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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報告大綱論文報告大綱論文報告大綱論文報告大綱

• 前言：介紹什麼是「後四十回作者爭議」

• 回顧：前人對此問題的一些研究成果

• 實驗方法、結果與討論

–版本：說明實驗所用的文本

–字頻一致性檢測：字頻統計方法與討論

–文本採礦方法：利用電腦探勘可能有趣的字詞

–前後綴詞方法：利用工具找出其他的有趣字詞

•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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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 《紅樓夢》是著名的中國古典小說

–共有 120 回

–前八十回的作者公認是曹雪芹

–後四十回的作者則一直存有爭議

• 對後四十回作者的幾種不同看法

–與前八十回相同，是曹雪芹所著。

–是高鶚的補遺續稿之作。

–續書者另有他人（既非曹雪芹、也不是高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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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探討探討探討「「「「後四十回作者爭議後四十回作者爭議後四十回作者爭議後四十回作者爭議」」」」的途徑的途徑的途徑的途徑

•利用文本之外的資訊
–困難：足供考證的材料稀少

•利用文本內容
–語意表達、敘事內容的一致性（主觀論證）

• 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在許多內容上並不連貫

• 前八十回在文字的運用上遠較優美

–語法結構、用字遣詞的一致性（客觀數據）
• 選擇合適的版本。

• 選擇量化的標的物（虛字），對其進行統計分析

• 問題：前人以不同的實驗方法，得出抵觸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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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前人的研究結論一些前人的研究結論一些前人的研究結論一些前人的研究結論
• 胡適 (1921)

– 利用考證與內容一致性，認為後四十回都是高鶚補的

• 高本漢 (Karlgren, 1952)
– 利用統計方法，認為全書只有一位作者

• 趙岡、陳鍾毅 (1975)
– 利用虛字統計方法，認為後四十回並非曹雪芹所作

• 陳炳藻 (1981)
– 利用統計方法，計算相關聯係數，認為全書都是曹雪芹所著

• 余清祥 (1998)
– 利用統計方法，探討虛字與詩詞數量等，認為作者至少有兩人

• 何光國 (2002)
– 利用虛字統計方法，認為《紅樓夢》的作者只有曹雪芹一人

• 楊智傑等人 (Albert C.-C. Yang et al.) (2003)
– 利用文件的字頻排序計算相似度，認為後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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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所選擇的文本實驗所選擇的文本實驗所選擇的文本實驗所選擇的文本

• 元智大學在網路上所提供的全文版
– http://cls.hs.yzu.edu.tw/hlm/read/text/text.asp

–實體書為蔡義江所校注的《紅樓夢》

–該書序言提到其版本選擇：以俞平伯
《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和《紅研所新
校注本》為主，參校各種本子，以盡
量保持曹雪芹原作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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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實驗實驗實驗:《《《《紅樓夢紅樓夢紅樓夢紅樓夢》》》》用字的一致性測試用字的一致性測試用字的一致性測試用字的一致性測試

• 將 120 回分為 12 個單元，每個單元包含
10 回的內容

�計算《紅樓夢》中出現頻率最高的 100 個字

�對每個高頻字，計算其出現在各個單元（十
個章回）的出現次數。

�對每個高頻字，利用假設檢定（取 p=0.01），
測試其在兩單元的出現頻率是否有顯著不同。

• 統計任兩個單元之間，有多少高頻字在分
佈上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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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頻率最高的出現頻率最高的出現頻率最高的出現頻率最高的 100 個字元個字元個字元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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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頻有顯著差異的字數矩陣字頻有顯著差異的字數矩陣字頻有顯著差異的字數矩陣字頻有顯著差異的字數矩陣
統計兩兩單元之間統計兩兩單元之間統計兩兩單元之間統計兩兩單元之間，，，，字頻有顯著差異的字元數字頻有顯著差異的字元數字頻有顯著差異的字元數字頻有顯著差異的字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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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從《紅樓夢》的前 100 高頻
字中，計算有幾個單字的使
用頻率在 2-sample t-test 下具
顯著差異 (two tails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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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字頻測試的結果矩陣解讀字頻測試的結果矩陣解讀字頻測試的結果矩陣解讀字頻測試的結果矩陣

1-80 回 81-120 回

1-80 
回

81-120
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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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310

20 520 2

19 823 7 5

18 816 12 9 2

18 1219 12 10 13

27 726 11 22 1519 22

24 922 8 13 1321 17 2

26 1419 11 16 1321 20 8 2

34 1529 14 21 1321 19 6 22 • 01-20、21-80、以及
81-120 之間，用字較
為一致（字頻分佈有
顯著字頻的字數少）

•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
的用字差異較大（有
顯著差異的字數多）

•問題: 可否據此推論
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
出自不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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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答案是我們的答案是我們的答案是我們的答案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 事實上，前 100 個高頻字中，有 55 個字
（例如「了、也、著」等）在 01-20 回與 21-80 
回的出現頻率有著顯著差異！

• 若僅憑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字頻差異，
就推論後四十回的作者並非曹雪芹…

–同理是否也該推論前二十回與中間六十回是
由不同人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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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頻測試的矩陣告訴我們字頻測試的矩陣告訴我們字頻測試的矩陣告訴我們字頻測試的矩陣告訴我們…

• 應該將《紅樓夢》分為三個敘事階段
–前二十回 (01-20)、中間六十回 (21-80)、以
及後四十回 (81-120)

–相同敘事階段內的用字頻率較為一致，但不
同敘事階段則可能有不小的差異

• 欲聲稱後四十回非曹雪芹所著
–除了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字頻差異外，我
們還需要更多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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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想法想法想法：：：：不同作者應有不同字詞偏好不同作者應有不同字詞偏好不同作者應有不同字詞偏好不同作者應有不同字詞偏好

• 若後四十回並非曹雪芹所著，應能從文本找出
一些蛛絲馬跡，說明同一位作者不太可能在文

本前後有著如此不一致的文筆運用

– 同一作者在一本書中，即使創作前後期風格會有轉
變，也不應有過多字詞在使用偏好上有差異。

– 尤其《紅樓夢》經過五次大增刪，每次都應對全書
進行檢視，在用字遣詞上更不應有過多的變化

• 問題是，該如何從文本中找出這些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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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採礦文本採礦文本採礦文本採礦

• 想法：利用電腦，找出在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
「出現於任一章回的機率」有明顯差異的字詞

• 定義 pt(S) 表示「集合 S 中，任一篇文件可發現

字詞 t 的機率」

– 例如，若 S 代表前八十回，而「嬤」在前八十回出

現於 34 個章回，其 Pt(S) 就是 34/80 = 0.425

• 令 A, B 分別代表「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
我們希望找出 pt(A) 與 pt(B) 有顯著差異的字詞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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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採礦文本採礦文本採礦文本採礦：：：：實作實作實作實作
計算可能有趣的單字與雙字詞計算可能有趣的單字與雙字詞計算可能有趣的單字與雙字詞計算可能有趣的單字與雙字詞

• 令 A, B 分別代表「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

• 令 t 為一個單字或雙字詞，我們用 f t(A,B) 代表 t 
在 A,B 的差異程度

–常數 k 是為了防止在 pt(A)=0 或 pt(B)=0 的情況下，產生

ft(A,B) = ∞的困擾。在實驗中我們取 k=0.02 。

• 計算分數最高的單字 (unigrams) 與雙字詞 (bi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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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所得採礦所得採礦所得採礦所得：：：：前前前前 10 高分的候選單字高分的候選單字高分的候選單字高分的候選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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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僅見於前八十回的 1 個章回，
而在後四十回出現於 28 章回。因此

表示其出現頻率的差異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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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嬤」可見於前八十回的 34 個章回，
卻不見於後四十回的任一章回。因此

此數值很高，表示其出現頻率差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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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表示 t 在前八十回的出現篇數
|Bt| 表示 t 在後四十回的出現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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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所得單字討論採礦所得單字討論採礦所得單字討論採礦所得單字討論：：：：嗎嗎嗎嗎
• 呼應了趙岡數十年前的發現：

– 《紅樓夢》在前八十回都是用「麼」，而後四十回
則是「嗎、麼」兩字混用

• 實驗文本前八十回「嗎」字僅在 67 回出現一次

• 《紅樓夢稿》、程甲本、程乙本此段都是

• 我們懷疑實驗文本這一段文字並非出自曹雪芹

鳳姐笑道：「寶兄弟屋裏雖然人多…，我還捨得麻煩你嗎？
我的姑娘！」

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裏雖然人多…，
說你背地裏還惦著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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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所得採礦所得採礦所得採礦所得：：：：前前前前 10 高分的候選雙字詞高分的候選雙字詞高分的候選雙字詞高分的候選雙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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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f ttNo. 「豈知」在前八十回並沒有出現，而

在後四十回可見於 24 個章回。因此

表示其出現頻率差異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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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嬤嬤」可見於前八十回的 34 個章
回，而在後四十回徹底消失。因此

表示其出現頻率有頗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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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所得雙字詞討論採礦所得雙字詞討論採礦所得雙字詞討論採礦所得雙字詞討論：：：：嬤嬤嬤嬤嬤嬤嬤嬤

• 前八十回共有 34 回出現「嬤嬤」一詞

• 在《紅樓夢》裏，「嬤嬤」是指有特殊地位的
年老女僕、或年紀大的奶媽兼女僕

• 《紅樓夢》中出現相當多的「嬤嬤」
– 李嬤嬤、宋嬤嬤、賴嬤嬤、趙嬤嬤、王嬤嬤等

• 在 71-80 回「老嬤嬤」更密集出現於 71, 74, 75, 
77, 79, 80 等六個章回

• 由於寧國府在第 105 回被查抄前，府內應還有
多位嬤嬤從事服務工作，因此在八十回後「嬤
嬤」這個角色竟然徹底消失，顯得相當不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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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所得雙字詞討論採礦所得雙字詞討論採礦所得雙字詞討論採礦所得雙字詞討論：：：：取笑取笑取笑取笑

• 「取笑」在前八十回出現於 30 個章回（45 次），
後四十回則一次也沒有出現

• 前八十回共出現 3398 個「笑」字，而後四十回
僅出現 585 個「笑」字

• 「取笑」是一種有意義的行為。這個詞的使用
可能與敘事情節有關，但它（這種行為）在後

四十回徹底消失，也透露出前八十回與後四十

回在文筆上的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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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C:01-20 與與與與 D:21-80 的高分雙字詞的高分雙字詞的高分雙字詞的高分雙字詞

• 雖有許多字詞在頻率上呈現明顯差異，但多半與人地名相關，且可
用敘事情節演進來解釋。

• 整體而言，其字頻差異『遠小於』01-80, 81-120 回的差異

19016.8 想得

19016.8 前頭

19016.8 竟沒

20017.7 不留

20017.7 寶姑

20017.7 春道

0718.5 了秦

21018.5 鳳丫

25021.8 園裏

0923.5 秦氏

|Dt||Ct|f t(C,D)字詞

中間六十回 (21-80) 裏，平均每三
回就有一回出現「不留」。

• 秦氏在二十回前即已亡故
• 第 18 回元妃賜名後，才有「大
觀園」的名稱

• 在二十回後，賈府長輩才開始
頻繁用「鳳丫頭」提到「鳳姐」

• 「隨了秦氏」、「見了秦鐘」、
「見了秦氏」等

• 迎春、探春、惜春在二十回後
才開始活躍

• 丫鬟們稱寶釵為「寶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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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 我們利用文本採礦函數
–系統化地找出許多「在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
出現篇數有明顯差異」的單字與雙字詞

• 這些證據就足夠了嗎？

–我們還希望能多找出一些「在前二十回、中
間六十回的出現頻率較為一致，但與後四十
回的出現頻率則有明顯差異」的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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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字頻率的方法虛字頻率的方法虛字頻率的方法虛字頻率的方法，，，，有時仍不充分有時仍不充分有時仍不充分有時仍不充分

• 假設虛字「了」在 A, B 各出現 100 次
–在 A 通通都是以「看了」的形式出現

–在 B 通通都是以「聽了」的形式出現

• 則「了」在 A 與 B 的字頻當然沒有差異

• 但 A, B 在「看了」與「聽了」的頻率差
異很大，表示它們在文筆運用上還是非
常不同的

– A 是利用視覺來傳遞訊息，B 則是用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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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綴詞工具前後綴詞工具前後綴詞工具前後綴詞工具
• 可觀察在一群文件中，某指定字詞的前
後會接上哪些字

• 例如，可觀察在《紅樓夢》中，最常出
現在「子」前面的是哪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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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了了了」」」」的前綴一字分析的前綴一字分析的前綴一字分析的前綴一字分析

• 在 01-20、21-80、 01-80 回裏，詞頻最高的前
三名都依序為「聽了、去了、來了」

• 在 81-120 回裏，詞頻最高三者的順序則相反，
依序為「來了、去了、聽了」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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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道笑道笑道笑道、、、、嘆道嘆道嘆道嘆道、、、、忙道忙道忙道忙道、、、、問道問道問道問道

• 以十回為一個單位，列出「笑道」、「嘆道」、「忙
道」、「問道」在每個單位的詞頻。

• 很明顯地，「笑道、嘆道、忙道」在前八十回的出現
頻率遠較後四十回為高。

• 另一方面，「問道」在後四十回（尤其是 81-90 回）
的詞頻則較高。

1911171421321621問道

179202315557忙道

1718589109嘆道

294240328408353298188140笑道

70+60+50+40+30+20+10+0+

28182868

1101

7232

37335994

110+100+90+80+

à

<

>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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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豈豈豈」」」」字用法字用法字用法字用法：：：：詞頻詞頻詞頻詞頻

4382414豈有

1517514035豈不

56000豈知

8327120368豈

81-12001-8021-8001-20term t

• 有 81.3% 的「豈」字被用於「豈不、豈
有、豈知」

• 「豈不、豈有、豈知」在 01-20, 21-80, 
01-80的字頻都很接近，但卻與 81-120 的
字頻相差甚多

�「豈」字是個文筆差異的好例證：據常理
一位作者不可能在一本書的前後，對一個
字有如此不一致的使用方式！

>

à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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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所有檢視所有檢視所有檢視所有「「「「…不兩不兩不兩不兩…」」」」的詞句的詞句的詞句的詞句

• 很明顯地，在八十回之前「不兩」的前綴字必然為「豈」
• 有趣的是，第 98 回所出現的「可不兩全」，其意義與八
十回前曾出現的「豈不兩全」是一樣的。

• 因此，幾可確定第 98 回的「可不兩全」出自後人之手。

咱們一心一意的調治寶玉，可不兩全﹖98

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豈不兩完心願﹖78

設若從那裏生出一件事來，豈不兩礙臉面。78

不如借了來，奶奶拿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72

若天見憐，使我好了，豈不兩全﹖69

這已完了心願，趕著進城，大家放心，豈不兩盡其道。43

若十分愛慕，老大爺竟密題一本請旨，豈不兩便﹖33

待貴妃游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17

況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兩妙！3

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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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與前人方法的比較與前人方法的比較與前人方法的比較與前人方法的比較

• 前人的統計方法

–先經人工先篩選量化的標的（虛詞），然後
對這些標的的分佈進行統計檢定

• 本實驗所採的方法：

–文本採礦 (text mining)：利用電腦計算出「可
能有趣的候選字詞

–前後綴詞系統：觀察高頻字的前後會接上哪
些字，也可發現許多具頻率差異的有趣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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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 我們的研究焦點：

–特別關心「沒有電腦則很難進行」的人文研究

–雖運用數位科技，但成果應以人文角度來檢驗

• 我們的實驗：

–說明採礦函數與綴詞系統，都是有效的工具

–發現許多字詞（有些是具意義的角色或行為）
在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使用上有顯著差異

–這些發現支持：《紅樓夢》的後四十回作者並
非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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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記補記補記補記

威斯康辛經濟系榮譽教授趙岡（左，-20211023）與夫人陳鍾毅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