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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利用《史记》文献语料库和由语料库得到的文献数字化信息，全面描述并分析《史记》用字
的量和位。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就着手筹划编纂《史记索引》。
传统的索引是依据选定的文献底本，手工断句，剪贴编排而成。
燕京哈佛学社引得编纂处的那些引得，叶圣陶先生的《十三经索引》，都是手工编纂索引的先例。
前辈编纂索引的经验告诫我，人工为20万字以上的文献做详尽的索引是异常困难的，手工操作必然产
生的差错率甚至会断送千辛万苦的努力。
　　计算机的使用给编纂大型文献索引带来转机。
当时在黑龙江计算机领域已经崭露头角的李晓光告诉我，使用计算机可以代替人工编纂详尽的文献索
引。
工作程序是先做计算机机读本，制成数据库，再进行一系列运算，而后即可完成编纂索引的工作。
要给《史记》这样一部大部头的文献编纂索引，就非得使用计算机不可了。
那时，所能见到的只是相当原始的微型计算机。
即使是那样的微型机，轮到个人使用也很罕见。
为了工作，我必须求得一台计算机，后来好友王新生竟然从一个小公司里借出来一台PC机为我专用。
接着，我们寻求到了一块汉卡，那是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的“仓颉输入法”专用卡。
最初的机读本《史记》就是借助仓颉汉卡实现的。
在制作《史记》机读本和对《史记》语言进行分析的时候，问题总是不断地提出来，用东北话说是“
零揪”，这对编程工作来说，无疑是反反复复的折磨。
合作伙伴李晓光却总是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对我提出的各种要求给出完满的解决方案。
当时微型计算机的处理速度和容量，与现在普遍使用的“奔4”相比可能相差千倍有余，处理《史记
》这样一个大部头文献，仅在计算机处理能力上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对计算机的新鲜感和用计算机处理大型古籍的憧憬，驱使我们做成这件事。
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们的机读本《史记》和《史记》语料库都达到了令人满意的地步。
1987年5月27日举行的“使用IBMPC—XT微型电子计算机处理大型古代文献——《史记》鉴定会”上
，我们的工作得到专家们肯定。
鉴定会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召开，邀请的专家有：郭锡良（北京大学教授，鉴定会主任委员）、吴几康
（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刘涌泉（中国中文信息协会研究员）、吕冀平（黑龙江大学教授）
、花栅（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教授）、郭福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曹先擢（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研究员）、曹乃木（商务印书馆编审）、傅永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研究员）、叶长
阴（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刘伯文（黑龙江电子计算机服务公司工程师）、张晋梗（哈尔滨师范大
学副教授）、李传靖（黑龙江电子计算机服务公司工程师）、郑继志（黑龙江电子研究所工程师）。
　　鉴定会的成果报告、技术审查报告、用户意见和鉴定证书都说  明了这个成果的可靠性和先进性
。
专家们认为，在实现中文文献检索的现代化和计算机的功能开发方面，这项工作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鉴定会以后，《史记索引》顺利出版了。
这些成果，后来获得了黑龙江省科委的计算机软件奖、社会科学编著奖等奖项。
　　郭锡良先生在鉴定会座谈时曾讲，《史记》数据库的实现，就像是挖到了一座金山，吃不完用不
尽，对语言研究来说应该继续往深里挖掘开发。
我觉得可以把文献语料库比作冰山，当这座大冰山浮出水面以后，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中出现生机，
语言各个层面的研究差不多都可以在语料库的环境里实现。
就《史记》研究而言，借助《史记》语料库提供的大量的文献数字化信息，以汉字为计量单位，可以
极方便地从定量和穷尽两个方面对《史记》作全面分析，进而对《史记》的语言开展多方面的研究，
并获取那些单凭抽样调查不可能得出的结论。
然而，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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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语料库的出现，使语言研究领域中需要做的工作和能够做的工作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倍，包括综合
语料库的建设，数据信息的提取，计算方法的探求，等等。
　　使用文献语料库作语言研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方法。
依据语料库作研究总是要着眼全局，所研究的内容又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必须给
出多种量的证明，否则，就不可能发挥语料库研究的优势，不能称其为语料库语言研究。
这样，一部文献的语料库常显得孤立无援，必须有多部文献的语料库才能互相辅证。
所以这些年来我和几个同志坐下来，试着先搞一些文献语料库，同时也在学习研究汉语文献的运算方
法，试图在开发语料库功能的同时解决老问题，发现新问题。
　　随着工作的向前推进和计算机功能的急剧拓展，我们陆续研制出了多部文献语料库，包括十三经
、前四史、《国语》、《战国策》及《汉语大词典》辞目语料库等。
利用文献语料库进行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编纂文献索引，多部索引已经由中国／“播电视出版社出
版了。
在出版这些索引的时候，我们总是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考虑，不断更新这些索引的格式和内容，读者如
果手头有这些索引，按时间顺序将其排列一下，加以比较，就会看到其中改进的情况。
　　本书的写作，源于戴昭铭先生的建议。
我本来想写一篇文章来表述对《史记》字频表的分析，介绍我们通过计算《史记》语料库分析《史记
》字表的方法和结论。
戴昭铭先生认为，语料库是有利于大家的东西，字表又是借助语料库研究文献语言的大纲，与其只介
绍研究的方法，不如用一本小书把研究方法和研究的结果都公布出来，与研究《史记》的同仁共享。
戴先生说得对。
我把这个想法跟一些同志谈过，他们都很赞同，还认为这项工作对一些大型文献语料库的研制和使用
都会有意义。
这部书讲述了文献语料库的研制和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工作，公布了《史记》字表的各个字频区的用字
，并对其进行分析，阐述了字频表的功能。
这些工作是使用《史记》语料库研究《史记》语言的一部分基础工作。
从长远看，使用《史记》语料库研究《史记》语言，还是使用文献语料库研究文献语言的组成部分，
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工作。
对《史记》语言的深入研究，以及对文献语言的研究工作，都需要更多的文献语料库；大型综合文献
语料库的研制和使用，应该从现在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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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部书讲述了文献语料库的研制和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工作，公布了《史记》字表的各个字频区的用字
，并对其进行分析，阐述了字频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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