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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唐詩在流通上的特性與原因，期望能為唐詩詩學研究提

供新的研究方向。本文以《唐詩排行榜》所建立的資料作為出發點，並以主

成分分析與因子分析為主要的分析方法，萃取出唐詩在流傳上的特性及因

素，探討古人與今人在詩文閱覽偏好的不同，並進一步利用詞嵌入法探討詩

文內容相似度與主成分分析及因子分析之結果在排序上是否一致。

經過對唐詩排行榜數據的研究，本文發覺主成分分析總結出以下兩項特

性：1.時代性差異 2.詩文收錄完整性，其中時代性差異顯示『每一個時代
的前理解不同，審美標準自然有明顯落差，因而造成古今閱眾對於詩文的欣

賞與偏好有一定程度的差異』；而詩文收錄完整性指的是『隨著編纂需求的

不同，詩作在流傳上可分為 1.完整詩文 2.片段名句兩種類型』。

而因子分析則總結出兩個影響唐詩流通的原因：1.歷史性強度 2.詩學經
典性，其中歷史性強度所代表的是『古今閱眾在詩文內容的喜好上，深受詩

文內容的歷史背景所影響』；而詩學經典性則顯示『從詩學學術領域的角度

出發，可區分詩文是否為一派之經典』

利用詞嵌入法進行詩文文本的相似性研究，發現第一主成分時代性差

異、第一因子詩學經典性以及第二因子歷史性強度之結果與其分別對應之詩

文相似度排序具有顯著的一致性。

關鍵字：大數據、唐詩、流通性、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詞嵌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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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pularity of Tang poetry,

and hopes to provide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Tang poetry. First, we use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methods, which includ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data given by the book Ranking on Tang Poems.

Based on results of analysis, we ex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pularity of Tang

poetry, and compare modern with ancient preferences of reading. Finally, we use

word embedding techniques to further analyze the suitability of the results extracted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After analyzing the data given by the Ranking on Tang Poem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uggests the following two characteristics: 1. time difference

2. poem integrity.“Time difference”refers to“Having its own pre-understanding,

each era has its own aesthetic standard, which makes some differences of poetic

appreciati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readers.”“Poem integrity”refers to“A

poem is selected either in a complete form or in a partial form according to the

editing requirements.”

Based on factor analysis, we sum up two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the

popularity of Tang poetry : 1. history related strength 2. poetic classicism. The

“history related strength”refers to“The poem preferences of ancient and modern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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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 may be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y related strength of the poem.”The“poetic

classicism”indicates that“Poem can be considered to lead a school of thoughts

from the academic perspective.”

Using word embedding techniques to study the textual similarity of poems,

we find that each of first principal component and two factors has a significant

rank correlation with the textual similarity of the top ranking poems based on its

corresponding principal component or factor.

Keywords: big data, Tang poems, popularit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word embedd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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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詩歌的流傳，一向是文化傳承的重要成分，縱觀各地的文化，鮮少有僅具備語言

而無詩歌者，詩歌往往承載且濃縮了一個文化中最為精萃的部分，簡練的構句、華美

的詞章、寓意深遠的內涵，在在表現出詩歌一類的文學體裁迥異於其他文類的地方，

這樣別樹一格的文體，總使大眾為之著迷。且不論各式詩歌展現在大眾眼中的優劣高

低，無論是古時的各類詩體，抑或是現今流行的歌曲，都能在簡練的內容中呈現一個

文化的核心，以極盡優美的方式傳遞思想，而唐詩，尤其如此。

唐詩者，唐一代之文學也1，自初唐以來，各式詩作在這個詩歌蔚為大成的朝代中

流轉、成長、豐富、衰亡，那詩歌是混雜的、敘事的、附庸風雅的、歡樂的、哀痛的，

在短短的 289年間，唐詩在時光流轉間增長，在年代中浮沉，在歷史裡醅釀，在現今

為酒，入吾人口中，這樣的陳釀單以《全唐詩》一書所載來說，便足足有五萬首之多，

如此大量的作品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後世的所有詩歌創作。

唐詩之所以獨特，表現在許多面向，在此挑幾個不同的的論述為其作解：

1. 詩的格律在唐代完整成型，並產生了大量佳作2

1引自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序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
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

2見趙義山、李修生 (2010, 79頁)《中國分體文學史-詩歌卷》第四章古近體詩大備及創作繁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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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詩為中原文化詩歌發展高峰，且表現出詩美的極致3

3. 由於復古之風興盛，唐詩在內容與詞藻之間取得平衡4

若要以一較為誇張的句子來形容唐詩之盛，或能由魯迅 (2005)寫在其書信中的話語作

為形容，『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後倘若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聖，

大可不必動手』。5

直至今日，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層面仍然受到唐詩的影響，現代人仍會閱讀

唐詩以陶冶性情，有關唐詩的詩學研究也不斷推陳出新，每每有新的觀點與新的解釋

在融合了現代的視野與眼光後誕生，隨著新的研究方式、新的思潮加入唐詩的詩學研

究中，這片領域也隨之蓬勃發展。

而王兆鵬等 (2011)《唐詩排行榜》一書所提出的影響力公式6更是為這個研究領域

帶入了新的思路—『唐詩與各類資料的關聯為何？』、『唐詩可否排個高低?』『如何以量

化的方式來為唐詩建立排序？』、『如何以數據的眼光來看待唐詩？』諸如此類的有趣問

題皆可作為思考的方向，而這正是本研究的起點『在量化的視角下，我們還有什麼指標

或因素是可以發覺的？』。

3見蔣寅 (2003, 39頁)《中國古代文學通論-隋唐五代卷》，此處之美指自然妙悟、中和之美
4初唐陳子昂以復古為革新的詩歌主張，可見趙義山、李修生 (2010)《中國古代文學通論-隋唐五代卷》
5魯迅 (2005, 307頁)《魯迅全集》第 13卷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致楊霽雲
6此書作者以此建立唐詩的名篇排行（在書中亦為影響力、公認度），為《唐詩排行榜》書中所蒐集的各項
變數之加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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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在《唐詩排行榜》一書出版之前，有關唐詩的量化研究或較為常見的文學計量研究

大多著重在簡單的頻率統計之範圍，而在《唐詩排行榜》一書中，則是將視角擴大，進

一步將眼光投注在綜合指標7的建構上，進入了單變量統計領域。

而正如前一節所述，《唐詩排行榜》在書中提供了一個影響力公式6，以之計算唐詩

的流通廣泛程度，然而此公式的建立是基於作者團隊的專業評判，其中權重的選擇屬

主觀評定的賦權方式8，我們不禁好奇，是否能經由多變量統計分析方法的角度來進行

數據的客觀解釋，藉此獲得一些唐詩流通性的指標，或者藉由各式唐詩選集的數據進

一步發覺影響唐詩在流通度的原因？而這些指標或原因，又是否和其詩文內容有某種

程度的相關性？

本研究將根據《唐詩排行榜》一書所提供的的資料來做進一步的分析研究。首先利

用兩種維度縮減的多變量統計方法來增加資料的可解釋性，即 1.嘗試以主成分分析總

結《唐詩排行榜》資料的特性，2.嘗試利用因子分析研究在背後影響唐詩流通的原因；

最後應用詞嵌入法探討各主成份、因子之排序與其分別對應的詩文相似度排序是否一

致，以期獲得另一種客觀的視角以為參考。

7此綜合指標即前一節所提及之影響力公式
8詳細說明可見本文第二章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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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論文架構

本節將簡要介紹各章節的內容，並附上流程圖加以說明。

一、 各章節結構與內容

除第一章外，本研究其餘部份可分為六個章節。由於在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數據

來源為《唐詩排行榜》，故將於第二章文獻回顧中先簡要介紹《唐詩排行榜》一書，並

說明其數據收集方式與相關結果，於第三章研究方法中介紹將使用的各種分析方法，

並於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三個章節中分別應用三種方法對《唐詩排行榜》數據進行

分析，並討論其結果之意涵，最後於第七章做出總結。

二、 研究流程圖

圖. 1.1. 研究流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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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節將介紹本研究中所用到的重要文獻《唐詩排行榜》，於第一節簡要介紹《唐

詩排行榜》一書之內容與起源，第二節介紹書中數據的蒐集方式與其意義，並於第三節

呈現其研究結果。

第一節 《唐詩排行榜》之簡介

《唐詩排行榜》成書於 2011年初，本書主旨在於利用所收集的資料為唐詩研究添加

一個新穎的研究領域『以定量分析的方式為詩作排序』，其試圖利用所蒐集的數據來解

釋唐詩在歷史的流動中有何不同之處，再由這些數據建立一條公式，並給定權重，進

一步給出一個較為客觀的指標來定義熱門程度（即流通度廣泛程度）高低，評比在唐詩

中哪一首詩是最熱門的詩作，在成書的過程中，本書針對諸多著名的唐詩收集了許多

面向的資料，以各式文本類型為依據，共收集了七個面向的數據，雖說本排行結果曾

引發爭議，但在唐詩研究上，可說首開先河，極富意義。

第二節 數據收集方式

《唐詩排行榜》主要關注的重點在於唐詩影響力的分析，故其所收集的數據當與影

響力強弱相關，在此書中具有影響力的詩作，其意義並非一時的熱門或爆紅的詩作，

而是公眾持久認同的作品，而作品的公認度，亦即民意的認同程度，而認同程度也可

以理解為受到關注的程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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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唐詩排行榜》一書中對於影響力的解釋：

『公眾對作品的關注度越高,作品的知名度就越高、影響力就越大、名篇指數也越

高。』1

在此書中作者將關注的方式與讀者分為三類：

1. 對作品的閱讀–消費型的普通讀者

2. 對作品的評論–批評型的專家讀者

3. 對作品的效仿再創作–創作型的作家

再依據此分類分別收集的不同種類的選集、評論作為數據（其中由於第 3種類型的數據

難以客觀計量，故並未收集），以下將分別列出分類與其對應的意義與數據：

對作品的閱讀

消費型的普通讀者

普通讀者，他們傾向於閱讀喜歡的作品，而對於不喜歡的作品予以

忽視，故本類型讀者在選擇上是『被動的』2，以『無聲的選擇』來

表明對文學作品的態度，因此我們可以把『對作品的閱讀』這一面

向簡單的看成讀者認同度。而與其對應的數據便是選本類型作品的

數量，當讀者閱讀某首詩作之後，對此詩的想法無論是正向或是負

向的觀點，都會影響到選本或詩集流通的能力，所以此詩在各式選

本所選入的數量，需要考量到讀者群眾的想法，故詩選的編輯者將

會依循此想法來選擇詩作，因此選本或選集類的文本將會表現出在

一般受眾之中的影響力強度，而據此選入的有古代選本、現代選本

兩種數據。

對作品的評論

批評型的專家讀者

專家讀者，評論者，不但閱讀作品，亦會據此發表評論，議論此作

品的優劣，而無論是正面或負面的評論，都表明批評者對作品的關

注。也會影響到作品的流通，進而影響作品的影響力強度，甚至有

1引自《唐詩排行榜》前言，其中名篇指數為其排序依據，可見本章第三節
2此處之被動指讀者是被動地挑選已經流通於市面的作品，無法主動決定哪一首詩的流通，只能以選擇、
買或不買來進行意見的表達，進而影響流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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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詩派與詩派之間的角力，也是看點之一。而與其對應的數據便是

評論類型與研究類型作品的數量，這些作品直接的表現出評論者或

研究者對於本篇詩作的看法，表現出此詩作在唐詩詩學研究領域中

的影響，而據此選入的有歷代評點、論文篇數、文學史全錄、文學

史摘錄。

對作品的效仿

創作型的作家

作家也是讀者的一種，只是其表現出來的閱讀結果並非只是沉默的

觀看或提出批評與建議，作家型的讀者將會借鑑、吸收所閱讀的作

品，進一步化為自己創作的養分，無論是一般的創作或是借鑑了相

同設定的作品（二次創作），還是格式相仿的詩作，都屬於此類。由

於本類型的數據難以直接收集，故實際應用上不予採計。

由於在研究過程中使用到了本書所載之數據，故以下簡介《唐詩排行榜》中七個變

數 (X1, X2, . . . , X7)
3的收集方式與意義，以便作為後續分析之用：

X1 (古代選本選錄數)：

古代選本者，所指為唐詩成詩之後至民國之前，被各個朝代的詩選之選輯者選中

進而被收錄的數量，依據年代不同挑選了 31本詩選作為計量依據，共有

1. 唐人選唐詩 4本

2. 宋金元人選唐詩 5本

3. 明人選唐詩 11本

4. 清人選唐詩 11本

，某詩作如被幾個選本選錄便會計為幾次，其意義在於計算古人中普通讀者對於

某篇詩作的關注度。

如：xxx詩在本變量上計數為 3，即代表此詩曾三次被歷代詩人選中，錄入籍中。

X2 (現代選本選錄數)：

現代選本所指的是，由作者挑選共計 37種影響力較大的近代唐詩選本4作為計量

3分別對應古代選本、現代選本、歷代評點、論文篇數、文學史全錄、文學史摘錄、網路連結總數，共計
七種類型

4此處所指之近代者，為民國初年以後所創作之唐詩選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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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統計其中各詩篇出現的數量，其計算方式與古代選本的計算方法相同，某

詩作被幾種現代選本選錄即計為幾次，其意義在於計算現代人中普通讀者對於某

篇詩作的關注度。

X3 (歷代評點選錄數)：

《唐詩排行榜》以陳伯海《唐詩匯評》5一書為依據，每首詩下有多少評論，即計

量為有多少歷代評點數量，評論的採計無論正負，只紀錄數量，以此作為在古人

中評論型讀者對某詩的關注程度。

X4 (論文引用數)：

《唐詩排行榜》依《20世紀唐五代文學研究論著目錄檢索系統與定量分析》6為來

源，以篇數作為計量基準，每首詩曾被多少研究著作提及便計數為多少，本變量

代表了在現代詩學研究中，研究型讀者針對某首詩作的關注度。

X5 (文學史全詩選錄數)：

作者選取九種文學史為計量依據，計算各個詩作在文學史中被提及的次數，一首

詩凡被全詩引錄即計數為一，也代表了在現代的研究者群中的關注程度。

X6 (文學史摘錄數)：

同文學史全詩部分，但只記錄摘句介紹的部分。

X7 (網路連結總數)：

於搜尋引擎輸入詩作名稱時，所能得到的網路連結數量，此書所指網路連結總數

的乃是此書的研究團隊於三個不同時段下，於 Google和百度兩大搜尋引擎中輸入

詩人名稱和詩作篇名搜索後所得加總連結數的平均值，《唐詩排行榜》內提及『由

於網路連接總數的資料會隨時間不斷增長、更新快速，故在《唐詩排行榜》書中

並無使用此變量作為計算依據』。

5陳伯海《唐詩匯評》作為歷代唐詩論評輯要，記錄了唐以來直至清各式文獻中對於唐詩評論的資料，此
外內含少數近代人，但仍健在者不錄入

6《唐詩排行榜》作者王兆鵬所建立的研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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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力公式

根據《唐詩排行榜》作者對於唐詩的理解與研究，其於書中以主觀賦權中的專家評

判法的模式總結出一套加權公式用以計算唐詩的熱門程度，此公式即唐詩影響力公式。

各變數的權重如表 2.1所列：

表. 2.1. 影響力公式中變數權重表

變數權重表

資料來源 權重 變數名稱 條件權重 最終權重

選本 50％
X1(古代選本選錄數) 60％ 30％

X2(現代選本選錄數) 40％ 20％

歷代評點 30％ X3(歷代評點選錄數) 30％

論文篇數 10％ X4(論文引用數) 10％

文學史 10％
X5(文學史全詩選錄數) 70％ 7％

X6(文學史摘錄數) 30％ 3％

網路連結總數 0％ X7(網路連結總數) 0％

此外，本書也對資料內容進行預處理，將每筆資料除以其變數之最大值，如下所

示：

yik =
xik

max
∀j

(xij)

，其中 xij 表示在 Xi變量下的第 j 筆觀察值。

據此，作者提出影響力公式，如下所列：

zi =

 x1i

max
∀j

(x1j)

× 30%+

 x2i

max
∀j

(x2j)

× 20%+

 x3i

max
∀j

(x3j)

× 30%

+

 x4i

max
∀j

(x4j)

× 10%+

 x5i

max
∀j

(x5j)

× 7%+

 x6i

max
∀j

(x6j)

× 3%

=
(x1i

17

)
× 30%+

(x2i

30

)
× 20%+

(x3i

38

)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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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4i

70

)
× 10%+

(x5i

9

)
× 7%+

(x6i

8

)
× 3%

=(y1i)× 30%+ (y2i)× 20%+ (y3i)× 30%

+(y4i)× 10%+ (y5i)× 7%+ (y6i)× 3%

，其中 zi為第 i首詩對應的名篇指數。

依據本公式所建立的名篇指數，《唐詩排行榜》排列出 100首名篇詩作的影響力排

行7，藉此反應排行榜內相關詩作的受關注度高低和影響力的大小。

7《唐詩排行榜》一書中定義此排行為影響力、综合名篇指數，但保守一點的說法可為流通廣泛程度、詩
的綜合熱門程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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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將介紹研究中所應用的方法、效果及其來源，於第一節介紹主成分分析之

目的與其方法簡介，第二節介紹因子分析之目的與其方法簡介，第三節介紹詞嵌入法

之目的與其方法簡介並給一簡要的例子示範其效果。

第一節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常見於數據分析的應用之中，主

要作為維度縮減（dimension reduction）之用，是一種透過尋找線性組合來進行資料總

結的方式，透過所求得的線性組合，主成份分析能夠將原始變量投影到新的空間，而

新空間中第一個座標軸1會佔有最大的變異，而第二個座標會佔有次大的變異，而在後

續的軸上依次遞減，故在前幾大主成份中較容易突顯資料的變化2。

在這樣的新空間中，可以只選取前幾大具有代表性的主成分作為代表，而忽視後

面佔據變異較小的軸，以此降低資料的維度，減少變量的數量，更可藉此讓新的變量

彼此間的相關係數降低至零，更重要的是由於主成分分析在進行維度縮減之時所忽視

的是變異較小的軸，故能盡量保持原資料的變化程度，在維度縮減的過程中損失較少

的資訊。

1即第一主成分軸
2可見圖 3.1，取此圖之第一軸即可表現資料主要的變化方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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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原始資料座標軸 (b) 使用主成分分析後座標軸

圖. 3.1. 原始資料座標軸與主成分座標軸比較圖

以下為主成分分析的理論：

令 X1, X2, . . . , Xp分別表示 p個變數，

Σ =



σ2
11 σ2

12 . . . σ2
1p

σ2
21 σ2

22 . . . σ2
2p

... ... . . . ...

σ2
p1 σ2

p2 . . . σ2
pp


(p,p)

為變異–共變異矩陣3，

若考慮以下之線性變換：

Y1 = a
′

1X = a11X1 + a12X2 + · · ·+ a1pXp

Y2 = a
′

2X = a21X1 + a22X2 + · · ·+ a2pXp

... ...

Yp = a
′

pX = ap1X1 + ap2X2 + · · ·+ appXp

3以下之計算亦可以改以相關係數矩陣 ρ進行，其計算過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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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變異數與共變異數：

Var(Yi) = a
′

iΣai i = 1, 2, . . . , p

Cov(Yi, Yk) = a
′

iΣak i, k = 1, 2, . . . , p

在主成分分析中希望能求得『彼此之間無線性相關』且『變異數越大越好』的線性

組合 Y1, Y2, . . . , Yp，且第一個線性組合 Y1佔有最大的變異數，第二個線性組合 Y2的變

異數則小於第一個線性組合的變異數，第三個線性組合 Y3 再次之，由此而至變異數最

小的第 p個線性組合 Yp，故可定義 Y1, Y2, . . . , Yp如下：

第一主成分 =使 Var(a′
1X)最大的線性組合 a

′
1X

且a
′

1a1 = 1

第二主成分 =使 Var(a′
2X)最大的線性組合 a

′
2X

且a
′

2a2 = 1, Cov(a′

1X,a
′

2X) = 0

...

第 p主成分 =使 Var(a′
pX)最大的線性組合 a

′
pX

且a
′

pap = 1, 對所有i, j < p, Cov(a′

iX,a
′

jX) = 0

其中a
′

iai = 1，為限制主成份解為唯一之限制式

根據以上定義，若令 λ1, λ2, . . . , λp為變異–共變異矩陣 Σ的特徵值，且 λ1 ≥ λ2 ≥

· · · ≥ λp ≥ 0，而 e1, e2, . . . , ep 為對應於 λ1, λ2, . . . , λp 的特徵向量，則可證得應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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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線性組合作為主成分4：

Y1 = e
′

1X = e11X1 + e12X2 + · · ·+ e1pXp

Y2 = e
′

2X = e21X1 + e22X2 + · · ·+ e2pXp

... ...

Yp = e
′

pX = ep1X1 + ep2X2 + · · ·+ eppXp

而在此線性組合中，其變異數與共變異數如下：

Var(Yi) = λi i = 1, 2, . . . , p

Cov(Yi, Yj) = 0 i ̸= k

在實務上，這些線性組合的係數 eij，是解釋主成分意義的重要依據，當一主成分

的係數皆為正值時，此主成分的解釋應由綜合指標的角度出發，而其係數若是有正有

負時，則此主成分的意義通常解釋為變數與變數之間的對立關係5。

在實務上，若變數的變異相差過大、變數之意義相去甚遠的情況下，通常建議以

相關係數矩陣 ρ進行主成分分析，其計算過程相同。

4詳細證明過程見 Johnson and Wichern (2007, page. 432) Applie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5此處的判準可見陳耀茂 (1999,第四章)《多變量解析方法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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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亦名因素分析，在資料分析中也是維度縮減的一種方

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主成分分析的擴展，如同主成分分析一般，因子分析所求

的也是一種線性組合，但與主成分分析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建立線性組合的目的不再是

進行資料特性的總結，而是去尋找某種不可見的原因。

因子分析假定在資料的群體背後具備一定程度的共同因子，此處的因子所指的是

某種無法在原始變量中直接觀察得到，但卻影響了變量變化的『潛在原因』，比方說在

一項測驗的結果中，潛藏在背後影響學生成績高低的可能是『智商』、『對某種領域的

擅長程度』之類較為抽象的概念，而因子分析的目標便是將此類的共同原因抽取出來，

成為一項可以量化的指標。

(a) 主成分與變數關係 (b) 因子與變數關係

圖. 3.2. 主成分及因子與變數關係比較圖

圖 3.2為主成分與因子之間的差異比較，其中以 −→表示相互影響、因果關係，箭

號之起點為因、終點為果，而圖3.2(b)中誤差項所指者為因子所不能解釋的部份，為變

量本身的獨特變化。由此比較圖可以直觀的認識到主成分分析為變數的特性總結，因

子分析卻是潛藏於變數之後的原因。

以下為因子分析的理論：

與主成分相同，令 X1, X2, . . . , Xp分別表示 p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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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



ρ211 ρ212 . . . ρ21p

ρ221 ρ222 . . . ρ22p

... ... . . . ...

ρ2p1 ρ2p2 . . . ρ2pp


(p,p)

為相關係數矩陣6，

其中 ρij 表示變數 Xi與 Xj 間的相關係數

考慮以下之線性變換，作為變數與因子之間關係的描述：

X1 − µ1 = ℓ11F1 + ℓ12F2 + · · ·+ ℓ1pFp + ϵ1

X2 − µ2 = ℓ21F1 + ℓ22F2 + · · ·+ ℓ2pFp + ϵ2

... ...

Xp − µp = ℓp1F1 + ℓp2F2 + · · ·+ ℓppFp + ϵp

或以矩陣表之：

X− µ
(p×1)

= L
(p×m)

F
(m×1)

+ ϵ
(p×1)

其中 ℓij 表示第 j 因子在變數 i上的係數，通稱因子負荷（factor loading），Fj 表第 j 個

共同原因，稱之為公因子（common factor）或潛在因子（latent factor），ϵi表第 i變數所

無法被公因子們所解釋的部份，通稱特定因子（specific factor）或誤差項（error term），

而 µi 則是各變數的均數。由本式可知，因子分析所求得的共同因子可以用以解釋變數

變化原因。

為求得公因子，常見的方法有以下兩種7：

(i) 主成分法（The 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

6同主成分分析，以下之計算亦可以改以變異-共變異矩陣 Σ進行，其過程相同
7詳見 Johnson and Wichern (2007, chapter. 9) Applie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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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最大概似法（The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兩種方法都是由相關係數矩陣 ρ作為出發點，進一步求解公因子 F與特定因子 ϵ，惟最

大概似法須假定公因子 F與特定因子 ϵ服從常態分配。

而在求得原始的因子之後，為了解釋上的便利性，通常會將所得的因子進行轉軸。

轉軸法分為正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與斜交轉軸（oblique rotation）兩種，分別

表示轉軸後之因子正交與否，其中斜交轉軸由於因子間相互影響，在解釋上較為困難，

不常使用。

和主成分分析相似，在解釋因子時，須應用轉軸後所求得的因子負荷來判斷因子

所代表的意義，依據陳耀茂 (1999,第五章)《多變量解析方法與應用》一書，可將因子

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綜合力型 所有的因子負荷之值，均為同號且較大時，可以判斷此因子為綜合型的因子

一極型 某幾個因子負荷大，其餘因子負荷小，表示單一因子

二極型 有較大的正值與負值的因子負荷時，可視為對立的因子

無力型 所有的因子負荷之值接近於零，則此軸無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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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詞嵌入法

詞嵌入法（word embedding method）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統計方法，而是一種轉換資

料的過程，是在機器學習中自然語言處理領域為了進行文本分析而建立的方法，目的

是將原本計算上無意義的字或詞編碼為有意義的向量以作為數值計算之用，可以解決

早期對字或詞進行編碼時遇上的問題。

在早期的轉化方法中所採行的方式為獨熱編碼（one-hot encoding）8，採用此編碼

方式轉化向量時，由於文本量通常十分龐大9，會導致計算效率低下與向量彼此之間無

意義的情況發生。

為解決此問題 Mikolov et al. (2013)提出 word2vec，一種以淺層神經網路為基礎的

方法來降低維度，並在降低維度後使詞向量間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其主旨是透過

淺層神經網路的迭代，使原本相互垂直的向量投影到較低的維度中，並在此較低維度

的空間中，詞向量與詞向量的差異性能用餘弦相似度的方式描述，接近的詞向量，夾

角將越小，餘弦值亦越高。

為了解釋上的便利，以下將以較小的例子來解釋詞嵌入法，而為進一步突顯字詞

間的差異性，舉『日』、『月』、『吃』、『飯』四個差異性較大的詞語來作為示例10，並假

設『吃』、『飯』兩字曾在前後文出現。

首先將文字作獨熱編碼使其成為

v日 =



1

0

0

0


, v月 =



0

1

0

0


, v吃 =



0

0

1

0


, v飯 =



0

0

0

1


8獨熱編碼（one-hot encoding），對單一字詞給予一維度為字量總數的標準基底
9由於建立在維度為字數總量的標準基底上，若有 1萬個字或詞就需要維度為 1萬的向量
10本例參考 http://cpmarkchang.logdown.com/posts/773062-neural-network-word2vec-part-1-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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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情況下 word2vec的網路模型將如下圖 3.3所示：

圖. 3.3. word2vec網路圖

其中

V =



V11 V12

V21 V22

V31 V32

V41 V42


表示輸入層到隱藏層的權重，

W =

W11 W12 W13 W14

W21 W22 W23 W24

表示隱藏層到輸出層的權重
假設將 v吃輸入本網路，將得到如下運算：

(
v

′

吃V
)
W =

(
V31 V32

)
W

=



V31W11 + V32W21

V31W12 + V32W22

V31W13 + V32W23

V31W14 + V32W24


=



V3W
1

V3W
2

V3W
3

V3W
4


其中 V3表示矩陣 V之第 3列，其中W i表示矩陣W之第 i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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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後輸出的結果在通過 sigmoid函數11得

sigmoid
((

v
′

吃V
)
W
)
=



1

1 + e−V3W 1

1

1 + e−V3W 2

1

1 + e−V3W 3

1

1 + e−V3W 4


而由於預設『飯』出現在『吃』的上下文中，而『日』、『月』等不會出現在上下文中，

所以要訓練神經網路迭代求解，使其輸出可近似為

(
0 0 0 1

)′

，如下：

sigmoid
((

v
′

吃V
)
W
)
=



1

1 + e−V3W 1

1

1 + e−V3W 2

1

1 + e−V3W 3

1

1 + e−V3W 4


≈



0

0

0

1


若是達成以上之效果，可以發覺 e−V3W 4

要趨近於零，即表示內積 V3W
4越大越好，

而 e−V3W 1
, e−V3W 2

, e−V3W 3
要越大越好，即表示內積 V3W

1, V3W
2, V3W

3越小越好，故若

取 V3 為 v吃 壓縮後的新向量，則可以發現若是文字出現在前後文中，word2vec將使出

現在前後文的詞向量內積大，夾角則小，沒有出現在前後文的詞向量內積小，夾角則

大。

故應用此法即可壓縮向量，並保持詞向量與詞向量間的相關性（可用餘弦相似度衡

量）。

11sigmoid(Z) =
1

1 + 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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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主成分分析在唐詩排行數據之應用

在本章節中，將應用主成分分析法至《唐詩排行榜》一書所提供的資料1，以探討

唐詩在流通上的特質。本研究以 SAS進行主成分分析。

第一節 計算流程與統計報表

在實際應用主成分分析之前，先查看《唐詩排行榜》數據的摘要統計值表，如

表 4.1

表. 4.1. 《唐詩排行榜》數據摘要統計值表

古代選本 現代選本 歷代評點 論文引用 文史全詩 文史摘錄 網連總數

均數 8.29 19.33 17.35 6.53 3.52 1.95 97072.61

標準差 3.1150 6.9980 5.8610 11.0586 2.2895 1.5333 81432.3912

最小值 2 1 5 0 0 0 2360

第一四分位數 6 15 13 1 1 1 33975

中位數 8 21.5 16 3 4 2 84100

第三四分位數 10.25 24.25 21 9.25 5.25 3 131625

最大值 17 30 38 70 9 8 377000

可發覺其中的網路連結數量一項變數由於變數的變異較大，若是直接以變異共變

異矩陣 S進行主成分分析，將使主成分完全受到網路連結數量一項數據影響，故本章
1見附錄 A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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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之主成分分析將以相關係數矩陣 R進行。

以下為相關係數矩陣 R

R =



1 −0.2417 0.0536 −0.4414 −0.2211 −0.1175 −0.3086

−0.2417 1 −0.3292 0.3107 0.6650 0.1399 0.4401

0.0536 −0.3292 1 0.0258 −0.3758 0.0829 −0.0817

−0.4414 0.3107 0.0258 1 0.1937 0.2875 0.5513

−0.2211 0.6650 −0.3758 0.1937 1 −0.1536 0.2881

−0.1175 0.1399 0.0829 0.2875 −0.1536 1 0.1876

−0.3086 0.4401 −0.0817 0.5513 0.2881 0.1876 1


透過對 R進行 eigenvalue和 eigenvector的求解，得計算結果如表 4.2與圖 4.1所示。

表. 4.2. 相關矩陣的特徵值與累積變異

相關矩陣的特徵值

特徵值 差異 比例 累計

1 2.60389130 1.07869670 0.3720 0.3720

2 1.52519460 0.65037591 0.2179 0.5899

3 0.87481870 0.15363505 0.1250 0.7148

4 0.72118364 0.11725699 0.1030 0.8179

5 0.60392665 0.19846281 0.0863 0.9041

6 0.40546384 0.13994257 0.0579 0.9621

7 0.26552127 0.0379 1.0000

據表 4.2與圖 4.1所示之結果，與Johnson and Wichern (2007)書中所提及之判斷標

準，取兩個主成分進行解釋，表 4.3為其特徵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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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成分分析陡坡圖 (b) 個別、累計解釋變異比例

圖. 4.1. 陡坡圖與累計解釋變異（主成分分析）

表. 4.3. 相關矩陣之特徵向量

e1 e2

古代選本 -.353847 -.223294

現代選本 0.492736 -.232728

歷代評點 -.220831 0.504910

論文引用 0.422071 0.399596

文史全詩 0.423122 -.443463

文史摘錄 0.145565 0.490858

網路連結總數 0.452627 0.20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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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果分析

一、 第一主成分

根據前一節的結果2，可以發覺第一主成分中的主成分係數有正有負，第一主成分

呈現了 古代

 古代選本 (−.353847)

歷代評點 (−.220831)
與現代



現代選本 (0.492736)

論文引用 (0.422071)

文史全詩 (0.423122)

文史摘錄 (0.145565)

網路連結總數 (0.452627)

兩組分

別屬於不同時代的文本的對比，可約略看出第一主成分呈現了某種程度的古今對立，

而基於原本變數的意義3，似乎可將此主成分視為古今喜好的對比，亦即在第一主成分

上排行越靠前者越得今人喜愛，越靠後者越得古人喜愛，而排行中段者古人今人之喜

好程度相似。

以下將針對主成分值的排序與主成分係數進行進一步的解釋，由時間的角度出發，

探討古人與今人的喜好呈現兩極對比的情形，並帶出前理解這一詮釋學的名詞，一步

一步解釋古今人的差異，解釋在第一主成份值所呈現的排序有何意義，並為此主成分

給出一合理的命名。

(一) 時代的差異
　

由之前所展示主成分係數的值可以發現，古人和今人在閱覽詩作的選擇上有所差異，

而產生這種差異的最根本的原因當為古人和今人的生命經驗和環境有極大的不同，尤

其是在近代的歷史當中，由於運用的語言不同（文言對比白話）、環境不同（自然環境

對比於都市）、生活方式不同，導致了古人和今人在認識各式事物上有所差異，而這些

差異所導致的，便是前理解的不同。

(二) 前理解
　

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是詮釋學的概念，是理解或運用某一事物的先決條件，若是

由較為口語化的角度來看，可以直接的看成「進行理解的基礎」，理解這個行為本身，

2見表 4.3
3即各文本的選入數，或其引申意義公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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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歷史性與開放性，所有的理解者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前理解」，這些前理解來自

於生命經驗、生活環境、文化傳統、歷史因素等，這些事物造就了前理解，通過前理

解人們得以理解新的事物，將新的視域和舊有的視域相融合，使理解得以發生。

(三) 今人與古人的前理解差異
　

古人與今人的差異有許多不同，在此舉出三個容易理解的面向：

1. 語言差異導致的語感不同

2. 生命經驗的不同

3. 歷史背景

由於以上三者的差異，導致各個時代的前理解都各不相同，接觸作品時用何種心情、

讀者所具備的詮釋能力或是接受作品的能力都有所差異。

(四) 前理解差異在第一主成分排序上的呈現
　

為更進一步理解此解釋在第一主成分值排序上所表現的特徵，可對第一主成分值所代

表的詩作進行觀察。查看以第一主成分值所排序的詩作名單可以發現其呈現了一些對

比，以下為一些明確的例子：

1. 第一主成分排序前 15首詩作：

• 長篇敘事詩 (長恨歌、琵琶行)

• 較為平易近人的詩作 (白居易、竹枝詞)

• 愛情詩 (無題)

• 描述社會現況 (春望)

2. 第一主成分排序後 15首詩作：

• 佛教詩作 (過香積寺)

• 隱逸詩 (終南別業、歲暮歸南山)

• 宮怨詩 (春宮怨)

通過這些對比，可以發現在第一主成分上排序較為靠前的 (亦即今人較為喜讀的)主要

從流通的角度出發，所偏好的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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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感

• 貼近生活

• 關乎愛情

• 口語化

• 朗朗上口

• 無語言上的隔閡與障礙

而古人在閱讀上偏好的目標為：

• 經典的角度

• 強調審美的高度

• 暗藏的美感

• 具有明悟心境

以最為明顯的通俗口語與否角度來看，現代人較易閱讀通俗口語的詩作，如白居易一

類老嫗能解的作品，在現代人的語感底下較為容易閱讀，容易理解詩作的內涵與意義，

但這在古代來說可能反而不是最好的類型，但古代最好的類型對現代人來說卻障礙太

大，這障礙不只是文言白話不易相通，更是意境的難以領會 (前理解差異)，如佛家道家

那類不食人間煙火的情懷，只談個人一點明悟的作品 (如王維的詩)，在和一閃而過的明

悟與故事性的張力相較的情況下，現代人較能同理後者的情感。

由於以上所述，可發覺在第一主成分所呈現的差異是時代不同所導致的對比，故

可將此第一主成分命名為時代性差異。

以下附上第一主成分前後各 15首詩排序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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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第一主成分前 15首詩排序

排名 詩名 作者 詩體 時代 第一主成分

1 長恨歌 白居易 七古 中 3.1283880
2 琵琶行 白居易 七古 中 2.5321073
3 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 李商隱 七律 晚 1.9231508
4 蜀道難 李白 七古 盛 1.7705154
5 將進酒 李白 七古 盛 1.6322277
6 夢遊天姥吟留別 李白 七古 盛 1.5781794
7 燕歌行 高適 七古 盛 1.4624112
8 竹枝詞（楊柳青青） 劉禹錫 七絕 中 1.3776808
9 春望 杜甫 五律 盛 1.3171208
10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岑參 七古 盛 1.3089031
11 使至塞上 王維 五律 盛 1.1624317
12 涼州詞（黃河遠上） 王之渙 七絕 盛 1.0859489
13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杜甫 七律 盛 1.0606595
14 登鸛雀樓 王之渙 五絕 盛 1.0570674
15 山行 杜牧 七絕 晚 1.0472194

表. 4.5. 第一主成分後 15首詩排序

排名 詩名 作者 詩體 時代 第一主成分

100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岑參 七律 盛 -2.2385086
99 長安春望 盧綸 七律 中 -2.1216878
98 九日藍田崔氏莊 杜甫 七律 盛 -1.9764863
97 行經華陰 崔顥 七律 盛 -1.8544412
96 春宮怨 杜荀鶴 五律 晚 -1.6404981
95 長安秋望 趙嘏 七律 晚 -1.6089993
94 歲暮歸南山 孟浩然 五律 盛 -1.5764149
93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司空曙 五律 中 -1.2646284
92 與諸子登峴山 孟浩然 五律 盛 -1.2430792
91 過香積寺 王維 五律 盛 -1.2108974
90 終南別業 王維 五律 盛 -1.1497117
89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杜甫 七古 盛 -1.1286345
88 九日齊山登高 杜牧 七律 晚 -1.1193081
87 望薊門 祖詠 七律 盛 -1.1186295
86 晚次鄂州 盧綸 七律 中 -1.105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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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主成分

根據第一節的結果4，可以發覺第二主成分中的主成分係數也有正有負，第二主成

分呈現了


古代選本 (−.223294)

現代選本 (−.232728)

文史全詩 (−.443463)

與



歷代評點 (0.504910)

論文引用 (0.399596)

文史摘錄 (0.490858)

網路連結總數 (0.209202)

兩組原始變數的

對比。

在係數上的呈現，若觀察以上兩者，位於左方的文本都是收錄詩文較為完整的作

品，而右方的收錄方式則具有較為片段的性質（點評、摘錄等)，依據各類文本本身的

意義，或可將此主成分視為詩文收錄完整性的差異，亦即在第二主成分上排行靠前者

在各式文本的收集上多較為片段，而在第二主成分排行靠後者，在各式文本收集上多

較為完整。

以下將針對主成分值的排序與主成分係數進行進一步的解釋，由詩文收錄完整性

的角度出發，探討兩組變數呈現兩極對比的情形，探討此分立的合理性，並為此主成

分給出一合理的命名。

(一) 詩文收錄完整性的差異
　

如前所述，此主成分呈現了各式選集收集詩文文本方式的完整與否，若是僅由文本完

整與否為出發點，似乎不易觀察其與詩文流通的關聯，但若由資料本身的特性選集的

編纂目的與讀者需求出發，則本主分所總結的意義將合理不少。

(二) 出版目的和讀者需求上的不同
　

此切入點是來自於各個文本本身的編纂目的，事實上對於一般人而言閱讀整首詩的機

會並不多，反倒是片段的句子和名句較為容易進入一般人的視角，而對於部份的研究

著作而言，也無須將整首詩作引入，更有可能在評論時基於書籍容量的考量而未將詩

作完整錄入5，亦即這個主成分和編纂者要呈現的切入點、態度與動機有關，對詩作的

需求可能為：

片段 • 讀者只想要有一句美好的名言佳句、欣賞片段詩句的美感

4見表 4.3
5附帶一提，本主成分與詩作長度之相關係數為 0.57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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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空間的考量，詩作長度較長，無法完整收入

• 研究之用，對引用名句的需求勝於整首詩的完整收入

完整 • 由頭至尾完整的理解整首詩作的意圖、整首詩的意旨

• 對空間的考量，詩作長度較短，可完整收入

基於主成分係數所呈現的結果，可將之命名為詩文收錄完整性。

以下附上第二主成分前後各 15首詩排序作為參考：

表. 4.6. 第二主成分前 15首詩排序

排名 詩名 作者 詩體 時代 第二主成分

1 長恨歌 白居易 七古 中 3.5911591
2 琵琶行 白居易 七古 中 2.7726496
3 北征 杜甫 五古 盛 2.5178858
4 山石 韓愈 七古 中 2.1375170
5 錦瑟 李商隱 七律 晚 1.7097338
6 羌村三首（崢嶸赤雲西） 杜甫 五古 盛 1.4475133
7 蜀道難 李白 七古 盛 1.3922017
8 蜀相 杜甫 七律 盛 1.1844693
9 登高 杜甫 七律 盛 1.1739883
10 九日齊山登高 杜牧 七律 晚 1.1354542
11 九日藍田崔氏莊 杜甫 七律 盛 1.1177157
12 黃鶴樓 崔顥 七律 盛 1.0267584
13 旅夜書懷 杜甫 五律 盛 0.9510827
14 兵車行 杜甫 七古 盛 0.9103974
15 春宮怨 杜荀鶴 五律 晚 0.90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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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第二主成分後 15首詩排序

排名 詩名 作者 詩體 時代 第二主成分

100 逢入京使 岑參 七絕 盛 -1.8589729
99 從軍行 楊炯 五律 初 -1.8105401
98 竹枝詞（楊柳青青） 劉禹錫 七絕 中 -1.8090617
97 夜上受降城聞笛 李益 七絕 中 -1.6521207
96 野望 王績 五律 初 -1.6269562
95 從軍行（青海長雲） 王昌齡 七絕 盛 -1.4075329
94 燕歌行 高適 七古 盛 -1.3896635
93 滁州西澗 韋應物 七絕 中 -1.3848110
92 芙蓉樓送辛漸 王昌齡 七絕 盛 -1.2781033
91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五律 初 -1.2409502
90 石頭城 劉禹錫 七絕 中 -1.1959334
89 涼州詞（葡萄美酒） 王翰 七絕 盛 -1.1463851
88 泊秦淮 杜牧 七絕 晚 -1.0452370
87 次北固山下 王灣 五律 盛 -1.0317499
86 寒食 韓翃 七絕 中 -1.009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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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因子分析在唐詩排行數據之應用

在本章節中，將實際應用因子分析法至唐詩排行榜所提供的資料1，以探討唐詩流

通的因素。本研究以 SAS進行因子分析，且為了方便比較採主成分法進行因子的抽取，

在轉軸上為了解釋上的便利性選取 Varimax轉軸法進行旋轉2。

第一節 計算流程與統計報表

依照表 4.1與第四章所述之理由，本章節將以相關係數矩陣 R為基礎進行因子分

析3。透過對 R求解，得計算結果如表 5.1與圖 5.1所示。

據表 5.1與圖 5.1所示之結果，與Johnson and Wichern (2007)書中所提及之判斷標

準，取兩個因子進行解釋，表 5.2為特徵向量，表 5.3為其因子負荷與解釋變異。

1見附錄 A表 A.1
2亦曾以 Harris-Kaiser轉軸法進行旋轉，並未得到較易解釋之因子，且因子間相關性僅有 0.2，故後續分析
仍採 Varimax轉軸法進行

3相關係數矩陣 R與第四章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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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相關矩陣的特徵值與累積變異

特徵值 差異 比例 累計

1 2.60389130 1.07869670 0.3720 0.3720

2 1.52519460 0.65037591 0.2179 0.5899

3 0.87481870 0.15363505 0.1250 0.7148

4 0.72118364 0.11725699 0.1030 0.8179

5 0.60392665 0.19846281 0.0863 0.9041

6 0.40546384 0.13994257 0.0579 0.9621

7 0.26552127 0.0379 1.0000

(a) 因子分析陡坡圖 (b) 個別、累計解釋變異比例

圖. 5.1. 陡坡圖與累計解釋變異（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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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相關矩陣的特徵向量

e1 e2

古代選本 -.353847 -.223294

現代選本 0.492736 -.232728

歷代評點 -.220831 0.504910

論文引用 0.422071 0.399596

文史全詩 0.423122 -.443463

文史摘錄 0.145565 0.490858

網路連結總數 0.452627 0.209202

表. 5.3. 因子型式 (Factor Patten)

第一因子 第二因子

現代選本 0.79511 -0.28742

網路連結總數 0.73039 0.25836

文史全詩 0.68277 -0.54767

論文篇數 0.68108 0.49350

古代選本 -0.57099 -0.27577

歷代評點 -0.35635 0.62356

文史摘錄 0.23489 0.60620

解釋變異 2.6038913 1.5251946

表. 5.4. 最終公因子變異數估計值: 總計 = 4.129086

古代選本 現代選本 歷代評點 論文篇數 文史全詩 文史摘錄 網路連結總數

0.40207323 0.71480356 0.51580641 0.70740644 0.76612473 0.42265740 0.6002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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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Varimax旋轉後因子型式 ( Varimax-Rotated Factor Patten)

第一因子 第二因子

論文篇數 0.83886 0.06101

網路連結總數 0.72517 0.27265

文史摘錄 0.57007 -0.31254

古代選本 -0.61443 -0.15670

文史全詩 0.16971 0.85867

現代選本 0.42324 0.73189

歷代評點 0.12890 -0.70654

解釋變異 2.1566091 1.972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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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果分析

一、 第一因子

根據前一節的結果4，可以發覺旋轉後的第一因子呈現了 古代選本 (−0.61443)

與



論文篇數 (0.83886)

網路連結總數 (0.72517)

文史摘錄 (0.57007)

現代選本 (0.42324)

兩組變數的對比。

(一) 係數上的呈現
　

在係數的表現上，可藉由此對比發覺在第一因子前端之詩具有1.研究者眾多 2.易進入

一般民眾視角 3.文學史中摘錄較多 4.古代選本少　幾種特性，但卻不易直接解釋此因

子所隱含之意義，因此在解釋此因子時，可先參考其排序。

(二) 排序上的呈現
　

由排序出發，得知此排序的前 15首詩作展現出和歷史故事的相關性，一如長恨歌、琵

琶行、蜀道難、石壕吏、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春夜喜雨、北征等詩作，背後都有一個

明顯的歷史事件為其背景，此歷史事件即是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這一事件對唐朝來說可謂是十分重大的影響，整個大唐國勢自此由盛轉衰，

再不復以往榮景，而在唐詩創作的觀點上，可說是由盛唐落入中唐而至晚唐的一大轉

折，安史之亂除了國家經歷戰事摧折，家園滿目瘡痍，這類國破家亡的情感與歷史故

事之外，還包含了一個美麗的愛情故事5。

除了這類的故事外，在第一因子前半部的排序上還有大量的杜甫詩作，杜甫的詩作被

稱為詩史6，其中有強烈而且豐富的憂國憂民情感，和歷史有強烈的連結，深刻的刻畫

了唐代歷史的重要事件。總體而言，第一因子的前端和歷史事件的相關性頗高。

4見表 5.5
5指楊貴妃與唐玄宗間，其相關作品繁多
6杜詩善於描寫當時歷史實況，反映唐代由盛轉衰的現況，有「詩史」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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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歷史性推向故事性
　

從另一角度來說，歷史性高，同時也代表了詩作具備相當程度的故事性。

由故事性的角度來看，若是詩作的背後存在一個故事，對現代讀者而言其可觀性更為

強烈。除了故事中美麗的情感、浪漫的情懷能動人心魄外，歷史的沉浸感也是引起讀

者共鳴的重要成分，若是詩作中蘊含著故事、歷史中曾發生過的事件，其足以引起讀

者沉浸其中並想像其中的情景，亦是一種強烈的共鳴。這般具備了故事性共鳴的詩作，

較能進一步引起現代讀者的閱讀興趣。

而若是談論個人一剎那的感動、明悟、閑看花落之類的情感，則現代讀者的共鳴會較

少，若是回到第一主成分中的前理解觀點來說，便是由於生活環境，生命經驗的不同，

導致了現代人對於此類的情懷共鳴不大。

(四) 敘事群和讀者群相互增長
　

由上可知，第一因子的前端如同歷史的共鳴箱，其中是一些可以引起讀者共鳴的詩作，

這些引起他人共鳴的作品也會被寫為其他不同的文類、戲劇、小說等。而在某故事相

關文本眾多等情況下，便產生了一個相關作品的集合，謂之敘事群7，在這樣的情況

下，作品量和類型會相互增長，讀者群讀的不只是詩，還有小說、戲劇，而其他文類

的讀者也會對詩作有所關注，也在無形中推動了詩的傳播與流通，敘事群龐大則讀者

群亦增長，讀者群增長，二次創作增多，則敘事群也隨之增大。

由此反推，古代選本較少的原因則可能是由於距離事件發生的時間尚短，相關作品都

還未產出，所以古代選本所選中的還不會那麼多，但隨著時間流逝，這個故事相關的

二次創作便隨之增長，現在的文本亦由於龐大的敘事群而對這首詩多所關注，敘事群

增長，而越近代的文本亦增長。歷史背景豐富、故事性高、敘事群龐大，也將使論文

篇數和網路連接的數量上升，前者是由於歷史研究，後者和故事性高相關。而這類描

述歷史的作品通常表現形式為長篇的敘事詩，在做文學史相關研究時，可能由於篇幅

所限，無法完全收錄進文學史之中，於是文學史摘錄的數量便跟著提升了。

7由同一事件、故事所展開的，以不同視角、不同主角、不同立場所發展出來的各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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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一因子命名
　

綜合以上四點，詩作背後的歷史是否豐富，影響了後代文本的創作數量，也影響了現

代人是否對此感興趣，所以可將之命名為歷史性強弱。

以下附上第一因子前後各 15首詩排序作為參考：

表. 5.6. 第一因子前 15首詩排序

詩名 作者 詩體 時代 第一因子值

1 長恨歌 白居易 七古 中 4.7059394991
2 琵琶行 白居易 七古 中 3.7226704574
3 蜀道難 李白 七古 盛 2.2510738315
4 北征 杜甫 五古 盛 1.8002119920
5 山石 韓愈 七古 中 1.7625884142
6 錦瑟 李商隱 七律 晚 1.6576145672
7 夢遊天姥吟留別 李白 七古 盛 1.6047372363
8 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 李商隱 七律 晚 1.4788195372
9 登高 杜甫 七律 盛 1.3431300460
10 石壕吏 杜甫 五古 盛 1.2165129123
11 將進酒 李白 七古 盛 1.2085366687
12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杜甫 七律 盛 1.0370952814
13 春夜喜雨 杜甫 五律 盛 0.9703247957
14 兵車行 杜甫 七古 盛 0.9524573381
15 涼州詞（黃河遠上） 王之渙 七絕 盛 0.8977595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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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第一因子後 15首詩排序

排名 詩名 作者 詩體 時代 第一因子值

100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司空曙 五律 中 -1.4552492320
99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岑參 七律 盛 -1.3361798891
98 逢入京使 岑參 七絕 盛 -1.3058898627
97 行經華陰 崔顥 七律 盛 -1.2655876039
96 長安春望 盧綸 七律 中 -1.2650598142
95 歲暮歸南山 孟浩然 五律 盛 -1.2248156664
94 次北固山下 王灣 五律 盛 -1.1899595667
93 和晉陵陸丞相早春遊望 杜審言 五律 初 -1.1619478326
92 野望 王績 五律 初 -1.1484618336
91 寒食 韓翃 七絕 中 -1.1038831339
90 題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五律 盛 -1.0811348579
89 晚次鄂州 盧綸 七律 中 -1.0003301963
88 夜上受降城聞笛 李益 七絕 中 -0.9113436600
87 石頭城 劉禹錫 七絕 中 -0.8853000118
86 從軍行 楊炯 五律 初 -0.883235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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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因子

根據前一節的結果8，可以發覺旋轉後的第二因子呈現了 歷代評點 (−0.70654)

與

 文史全詩 (0.85867)

現代選本 (0.73189)
兩組變數的對比。

(一) 係數上的呈現
　

透過觀察因子負荷的結果可以發覺位於正相關一側的文史全詩、現代選本皆能作為教

學之用，是作為唐詩教材時很重要的一項知識來源，是能用以建構嚴謹詩學知識的文

本，如聲韻學的知識、美學知識、類型學知識、語言學、符號學之類的知識，是一個

專業的學門，這和建構一個賞析是完全不同的類型；而位於另一側的歷代點評則是結

構較為散亂的個人性書寫，著重在「點」，在創作時為近於賞析，較無系統架構，具有

較多的隨機性，是欣賞取向的文本。

(二) 兩方文本的不同之處與排序上的呈現
　

以此角度出發，教材一類所包含的詩作應是較為經典、典範或核心之作，為教授唐詩

所必選的內容，可說是每個詩派或某個詩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以下舉幾首詩作作為

範例：

•《無題》李商隱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這首詩是意識流的書寫，為探討這一門類的典範。

•《竹枝詞》劉禹錫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這首詩是劉禹錫所創作的民謠類型作品，是其傳世名篇。

8見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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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李白《將進酒》、王之渙《登鸛雀樓》等作品，皆是某一門類的經典作品。而位

在排序後半段的詩作具有歷代點評多，而文學史全詩與現代選本少的特性，亦即在詩

作的探討上可視為較不是用於建立詩學知識的作品，較非某門某派或某詩人的代表之

作，不是詩學必教的典範之作。

(三) 第二因子命名
　

由於此因子呈現了詩作在各個詩人或者詩派的經典之作、代表名作，而此作品的代表

性主要由學術領域出發，來論斷一首詩作是否經典，故將其稱為詩學經典性。

以下附上第二因子前後各 15首詩排序作為參考：

表. 5.8. 第二因子前 15首詩排序

排名 詩名 作者 詩體 時代 第二因子值

1 竹枝詞（楊柳青青） 劉禹錫 七絕 中 2.2712143204
2 燕歌行 高適 七古 盛 2.0049014254
3 從軍行 楊炯 五律 初 1.6230885981
4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岑參 七古 盛 1.5969368465
5 從軍行（青海長雲） 王昌齡 七絕 盛 1.5413863854
6 登鸛雀樓 王之渙 五絕 盛 1.4197458186
7 夜上受降城聞笛 李益 七絕 中 1.3923693976
8 山行 杜牧 七絕 晚 1.3619306411
9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五律 初 1.3379889738
10 逢入京使 岑參 七絕 盛 1.3306643724
11 芙蓉樓送辛漸 王昌齡 七絕 盛 1.3294332158
12 春望 杜甫 五律 盛 1.2848115605
13 春曉 孟浩然 五絕 盛 1.2394958793
14 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 李商隱 七律 晚 1.2295265905
15 過故人莊 孟浩然 五律 盛 1.168484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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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第二因子後 15首詩排序

排名 詩名 作者 詩體 時代 第二因子值

100 九日藍田崔氏莊 杜甫 七律 盛 -2.1278694362
99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岑參 七律 盛 -1.8887385590
98 長安春望 盧綸 七律 中 -1.7918214417
97 北征 杜甫 五古 盛 -1.7758487096
96 春宮怨 杜荀鶴 五律 晚 -1.7458896441
95 九日齊山登高 杜牧 七律 晚 -1.5894749888
94 長安秋望 趙嘏 七律 晚 -1.5064190363
93 終南別業 王維 五律 盛 -1.3918265257
92 行經華陰 崔顥 七律 盛 -1.3761724451
91 羌村三首（崢嶸赤雲西） 杜甫 五古 盛 -1.3583409822
90 過香積寺 王維 五律 盛 -1.3175753199
89 山石 韓愈 七古 中 -1.3103535399
88 旅夜書懷 杜甫 五律 盛 -1.2488585516
87 望薊門 祖詠 七律 盛 -1.2297011479
86 獨坐敬亭山 李白 五絕 盛 -1.206300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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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詞嵌入法在唐詩排行數據之應用

在計算出主成分和因子後，由於主成分與因子中似乎有某些指標和詩文文本內容

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為探討此一特性是否為真，可試著應用資料科學領域的詞嵌

入法，計算詩文文本在歐氏空間的向量，以進一步探討詩文之間的相似性，藉此輔助

佐證之前所得結果。

第一節 唐詩 100首向量之建立

由於詩向量之訓練是基於小型的神經網路，在少量文本的情況下無法取得良好成

果，故本文以Gao (2018)所提供的全唐詩詩文為資料來源，進行以下處理：

1.將全唐詩之文本內容進行簡繁轉換、文字編碼、通同字與斷字的資料清理
　

由於網路上所取得之文本常有簡繁轉換、編碼轉換與通同字轉換的問題，這在模型訓

練之過程中，易使模型誤判，故在模型訓練之前，需先對文字內容進行處理，並在此

同時將詩詞內容切斷為單純的一字一詞1，並移除標點符號。

2.以 Gensim套件所提供的詞嵌入模型 Doc2Vec2進行文本向量的訓練
　

Řehůřek and Sojka (2010)對於詞嵌入法提供了一個簡便的套件 (Gensim)的解釋及網址，

本研究之詞嵌入模型主要基於此套件，程式碼附於附錄，隱藏層節點數為 250個。

1在此之前曾以斷詞工具對詩詞內容進行斷詞處理，但由於詩詞本身與現代語法相去甚遠，單字所蘊含之
意義較多，斷詞後所訓練之向量無法取得良好效果，故以斷字進行後續分析

2見Le and Mikolov (2014)為普通詞嵌入的進階版本，可以轉換整篇文章為一向量，其原理與詞嵌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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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前述處理，可以使全唐詩之每一首詩皆轉換為一個與之對應的向量。而在建立

完成每一首詩之向量後，自模型中取出《唐詩排行榜》100首詩對應的向量，以進行後

續分析。

第二節 詩間相似度之計算

一、 以一首詩為基準計算相似度

為衡量兩詩所代表之向量是否相似，在此以餘弦相似度3計算兩向量之夾角大小，

作為詩向量與詩向量之間的相似程度，即詩間相似度。而為了衡量詩間相似度和主成

分值與因子值之排序的相關性，可取每一指標的第一首詩作為基準，計算每一首詩之

相似度，進而衡量此相似度排序是否和原指標排序相關。

以下以第一主成分為例:

以 pi,j 表示第 i個指標中排序第 j 首詩之對應向量，其中 i = 1, 2, . . . , 4，分別對應第

一、第二主成分、第一、第二因子，例如 p1,1 代表第一主成分中，排序最高者長恨歌

對應之向量。若以 p1,1為基準，可計算出向量

Vp1,1 =



cos(p1,1,p1,1)

cos(p1,1,p1,2)

...

cos(p1,1,p1,100)


作為 100 首詩相似度排序, 同理亦可得其餘指標上以第一首詩為基準之

Vp2,1, Vp3,1, Vp4,1。

二、 以多首詩為基準計算加權相似度

由於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與第一因子的前幾首詩相同，為了凸顯各指標間的

差異可多取幾首詩作為基準，分別計算不同基準之相似度，再進一步取加權，作為詩

3在歐氏空間中，兩向量 v1,v2之方向的差異 (夾角 θ大小)可以用餘弦值來衡量，即 cos(θ) =
< v1,v2 >

||v1||||v2||
，

為方便表示，在此以 cos(v1,v2)表示兩向量 v1,v2 間之餘弦相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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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權相似度。

以下說明以第一主成分為例:

如前所示亦可計算以第 i首詩為基準之相似度排序向量 Vp1,i，故以前三首詩作為基

準之加權相似度定為 3Vp1,1 + 2Vp1,2 + Vp1,3，取前四首詩作為基準之加權相似度定為

4Vp1,1 + 3Vp1,2 + 2Vp1,3 + Vp1,4，· · ·，依此類推。

第三節 詞嵌入法與主成分分析法及因子分析法結果之相關

性

在計算出相似度排序後，為進一步研究其相似性排序是否能和原指標的排序

(指前二章所得之主成分與因子之排序，由大到小)有一致性，以 Spearman的秩相關

係數4作為衡量排序相關性的標準，為確認是否存在局部的相關性，分別對各依原指

標排序的前 20首、前 50首、前 100首詩與其相似度做秩相關之計算，所得之結果如下:

表. 6.1. 依原指標排序與取前 5首詩為基準之相似度排序的秩相關

依原指標之排序取前 n首詩

原指標 n = 20 n = 50 n = 100

第一主成分 0.492208* 0.387602** 0.328521**
第二主成分 0.507792* 0.161810 0.099586
第一因子 0.685714** 0.521538** 0.300582**
第二因子 0.511688* 0.295837* 0.349415**

* 表示在 0.05的信心水準下有顯著相關
** 表示在 0.01的信心水準下有高度顯著相關

由表 6.1得知，原指標內的第一主成分、第一因子與第二因子分別對加權相似度有

顯著的相關性，表示這三者在相似性排序上，都和原指標有一致性，唯有第二主成分

不具備顯著的相關性，若是回顧之前在第二主成分的解釋，則可以發覺其主要是和詩

文收錄在各式文本的完整性與否有關（且其與詩文長度之相關係數為 0.573222），和詩

文相似性本身較無關係。

4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常用以計算兩排序指標是否具備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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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一主成分所代表的是時代性差異，亦即當代與古代閱眾所喜好的文本差異，

第一因子代表歷史性強弱，敘事詩一類的作品在內容上偏向淺顯易懂，會有相近的性

質，第二因子所代表的經典性在王宏林 (2012)所言『不同社會都有特定的審美思潮和

意識形態，包括帝王喜好、士人心態和時代風尚，這些均會對唐詩經典的建構產生重

要影響。』亦即詩學經典的建構有部分基於群眾的喜好。這三者都屬於與內容相關的指

標，故這三者能呈現出與相似性的顯著秩相關並不讓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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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依據前幾章所得之結果，我們在唐詩流通傳播上，找出各兩種不同的指標及原因，

如時代性差異指標，其呈現古、今人喜好唐詩之差異，如詩文收錄完整性指標，其呈

現唐詩在各式選集的選擇上受到編纂需求及詩文長度的影響，如歷史性強度因子，其

代表歷史性、故事性因素影響古、今人選讀的唐詩，又或者如詩學經典性因子，其呈

現的唐詩學術性的強度。亦即唐詩流通度可用時代性差異與詩文收錄完整性兩指標來

展現，同時唐詩在流傳散佈上受歷史性強度與詩學經典性的影響。而詞嵌入法如我們

預期的結果，呈現了第一主成分、第一因子與第二因子與其分別對應之詩文相似度排

序具有顯著的一致性。而第二主成份雖與其對應之詩文相似度排序沒有有顯著的一致

性，但由於第二主成份主要與詩文長度有關，故此結果亦與預期相符。

而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在主成分分析或是因素分析所得出之結果都可以發覺所

總結的指標都有兩個且都具有對比的性質，亦即單一指標較無法完整探討唐詩的流通

性。若改由另外一個角度出發或許可以打破一些迷思，亦即在探討唐詩流通或唐詩的

熱門度時，應考慮多個因素的影響，不能簡單地將其組合成單一指標。

而在總結時代性時受限於資料來源與變數特性，在命名時代性時只能粗略的分別

為古今之對比，實際上若能有更細緻的資料進行分析，或許可以建立更精細的結論，

如呈現各朝代的前理解不同（唐代重抒情、宋代重議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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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主成分分析與因子分析這一類降維總結、尋找原因的方式，在應用於唐詩

以探尋其代表意義時，須仰賴對唐詩有深刻認識的專家提供意見，方能尋得其深藏於

數據之下的真義，若無相關背景知識，在實作上可能有一定難度。而在資料的收集上

又是另一困難（尤其是古籍的彙整計量數據），所幸現今新出版的文本、書籍、論文

等，多半會在網路上留下紀錄，可以用相對人工計量容易的方式進行資料收集，而古

籍一類的資料則已有人著手收集，在未來或有機會取得更為全面、更有用的資料進行

分析。若在未來能得到更為全面的資料、更多種類的變數，我們所用之多變量分析的

方法將能得到更進一步的展現，探索更多有趣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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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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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表
.A

.1
.唐
詩
排
行
榜
數
據

排
名

*
詩
名

**
作
者

古
代
選
本

現
代
選
本

歷
代
評
點

論
文
篇
數

全
錄

摘
錄

網
路
連
結

綜
合
指
標

1
黃
鶴
樓

崔
顥

17
24

38
1

5
4

13
56
00

0.
81
53

2
送
元
二
使
安
西

王
維

13
27

21
3

4
4

10
87
00

0.
62
56

3
涼
州
詞
（
黃
河
遠
上
）

王
之
渙

10
28

17
26

6
3

10
10
00

0.
59
24

4
登
鸛
雀
樓

王
之
渙

10
30

15
19

7
1

10
27
00

0.
58
02

5
登
岳
陽
樓

杜
甫

11
26

23
4

2
2

85
70
0

0.
57
78

6
登
柳
州
城
樓

柳
宗
元

9
25

26
3

4
3

12
59
0

0.
57
74

7
臨
洞
庭
湖
贈
張
丞
相

孟
浩
然

12
23

20
1

6
1

63
58
0

0.
57
48

8
題
破
山
寺
後
禪
院

常
建

15
16

19
0

5
2

44
30
0

0.
56
78

9
送
杜
少
府
之
任
蜀
州

王
勃

12
28

13
10

6
1

11
87
00

0.
56
58

10
蜀
道
難

李
白

6
25

23
36

6
3

22
80
00

0.
5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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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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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名

**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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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選
本

現
代
選
本

歷
代
評
點

論
文
篇
數

全
錄

摘
錄

網
路
連
結

綜
合
指
標

11
次
北
固
山
下

王
灣

16
23

13
2

2
1

77
10
0

0.
56
05

12
楓
橋
夜
泊

張
繼

13
27

15
11

1
1

20
37
00

0.
55
51

13
終
南
山

王
維

13
22

18
3

3
2

10
24
00

0.
55
33

14
長
信
秋
詞
（
奉
帚
平
明
）

王
昌
齡

14
16

19
1

3
5

33
10
0

0.
54
72

15
登
高

杜
甫

7
26

25
10

3
3

23
64
00

0.
54
31

16
泊
秦
淮

杜
牧

11
26

15
1

6
2

93
90
0

0.
54
15

17
江
雪

柳
宗
元

7
25

22
6

7
2

15
23
00

0.
53
44

18
西
塞
山
懷
古

劉
禹
錫

5
23

28
3

8
0

30
40
0

0.
52
91

19
烏
衣
巷

劉
禹
錫

11
25

16
1

3
2

82
10
0

0.
51
94

20
滁
州
西
澗

韋
應
物

12
26

10
0

5
2

64
90
0

0.
51
04

21
夜
雨
寄
北

李
商
隱

7
27

20
5

4
2

17
55
00

0.
50
72

22
燕
歌
行

高
適

8
28

12
12

8
0

21
64
00

0.
50
19

23
琵
琶
行

白
居
易

4
22

19
62

4
4

29
00
00

0.
50
19

24
觀
獵

王
維

11
22

18
2

1
2

12
34
00

0.
50
1

25
出
塞

王
昌
齡

8
29

13
3

6
3

13
16
00

0.
49
93

26
過
故
人
莊

孟
浩
然

10
25

11
9

6
2

10
47
00

0.
49
7

27
長
恨
歌

白
居
易

2
22

20
70

4
5

35
70
00

0.
48
97

28
聞
官
軍
收
河
南
河
北

杜
甫

3
28

22
23

5
1

72
50
0

0.
48
88

29
石
壕
吏

杜
甫

7
24

15
31

4
3

88
90
0

0.
48
86

30
早
發
白
帝
城

李
白

5
27

20
10

5
2

14
04
00

0.
48
68

31
靜
夜
思

李
白

9
18

22
7

3
0

22
06
00

0.
48
58

32
咸
陽
城
東
樓

許
渾

9
13

26
1

3
1

15
03
0

0.
47
93

33
山
居
秋
暝

王
維

8
25

15
4

5
2

10
27
00

0.
47
84

34
錦
瑟

李
商
隱

5
18

25
17

4
4

18
69
00

0.
4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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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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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評
點

論
文
篇
數

全
錄

摘
錄

網
路
連
結

綜
合
指
標

35
寒
食

韓
翃

12
20

13
0

3
1

41
00
0

0.
47
48

36
石
頭
城

劉
禹
錫

9
22

16
2

5
0

40
10
0

0.
47
36

37
鹿
柴

王
維

9
21

15
0

6
1

13
00
00

0.
46
77

38
春
江
花
月
夜

張
若
虛

7
23

16
10

5
3

13
58
00

0.
46
76

39
赤
壁

杜
牧

8
24

16
3

3
3

20
01
00

0.
46
64

40
黃
鶴
樓
送
孟
浩
然
之
廣
陵

李
白

8
23

17
3

3
1

13
56
00

0.
46
01

41
旅
夜
書
懷

杜
甫

10
14

20
2

1
4

62
40
0

0.
45
33

42
馬
嵬

李
商
隱

10
15

18
3

3
1

37
60
0

0.
44
99

43
和
晉
陵
陸
丞
相
早
春
遊
望

杜
審
言

11
15

15
1

4
1

40
79

0.
44
88

44
蜀
相

杜
甫

4
23

26
10

0
1

10
84
00

0.
44
72

45
望
薊
門

祖
詠

8
13

26
1

1
1

43
20
0

0.
44
61

46
古
意
呈
補
闕
喬
知
之

沈
佺
期

7
20

19
0

4
2

23
60

0.
44
55

47
獨
坐
敬
亭
山

李
白

9
14

22
0

1
3

68
30
0

0.
44
49

48
九
月
九
日
憶
山
東
兄
弟

王
維

11
16

16
1

1
2

11
87
00

0.
44
38

49
夢
遊
天
姥
吟
留
別

李
白

4
27

13
23

5
4

14
36
00

0.
44

50
隋
宮
（
紫
泉
宮
殿
鎖
煙
霞
）

李
商
隱

6
17

25
0

2
2

28
20
0

0.
43
96

51
奉
和
賈
至
舍
人
早
朝
大
明
宮

岑
參

12
2

27
0

0
0

31
52

0.
43
83

52
春
宮
怨

杜
荀
鶴

10
6

26
0

1
2

1 1
03
0

0.
43
7

53
望
嶽

杜
甫

7
22

17
9

1
3

18
05
00

0.
43
63

54
賦
得
古
原
草
送
別

白
居
易

7
23

16
1

3
2

79
70
0

0.
43
54

55
逢
入
京
使

岑
參

10
20

10
0

6
0

28
10
0

0.
43
54

56
春
望

杜
甫

7
24

12
12

5
0

30
42
00

0.
43
43

57
九
日
齊
山
登
高

杜
牧

8
11

25
1

1
3

27
40
0

0.
43
23

58
閨
怨

王
昌
齡

10
18

11
2

4
4

43
10
0

0.
4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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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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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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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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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本

歷
代
評
點

論
文
篇
數

全
錄

摘
錄

網
路
連
結

綜
合
指
標

59
終
南
別
業

王
維

12
4

21
0

2
3

13
55
00

0.
43
1

60
無
題
（
相
見
時
難
別
亦
難
）

李
商
隱

2
24

18
18

8
1

26
06
00

0.
42
91

61
江
南
春
絕
句

杜
牧

8
22

14
3

1
4

46
50
0

0.
42
54

62
春
曉

孟
浩
然

7
21

13
6

6
0

19
65
00

0.
42
14

63
九
日
藍
田
崔
氏
莊

杜
甫

8
4

32
0

0
0

60
30

0.
42
05

64
商
山
早
行

溫
庭
筠

5
18

22
1

4
1

40
30
0

0.
41
82

65
使
至
塞
上

王
維

6
24

14
0

4
2

33
39
00

0.
41
5

66
夜
上
受
降
城
聞
笛

李
益

7
23

11
2

6
0

21
00
0

0.
41
32

67
丹
青
引
贈
曹
將
軍
霸

杜
甫

7
11

25
2

2
0

15
38
0

0.
41
26

68
長
安
秋
望

趙
嘏

12
7

18
0

0
3

10
32
0

0.
41
18

69
山
行

杜
牧

5
27

10
6

6
2

10
72
00

0.
40
99

70
鳥
鳴
澗

王
維

8
21

12
7

2
2

11
42
00

0.
40
9

71
涼
州
詞
（
葡
萄
美
酒
）

王
翰

9
21

9
2

4
1

85
70
0

0.
40
76

72
山
石

韓
愈

3
24

18
8

1
8

51
10
0

0.
40
43

73
歲
暮
歸
南
山

孟
浩
然

13
6

15
0

1
2

16
38
0

0.
40
31

74
兵
車
行

杜
甫

4
20

18
4

4
5

93
60
0

0.
40
16

75
芙
蓉
樓
送
辛
漸

王
昌
齡

8
22

7
3

6
2

86
60
0

0.
40
16

76
從
軍
行
（
青
海
長
雲
）

王
昌
齡

6
27

7
3

6
2

33
30
0

0.
39
96

77
白
雪
歌
送
武
判
官
歸
京

岑
參

5
28

7
10

6
2

12
27
00

0.
39
86

78
長
安
春
望

盧
綸

11
1

25
0

0
0

15
74
0

0.
39
82

79
晚
次
鄂
州

盧
綸

8
12

20
0

2
0

98
40

0.
39
46

80
野
望

王
績

11
16

5
0

6
2

34
20
0

0.
39
44

81
賈
生

李
商
隱

6
23

11
1

4
3

51
00
0

0.
38
98

82
終
南
望
餘
雪

祖
詠

10
12

14
1

1
3

76
53
0

0.
38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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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篇
數

全
錄

摘
錄

網
路
連
結

綜
合
指
標

83
將
進
酒

李
白

6
21

10
3

6
3

37
70
00

0.
38
7

84
秋
興
八
首
之
一
（
玉
露
凋
傷
）
杜
甫

7
16

14
10

4
0

10
53
00

0.
38
61

85
登
樓

杜
甫

7
9

23
5

1
1

1 1
39
00

0.
38
38

86
月
夜

杜
甫

5
21

16
6

2
1

82
50
0

0.
38
24

87
北
征

杜
甫

3
12

24
13

2
6

13
17
00

0.
37
9

88
過
香
積
寺

王
維

11
7

16
0

0
3

91
90
0

0.
37
84

89
竹
枝
詞
（
楊
柳
青
青
）

劉
禹
錫

3
26

9
7

9
0

95
70
0

0.
37
73

90
從
軍
行

楊
炯

7
21

7
0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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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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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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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登
峴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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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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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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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37
57

92
春
夜
喜
雨

杜
甫

4
22

15
17

1
2

13
95
00

0.
37
52

93
送
魏
萬
之
京

李
頎

8
13

16
0

2
1

18
07
0

0.
37
35

94
早
雁

杜
牧

6
16

15
1

5
0

39
95
0

0.
37
13

95
雁
門
太
守
行

李
賀

4
20

13
10

6
1

52
10
0

0.
37
13

96
行
經
華
陰

崔
顥

10
4

21
0

0
0

77
70

0.
36
89

97
秋
登
宣
城
謝
眺
北
樓

李
白

10
9

14
11

0
1

48
36
0

0.
36
65

98
登
金
陵
鳳
凰
台

李
白

6
12

21
2

1
1

54
20
0

0.
36
61

99
雲
陽
館
與
韓
紳
宿
別

司
空
曙

1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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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0

28
04
0

0.
3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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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羌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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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崢
嶸
赤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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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
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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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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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36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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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詞嵌入法程式碼

自原始檔中讀取詩文

1 # −*− cod ing : u t f −8 −*−

2 impo r t j s o n

3 impo r t numpy as np

4 impo r t pandas as pd

5 f o l d e r = ’D : / Morokei−fo rmove_Vers ion_3 /字元分析 / word / ch i n e s e−

poe t r y−mas t e r / TANG_Doc / j s o n / ’

6 ””” ## 排列各類 i ndex ”””

7 a u t h o r = [ ]

8 t i t l e = [ ]

9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 ]

10 p a r a g r a p h s = [ ]

11 f o r t e x t i n np . a r ange ( 0 , 5 8 ) :

12 wi th open ( f o l d e r + ’ poe t . t a ng . ’+ s t r ( t e x t *1000)+ ’ . j s o n ’ , ’ r ’ ,

encod ing = ’ u t f 8 ’ ) a s j s o n _ f i l e :

13 j s o n _ d a t a = j s o n . l o ad ( j s o n _ f i l e )

14 f o r i t em i n j s o n _ d a t a :

15 a u t h o r = a u t h o r + [ i t em [ ’ a u t h o 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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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 i t l e = t i t l e + [ i t em [ ’ t i t l e ’ ] ]

17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 i t em [ ’ a u t h o r ’ ] + ’ _ ’

+ i t em [ ’ t i t l e ’ ] ]

18 p a r a g r a p h s = p a r a g r a p h s + [ i t em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19 p d _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pd . DataFrame ( [ au t ho r , t i t l e ,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T

20 p d _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columns = [ ’ a u t h o r ’ , ’ t i t l e ’ , ’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21 p d _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t o _ e x c e l ( ’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x l s x ’ )

22 ””” ## 全斷 ”””

23 ou t p u t = open ( ’ TS_ s e g _ a l l _ p a r t . t x t ’ , ’w’ , encod ing = ’ u t f 8 ’ )

24 f o r t e x t i n np . a r ange ( 0 , 5 8 ) :

25 wi th open ( f o l d e r + ’ poe t . t a ng . ’+ s t r ( t e x t *1000)+ ’ . j s o n ’ , ’ r ’

, encod ing = ’ u t f 8 ’ ) a s j s o n _ f i l e :

26 j s o n _ d a t a = j s o n . l o ad ( j s o n _ f i l e )

27 f o r i t em i n j s o n _ d a t a : #每一個 d i c t檔

28 p =” ”

29 f o r j i n i t em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 d i c t 裡面的句子

30 f o r k i n j :

31 i f k no t i n ’，。· . ？（《》） 1234567890

/ \ − [ ] {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 ’ :

32 p = p + ” ␣ ” + k

33 ou t p u t . w r i t e ( p + ’ \ n ’ )

34 ou t p u t . c l o s e ( )

自原始檔中讀取唐詩 100首詩文

1 # −*− cod ing : u t f −8 −*−

2 ”””以舊有標題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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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先找完全一樣的 2 .再人工模糊的尋找

4 ”””

5 impo r t j s o n

6 impo r t numpy as np

7 impo r t pandas as pd

8 f o l d e r = ’D : / Morokei−fo rmove_Vers ion_3 /字元分析 / word / ch i n e s e−

poe t r y−mas t e r / TANG_Doc / ’

9 DATAS_OR = pd . r e a d _ e x c e l ( ”D : / Morokei−fo rmove_Vers ion_3 /兩分析結

果 . x l s x ” )

10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pd . r e a d _ e x c e l ( f o l d e r + ’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x l s x ’ )

11 de f s e a r c h ( au t ho r , t i t l e ) :

12 a u t h o r _ = (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 a u t h o r ’ ] == s t r ( a u t h o r ) ) . v a l u e s

13 t i t l e _ = (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 t i t l e ’ ] == s t r ( t i t l e ) ) . v a l u e s

14 mask = np . co lumn_s t ack ( [ au tho r_ , t i t l e _ ] )

15 r e t u r n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mask . a l l ( a x i s =1 ) ]

16 de f s e a r c h2 ( au tho r , t i t l e ) :

17 a u t h o r _ = (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 a u t h o r ’ ] == s t r ( a u t h o r ) ) . v a l u e s

18 t i t l e _ =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 t i t l e ’ ] . s t r . c o n t a i n s ( s t r ( t i t l e ) , na

= F a l s e )

19 mask = np . co lumn_s t ack ( [ au tho r_ , t i t l e _ ] )

20 r e t u r n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mask . a l l ( a x i s =1 ) ]

21 columns = [ ’ i nd ’ , ’ a u t h o r ’ , ’ t i t l e ’ , ’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22 i ndex = np . a r ange ( 0 , 1 00 )

23 p 1 0 0 _ i n _ o n e _ l i n e _ a l l i n f o = pd . DataFrame ( i ndex= index , columns=

columns )

24 count_empty = 0

25 coun t_mu t i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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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f o r i i n r ange ( 0 , 1 0 0 ) :

27 # p r i n t ( i )

28 a u t h o r = DATAS_OR. l o c [ i , ’作者 ’ ]

29 t i t l e = DATAS_OR. l o c [ i , ’詩名 ’ ]

30 i f l e n ( s e a r c h ( au tho r , t i t l e ) ) == 0 :

31 count_empty += 1

32 p 1 0 0 _ i n _ o n e _ l i n e _ a l l i n f o . l o c [ i , [ ’ a u t h o r ’ , ’ t i t l e ’ ] ] =

np . a r r a y ( [ au t ho r , t i t l e ] )

33 e l i f l e n ( s e a r c h ( au t ho r , t i t l e ) ) > 1 :

34 coun t_mu t i += 1

35 p 1 0 0 _ i n _ o n e _ l i n e _ a l l i n f o . l o c [ i , [ ’ a u t h o r ’ , ’ t i t l e ’ ] ] =

np . a r r a y ( [ au t ho r , t i t l e ] )

36 e l s e :

37 p 1 0 0 _ i n _ o n e _ l i n e _ a l l i n f o . l o c [ i ] = np . c o n c a t e n a t e ( ( np .

a r r a y ( s e a r c h ( au tho r , t i t l e ) . i ndex ) , s e a r c h ( au tho r ,

t i t l e ) . v a l u e s [ 0 ] ) )

38 p 1 0 0 _ i n _ o n e _ l i n e _ a l l i n f o [ p 1 0 0 _ i n _ o n e _ l i n e _ a l l i n f o [ ’ i nd ’ ] . i s n u l l

( ) ]

39 p 1 0 0 _ i n _ o n e _ l i n e _ a l l i n f o . t o _ e x c e l ( ’ p 1 0 0 _ i n _ o n e _ l i n e _ a l l i n f o .

x l s x ’ )

資料清理

1 # −*− cod ing : u t f −8 −*−

2 ””” 1 .清理由 j s o n檔直接複製的文檔 2 .順便製造全斷文檔 ”””

3 impo r t pandas as pd

4 impo r t numpy as np

5 f o l d e r = ’D : / Morokei−fo rmove_Vers ion_3 /字元分析 / word / ch i n e s e−

poe t r y−mas t e r / TANG_Do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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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pd . r e a d _ e x c e l ( f o l d e r + ’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x l s x ’ )

7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 [ ]

8 f o r i i n r ange ( l e n (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 :

9 c l e a n _ t e x t = ’ ’

10 f o r i t em i n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l o c [ i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11 i f i t em no t i n ’ \ [ \ ’ , \ ] ，。 ␣ ，。· . ？（《》） 1234567890

/ \ − [ ] { }��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 ’ :

12 c l e a n _ t e x t = c l e a n _ t e x t + s t r ( i t em )

13 e l i f i t em i n ’，。 ’ :

14 c l e a n _ t e x t = c l e a n _ t e x t + ’ ␣ ’

15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 [ c l e a n _ t e x t [0 : −1 ] ]

16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_ a l l p a r t = [ ]

17 f o r i i n r ange ( l e n (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 :

18 c l e a n _ t e x t = ’ ’

19 f o r i t em i n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l o c [ i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20 i f i t em no t i n ’ \ [ \ ’ , \ ] ，。 ␣ ，。· . ？（《》） 1234567890

/ \ − [ ] { }��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０ ’ :

21 c l e a n _ t e x t = c l e a n _ t e x t + s t r ( i t em ) + ’ ␣ ’

22

23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_ a l l p a r t =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_ a l l p a r t + [

c l e a n _ t e x t [0 : −1 ] ]

24 pd . DataFrame (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 columns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 t o _ e x c e l ( ’

T a n g f u l l _ i n _ o n e _ l i n e . x l s x ’ )

25 pd . DataFrame (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_ a l l p a r t , columns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

t o _ e x c e l ( ’ TS _ s e g _ a l l _ p a r t . x l s x ’ )

資料清理 2

1 # −*− cod ing : u t f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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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mpo r t pandas as pd

3 impo r t numpy as np

4 f o l d e r = ’D : / Morokei−fo rmove_Vers ion_3 /字元分析 / word / ch i n e s e−

poe t r y−mas t e r / TANG_Doc / ’

5 TS_seg_ i n_one_ l i n e = pd . r e a d _ e x c e l ( f o l d e r + ’ word2vec / poem /

TS_s eg_ i n_one_ l i n e . x l s x ’ )

6 TS_ s e g _ a l l p a r t = pd . r e a d _ e x c e l ( f o l d e r + ’ word2vec / poem /

TS_ s e g _ a l l _ p a r t . x l s x ’ )

7 p 1 0 0 _ a l l _ i n f o = pd . r e a d _ e x c e l ( ’ p 1 0 0 _ i n _ o n e _ l i n e _ a l l i n f o .

x l s x ’ )

8 ””” 100首詩 ,乾淨文檔 ”””

9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 [ ]

10 f o r i i n r ange ( 1 0 0 ) :

11 c l e a n _ t e x t = ’ ’

12 f o r i t em i n p 1 0 0 _ a l l _ i n f o . l o c [ i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13 i f i t em no t i n ’ \ [ \ ’ , \ ] ，。 ␣ ’ :

14 c l e a n _ t e x t = c l e a n _ t e x t + s t r ( i t em )

15 e l i f i t em i n ’，。 ’ :

16 c l e a n _ t e x t = c l e a n _ t e x t + ’ ␣ ’

17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 [ c l e a n _ t e x t [0 : −1 ] ]

18 ””” 100首詩 ,全斷文檔 (兩種方式 ) ”””

19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_ a l l p a r t = [ ]

20 f o r i i n r ange ( 1 0 0 ) :

21 c l e a n _ t e x t = ’ ’

22 f o r i t em i n p 1 0 0 _ a l l _ i n f o . l o c [ i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23 i f i t em no t i n ’ \ [ \ ’ , \ ] ，。 ␣ ’ :

24 c l e a n _ t e x t = c l e a n _ t e x t + s t r ( i t em ) + ’ ␣ ’

25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_ a l l p a r t =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_ a l l p a r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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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 e a n _ t e x t [0 : −1 ] ]

26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_ a l l p a r t 2 = [ ]

27 f o r i nd i n p 1 0 0 _ a l l _ i n f o [ ’ i nd ’ ] :

28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_ a l l p a r t 2 =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_ a l l p a r t 2 + [

TS _ s e g _ a l l p a r t . l o c [ ind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29 pd . DataFrame ( np . c o n c a t e n a t e ( ( np . a r r a y (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 . r e s h a p e

( 1 0 0 , 1 ) , np . a r r a y ( c l e a n _ t e x t _ l i s t _ a l l p a r t 2 ) . r e s h a p e ( 1 0 0 , 1 ) ) ,

a x i s = 1 ) , columns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p a r a g r a p h s _ a l l p a r t ’ ] ) .

t o _ e x c e l ( ’ p100_poem . x l s x ’ )

建立向量

1 impo r t t ime

2 impo r t c o l l e c t i o n s

3 impo r t pandas as pd

4 impo r t numpy as np

5 from gensim . models impo r t doc2vec

6 from gensim . models impo r t word2vec

7 from gensim impo r t models

8 impo r t l o gg i n g

9 impo r t random

10 impo r t m a t p l o t l i b . p y p l o t a s p l t

11 f o l d e r = ’ d r i v e / Colab_Notebooks / mee t ing / Tang_Doc / ’

12 TS_ s e g _ a l l _ p a r t = pd . r e a d _ e x c e l ( f o l d e r + ’ word2vec / poem /

TS_ s e g _ a l l _ p a r t . x l s x ’ )

13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pd . r e a d _ e x c e l ( f o l d e r + ’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x l s x ’ )

14 TS_seg = TS_ s e g _ a l l _ p a r t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v a l u e s

15 p r e _ r e s u l t = pd . r e a d _ e x c e l ( ’ d r i v e / Colab_Notebooks / mee t ing /兩分

析結果 . x l s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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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p 1 0 0 _ a l l i n f o = pd . r e a d _ e x c e l ( f o l d e r + ’ p 1 0 0 _ l a b e l _ a l l i n f o . x l s x ’

)

17 # l a b e l d a t a

18 Labe l edSen t en c e = doc2vec . TaggedDocument

19 l a b e l i z e d _ d a t a = [ ]

20 f o r i nd i n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i ndex :

21 l a b e l = i nd

22 i f t y p e ( TS_ s e g _ a l l _ p a r t . l o c [ ind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 f l o a t :

23 # gensim . models . doc2vec . TaggedDocument ( gensim . u t i l s .

s imp l e _ p r e p r o c e s s ( l i n e ) , [ i ] )

24 l a b e l i z e d _ d a t a . append ( Labe l edSen t en c e ( TS_ s e g _ a l l _ p a r t .

l o c [ ind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s p l i t ( ) , [ l a b e l ] ) )

25 e l s e :

26 l a b e l i z e d _ d a t a . append ( Labe l edSen t en c e ( s t r (

TS _ s e g _ a l l _ p a r t . l o c [ ind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 [ l a b e l ] ) )

27 ###

28 t e x t _ d a t a = [ ]

29 f o r i nd i n a u t h o r _ t i t l e . i ndex :

30 i f t y p e ( TS_ s e g _ a l l _ p a r t . l o c [ ind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 f l o a t :

31 t e x t _ d a t a . append ( TS_ s e g _ a l l _ p a r t . l o c [ ind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s p l i t ( ) )

32 e l s e :

33 t e x t _ d a t a . append ( s t r ( TS _ s e g _ a l l _ p a r t . l o c [ ind , ’

p a r a g r a p h s ’ ] ) )

34 p100_ t e x t = [ ]

35 f o r i i n r ange ( 1 0 0 ) :

36 p100_ t e x t . append ( np . a r r a y ( t e x t _ d a t a ) [ p 1 0 0 _ a l l i n f o [ ’ i nd ’ ] ] [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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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n = 250

38 i t = 30

39 model = doc2vec . Doc2Vec ( v e c t o r _ s i z e =n , min_count =0 , epochs= i t )

40 model . b u i l d _voc ab ( l a b e l i z e d _ d a t a )

41 model . t r a i n ( l a b e l i z e d _ d a t a , t o t a l _ e x amp l e s =model . co rpu s_coun t ,

epochs=model . epochs )

42 ##取出 100首詩之向量

43 p100_docvec = model . docvecs . v e c t o r s _ d o c s [ p 1 0 0 _ a l l i n f o [ ’ i nd ’ ] ]

44 from openpyx l impo r t load_workbook

45 book = load_workbook ( f o l d e r + ’ p100_doc_ve c_ f i n a l . x l s x ’ )

46 w r i t e r = pd . Ex c e lWr i t e r ( f o l d e r + ’ p100_doc_ve c_ f i n a l . x l s x ’ ,

e ng i n e = ’ openpyx l ’ )

47 w r i t e r . book = book

48 p100_docvec . t o _ e x c e l ( w r i t e r , shee t_name = ’ p100_docvec ’ )

49 w r i t e r . s ave ( )

50 w r i t e r . c l o s e ( )

計算相似度

1 from gensim . models impo r t doc2vec

2 from gensim . models impo r t word2vec

3 from gensim impo r t models

4 impo r t t ime

5 impo r t c o l l e c t i o n s

6 impo r t pandas as pd

7 impo r t numpy as np

8 impo r t l o gg i n g

9 impo r t random

10 impo r t m a t p l o t l i b . p y p l o t a s p l t

61

DOI:10.6814/THE.NCCU.MATH.003.2018.B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 f o l d e r = ’ d r i v e / Colab_Notebooks / mee t ing / Tang_Doc / ’

12 p 1 0 0 _ a l l i n f o = pd . r e a d _ e x c e l ( f o l d e r + ’ p 1 0 0 _ l a b e l _ a l l i n f o . x l s x ’

)

13 p r e _ r e s u l t = pd . r e a d _ e x c e l ( ’ d r i v e / Colab_Notebooks / mee t ing /兩分

析結果 2 . x l s x ’ )

14 p100_docvec_250_55 = pd . r e a d _ e x c e l ( f o l d e r + ’ p100_doc_ve c_ f i n a l

. x l s x ’ , shee t_name = ’ p100_docvec ’ )

15 ma thodo f co r r = ’ spearman ’

16 t oken = 15

17 beg in = 0

18 end = 21

19 # ’ p c_ s c o r e s 1 ’

20 sim = np . z e r o s ( 100 )

21 choose = token

22 f o r i nd i n p r e _ r e s u l t . s o r t _ v a l u e s ( ’ p c _ s c o r e s 1 ’ , a s c e nd i ng = F a l s e

) . head ( t oken ) . i ndex :

23 dev = choose

24 sim = sim + model . wv . c o s i n e _ s i m i l a r i t i e s ( np . a r r a y (

p100_docvec_250_55 . l o c [ ind , : ] ) , np . a r r a y (

p100_docvec_250_55 ) ) * dev

25 choose = choose−1

26 pd . c on c a t ( [ p r e _ r e s u l t . l o c [ : , [ ’ p c _ s c o r e s 1 ’ , ’ p c _ s c o r e s 2 ’ , ’

f a _va r imaxT_s co r e s 1 ’ , ’ f a _va r imaxT_s co r e s 2 ’ , ’綜合指標 ’ ] ] ,

27 pd . DataFrame ( sim ) ] ,

28 a x i s = 1 ) . s o r t _ v a l u e s ( ’ p c _ s c o r e s 1 ’ , a s c e nd i ng = F a l s e ) .

i l o c [ beg in : end , : ] . c o r r ( method=ma thodo f co r r ) . l o c

[ : , 0 ]

29 # ’ p c_ s c o r e s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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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sim = np . z e r o s ( 100 )

31 choose = token

32 f o r i nd i n p r e _ r e s u l t . s o r t _ v a l u e s ( ’ p c _ s c o r e s 2 ’ , a s c e nd i ng = F a l s e

) . head ( t oken ) . i ndex :

33 dev = choose

34 sim = sim + model . wv . c o s i n e _ s i m i l a r i t i e s ( np . a r r a y (

p100_docvec_250_55 . l o c [ ind , : ] ) , np . a r r a y (

p100_docvec_250_55 ) ) * dev

35 choose = choose−1

36 pd . c on c a t ( [ p r e _ r e s u l t . l o c [ : , [ ’ p c _ s c o r e s 1 ’ , ’ p c _ s c o r e s 2 ’ , ’

f a _va r imaxT_s co r e s 1 ’ , ’ f a _va r imaxT_s co r e s 2 ’ , ’綜合指標 ’ ] ] ,

37 pd . DataFrame ( sim ) ] ,

38 a x i s = 1 ) . s o r t _ v a l u e s ( ’ p c _ s c o r e s 2 ’ , a s c e nd i ng = F a l s e ) .

i l o c [ beg in : end , : ] . c o r r ( method=ma thodo f co r r ) . l o c

[ : , 0 ]

39 # ’ f a _va r imaxT_s co r e s 1 ’

40 sim = np . z e r o s ( 100 )

41 choose = token

42 f o r i nd i n p r e _ r e s u l t . s o r t _ v a l u e s ( ’ f a _va r imaxT_s co r e s 1 ’ ,

a s c e nd i ng = F a l s e ) . head ( t oken ) . i ndex :

43 dev = choose

44 sim = sim + model . wv . c o s i n e _ s i m i l a r i t i e s ( np . a r r a y (

p100_docvec_250_55 . l o c [ ind , : ] ) , np . a r r a y (

p100_docvec_250_55 ) ) * dev

45 choose = choose−1

46 pd . c on c a t ( [ p r e _ r e s u l t . l o c [ : , [ ’ p c _ s c o r e s 1 ’ , ’ p c _ s c o r e s 2 ’ , ’

f a _va r imaxT_s co r e s 1 ’ , ’ f a _va r imaxT_s co r e s 2 ’ , ’綜合指標 ’ ] ] ,

47 pd . DataFrame ( si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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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a x i s = 1 ) . s o r t _ v a l u e s ( ’ f a _va r imaxT_s co r e s 1 ’ , a s c e nd i ng

= F a l s e ) . i l o c [ beg in : end , : ] . c o r r ( method=ma thodo f co r r

) . l o c [ : , 0 ]

49 # ’ f a _va r imaxT_s co r e s 2 ’

50 sim = np . z e r o s ( 100 )

51 choose = token

52 f o r i nd i n p r e _ r e s u l t . s o r t _ v a l u e s ( ’ f a _va r imaxT_s co r e s 2 ’ ,

a s c e nd i ng = F a l s e ) . head ( t oken ) . i ndex :

53 dev = choose

54 sim = sim + model . wv . c o s i n e _ s i m i l a r i t i e s ( np . a r r a y (

p100_docvec_250_55 . l o c [ ind , : ] ) , np . a r r a y (

p100_docvec_250_55 ) ) * dev

55 choose = choose−1

56 pd . c on c a t ( [ p r e _ r e s u l t . l o c [ : , [ ’ p c _ s c o r e s 1 ’ , ’ p c _ s c o r e s 2 ’ , ’

f a _va r imaxT_s co r e s 1 ’ , ’ f a _va r imaxT_s co r e s 2 ’ , ’綜合指標 ’ ] ] ,

57 pd . DataFrame ( sim ) ] ,

58 a x i s = 1 ) . s o r t _ v a l u e s ( ’ f a _va r imaxT_s co r e s 2 ’ , a s c e nd i ng

= F a l s e ) . i l o c [ beg in : end , : ] . c o r r ( method=ma thodo f co r r

) . l o c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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