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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唐詩在流通上的原因, 期望能為唐詩詩學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本文以 《唐

詩排行榜》 一書所建立的 100 首詩作之資料作為出發點, 並以因子分析為主要的分析方法, 萃

取出唐詩在流傳上的因素, 探討古人與今人在詩作閱覽偏好上的差異, 並進一步利用詞嵌入法

探討詩作在因子分析結果上之排序是否與在詩作間相似度上之排序一致。 經過對唐詩排行榜數

據的研究, 本文根據因子分析之結果, 總結出兩個影響唐詩流通的原因: 歷史性強度與詩學經典

性, 其中歷史性強度所代表的是 「古今閱眾在詩作內容的喜好上, 深受詩作內容的歷史背景所

影響」; 而詩學經典性則顯示 「從詩學學術領域的角度出發, 可區分詩作是否為一派之經典」。 利

用詞嵌入法進行詩作的相似性研究, 我們發現詩作依第一因子 「歷史性強度」 以及第二因子 「詩

學經典性」 之排序結果, 都與依據詩作間相似度之排序結果有顯著甚至高度顯著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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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唐詩者, 唐一代之文學也, 自初唐以來, 各式詩作在這個詩歌蔚為大成的朝代中流轉, 在短

短的 289 年間, 單以 《全唐詩》 所載來說, 便產生了足足有五萬首之多的詩作, 大量的作品或直

接或間接影響了後世的所有詩歌創作。 直至今日,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仍有許多層面受唐詩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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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潮加入唐詩的研究中, 這領域也隨之蓬勃發展。 而王兆鵬 、

張靜 、邵大為及唐元 (2011) 於 《唐詩排行榜》 一書所提出的影響力公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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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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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可以發現什麼指標或因

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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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指標的建構上, 進入了單變量統計領域。 然 《唐詩排行榜》 書中影響力公式之建構是基於

作者團隊的專業, 而且權重的選擇屬主觀評定的賦權方式, 我們不禁好奇是否能經由多變量統

計分析方法的角度進行數據的客觀解釋, 藉此發掘出影響唐詩流通度的原因為何? 而這些原因

又是否和詩作內容有某種程度的相關?

本文根據 《唐詩排行榜》 一書所提供排名前一百之詩作的資料來做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先

利用維度縮減的多變量統計方法來解釋資料差異的可能原因, 即嘗試利用因子分析研究在背後

影響唐詩流通的原因; 再應用詞嵌入法探討詩作在各因子之排序上與在詩作間相似度之排序上

是否一致, 以期獲得另一種客觀的視角以為參考。

2. 文獻回顧

2.1 《唐詩排行榜》 之簡介

《唐詩排行榜》 成書於 2011 年, 旨在利用所收集的資料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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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這些數據建立一條公式並給定權重, 給出一個較為客

觀的指標來定義詩作熱門程度 (流通廣泛程度) 之高低, 評比哪一首唐詩最為熱門。 在成書的過

程中, 此書針對諸多著名的唐詩收集了七個面向的數據, 雖說排序結果曾引發爭議, 但在唐詩研

究上可說首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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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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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理解為受到關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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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書中作者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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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收集不同種類的選集 、評論作為數據獲得之來源 (其中由於類型 (3)的數據難以客觀計量, 故

並未收集)。

由於本文在研究過程中使用到了 《唐詩排行榜》 中所載之數據, 故以下先簡介該書中七個

變數 (分別以數學符號 X1, X2, . . . , X7 來表示) 的意義, 以便作為後續分析之用:

X1 (古代選本選錄數): 古代選本選錄數指的是唐詩成詩之後至民國之前, 被各個朝代的詩選

選輯者選中, 進而被收錄的數量。 《唐詩排行榜》 依據年代不同挑選了 31 本詩選作為計量依據,

共有唐人選唐詩 4 本 、宋金元人選唐詩 5 本 、明人選唐詩 11 本 、清人選唐詩 11 本, 某詩作

如被幾個選本選錄便計為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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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在本變數上計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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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選本選錄數指的是由作者群挑選共計 37 種影響力較大的近代 (民

國初年以後) 唐詩選本作為計量基準, 統計其中各詩篇出現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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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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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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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只紀錄數量, 以此作為古人中評論

型讀者對某詩的關注程度。

X4 (論文引用數): 《唐詩排行榜》 依王兆鵬 《 20 世紀唐五代文學研究論著目錄檢索系統與定

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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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變數代

表了在現代詩學研究中, 研究型讀者針對某首詩作的關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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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 (文學史全詩選錄數): 作者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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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了在現代的研究者中的關注程度。

X6 (文學史摘錄數): 同文學史全詩選錄數, 但僅計算各個詩作在文學史中被摘句介紹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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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書所指的網路

連結總數乃是此書的研究團隊在三個不同時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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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結數加總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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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中並未使用此變數作為計算依據」。

2.3 影響力公式

根據 《唐詩排行榜》 作者群對於唐詩的理解與研究, 他們於書中以主觀賦權的專家評判法

總結出一套加權公式, 用以計算唐詩的熱門程度, 此即唐詩影響力公式, 式中各變數之權重如

表 1 所示:

表 1: 影響力公式中變數權重表。

資料來源 變數名稱 權重

選本
X1 (古代選本選錄數) 30%
X2 (現代選本選錄數) 20%

歷代評點 X3 (歷代評點選錄數) 30%
論文引用 X4 (論文引用數) 10%

文學史
X5 (文學史全詩選錄數) 7%
X6 (文學史摘錄數) 3%

網路連結數 X7 (網路連結總數) 0%

此外, 該書也對資料內容進行預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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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k 代表第 k 首詩在第 i 個變數 (即 Xi) 的觀察值。

據此, 該書作者群提出第 k 首詩的綜合指標 (zk) 公式, 亦即第 k 首詩的名篇指數或影響

力, 如下所列:

zk = (y1k)30% + (y2k)20% + (y3k)30% + (y4k)10% + (y5k)7% + (y6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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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綜合指標, 《唐詩排行榜》 列出排名前一百之詩作的影響力排序, 藉此反映排行榜

內相關詩作的受關注度高低和影響力大小。 這 100首詩作的原始資料及其影響力排序可見附錄

一或網址

https://www.itsfun.com.tw/wiki-7091086-3318856

而各變數的敘述統計量如表 2。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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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 X2 X3 X4 X5 X6 X7

平均數 8.29 19.33 17.35 6.53 3.52 1.95 97072.61
標準差 3.12 7.00 5.86 11.06 2.29 1.53 814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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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為節省空間, 將古代選本選錄數縮寫為古代選本, 將現代選本選錄數縮寫為現代選本, 其餘
依此類推。

3. 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兩種降維方法, 分別為多變量統計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中的因子分析

法 (factor analysis) 以及自然語言處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中的詞嵌入法 (word

embedding method)。

3.1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 亦名因素分析, 在資料分析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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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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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去尋找某些無法從原始變數中直接觀察得到, 但卻影響了變數變化的 「潛在原因」。

以下為因子分析模型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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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X1, X2, . . . , Xp 分別表示 p 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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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F1 + `12F2 + · · ·+ `1mFm + ε1

X2 − µ2 = `21F1 + `22F2 + · · ·+ `2mFm + ε2
...

Xp − µp = `p1F1 + `p2F2 + · · ·+ `pmFm + εp,

或以矩陣表之:

X(p×1) − µ(p×1) = L(p×m)F (m×1) + ε(p×1),

其中 `ij 表示第 j 因子在第 i 個變數上的係數, 通稱因子負載 (factor loading), Fj 表示第

j 個共同原因, 稱之為公因子 (common factor) 或潛在因子 (latent factor), εi 表示第 i 個

變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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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模型可知, 因子分析所求得的共同因子可以用來解釋變數變化的

原因。 有關因子分析更進一步的細節, 可參考 (Johnson and Wichern, 200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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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分析而建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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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hot encoding (對單一字詞給予一個

維度為字量總數的標準基底), 採用此編碼方式轉化為向量時, 由於文字量通常十分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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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 Corrado and Dean (2013) 提出 word2vec。 word2vec

是以類神經網路 (或稱機器學習) 方法將原屬於名目尺度的字詞轉換成 「空間向量」 的形式, 目

的是將字詞間在語義上的關聯度予以量化, 也就是任意兩字詞間語義的關聯程度可以用其所對

應之兩向量間的餘弦值來代表, 此值範圍為 0− 1 之間, 值越大代表兩個字詞間的關聯度越高。

欲進一步了解詞嵌入法之內容, 可參考網址

http://cpmarkchang.logdown.com/posts/773062-neural-network

所舉之例子, 以及介紹如何將高維度向量轉換為低維度向量的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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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子分析在唐詩排行榜數據之應用

在本章節中, 將應用因子分析法於 《唐詩排行榜》書中排名前 100 之詩作在X1, X2 . . . , X7

等七個變數所收集的原始資料上, 以探討影響唐詩流通度的因素。 本研究以 SAS 進行因子分

析, 並採用主成分法進行因子的抽取, 而為了解釋上的便利性, 在轉軸上選取 Varimax 轉軸法

進行旋轉 (本文作者們亦曾以 Harris-Kaiser 轉軸法進行旋轉, 並未得到較易解釋之因子, 且因

子間之相關性僅有 0.2)。

4.1 計算流程與統計報表

本節將以相關係數矩陣 R 為基礎進行因子分析。 據表 3 所示之結果以及 Johnson and

Wichern (2007) 書中所建議之判斷標準, 我們取兩個因子進行解釋, 表 4 為其特徵向量, 表 5

為其因子負載 (factor loadings) 以及公因子變異數 (communality)。

表 3: 相關矩陣的特徵值與累積變異。

特徵值 前後值差 變異比例 累計變異比例

1 2.60 1.07 0.37 0.37
2 1.53 0.66 0.22 0.59
3 0.87 0.15 0.12 0.71
4 0.72 0.12 0.10 0.81
5 0.60 0.19 0.09 0.90
6 0.41 0.14 0.06 0.96
7 0.27 0.04 1

表 4: 相關矩陣的特徵向量。

e1 e2

古代選本 −0.35 −0.22

現代選本 0.49 −0.23

歷代評點 −0.22 0.50

論文引用 0.42 0.40

文史全詩 0.42 −0.44

文史摘錄 0.15 0.49

網連總數 0.45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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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因子負載以及公因子變異數。

旋轉前因子負載 Varimax 旋轉後因子負載 公因子變異數

第一因子 第二因子 第一因子 第二因子

古代選本 −0.57 −0.28 −0.61 −0.16 0.40
現代選本 0.80 −0.29 0.42 0.73 0.71
歷代評點 −0.36 0.62 0.13 −0.71 0.52
論文引用 0.68 0.49 0.84 0.06 0.71
文史全詩 0.68 −0.55 0.17 0.86 0.77
文史摘錄 0.23 0.61 0.57 −0.31 0.42
網連總數 0.73 0.26 0.73 0.27 0.60
解釋變異 2.60 1.53 2.16 1.97 4.13

4.2 結果分析

4.2.1 第一因子

根據前一節表 5 的結果, 可看出旋轉後的第一因子呈現了兩組變數的對比, 即

古代選本 (−0.61) 與


論文引用 (0.84)

網連總數 (0.73)

文史摘錄 (0.57)

現代選本 (0.42)

。

i. 因子負載的呈現

從第一因子負載的表現來看, 第一因子與論文引用 、網連總數 、文史摘錄以及現代選本皆呈

現正相關, 而與古代選本呈現負相關。 因此, 通常來說, 排序在第一因子前端之詩作, 其論文引

用 、網連總數 、文史摘錄以及現代選本之數量會較多, 但古代選本會較少。 而論文引用 、網連總

數以及現代選本之數量較多, 其分別代表的含意是, 詩作常被研究著作提及、常有民眾上網搜尋

以及受現代普通讀者關注的程度高。 即, 排序在第一因子前端之詩作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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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選本收錄較少等幾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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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因子排序上的呈現

若實際由第一因子之排序結果來看, 可進一步得知, 前 15首詩作展現出和歷史背景的高度

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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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後都有

一個共同、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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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謂影響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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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亂除了衍

生出許許多多國家經歷戰事摧折 、家園滿目瘡痍諸如此類國破家亡的情感與歷史故事之外, 也

讓楊貴妃與唐玄宗間傳奇 、浪漫 、纏綿 、淒美的愛情故事增添了更多的色彩, 供後人傳誦 、遐想。

此外, 在第一因子排序的前端還出現大量的杜甫詩作, 杜甫的詩作被稱為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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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強烈而且豐富的憂國憂民情感和

歷史牢牢緊密的連結, 深刻的刻畫了唐代歷史的重要事件。 總體而言, 第一因子前端的詩作和歷

史事件的相關性頗高。

iii. 由歷史性推向故事性

從另一角度來說, 詩作內容的歷史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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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可觀性又將更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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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因此當

詩作中蘊含著感人故事或歷史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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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般具備故事性共鳴的詩作, 較能引起現代讀者的閱讀興趣。

反之, 詩作若是只談論個人一剎那的感動、明悟或閑看花落之類的情感, 則較難激起現代讀

者的共鳴。 從時代視域的觀點來說, 便是由於生活環境的不同, 生命經驗的不同, 導致現代人對

於此類情懷的共鳴不大。

iv. 敘事群和讀者群相互增長

由上可知, 第一因子排序前端的某些詩作, 如同歷史的共鳴箱, 極其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

這些引起他人共鳴的作品,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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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眾多的情況下, 便產生了一個相關作品的集合, 謂之敘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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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此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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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 、關注, 無形中

也推動了詩作的傳播與流通。 敘事群龐大, 則讀者群亦增長, 讀者群增長, 將激起二次創作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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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群因而隨之再增大。

歷史背景豐富的詩作容易產生敘事群與讀者群相互增長的現象, 以致對詩作投以關注的人

會越來越多、對詩作之歷史背景有興趣的研究者也會逐日增加, 最終造成現代選本收錄數量以

及論文引用數量的增加。 加上現代的人又容易受故事性高的詩作所吸引, 在網路發達與便利的

今日, 讀者透過網路搜尋 、連接所引起網路連接數量的往上攀升, 更不在話下。 而描述歷史之作

品, 其通常表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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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完整

收錄進文學史之中, 於是文學史摘錄的數量便跟著提升了。 從另一方面來說, 因子排序前端的詩

作在古代選本中收錄較少的原因, 極可能是由於距離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尚短, 相關作品都還

未產出, 所以被古代選本所選中的詩作還不會那麼多。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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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對其感興趣, 所以可將第一因子命名為歷史性強度。 以下附上第一因子排序前端 15 首詩作

以為參考 (見表 6):

表 6: 第一因子排序前端 15 首詩作。

排序 詩名 作者 詩體 時代 第一因子計分

1 長恨歌 白居易 七古 中 4.71
2 琵琶行 白居易 七古 中 3.72
3 蜀道難 李白 七古 盛 2.25
4 北征 杜甫 五古 盛 1.80
5 山石 韓愈 七古 中 1.76
6 錦瑟 李商隱 七律 晚 1.66
7 夢遊天姥吟留別 李白 七古 盛 1.60
8 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 李商隱 七律 晚 1.48
9 登高 杜甫 七律 盛 1.34
10 石壕吏 杜甫 五古 盛 1.22
11 將進酒 李白 七古 盛 1.21
12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杜甫 七律 盛 1.04
13 春夜喜雨 杜甫 五律 盛 0.97
14 兵車行 杜甫 七古 盛 0.95
15 涼州詞 (黃河遠上) 王之渙 七絕 盛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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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第二因子

根據前一節表 5 的結果, 可以看出旋轉後的第二因子也呈現了兩組變數的對比, 即

歷代評點 (−0.71)

文史全詩 (0.86)
現代選本 (0.73)

。

i. 因子負載的呈現

透過觀察因子負載, 可以發覺第二因子與文史全詩 、現代選本皆呈現正相關, 而與歷代評點

呈現負相關。 因此, 一般而言, 排序在第二因子前端的詩作具有文學史全詩與現代選本收錄較

多, 而歷代評點收錄較少的特性。

ii. 文本的性質與因子排序上的呈現

從文本的性質來說, 文學史全詩與現代選本皆能作為唐詩教學之用, 且能用來建構嚴謹的

詩學知識, 如聲韻學的知識 、美學知識 、類型學知識以及語言學、符號學之類的知識; 而歷代評

點則是結構較為散亂的個人性書寫, 著重在 「點」, 在創作時近於賞析, 較無系統架構, 具有較多

的隨機性, 是欣賞取向的文本。 而教材一類的文本通常收錄的是某個詩派或某個著名詩人最具

代表性的作品, 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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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下舉幾首排序在第二因子前端的詩作作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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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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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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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岑參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王昌齡 《從軍行》 、王之渙 《登鸛雀樓》等作品,皆是某

一門類的經典之作。 而位在第二因子排序後端的詩作則具有歷代評點收錄較多, 但文學史全詩

與現代選本收錄較少的特性, 亦即在詩作的探討上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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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不是詩學必教的典範詩作。

iii. 第二因子命名

綜合以上兩點, 可以看出第二因子大約呈現了詩作是否能作為建構詩學的經典作品, 所以

可將第二因子命名為詩學經典性。 以下附上第二因子排序前端 15 首詩作以為參考 (見表 7):

表 7: 第二因子排序前端15首詩作。

排序 詩名 作者 詩體 時代 第二因子計分

1 竹枝詞 (楊柳青青) 劉禹錫 七絕 中 2.27
2 燕歌行 高適 七古 盛 2.00
3 從軍行 楊炯 五律 初 1.62
4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岑參 七古 盛 1.60
5 從軍行 (青海長雲) 王昌齡 七絕 盛 1.54
6 登鸛雀樓 王之渙 五絕 盛 1.42
7 夜上受降城聞笛 李益 七絕 中 1.39
8 山行 杜牧 七絕 晚 1.36
9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五律 初 1.34
10 逢入京使 岑參 七絕 盛 1.33
11 芙蓉樓送辛漸 王昌齡 七絕 盛 1.33
12 春望 杜甫 五律 盛 1.28
13 春曉 孟浩然 五絕 盛 1.24
14 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 李商隱 七律 晚 1.23
15 過故人莊 孟浩然 五律 盛 1.19

4.3 影響力排名 、詩體 、時代與兩個因子的關係

本節我們根據 《唐詩排行榜》 一書所提供的 100 首詩作之影響力排名、詩體以及時代的資

料 (見附錄一), 以第一因子計分為橫座標 、第二因子計分為縱座標, 並以排名、詩體以及時代為

標記, 分別繪製這 100 首詩作的因子計分散布圖 (見附錄二), 進行多面向的觀察、分析 。 第一

個散布圖內的點標記為影響力排名, 第二個散布圖內的點標記代表詩體 (五絕以 1a 顯示, 五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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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b 顯示, 五古以 1c 顯示, 七絕以 2a 顯示, 七律以 2b 顯示, 七古以 2c 顯示), 第三個散布

圖內的點標記代表時代 (初唐以 1 顯示, 盛唐以 2 顯示, 中唐以 3 顯示, 晚唐以 4 顯示) 。

在第一個散布圖中, 並無任何其他有關影響力排名的模式明顯出現, 表示這兩個因子之個

別或整體的排名結果與 《唐詩排行榜》 一書所作的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但有兩個離群值, 即

排名第 23 (白居易−琵琶行) 與第 27 (白居易−長恨歌) 的詩作, 出現在圖的極右側, 表示這兩

首詩作具有高度的歷史性, 此與一般人的理解完全一致。

在第二個散布圖中, 大部分的七古 (2c) 詩作出現在圖的右上方, 表示這些詩作不僅歷史性

強, 也具有很強的經典性; 而大部分的七絕 (2a) 詩作出現在圖的左上方, 表示這些詩作雖然歷

史性不強, 但卻有不弱的經典性。 另外, 大部分的五律 (1b) 詩作出現在圖的左方, 表示這些詩

作的歷史性不強; 且大部分的七律 (2b) 詩作出現在圖的左下方, 表示這些詩作不只歷史性不

強, 經典性也弱。

從詩學的角度來說, 七古 (2c) 詩作的篇幅比較大, 總體字數可以承擔更多敘事的功能, 因

此除了詩體的抒情傳統之外, 加上承載歷史事件的可讀性, 因此兼具歷史性與經典性。七絕 (2a)

詩作則表現了詩的音樂性, 較律詩更容易朗朗上口, 所以有強烈的經典性。 故前述詩體與兩因子

關係之統計分析結果的合理性, 可說是獲得了詩學學理的證實。

至於在第三個散布圖中, 大部分的初唐 (1) 詩作出現在圖的左上方, 同樣表示這些詩作雖

然歷史性不強, 但卻有不弱的經典性。

5. 詞嵌入法在唐詩排行榜數據之應用

本章將以詞嵌入法進行 《唐詩排行榜》 書中 100 首詩作的向量化, 並以某些詩作為基準,

計算這 100 首詩作所對應的加權相似度, 並觀察這 100 首詩作在因子上的排序與在加權相似

度上的排序是否一致。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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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詩作量不足情況下會造成過度配適 (overfit-

ting) 的現象發生, 導致無法獲得良好結果, 故本文以 (Gao, 2018) 所提供的全唐詩詩文(約五

萬首) 為資料來源, 進行向量的訓練, 其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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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將全唐詩詩文內容進行資料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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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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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將詩詞內容切斷為單

純的一字一詞 (在此之前曾以斷詞工具對詩詞內容進行斷詞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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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良好效果, 故以斷字進行後續分

析), 並移除標點符號。

ii. 以詞嵌入模型 Doc2Vec 進行向量的訓練

(Řehåuřek and Sojka, 2010) 對於詞嵌入法提供了一個簡便套件 Gensim, 此套件的詞

嵌入框架 Doc2Vec (可見 Le and Mikolov, 2014) 為普通詞嵌入法的進階版本, 原理與詞嵌

入法相同, 可將整篇文章轉換為一向量, 本研究應用此套件進行詩作向量的訓練, 其中隱藏層節

點數為 250 個。

經前述處理程序, 我們可將全唐詩中之每一首詩皆轉換為一個向量。 而在建立完成每一首

詩之向量後, 取出其中對應 《唐詩排行榜》 書中 100 首詩作的向量, 以進行後續分析。

5.2 詩間相似度之計算

本節先介紹以一首詩作為基準的相似度, 再延伸至以多首詩作為基準的加權相似度。

i. 以一首詩作為基準計算相似度

為衡量兩首詩作所對應之向量是否相似, 在此以兩向量夾角的餘弦作為兩個詩向量之間的

相似程度, 即詩間相似度。 而為了計算詩間相似度排序和因子排序的相關性, 可取第一 (或第

二) 因子排序的第一首詩作為基準, 計算此基準與每一首詩作之間的相似度 (簡稱為該詩作之相

似度), 進而衡量此相似度排序是否和第一 (或第二) 因子排序相關。

ii. 以多首詩作為基準計算加權相似度

為強化各因子之基準詩作的代表性, 我們可選取前幾首詩作 (分別給定不同權重) 為基準,

計算每一首詩作的加權相似度 (在不會混淆時, 仍稱相似度)。 我們用數學公式說明如下:

以 Pi,j 表示第 i 因子中, 排序第 j 首詩作對應之向量, 其中 i = 1, 2 , 例如 P1,1 代表第

一因子中, 排序第一者 「長恨歌」 對應之向量。 則, 以 P1,1 為基準,100 首詩作之相似度向量可

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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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1,1 = (cos(P1,1, P1,1), cos(P1,1, P1,2), . . . , cos(P1,1, P1,100))。

同理, 亦可得以第二因子排序中之第一首詩作為基準的相似度向量 Vp2,1。 故在第一因子

中, 以前二首詩作為基準之加權相似度向量可定義為 2Vp1,1 + 1Vp1,2 , 以前三首詩作為基準之

加權相似度向量可定義為 3Vp1,1 + 2Vp1,2 + 1Vp1,3 , 以前四首詩作為基準之加權相似度向量

可定義為 4Vp1,1 + 3Vp1,2 + 2Vp1,3 + 1Vp1,4 , 而加權相似度向量之分量即為各詩作的加權相

似度, 其餘依此類推。

5.3 因子排序與相似度排序的關係

在計算出 《唐詩排行榜》 書中 100 首詩作之相似度向量後, 為進一步探究相似度排序是否

和因子排序有一致性, 以 Spearman 的秩相關係數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常用以計

算兩項指標排序是否具備一致性) 作為衡量標準; 在此亦分別計算因子排序前 20 首詩作以及

前 50 首詩作與相似度排序之秩相關係數, 來觀察是否存在局部的相關性, 所得之結果如表 8:

表 8: 因子與相似度之秩相關結果(以前五首詩作為基準)。

因子
取因子排序前 n 首詩

n = 20 n = 50 n = 100
第一因子 0.69** 0.52** 0.30**
第二因子 0.51* 0.29* 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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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得知, 不論是在局部或全部的詩作中, 第一因子與加權相似度都有高度顯著的秩相

關; 但在局部的詩作中, 第二因子與加權相似度僅有顯著的秩相關, 而在全部的詩作中, 第二因

子與加權相似度卻有高度顯著的秩相關。 這些結果顯示, 局部或全部的詩作在兩個因子上的排

序都和在加權相似度上的排序是一致的。

這現象可解釋如下: 第一因子代表的是歷史性強度, 而最能反映此特性之敘事詩一類的作

品, 在內容上偏向淺顯易懂且性質較為相近;而第二因子所代表的是詩作經典性, 如王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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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於群眾的喜好。 這兩個

因子都與詩作內容密切相關, 故它們與加權相似度呈現出顯著甚至高度顯著的秩相關並不讓人

意外。

277



TAI-LIN HUANG, CHWAN-CHIN SONG, THOMAS J. JIANG, HAK PING TAM AND
KUEI HUI KAO

6. 結論

根據前幾章之論述結果, 我們在唐詩流通傳播上找到兩個主要原因, 如歷史性強度因子, 其

代表歷史性 、故事性因素影響古、今選讀的唐詩, 又或者如詩學經典性因子, 其呈現唐詩學術性

的典範 、核心或精髓。 亦即唐詩在流傳散布上受歷史性強度與詩學經典性兩因素的影響。 由於

第一因子以及第二因子與詩作性質 、內容有密切關係, 如我們所預期的, 詞嵌入法呈現出詩作在

第一因子以及第二因子上的排序, 都與在詩間相似度上的排序有顯著甚至高度顯著一致性之結

果。

本文在探討唐詩的流通度或唐詩的熱門度時, 所發掘出的原因有兩個, 且都具有對比的性

質。 這結果顯示, 我們應打破一些既有的迷思, 改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 考慮多個因素, 而不是

如 《唐詩排行榜》 一書只是簡單地將幾個變數組合成單一指標。

本文之研究結果和 《唐詩排行榜》 一書的比較之下, 《唐詩排行榜》 一書所呈現的是一種無

方向性的綜合指標, 較難解釋為何某首唐詩有較受歡迎的現象, 而本文所採用的因子分析方法,

不但較為客觀, 而且可以呈現各個方向所代表的意義, 使結果更具解釋意義, 也可讓讀者進一步

的依自己的需求 (讀詩 、研究或歷史探究等) 來選用有興趣的指標, 專注於該指標所代表的意義

上。

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是來自 《唐詩排行榜》 一書所蒐集的數據, 其權威性或仍存疑問, 而且

該書作者群對資料處理的方式也許亦有待商榷之處, 此有待更專業的人士詳細審視, 然而即使

更換其他更詳盡的資料, 本研究所採用之因子分析法與詞嵌入法仍將適用。 此外, 在本研究的延

伸應用上, 若有類似的資料亦可用相同的方式進行分析, 事實上 《唐詩排行榜》 作者群中之一另

有一本性質相似的著作 《宋詞排行榜》 (王兆鵬 、郁玉英 、郭紅欣 (2012)), 書中所用的分析模式

與 《唐詩排行榜》 一書有些類似, 但不完全相同, 或可循本研究之方式, 對宋詞的流通度問題進

行探討 、分析, 以提供大眾在賞析 、研究宋詞時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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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唐詩 100 首資料匯整與因子計分表

排名 詩名 作者 詩體 時代 古代 現代 歷代 論文 文史 文史 網連 綜合 第一 第二

選本 選本 評點 引用 全詩 摘錄 總數 指標 因子 因子

1 黃鶴樓 崔顥 七律 盛 17 24 38 1 5 4 135600 0.8153 0.20247 -1.17161
2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七絕 盛 13 27 21 3 4 4 108700 0.6256 0.13595 -0.08385
3 涼州詞(黃河遠上) 王之渙 七絕 盛 10 28 17 26 6 3 101000 0.5924 0.89776 0.61977
4 登鸛雀樓 王之渙 五絕 盛 10 30 15 19 7 1 102700 0.5802 0.18671 1.41975
5 登岳陽樓 杜甫 五律 盛 11 26 23 4 2 2 85700 0.5778 -0.09512 -0.35568
6 登柳州城樓 柳宗元 七律 中 9 25 26 3 4 3 12590 0.5774 0.01012 -0.41936
7 臨洞庭湖贈張丞相 孟浩然 五律 盛 12 23 20 1 6 1 63580 0.5748 -0.77979 0.64551
8 題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五律 盛 15 16 19 0 5 2 44300 0.5678 -1.08113 0.01114
9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五律 初 12 28 13 10 6 1 118700 0.5658 -0.33743 1.33799
10 蜀道難 李白 七古 盛 6 25 23 36 6 3 228000 0.5635 2.25107 0.07495
11 次北固山下 王灣 五律 盛 16 23 13 2 2 1 77100 0.5605 -1.18996 0.34702
12 楓橋夜泊 張繼 七絕 中 13 27 15 11 1 1 203700 0.5551 0.05105 0.22896
13 終南山 王維 五律 盛 13 22 18 3 3 2 102400 0.5533 -0.46096 0.00105
14 長信秋詞(奉帚平明) 王昌齡 七絕 盛 14 16 19 1 3 5 33100 0.5472 -0.33495 -0.8709
15 登高 杜甫 七律 盛 7 26 25 10 3 3 236400 0.5431 1.34313 -0.40401
16 泊秦淮 杜牧 七絕 晚 11 26 15 1 6 2 93900 0.5415 -0.44325 0.99312
17 江雪 柳宗元 五絕 中 7 25 22 6 7 2 152300 0.5344 0.49848 0.66383
18 西塞山懷古 劉禹錫 七律 中 5 23 28 3 8 0 30400 0.5291 -0.22139 0.61755
19 烏衣巷 劉禹錫 七絕 中 11 25 16 1 3 2 82100 0.5194 -0.43903 0.2874
20 滁州西澗 韋應物 七絕 中 12 26 10 0 5 2 64900 0.5104 -0.80859 1.12946
21 夜雨寄北 李商隱 七絕 晚 7 27 20 5 4 2 175500 0.5072 0.57185 0.33851
22 燕歌行 高適 七古 盛 8 28 12 12 8 0 216400 0.5019 0.22401 2.0049
23 琵琶行 白居易 七古 中 4 22 19 62 4 4 290000 0.5019 3.72267 -0.49079
24 觀獵 王維 五律 盛 11 22 18 2 1 2 123400 0.501 -0.20521 -0.36427
25 出塞 王昌齡 七絕 盛 8 29 13 3 6 3 131600 0.4993 0.26014 1.12767
26 過故人庄 孟浩然 五律 盛 10 25 11 9 6 2 104700 0.497 -0.13785 1.16848
27 長恨歌 白居易 七古 中 2 22 20 70 4 5 357000 0.4897 4.70594 -0.73305
28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杜甫 七律 盛 3 28 22 23 5 1 72500 0.4888 1.0371 0.41495
29 石壕吏 杜甫 五古 盛 7 24 15 31 4 3 88900 0.4886 1.21651 0.13371
30 早發白帝城 李白 七絕 盛 5 27 20 10 5 2 140400 0.4868 0.78612 0.47633
31 靜夜思 李白 五絕 盛 9 18 22 7 3 0 220600 0.4858 0.14174 -0.09737
32 鹹陽城東樓 許渾 七律 晚 9 13 26 1 3 1 15030 0.4793 -0.65707 -0.86079
33 山居秋暝 王維 五律 盛 8 25 15 4 5 2 102700 0.4784 -0.02642 0.73749
34 錦瑟 李商隱 七律 晚 5 18 25 17 4 4 186900 0.476 1.65761 -0.83957
35 寒食 韓翃 七絕 中 12 20 13 0 3 1 41000 0.4748 -1.10388 0.39003
36 石頭城 劉禹錫 七絕 中 9 22 16 2 5 0 40100 0.4736 -0.8853 0.81803
37 鹿柴 王維 五絕 盛 9 21 15 0 6 1 130000 0.4677 -0.44637 0.94167
38 春江花月夜 張若虛 七古 盛 7 23 16 10 5 3 135800 0.4676 0.6249 0.38998
39 赤壁 杜牧 七絕 晚 8 24 16 3 3 3 200100 0.4664 0.57347 0.14065
40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七絕 盛 8 23 17 3 3 1 135600 0.4601 -0.09576 0.30401
41 旅夜書懷 杜甫 五律 盛 10 14 20 2 1 4 62400 0.4533 -0.00683 -1.24886
42 馬嵬 李商隱 七律 晚 10 15 18 3 3 1 37600 0.4499 -0.76906 -0.21725
43 和晉陵陸丞相早春遊望 杜審言 五律 初 11 15 15 1 4 1 4079 0.4488 -1.16195 0.17409
44 蜀相 杜甫 七律 盛 4 23 26 10 0 1 108400 0.4472 0.70322 -0.95629
45 望薊門 祖詠 七律 盛 8 13 26 1 1 1 43200 0.4461 -0.42712 -1.2297
46 古意呈補闕喬知之 沈佺期 七律 初 7 20 19 0 4 2 2360 0.4455 -0.44041 -0.0067
47 獨坐敬亭山 李白 五絕 盛 9 14 22 0 1 3 68300 0.4449 -0.12384 -1.2063
48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王維 七絕 盛 11 16 16 1 1 2 118700 0.4438 -0.4112 -0.5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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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詩名 作者 詩體 時代 古代 現代 歷代 論文 文史 文史 網連 綜合 第一 第二

選本 選本 評點 引用 全詩 摘錄 總數 指標 因子 因子

49 夢遊天姥吟留別 李白 七古 盛 4 27 13 23 5 4 143600 0.44 1.60474 0.54419
50 隋宮(紫泉宮殿鎖煙霞) 李商隱 七律 晚 6 17 25 0 2 2 28200 0.4396 -0.10553 -0.93359
51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岑參 七律 盛 12 2 27 0 0 0 3152 0.4383 -1.33618 -1.88874
52 春宮怨 杜荀鶴 五律 晚 10 6 26 0 1 2 11030 0.437 -0.67478 -1.74589
53 望岳 杜甫 五古 盛 7 22 17 9 1 3 180500 0.4363 0.83013 -0.46692
54 賦得古原草送別 白居易 五律 中 7 23 16 1 3 2 79700 0.4354 -0.11571 0.19218
55 逢入京使 岑參 七絕 盛 10 20 10 0 6 0 28100 0.4354 -1.30589 1.33066
56 春望 杜甫 五律 盛 7 24 12 12 5 0 304200 0.4343 0.64018 1.28481
57 九日齊山登高 杜牧 七律 晚 8 11 25 1 1 3 27400 0.4323 -0.1252 -1.58947
58 閨怨 王昌齡 七絕 盛 10 18 11 2 4 4 43100 0.4323 -0.30296 0.13071
59 終南別業 王維 五律 盛 12 4 21 0 2 3 135500 0.431 -0.3313 -1.39183
60 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 李商隱 七律 晚 2 24 18 18 8 1 260600 0.4291 1.47882 1.22953
61 江南春絕句 杜牧 七絕 晚 8 22 14 3 1 4 46500 0.4254 0.11541 -0.4641
62 春曉 孟浩然 五絕 盛 7 21 13 6 6 0 196500 0.4214 -0.04399 1.2395
63 九日藍田崔氏庄 杜甫 七律 盛 8 4 32 0 0 0 6030 0.4205 -0.79244 -2.12787
64 商山早行 溫庭筠 五律 晚 5 18 22 1 4 1 40300 0.4182 -0.23305 -0.13041
65 使至塞上 王維 五律 盛 6 24 14 0 4 2 333900 0.415 0.89757 0.73877
66 夜上受降城聞笛 李益 七絕 中 7 23 11 2 6 0 21000 0.4132 -0.91134 1.39237
67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杜甫 七古 盛 7 11 25 2 2 0 15380 0.4126 -0.69397 -0.92818
68 長安秋望 趙嘏 七律 晚 12 7 18 0 0 3 10320 0.4118 -0.83516 -1.50642
69 山行 杜牧 七絕 晚 5 27 10 6 6 2 107200 0.4099 0.22249 1.36193
70 鳥鳴澗 王維 五絕 盛 8 21 12 7 2 2 114200 0.409 0.02487 0.15242
71 涼州詞(葡萄美酒) 王翰 七絕 盛 9 21 9 2 4 1 85700 0.4076 -0.68417 0.92255
72 山石 韓愈 七古 中 3 24 18 8 1 8 51100 0.4043 1.76259 -1.31035
73 歲暮歸南山 孟浩然 五律 盛 13 6 15 0 1 2 16380 0.4031 -1.22482 -0.99285
74 兵車行 杜甫 七古 盛 4 20 18 4 4 5 93600 0.4016 0.95246 -0.3883
75 芙蓉樓送辛漸 王昌齡 七絕 盛 8 22 7 3 6 2 86600 0.4016 -0.40529 1.32943
76 從軍行(青海長雲) 王昌齡 七絕 盛 6 27 7 3 6 2 33300 0.3996 -0.35446 1.54139
77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岑參 七古 盛 5 28 7 10 6 2 122700 0.3986 0.36673 1.59694
78 長安春望 盧綸 七律 中 11 1 25 0 0 0 15740 0.3982 -1.26506 -1.79182
79 晚次鄂州 盧綸 七律 中 8 12 20 0 2 0 9840 0.3946 -1.00033 -0.52754
80 野望 王績 五律 初 11 16 5 0 6 2 34200 0.3944 -1.14846 1.15991
81 賈生 李商隱 七絕 晚 6 23 11 1 4 3 51000 0.3898 -0.07526 0.55045
82 終南望餘雪 祖詠 五絕 盛 10 12 14 1 1 3 76530 0.3875 -0.39394 -0.75939
83 將進酒 李白 七古 盛 6 21 10 3 6 3 377000 0.387 1.20854 1.09887
84 秋興八首之一(玉露凋傷) 杜甫 七律 盛 7 16 14 10 4 0 105300 0.3861 -0.28517 0.45435
85 登樓 杜甫 七律 盛 7 9 23 5 1 1 113900 0.3838 -0.05245 -1.20269
86 月夜 杜甫 五律 盛 5 21 16 6 2 1 82500 0.3824 0.03192 0.0293
87 北征 杜甫 五古 盛 3 12 24 13 2 6 131700 0.379 1.80021 -1.77585
88 過香積寺 王維 五律 盛 11 7 16 0 0 3 91900 0.3784 -0.47376 -1.31758
89 竹枝詞(楊柳青青) 劉禹錫 七絕 中 3 26 9 7 9 0 95700 0.3773 -0.11088 2.27121
90 從軍行 楊炯 五律 初 7 21 7 0 7 1 32000 0.377 -0.88324 1.62309
91 與諸子登峴山 孟浩然 五律 盛 10 11 15 0 0 2 21750 0.3757 -0.83617 -0.93696
92 春夜喜雨 杜甫 五律 盛 4 22 15 17 1 2 139500 0.3752 0.97032 -0.24984
93 送魏萬之京 李頎 七律 盛 8 13 16 0 2 1 18070 0.3735 -0.84786 -0.36051
94 早雁 杜牧 七律 晚 6 16 15 1 5 0 39950 0.3713 -0.77244 0.60406
95 雁門太守行 李賀 七古 中 4 20 13 10 6 1 52100 0.3713 -0.00061 0.91403
96 行經華陰 崔顥 七律 盛 10 4 21 0 0 0 7770 0.3689 -1.26559 -1.37617
97 秋登宣城謝眺北樓 李白 五律 盛 10 9 14 11 0 1 48360 0.3665 -0.59517 -0.86755
98 登金陵鳳凰台 李白 七律 盛 6 12 21 2 1 1 54200 0.3661 -0.3153 -0.9348
99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司空曙 五律 中 11 8 13 0 2 0 28040 0.3656 -1.45525 -0.23488
100 羌村三首(崢嶸赤雲西) 杜甫 五古 盛 6 15 16 10 0 5 23980 0.3652 0.63403 -1.3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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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因子計分散布圖

附圖 1: 以排名為標記。

附圖 2: 以詩體為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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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以時代為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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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popularity of a specific collection

of Tang poems and introduce a new quantitative research direction for Tang poetry.

Our approach includes two procedures. We first use factor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data

provided in the book “Ranking of Tang Poems”, which is followed by interpreting the

extracted factors based on literary theory regarding the popularity of Tang poetry.

Then we use word embedding techniques to further justify the suitability of the results

extracted by factor analysis.

After deciding a two factor solution to the factor analysis, we interpret the two

factors that may explain the popularity of Tang poetry to be “history related strength”

and “poetic classicism”. A poem with high “history related strength” makes references

to well-known historical events. “Poetic classicism” indicates that the poem can be

considered as a classic to a certain literary school of thoughts from the academic per-

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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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find that each factor has a significant or highly significant rank correlation with the

textual similarity, which is based on the top five ranking poems of the correspond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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