書及為何類書

• 文本處理和系統建置

• 一些觀察

• 結語

演講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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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類書及為何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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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飽覽群書時抄錄可用内容以便日後引用

古代文人如何旁徵博引，炫耀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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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直書「蛇」不如用「率然」

• 內容：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
然，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
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
尾俱至。

• 出處：《孫子兵法》

• 主題：軍事策略，陣法，蛇，常
山（或恆山）

5

舉例說明

2016/10/27 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



• 目的：更容易找尋正確的引文

– 將知識組織為樹狀結構

– 按内容性質分門別類（部）地依主題（類目）
編排組織

– 每一主題包含一組相關的條目（引文）

小抄太多怎麼辦？
─ 建構一部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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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平御覽》中，率然的引用出現在

– 地部/常山

– 兵部/敘兵

– 兵部/陣

– 兵部/決戰

– 鱗介部/蛇

7

以「率然」爲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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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書形成的五項要素

• 廣集群書
– 有足夠多的書，才有夠多知識可用

• 知識分類
– 有分類才好找東西

• 輯而不作
– 目的是摘錄知識，不是創造知識

• 以類相從
– 條目各有所屬才找得到

• 註明出處
– 這樣引經據典才有所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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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錄、匯集多種文獻中的原文，按内容性
質分門別類地編排組織，以供迅速尋檢與
徵引

• 古代的搜尋引擎

類書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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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書的目的–快速檢索的需要

• 文學/作文章（快速找到典故，炫耀學問）

• 考試（超級小抄）

• 日用（明代才普遍）

• 執政參考（如冊府元龜）

• 知識總匯（通常帝國初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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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類書

現有書籍的濃縮，摘錄
以便快速檢索具體概念

(西元220年–)

西方：百科全書

對既有知識的詮釋

(前四世紀–)
11

類書 vs 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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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學者藐視

– 此體一興，而操斛者易於撿尋，注書者利於剽
竊，輾轉稗販，實學頗荒

–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小序

• 唯一的學術用途是輯佚

– 四庫全書編纂者從《永樂大典》裡輯出數百種
失傳的書，後來亦輯出《宋會要輯稿》

12

因爲輯而不作，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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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書的知識結構反應當時的世界如何被理解

• 一個類目的條目反映了概念如何被掌握

• 比較兩部性質相近的類書的知識結構和條目的增
減與移動可以看出觀念的改變

– 研究中國思想史(觀念史的寶庫

13

新瓶裝舊酒(觀察類書的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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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目

條目

來源：書名及篇章名

類書

天 地 時序

元
氣

太
易

太
初

山 河 春 夏 秋

14

類書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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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的差異

– 整體世界觀的改變

• 同一部中類目的差異

– 大概念（部）形成的改變

• 同一類目中條目(引文(的差異

– 概念觀點形成的改變

• 同書籍被引用的差異

– 利用方式的改變，對特定書籍用法的改變

15

概念與世界觀的演變

2016/10/27 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



兩部類書：《藝文類聚》和《太平御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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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覽

• 宋太宗命李昉等編修，
至太平興國八年（984
年）書成

• 55部

• 李昉編了宋四大類書
裏的三部，還有《太
平廣記》和《文苑英
華》

藝文類聚

• 唐初歐陽詢等奉唐高祖敕
撰，於624年完成

• 46部

• 把條目分成事和文
• 事居其前，文列其後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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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是帝國建立之初，集國家之力延攬學者
完成

• 均規模龐大，體制完整，反映當時上層知
識份子的世界觀

• 有清楚的繼承關係

– 《太平御覽》序中稱是以《修文殿御覽》、
《藝文類聚》、《文思博要》等書為藍本進行
編撰的

爲何比較這兩部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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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為數位人文（狹義的定義）

– 利用數位資訊，透過資訊科技，從事人文研究

– 尤其强調不透過這種方法不能從事的研究

• 為何數位人文

– 需要全面性的比較這兩部大書

– 不用資訊科技無法做到

19

如何比較？數位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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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處理和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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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處理條目

• 然後探討它們有沒有被同時引用（「共引
度」）

• 一個條目的資訊

– 屬性：條目所屬的部(目((子目(，前一條目與後一條目
(《藝文類聚》中也要注明是事還是文(

– 出處：條目所屬的年代、作者、書名及篇章名

– 內文：條目所引的內容

21

類書文本的前置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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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目

條目

來源：書名及篇章名

類書

天 地 時序

元
氣

太
易

太
初

山 河 春 夏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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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書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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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來源

處理條目

部 目

作者朝代 書名 條目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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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覽》
• 部：55

• 目：5,597

• 條目：65,633
• 字數：(3,800,000

• 出處：2,327種書與3,294文類

《藝文類聚》
• 部：46

• 目：734

• 條目：14,572
• 字數：(900,000

• 出處：787種書與4,955文類

624年
唐初

984年
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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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目分析後的一些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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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顯示兩部類書是否引用同一書籍的
相同片段

• LCS：條目A和B的最長共同子序列

• 使用最長共同子序列演算法

– 設定門檻為60%，然後手動檢核(正確率93.4%(

25

比較條目：共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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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引表示同一書籍的相似摘錄是否出現於
兩部類書中(若是(又出現於何處

蛇

戰爭

陣法

決戰

蛇

26

比較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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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御覽》共有65,633條目

• 《藝文類聚》共有14,572條目
– 9,701條事(4,871條文

• 《藝文類聚》的條目中有7,769 (7,249+520(條可於
《太平御覽》中尋得

• 《太平御覽》的條目中有11,022條可在《藝文類
聚》中找到

• 版本
– 類聚：上海古籍1982年版

– 御覽：商務印書館1986年印文淵閣四庫

27

共引的比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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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全文資料庫

與「類書對應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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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原書順序瀏覽

• 全文檢索

• 輯佚

• 顯示共引條目在二書中出現的其他位置

• 用後分類（知識分類、出處、年代、作者）
分析檢索成果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全文資料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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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全文資料庫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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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天部(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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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歷記」出現幾次？各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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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覽 查詢詞：孔子

全文檢索：「孔子」出現多少次？

太平御覽 查詢詞：孔子

查詢結果的後分類

兩筆相似的條目

全文檢索：「孔子」出現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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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朝代 (11) 出處 (142) 部 (54) 類目 (532)作者 (100) 

「孔子」出現在哪裏？（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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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唯一沒有出現的部 －神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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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人事部的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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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類聚》(4條目( 《太平御覽》(90條目(

輯佚：查詢「孫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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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類聚》(引用4次( 《太平御覽》(引用90次(

38

引用「孫子兵法」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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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類聚》：2部 (武+軍器)

• 武部

– 2目(將和戰事((143條目

• 軍器部

– 10目(184條目

• 總計：12目，327條目

• 沒有提及戰術

《太平御覽》：1部 (兵)

• 201目和4,649條目

• 超過80目在討論戰術與策
略

• 80%內容取自《藝文類聚》
成書前出版的書籍

– 3,761條目來自隋代之前

– 僅888條目來自《藝文類聚》
成書後或者不詳

39

深入探索「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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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類聚》：2部(武+軍器)
• 武部

– 143條目中((53筆出現於《太
平御覽》(幾乎都是事的條目(
52條中有49條(

– 90條無法尋得(大部分屬於文(
• 軍器部

– 幾乎所有條目(184條中的176
條(可於《太平御覽》中尋得

– 出現194次在《太平御覽》中
的兵部(+105次出現於其他部(

• 《太平御覽》常參照《藝文
類聚》中的「事」，但非全
數照錄

《太平御覽》：1部(兵)

• 在4,649條目中((418條可見
於《藝文類聚》

– 194條出現於軍器部

– 55條出現於武部

– 169條出現於其他部

40

深入探索「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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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從條目分佈的變化比較知識分類的
改變

• 輸入：

「類書對應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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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命」在兩部書中的對應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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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命」在兩書中條目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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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目/次目 目/次目 部

「類書對應查詢系統」((比較條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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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命」對應到《太平御覽》各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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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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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類聚》：

– 「符命」為 46部中的獨立一
部

– 51個條目(41+10)

– 人部之首，甚至位於「皇王」
之前

知識結構的改變：符命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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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御覽》：完
全消失，連類目都
沒有。

• 《藝文類聚》的51
條目中，有27條在

《太平御覽》中出
現51次(分佈在16
部

• 41條事的條目中僅
有26條被使用

符命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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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類聚》

• 沒有外國或民族的類目

《太平御覽》
• 四夷為一部(並有4個子部((

388目(民族或國家(和920個
條目

西戎(由中國西部至羅馬帝國
（162目）

北狄(蒙古及更北（8目）

東夷(韓國、日本人和琉
球（19目）

南蠻(中國南部至南亞及東南亞（182目）

「四夷」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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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覽》的四夷

– 920個條目中(僅37(4%(
出現於《藝文類聚》(
散佈於超過20個部

– 外國的概念並未出現
於《藝文類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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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類聚》

• 佛教：一部(內典(
– 出處：詩、碑文等

• 道教：並非一部

– 《太平御覽》中道教的
1,402條目中，僅25條出現
於《藝文類聚》，散佈於11
部中

《太平御覽》

• 佛教：一部（釋部）

– 出處：6種佛經

– 10個目，共197個條目

• 道教：一部（道部）
– 出處：超過300種道教經典

– 53個目，共1,402個條目

佛教 vs 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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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覽》的「道」部
– 「道」部下分53目，共1,402個條目，其來源為超過300部的道教

經典。

– #14條目的數量

– 至少651條目來自隋代之前，402條不詳

– 其中與《藝文類聚》相似的僅25條，分佈在11個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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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900,000到4,000,000字

• 從14,572到65,633個條目

• 從787到2,327種書籍

– 共同引用的書籍：621種

– 總出處：從5,742個出處變成5,623個

• 何時撰寫

– 以西元581年(隋代建立(為分界

– 任何之後的部分則被視為無法由《藝文類聚》之編撰
者取得(西元624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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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覽》中的新知識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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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御覽》中的新條目至少有89.8%取材
自《藝文類聚》成書之前

• 主要的「新」知識其實存在於「舊」知識
中

隋代以前 隋代以降 不詳

書籍 514 ~110 ~1,000

新條目 58,933 4,145 2,554

佔總條目數
比例

89.8% 6.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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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類聚》中的新素材何時被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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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部寫於唐代與五代的正史

– 光是舊唐書就貢獻了2,130個條目

• 關於政府與法律的書籍

– 唐六典，117個條目

– 通典，191個條目

• 佛學與道教經典

55

什麼隋代以降的書籍被大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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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有四夷部有超過40%的條目

• 僅州郡部和釋部多於30%

• 13部少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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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使用隋代以降的知識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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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

– 符命(1/51(，27條目出現於皇王(12(，天(8(，休
徵(7(等共51次。

• 融合與分裂

– 人(60/2600(分裂成人事(278/9339(，逸民
(10/270(，宗親(10/270(

– 武(2/143(和軍器(10/184(併成兵(201/4649(

– 地(8/146(，山(24/374(，水(23/374(併成地
(682/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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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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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目到新部

– 奉使(3/69(，疾病(58/536(，竹(36/161(，藥
(206/894(

• 新部

– 偏霸(107/153(，宗親(27/660(，四夷(393/920(，
道(58/1402(

• 不同重點

– 內典(2/169(變成釋(11/197(，而無相同的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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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勝枚舉，對部和知識明顯有新的見解

• 關於人類器官(在人部底下(的目由8種增加
到《太平御覽》的76種

• 疾病從方術底下的目，原有25條目，發展
成包含58目及536條目的一部

• 藥從12/99到206/894（新部）

• 魚(在鱗介類之下(由2/25增加到146種有名
稱的魚種(約600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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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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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書是根據過去時代世界觀分類的濃縮著
作

• 藉由比較不同時代的類書，可以觀察到概
念與世界觀的演變

提供一極佳的方法
「遙遠的閱讀」(distant reading)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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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管《太平御覽》明顯涵蓋比《藝文類聚》
更多的內容，主要的新素材仍然來自舊的
書籍，所以與其說《御覽》是新知識的記
錄，不如說是看舊知識的新角度

• 《太平御覽》藉由舊素材之重組，展現宋
初世界觀的改變，知識的重構及重點轉移

《太平御覽》和《藝文類聚》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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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書的比較是一個數位人文方法的範例。
這種觀察無法在傳統人文研究方法下進行

• 對圖書館界

– 中國知識分類（vs 書籍分類）的問題

– 中國古籍裡充滿驚奇，可以用新科技的新方法
去重新檢視

– 書籍使用角度的主題編目？

方法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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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敬請賜教！

歡迎使用我們的系統
http://www.digital.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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