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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古代刁
、

说版本数 宇化和

计算机 自动比对

周文业

【内容提要 ] 本文介绍 了古代刁
、

说版本数字化 目前的进展和将来的发展
。

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和计算机 自动比对可以 用来仔细 比对古代 小说 的各种版

本
,

对于研究版本演化有很大的帮助 小说版本数字化 包括两种文字版 ( 简体修

订版
、

繁体原貌版 )和图像版 小说版本数字化分两阶段进行
,

第一阶段集中于

简体字版
,

目前 已经 完成 《三 国演义 》
、

《水 浒传 》
、

《西 游记》
、

《金瓶梅》
、

《红楼

梦》等名著主要版本的 简体字版
。

第二阶段集中于繁体字版
,

将完成 以上名著所

有影印本的繁体字版
二

利用计算机可 完成小说各种版本的 自动 比对
,

比对结果

有两种显 示方式
,

即逐行显 示和分窗口显 示
,

两种方式各有特点
。

利用计算机还

可实现小说的同词脱文的统计等特殊要求
。

小说 的图像版
、

图文 对照和 图文检

索清楚
、

明 了
,

为小说版本研究提供 了更快速
、

直观的工具
。

古代 小说版本数字

化工程庞大
,

将逐步推进
。

对于古代 刁
·

说版本数字化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
,

古代

刁
、

说版本数字化和计算机 自动 比对为古代 小说研究提供 了一个更加快捷
、

方便

的工具和方法
,

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必将推动 古代小说版本的研究
,

但真正的分

析还必须 由人工进行
,

计算机不 可能代替人工的分析研究
:

【关键词 】 古代 小说 数字化 版本 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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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和计算机自动比对

古代小说数字化的三个发展方向

1
.

种类数字化的 目标是追求
“

广度
” ,

收人小说的种类尽可能多
,

而每种小

说只收人一种版本
。

目的主要是供学者作一般的浏览
、

检索
、

引用
,

不分版本
,

不

做深人研究
。

如国学公司将推出的《国学宝典》系列中的《中国古代小说典》曰 }

小林策划
、

沈伯俊主编 )
,

收人古代小说八百多种
,

其中文言小说五 百多种
,

白话

小说二百多种
,

共计一万多卷
,

八千万字
,

将是 目前收人小说最多的古代小说资

源库
。

2
.

版本数字化的 目标是追求
“

深度
” ,

不追求收人小说的数虽
,

l阿追求一部

小说版本的数量
,

主要针对多种版本的名著
。

目前已经完成《三国演义》
、

《水浒

传》
、

《西游记》
、

《金瓶梅》
、

《红楼梦 》五部小说 21 种版本的简体字版
,

正在开发

繁体字版
。

版本数字化最终 目的是为版本的深人研究服务
,

通过 计算机版本 自

动比对
,

为版本演化等问题作深人研究提供一个快速
、

简捷的工具

3
.

版式数字化的目标是追求
“

版式还原
” ,

以数字化方式还原古代小说的版

式
。

版式还原一般可以同时提供两种版式
,

一种是图像版
,

保留原版原貌 ; 另一

种是文字版
,

其中的文字可 以进行检索
、

查询
。

两种版式完全重迭
,

叮以 自由转

化
。

这种版式即还原了原版
、

原貌
,

又发挥了数字化的检索
、

查询功能
、

是 比较理

想的版式
,

但制作工作量很大
,

要对每个字做处理
,

成本非常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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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和计算机白动比对

许多中国古代小说都有一个很复杂的创作
、

出版过程
,

其版本演化过程往往

也非常复杂
。

许多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都产生了多种版本
,

在《三国演

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
、

《金瓶梅》和《红楼梦》等名著中更为突出
。

现在中国

古代小说四大名著 ( 《三国演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 》
、

《红楼梦》 )都已完成数

字化
,

出版光盘并上网
,

但都是为一般读者阅读
,

并没有把所有的版本都数字化
。

一般读者阅读选择最流行的版本就可以了
,

但对于古代小说研究来讲
,

只研究最

流行的版本是绝对不够的
。

要利用计算机对古代小说版本进行真正深入
、

细致

的学术研究工作
,

应该将古代小说尽可能多的版本数字化
,

输人计算机
。

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是古代小说数字化研究中的一项基础工程
,

是利用计

算机开展古代小说版本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

只有在数字化地基础上
,

才能利用

计算机真正开展古代小说版本的各种分析研究工作
,

如版本比对
、

分类检索
,

以

及建立古代小说版本数据库等
。

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的目的
,

是为古代小说研

究人员提供多种研究用的版本
,

而不是为一般大众阅读古代小说提供普及读物
,

这是整理校订工作所依从的原则
。

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工程包括四项内容
,

即版本数字化
、

版本比对
、

比对结

果和版本图文对照
。

版本数字化是基础
,

版本 L匕对和图文对照是在版本数字化

基础上扩充的功能
,

比对结果是利用版本比对软件比对的结果 (图 1 )
。

图文对照 版本数字化 版本比对 比对结果

图 1 版本数字化框图

1
.

版本数字化 :

版本数字化包括文字版和图像版两种形式
,

电子文本用于阅读
、

检索
,

而图

像可以保存原版原貌
。

文字版包括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两种
,

各有不同的整理原则和用途
。

简体字版根据排印本整理
,

加标点
,

主要用于一般阅读
、

检索
,

因此对原版文

字可能作适当修订
。

数字化先从简化字版开始
,

目前 已经完成《三 国演

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
、

《金瓶梅》和《红楼梦》等五部小说的 21 种简体

字版
。

繁体字版是根据原版影印本整理
,

主要用于版本研究
,

因此对文字不做任何

修订
,

并保持原版行款
。

目前繁体字版刚开始整理
,

计划完成《三国演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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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
、

《西游记》
、

《金瓶梅》和 《红楼梦 》等所有影印的版本全部繁体

字版
。

图像版是扫描原版而生成
,

目前完成了少数图像版
。

计划在完成《三国演

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
、

《金瓶梅》和《红楼梦 》等所有繁体字版的同时
,

完成对应的图像版
。

2
.

版本比对 :

版本比对是数字化的主要功能
,

要对几十万字的小说进行版本比对
,

用人工

比对是非常困难的
,

版本数字化后
,

利用计算机进行自动比对是很容易的
。

版本比对按照输出形式
,

分为逐行比对和分窗口 比对两种
,

各有优缺点
。

3
.

比对结果
:

版本比对结果是利用版本比对软件
,

为学者直接提供若干主要版本比对后

的结果
。

4
.

图文对照 :

图文对照是开两个窗 口
,

分别显示图像版和文字版
,

并作对 比
,

即可看到电

子文本
,

又可以同时看到原版原貌
。

逐逐逐逐逐逐逐逐逐逐逐逐逐行比对对

图图像版版版 图文对照照照照照照照照照

分分窗口 比对对

比比对结果果

图 2 版本数字化功能

图 3 版本数字化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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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古代小说版本

2
.

1《三国演义》版本

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是从《三国演义》开始的
。

《三国演义》版本是古代小

说中版本数量最大
、

最复杂的
,

按照版本的演化发展分为
“

演义
”

和
“

志传
”

两个

系列四类
,

版本总数有几十种
。

“

演义
”

系列又可分为无评语的早期本和有评语的后期本
,

早期
“

演义
”

系列

版本没有评语
,

其中嘉靖元年本是 目前已知刻印年代最早 ( 15 22 年 )的版本
,

版

本价值非常高
。

周曰校本是
“

演义
”

系列中较早 的一个版本
。 “

演义
”

系列中各

种评本 (李卓吾本
、

钟伯敬本
、

李渔本
、

毛宗岗本等 )是后期重要版本
,

有大量评

语
。

毛宗岗本是 目前最普及的版本
,

包括醉耕堂
、

芥子园
、

大魁堂
、

贯华堂
、

文英

堂
、

三槐堂等几十种版本
二

上图下文的《三国志传》系统
,

又有繁本和简本之分
。

叶逢春本属于
“

繁本
”

类
,

是除嘉靖元年本以外
,

刻印年代最早的版本 ( 15 4 8 年 )
,

其版本价值非常高
,

可惜由于国内没有正式出版
,

研究还很不深人
。 “

简本
”

系列版本一般认为是
“

繁本
”

的删节本
,

种类非常多
。

《三国演义》的许多版本在国内
、

台湾和 日本都出版了影印本
,

约有 20 种
,

是

古代小说中影印版本比较多的小说
。

计划将尽可能将所有影印的版本全部制作

成繁体字版和图像版
。

《三国演义》在国内已有多种排印本出版
,

除大量的毛评本外
,

还有
“

通俗演

义
”

系列的嘉靖本
、

周日校本
、

李卓吾本
、

李渔本
、

钟伯敬本五种
, “

志传
”

系列
“

简

本
”

的黄正甫本
。

日本出版了
“

繁本
”

的叶逢春本
,

一共有八种排印本
。

目前还

有部分
“

通俗演义
”

系列版本没有排印出版
,

而各种
“

志传本
”

系列 只出版了两

种
,

绝大部分还没有排印出版
。

《三国演义》版本数字化的简体字版已经完成 了八个版本
,

其中有六种
“

演

义
”

系列版本
,

即嘉靖元年本
、

周曰校本
、

李卓吾本
、

钟伯敬本
、

李渔本
、

毛宗岗本
,

“

志传
”

系列版本有两种
,

即繁本系列的叶逢春本和简本系列的黄正甫本
。

2
.

2 《水浒传》版本

《水浒传》的版本也非常复杂
,

一般分为四类
,

即文简事繁的
“

简本
” 、

文繁事

简的
“

繁本
” 、

繁简综合的
“

全传
”

本和腰斩删改的金圣叹本
。 “

简本
”

有 102 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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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 回
、

1 15 回
、

12 4 回几种
, “

繁本
”

为 10 0 回
, “

全传
”

本为 12 0 回
,

金圣叹本为 7 0

( 7 1 )回
。

文简事繁的
“

简本
”

文字简陋
,

有平 田虎和平王庆故事
,

现存较完整 的
“

简

本
”

是明万历二十二年双峰堂刊刻的《水浒志传评林 》
,

保存在 日本轮王寺 日光

慈眼堂
。

文繁事简的
“

繁本
”

相对
“

简本
”

文字描述详尽
,

在梁山聚义后
,

只有平辽和

平方腊
,

而没有平田虎和平王庆
。 “

繁本
”

中较早
、

较重要的是明万历三十八年

容与堂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评水浒传》
,

简称
“

容与堂本
” 。

繁简综合的
“

全传
”

本综合了
“

繁本
”

和
“

简本
” ,

在 10 0 回
“

繁本
”

基础上
,

增加了
“

简本
”

中的平田虎

和平王庆
,

对文字也略作修改
。

现存的
“

全传
”

本最重要的是万历四十二年袁无

涯刊刻
、

有李卓吾序
、

杨定见小引
,

也称
“

袁无涯本 (袁刻本 )
”

或
“

杨定见本 (杨序

本 )
” 。

腰斩删改的金圣叹本将 120 回
“

全传
”

腰斩为 70 回
,

将第一 回改为楔子
,

删

去梁山聚义后的故事
,

以卢俊义一梦为结束
,

题名《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
,

有明崇祯年间的贯华堂刻本
。

《水浒传》版本非常多
,

目前仅从上述四类版本中各选一种排印本制作 了数

字化的简化字版
。

以上四类版本都有影印本
,

可以由此制作繁体字版
。

2
.

3 《西游记》版本

《西游记》版本比《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简单
。

《西游记》版本和《三国演

义》
、

《水浒传》一样
,

也分为
“

繁本
”

和
“

简本
” 。

目前保存的最早版本是明万历

二十年世德堂本
,

属于
“

繁本
” ,

也是最重要的版本
,

目前出版的各种《西游记》多

数是以世德堂本为基础修订的
。

除
“

繁本
”

外
,

《西游记 》还有许多
“

简本
” ,

这些
“

简本
”

多刻印在清代
,

与世

德堂本相比
,

除故事叙述简略外
,

关于唐僧的出身也不同
。

世德堂本有关唐僧的

出身叙述很简单
,

而各种
“

简本
”

中有关唐僧的出身叙述很详细
。

《西游记》版本简体字版除完成世德堂本外
,

已经完成数字化的简本有三

种
,

分别是名为《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朱鼎臣本
,

名为《西游记传》的杨致和本
,

和嘉庆年间刻印的《西游记原旨》
。

《西游记》版本的影印本很多
,

主要版本都有影印本
,

除上述版本外
,

还有杨

闽斋刻本
、

《西游记证道书》
、

《西游真诊》等
,

今后将陆续完成繁体字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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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金瓶梅》版本

《金瓶梅》版本比《三国演义 》
、

《水浒传》和《西游记》简单得多
,

只有三种
,

即
“

崇祯本
” 、 “

词话本
”

和张竹坡评本
。

张竹坡评本以崇祯本为基础加评语
,

实

际属于崇祯本系统
,

因此 《金瓶梅》也可以只分为
“

词话本
”

和
“

崇祯本
”

两个

系统
。

“

词话本
”

即《新刻金瓶梅词话》 100 回十卷
,

为明万历年间刻本
,

因为书名中

有
“

词话
”

字样
,

因此一般称为
“

词话本
” 。

“

崇祯本
”

即《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100 回二十卷
,

为明崇祯年间刻本
,

因此

一般称为
“

崇祯本
” ,

有插图二百幅
。

张评本即《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

刊刻于清康熙三十四年
,

以崇祯本为底本
,

文字略有修改
,

主要增加了近十万言

的总评
、

回评和读法等评论
。

考虑到张竹坡本的价值在评语
,

在文字上与崇祯本基本相同
,

而 目前版本数

字化还未开展评语数字化
,

因此 《金瓶梅》简体字版目前只完成
“

词话本
”

和
“

崇

祯本
” 。

而繁体字版将根据《金瓶梅》的各种影印本制作
。

2
.

5 《红楼梦》版本

《红楼梦》版本比较清楚
,

一般分为脂本和程高本两类 ; 更为严格划分
,

应分

为 80 回的
”

脂评本
” 、

120 回的混合本和 120 回程高本三个系统
。

80 回
“

脂评本
”

多题名
“

石头记
” ,

带有
“

脂砚斋
”

等评语
,

现存 12 种
。

主要

有甲戌本 ( 16 回
,

17 5 4 年 )
、

己 卯本 ( 4 1 回 + 2 半回
,

17 5 9 年 )
、

庚辰本 ( 7 8 回
,

17 6 0 年 )
、

甲辰本 ( 8 0 回
,

17 84 年 )
、

列藏本 ( 7 8 回 )
、

戚序本 ( 80 回 )
、

舒序本 ( 4 0

回 )
、

郑藏本 ( 2 回 )
、

卞藏本 ( 10 回
,

2 006 年新发现 )
。

除戚序本为排印本外
,

其

他都为手抄本
。

120 回的混合本前 80 回采用脂本
,

后 4 0 回属于 120 回的程高本
,

包括蒙府

本 ( 12 0 回 )
、

梦稿本 ( 12 0 回 )两种
。

均为手抄本
。

12 0 回程高本都是排印本
,

主要有两种
,

其一是程甲本
,

17 91 年由程伟元和

高鹦采用活字排印出版 ;
其二是程乙本

,

是程甲本出版第二年 ( 17 92 年 ) 由程
、

高

两人对程甲本修订后出版
。

以上所有版本都出版了影印本
,

多数版本都有排印本
。

《红楼梦》数字化目前已经完成其中主要的三种版本 ( 甲戌本
、

庚辰本和程

乙本 )的简体字版
,

繁体字版将根据全部影印本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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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古代小说数字化三种版本

3
.

1大字库和汉字编码

古籍数字化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计算机汉字大字库和汉字编码问题
。

目前

国内计算机的汉字字库一般采用 C BK 编码
,

即国家标准 G B 13 0 o0
.

1
,

包含 2 7 4 84

汉字
,

采用二字节编码
:

但 G B K 的 2
.

7 万汉字明显不适应古籍整理的需要
,

古

代小说中有很多一般计算机字库中没有的异体字
、

俗体字
。

目前国际标准 15 0 /

I E C I O6 4 6
.

2 00 3 (即 U n i e o d e4
.

O )汉字编码有 7 0 19 5 个汉字
,

其中前面包括上述

二字节的 2
.

7 万汉字
,

其余 42 71 1字为四字节编码
。

从字库容量看
,

采用 U in co de 4
.

0 编码明显要比 G B K 编码强
。

但目前一些

计算机还采用 GB K 汉字
,

不支持 U in co de 4
.

0
,

但从长远考虑
,

汉字库应用 U in
-

c o d e 4
.

0 编码是发展趋势
,

因此繁体字版将采用 U in co de 4
.

0 编码
。

对于 U in
c

od
e

4
.

0 中没有的汉字
,

一般处理方法有以下几种
:

. 造字
:

比较复杂
,

工作量大
,

并且在其他计算机上安装很麻烦 ;

. 偏旁组字
:

使用较多
,

但不直观
,

一个字要占用多个字位
,

对于检索等处理很

困难 ;

. 图片
:

将原版中的字扫描成小图片
,

实现比较简单
,

但不协调
。

. 以上处理方法都不理想
,

本系统解决的办法是利用其他字符 (如口或 . )代

替
。

这种方法实现非常简单
,

虽然在文本中无法看到字的原貌
,

但字的原貌

可利用图像版和图文对照去实现
。

3
.

2 三种版本

为
“

称
”

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包括三种版本
,

两种文字版和一种图像版
,

两种文字版

G B K 简体字标点修订版 (简称
“

简体字版
”

)
”

和
“
U n i c od

e

繁体字原貌版 (简

繁体字版
”

) ( 图 4 )

图 4 三种数字化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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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简化字版
、

繁体字版和图像版 ( ((三国演义 )))

三种版本有很大差异
,

简体字版采用 G B K 简体字
,

分段
,

加标点
,

对于明显

的错误作修订
,

主要用于阅读和版本比对
。

繁体字版采用 U in co de 繁体字
,

不分

段
,

不加标点
,

文字保持原版原貌
,

对于错误不加任何修订
,

行款也与原版相同
。

图像版是扫描原书
,

完全保持了原版原貌
。

3
.

3 两种文字版

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包括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两种
。

C B K 简体字标点修订版有以下特点
:

采用简体字 GB K 字库 ;

一般分段
、

加标点 ;

一般根据排印本整理 ;

排印本为方便阅读
,

做了修订
,

已不是

原版原貌 ;

主要用于一般阅读
、

检索和版本比对
〔

.

…

U n ic o d e

繁体字原貌版有以下特点
:

采用繁体字 U n i e o d e 4
.

0 字库 ;

保留各种异体字
、

俗体字
;

不分段
、

不加标点
;

排排印本本本 原版版

简简体字本本本 繁体字本本

版版本比对对对 图文对照照

图 5 两种文字版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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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原版整理 ;

. 文字严格保持原版行款
,

但不要求完全保存原貌

. 对于任何错误都不作修订 ;

. 主要用于版本比对和图文对照
。

制作两种文字版虽 然会大大增加工作量
,

但有以下原 因最终决定作两种

版本
:

( l) 阅读和检索
:

简体字便于阅读
、

检索
,

而无法保存原貌
:

繁体字可以保

存原版原貌
,

但不利阅读
。

( 2 )原貌和修订 :
为一般阅读

,

最好对于明显 的刻印错误做修订
。

但对于学

术研究
,

应该严格保持原版原貌
,

不仅要保持原版行款
,

而且就是错误都要保留
。

但对于文字不修订
,

不利于一般阅读
。

( 3 )用 途
:

文字版有两个用途
,

即版本比对和图文对照
。

图文对照必须用

繁体字
,

而版本比对中用简体字和繁体字都可以
。

表 2 简体字标点修订版和繁体字原貌版

叮叮
---

简体字标点修订版版 繁体字原貌版版

字字库库 G B KKK U n i e o d eee

字字体体 简体字字 繁体字字

排排列列 横排排 横排
、

竖排排

整整理来源源 排印本本 原版版

分分段
、

标点点 有有 无无

修修订
、

改错错 有有 不修订
、

不 改错错

行行款款 无无 与原版一致致

目目的的 浏览
、

检索
·

版 本比对 1图文对照
、

版本比对
·

版本演 化化

3
.

4 异体字和俗体字处理

中国古代小说由于是通俗读物
,

刻印粗糙
,

因此有大量 的异体字和俗体字
,

在简化字版中都作了处理
,

变成通行字
_

繁体字版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

计算机字库中没有的各种复杂的异体字
、

俗体字
,

有两种处理方式
。

一种方式是和简体字版一样
,

全部转化为通行字
。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便 于

阅读和检索
。

不利之处是无法保持原版的原貌
,

而有些异体字和俗体字的原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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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研究版本演化是很重要的
。

而要转化为通行字
,

就要求录人员要熟悉各种

异体字
、

俗体字和通行字的对照
,

这对于一般不熟悉古文字的录入员
,

有很大

困难
。

另一种方式是尽可能保留所有异体字和俗体字的原貌
,

U n ico de 4
.

0 有 7 万

汉字
,

其中就有大量的异体字和俗体字
。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

可以尽可能保持原

版的原貌
,

有些异体字和俗体字的原貌对于研究版本演化是很重要的
)

如《红楼

梦》中有许多避讳字
,

对于版本研究非常重要
。

这种避讳字也是异体字
,

如全部

转化为通行字
,

就丧失了版本研究价值
。

保留异体字和俗体字的不利之处是
,

大

量异体字和俗体字不便于阅读
,

也无法统一检索
。

采取这种方法
,

要求录人员在

输人时
,

要仔细在 U in co de 4
.

0 字库的各种字形中
,

选择符合异体字和俗体字的

字形
,

因此要求录人员要非常仔细和小心
。

比较两种方法
。

如果采取第一种方法
,

全部转化为通行字
,

再想复原版本原

貌是不可能的
。

但如果采取第二种方法
,

先保留原貌
,

将来如果能制作一个异体

字
、

俗体字和通行字的对照表
,

则可以很容易利用计算机将所有异体字和俗体字

转化为通行字
。

当然
,

要制作这种对照表的工作量非常大
。

因此
,

第一种方法是

不可逆的
,

而第二种方法是可逆的
。

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

有些学者主张采用第一种
,

有些学者主张采用第二

种
。

考虑再三
,

还是决定采取第二种保持原貌的方法
。

主要考虑第二种方法
,

通

过制作转换表
,

将来可能将异体字
、

俗体字转化为通行字
,

而第一种采用通行字

后就无法再恢复原貌了
。

表 3 异体字和俗体字处理方法

忱忱较枷自
---

一
转化为助字 一一

~

保留异体字和俗体字字

原原貌貌 丧失原貌
,

不可恢复复 保留原貌貌

转转化化 不行行 可以以

阅阅读读 方便便 不方便便

检检索索 容易易 不方便便

录录入员员 熟悉异体字
、

俗体字和通行字对照照 熟悉大型字库各种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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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5 文件编目

古代小说一般分
“

卷
” , “

卷
”

下分
“

回 (则
、

节
、

段 )
” 。

由于历史演变
,

一部小

说不同版本的分回 (则 )可能不同
,

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

第一
,

回数不同
,

分回不同
。

一些版本

的一回可能相对于其他版本的两 回
,

甚至

三回
。

《三 国演义 》没有这种情况
,

都是

120 回或 2 40 则
。

但在 《水浒传》
、

《西游

记》中
,

不同版本的回数可能不同
,

即某版

本的一回对应于其他版本两 回 (甚至三 回

以上 )
。

对于 回目不同的版本
,

必须人工

统一分回
,

统一编目
,

才可保证计算机版本

比对进行顺利
。

第二
,

即便回的数目相同
,

但不同版本

的分回处也可能不同
,

这种情况在各种小

说中都有
,

在比对时必须特别注意
。

文本文件命名采用以下原则
。

文字版

的文本文件是按照
“

回
”

连续编码
,

如 《三

国演义 》嘉靖元年本第一
、

二回的文本文

件命名为
“

嘉靖本 l
” 、 “

嘉靖本 2
”

等
,

叶逢

春本第一
、

二回的文本文件命名为
“

叶逢
图 8 图像版显示图

春本 1
” 、 “

叶逢春本 2
”

等
,

依次类推
。

按照这种命名规则
,

《三国演义 》 120 回就

有 120 个文件
,

24 0 则就有 24 0 个文件
。

3
.

6 两种文字版的实施

两种文字版计划分两期实施
。

1
.

首先完成简体修订版
,

主要根据排印本整理
,

目前 已经 完成五部小说

2 1种
二

2
.

再整理繁体原貌版
:

. 字库要求采用 U on i co e4
.

0( 四字节
、

十六进制 )
,

包含 CJ K 统一汉字扩充 B
,

即国际标准 15 0 / I E C I O64 6
.

2 0 0 3
,

总计 70 19 5 个汉字
。

如
:

碗
: 29 8 F5

、

彭 :

2 9 1D S
、

霓
: 29 16 6

、

艘
: 2 6 A 7 7

、

精 : 26 A 7 7
、

熏
: 24 A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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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用繁体字
,

不用简化字 ;

根据原版整理
,

不分段
、

不加标点 ;

文字严格保持原版原貌
,

对于任何错误都不作修订 ;

异体字
、

俗体字和其他生僻字也保持原貌
,

U on ico e4
.

0 CJ K 统一汉字扩充 B

有的要使用 .CI K 统一汉字扩充 ;B

行款要与原版一致
,

每行末加 一个
“

回车
、

换行
” ,

另起一行
,

下一页加两个
“

回车
、

换行
”

;

批注
:

三种批注 (文内双行批注
、

行间夹批
、

眉批 )只录人
“

双行批注
” ,

其余

两种批注暂不作
,

以后有条件再作
。

文内双行批注用 ( )括号表示
。

其他回

前
、

回末批不再加特殊标记
。

.

…

3
.

7 图像版

一般版本研究都利用文字版
,

但对于某些问题
,

还必须审阅原文
。

如版本文

字的书体等
,

文字版无法表现
,

而在图像本中看得很清楚
。

为看原文
,

最好制作文字原版
,

但要制作和原版一模一样的原版
,

就要解决
:

错讹字
、

异体字
、

俗体字
、

同音假借字
、

略字
、

漏字等一系列问题
,

情况十分复杂
,

几乎是不可能的
。

解决这种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利用图像版
。

图像版可 以保持原

版原貌
,

比文字原版更直观和准确
:

图像版加上图文对照和检索后
,

可替代文字

原版的许多功能
。

图像版的制作一般利用扫描仪直接扫描输人计算机
,

目前一般采用 PJ E G 压

缩
,

形成
.

jgP 文件
,

每页压缩后约几百 kb
。

图像可放大
、

缩小
,

可翻页查阅
。

每幅图像编码规则采取
“

回 + 页数
” 。

即第一回第一页编号为
“
1 一 1

” ,

第二

页编号为
“

1 一 2
” ,

依次类推
。

但要注意
,

古代小说一般分卷
、

回
,

逢新
“

卷
”

要再起一幅新页
,

而逢新
“

回
” ,

则不换页
,

而是连续刻印下去
。

这样前一回最后一页和下一回第一页很可能在

同一页上
。

如图 8 是《三国演义》嘉靖元年本第十则的开始
,

也是前一则 (第九

则 )的最后一页
。

这样按照上述编码规则
,

作为第十则的第一页编码为 10 一 1
,

而按照第九则最后一页
,

编码为 9 一 29
。

也就是说
,

这类跨
“

回
”

的图像文件会出

现两次
,

第一次是前一 回的最后一页
,

第二次是下一回的第一页
。



中国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和计算机 自动 比对
·

1 3 7
·

四
、

版本比对原理

4
.

1 计算机版本比对

在版本文本数字化的基础上
,

可利用计算机开展古代小说的版本比对
。

中国古代小说一般都经过不断翻刻
,

屡次增删和修改
,

这些刻本的内容和形

式不断发生变化
,

刻印过程中的疏忽也造成了大量的讹误
。

因此
,

研究中国古代

小说必须对各种版本进行校勘
,

仔细比对各种版本之间的差异
,

探索它们之间的

关系
,

研究各种版本的演化过程可以为进一步的深人研究打下基础
。

版本比对是版本研究的基本工作
,

过去人工进行多个版本 比对是非常繁琐

的事情
,

极其费时
、

费力
。

在 《红楼梦》版本方面
,

为比对各种版本
,

众多红学家
“

七易寒暑
” ,

出版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本》
,

汇集了今存 11 种脂评本和程

甲本作对比校勘
,

为研究人员全面考察《红楼梦 》的版本源流提供了方便
。

这种

思路是对的
,

但纸本有很大局限性
,

应进一步进行版本数字化
,

并利用计算机实

现任意版本之间的自动比对
,

将人们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
。

讨
一

算机版

本比对包括所有数字化版本之中的任意数量版本之间的比对
,

即可实现任意两

个版本 (如《三国演义》毛评本和嘉靖本 )任意回目之间的比对
,

也可实现多个版

本 (如《三国演义》毛评本
、

嘉靖本
、

李卓吾本等 )任意 回目之间的比对
。

数字化

版本比对是进一步分析
、

研究版本强有力的工具
。

4
.

2 版本比对原理

两个版本之间 的文字只有
“

相同
”

和
“

不同
”

两种情况
,

而
“

不 同
”

又包括
“

增
、

删
、

改
”

三种情况
,

因此合计为四种情况
。

甲版本

乙版本

巨厦口巨亚兀二三〕巨匣;
l

册。

l}
增

I}
改

……
`目同

i
图 8 版本文字比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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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改
”

三种情况的比对处理如下
:

甲版本比乙版本增加若干文字

、

删

Onù一给习,J一为岁
一

门1一“

1 )增
:

空格
。

比对时在乙版本中要增加相应的

甲版本 } 文字相同 增加文字 文字相同

乙版本
匕燮叫 口口口厂丁薪稿

图 9
“

增
”
示意图

2 )删
:

空格
。

甲版本比乙版本减少若干文字
,

比对时在甲版本中要增加相应的

甲版本 望丝二口口口厂百薪稿

乙版本 文字相同 文字删节 文字相同

图 10
“
删

”
示意图

3 )改
:

两个版本文字字数相同
,

但文字不同
。

比对时相同和不同的文字都对

齐显示
。

甲版本 } 文字相同 文字不同 文字相同

乙版本 ! 文字相同
文字不同 文字相同

图 1 1 “
改

”
示意图

版本文字比对的方法实际和生物 D N A 比对的方法完全相同

的算法也借用了 D N A 比对的算法
,

利用 C 十 十 语言来实现
。

所以版本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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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多版本 L匕对

一 一 困
2版本1 次 3版本 3次 4版本 6次

丫丫丫
火火火

5版本1 0次 6版本1 5次

图1 3版本数和比对次数的关系

多版本 比对
,

比对次数会随版本数量增加而大量增加
,

如图 13 所示
:

2 个

版本要比对 l 次
,

3 个版本比对 3 次
,

4 个版本要比对 6 次
,

5 个版本比对 10 次
,

6

个版本比对 15 次
,

7 个版本比对 2 1 次
,

8 个版本比对 2 8 次
。

五
、

逐行比对显示

5
.

1 逐行 比对的特点

计算机版本比对显示主要有
“

逐行比对
”

显示
、 “

分窗 口 比对
”

显示两种显示

方式
。

逐行比对是任选两个或更多的版本
,

逐行
、

逐字进行 比对
。

逐行比对的显示方法
:

每个版本显示一行 ;

所有版本的文字对应显示
,

文字相同的对齐显示
,

文字不同加空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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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名称采用缩写
,

如《三国演义》叶逢春本 (叶 )
、

黄正甫本 (黄 )
、

嘉靖本

(嘉 )
、

周曰校本 (周 )
、

李卓吾本 (卓 )
、

钟伯敬本 (钟 )
、

李渔本 (渔 )
、

毛本

(毛 )

逐行比对的特点
:

. 研究人员直接利用上下行做逐字的比对研究
,

各种版本每个字的差异都很

清楚 ;

. 标点符号比对可选保留或去掉 ;

. 可用光标或键盘进行下移或翻页
,

下移或翻页时
,

所有版本会自动相应地下

移或翻页 ;

. 各种版本差异清楚
,

但某个版本显示不连续
,

阅读不清楚
。

逐行比对的优缺点很明显
:

优点
:

几个版本文字之间的差异很清楚
;

缺点
:

每个版本文字连续性很差
,

阅读很困难
。

以下以 《三国演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
、

《金瓶梅》和《红楼梦》为例
,

显示

逐行比对的结果
。

5
.

2 逐行比对结果

例一
、

《三国演义》三个版本 (嘉靖元年本
、

叶逢春本和黄正甫本 )第一则逐

行比对结果
。

注
:

此处另有《水浒传》
、

《西游记》
、

《金瓶梅》三 朽各版本第一回逐行比对结果图表
,

限于本 朽篇幅有

限
,

从略 下文在涉及分窗 f l比对时
.

亦从略 了《水浒传》和《西游记》的比对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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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

《红楼梦 》三个版本 (甲戌本
、

庚辰本和程乙本 )第一 回逐行比对结果
,

有标点
。

5
.

3 版本比对效果分析

版本比对的效果和以下两个因素有关
。

第一
,

版本比对效果和版本的数量多少很有关系
。

在上述五个例子中
,

版本比对的数量不同
,

两种版本 比对的是《金瓶梅》
,

三

种版本比对的是《三国演义》和《红楼梦 》
,

四种版本 比对的是 《水浒传》
、

《西游

记》
。

版本数量不同
,

比对的效果也不同
。

版本数量越少 ( 两种 )
,

版本差异的细

节越清楚 ;而版本数量增多 (三
、

四种 以上 )
,

版本差异宏观清楚
,

但细 节差异就

不太清楚了
。

因此应该根据需要
,

适当选择版本 比对的数量
。

需要宏观分析版

本差异
,

可以多选版本 ; 但要细致分析版本之间差异
,

还必须选两个版本进行

比较
。

第二
,

版本 比对的效果和小说版本的文字差异有很大关系

版本差异越小
,

比对效果越好 如《三国演义 》
、

《水浒传》
、

《西游记 》和《红

楼梦》大部分章节 的文字差异不大
,

比对的效果也很好
。

而 《西游记 》的几种版

本
,

开始的几 回由于文字差异不大
,

比对效果还好
。

而越往后
,

由于文字差异很

大
,

比对效果也就很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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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分窗口比对显示

6
.

1分窗口比对

分窗口 比对显示是在计算机屏幕上分别开多个窗口
,

分别同时显示多个版

本进行比对
。

受计算机显示器屏幕大小限制
,

窗口 比对显示一般以两
、

三个版本

为宜
。

分窗口 比对和逐行比对一样
,

几个版本文字采用对应显示
,

文字不同的用

增加空格表示
。

当光标所在的窗口下移或翻页时
,

所有版本窗 口都会相应下移

或翻页显示 (图 13 )
。

分窗口 比对的特点
:

. 逐行比对细节差异清楚
,

而分窗 口比对各种版本的细节差异不如逐行比对

清楚 ;

. 但分窗口显示中版本之间的宏观差异非常清楚 ;

. 分窗口 比对虽然各种版本差异不太清楚
,

但每个版本显示连续
,

阅读清楚

表 4 逐行比对和分窗口比对

项项目目 逐行比对
___

分窗口比对对

细细节差异异 显示清楚楚 显示不如逐行比对对

宏宏观差异异 显示不清楚楚 显示清楚楚

版版本又 字连贯贯 又 字不连贯贯 义字连贯贯

适适用情况况 版 本文字差异小小 版本文字差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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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三国演义》分窗口 比对

6
.

2 分窗 口段落比对

除以上逐行逐字比对
、

分窗口 比对外
,

还可以综合采用各种方式
, “

分窗 口段

落比对
”

就是另一种方式
。

这种方式分窗 口显示
,

每句 (或段落 ) 对齐
,

而句 (或

段落 )内部不再对齐
。

这种比对方式适应于文字差异比较大的文本比对
,

优点是

整理比较简单
,

文字连续
,

缺点是句内没有做比对
,

文字差异不清楚
。

许多学者

的研究中都常采用这种 比对方式
,

如马幼垣整理 《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 》

等 (表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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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分窗口段落比对 (马幼垣整理三种《水浒传》简本《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 )

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

忠义水浒传卷之十七

第八十三 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骚 泪滴斩小卒

大辽 国主起兵
,

侵 占山

后九州疆界
,

兵分 四路而
,

劫

虏山东
、

山西
,

抢掠河南
、

河

北
,

各处 申奏
,

请求救兵
。

新刊通俗增演忠义出像水浒

传卷之十七

第八十三 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骚泪滴斩小卒

却说当年有大辽 国主
,

起兵侵占山后九州边界
,

兵

分 四路 而入
,

劫虏 山东
、

山

西
,

抢掠河南
、

河北
,

各处 申

奏
,

请求救兵
,

先经枢 密院
,

然后得到御前
。

京本增补校正 全传忠义水浒

志传评林卷之十七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骚泪滴斩小卒

却说 当年有大辽 国主
,

起兵侵占山后九州边界
,

兵

分四 路而入
,

劫虏 山东
、

山

西
,

抢掠河南
、

河北
,

各处 申

奏
,

请求救兵
,

先经枢 密院
,

然后得到御前
、

枢 密童贯
、

太尉蔡京
、

高

依
、

杨哉纳下表章不奏
。

四

个贼臣定计
,

奏陷宋江等
。

殿前太尉宿元景奏

道
: “

宋江 方始 归降百单八

人恩同手足
,

死不相离
,

今要

害他
。

倘或泄漏
,

城中反变
,

将何解救? 见今辽 国兴兵
,

浸占山后九州所近县治
,

各

处申表求救
,

屡次调兵征剿
,

贼势浩大
,

折兵损将
,

瞒着圣

上不 奏
。

以臣小 见
,

正 好差

宋江等收伏辽贼
,

朴 国建功
,

实有便益
。 ”

枢密童贯
、

太尉蔡京
、

高

球
、

杨哉纳下表章不奏
。

四

个贼臣定计
,

奏将宋江等众

陷害
。

殿前太尉宿元景奏道
:

“

宋江 方始 归降
,

百单八 人

恩同手足
,

死不相离
,

今又要

害他
。

倘或泄漏
,

城中反变
,

将何解救? 见今辽 国兴兵
,

侵 占山后九州所近县 治
,

各

处 申表求救
,

屡次调兵征剿
,

贼势浩大
,

折兵损将
,

瞒着圣

上不奏
。

以臣小见
,

正好差

宋江等收伏辽 国之贼
,

实有

便益
。 ”

天 子听罢宿太尉所奏
,

龙颜大喜
,

深责童贯等匿奏

之罪
,

亲书诏敦
,

加宋江为破

辽都先锋
,

其余诸将待建功

封爵
,

就差宿元景亲责诏救
,

去宋江 军前开读
。

宿太尉领 了圣救出朝
,

逞到宋江行寨
,

开读诏救
。

宋 江 等排 香 案
,

跪 听

宣读
。

枢密童贯
、

太尉蔡京
、

高

球
、

杨哉纳下 表章不奏
。

四

个贼臣定计
。

奏将
。

归降
,

百单八人 恩 同手

足
,

死不相离
,

今又要害他
。

倘或泄漏反 变
,

将何解救?

见今辽 国兴兵
,

侵 占山后九

州所近县治
,

各处申表求救
,

屡次调兵征剿
,

折兵损将
,

瞒

着圣上不 奏
。

以臣小 见
,

正

好差宋江等收伏 辽 国之贼
,

实有便
。

天子听罢
,

龙颜大喜
,

深

责童贯等匿奏之罪
,

亲书诏

救
,

加宋江为破辽都先锋
,

其

余诸将待建功封爵
,

就 差宿

元景救去宋江军前开读
。

天子听罢
,

龙颜大喜
,

深

责童贯等匿奏之罪
,

亲书诏

救
,

加宋江为破辽都先锋
,

其

余诸将待建功封爵
,

就差宿

元景亲责诏救
,

去宋江军前
。

宿太尉领救出朝
,

通到

宋江行寨开读
。

宋 江 等 排 香 案
,

跪 听

宣读
。

宿太尉领 了圣救
,

通到

宋江行寨开读
。

宋 江 等排 香 案
,

跪 听

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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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版本比对中的几个问题

7
.

1 按
“

回(则
、

节 )
”

比对

古代小说计算机版本比对时
,

对于分 回中的一些特殊问题
,

必须做特殊

处理
。

.
“

回
”

比对 :

根据计算机比对算法
,

比对时必须按照
“

段落
”

比对
。

为简化比对
,

采用一
“

回
”

为一段落
,

即在一回内不再分段
,

而直接按照
“

回
”

进行比对
。

. 12 0 回和 24 0
’

则
:

同一部书不同版本的
“

回
”

(则
、

节 )数很可能不同
,

已经完成的《三 国演义》

八个版本可分为两类
:

120 回
:

毛本
、

李渔本 ;

24 0 则
:

嘉靖本
、

周 曰校本
、

黄正甫本
、

叶逢春本
、

李卓吾本
、

钟伯敬本
。

120 回中的一回对应于 24 0 则的两则
,

为方便比对
,

统一按照 120 回处理
,

一

回一回进行比对
。

2 4 0 则版本与 120 回版本比对时
,

将两则合为一回进行比对
。

. 分回 (则
、

段 )
:

有些古代小说不同版本的
“

回 (则 )数
”

虽然相同
,

但分回 (则 ) 处不 同
。

在

《三国演义》中嘉靖元年本和叶逢春本有两处分则不同
, “

志传
”

系列的繁本和简

本的部分回 (则 )的分回 (则 )处也有不同
,

某版本回 (则 )末的文字在其他版本中

移到下一回 (则 )中
。

分回 (则 )处的不同
,

导致分回 (则 )处的版本比对不理想
二

. 回对应
:

有些古代小说不同版本的
“

回数
”

不同
,

一些版本的一 回可能相对于其他版

本的两回
,

甚至三回
。

在《三国演义》中没有这种情况
,

但在《水浒传》
、

《西游记》

中很多
,

某版本的一回相对于其他版本两回
、

甚至三回以上
。

计算机版本 比对是按照
“

回 (则
、

节 )
”

进行 比对
,

因此分 回很重要
,

分 回不

同
,

计算机无法进行 比对
。

因此对于上述回 目不同的版本
,

必须人工统 一分 回

(或则 )
,

才可保证计算机版本比对进行顺利
。

7
.

2 版本比对中的前后颠倒问题

版本比对中
,

由于多种原因可能出现前后颠倒问题
。

不同版本 的叙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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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前后颠倒的情况
,

如图 19 所示
,

甲版本叙述为 A
、

B 顺序
,

而乙版本叙述颠

倒为 B
、

A 顺序
,

而文字完全相同
。

在这种情况下
,

在计算机自动比对时就无法完全整齐地 比对
。

如果前面对

齐
,

后面就无法对齐 ;如果后面对齐
,

则前面又无法对齐
。

甲版本 厅万刃「飞习
乙版本 }

B

…}
A

…
图 19 版本文字比较示意图 ( B 对齐 )

甲版本 }
A

…}
B

…
乙版本 ]

·

厄二习
图 2 0 版本文字比较示意图 ( A 对齐 )

如《三国演义》第一回刘备出场时介绍刘备
,

多数版本为
“

交游天下豪杰
,

素

有大志
” ,

而毛本改为
“

素有大志
,

专好结交天下豪杰
” 。

语句颠倒
,

计算机无法

完全对齐
。

又如《三国演义》第一 回介绍刘备身世称
,

多数版本称刘备曾
“

与公孙攒等

为友
” , “

刘元起见玄德家贫常资给
” ,

而毛本又与其他版本的叙述刚好颠倒
。

这

样比对时
,

只能按照最大匹配
,

将
“

刘元起见玄德家贫常资给
”

对齐
,

而
“

与公孙

攒等为友
”

就无法对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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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以曹操起兵讨董卓为例
,

其他版本介绍来投曹操的将领顺序为
:

乐进
、

夏

侯悖
、

夏侯渊
、

曹仁
、

曹洪
、

李典
,

毛本改为
:

李典在乐进之后
,

在夏侯
J

淳
、

夏侯渊
、

曹仁
、

曹洪之前
。

这样李典部分也无法对齐
。

7
.

3 机械匹配与内容匹配的矛盾

由于计算机目前理解自然语言还有困难
,

只能机械地按照文字的
“

单字
”

进

行最大匹配
。

这样可能发生计算机 比对结果不合理的情况
,

即按照文字本身最

大匹配的结果
,

与按照实际文字 内容匹配结果不合理
。

如《三国演义》第九回叙

述蒋雄救楚庄王
,

由于毛本叙述简化
,

也造成比对结果并不完全合理
。

类似例子

还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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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计算机比对的错误
,

可以人工进行修正
,

但工作量很大
,

因此 目前

暂时完全遵从计算机比对结果
,

而不对这类错误进行修正
。

7
.

4 通用比对软件

计算机版本比对软件具有通用性
,

用 户可以增加版本数量
,

而无须修改

程序
二

1
.

增加版本
:

增加版本包含两方面
,

一方面在一部小说中可以增加新的版本
,

另一方面
,

也可以增加新的小说
。

增加的版本必须遵守文本命名等规则
。

2
.

各种文本比较
:

此系统是一种通用的文本比对软件
,

不仅可用于古代小说版本 比对
,

而且可

用于任何文本之间的比对
,

如各种文献之间的比对
,

文章之间比对等
,

这种通用

的版本比对软件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

八
、

同词脱文

8
.

1 计算机分析同词脱文的意义

“

同词脱文
”

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经常发生的事情
。

小说在抄写或刻印中
,

当

同一词出现两次而位置很近时
,

由于疏忽
,

很可能会将第二个词看成第一个词
,

而将两个词中间的文字遗漏掉
,

称为
“

同词脱文
”

或
“

串行脱文
” 。

同词脱文是小说研究
,

特别是版本演化分析的一个有力手段
,

在古代小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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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被广泛采用
。

在《三国演义》版本研究中
,

英国魏安用人工统计所收集

到的 35 个版本
,

共发现 154 处
“

同词脱文
” ,

以此对《三国演义》版本演化进行了

详细分析
,

得出了《三国演义》版本演化图
。

另外
,

在目前《红楼梦》热点问题
“

程

前脂后
”

的论战中
,

同词脱文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析研究手段
。

有人也是利用人工

方法
,

统计庚辰本和程甲本的同词脱文
,

共发现 120 多处
。

传统人工进行多个版本同词脱文分析是非常繁琐的事情
,

效率极低
,

要准确

统 i
一

十和比较两个版本之间的同词脱文
,

是非常困难的事
。

而用计算机代替人工

比较和准确统计两个版本之间的同词脱文
,

是非常容易的事
,

效率大大提高
,

在

这方面
,

最能发挥计算机的优势
。

用计算机统计《三 国演义》各种版本的
“

同词

脱文
” ,

其总数大大多于魏安人工统计出的 154 处
。

数字化同词脱文为学者研究

版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工具
。

8
.

2 同词脱文分析

和版本比对一样
,

计算机检索的同词脱文结果可以逐行显示 ( 图 2 1 )
。

嘉靖本
:

无脱文

叶逢春本
:

有脱文

今若取徐州
,

多留兵 则不 足用
,

少留兵 则吕市乘虚寇之
,

是无充州也
。

若徐州小得
.

今若取徐州 不得
.

图 21 同词脱文逐行显示示意图

和版本比对一样
,

同词脱文可以开窗口显示 ( 图 22 )
。

嘉靖本
: 没有脱文 叶逢春本

:
有脱文

今若取徐州
,

多留兵则不足用
,

少留兵

则 吕布乘虚寇之
,

是 无充州也
。

若徐州

不得
,

将军当安归乎 ?

今若取徐州
,

不得
,

将军当安归

乎?

图 2 2 同词脱文开窗口显示示意图

很明显
,

逐行显示同词脱文
,

比开窗口显示更清楚
。

利用计算机可以不遗漏的查找到所有的
“

同词脱文
” ,

但这些是否就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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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刻印中产生的
“

同词脱文
” ,

而不是人工的增删
,

还需要经过人工仔细与

对照原版分析
,

是否可能产生同词脱文
。

也不排除人工增删时
,

恰好出现了
“

同

词脱文
”

的情况
,

这就是假
“

同词脱文
” 。

计算机在不能实现自然语言理解的情

况下会出现许多局限
,

这是其中一例
。

当然即便人工判别同词脱文产生的原因
,

也不是一件易事
。

在完成同词脱文的查找后
,

还可以利用计算机
,

对两个 (或更多 )的版本之

间的同词脱文
,

进行各种分析统计
,

为分析版本提供依据
。

九
、

图文对照

9
.

1 图文对照的方法

研究版本有时需要 比对图像版和文字版
,

即图文对照
,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功能
,

利用计算机很容易实现
。

利用计算机进行图文对
,

就是在计算机屏幕上开

两个窗 口
,

分别显示文字版和图像版
,

研究人员可直接利用所开的窗 口
,

做文字

和图像的对照分析研究
,

图像和文字可同步滚动
、

翻页显示
。

图文对照的一个目的是查看原版的原貌
。

前面曾介绍
,

在文字版中
,

许多异

体字计算机无法处理
,

而利用一些符号 (如口等 )来代替
。

而要看到这些字的原

貌
,

就可以利用图文对照
,

调出相应的文字时
,

就可以在图像窗 口 中看到原版的

原貌
。

图文对照最好做到图文严格对齐
,

即行款项同
,

每列 (行 )的字数与原版一

样
。

而且当一页图像下移或翻页时
,

相应的文字也会同步滚动下移或翻页显示
。

为此制作繁体字版时
,

要严格按照原版的行款整理
,

在原版每列的结尾要另起一

行
,

在每页的末尾加两个
“

回车
、

换行
”

标记
。

这样计算机软件在处理文字时
,

每

逢一个
“

回车
、

换行
”

是另起一行
,

两个
“

回车
、

换行
”

是另起一行
,

并换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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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图文对照

图像版与文字版比较最大缺点是检索困难
,

但在实现图文对照后
,

可以利用

图文对照
,

对图像版进行间接的检索
。

9
.

2 图像文字检索

有时要研究文字的原貌
,

需要对图像版的文字进行检索
。

检索时可利用图

文对照系统
,

在这方面已有许多类似的先例
,

如国内一些单位开发出音韵学的名

著《广韵》的电子检索系统和国外开发的碑帖拓片检索系统
,

就采用 了类似的图

像检索方式
。

要实现图像文字检索
,

可以先在文字版中检索
,

检索出文字后
,

再利用图文

对照系统
,

找到相应文字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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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的目的和作用

10
.

1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的用户

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的主要用户可分为三类
。

第一类用户是专业从事古代小说版本研究的学者
,

数字化和版本比对提供

了一个人工很难实现的
、

更加快捷
、

方便的工具和方法
,

如逐行比对
,

可以用来仔

细比对各种版本
,

对于研究版本演化有很大的帮助
。

对于版本研究的专业学者
,

要求是
“

精
”

和
“

深
” ,

收人的版本数量越多越好
。

例如
,

对于专门研究 《三 国演

义》版本的学者
,

《三国演义》的
“

演义
”

系统和
“

志传
”

系统 (包括
“

繁本
”

和
“

简

本
”

)都应该尽量收集全
,

目前《三国演义》八个版本还显不足
。

第二类用户是古代小说一般研究人员
,

这些学者虽然并不专业从事版本研

究
,

不像版本研究人员要求那样
“

深
” ,

但要求
“

宽
” :

这些学者无需像版本研究

学者那样细致了解各种版本的差异
,

但作为小说研究人 员
,

也需要对于各种小说

的各种版本的差异有个大致了解
,

有时由于研究的需要
,

也可能需要仔细了解某

部小说的版本差异
〔:

对于这类学者
,

可根据需要分别选用逐行 比对或分窗 口显

示
,

逐行比对可细致了解版本差异
,

而分窗口显示可以粗略
、

概括
、

快速了解各种

版本的差异
。

第三类是学习古典文学的学生
,

他们的要求可能比第二类一般的研究人员

更低
,

作为学习古典文学的学生
,

也应该了解古代小说各种版本的差异
,

有时也

可以利用这个系统写作论文
。

许多大学老师指导学生利用版本比对软件进行各

种研究
,

写出了很多出色的论文
二

要同时满足以上不同用户的不同要求
,

数字化的版本数量
、

质量都要大大增

加
,

工作量非常大
。

10
.

2 古代小说数字化的目的和作用

古代小说数字化一般的作用是为阅读浏览
、

检索查询
、

引用等
,

这是比较简

单的应用
。

古代小说数字化的最终 目的是为研究服务
,

如果离开研究
,

只是为数字化而

数字化
,

则小说数字化就没有动力
,

就没有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

古代小说数字化

如何与古代小说的学术研究结合
,

以促进古代小说研究
,

如何在古代小说研究中

发挥作用
,

还要古代小说研究人员和计算机开发人员认真研讨
。

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大大方便了版本研究
,

但真正的分析还必须由人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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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计算机不可能代替人工的分析研究 (图 24 )
。

无论如何
,

古代小说数字化必

定推进了小说的研究
,

这是不可否定的
。

忽视小说数字化是错误的
,

对数字化估

计过高也是错误的
,

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小说数字化
。

一究一研果一本结一版
计算机

本比对

人工

分析研究

图 24 从版本数字化到人工分析研究

版本数字化和版本比对只是古代小说数字化中的一个应用
,

主要体现在古

代小说演化研究中
,

以《三国演义》版本研究为例
,

数字化在《三国演义》版本演

化几个阶段的研究中都可以发挥作用
。

第一
、

罗贯中
“

原本
”

原貌的研究
。

《三国演义》最初原本的原貌已经无法看

到了
,

但利用数字化
,

可以对早期版本进行人工无法完成的细致分析
,

从而探讨

原本的原貌
。

第二
、

早期版本的演化研究
二

目前看到的《三国演义》早期版本分
“

演义
”

和
“

志传
”

两个系列
,

而
“

志传
”

系列 中又分为
“

繁本
”

和
“

简本
”

两类
。

一

早期版本是

如何演化的
,

是
“

演义
”

系列在前
,

还是
“

志传
”

系列在前
,

是
“

繁本
”

在前
,

还是
“

简本
”

在前 ;哪个版本更接近原本
,

这都是值得利用数字化研究的课题
)

第三
、

后期版本的演化研究
。

从李卓吾评本开始
,

《三国演义》进 人后期
“

评

本
”

的发展阶段
,

这个阶段中各种版本是如何发展的
, “

志传
”

系列版本是如何逐

渐消亡的
,

各种
“

评本
”

是如何兴起
,

而逐步取代各种
“

志传
”

本
,

都是可以利用数

字化进行研究的课题
。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都很类似
,

其他小说 ( 《水浒传 》
、

《西游记》
、

《金瓶梅 》和《红楼梦》等 )都有和《三国演义》类似的发展道路
,

都可

以利用数字化进行研究
。

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和古代小说版本研究的关系
,

类似体育和体育比赛 ( 图

25 )
。

任何一种运动比赛理论上都有一个极限
:

如 100 米赛跑肯定有
一 个极限

,

这个极限是多少
,

没有人知道
,

但人要在 7 秒内跑完 100 米是不可能的 所 以体

育运动是没有终点的
,

但人类还在不断前进
,

赛跑速度的测量精度
,

也从 0
.

1 秒
,

到 0
.

01 秒
,

尽管没有终点
,

但体育运动还是在不断前进
二

古代小说版本演化的研究和体育运动 比赛很类似
,

都有一个理论上达不到

的极限
。

虽然可能由于缺乏材料
,

可能永远
一

也无法准确分清古代小说版本演化

过程
,

更找不到古代小说原本的真实面貌
,

但古
一

代小说版本的研究不是一定非要

研究出原本的真貌
,

只要研究有进步
,

就是成绩
。

所以
,

只要还可能前进
,

就要不

断前进
,

要尽可能地不断逼近古代小说版本研究的顶点
。

关键在于
,

是否有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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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深人研究的新线索
、

新方法
、

新思路
。

人工研究由于受版本数量多
、

文字量大
、

线索多等主观
、

客观因素影响
,

研究前进缓慢
,

甚至陷于停顿
。

而引人数字化后
,

通过前面分析
,

数字化提供了人工很难实现的功能
,

可能会大大加快版本研究的

进度
。

虽然数字化肯定无法保证可 以使版本研究达到最终的顶点
,

但会推动古

代小说版本研究的进步
,

这是不可否认的
。

运动极限 古代小说版本研究顶点

运动成绩 !人工研究停滞}
\ \

{数字化茄速研究!

版本研究

体育运动 版本演化研究

图 2 5 运动和版本研究示意图

古代小说版本演化研究也很象侦探破案
。

案件能否侦破关键看两点
,

第一
,

是否有足够的线索
。

目前版本研究中的线索还是很多
,

值得仔细研究
。

第二
,

是

否有侦破手段
。

目前侦破手段在不断提高
,

许多案件过去无法侦破
,

但出现

D N A 检测手段后
,

许多过去的
“

死案
”

都可以侦破了
。

古代小说版本研究也很类

似
,

过去只靠手工分析
,

因为工作量大
,

很难处理
。

而现在数字化后 可以利用计

算机进行分析
,

手段大大提高
,

提高的可能性也就增大了
。

古代小说数字化研究除版本数字化外
,

在其他方面还有许多课题值得研究
,

数字化的应用领域还很宽
。

只要全面仔细地收集线索
,

利用数字化进行深人分

析
,

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

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入
。

只要还有线索可查
,

只要有正确

的方法和持之以恒的坚持
,

研究总会前进
。

古代小说数字化研究也不是万能的
,

也有不成功
、

甚至失败的先例
,

在《红楼

梦》研究中很值得探讨
。

八十年代开始国内外在《红楼梦》的作者分析
、

脂评研

究
、

建立电脑数据库一些专题研究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

国外从八十年代开始出现利用计算机进行《红楼梦 》研究
,

其中一个课题是

利用计算机从用词频度方面分析《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
,

以判明 《红楼

梦》全书是否是由一人完成
。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就开

创了从分析《红楼梦》的词语来探讨《红楼梦》后 四十回作者的方法
。

上世纪八

十年代美籍华人学者美国威斯康辛经济系教授赵冈先生应用计算机统计
、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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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四十回的用词规律
,

来分析《红楼梦》的作者问题
。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威斯

康辛大学陈炳藻先生在周策纵教授的指导下
,

利用计算机从用词习惯
、

特点和字

汇统计上探讨红楼梦作者问题
。

三人分析结果相同
,

即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为

同一人所作
。

但这个结论与红学界普遍 的共识
,

即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分别为

曹雪芹和高鹦所作
,

有很大矛盾
,

并没有被红学界认可
。

与国外研究相同
,

国内也开展了利用计算机从用词频度方面分析《红楼梦》

作者问题
。

复旦大学统计系副教授李贤平在 19 8 7 年采用计算机分析 47 个虚词

在《红楼梦》中出现的频率
,

以此分析《红楼梦》的作者
。

他认为《红楼梦》为四人

以上共同完成
,

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据《石头记 》增删而成
,

并插入他早年的小说

《风月宝鉴 》
,

后四十回是曹雪芹亲友加工补写而成
。

深圳大学两位青年教师也

利用计算机发现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在用词方面有明显
“

断层
” ,

因此认为后四

十回为另一人之手
。

这些研究在红学界引发一场学术讨论
,

上海师范大学孙逊

和孙菊园教授以及华东师大陈大康等人对此提出批评
,

这些结论也没有得到红

学界的认可
。

这场从海外蔓延到国内的利用计算机研究《红楼梦》作者问题
,

终

于没有结果而终
。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
,

由于各人选择用词频度各有自己

的标准
,

所选择的词语很难保证合适和客观
,

选择的词频有限
,

信息量小
,

因此大

大影响分析结果
。

国内许多单位开发了多种 《红楼梦》数据库
。

江苏省镇江市科委彭昆仑先

生与南京工学院于 19 87 年合作完成了
“

《红楼梦》数据库系统
” ,

提供 4 15 4 个项

目检索
,

5 25 名人物档案
,

24 份统计表
,

总信息量 5 兆
,

内容十分丰富
。

19 9 0 年广

东深圳大学也开发了
“

《红楼梦》多功能检索系统
” ,

有 30 个专题
,

2 00 多个项 目
,

包括成语
、

修辞
、

饮食
、

服装
、

陈设
、

用具
、

诗词
、

戏曲
、

音乐
、

会话
、

爱情描写
、

心理

描写
、

外貌描写
、

古代典籍等
,

内容十分丰富
。

但这些数据库似乎并没有在《红楼

梦》研究中真正发挥什么大作用
:

以上《红楼梦》数字化研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
,

这对古代小说的数字化研究

是个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

从中可以吸取如下教训
。

1
.

数字化研究必须选择好课

题
,

选题好
,

才有意义
。

2
.

数字化研究的选题必须做到人工无法做到或很难做

到
,

这样才有意义
。

版本比对
、

《红楼梦 》前 80 回和后 40 回分析
、

《红楼梦 》数据

库这些都是人工很难做到的
。

但并不是只要人工很难做到的课题就一定有意

义
。

3
.

数字化研究的选题必须对研究确实有真正的价值
,

数字化研究必须得到

大家认可
,

否则就是事倍功半
,

作用不大
。

《红楼梦 》前 80 回和后 40 回计算机分

析
、

《红楼梦》数据库由于对 《红楼梦》研究没有实质的推动作用
,

其意义也就不

大
。

4
.

但选题是否真正有意义
,

有时必须要等研究结果出来才可 以看清楚
。

因

此
,

如何在研究结果产生之前就判断出其效益
,

就非常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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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9 年笔者开始从事《三国演义》数字化研究
,

得到了《三国演义》学会的大

力支持
,

参加了 19 99 年太原清徐第十二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到 2 004 年四

川绵阳第十七届 《三国演义》研讨会的历届研讨会
,

每次会议上都在大会上发言

介绍《三国演义》数字化研究的进展
。

近来由将数字化由《三国演义》扩展到《水

浒传》
、

《西游记》
、

《金瓶梅》和 《红楼梦》
,

由简化字版发展到繁体字版
,

不断

前进
。

2 00 1
、

2 00 3
、

20 05 年由笔者发起
、

组织在首都师范大学先后召开 了三届 (第

一
、

二
、

四届 )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
,

2 0 04 年由韩国中国小说学会组织在

汉城召开第三次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
,

20 0 6 年在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将召

开了第五届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与数字化研讨会
,

2 007 年 8 月再次由首都师范大

学主办第六届 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与数字化研讨会
。

这几次专题研讨会大大促进

了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的发展
。

回顾 19 9 9 年以来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的发展历程
,

非常感谢诸多专家对古

代小说数字化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
,

其中包括国内专家沈伯俊
、

刘世德
、

段启

明
、

陈翔华
、

周强
、

欧阳健
、

侯会等先生
,

日本学者金文京
、

中川谕和上 田望先生

等
。

此外还得到许多朋友的真诚帮助
,

包括国学网尹小林以及山东桑哲
、

上海李

金泉以及天津邓宏顺等同志
,

古代小说数字化软件开发工作是由笔者的硕士研

究生李东海完成的
,

对这些同志几年来对古代小说数字化研究的大力帮助和支

持深表谢意 !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文化数字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