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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器学习的古籍目录互著与别裁探析∗

张力元　 王　 军

摘　 要　 目录是组织与利用古籍资源的重要工具,也是图书情报学科的重点研究对象。 互著与别裁作为古典目

录学中的两种辅助方法,能在深入剖析文献内容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内容的多元性将文献准确、完整地记载于目

录体系中,达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效果。 将互著与别裁映射为文本挖掘中的文本分类问题,提出基于机器

学习以实现互著与别裁的方法框架,为古籍在目录体系中的多类目记载提供方法。 首先利用 TextCNN 与 BERT

两种机器学习模型对先秦诸子六家十部典籍文本进行分类训练,结果显示 BERT 优于 TextCNN,可以达到 91. 64%

的分类准确率;之后用微调训练后的 BERT 模型对《荀子》与《管子》进行篇、章粒度的分类判断,最终得出这两部

图书各篇章互著与别裁的结果。 本研究展现了在数字人文视域下,数字技术对古典目录学、古典文献学以及学术

史研究的应用价值。 图 5。 表 7。 参考文献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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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古典目录学历史悠久,具有“辨章学

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 学中要

紧事” [ 1] ,对古籍资源的组织与利用、古籍数

据库的设计与开发、古籍联合目录的建设与

统一等具有重要意义。 互著与别裁作为古典

目录学的两种辅助方法,能在剖析文献内容

的基础上,根据内容的多元性将文献准确、完
整地记载于目录体系的多个类目下,达到“ 类

例既分,学术自明” 的效果,曾应用于《 七略》
《文献通考·经籍考》 《 澹生堂书目》 《 直斋书

录解题》 《书目例略》 《百川书志》 《艺文类聚》
等书目中 [ 2- 4] 。 但互著与别裁的传统实现策

略主要依托于人工,这不仅对人力和学术素

养有较高要求,而且存在主观性较强或难以

准确判断的问题,以致无法在海量古籍上得

到普遍运用。

本文在数字人文视角下引入机器学习方

法,为互著与别裁提供新的实现策略。 在古籍

数字化的基础上智能化地实现互著与别裁,可
以高效处理更多古籍资源与更多类目的对应

关系,也可以深入到篇章做出细粒度的分类判

断。 这不仅能够拓展互著与别裁的理论与实践

边界,而且能够提高古籍资源的组织与利用效

率,为数字环境下的“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提

供量化保障。 在新文科背景下,该方法还可以

为人文研究提供新的分析维度,助力发现新

问题。
本文首先提出基于机器学习以实现互著与

别裁的方法框架,之后分别利用 TextCNN 和

BERT 两种机器学习模型对先秦诸子六家十部

典籍文本进行分类训练,让机器学习各家类别

与典籍文本的对应关系,再选取训练后分类效

果更好的 BERT 模型对《荀子》和《管子》分别进

行分类判断,最终依据分类结果提出对这两部

典籍的互著与别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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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综述

互著与别裁的思想早见于明代祁承 《澹生

堂藏书目录·庚申整书略例》的“互”与“通”,后
于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中正式提出[5,6] 。 互著

与别裁虽然作用对象不同,但二者的原理和方法

相通,即在分类编目时,将内容广泛的或是具有

多个主题的图书及篇章全面、科学地记载于目录

体系内的多个类目中,实现目录辨考学术和指导

文献检阅的多重作用,对于实现古典目录学“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具有重要价值[3,7] 。 同时也要

辩证认识到,互著与别裁的传统实现方法具有时

代局限性,在客观性、准确性、效率等方面均存在

问题。 如徐召勋在 1979 年就指出:“假如一本书

包括甲、乙两个类的内容,而且各占一半,这究竟

是用互著法还是用别裁法呢? 还有的书包括两

个类的内容,不是一半对一半,而是一大半对一

小半。 这样的书又该如何处理呢?”对此他的回

答是“结合具体情况而定” [8] 。 实际上,在回答这

个问题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量化书中不同

类别所占的比例,即何为“一半”“一大半”“一小

半”。 基于人工主观判定的方法很难回答这个问

题,这意味着过去的互著与别裁判断可能存在错

误。 然而,这一问题在近三十年并没有得到学者们

的充分重视,近年有关互著与别裁的研究多集中于

再论其内涵[9] 、追溯其起源[2,3] 以及辨析书目应用

实例[4] ,几乎没有学者再次审视互著与别裁在实现

方法上的问题,也没有将量化方法引入其中。
近五年来,随着“数字人文”文理交叉融合理

念的推广,有学者逐步意识到可以利用数字技术

来完善并丰富古典目录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

法。 在理论方面,陈志新指出,目录学的未来要

依托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来创新和进步,
实现过去依靠大学问家也无法有效完成的任

务[10] 。 在实践方面,李瑞龙和李明杰提出利用数

字技术实现古典目录学辨考学术的思想[11] ,但其

在技术探索时更侧重于梳理学术源流,而跳过了更

为基础的分类图书环节。 李惠等构造了古籍提要

共现网络并探讨了提要推荐对于古籍知识发现的

潜力[12] 。 由此,已有数位学者通过理论探讨或案

例分析证明数字技术对古典目录学的价值。
若从技术的角度将互著与别裁理解为文本

分类问题,那么国内外均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

成果可以借鉴。 文本分类的核心任务是将文档

自动划分到预先定义好的类别中,其研究可追

溯至 1960 年代 Maron 根据受控词表辨识文档主

题、自动分类文档并索引科学文献[13] 。 目前机

器学习是文本分类的主要方法,并且在英语和

现代汉语等语境下有较为成熟的应用,例如用

于垃圾邮件识别、网页主题分类、文本情感分

类、文本风格分类等。 在图书与情报领域,一个

典型的应用场景是利用主题词等信息实现图书

自动分类标引,如王昊等利用机器学习模型构

建多层次图书自动分类系统,根据题名、关键字

和文摘信息自动给出中图法分类号[14] 。 随着数

字化建设带来的古籍数字资源的增长,有学者

开始将这一技术运用在古籍文本分类上,例如

张馨怡利用词向量技术表示古诗文本,再通过

TextCNN 模型将古诗判断为爱国类别或其他类

别[15] 。 截至目前,尚未有研究利用新技术来解

决古典目录学中互著与别裁存在的问题。

2　 基于机器学习的互著与别裁方法框架

本文提出一套基于机器学习的互著与别裁方

法框架,如图 1 所示。 该框架整体逻辑为:在古典

目录学已有研究经验与成果的基础上,由互著与别

裁的内涵和原则来统领整个方法。 根据具体的研

究需求或目录需求确定文献范围,通过对多源异

构语料的采集、清洗与融合,最终构建研究所需

的语料库。 利用语料库内结构化的文本和类别

标签来训练分类器,再利用分类器来判别待分类

文本的类别概率,并根据概率阈值为文本做出分

类建议。 若文本是以书为单位,则对应于互著标

引,若文本是以篇章为单位,则对应于别裁标引。
最终结果可应用于目录补充、学术史研究、图书

编目以及古籍数据库按类浏览和索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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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机器学习的互著与别裁方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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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类模型训练实验

为检验机器学习框架是否可以有效判别古

籍类目,本文以四部的子部为对象,以先秦诸子

六家为类目,以各家代表典籍为文本训练分类

模型,并分析分类结果的准确性。

3. 1　 实验数据

代表典籍的选定主要参考《汉书·艺文志》
中记载的先秦诸子典籍,并参考梁启超在《汉

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对《诸子略》中学

派、学者、著述的存、佚、伪考释结论[16] 。 表 1 为

最终选定的类目与典籍,将六家十部典籍作为

训练语料,将《荀子》和《管子》两部典籍作为辨

别语料。
本文在学衡数据网站①下载上述典籍的

HTML 格式文本,用 Python 调用 bs4 中的 Beauti-
ful

 

Soup
 

4. 4. 0 解析文件,将其转换为按类目、书
名、篇、章、正文组织的结构化文本。 经过数据

清洗后,将 3
 

220 条训练数据按照 8 ∶ 2 的比例

随机划分训练集和验证集,详见表 2。

表 1　 先秦诸子类目及对应典籍

语料类型 类目 典籍

训练语料

儒家 论语、孟子

道家 老子、庄子

法家 韩非子、商君书

名家 公孙龙子

墨家 墨子

兵家 孙子、吴子

辨别语料 　
 

荀子、管子

表 2　 清洗后的先秦典籍篇章数据统计

类别标签 学派 典籍 篇数 章数

0 儒家
论语 20 492

孟子 7 246

1 道家
老子 81 81

庄子 33 482

2 法家
商君书 26 146

韩非子 55 765

3 名家 公孙龙子 6 9

4 墨家 墨子 53 836

5 兵家
孙子 14 96

吴子 6 67

待分辨 待分辨
荀子 32 511

管子 75 937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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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模型介绍

本文使用 TextCNN 和 BERT 两种模型进行

分类实验。 模型基于文本语义建模,将句子、段
落向量化地表示,据此训练神经网络可以捕捉

到丰富的语义及结构信息,是目前常用的文本

分类方法。 TextCNN 模型需要先分词再训练词

向量,因古文分词技术尚不成熟,故本文分别尝

试使用 Jieba 和单字两种分词方法,然后利用

word2vec 的 CBOW 模型训练词向量。 BERT 模

型是采用双向深度 Transformer 编码器的预训练

语言模型[17,18] ,无需分词即可将句子或段落向

量化表示,本文在 BERT-Base-Chinese 预训练

模型的基础上继续微调训练。 两种模型分别在

原始语料、去标点语料、去标点和停用词语料上

各重复运行 5 次,每次随机划分训练集与验证

集,取 5 次中的 Train-accuracy、 Val-accuracy、 F1
的平均值和最优值进行比较。

3. 3　 分类评价

分类训练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分类训练结果

预处理策略 评价指标 TextCNN 单字(%) TextCNN
 

Jieba(%) BERT(%)

原始

Train-accuracy

Val-accuracy

F1

mean 67. 19 66. 79 97. 74

max 68. 01 68. 25 97. 86

mean 60. 96 61. 49 91. 64

max 61. 18 62. 58 92. 70

mean 58. 52 59. 52 91. 91

max 58. 81 60. 50 93. 00

去标点

Train-accuracy

Val-accuracy

F1

mean 61. 40 39. 65 96. 57

max 61. 68 40. 99 96. 78

mean 57. 17 37. 61 90. 31

max 58. 39 40. 37 91. 15

mean 53. 79 31. 48 90. 43

max 56. 01 34. 32 91. 18

去标点停用词

Train-accuracy

Val-accuracy

F1

mean 56. 74 31. 18 95. 80

max 57. 22 35. 25 95. 96

mean 53. 73 31. 64 89. 54

max 55. 28 34. 78 90. 84

mean 49. 98 19. 55 89. 06

max 51. 60 24. 95 8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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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结果表明,在其他超参数相同的情况

下,TextCNN 与 BERT 均在不过滤标点和停用

词的原始语料上达到最优分类效果,预处理复

杂度的提高反而会带来准确率和 F1 值较大幅

度的下降,这一特点在利用 Jieba 分词训练 Tex-
tCNN 分类模型时尤为显著,在过滤掉标点和

停用词后该分类模型平均准确率由 61. 49%
下降到 31. 64%。 这一现象说明古文的预处

理策略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分类模型的效

果,对于本文选取的先秦诸子语料而言,保留

标点与虚词可以有效提高分类模型的训练效

果。 这一发现验证了 Uysal 和 Gunal 此前的研

究结论,他们利用 SVM 模型分别在英语和土

耳其语语料上训练分类器,发现保留停用词

的语 料 预 处 理 策 略 可 以 获 得 最 高 的 准 确

率 [ 19] 。 对 比 BERT 和 TextCNN 可 以 发 现,
BERT 的分类效果明显好于 TextCNN,在原始

语料 上 BERT 的 F1 值 为 91. 91%, 远 高 于

TextCNN- Jieba 的 59. 52%。 BERT 的另一个

优势在于无需分词,以单字为单元编码训练

就可以取得较高的分类准确率,规避了目前

古文分词不成熟的问题。
综上,在原始文本上,BERT 分类训练可以

达到最优的效果, 其平均准确率可以达到

91. 64%,这说明预训练语言模型可以基于古籍

文本有效分辨先秦不同学派的典籍。 下文将

进一步利用在这十部典籍上微调训练后的

BERT 模型对《荀子》 与《管子》 做互著与别裁

分析。

4　 互著与别裁实验

4. 1　 《荀子》实验与讨论

《荀子》位于目录体系中的儒家类,但其学

派归属问题始终是重要的研究内容。 唐代韩

愈指出荀子思想“不粹” ,宋代二程及朱熹等理

学家认为荀子思想“极偏颇”并将其归为法家,
现在也仍有儒家说、法家说、杂家说等观点并

存[20] 。 本研究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对《荀子》做

互著与别裁探索,可以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新

的视角和维度。
4. 1. 1　 《荀子》互著结果及讨论

将《 荀子》 511 个章节的文本输入 BERT
模型后可以得到各条文本的分类结果,将各

条文本划分到概率最大的类别中,得到表 4。
若将各条文本对应于各学派的概率进行统

计汇总,可以绘制如图 2 所示的分类概率箱

型图。

表 4　 《荀子》分类鉴别结果统计

学派 章节 章节占比(%) 平均字符数 总字符数 总字符占比(%)

儒家 134 26. 22 119 15
 

978 17. 24

道家 43 8. 41 188 8
 

102 8. 74

法家 259 50. 68 208 53
 

780 58. 02

名家 1 0. 20 167 167 0. 18

墨家 61 11. 94 190 11
 

620 12. 54

兵家 13 2. 54 234 3
 

039 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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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荀子》分类概率箱型图

　 　 根据表 4 和图 2,《荀子》最接近法家与儒

家,同时也兼及其他学派,这与传统研究结论相

符。 对于儒法之争的问题,分类模型将更多的

条目判断为法家,揭示出《荀子》更接近以《韩非

子》和《商君书》 代表的法家而非以《论语》 和

《孟子》代表的儒家。 本文以“均值比较”确定互

著阈值,即若文本属于某一类的概率超过平均

分类的概率,则可判断文本属于该类。 经计算,
法家 与 儒 家 的 概 率 大 于 16. 67%, 分 别 为

46. 68%和 24. 95%,故将《荀子》 在法家和儒家

两个类目中做互著标记。
此互著结果体现了荀子“礼法并施”的思想

特征。 荀子在继承儒家的礼制思想的同时,也
由性恶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刑、罚等法家手段是

治国所必需,如《荀子·劝学》篇有“礼者,法之

大分,类之纲纪也” [21] 。 这一互著结果也呼应

了荀子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儒法之辨。 吕思勉在

《经子解题》中评价“语其宗旨,实与法家最近,

而又蒙儒家之面目者也” [22] ;赵法生认为荀子属

于受儒家影响的法家,即“儒法” [23] ;王正提出

荀子的“法”同法家的“法”有所不同,是带有法

家因素的儒家,最多称为“法儒” [24] 。 本文通过

机器学习模型得到的量化结果也如实反映出这

一特点。
4. 1. 2　 《荀子》别裁结果及讨论

本文借助由机器学习模型得到的二维热

力图 ( 见图 3) 分析 《 荀子》 内部篇章所属学

派,由此做出别裁判断。 每一篇对应六个学

派的概率和为 1, 具体对应每个学派的概率

等于该篇中各章节对应各学派概率的平均

值,颜色越深说明概率越大,越接近该类目。
在《荀子》的绝大多数篇目中,法家对应颜

色最深,说明这些篇目更接近于法家,而儒家、
墨家、道家次之,与互著结果一致。 以《荀子》互

著于法家和儒家为基础,可以为《荀子》具体篇

目做出别裁标注,结果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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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荀子》三十二篇对应六家概率分布热力图

表 5　 《荀子》别裁结果

类　 　 目 《荀子》篇目

道家 劝学、修身、儒效、天论、解蔽、正名、赋

墨家 劝学、不苟、荣辱、非十二子、仲尼富国、正论、礼论、成相

兵家 议兵

名家 无

　 　 虽然此前没有学者对《荀子》三十二篇的每

一篇都分析思想归属,而本文所给出的别裁建

议也未必绝对准确,但若将传统与数字化两种

方法得到的结论相比较,也许可以通过“三角论

证”取得一些新的突破。 对于本文所列举的道

家篇,赵吉惠在《荀子非儒家辨》中列举《天论》

《劝学》《解蔽》《儒效》 《正名》篇论述荀子的道

家思想倾向[25] ,李刚兴列举《天论》和《解蔽》论

述荀子对道家思想的吸收与改造[26] ,许倩撰文

论述《解蔽》中的道家思想[27] ,雷震和郭成杰从

养生观的角度论述《修身》 篇同老庄的相似之

处[28] 。 对于本文所列举的墨家篇,刘宝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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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略》 《不苟》 《荣辱》 《富国》 《君德》 《王霸》
《儒效》 《强国》 《君子》 《君道》 《臣道》 《正论》
《劝学》《性恶论》 《成相》 中或多或少地带有墨

子“ 利民” “ 贵义” “ 尚贤” “ 节用” “ 所染” 思

想[29] ,赵吉惠也指出《荣辱》篇有墨家早期的义

利观体现[25] 。 对于本文所列举的兵家篇,《议

兵》是荀子军事思想的主要体现,也是学者们研

究荀子军事思想的主要依据[30,31] 。
此外,模型揭示出以《大略》为分界,《荀子》

前后文本存在“断层”,即前二十六篇更侧重法家

思想,后六篇侧重儒家思想。 《荀子》后六篇大量

引述孔子及弟子言论,内容涵盖仁、礼、义、信、孝
道等儒家观念。 唐代杨倞指出,《大略》 《宥坐》
《子道》《法行》 《哀公》 《尧问》并非荀子本人所

作,认为《大略》篇为“弟子杂录荀卿之语”,《宥

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五篇“皆荀卿及

弟子所引记、传杂事” [32] 。 董志安指出后五篇

“与荀卿基本学说不尽相符,而多少带有其他儒

家派别的思想痕迹”,由此判断后五篇既不是出

自荀子本人,也不是出自荀子传授[33] 。 廖名春认

为,《荀子》后五篇包括荀子整理和纂集的资料及

弟子之作,提出考察荀子思想应主要以前二十七

篇为依据[34] 。 本文模型发现的“断层”现象揭示

出《荀子》文本前后思想的差异,与上述传统研究

结论相符,能对此类研究形成有益补充。

4. 2　 《管子》实验与讨论

《管子》是对管仲学派思想的记载,书中记

载的思想较为复杂,涉及多个学派,在学术史研

究中始终有学派分属的争议,并且这种争议也

体现在目录类目的变化中[35] 。 如《管子》在《汉

书·艺文志·诸子略》 中记载在道家类目,在
《隋书·经籍志》 《四库全书》中列为法家类目,
李宗邺、 潘俊杰等人主张 《 管子》 是杂家的

汇集[36,37] 。
本文利用机器学习方法对《管子》提出互著

与别裁建议,助力于《管子》思想问题的讨论。
4. 2. 1　 《管子》互著结果及讨论

将《管子》 937 个章节文本输入 BERT 模型

后可以得到各条文本的分类结果,将各条文本

划分到概率最大的类别中,得到表 6,若将各条

文本对应于各学派的概率进行统计汇总,可以

绘制如图 4 所示的分类概率箱型图。
根据表 6 和图 4,《管子》最接近法家,与墨

家也较为密切。 在“均值比较”规则下,《管子》
中仅法家一类超过了 16. 67%,为 70. 07%。 因

此仅将《管子》在法家一个类目中做标记,不适

合做互著标引。 这说明《管子》 内容虽兼容并

包,但法家思想在其中占绝对主导,仅适合著于

法家一类,这与《管子》在《隋书·经籍志》 《四

库全书》等目录中的分类一致。
4. 2. 2　 《管子》别裁结果及讨论

本文借助由机器学习模型得到的二维热力

图(见图 5)分析《管子》内部篇章所属学派,由
此做出别裁判断。 每一篇对应六个学派的概率

和为 1,具体对应每个学派的概率等于该篇中各

章节对应各学派概率的平均值,颜色越深即概

率越大,越为接近该类目。

表 6　 《管子》分类鉴别结果统计

学　 派 章　 节 章节占比(%) 平均字符数 总字符数 总字符占比(%)

儒家 31 3. 31 409 12
 

666 2. 88

道家 69 7. 36 406 28
 

035 6. 37

法家 682 72. 79 511 348
 

614 79. 15

名家 0 0 0 0 0

墨家 113 12. 06 366 41
 

305 9. 38

兵家 42 4. 48 234 9
 

812 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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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管子》分类概率四分位图

图 5　 《管子》七十五篇对应六家概率分布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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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管子》绝大多数篇目中,法家对应颜色

最深,说明这些篇目更接近于法家,而墨家、道
家次之,这与《管子》互著结果一致。 以《管子》

仅著录于法家类为基础,可以为《管子》具体篇

目做出别裁标注,结果见表 7。

表 7　 《管子》别裁结果

类目 《管子》篇目

儒家 弟子职

道家 形势、侈靡、心术上、心术下、白心、水地、五行、势、内业、九守

墨家
立政、乘马、七法、版法、幼官、幼官图、五辅、八观、法禁、问、君臣上、侈靡、心术下、四时、五行、入国、
九守、地员、乘马数、海王、轻重己

兵家 七法、幼官、幼官图、兵法、地图、参患、制分、势、九变

名家 无

　 　 同样,虽然此前没有学者对《管子》七十五

篇的每一篇都分析思想归属,而本文所给出的

别裁建议也未必绝对准确,但若将两种方法得

到的结论相比较,也许可以通过“三角论证”取

得一些新的突破。 对于本文所列举的儒家篇,
冯友兰指出《弟子职》与《弟子规》实属一类[38] ,
罗根泽认为《弟子职》的作者疑是汉代儒家[39] ,
张连伟虽不赞同汉代儒家说,但同样认为《弟子

职》体现了儒家所重视的学堂礼仪[40] 。 对于本

文所列举的道家篇,《管子》 四篇《心术上》 《心

术下》《白心》 《内业》所体现的道家思想已是一

种共识。 但是,模型也得到了一些不同于现有

观点的结果,如罗贤龙判断《法法》 《仁法》 《明

法》属于黄老作品[41] ,而本文将这几篇判别为

法家类,这种差异值得关注。 这种差异同样存

在于《管子》的墨家思想:模型判别《管子》中大

量篇章都与墨家思想相近,但是传统研究对《管

子》墨家思想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机器学习模

型揭示出《管子》与《墨子》思想之间的相似性,
还值得未来更多的探讨。 对于本文所列举的兵

家篇,池万兴指出《幼官》《七法》 《参患》 《地图》
《制分》《九变》《兵法》是兵家文字[42] ,罗根泽指

出《七法》《兵法》《制分》为兵家所出,《幼官》和

《势》为兵阴阳(兵家四大流派之一)所出[39] ,梁
启超列举《七法》 《九变》 《兵法》 《霸言》 《小匡》
中含有军政思想[43] 。 由此可知,模型得到的量

化结论,既可与已有研究结论相印证,也存在不

同之处,这些正是值得未来更多探讨及批判的

靶向所在。

5　 结语

古籍是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合理有效地保护与利用古籍资源是弘扬中

华文化、树立民族自信的重要举措。 本文借助

机器学习技术,从古籍资源中挖掘出新的知识,
能为古籍研究提供新的方法与论据,让古籍资

源焕发出新的生机,让古籍“活起来”,并助力于

科学研究和社会文化的进步。
本文提出利用机器学习来实现互著与别裁,从

全书、篇、章等粒度辨析古籍类别,并对先秦诸子典

籍进行了实验。 实验结果不仅显示了机器学习对

古籍文本分类的潜力,也对《荀子》及《管子》两本

书给出了具体的互著与别裁建议,此外实验结果展

现了在数字人文视域下,数字技术对古典目录学、
古典文献学以及学术史研究的应用价值。

鉴于时间和语料等方面的限制,本文仍存

在一定的不足和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展开:在应用范围方面,进一步探究

在更大规模的古籍目录及语料上的适用性;在
机器学习方法方面,可以让 BERT 模型对大规模

古籍语料做进一步的预训练,或结合更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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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词策略提高 TextCNN 的表现,也可以采用更

为先进的机器学习模型;在互著与别裁判断策

略上,进一步将此前依靠主观模糊性判断的惯

例用阈值具体化、定量化表示出来,从而制定更

合理的判别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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