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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社会发展的主题挖掘与演变分析

　　　———以《左传》为例

■ 何琳　乔粤　刘雪琪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目的／意义］在人文计算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利用文本挖掘技术对《左传》进行聚类计算，为春秋时期社会发展状

况的主题挖掘等定量分析提供参考，同时对典籍文本多维度重组和分析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方法／过程］

采用文本聚类方法对《左传》进行多维度的定量分析，打破《左传》线性的编年体记载顺序，先运用词匹配算法从

《左传》特征词语料中得到各个诸侯国语料，再将ＬＤＡ主题模型先后用于处理《左传》特征词语料和选取的诸侯国

语料，最后结合时间信息进行主题强度计算。［结果／结论］实验结果表明，根据主题－词分布可以挖掘出春秋时

期社会和诸侯国各方面的发展内容，通过主题强度变化曲线可以总结出春秋时期社会和各诸侯国的各方面发展

态势。通过ＬＤＡ主题聚类方法最终展现出了春秋时期整个社会以及不同诸侯国在战争、政治及外交等的发展变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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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左传》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是我国第一部编
年体史书。它以《春秋》的记事为纲，以时间先后为

序，记叙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７２２年），下迄鲁哀
公二十七年（公元前４６７年），共２５５年的历史，记录了
春秋时期１００多个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
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中国先秦历史

和春秋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材料。尽管《左传》

整体以编年记事，但是实际事件与人物的复杂程度和

逻辑关联远远超过了线性的解读能力，普通读者即使

认真地按照文本顺序阅读，也会遇到很大的理解困难

和记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借助计算机对相关信息

进行处理将显著降低阅读的难度，提高信息获取效率

与利用程度［１］。

　　以 ＬＤＡ模型为代表的主题模型是一种广泛应用
于文本分析的聚类方法，本文拟利用主题模型和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对《左传》进行主题聚类，结合时间信息

绘制各主题强度的变化曲线，分析春秋时期战争、政

治、礼仪、外交等方面的发展与变迁。该方法打破《左

传》线性的编年体记载顺序，通过不同的主题维度展现

春秋时期整个社会以及不同诸侯国在战争、政治及外

交等方面的发展变迁，以为春秋时期的主题挖掘等定

量分析提供参考与借鉴。

２　相关研究综述

２．１　文本计算的相关研究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结合计算机技术对大规
模历史文化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已成为人文研究中一种

新的有效方法，通过统计分析从大规模数据中挖掘新

事实、产生新认识［２］，能够发现靠传统文献阅读无法发

现的隐藏在文献中的重要内容。这类研究多采用数据

可视化、词频统计、自动分类聚类和机器学习等计算机

技术对文本进行量化分析手段。如 ＴｅｘｔＡｒｃ文本可视
化分析工具针对单一文本，将目录、概要、叙词表和词

频统计共现结合在一起，从整篇文档和文档中的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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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对全文本进行交互式可视化计算分析，引导读

者揭示新发现［３］。Ｔ．Ｈｏｒｔｏｎ等针对所选择的部分１９
世纪美国小说，先按照高、中、低的情感强度标记小说

中的每一章节，然后利用机器学习测试新的小说文本，

挖掘出代表不同情感强度的具体词汇和情境［４］。Ｆ．
Ｍｏｒｅｔｔｉ在２０１０年建立斯坦福文学实验室，通过自动聚
类和机器学习，从多风格的文学作品中归纳出人无法

总结的文本模式特征，然后对未知样本进行分类实验，

后续研究结合网络分析理论。他们把《哈姆雷特》的

情节用网络关系表达出来，分析人物对白等关系等，以

帮助探究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国家的发展［５］。Ｊ．Ｂ．Ｍｉ
ｃｈｅｌ等选择了５００多万本１８００年至２０００年出版的英
文书籍，通过计算词语的共现频率和统计分析，归纳出

“技术被采纳的速度越来越快”等相关研究结论［６］。

２．２　典籍文本的挖掘研究
　　近年来随着文本计算相关技术的发展，针对中国
典籍进行文本实验的研究也逐渐增多。Ｊ．Ｗ．Ｃｈｅｎ等
学者对《世说新语》进行文本内容分析，使用柱状图、

Ｇｅｐｈｉ网络关系图、ＧＩＳ地理信息图等方法对原书主
题、人物以及包含的地理空间信息进行了挖掘与量化

分析［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东亚研究巨视

显微镜”（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ＥＡＳＭ）项目，
针对《全唐诗》利用主题建模聚类等方法进行处理，提

炼出一套文档内的潜在语义模式，用户可以通过交互

界面分析诗歌主题、内容等［８］。欧阳剑对古籍文本进

行字词的历时词频分布规律可视化分析，以中国史定

量研究为例，对部分中史的经典宏观理论从量化角度

进行了初步验证，例如分析了古籍文本中对武则天的

评价和“重学轻术”思想的影响等［９－１０］。印第安纳大

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合作开发的工具 ＩｎＰｈＯＴｏｐｉｃＥｘ
ｐｌｏｒｅｒ，将概率主题建模应用到其建立的Ｈａｎｄｉａｎ（汉典
古籍）语料库上，用来辅助发现和解释该语料库中的主

题［１１］。Ｒ．Ｎｉｃｈｏｌｓ等对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５００多万
字的语料库进行主题建模，根据文本的相交主题和不

相交主题，解释验证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文本《论

语》《孟子》和《荀子》之间的竞相关系［１２］。

２．３　《左传》文本的相关研究
　　目前针对《左传》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具有人文学
科背景的研究者利用详细阅读等一些人文学科的研究

方法进行研究，主要集中于字句注疏的考证、《左传》

与先秦文献关系及成书时间考证、《左传》内容及思想

等［１３］。《左传》内容及思想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分散，

主要有战争［１４－１５］、礼仪［１６－１７］、人物［１８－１９］、外交［２０－２１］等

方面，呈现出单一线性、不立体的特点，其中《左传》词

汇与句子相关研究也均是大量人工整理所得，这种方

法不利于大规模古籍文本研究。而采用文本计算的方

法对《左传》进行挖掘的研究还比较少，其中许超、陈

小荷提取了《左传》中的人物与事件，使用社会网络分

析软件Ｐａｊｅｋ，建立起春秋时期社会网络，定量地对这
一时期的历史社会网络做了探索性研究，得出了依靠

传统研究方式难以实现的一些结论［２２］。这类定量化

的研究较少的原因在于在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方法处

理古籍文本时，典籍文本自身存在的一些独特属性往

往加大了研究难度。以《左传》为例，一是其原始的段

落划分太过细致，大部分段落文本篇幅过短且语义不

集中；二是中文词语是高度多义的，不同的词性所代表

的含义也是多样的；三是《左传》的编年体记述方式，

只是按照年份顺序记述发生的事件过程，同一年份中

各方面的事件相互掺杂，主题分散。因此，加大了文本

处理与分析技术的难度。

　　综上可知，机器学习等文本分析技术的发展为利
用计算机技术对大规模历史文化资料进行定量分析提

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学者们也成功地将文本分析技

术用于《全唐诗》《汉典》等典籍的挖掘。《左传》是一

本研究春秋时期的重要典籍，长期以来学者们进行了

大量定性的研究和分析。然而《左传》以编年体方式

记载，庞杂的主题、人物、事件交杂在一起，给人工分析

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人文计算研究发展如火如荼的

今天，利用文本分析技术对《左传》进行细粒度的主题

挖掘研究，对于深度挖掘典籍中隐含的知识具有重要

的意义。本文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左传》

文本自身的属性特征，如文本聚类粒度、古文特征词提

取方法和主题挖掘的研究维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

现有的主题挖掘技术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优化。使用经

过优化后的主题建模与主题演化的方法对《左传》文

本进行了多维度的聚类计算分析，研究结果对于典籍

文本多维度重组和分析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研究框架
　　据史学知识所知，春秋时期社会的演变发展主要
围绕在战争、外交、政治和礼仪等几个方面，本文分别

从整个社会及各个诸侯国两个维度出发，首先通过各

自的主题建模得到主题聚类的结果，然后结合时间信

息对主题建模的结果数据做进一步处理，得到主题强

度变化图，通过主题演化研究来挖掘春秋社会２５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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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各时期不同主题的演变态势及发展变迁。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１所示，首先选取古籍《左
传》的初始语料，对其进行数据预处理，然后进行主题

建模预实验以确定聚类粒度即文本单位的长短，加以

整理得到《左传》特征词语料。运用词匹配算法，从

《左传》特征词语料中得到各个诸侯国语料，选取代表

性诸侯国的语料进行下一步处理。将 ＬＤＡ主题模型
先后用于处理《左传》特征词语料和选取的诸侯国语

料，根据所得《左传》主题 －词分布来挖掘出春秋社会
发展的主要方面和内容，在此基础上，根据各诸侯国的

主题－词分布来挖掘它们各方面的发展内容。最后结
合时间信息，对得到的《左传》和各诸侯国的文档 －主
题分布进行主题强度计算，通过得到的主题强度变化

曲线反映出各方面的发展演变状况，总结春秋时期社

会和各诸侯国的各方面的发展态势，最终展现春秋时

期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迁。

图１　春秋时期社会发展主题挖掘及演变研究框架

３．２　关键步骤实现方法
３．２．１　ＬＤＡ主题建模
　　ＬＤＡ（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２３］是 Ｄ．Ｍ．Ｂｌｅｉ
于２００３年提出的三层贝叶斯主题模型，它通过无监督
的学习方法发现语料库中隐含的主题信息，采用词袋

（ｂａｇｏｆｗｏｒｄｓ）的方法将语料库中的每一篇文档视为一
个词频向量，从而将文本信息转化为易于建模的数字

信息。由于ＬＤＡ模型的原理与算法实现较为普遍成
熟，本文在此不做过多的介绍。本文将利用《左传》特

征词语料的主题建模结果之一———主题 －词概率分布
来获取春秋社会发展的主要主题维度和具体内涵。在

此研究基础上，将选择的诸侯国语料进行同样的主题

建模，利用各诸侯国的主题 －词分布来挖掘和定义各
诸侯国的不同主题聚类维度的发展内容。

　　在ＬＤＡ主题建模中，主题数量的选择对于结果分
析非常重要。太少的主题可能会把语义上不相关的内

容合并到所谓的嵌合主题中；太多可能会导致相关内

容分裂成单独的主题，造成主题之间的冗余或不相关

的“垃圾”主题的积累［２４］。主题质量通常由主题中关

键词的语义一致性决定，但主题一致性的评估通常是

研究者解释的产物［２５］。因此，本研究在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调
用第三方的ＬＤＡ库时，对《左传》特征词语料进行了不
同主题数目的若干试验尝试，经过分析最终确定主题

数目为６，迭代次数为１５００，获得最优的主题识别结
果，这些主题提供了“广度”和“深度”的良好平衡，同

时产生了很少的垃圾或嵌合主题。

３．２．２　基于ＬＤＡ的主题演化
　　主题会随着时间进行相应的变化，引入时间因素，
这种变化通常反映在强度、内容两方面，主题强度描述

了一个主题的受关注程度，通常也代表着主题的热门

程度，本文通过观察主题强度随时间的不断变化来掌

握主题演化的方向。在主题演化研究方面，Ｔ．Ｌ．Ｇｒｉｆ
ｆｉｔｈｓ等［２６］在 ２００４年首先提出了后离散分析方法，即
先在整个文档集上用 ＬＤＡ主题模型获取所有的主题，
进而估计出 ＬＤＡ模型的参数，然后将文档离散到相应
的时间片，对于某个主题依次计算它在每个时间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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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从而显示了随时间推移而强度明显上升的热话

题（ｈｏｔｔｏｐｉｃ）和下降的冷话题（ｃｏｌｄｔｏｐｉｃ）。
　　具体步骤为：
　　（１）划分时间片。《左传》以鲁国纪年为顺序，本
文即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将主题建模所得的所有

文档－主题分布均划分成１２个时间片。
　　（２）主题强度计算。主题建模中增量吉布斯抽样
算法依据相应公式获得每个文档中主题的概率分布，

即θ分布（文档 －主题分布），本文根据这个分布利用
崔凯［２７］提到的主题强度衡量方法来计算主题强度，计

算公式为：

ＴＫ＝
∑Ｍ
ｉθｋｉ
Ｍ 公式（１）

　　把文档扩展到文档集，Ｍ为时间片中文档集的总
数目，θｋｉ表示主题ｋ在第ｉ篇文档中出现的概率，ＴＫ为
主题Ｋ在该时间片中的平均概率，即主题 Ｋ的强度
值，通过重复计算可以得到主题Ｋ在１２个时间片中不
同的强度值，每个主题经过上述相同的计算最后可绘

制出所有主题的强度变化曲线图。

　　（３）定量分析。根据主题强度变化曲线图，结合
此前相应的主题 －词分布的语义分析，量化分析每个
主题的演化情况，分析并总结春秋时期整个社会和各

个诸侯国的各方面的发展态势。

３．２．３　特征词抽取
　　特征词的抽取影响 ＬＤＡ主题聚类的效果。根据
此前本节描述的《左传》文本的特点，为了提升主题聚

类的效果，本文的特征词抽取方案如下：

　　（１）构建基础关键词典。本文的训练语料是经过
手工分词得到的《左传》语料，该语料是南京师范大学

陈小荷研究团队的成果，由具有古文知识背景的研究

生手工切分完成。由于已知动词语义表达的重要性，

因此与处理现代汉语语料不同的是，除了保留蕴含语

义最强的名词与形容词，本文还提取了动词作为基础

关键词。

　　（２）去除停用词。为了提高主题学习的质量，需
要过滤一些不能反映文本主题的词语，本文的停用词

表采用的是汉典古籍停用词表［１１］，它是针对中国古籍

文本而由人工制作的，包含１８７个词语。
　　（３）基于 ＴＦＩＤＦ的特征词抽取方法。至此，语料
的无效干扰词还有很多，而特征词的选取可以进一步

删除其中的干扰词以提高 ＬＤＡ模型输入数据的有效
性［２８］。ＴＦＩＤＦ是一种统计方法，用以评估一个词语对
于一个语料库中的其中一份文档的重要程度，ＴＦＩＤＦ

实际上是ＴＦ（词频）ＩＤＦ（逆向文件频率），其具体计
算公式为：

ｗｉ，ｊ＝ｔｆｉ，ｊ×ｌｏｇ
Ｎ
ｄｆ( )
ｉ

公式（２）

　　其中，ｗｉ，ｊ表示词语 ｉ在文档 ｊ中的 ＴＦＩＤＦ值，ｔｆｉ，ｊ
表示词语ｉ出现在文档ｊ中的频率，Ｎ表示语料库中文
档总数，ｄｆｉ表示在整个语料库中包含词语ｉ的文档数。
对经过（１）（２）步处理的《左传》语料进行ＴＦＩＤＦ的计
算，选取ＴＦＩＤＦ值在某一区间中的词汇作为特征词，
最终决定删除 ＴＦＩＤＦ值低于特定阈值２的文本代表
意义不大的无效干扰词，至此得到《左传》特征词语

料。

３．２．４　文本聚类粒度
　　文本聚类粒度即文档长短也是影响 ＬＤＡ模型主
题建模效果的重要因素，短文本代表性词少、文档级的

词共现稀疏的特点使得 ＬＤＡ对于短文本的主题挖掘
不一定能够达到理想效果。

　　因此，我们提出了３种聚类粒度的方案：
　　（１）以《左传》原始段落为聚类单位。根据此前分
析得知《左传》文本的原始段落大都较短，可能并不适

合直接用于ＬＤＡ主题建模。
　　（２）以《左传》年份为聚类单位。例如隐公元年这
一年份的所有文本为一个聚类单元，但这一年份中，存

在军事、政治、外交等多个主题，可能导致聚类结果不

佳。

　　（３）以《左传》年份中每个主题段落为聚类单位。
主题段落是指文本中语义相近的多个原始段落作为一

个聚类单元。本文采用中华书局《左传》（郭丹译文）

中历史学专家划分的主题段落，将其作为文本聚类单

位。

　　经过对３种聚类方案的对比，发现相对于全文文
本和原始段落文本，方案（３）主题段落文本的聚类结
果语义更集中明确，最适用于ＬＤＡ主题建模。
３．２．５　诸侯国语料的获取
　　之前提到《左传》文本的编年体记述所带来的弊
端，因此研究春秋时期社会发展还需要分析诸侯国层

面的发展。为了获取不同诸侯国的主题语料，首先根

据《春秋左传词典》（杨伯峻版）［２９］整理的《左传》中

１５８个诸侯国的国名 －地名词表，对《左传》特征词语
料中的每个主题段落进行国名和地名遍历，如果含有

诸侯国词表中的任意一个国名或地名，则判定该主题

段落属于此国名或地名所属的诸侯国语料。通过对诸

侯国语料的统计分析，可得到每个诸侯国所涉及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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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段落数，作为后续以诸侯国为主题分析维度的依据。

表１显示了按照所含主题段落数降序排列的前３０个
诸侯国主题段落的数目。

表１　不同诸侯国文本主题段落分布数量
（单位：个）

国家 主题段落数 国家 主题段落数 国家 主题段落数

鲁国 ８１１ 燕国 １７５ 蔡国 ８８

!

国 ７１７ 许国 １７５ 申国 ８２

郑国 ６２１ 曹国 １５８ 向国 ８１

齐国 ５７７ 秦国 １４１ 贰国 ７１

楚国 ５２８ 道国 １２８ 韩国 ６６

宋国 ４５３ 过国 １２２ 夏国 ６５

"

国 ４１４ 莒国 １０５ 越国 ６４

陈国 ２９０ 夷国 １０４ 梁国 ６３

吴国 １９８ 阳国 １０１ 州国 ６１

邾国 １９３ 共国 ９６ 随国 ６１

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部分将按照第三部分的研究框架，运用其中的
实现方法分别对其涉及的方面进行处理分析，并对实

验结果进行对应的春秋时期社会和诸侯国的主题挖掘

与演变分析。

４．１　春秋时期社会整体分析
　　如表２所示，《左传》主题 －词概率分布描述了每
个主题的概率排名前１５个关键词，此前的特征词提取
方法，使得这些结果词大都具有高度语义，代表了ＬＤＡ
主题模型关于《左传》中整个春秋时期社会的６个重要
主题的发现。具体分析如下：

表２　《左传》主题－词概率分布

主题０ 概率 主题１ 概率 主题２ 概率 主题３ 概率 主题４ 概率 主题５ 概率

!

０．０３５４５６ 王 ０．０２９２５１ 齐 ０．０２９０１３ 楚 ０．０４１８４２ 死 ０．０２３６６３ 无 ０．０２６５７６

诸侯 ０．０２７２４２ 书 ０．０１２６３４ 齐侯 ０．０２３９３６ 师 ０．０４０５５８ 立 ０．０２１９７２ 可 ０．０２２１６５

盟 ０．０２１６２６ 名 ０．０１２１７９ 鲁 ０．０１９４６３ 郑 ０．０２０９２２ 杀 ０．０２１４５８ 民 ０．０２１６０７

宋 ０．０１８７７６ 周 ０．０１１９５１ 卫 ０．０１６４４１ 陈 ０．０１８５０５ 臣 ０．０１８５１９ 能 ０．０１８０３４

!

侯 ０．０１６０９４ 日 ０．０１１１５５ 取 ０．０１３６６１ 王 ０．０１７２９６ 告 ０．０１５５０６ 德 ０．０１６０８０

命 ０．０１５７５９ 生 ０．００９６７５ 齐人 ０．０１０１５５
!

０．０１６７６８ 罪 ０．０１４６２４ 国 ０．０１５４１０

寡君 ０．０１３３２８ 火 ０．００９５６１ 莒 ０．００９６７２ 败 ０．０１６３９０ 命 ０．０１２６４０ 礼 ０．０１０８８７

子
#

０．０１２９９３ 疾 ０．００８９９２ 季孙 ０．００９６７２ 伐 ０．０１５８６１ 奔 ０．０１１０２３ 对 ０．０１０８３２

辞 ０．０１２４９０ 物 ０．００８１９６ 城 ０．００９３０９
$

０．０１３２１８ 生 ０．００９４０７ 亡 ０．００９３８０

郑伯 ０．０１１３１６
!

侯 ０．００８０８２ 伐 ０．００９１８８ 战 ０．０１２６１４ 公子 ０．００７７１７ 政 ０．００８９３３

会 ０．０１１１４９ 祀 ０．００８０８２ 门 ０．００９１８８ 楚子 ０．０１２６１４ 大夫 ０．００６９８２ 失 ０．００８２６３

礼 ０．０１０８１４ 食 ０．００７８５４ 成 ０．００９０６７ 秦 ０．０１２５３８ 车 ０．００６６８８ 诗 ０．００８１５２

朝 ０．０１０６４６ 官 ０．００７５１３ 邾 ０．００８１００ 救 ０．０１０２７２ 召 ０．００６４６７ 行 ０．００８０４０

大夫 ０．００９９７５ 时 ０．００７３９９ 叛 ０．００７２５４ 帅 ０．０１０１９７ 归 ０．００６３２０ 善 ０．００７９２８

"

０．００９８０８ 戎 ０．００６９４４ 围 ０．００７１３３ 许 ０．０１００４６ 舍 ０．００６３２０ 天 ０．００７３７０

　　主题０中大量动词“盟”“命”“辞”“会”“朝”“
"

”

均为朝聘会盟类动词，其中会盟类代表词“盟”概率排

名第三。周王室虽衰败，但周礼在当时还是个庞大的

精神存在，因此会盟其实是表面上尊奉周天子，本质是

调遣不臣服的诸侯，这一点由排名第２的“诸侯”、第
１２“礼”等关键词体现，其他名词关键词均为天子、诸
侯和臣子。因此主题０的标签定义为“诸侯会盟”。
　　主题１中概率排名靠前的“王”“周”代表周天子
周王朝，“书”（记载），“名”（爵号），“官”“日”（日月

星辰），“生”（出生），“火”（点火仪式），“疾”（疾病），

“物”“祀”“食”（祭祀时配享、配食等），代表封官加

爵，生辰与疾病，记录日月星辰之轨迹，祭祀的食品、物

件及仪式，礼仪贯穿于春秋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主

题１的标签定义为“礼仪、仪式”。
　　主题２中的 “取”（战胜而获取；以强力夺取他人
之物；灭人之国以扩张己地），“伐”（征伐），“成”（成

功，讲和，调解使和），“叛”（背叛），“围”（包围）大量

的关键动词揭示了春秋时期是强者为尊，以实力争霸

的时代以及各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实力

较强的诸侯国相关词概率排名相对靠前，有“齐”“齐

侯”“鲁”“卫”，鲁臣“季孙”，小诸侯国有“莒”“邾”，一

定程度揭示了这些诸侯国及其诸侯臣子之间的复杂关

系。因此主题２的标签定义为“诸侯国关系”。
　　主题３中的“师”“败”“伐”“战”“救”“帅”均为战
争类动词，表明战争是春秋时代的显著元素。该主题

还体现出很多诸侯国“楚”“郑”“陈”“
!

”“
$

”“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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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琳，乔粤，刘雪琪．春秋时期社会发展的主题挖掘与演变分析———以《左传》为例［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２０，６４（７）：３０－

３８．

“许”之间讨伐与营救的错杂关系。因此主题３的标签
定义为“诸侯国战争”。

　　主题４中动词“死”“立”（立人为君；生存），“杀”
“告”（告诫；宣告），“罪”“命”（命令），“奔”（奔逃，出

走，流亡），“生”（出生，使复生），“召”“归”“舍”（任

命，安置）以及人物名词“臣”“公子”“大夫”揭示了春

秋时期政治发展的新格局：争霸的重心从诸侯国之间

转移到各诸侯国内位高权重的卿相大夫之间，各国内

乱迭起。因此主题４的标签定义为“诸侯国的宫廷权
力斗争”。

　　主题５中的 “民”“国”“政”表明在国家的政治治
理中人民的重要性，其中“民”，概率排名第三，体现出

人本思想；排名靠前的“可”（表示赞同），“能”（才

能），“德”“礼”表示《左传》中倡导赞同国君要有才能，

有德行，以礼治国；“诗”（诗经），“行”（奉行，执行），

“善”“天”，则表示《左传》中倡导国君要有善心，信天

命，同时也体现出《左传》对诗经的引用；“无”（表示否

定），“亡”（被消灭），“失”（违背，丢失）这类词传达的

是如果国君背弃了这些仁义道德，那么就会被灭亡的

思想。因此主题５的标签定义为“周礼治国”。
　　本文的文本聚类粒度为主题段落文本，主题段落
语义明确集中，在此基础上得到的文档 －主题概率分
布更为明确，计算得出的每个时间片的主题强度能够

准确地体现出主题的发展热度。以时间（鲁国十二

公）为横轴、主题强度为纵轴绘制部分主题强度变化

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左传》春秋社会部分主题强度变化

　　主题０“诸侯会盟”在闵公时期热度最低，此后持

续高涨，直到襄公时期开始下降。春秋初期，周王室逐

渐没落，会盟诸侯也逐渐减少，直到齐桓公以“尊王攘

夷”为号召，会盟诸侯，逐渐变成霸主，即正是闵公时期

诸侯会盟开始逐渐回升增加。春秋中晚期政治格局出

现的新趋势：争霸的重心从诸侯国之间转移到各诸侯

国内位高权重的卿相大夫之间，各国内乱迭起，因此诸

侯国之间的会盟的热度开始从襄公时期下降。

　　主题１“礼仪、仪式”一直贯穿于整个春秋时期，但

是随着周王室的没落，礼乐制度土崩瓦解，热度一直逐

渐下降。虽然鲁襄公到鲁昭公时期有小回升，原因可

能是因为鲁襄公时期孔子出生，他推崇礼仪起了一定

作用。

　　主题３“诸侯国战争”主题热度一直处于中上游水

平，证明了战争在左传中的重要性。此前提到齐桓公

“尊王襄夷”，从那开始会盟与征伐的交替进行就成为

春秋时期的显著特征，因此闵公时期之后一段时期战

争主题热度较高。公元前５４６年（鲁襄公时期）第二次

“弭兵之会”达成协议，战火暂时得以平息，可以看出

襄公时期之后战争热度开始下降。

４．２　春秋时期重点诸侯国分析

　　由第三部分的统计分析可知鲁国、郑国、楚国３个

诸侯国在《左传》语料库中涉及的篇幅较大，所属的主

题段落数均超过５００，且在人文学科对春秋社会的研

究中也很重要，因此在诸侯国维度上选择这３个诸侯

国作为研究代表，延续《左传》特征词语料的主题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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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步骤，将３个诸侯国的语料分别进行主题建模处
理，即使用Ｐｙｔｈｏｎ调用第三方的 ＬＤＡ库，主题数目设
置为６，迭代次数设置为１５００，得到表３－表５三个诸
侯国的主题－词分布，每个主题的前１５个关键词（按
照主题内的词语概率降序排列），在上一节对《左传》

中春秋社会的主题 －词概率分布语义分析的基础上，
解读每个诸侯国的主题 －词分布，并将每个诸侯国的
主题加以标签。

表３　鲁国主题－词分布

主题

序号
主题关键词 标签

０ 齐 齐侯 鲁 门 奔 臣 季孙 死 取 告 城 莒 书 齐人 立 与齐国的关系

１ 师 楚 战 王 败 陈 伐
$

楚子 帅 军 郑 可 侵 获 战争

２ 民 无 能 可 国 德 礼 对 失 行 大夫 命 诗 善 心 周礼治国

３
　

王 秦
! !

侯 取 戎 周 立 伐 秦伯 大子 田 听 狄 德

　
与其他诸侯国

的关系

４
　

!

诸侯 宋 郑 盟 许 子
#

会 寡君 辞
!

侯 齐 大夫

成 礼

诸侯会盟

　

５ 死 杀 臣 罪 生 命 告 立 归 卒 可 食 过 无 召 宫廷权力斗争

表４　郑国主题－词分布

主题

序号
主题关键词 标签

０ 死 杀 臣 立 告 罪 奔 亡 止 取 归 乱 舍 书 大夫 宫廷权力斗争

１ 无 国 能
!

可 子
#

命 行 对 寡君 民 求 礼 难 朝 政治治理

２ 生
!

侯 命 天 秦 火 戎 立 狄 祀 吉 民 大子 卜 名 礼仪、仪式

３ 王 德 民 周 礼 乱 亲 可 诗 取 行 威 举 克
%

周礼治国

４ 楚 师 郑 伐
!

败 陈 可 战 楚子 帅 军 许 侵 救 战争

５ 盟诸侯齐宋
!

鲁会命齐侯许告归
!

侯郑伯书 诸侯会盟

表５　楚国主题－词分布

主题

序号
主题关键词 标签

０ 杀 死 立 臣 罪 生 无 归 奔 公子 纳 亡 告 书 王 宫廷权力斗争

１
!

楚郑诸侯盟许陈国宋无蔡归
!

侯郑伯楚子 诸侯会盟

２ 师 楚 王 败
$

伐 战 军 帅 楚子 克 令尹 奔 秦 备 战争

３ 王 无 德 民 周 戎 亲 心 灭 成 神 疾 听 封
&

礼仪、仪式

４
　

齐 死 鲁 齐侯 门 告 卫 乘 止 免 车 难 季孙 执 马

　
与其他诸侯国

的关系

５ 可 命 能 民 行 对 臣 ? 礼 辞 天 求 失 国 政 周礼治国

　　其中，鲁国主题０中“齐”“齐侯”“齐人”体现出齐
国在鲁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两国之间复杂的关

系，成公年间，鲁国的卿家贵族“季孙”听盟主晋国号

令，发兵攻齐，是为鞍之战。郑国主题１概率排名靠前
的关键词“子

#

”是郑穆公之孙，在执政期间，进行了

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对楚、晋等国的外交方面，也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再结合其他关键词分析得出该主题的

标签 “政治治理”。楚国主题２表明其战争主要发生
在“

$

”“秦”两国之间，春秋时期吴国、楚国、秦国均为

中原争霸的重要参与国家，吴王阖闾时期还攻破了楚

国都城，“楚”“
$

”排名靠前则体现出吴国和楚国之间

较强的战争关系。

　　３个诸侯国均有 “诸侯会盟”和“战争”等主题，图
３为绘制的相同主题的强度变化图。

图３　三国共同主题强度变化

　　３个诸侯国的“诸侯会盟”主题强度走势几乎吻
合，整体来看主题热度处于中上游水平，说明诸侯会盟

发生得较频繁，尤其是在闵公时期之后上涨幅度较大，

这印证了上一节分析的整个春秋社会的“诸侯会盟”

的演变态势。

　　春秋时期大大小小的战争不断，各个国家的状况
都不同，其中由于鲁闵公仅在位两年，该期间鲁国几乎

未参与战争，因此闵公时期鲁国“战争”主题热度最

低。郑国“战争”主题强度起伏较大，在宣公、成公时

期，郑国依违于晋、楚两大国之间，先后发生过很多次

战争，并攻打了秦国、许国等，因此这两个时期的“战

争”主题热度达到最高。鲁桓公时期是楚国势力扩张

的时期，先后讨伐随国，与巴国一起夹攻邓国，进攻绞

国等，战争讨伐不断，因此桓公时期楚国“战争”主题

热度最高。

　　某些诸侯国还存在独自特有的主题，如鲁国“与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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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琳，乔粤，刘雪琪．春秋时期社会发展的主题挖掘与演变分析———以《左传》为例［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２０，６４（７）：３０－

３８．

国的关系”主题、郑国“政治治理”主题，见图４。
　　鲁国“与齐国的关系”主题热度在整个春秋时期

逐步上升，在定公时期主题热度达到最高点。鲁定公

在位期间被孔子建议外联齐国，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定

图４　单个国家特有主题强度变化

公十年，在齐鲁夹谷之会鲁国又从齐国手中讨回了汶

阳之地，齐鲁关系发展到最高热度。郑国“政治治理”

主题热度变化起伏较大，在襄公和昭公时期热度最高，

结合此前对郑国“政治治理”主题的分析，郑穆公之孙

子
#

在公元前５５４年为卿，公元前５４３年执政，其执政
期间，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对应鲁国纪年正是

襄公和昭公时期。

５　结论与展望

　　主题模型为人文科学中的计算机辅助解释提供了
一个有效的方法。本研究在近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

上，以《左传》为例，针对古文进行特征词提取方法的

初步探究，构建诸侯国国名－地名词表，结合文本挖掘
技术进行国家语料的抽取与统计，运用 ＬＤＡ主题模型
和主题演化方法，从《左传》中整个社会和各个诸侯国

两个维度来挖掘春秋时期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内容与演

变态势。针对整个春秋社会分析，发现其主要围绕

“诸侯会盟”“礼仪、迷信”“诸侯国关系”“诸侯国战

争”“诸侯国的宫廷权力斗争”“周礼治国”这六大主题

发展，在此基础上，分析发现各大诸侯国的发展也均围

绕着 “诸侯会盟”“战争”“宫廷权力斗争”等主题，其

中还发现了某些诸侯国特有的发展主题，例如郑国的

“政治治理”等，通过绘制的主题强度变化图清晰地描

述出春秋时期整个社会和各大诸侯国的各方面发展随

鲁国时间的热度变化，探索春秋时期社会各方面发展

的变迁，证实了人文计算领域可借助 ＬＤＡ主题模型来
理解、探索和诠释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实

践意义。

　　本文的主题挖掘及演化研究方法有许多局限性。
首先，虽然机器学习的方法不存在人为偏见，但是古典

汉语中广泛的多义性给非历史学专业出身的笔者提供

了解释性挑战，对主题内容与演化的分析解释可能会

存在一定偏见与疏漏。其次，本研究发现古代汉语动

词语义网络体系的构建与古籍主题段落的有效划分是

影响主题建模效果的两个重要因素，由于时间精力有

限，本研究还未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在后续研究

中将进一步进行探索。再者，人文计算的主题模型没

有用于评估的正确的“黄金标准”［１１］，后续研究中可以

建立一个有效评估模型实验效果的评价体系，例如可

以采用定量（困惑度等）与实验文本分析（专业人士的

验证检查）相互结合的评价方法。最后，主题演化研究

包括主题内容和主题强度两个方面，主题强度的演化

衡量的是主题受关注程度的变化，主题内容的演化衡

量的是主题关注点的迁移，本文的主题演化研究考量

的是主题发展的热度的变化，而主题内容随时间的具

体变化对于深入探索春秋时期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迁

也非常重要，这亦是笔者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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