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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视角：基于符号分析法的宋代政治网络

可视化研究

严承希　 王　 军

摘　 要　 数字人文的兴起引发了社会人文历史领域的广泛关注，海量的数据资源与新兴的数据分析技术为更高

效和宏观地解决人文研究中长期存疑和讨论的主题提供了全新的思维范式。 尽管有关数字人文的合理性仍存在

诸多争议，但是数据驱动下的跨领域人文计算在人文主义重构活动深度与广度上所展现出的高效性已经被大量

项目与实践所证明。 本文以宋代政治为例，从数字人文视角出发，借助符号分析方法对哈佛大学“中国历代人物

资料库”进行实证探索与可视化分析，结合已有的史学问题和相关观点，从宋代政治整体网络分布特征、核心人

物的地位与结构拓扑以及不同时期宋代政治网络的时序政治关系演化模式三个层次，进行逐一分析与讨论，为研

究宋代党争政治格局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同时也展现了数字人文技术在人文历史领域研究中的可行性与

巨大潜能。 图 ８。 表 ５。 参考文献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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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ｎｇ Ａｎｓｈｉ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ｓ ｉｔｓ ｍａ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ｔｉｍｅ ｇｏ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ｔ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８ ｆｉｇｓ． ５ ｔａｂｓ． ４０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　 引言

随着数字化技术与网络科技的发展，数字

人文成为当前人文历史领域的热点主题。 无论

是国家图书馆的“华夏记忆项目” ［１］ 、上海图书

馆的“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 ［２］ ，还是

ＨａｔｈｉＴｒｕｓｔ 数 字 图 书 馆 项 目［３］ 或 是 德 国 的

ｅＡＱＵＡ 古典数字化文学项目［４］ ，都是近些年来

全球范围内数字人文兴起所积累的丰硕成果。
尽管数字人文的概念没有得到统一的标准化定

义，但是其范畴具备相当丰富的内涵信息。 美

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分校图书馆和信息科

学教授 Ｊｏｈｎ Ｕｎｓｗｏｒｔｈ 认为，数字人文领域范畴

主要是改变人文知识的发现、标注、比较、引用、
取样、阐述与呈现，从而实现人文研究、教学升

级和创新发展［５］ 。 结合相关文献和已有的知

识，本研究认为数字人文是基于计算机数字化

处理和分析技术，对社会人文领域所保存的不

同格式的数据与信息（包括史料文献、音频和视

频记录）不断分析与挖掘，以提供更客观的决策

与评估结果的一种辅助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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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治与历史学研究中，宋代是一个

受到极大关注的重要历史时期，诚如陈寅恪先

生对宋代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

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本文选择宋代这一

特殊的历史时期，结合数字人文技术和符号网

络分析理论，围绕全宋的政治网络进行相关实

证研究，以揭示复杂历史环境中人际政治关系

所暗含的微妙且富有规律性的人文特征与社

会痕迹，进而论证与辨析部分史学观点与争

议，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为展现数字人文范式的

科学性提供合理的实证依据。 具体而言，本研

究主要聚焦于三个研究问题：①宋代政治人际

网络的分布特征是什么？ ②核心政治人物在

网络中的角色与地位情况如何？ ③不同时段

与时期政治网络的合作与冲突如何相互影响

与演化？

１　 历史研究与数字人文

大数据时代下，文本分析、数据挖掘以及网

络科学在社会学、生物学及其跨学科领域的瞩

目成就，开启了人文领域学者们的思考与全新

的认知。 具有不同粒度的纵向大型资料数据

库和相关数据分析技术使得面向量化的整体

性历史分析手段成为可能，如国内外大规模古

籍文本分析成果［６－７］ 。 数字人文可以帮助广大

人文历史学者探索和验证已有的历史史料和

研究证据，乃至揭示社会历史变迁中的隐性规

律与模式，大大拓展了人文历史学科的研究

空间。
作为数字人文分析技术的重要方法，网络

分析 一 直 以 来 备 受 人 文 历 史 学 者 关 注。
Ｗｅｔｈｅｒｅｌｌ 认 为 虽 然 社 会 网 络 分 析 （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ＮＡ） 对数据量的要求是苛刻

的，即需要社会系统内所有成员之间的不同社

会交互行为的证据信息，但是社会网络分析仍

然具有史学分析的巨大潜力［８］ 。 即使如此，数
字人文的发展与深化研究仍存在诸多争议，
Ｂｒｅｎｎａｎ 教授等批判其不过是“人文中的数字”，

更是强调其“夸大其词的口号”以及“是将人文

学科从其存在理由中分离的楔子” ［９］ 。 波士顿

大学学者 Ｗｅｉｓｋｏｔｔ 认为，“数字人文的类目正在

逐渐破坏原有的关于一般性人本主义探索的人

文价值，包括定性解释、品读与重读、主流的批

判性思维规范，特别是对基于现有社会关系批

判性学术努力的扼杀” ［１０］ 。 不过这种范式的冲

突与争议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正如库恩所指出

的那样，“科学革命中出现的新的常规科学传

统，与以前的传统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

际上是不可通约的。 不同‘范式’的倡导者之间

总是存在误解，这是由于不同‘范式’的支持者

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并且每一个共同体都不

会认可另一个共同体在论证中所使用的所有非

经验性假设” ［１１］ 。 本研究认为，数字人文的新

范式与历史保护主义旧范式之间的争论，并不

会阻碍人文科学的多元化革新发展，即使不存

在一种范式的取代和转移，这种批判与争议会

引领数字人文的发展方向而不是过渡迷失于数

据与技术的纯粹主义，最终会促进数字人文范

式的不断完善与进步，特别是数字人文视角下

网络科学的理论与技术的融合与普及，这也正

是当今科学界疾呼的跨学科领域合作与融合的

最佳范例。
当然作为一个实证研究，本研究的重点不

在于过多地论述数字人文范式的合理意义，而
在于提供更多的视野与认知方式来重新审视

与解读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研究问题

与争议，同时也以实证主义方式论证数字人文

与网络分析在人文历史研究领域的可行性与

优势。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符号分析理论

符号网络是指使用正、负二元符号对任意

的社会网络中存在的对立关系进行表征的一种

形式化网络，如朋友、信任、喜欢、支持等积极关

系，可使用正号“ ＋”标识，而负关系则用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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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不信任、讨厌、反对等消极关系，一般用

“ －”标识［１２］ 。 符号分析理论的构建最早可以追

溯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社会心理学家 Ｈｅｉｄｅｒ 在研

究社会网络的人际关系的平衡性问题时提出结

构平衡原理［１３］ ，５０ 年代由 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 和 Ｈａｒａｒｙ
等延伸到基于图论的网络模型分析工作中［１４］ 。
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对于任意一个三元闭包

而言（即三个节点组成基本关系结构），存在四

种二元关系组合，即“ ＋ ＋ －” “ － － ＋” “ ＋ ＋ ＋” 和

“ －－－”，其中“ ＋＋＋”与“ －－＋”属于平衡性结构，
而“ ＋＋－”与“ －－－”则属于非平衡性结构，在现实

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交互中总会伴随着这两种结

构性关系的交叉转变与相互影响，但人们总会

试图减少不平衡性关系，从而保持社会系统的

总体体态的稳定，有研究已经证明这与情感失

衡和社会压力因素相关［１５］ 。
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跨学科思维的

深度关切，使得符号分析法的理论拓展与实践

大大加速，围绕二元关系所发展出来的闭包结

构、地位传递性以及网络拓扑尺度等研究主题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 Ｇｕｈａ 的“信任传播

模型” ［１６］ 以及 Ｄａｖｉｓ 的“弱平衡理论” ［１７］ 等。 可

以说，符号分析理论已经广泛用于社会学、信息

学和生物学等领域学科研究中，并逐渐成为简

化和解决复杂社会系统问题的一把利器。

２．２　 研究框架

针对提出的研究问题，本研究制定了研究

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具体而言，首先通过对数据

库资源进行实体与关系的查询、抽取与专家关

系标注，构建出整体和分时段的符号图模型，然
后采用整体网络统计与分析，核心人物定位与

角色计算以及时序关系图的演化测度，分别对

网络中的边、结点与子图进行统计分析，从静态

层与动态层两个层面刻画全宋政治网络的特征

与规律，其中整体网络分析与核心人物分析属

于网络静态特征分析，而不同时序关系图的演

化分析属于网络动态特征分析。 最后，我们结

合逻辑证据层所提供的相关文史资料对网络分

析获得的结果进行验证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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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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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符号分析法的宋代政治网络可视化

３．１　 数据来源

中国历代人物资料库项目（Ｃｈｉｎ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ＢＤＢ）最初来自哈佛大学 Ｐｅｔｅｒ
Ｋ． Ｂｏｌ 教授有关宋代的史学研究成果与数据整

理工作，目前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北京

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三方进行开发与维

护。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ＣＢＤＢ 已经收录了自

唐朝到明清约 ３７０ ０００ 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资

料，包含了丰富和可靠的史料与文书数据，涵盖

正史列传、墓志铭、地方志、祭文、序、纪、书信、郡
守年表、会要在内的重要史料数据，其中以宋代

历史人物的信息与社会关系最为完整和准确。
本研究重点抽取 ＣＢＤＢ 数据库中全宋人物

及其政治关系（“政治对抗”与“政治奥援”），时
间维度选择 ＣＢＤＢ 的指数年段 ９６０—１２７９。 通

过数据清洗（包括异常字段剔除、重复关系合并

等步骤），共获得 １ ７８８ 位宋代历史人物及其构

成的 ２ ８８２ 个政治关系。 进而在相关历史学者

的辅助和验证下，我们对政治关系进行符号和

强度人工标引，其中属于“政治奥援”关系的标

引为“ ＋”关系，属于“政治对抗” 关系的标引为

“ －”关系；在强度标引上，采用“１—３”来展现政

治人物之间人际关系的亲密和情感交互强度，
如“处决” 关系 （ － ３） 显然高于 “ 弹劾” 关系

（ －２），“弹劾” 关系 （ － ２） 则高于 “ 不合” 关系

（ －１），具体见表 １ 所示。

表 １　 政治关系的符号与强度标引

符号关系标签

“－”关系 “＋”关系
强度

不合、拒绝在 Ｙ 的主政期出仕、拒绝在 Ｙ 主政的

政府中任职、拒绝会面、欲辟 Ｙ 为幕僚但被拒绝、
拒为 Ｙ 之党、拒 Ｙ 游说

门客为 Ｙ、恩主是 Ｙ、党羽为 Ｙ、党魁为 Ｙ、政见趋

同、副 Ｙ 出使、以 Ｙ 为谋士、以宦官事 Ｙ
１

反对 ／ 攻讦、弹劾、反对 ／ 不支持 Ｙ 的政策、排挤、
得罪 Ｙ、忌 ／ 恶、批评、反对 Ｙ 称帝、以诗讽忤 Ｙ、
与 Ｙ 争权、其党攻讦 Ｙ、反对赦免、遭 Ｙ 蔡京势力

排挤、遭 Ｙ 新法支持者排挤

欣赏 ／ 器重、支持、喜爱、称道 Ｙ 之政绩、庇佑 Ｙ、
拥立 Ｙ、王安石新法支持者

２

陷害 Ｙ、其（或追随者）杀害 Ｙ、逮捕、鞫治、建议

处决 Ｙ、筹划谋杀、下令处决、处决、逃离 Ｙ 的统

治区、王安石新法反对者

因与 Ｙ 的交往受牵连、其同犯被指为 Ｙ ３

３．２　 分析变量

本文将分析维度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

时间维度变量，为了以单一的年份值定位特定

年代时期的人物，这里采用 ＣＢＤＢ 定义的指数年

进行度量，其中包含 ２０ 条规则［１８］ 。 另外一类是

社会关系指标，本研究基于二元关系和闭包结

构特征引入两种分析变量抗支比 γｋ 与平衡系数

δ。 抗支比是对网络二元关系的基本度量，用以

表示政治人物关系敌对与合作的相对程度，即
网络中负关系（对抗关系）与正关系（支持关系）

的比值，具体可以有两种形式：①数量比，表示

规模性；②带权值的强度比，体现强度性。 根据

结构平衡理论，本文用平衡系数来衡量局部关

系结构中政治人物关系的稳定性，即平衡闭包

数除以平衡闭包与非平衡闭包的和，可知平衡

系数越高，该网络关系的稳定性越高，上述指标

公式表示如下：

δ ＝
Ｎｂａｌ

Ｎｂａｌ ＋ Ｎｕｎｂａ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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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 ｆｒｅ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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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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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为了更清楚理解两个指标的计算方式，我
们截取全宋网络中一个包含 ５ 个节点的子网络

进行说明，如图 ２ 所示。 该有向子网中包含两种

符号关系，如“ ＋”关系如“王安石－ ＞欣赏 ／ 器重

（ ＋２） － ＞周常” 和“ －” 关系如“王安石－ ＞忌 ／ 恶
（ －２） －＞祖无择”。 根据符号网络的结构平衡原

理，我们可以发现存在非平衡闭包关系“ ＋＋－”，
如“［王安石－＞欣赏 ／ 器重（ ＋ ２） －＞周常］ ［蔡京

－＞王安石新法支持者（ ＋３） －＞王安石］ ［蔡京－＞
排挤（ －２） －＞周常］”，以及平衡闭包关系“ －－＋”
如“［王安石－＞忌 ／ 恶（ － ２） －＞祖无择］ ［祖无择

－＞陷害（ －３） －＞王子韶］［王子韶－＞恩主是（ ＋１）
－＞王安石］”，因此可以计算得到该子网络平衡

系数为 δ＝ ０ ５，抗支比 γｆｒｅｑ ＝ １，γ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 １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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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包含 ５ 个节点的政治关系子网

３．３　 实证分析

３．３．１　 宋代政治网络的基本统计

无论是“ ＋”关系还是“ －”关系，其统计结果

都显示：宋代人物政治关系的分布基本处于类

幂率分布情况（如图 ３ 所示），即大多数政治人物

之间只存在少数特定的政治关系如“反对 ／ 攻
讦”“弹劾”等，而大多数关系类别的频次都很

少呈现出长尾特性。 从关系的强度值来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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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政治关系基本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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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强度（强度与数量的乘积）分布基本与政治关

系数量分布相似但局部仍存在差异，可见关系

冲突或者合作的规模与对应的强度指标之间不

是完全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政治人物的关系与属性，本文采用 Ｈｕ

Ｙｉｆａｎ 弹性布局［１９］ 将全宋时期的政治网络进行可

视化显示，并统计和比较二元关系和结构性闭包

的分布情况，如图 ４ 所示。 首先，全宋的“ －”关系

数量大于“＋”关系数量。 反观宋代政治历程不难

发现，无论是宋真宗时期王钦若对寇准的政治倾

轧，还是“庆历新政”时期吕夷简与范仲淹之间的

明争暗斗，又或是跨越“元丰变法、元祐时代以及

哲宗绍述”近三朝的新旧朋党之争，无不体现出

占据宋代政治网络的核心关系决然是“与士大夫

治天下”的党争对抗关系，当然这与宋代皇权重

文轻武的政治理念“恩逮于百官惟恐其不足”是

息息相关的。 除此以外，相关研究也表明宋代

政治网络也是一种依靠文化、政策乃至“人际资

本”（亲缘、地缘、业缘）而形成以朋党成员意志

的自律性矢向为主导的政治集团结构［２０］１０７－１１０ 。

图 ４　 全宋政治网络的可视化布局与分析变量统计

然而从局部的闭包结构来看，平衡关系数

量大于不平衡性结构关系数量，特别是“ － － ＋”
关系显著多于其他关系数量。 政治网络中的这

种三元结构的平衡性局部特征与社会心理学领

域有关社会平衡稳态的趋向规律似乎存在一致

性证据联系。 例如，心理学家 Ｊｏｒｄａｎ 的相关实

验证明，相对于不平衡与不和谐的情况，人们更

青睐关系平衡、和谐的状态，这是从格式塔心理

学理论出发所构建的［２１］ 。 相比之下，宋代人物

之间的关系更偏向于处在一种局部权利制衡与

均势的状态（即“ －－＋”关系），闭包内部的结点

基于共同的对抗和冲突对象而产生新的联盟

（奥援关系），即所谓的“敌人的敌人亦是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状态是由二元冲突性（即“ －”

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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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主导产生的。 这种冲突性引发的均势结

构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是在党争的性质上，
正如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提出“臣闻朋党之说，
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

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

为朋。 此自然之理也”。 从《宋史·范仲淹传》
来看，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北宋前期士大夫政

治家以天子门生行天子使养权利，是“以天下为

公，先忧后乐”的公心与个人价值的追求，也就

是欧阳修所说的“君子之朋”；而宋代后期的宰

执与言官相互勾结，则是一种以私废公的利益

集团冲突，如绍圣初期“执政私人”的理念。 其

二，“ －－＋”三边关系反映出不同党派之间更加

微妙与复杂的博弈关系，以及党派内部的诸多

冲突与矛盾，例如以司马光、吕公著为代表的元

祐保守派在打击革新派问题上产生分歧，苏辙

等主张全方位覆灭新党，而少数人吕公著、范纯

仁则持反对意见，并屡次解救被旧党攻讦的吕

惠卿、章惇等新党骨干。 对于同属旧党的洛、
蜀、朔诸派间大起干戈的情况，范纯仁更是担忧

不已，由其感慨“故方其始也，非惟排斥小人之

党，而君子亦自分党，内自相攻” 可见一斑。 就

宋代政治人物网络空间分布来看，这些二元关

系与结构闭包的展开主要围绕宋代重要名臣如

秦桧、蔡京、王安石、韩侂冑以及贾似道等展开，
呈现出“核心—边缘” 的分布结构，具体如图 ４
所示，可以预见核心政治人物的政治人际关系

在宋代政治体制的繁衍与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

的作用。
为了理解宋代政治社会真实的网络属性，

本研究引入基本的网络分析指标对其进行整体

性网络结构分析。 在真实社会中，人物之间这

种对抗或奥援关系都是高度可传递的，且在局

部网络中这种人际关系往往表现出不同密集程

度的连接性，而在政治网络中这种密度聚集性

则表现为不同紧密程度的党派内部政治近邻之

间的连接关系。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宋代政治网

络的平均度为 ２ ８３，整体网络直径为 １８，平均聚

类系数为 ０ ０６，平均路径长度为 ５ ９６，这意味着

大约 ６％的政治人物只拥有 ２—３ 个政治邻居

（政敌或政友），且他们之间也存在政治关系。
虽然该网络直径较长，但任意两者之间的平均

距离仍比较小，符合六度分割的小世界效应。
进一步，本文将宋代网络与现代社交媒体网络

进行比较（如表 ２ 所示），发现除了平均聚类系

数显著小于其他现代媒体网络外，其他指标均

与社会媒体网络相近（ Ｕｇａｎｄｅｒ 的研究表明 Ｆａ⁃
ｃｅｂｏｏｋ 的平均度数是 ２，与本网络也相近［２２］ ）。
另一方面，一般而言平均聚类系数在现实社会的

朋友关系中往往表现出较高的值［２３］ ，所以这种差

异究竟是宋代政治关系的特殊性结构，还是数据

本身的缺陷所导致仍是值得继续深入探究的问

题，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宋代政治网络与当今

社会媒体网络和真实生活的人际关系存在很多

的相似特征，这也从侧面诠释了数字人文视角下

网络分析手段的可行性和见微知著的巨大潜能。

表 ２　 宋代政治网络与社会媒体网络［２４］比较

网络类型 网络直径 平均聚类系数 平均路径长度

宋代政治网络 １８ ０ ０６ ５ ９６
Ｆｌｉｃｋｒ ２７ ０ ３１ ５ ６７

ＬｉｖｅＪｏｕｒａｌ ２０ ０ ３３ ５ ８８
Ｏｒｋｕｔ ９ ０ １７ ４ ２５

ＹｏｕＴｕｂｅ ２１ ０ １３ ５ １０

３．３．２　 宋代政治网络核心人物分析

度中心度（Ｄｅｇｒｅｅ）指某节点与其所有邻居

节点的连边数之和，是衡量网络节点地位与核心

性的最基本度量指标之一。 如果考虑到有向图

网络，度中心度可以分为入度中心度（ Ｉｎｄｅｇｒｅｅ）
和出度中心度（ Ｏｕｔｄｅｇｒｅｅ），其中入度表示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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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望高低程度，出度则是表现出该节点的合

群性［２５］ 。 通过宋代政治网络度指标的测量，我
们不仅发现一些南北两宋时期熟悉的历史人物

如秦桧、蔡京、王安石、朱熹和司马光等在“无

向 ／ 有向性”度中心度上都具有较高的排名，即
享有较高的声望性与合群性，而且这些排名靠

前的权相宰执似乎与其他言路大夫之间存在某

种特殊的关系。 表 ３ 中我们列举了 ｔｏｐ２０ 的度

排名人物，除少量人物（朱熹、苏轼、童贯）之外，
其余 １７ 人都曾经先后担任过宋代朝廷的宰执，

我们看到无论北宋还是南宋，这种以“相党政

治”为核心构建的文人官僚政治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它既是承接隋唐贵族政治而进行的政

治制度革新，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皇权对

宰执相权控制能力的局限性，而后者也正是产

生近十年以来有关宋代政治权利研究的一个重

大问题的引子，即“相权政治”与“君主皇权”之

间的争议问题，研究成果主要围绕钱穆先生提

出的“宰相权弱说” ［２６］ 与王瑞来先生提出的“相

权强化”观点［２７］ 之间的大讨论展开。

表 ３　 基于度中心度的宋代 Ｔｏｐ ２０ 核心政治人物

人物 年代 度 职阶 类型 人物 年代 度

秦桧 南宋 ２８８ 左司谏、宰相

蔡京 北宋 １９７ 太师、宰相

韩侂冑 南宋 １３２ 宰相、平章军国事

王安石 北宋 １２２ 左仆射（宰执）、观文殿大学士

贾似道 南宋 ７８ 宰相、枢密使

章惇 北宋 ７０ 谏议大夫、宰相

朱熹 南宋 ５５ 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帝师）

史弥远 南宋 ４６ 右丞相、枢密使

司马光 北宋 ４１ 同知谏院、尚书左仆射（首相）

赵汝愚 南宋 ３９ 枢密使、右丞相

入度

秦桧 南宋 １２３

蔡京 北宋 ８３

韩侂冑 南宋 ４９

王安石 北宋 ４６

朱熹 南宋 ３５

贾似道 南宋 ３１

章惇 北宋 ２３

苏轼 北宋 ２２

史弥远 南宋 １９

欧阳修 北宋 １８

丁谓 北宋 ３８ 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执）

苏轼 北宋 ３６ 知州、翰林学士

张邦昌 南宋 ３１ 太宰兼门下侍郎（宰执）

丁大全 南宋 ２９ 右谏议大夫、右丞相

范仲淹 北宋 ２８ 参知政事、右司谏

欧阳修 北宋 ２７ 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执）

童贯 北宋 ２４ 检校太尉、太傅

李纲 南宋 ２３ 中侍御史、尚书左仆射

蔡卞 北宋 ２３ 同知谏院、侍御史、尚书左丞（副宰执）

曾布 北宋 ２２ 尚书右仆射（宰执）、中书侍郎

出度

秦桧 南宋 １６５

蔡京 北宋 １１４

韩侂冑 南宋 ８３

王安石 北宋 ７６

贾似道 南宋 ４７

章惇 北宋 ４７

司马光 北宋 ２８

赵汝愚 南宋 ２８

史弥远 南宋 ２７

张邦昌 南宋 ２５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通过调查这些宰执的

政治升迁过程发现，很多北宋中后期以及南宋

的宰执都曾先后担任过“台谏” （包括谏议大夫、

御史大夫等言官），表 ３ 中担任过“台谏”的人数

占到度中心度 Ｔｏｐ２０ 中权相的 ５０％，这说明在宋

代宰执与言官之间可能确实存在着巨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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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谋与私交输出关系。 实际上，以宰相为首的

执政集团在中央的政治管理中扮演着决定性的

角色地位，如在官吏（包括台谏）的升降和任免

上具有重大的决议权。 另外，宋代政策会议中

宰执往往具备更优的“对”的顺序和直接面见皇

帝的权利，例如王安石对皇帝与宰执的会议内

容不满而上“密咨”，直接影响了傅尧俞的人事

安排［２０］ ２９７－２９８ 。 虽然宋代台谏设立的本质是为

了纠弹官邪，监督官吏和抑制相权，但受制于宰

执在政治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台谏的功能是微

乎其微的，某种程度上处于“被架空”的状态，甚
至成为相权巩固自我团体的中坚力量。 从这个

意义上讲，我们认为宋代政治改革虽然表面上

采取皇权集中的政治制度改良，但受制于政治

权利分配制度和信息渠道单一化等因素的影

响，相权本质上仍是逐步强化的。
本文使用 ｋ⁃ｃｏｒｅ 分析对全宋政治网络进行

分解，力图进一步揭示和解释这种逐步强化的

相权政治的网络特征和空间属性。 ｋ⁃ｃｏｒｅ 是图

论的一种基于网络拓扑结构的结点集合概念，
指度值不小于 ｋ 的极大子图，常被用于揭示网

络的核心区域以及划分网络的层次结构［２８－２９］ 。
由图 ５ 可知，按照核心程度，当 ｋ ＝ ４ 或 ５ 时，出
现的节点主要是宰执，表明权相的核心地位占据

图 ５　 宋代政治网络的 ｋ⁃ｃｏｒｅ 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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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宋代政治网络的拓扑中央，其中 ５－ｃｏｒｅ
网络基本涵盖的是北宋中后期最为重要的权

相，如王安石、蔡京、司马光、章惇、曾步以及丁

谓；４－ｃｏｒｅ 则以南宋政治宰执与北宋前期的宰

执为主，如秦桧、韩侂冑、史弥远、赵汝愚以及欧

阳修和范仲淹等，特别地围绕王安石、蔡京、司
马光、章惇的北宋相党网络已出现端倪。 随着 ｋ
值的不断降低，围绕上述三个时期的权相政治

关系群体（奥援与对抗）先后出现，相党网络逐

步扩展开来，涉及的相关政治人物数量与关系

占比显著增大，即相党内部成员逐渐增多，如表

４ 所示（当 ｋ ＝ ２ 时，总边数出现率超过 ６０％），而
相党之间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相互对抗性，特
别在以南宋秦桧、韩侂冑为首的相党团体与其

他党派之间的斗争性更加明显，如秦桧党与张

邦昌派系之间的对抗，正如部分学者所阐述的

那样，“作为南宋政治的重要表现形态，相党与

相党之争的盛行不仅是宋代‘相权强化，

表 ４　 ｋ⁃ｃｏｒｅ 分解

ｋ 节点数 边数 节点出现率 边出现率

５ １６ ５７ ０ ８９％ ２ ２５％

４ ９０ ３０５ ５ ０３％ １２ ０６％

３ ２３９ ７０３ １３ ３７％ ２７ ８１％

２ ７０７ １ ５６４ ３９ ５４％ ６１ ８７％

帝皇愈发象征化’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在政

治实践中又表现出显著的喜同恶异、党同伐异

的政治品格” ［３０］ ，这也再次印证了本文和部分

学者所支持的“相权逐步强化”之说。
进一步地，本研究也比较评估了对抗网络

和奥援网络核心人物的分布结构。 通过网络

“入度中心性与出度中心性” 的散点图分析来

看，以“权相”为代表的核心人物（入度或出度中

心性＞０ ０２，如图 ６ 中圆形阴影部分）表现为在

对抗网络中的功能性主要是声望性效应（入度

中心性大于出度中心性），而在奥援网络中则表

现为合群性效应 （出度中心性大于入度中心

性）。 具备次声望性的人物（入度或出度中心性

＜０ ０２）不乏一些非宰执的言官以及文学思想之

大家，他们在政治网络中表现非常活跃，既可能

是权相政治合作的对象也可能是政治攻击的发

起者，如苏轼、欧阳修、朱熹和真德秀等（图 ６ 所

示）。 以朱熹和真德秀为例，如图 ５ 所示，研究

发现朱熹和真德秀人文学派正处在不同相党

（秦桧、贾似道和韩侂冑）之间关联的过渡位置，
表明学术思想在政党关系博弈中可能起到的是

一种“桥接”性作用。 由此，本文认为宋代朋党

政治与文学思想领域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如

“北宋文字狱的兴治对文人的迫害，党禁与文禁

对文学的摧残，党争的意气之争、政见与学术之

争所引发的文人群体的政治分野” ［３１］ ，以及“新

图 ６　 宋代政治奥援与对抗关系网络的散点图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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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崇尚‘兴复古道’的王道哲学与旧儒学的政

治理 想 交 锋 所 引 发 的 党 派 分 化 （ 洛、 蜀、
朔）” ［３２］ ，都深深印刻着千年文化思想与政治意

识形态的冲突与源远流长，这种利益和价值的

政治博弈生动地被创造为各种文学主题或既往

思想文明之开端。 除此以外，秦桧、蔡京、韩侂

冑和王安石不仅是宋代政治被对抗的中心人

物，也是主动寻求政治合作与支持的中坚力量，
其中前二者在民间分别是南宋与北宋的奸臣之

首，而作为革新派的王安石虽然正面评价较多，
但其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也是毁誉参半，即都

是宋代历史颇具争议性的人物。 这些超级宰执

（以南宋为例，如图 ５ 中的秦桧与韩侂冑）为了

各自政治利益需求，极力地培植和推荐支持自己

的政治羽翼和团体力量，逐步形成完整的政治

党派。 通过局部聚类分析，秦桧、张邦昌、韩侂

冑以及贾似道等相党由内至外表现为人际关

系由亲至疏的延伸，从而构成以相党为中心内

紧外松式的“差序格局” ，且不同的相党之间关

系层次符合类似“权相 Ａ—Ａ 党派—士大夫同

僚—Ｂ 党派—权相 Ｂ” 的结构模式。 这与费孝

通先生中国乡村人际关系研究中有关政治地

位高低形成权利不对等的圈子的说法极其类

似，即社会学中的“ 差序格局” 理论 ［ ３３］ （ 如图

５ 所示） 。
为了探索宋代整体性政治关系方向的特

征，我们使用拟合线对上述两个网络进行最小

二乘的拟合（剔除个别 ｔｏｐ 节点）并将“ ｘ ＝ ｙ”作

为基准线（基准线表现出无主动或者被动发起

行为的倾向性），结果一致性表明出度拟合线比

入度拟合线更趋近于基准线（这里使用夹角的

正切 ｔａｎ 函数进行度量），亦说明了宋代政治人

物的政治关系更倾向于展现一种被动行为（受

到奥援或者对抗），这种行为性质最可能属于政

治对抗（对抗网络入度的 ｔａｎ 指标 ０ ４４ 显著大

于出度的 ｔａｎ 指标 ０ １，而在奥援网络中的其 ｔａｎ
指标分别为 ０ ２５ 与 ０ １６，差距不大）。
３．３．３　 宋代政治网络时序比较与趋势分析

大量的文献证据［３４－３６］ 显示，宋代不同时期

的政治网络具有一定的差异，以北宋与南宋为

时间分割轴，本文对两代政治网络的平衡性与

度分布进行测量。 图 ７ 显示尽管“ －－＋”闭包结

构的数量在两代网络中都具备较高的数值，北
宋政治网络的平衡系数小于南宋的政治平衡系

数，其原因在于北宋非平衡关系如 “ － ＋ ＋” 和

“ －－－”数量较多，这说明北宋政治局面较南宋

政治可能更加动荡，这与之前论述的南宋相党

强化有关，相关史料记载自北宋后半期宰相与

言官相互勾结，相权逐步由“天子之耳目”转化

为“执政私人”，南宋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评价

道“高宗初见秦桧能担当得和议，遂悉以国柄付

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 高宗所恶之

人，秦引而用之……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摈去

之，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 另有研究

图 ７　 北宋与南宋时期网络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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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两宋之际的党争异常激烈，靖康之变的党

同伐异不仅操纵着政治走向，左右着不同学术

思想的此消彼长，更加给士人的心灵投下浓重的

阴影” ［３７］ ，这体现在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关系强

度上，北宋向南宋过渡时期的对抗斗争的相关指

标显著高于相对稳定的北宋或南宋时期，如表 ５
所示。 但从度分布来看，北宋与南宋政治网络服

从斜率幂率为 １ ２—１ ３ 左右的幂率分布（ Ｒ２ ＞
０ ８），二者之间曲线分布高度近似，这表明南北

两宋政治人物之间关系分布结构基本相似。

表 ５　 北宋与南宋政治关系统计

时期 标准“－关系”占比 标准“＋关系”占比 单位边“－关系”强度 单位边“＋关系”强度

北宋—南宋过渡 ０ ６７３％ ０ ３９５％ １ ９６４ １ ５９３
北宋 ０ ２２０％ ０ １９３％ １ ９１９ １ ５９５
南宋 ０ １７７％ ０ １０１％ １ ８６８ １ ６４８

　 　 从更加微观和动态的角度看，我们聚焦于

宋代网络演化发展的时序特征，重点关注与比

较网络平衡性与抗支比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其
中经过多次时间间隔切分的评估（考虑到指数年

的误差和相关史料文献的佐证），本研究选择以 ５
年作为网络切分的时间阈值划分时序网络图。
图 ８ 显示从平衡系数来看，自 １０６８ 年后北宋平衡

性被打破，平衡系数逐步降低，至“北宋—南宋”
转折点达到最低值，这反映出自王安石变法革新

以来，北宋政治格局动荡，且不断陷入新旧派（改
革派与保守派）争斗格局中，各党争势力之间的

对抗与合作性不断强化，其势愈演愈烈直到南宋

初才稳定下来。 而南宋王朝自 １１２７ 年起政治生

态比较稳定，平衡系数基本维持在 ０ ７８—０ ８２ 左

右，再次证明南宋政治格局较北宋而言稳定很

多。 由于规模和强度抗支比可以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特定时段内政治关系斗争与合作性的相对

程度，本文选择两种独立的网络特征分析视角，
即“历时的演化网络” （历时全宋网络视角） 与

“独立的区域网络”（北宋与南宋各自的独立时段

视角），其中后者消除了旧时段（北宋）节点和关

系集给新时段（南宋）带来的累积效应。

图 ８　 宋代政治网络时序趋势分析

０９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四卷　 第二三七期　 Ｖｏｌ ４４ Ｎｏ ２３７

从历时演化网络视角出发，虽然全宋时代不同

时期的斗争强度整体上比较一致（ γ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几乎没

有变化），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在政治交恶和敌

对性的规模上，南宋显著高于北宋。 自王安石

变法起，尽管北宋的奥援合作局面仍然占据主

体（γｆｒｅｑ ＜１），其斗争规模扩大速度显著加快，而
在章惇恢复新法后，宋代政治对抗斗争局面成

为主体（γｆｒｅｑ ＞１），且至南宋前后，这种斗争规模

逐年高速增长，并在南宋初期延续了一段时期的

增长势头，至 １１７０ 年后这种历时演化网络的抗支

比指标不再剧烈变化。 类似历时视角的结果，南
北独立时段的区域网络对比分析显示，显然强度

抗支比随时间的变化程度比规模抗支比更加稳

定，且南宋初期呈现出最显著的内部政治冲突性

（γｆｒｅｑ达到最大值，远高于 １，对抗关系规模远远高

于合作关系的规模，见图 ８ 独立时段视角）。
南北两宋时间维度下的不同政治特征是特

定历史时代下多方面社会原因的产物，部分学

者统计“北宋时代台谏弹劾宰相的得到实现的

事例较多，而在南宋时代弹劾枢密使或可得以

实现，但弹劾宰相的几乎没有实现的相关案

例” ［３８］ ，其根本原因与政策形式恶化、官制失衡

和信息渠道单一化密切相关。 就政策形式而

言，虽然不同于唐代的“议”，宋代议政以“对”为

政治决议形式展开，但是随着北宋末期至整个

南宋“御笔”机制的出现，宰执在政治运作中作

为“中间人”的管理与控制作用愈发明显。 与此

同时，改革派官制改革的失败直接导致宋代朝

廷的政治失衡，特别是“三阙”的空心化（辟阙、
堂阙和部阙）与“堂谢”惯例的出现（见宋代赵升

记载的《朝野类要》中的“授官职，朝谢毕，谢宰

执”）都是典型的官僚形式主义作风。 这种所谓

的权相礼仪化政治潜规则日益滋生，反过来增

强了“宰执”在政治权利分配博弈中的优势，造
成话语权的单极化，因而就整个朝廷政治而言，
很难有其他党派可与之抗衡。 另外，从北宋熙

宁、元礼时期的新法改革到南宋秦桧等专权宰

相的出现，我们不难发现皇权与士大夫之间的

信息沟通渠道也在逐步单一化，诸如台谏、侍

从、经筵、制诰和听言等官僚机构的功能严重退

化［２０］３２８ ，皇帝政治空间与政治参与性进一步缩

小，从而加大了相权（北宋末与南宋）对当朝政

治集中控制的力度，所以相比于王安石变法前

后的北宋政坛党争林立，南宋政治从整体上显

得更加稳定。 即使局部网络在北宋前期可能存

在有关相权的较大冲突规模，但是从整个宋代

历史演化来看，无论是“对抗”还是“奥援”关系，
权相对政治人物网络的控制都是极其有效和稳

定的。 当然，其他的因素可能还包括地理区域和

文化观念的转变，如韩明士的调查表明，宋代朋

党具有明显的地域社会结构，具体可以划分为中

央型的北宋士大夫与扎根地域型的南宋士大夫，
且北宋精英比较看重官位，而南宋精英只对财

富、门第、学问和地方名望感兴趣［３９］ 。

４　 总结

数字人文的兴盛开启了人文历史研究的全

新篇章，特别是提供了对传统历史政治文化的

重构与再思考。 作为大数据时代下的一种全新

的思维范式，尽管数字人文分析因过多地强调

技术性量化分析的重要性而受到了部分学者的

存疑与批判，但是数字人文领域大量已有并逐

步发展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构建，已经一定程度

上证实了该领域发展的巨大社会意义和潜力，
颇具拨云见日之效。 本文以宋代政治网络为对

象，借助符号分析方法，从数字人文的角度对一

些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和争议性观点进行论

证，从宏观的角度对宋代人物政治网络中的党

争政治、权相更替、相党权利结构，以及时序下

北宋与南宋时期政治演化与趋势进行了探究与

讨论，科学有效地论证和支持了部分学者的理

论与观点，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较具创新性的研

究发现与成果，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１）宋代政治网络的核心是以士大夫为主

体的党争对抗关系，表现为党同伐异、相互制衡

的平衡性均势局面，而受到权位利益、政治价值

与思想观念的影响，政治派别内部也不是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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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整体，这种基于冲突对抗关系的均衡性

也具体表现在了二元人际关系和结构三元闭包

关系中，按照公私视角具体可以分为“君子之党”
与“小人之党”。 在某种程度上，党争可以看成宋

代政治维系和皇权制驭下的政治衍生物，如宋真

宗曾一语道破天机“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

非” ［４０］ 。 这些对于中国历史与政治的发展有着

深远的影响。
（２）宋代政治网络与当前的社会网络非常

相似，如好友网络以及社交媒体网络，都具有显

著的小世界效应。 其区别在于宋代政治网络的

密度聚集性较低，这可能与古代政治网络或者

样本数据分布有关，但从网络的度分布来看，无
论是南宋还是北宋网络其度分布都符合复杂网

络中一般性的幂率分布规律。
（３）权相与相党是宋代政治格局中非常显

著的特征。 宋代政治人物网络空间主要围绕宋

代超级宰执如秦桧、蔡京、王安石等展开，呈现

出“核心—边缘”的分布结构。 权相宰执与言路

大夫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利益合谋关系，特别是

在宰执的政治升迁过程，担任过“台谏”的人数

占到度中心度 Ｔｏｐ２０ 中权相的 ５０％。 本应作为

第三方独立的监察和弹劾机构的“台谏”逐步丧

失了其权利约束与监督功能，这可能是相权强

化的原因之一。 相党可以看成一种随相权集中

化而产生出的以宰执为中心具有层次性结构的

组织，组织由内向外呈现出“差序格局”。 虽然

宋代朋党政治与文学思想领域紧密相关，但与

具有文人和思想学者背景的士大夫不同的是，
宰执在对抗网络中的功能性主要是声望性效

应，而在奥援网络中表现为合群性效应。 总体

而言，宋代核心人物在政治网络中更加倾向于

表现为被动行为。
（４）从北宋与南宋政治网络的特征属性比

较来看，北宋向南宋过渡时期的对抗关系显著

高于两个独立时期，体现出宋代王朝政局的巨

大更替对当时政坛局势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中

北宋的政治平衡系数较低，说明北宋政治局面

可能较南宋政治更加动荡，这与南宋相党专权

专制息息相关，具体表现在宋代政治改革与发

展进程的三方面特征，即政策形式的恶化、官制

体制失衡和信息渠道单一化，这与已有的史料

记录和评论观点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纵观整个

宋代历时的演化网络，北宋前期（王安石变法

前），奥援合作局面仍然是宋代网络的主体特

征，但随着政治党争局面的深化，斗争性规模显

著扩大，不过这种政治网络的时序演化与政治

关系的强弱性似乎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本文采用数字人文的相关方法对有关宋代

政治历史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一方面提供了

跨学科领域分析（数字人文与网络科学结合）的

可行性依据，另一方面也对已有的部分研究成果

和争议进行了实证探索与验证，一定意义上拓展

了中国历史政治问题分析的思路，可为广大历史

政治学者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 但本研究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如数据仍不够完整，部分研究成

果的解读仍有待进一步的考量与印证。
致谢：本研究特别感谢哈佛大学中国历代

人物资料库 ＣＢＤＢ 项目组的王宏甦博士、北京大

学图书馆朱本军副研究员的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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