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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五种版本网络检索版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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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古籍检索的电子化目前还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软
件工具如何与传统索引结合、资源如何共建共享、相关领域的标准制定以
及技术更新的影响、技术迁移等等。本文介绍了一个网络版老子文本检索
系统以及我们在探索处理五种老子版本的电子化、数据库的建设以及网络
检索的设计和应用等方面的一些尝试。希望能对古籍的整理出版以及相关
学术研究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老子、语料库、逐字索引、人文电子化 
 
 
 

一、老子研究与老子版本的选择 

 

 

 老子及其哲学观点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核心部分，对其文本和哲学思想的研

究也已有了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老子研究和其他经典研究一样，都有不同学派和手

段之争。清代乾嘉学派注重文字释读，跟西方所谓的语文学（philology）方法有

相通之处。从现代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重视文本自身的奥义，研究同一篇章的版

本的流通及演变，研究不同篇章之间的互文关系（intertextuality）等，既是理

解文本和篇章的必要步骤，也是学术研究的哲学理念。这也是我们参与的“老子文

本两千年之演变及相关简帛资料研究”这项研究课题的一个基本研究取向。
2
 

 在基于文本的老子研究中，刘笑敢的《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专职研究员。（电邮：huaqing.hong@nie.edu.sg） 
**洛杉矶加州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化系及应用语言学系教授。（电邮：tao@humnet.ucla.edu） 
1 本研究计划为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所主持的香港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项目「《老

子》文本两千年之演变及相关简帛资料研究」之一部分，并受到洛杉矶加州大学「数字人文计划」

对陶红印的资助。在数据加工和数据整理方面我们得到了郑健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 
林尔嵘（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研究助理。作者感谢刘笑敢教授提供的《老子》电子文本的原始材料

以及对这个项目的设计提出的多个建议。文中任何错误皆为我们个人的责任。 
2 参看 Liu, Xiaogan： “From bamboo slips to received versions: Common featur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oz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3.2 （2003）：337-382。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

对勘与析评引论（上、下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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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卷）》是具有开拓性质的专著。该书对勘了《老子》的五种有代表性的版

本，即 1）1993 年发现于湖北荆门的郭店竹简本；2）1973 年发现于湖南长沙的帛

书； 3）正统道藏的（唐代）傅奕本； 4）河上公注本；5）王弼注本。并对诸本

文本的异同和流变作了逐字逐句的分析比较。更为可贵的是，该书还把这五个版本

的每个文句的不同版本排列在一起，编成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传统的出版技术当然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不过随着电脑技术的日益发展，

许多电子版本的优势也逐渐为我们认识。
3
这里报告的《老子》文本电子化的项目

就是试图在这些方面做一些进一步的尝试。 

 本计划的主要目标有三个。第一，文本电子化；第二，在文本电子化的基础

上建立关系化的数据库；第三，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最大程度上便利的检索平台；第

四，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只有电子化手段才能提供的研究材料。我们认为这四个目标

及其实现使得这项计划能够超出一般文献电子化项目的目标和服务范围。 

 从经典文献电子化的角度来看，《老子》电子化计划也有其特殊的意义。一

般的文献电子化计划常常涉及一个版本，内容比较单一，这项计划涉及多个版本，

虽然《老子》的多项版本在整体结构方面有统一的地方，但其间细节差异有时相当

大。
4
这就为电子化的努力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报告的方案应该对其他类似的项

目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电子版设计原则及方法 

 

 

 我们这里采用的电子化版本的底本完全以刘笑敢《老子古今》所列为准，包

括所有的文句、字型释读以及语句排列的顺序等。 

如前所说，本计划的主要目标有四个：文本电子化、数据索引建库、便利的检

索平台以及使用电子化以后的新研究材料。下面依次说明。 

 

2.1 文本的电子化 

 

  文本的电子化在电脑极为普及的今天已经不是什么创新之举。不过本项目需要

应对的特殊问题是早期文本中的偏僻字或未定形及未再用的汉字。这个问题在竹简

本和帛书本中尤为严重。目前流行的解决办法有自造字体、用户安装。这个办法无

疑会给用户带来不便，因为并不是每个用户都了解自造字体或者熟悉字体安装所需

要的程序。由于用户操作系统的不同，自造字体的安装也常给用户带来很多困惑。

对开发者来说，自造字体也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工作。而且，确定在用户的机器

上能准确显示难检字符只是解决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用户是否能够输出这些自造的

字体以便检索就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了。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文本电子化的过程中我

                                                 
3 Tao, Hongyin, Bao Zhiming, Liu Xiaogan, and Zhang Min. “Building an Indexical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Based on Electronic Corpora.”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Computing '96. Institute of Systems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6：165-171. 
4 参看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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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采取了安装大字符集和难检字图片化这两种方法相结合的解决办法。 

  首先，我们把从事文史工作尤其是古籍整理的学者常用的中日韩汉字超大字符

集（SuperCJK）通用字体支持包推荐给用户安装。该大字符集是通用于 Windows 

98/NT/2000/ME/XP/2003/Vista 等系统的 Unicode 字体支持包，能较为理想地实现

国际标准超大字符集内全部七万多中日韩汉字的同台显示。拥有了这套中文处理利

器，即可解决一般电脑中有缺字或打不出生僻字的难题。 

  其次，在大字符集的基础上，仍然有很多难检字无法在普通电脑里正确显示。

这里所说的难检字指的是那些即使用户安装了超大字符集仍然没法正确显示的特殊

字（如下图中的例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偏僻字、未定形字以及未再用的汉字。

这也是所有古籍电子化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经过讨论，我们认为把这样的特殊字符

变成图片是一个简易的办法。考虑到用户没有办法直接输入图片来检索，而且图片

在数据库索引和检索方面（参下）也会有困难。我们的解决办法是结合图片和内部

编码索引，使检索图片变得可能。这样的结果使得用户不必安装自造字体也可以阅

读并检索难检字。如下图所示。为了方便用户检索这些特殊字符，我们也把这些难

检字索引列表显示，用户只需点击相应的图片即可检索。 

     
 

2.2. 数据索引和建库 

要建立便利的检索平台，以数据库为基础的动态检索方法是目前一个较为流行

的办法。该方法的优势是，用户不必受限于语料库制作者所设定的词串类型而可以

根据自己需要作各类检索。 

数据库的语言有很多种，本着简单易用的方针，我们在这里采用了 MySQL。简

单说来，所建的数据库中主要有两个表。一个是 ts_texts 表，用来存储文本信

息。这个表中的内容主要是根据输入的文本文件来得到，其中的 c_setid 是从用户

提供的 set.xls(x)集合文件中得到。它的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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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文本信息 

列名 数据类型 是否主键 注解 

c_id bigint(20) 是 唯一区分每条记录 

c_turnno varchar(200) 否 Turn number，用来区分每

个turn 

c_sentence blob 否 每个turn的内容 

c_filename varchar(200) 否 当前文件名 

c_setid varchar(200) 否 区分属于哪个set 

 

  另一个表是 ts_set，用来存储 set 的信息。这个表中的内容从用户提供的

set.xls(x)文件中得到。它的结构如下： 

 

 表二、集合文件信息 

列名 数据类型 是否主键 注解 

c_id bigint(20) 是 唯一区分每条记录 

c_setid varchar(200) 否 每个 set 对应一个 id 

c_member_turnno varchar(200) 否 记录属于同一个 set 的

文件的 turnno 

 

为了方便自动处理同类文本，我们综合考虑了语料文本的不同和潜在用户的需

求的不同，开发了一个多功能平行语料库数据库索引建站通用工具包（Parallel 

Corpus Query Builder）。该程序包给用户提供了方便的图形界面（见下图），比较

简单易用。用户只需把准备好的文本和 set 信息文件等选择好，然后输入欲建立的

数据库名称。这时程序就会自动启动 MySQL，根据用户输入的数据库名称自动创建

数据库，然后根据输入文件的内容往数据表中插入数据完成自动索引建表，同时生

成相应的网页界面、字体设定、框架结构、javascript 等文件。程序运行完成

后，用户只需开启 Apache Tomcat 服务器和网页浏览器即可开始检索。在用户检索

时，程序会根据用户的检索内容自动生成 sql 语句，发送到到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然后将检索结果返回到网页结果页面给用户浏览。我们将在下一节介绍这样的网页

检索的几个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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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便利的检索平台 

 

 从便利用户的角度来说，目前最为便捷的用户接口界面应首推互联网网页浏

览器。浏览器目前已经是互联网上最为流行的一个工具，绝大多数用户都应该不会

对此陌生。为达到通用性，我们尽可能兼顾用户使用不同网页浏览器的情况使得检

索可以在不同的浏览器（如 IE、Firefox 等）下正确运行。因此，检索平台和不同

浏览器的兼容性是我们优先提供给用户的一个特色。   

  其次，字体编码格式的兼容也是我们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目前海

外用户大多使用英文视窗，中国大陆和新加坡用户大多使用简体中文系统，而港澳

台用户大多使用繁体中文系统。为了尽量减少不同系统的用户在浏览和检索语料时

的种种不便，我们在处理语料和网页时采用了 UTF-8 作为默认编码。这样做也能够

最大可能地使前文提到的中日韩汉字超大字符集（SuperCJK）通用字体包发挥作

用，正确显示汉字。另外，网页的界面语言也采用 UTF-8 繁体中文和英文说明，方

便用户使用。 

  就检索本身来说，网页首页界面的设计把几种可能的检索方法都列在上面，用

户可以自由选择。当一个检索界面打开后，主界面的选择仍然在页面上右方置顶保

留，为用户提供了方便的退回功能，而不必把各个次界面逐一关闭。如用户可以根

据自己需要的检索项输入检索，也可以打开网页上提供的特殊字列表检索，还可以

打开预制好的两个词语列表（一个按出现的频率排列，另一个是按词语的长短排

列）选择词条后敲后面的 query 即可进行检索（具体操作步骤见第 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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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便利措施是，为方便不同用户系统语言和输入语言的不同，我们还设置

了一个繁简字自动匹配转换的机制。当用户输入简体汉字符发送检索后，该机制将

在背后运行，自动识别用户输入的字符并转换成对应的繁体字符进行检索，然后返

回结果给用户。同样，繁体汉字的检索也能自动转换成对应的简体汉字来输出结

果。 

 

2.4. 电子化后提供的新的研究材料 

 

 电子化以后除了可以在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动态检索外，还可以提供什么新

的研究材料？至少一项很重要的材料是词串及不同词串的频率。在检索界面中，用

户可以看到两个词表，一个是单字词表，另一个是词串词表。词串词表是使用汉语

自动分词工具生成的，无人工干预。这样做的好处是，机器可以不以人的先入之见

而纯粹根据频率客观地把常见的共现语词找出。下面是几个常见的四字组和三字组

词串及其频率。 

 
 

从上面的列表我们可以注意到，除了老子里边的名言如“玄之又玄”、“根深固

蒂”之外，还有一些虚词性的成分如“不得已”“之所以”“以至于”等，也一览无

余。有可能为我们比较不同版本的语言特征起到一定的作用。而这一类的语言现象

一般的检索文本是不会提供的，即使研究者一般也不会去注意（尤其是那些含虚词

语类的成分组合及其频率）。 

字词检索更是提供了多种印刷文本上不容易看到的信息，例如只在某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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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现的字词以及音序、频率排列检索方法等（详情见下节）。 

五種版本篇章對比的程序使得版本之间的对比一目了然。版本之间的用词（甚

至后来插入的标点符号）的差异可以通过不同颜色显示出来（详见下节最后部

分）。 

检索平台上提供了顺序显示（Concordance）和对应显示（Parallel/Set View）

两种浏览检索结果的方法。顺序显示采用了语料库检索结果展示的通行的 KWIC
（Key Words in Context）方法，把关键词（检索项）的所有结果列印在语境的中

间，从而使研究人员能充分利用语境来审视检索项的使用情况和搭配规律。与此互

补，对应显示极大地方便了研究人员逐一审视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从而把繁琐的

手工对应工作变成了简单有效的对比研究，数据信手可得。如从下面的检索结果我

们可以看到，“道”字在五种版本的老子里共有 71 组对应的检索结果。就第 7组结

果来说，虽然帛书本、河上本、王弼本和傅奕本各有一句，但是这四个版本中的语

句有多种变异。另外，这一句在竹简本中也未有记录。 

 

 
 

由上可知，利用网络检索程序，可以对电子文本文件进行多种参数分析，统计

字词的出现次数和出现频率，分析字词的使用情况，还可以分析语句的结构特征。

人力难以胜任的工作在电子手段下变得非常容易。文本的语言文字分析可以显示一

篇文字在行文措词方面的特征，对研究文本内容很有帮助，而版本之间的对比既可

以做到宏观、全面，也可以达到细致入微。 

 

   

三、网络电子版的使用 

 

 

用户可以用任何一个网页浏览器浏览《老子》五種版本檢索网址： 

http://score.crpp.nie.edu.sg/laozi/index.htm 

用户目前可以在主页上看到系统提供的四大检索方式。1）《老子》五種版本平

行檢索（Laozi Parallel Corpus Online Query）；2）《老子》五種版本字詞使用

頻率索引 （Index of All Characters）； 3）《老子》五種版本全文索引（Index 

of Full Texts）；4）《老子》五種版本篇章對比  Text Comparison in Detail 

第一种检索方式是“五種版本平行檢索”（Laozi Parallel Corpus Online 

Query）。这个检索方法的目的在于便于用户比较同组字句在各个版本中的出现情

况。初始状态下系统自动选择五种版本同时进行比较，但是用户可以通过打勾选择

任何几个版本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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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檢索項）给用户提供了输入的窗口。但是用户也可以利用其他方式

输入，包括：Special Character (特殊字符)、Word List A (詞語列表一)和 Word List B 
(詞語列表二)。用户打开任何一个连接都可以进一步通过鼠标做出选择。 

上一节已经提到，检索平台上提供了顺序显示（Concordance）和对应显示

（Parallel/Set View）两种浏览检索结果的方法。这两种浏览检索方式只需要用户用

鼠标选择即可，不需要另外输入检索词条。下面两图显示它们的位置： 
  

顺序显示： 

                
 
例如：“上”的顺序显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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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显示： 

             
参看上一节“道”的对应显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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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版本缺乏某些句段，系统会显示 Null（缺值）来对此加以提示。 

在选择难检字(特殊字符)进行检索的时候，用户只需点击与图片对应的 Query
选项，再点击顺序显示（Concordance）或句子对应显示（Sentence Parallel），检索

结果就出现在结果窗口里（有关不同窗口的选择问题，请参看本节最后一段的说

明）。 
检索系统给用户提供了检索结果显示页面的灵活性。为了方便页面快速登载，

检索的结果页面采取了分页显示。考虑到不同用户的使用习惯和对结果页面的再处

理要求，左边的选项区也很人性化地提供了定义每页显示多少结果行的功能。用户

可以输入数字规定在一个页面上显示多少笔检索结果。假如想要把某个检索项的结

果页面整体保存下来，可以把这个数字改大，这样就可以在一个页面里存下该检索

项的所有记录了。例如： 
 

      
 
第二，五種版本字詞索引 （Index of All Characters）。这个索引是以字词

的频率和音序排列的。用户可以有多种选择，包括：所有版本中的汉字频率索引、

所有版本中的汉字音序索引、只在五个版本中的任何一个版本中出现的汉字索引

等。把不同版本中的字词单列索引，可以方便研究者从字词使用的变化上考察版本

流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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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察看上下文，用户也可以点击“文本信息（File Info）”由此得到

原始文档的上下文信息。文本信息默认只给出检索项所在句子前后分各两句

（即默认值为 2）。用户可以点选左边的定义范围的数字来更改要显示的语境的

大小。如下图所示： 

     
 
 

第三．五種版本全文索引（Full Text Index）。这里把五种版本的全文排

列出来，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版本来选择显示原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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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用的是，面对网页左边的全文文本，用户可以点击文中的任何一字而

得到五种版本的检索结果。例如，点击左边的任何一个“可”就可得到下图右

边的结果。而且，用户也可以点击结果中的任何一个字词，从而得到一个新的

逐字索引。这也是全文索引的一个优点。 

 

 
 

 当然，如果用户不打算检索或比较所有五种文本，同样可以在左上角的文本

选择框里做出相应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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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种检索方式是五種版本篇章對比（Text Comparison in Detail）。这

个功能可以把任何文本之间的差异用彩色显示出来。 

 

 
 

用户可以选择任何两个版本的任何一个章节进行比较。 

 

 

四、光盘版的使用 

 

 

为方便在没有网络连接的情况下也可以检索，用户也可以考虑使用光盘版的五

种版本老子网络检索程序包。对光盘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主页里下载光盘映像或

直接跟我们联系索取。用户可以使用通用的光盘烧录程序如 Nero Burning Rom、

Sony Record Now、Smart DVD/CD Burner、Roxio Easy Media Creator 等把下载

好的光盘映像（ISO 文件）烧录成普通光盘即可使用。我们也打算在网页上随着网

络版的更新而及时更新光盘映像。 

光盘版和网络版在数据库内容、检索界面等方面没有任何差别，主要差别就是

网络版是在开发者的服务器上运行，用户需要用互联网来联机使用；而光盘版是在

用户自己的计算机上运行，用户不需要连接互联网。使用时用户也不需要安装任何

程序，只要插入光盘，程序就会自动运行，检索界面即可弹出，检索办法和前面介

绍过的网络版检索办法完全一样。当然，对于高级用户来说，光盘版还有一个优

点，就是用户可以根据情况对检索界面进行定制和修改。不过，对于数据库本身的

修改普通用户是没有权限的。 

 

 

五、结束语 

 

 

古籍资源电子化，是古籍整理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前景十分远大。电子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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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在利用方面较传统古籍有许多优点，除了简单方便、省时省力、准确性高、传

输快捷等因素之外，还有不易漏检、能穷尽、能统计等传统古籍研究很难或者根本

不可能有的优点。
5
尽管如此，古籍索引编制的电子化还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如软件工具与传统索引的结合、资源的共建共享、相关领域的标准制定以及技

术更新的影响、技术迁移等等。
6
 

在这篇短文里我们介绍了自己的一点实践和经验。在处理五种老子版本电子

化、数据库的建设以及网络检索的设计和应用方面我们也总结出了一些比较行之有

效的方法。例如，在文本电子化时要既要考虑到文本本身的情况，也要照顾到不同

用户的不同需求，从而选取有效的办法加工和处理数据。具体来说，在字体的选

择、工具的开发、界面的设置、功能的选取、使用的便利以及研究的重点等方面都

需要做全盘的考虑。 

老子五种版本的网络检索版可以看作是一个特殊语料库，通过这个样本我们看

到古籍电子化为研究者可能带来的诸多便利。希望我们在这次实践中所碰到的问题

以及探索出来的解决问题的一般办法以及开发的通用工具将会对古籍整理出版以及

学术研究带来一定的有利作用。 

应该承认，古籍电子化虽然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但目前古籍电子化的工作还是

刚刚起步，大规模的数据库也是近年才陆续面世，方兴未艾的势头展现了多方位的

广阔前景。
7
然而，经典文献的长期利用与技术更新却不会简单地随着数据库的建

立而得到推广。这还需要文献专业研究人员和计算机技术人员等多方面的互动和努

力，从而改善数据库的设计，完善检索的方法，最终达到充分利用电子语料库促进

学术研究的目的。 

                                                 
5 张尚英：《试论古籍电子化的理想模式》，《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 年 4 期。 
6  参看毛建军：《古籍索引的电子化实践》，《中国索引》，2006 年 4 期。宋继华、胡佳佳、孟蓬生、

王宁：《古今汉语平行语料库的语料构建》, 《现代教育技术》, 2008 年第 1 期。蔡奇林: 《巴利

数字文献资源现况评述与未来展望─兼谈「初期佛教圣典多语本平行语料库」的几点构想》, 《中

华佛学学报》2006 年 19 卷，页 107-176。 
7 参看王桂平：《我国古籍数字化的现状及展望》，《图书情报知识》2000 年 4 期。朱小健：《古籍整

理通用系统及其中字典的编纂》，《语言文字应用》2000 年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