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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屈原作品的楚辞知识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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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屈原作品为例，对楚辞原文中各类专有名词进行概念化描述，建立楚辞知识本体，以期提高大众对

先秦文学的赏析与理解能力。采用本体的工程方法，针对楚辞作品知识特点，提出以“人物名”、“植物名”、“动

物名”、“地理名”、“物品名”、“乐曲名”、“星宿名”等七个核心概念类为基础，构建楚辞知识本体。通过设置

本体的相关属性和规则，可实现楚辞显性与隐性知识的推理与深度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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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组织的方法

也在不断改进，传统的分类法、主题法、元数据等知识

组织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今数字知识组织的需要。

作为知识工程领域的新兴知识组织模式——本体，已

在农业、生物医学、机械工程等不同学科领域取得较

为成功的应用。目前，基于本体的知识组织体系构建研

究大多侧重于自然科学领域，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

识由于其较强的时空依赖性、争议性、主观性、模糊性

等特征，相关知识本体构建研究较少。

楚辞是先秦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学史上

的“总集之祖”，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

意义。自古至今，诸多学者对楚辞已展开了大量深入的

研究，包括对楚辞体例、编纂者、内容涵盖范围等信息

考察辨析；对作品中的字词句章的具体释义展开争鸣；

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对楚辞作品中涵盖的人物

形象、文化风俗等背景知识进行深入研究等等。这些前

人研究中蕴含了丰富的知识，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的

钱智勇、周建忠等学者就曾撰文探讨如何基于本体构

建楚辞研究文献的知识组织体系，来帮助楚辞研究人

员提炼、组织知识[1]。但另一方面，楚辞作品本身也包含

了大量可以挖掘的知识，如楚语、楚声、楚地、楚物等，

将这类知识进行重新分类、整合、组织将有助于普通

楚辞爱好者对楚辞原文乃至楚文化有更好地理解和掌

握。本文则在此背景下以屈原所作楚辞原文为研究对

象，探讨楚辞知识本体的构建思路及实现方法。

2 相关概念概述

2.1 本体

本体（Ontology）的概念起源于哲学领域，哲学中

把本体定义为“对世界客观事物的系统描述”。在信息

科学领域对本体的定义有很多，最普遍和常用的定义

由Thomas R. Gruber在1993年提出：“本体是概念模型

的明确的规范说明”[2]。一般来说，本体由类、属性、关

系、约束、公理和实例五大部分组成。“类”表示现有

物体的一个基本单元，无论是物理实体（人物、动物、

植物等）还是抽象实体（年代，时间等）；“属性”既可

以描述一个类的内部固有本质或特征，也可以用于连

接不同类之间的关系；“约束”是关于概念的属性或关

知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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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一种规则或条例；“公理”是一种约束条件，其值

始终为真，是语义推理的基础；“实例”（亦称为“个

体”）是一个类的最特殊的实体[3]。图1列举了本体的组

成及其在楚辞知识组织中的一个示例：“芷”和“兰”

在本体中都被定义为“香草香木类”的“植物”，“棘”

被定义为“恶草恶木类”的植物，其中“兰”具有“描

述过屈原”的性质，“芷”有属于“伞形花科”的固有本

质；同时，“屈原”在该本体中定义的另一顶层概念“人

物”中属于“忠能贤贞之臣”，官职为“三闾大夫”。

2.2 基于本体的知识组织体系

知识组织体系构建的终极目标是将知识资源有序化

和规范化后按需求提供给用户，其间需要用户行为模式与

知识资源之间的匹配与互动，是一种知识“固化-活化”的

相互转换升级，旨在提供可控性的高效知识服务[4]。

知识组织体系的基本特性就是结构性。其本质就

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如本体、主题图等，将内在于

知识体系中反映知识结构的概念体系组织成一个能够

有效获取知识的知识网络[5]。主题图比较直观易懂，而

且能将概念及其相关概念联系起来。但是由于主题图

特定的语法形式，其概念体系与本体相比，推理功能不

足[6]；而本体不仅能准确规范地描述相关概念及其之

间的关系，构造丰富的语义关系网络，而且还具有知识

推理功能，可以深度挖掘概念之间隐含的知识关系。因

此，本体亦成为目前各学科领域构建知识组织体系的

首选方法。

3 楚辞知识本体构建思路

3.1 楚辞作品知识特点分析

楚辞与上古歌谣和神话、诗经、先秦散文共同构成

了先秦文学体系。在构建楚辞知识组织体系时首先要充

分考虑其作品的知识特点。首先从体制与内容两个角度

来进行分析。

从体制上来看，楚辞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它逐渐

固定为三种含义：第一，诗歌的体裁，即出现在战国时

代，楚国地区，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

开创的一种新诗体；第二是作品，是指战国时代的楚

人及以后的一些汉人创作的一批作品，其收入了屈原、

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王褒、刘向等人的仿骚作品

图1 本体的组成和一个示例

等；第三是书名，指汉人对楚国人以及汉人缩写的诗歌

辑选而成之书[7]。

从内容上来看，楚辞既非出于一个时代，也非出自

一人之手，它是由不同的时代和作者逐渐纂辑增补而

成。楚辞一书的篇目内容与纂辑过程透露了“楚辞”二

字的意义：即屈原辞赋以及宋玉以下的汉人伤悼屈原、

以事名篇的拟骚辞赋或骚体赋、以事名篇的拟骚辞赋

或骚体赋[8]。

通过体制与内容上的界定，我们选择楚辞的精华所

在，即屈原本人所作楚辞部分作为知识本体构建的参

考基础。

楚辞中屈原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离骚》类，《天

问》类和《九歌》类。第一类的主体为政治抒情诗，具有

“自传性”。如《离骚》、《九章》是带有其生活经历和

思想的诗歌，在比较现实的描写之中也带有神奇的非

现实成分，常以幻想境界表达自己的情感。第二类是以

《天问》为代表，展现了屈原学术思想和哲理智慧的抒

情诗。《天问》中大多是对宇宙天体，神话传说和历史

兴亡的提问，通过该部分可以得到一些古代传说的一

些梗概，甚至可以据此考订神话传说的时代性真伪；第

三类以《九歌》为代表，该部分是对南楚民间文学的继

承与创造。该部分祭祀了大量的神灵，有东皇太一、河

伯、湘君、湘夫人等。

此外，楚辞作品中有大量的实词、虚词、专有名词

以及社会风俗、典章制度等。综合屈原所作楚辞作品的

知识特点，笔者选择其中的专有名词为特定研究对象并

加以分类，目的是厘清各类专有名词的概念及它们之间

的联系，并以此构建楚辞知识本体。

3.2 楚辞知识本体构建方法

在本体的众多构建方法中，七步法、I DEF5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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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NTOLOGY法、TOVE法、骨架法等具有一定的先进

性，但其使用的领域不同[9]。例如METHONTOLOGY法

专用于构建化学领域本体，IDEF5法主要用于获取企业

领域本体等。相比较而言，由斯坦福大学创建的七步法

较为成熟，且适用于领域本体的构建。基于楚辞知识

本体的构建需求，本文主要以七步法为基础，结合其他

本体构建方法的优点，最终确定楚辞知识本体构建方

法，其流程如图2所示。相关步骤包括：

（1）识别楚辞知识本体的专业领域和受众范畴。

该部分包括楚辞知识本体的所属领域，目标用户的设定

以及系统功能的界定等。

（2）考察复用现有本体的可行性。由于楚辞研究

长期存在争议性、模糊性以及主观性，目前亦无成型或

可使用的本体系统，因此复用现有本体的可能性极小。

（3）楚辞本体库的设计。具体包括：在需求分析基

础上，以楚辞原文和相关研究文献为基础，明确楚辞知

识本体的核心概念集；对核心概念集依照自顶向下的原

则进行扩展，建立等级层次关系；定义本体的属性，包

括对象类型属性和数值类型属性；定义属性的分面，主

要是进一步定义属性值的类型，属性的定义域和值域

以及属性之间限制关系如逆关系（inverse）、传递关系

（transitive）等；创建实例。

（4）逻辑检测和推理。在最后阶段可用推理机对

该本体中的概念及实例进行一致性和冲突检测，以确

保逻辑上的正确性。此外，为挖掘楚辞知识体系中的隐

含知识，可利用本体系统中的推理功能，将隐含其中的

知识显性化，实现知识的推理功能。

3.3 楚辞知识本体构建工具

通过对国内外几种较经典的本体开发工具进行比

较与试用，笔者最终采用Protégé[10]作为楚辞知识本

图2 《楚辞》知识本体构建流程图

体的开发工具。Protégé使用简便，同时它支持数据存

储、图形化本体编辑模式、一致性检测和语法检测等功

能。此外，Protégé还支持插件扩展，如可视化组件、推

理引擎等等。

4 楚辞知识本体构建步骤

4.1 创建类及其层次等级结构

构建楚辞知识本体，其核心工作是定义本体的类、

属性及关系，并明确其适用范围。首先，我们对楚辞中

的专有名词概念进行区分与定义，确定每个概念的边

界，再根据前人研究内容以及目标用户需求设定本体的

概念层次等级结构。

（1）确定核心概念集

通过对楚辞原文的梳理并借鉴赵逵夫先生的《楚

辞语言词典》[11]，本文对屈原所作楚辞部分的专有名

词进行了概念划分，最终确定将人物名、植物名、动物

名、地理名、物品名、星宿名、乐曲名等七个大类作为一

级核心概念集，每个概念皆可划分各种不同的属性。

（2）构建层次等级结构

由于屈原创作的内容中既包含了对现实世界的描

写，还包含了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因此作品中存在大量

写实与神话的概念。故如人物名、动物名、植物名、地

理名等类别还可以向下细分为“神话类”和“现实类”

两个类别。相关类的层次等级划分方法如下：

“人物名”的划分

在楚辞作品中，所描述的非现实人物不仅有神话人

物，还有一部分是作者臆想出来的人物对象（例如“女

媭”）。考虑到二者都属于非现实人物，因此笔者将之

归为“神话臆想类”，并细分为两个子类：“神话人物”

和“臆想虚拟人物”。再者，屈原所作楚辞部分，有相当

一部分作品蕴含了其丰富的政治情感。例如在《离骚》

中，屈原既用了大量的篇幅从反面揭露群小丑态以明

其节，又有直抒胸臆，正面赞扬前贤美德以申其志，以

希冀君主明辨等，因此我们可将“现实人物”进一步划

分为“君主”、“大臣”两类。“君主”可细分为“贤君”

和“昏君”两类，“臣子”类又可细分为“贤忠之士”和

“昏庸奸佞之辈”两类。此外，“现实人物”类中还应包

括一些“后宫女子”（如褒姒、闵妃等）以及接舆、渔夫

和伯乐之类的“普通人”，故再添加“后妃”和“百姓”

两类。人物类的概念层次图如图3所示。



2015年第5期（总第132期） 1�

基于屈原作品的楚辞知识本体构建思路及实现方法徐晨飞，倪媛

“植物名”的划分

古人表达感情比较含蓄，善用比拟，经常用山川草

木来隐喻爱恨情仇。对于“植物名”的细分，屈原在楚

辞中提及的植物有上百种，从寄寓言志的角度可将约

略分为香草（木）、恶草（木）两大类别。香草（木）象

征贤良、忠贞之士，恶草（木）象征昏庸奸佞小人。至于

“香”与“恶”的区分，则大多与植物的特性有关[12]。大

部分的植物整体或有部分器官带有香气的，如花、果、

叶等部分带有香气，都是楚辞中的“香草香木”，例如

蓠、芷、兰、留夷、揭车等；“恶”就是指那些植株气味

难闻或身上带刺的植株、以及一些杂草和蔓藤类，如

艾、薋、菉、葹等。还有一些并非是“恶草恶木”或“香

草香木”，但仍可以划分为上述两类之中，这与作者的

写作意图有关。例如藿（豆）并非是恶草，但《楚辞》中

作者用其反衬美好正直的事物，具有负面意义，因此也

将其划分到“恶草恶木”一类中。此外，按释文内容判断

其代表的用途，将剩余的其他植物划分为“写景写物”

类和“经济植物”类。“写景写物”指的是一些写景寓情

的植物，如宿莽、菅、青莎等，“经济植物类”是指那些用

材的树木或食用的植物，如柏、栗、黄粱、蒲等。

“动物名”的划分

“动物名”这一概念类的划分标准有很多，比如

划分为有翼动物和无翼动物，或者脊索动物和无脊索

动物，再如爬行类和两栖类等等。但由此划分出来的

子类太多，且从诗人情感表达以及文意的理解角度来

看也不具太多现实意义，于是本文参照周秉高的《楚

辞原物》中对动物的划分原则并通过多种分类方法的

比较分析，最终确定将“动物名”划分为“禽”、“兽”、

“虫”、“鱼”四类 [13]。《尔雅》有云：“二足而羽谓之

禽，四足而毛谓之兽”。因此，这里的“禽”主要泛指鸟

类，“兽”指那些陆地行走的动物。

“物品名”的划分

楚辞中出现的物品可反映当时的社会风俗和文化

背景。楚辞中的“物品名”根据用途可划分为“器物

类”和“服饰类”。“器物类”又具体包括“乐器”、“兵

器”、“工具”（包括舆、轩、輬等交通工具）、“器皿”和

“珠宝玩物”等5个子类。“服饰类”则可再划分为“衣

服类”、“饰物类”和“质料类”。其中“质料类”是指作

品中描述到的一些衣料，如罗、缟、绮、纤等。

“地理名”的划分

楚辞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地理名称，具体可划分为

“国名”、“州名”、“地名”和“山川名”四大类。其中

图3 “人物名”概念层次结构

图4 楚辞知识本体的概念层次图

“地名”和“山川名”一部分是属于神话想象，一部分

是属于写实，因此有必要将其划分为“现实类”和“神

话想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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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名”的划分

楚辞中还记录了许多举办宫廷宴享、民间祭祀的乐

舞场面，这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南楚音乐，也对我

们研究楚文化有重要的意义。《墨子•三辨》中把战国时

期乐舞在不同表演场合配用不同乐器的乐舞分为三类：

“钟鼓之乐”、“竽瑟之乐”、“瓴缶之乐”，楚辞之记载

的乐曲也大致可以这样分[14]。“钟鼓之乐”多用于宫廷

宴享，“竽瑟之乐”多用于祭祀仪式，而“瓴缶之乐”则

是指古代劳动人民随手拿器物伴奏歌唱的乐曲。例如

《渔父》中描述到渔父“鼓枻而去，乃歌曰……”即属

于该类。

“星宿名”的划分

古代天文学家们按照人间的某些政治格局来想象

天上的星宿格局，即有尊卑之分。例如《淮南子•天文

训》中将浩淼天空化为五块：东方其帝为太皞，其兽为

苍龙；西方其帝为少昊，其兽为白虎；南方其帝为炎帝，

其兽为朱鸟；北方其帝为颛顼，其兽为玄武；中央其帝

为黄帝，其兽为黄龙。屈原的作品中共出现了十八种星

宿，但其笔下的星宿无尊卑，充满着人性，是文学形象

的具体表现[15]。并且，对于楚辞中出现的十八种星宿，

历代注家认知亦不尽相同。因此，笔者对“星宿名”这

一核心概念将不予细分子类。

按上述划分方式处理后，最终得图4所示的本体概

念层次结构图。再通过Protégé本体构建工具，遵循自

顶向下的本体建立原则，构造楚辞知识本体的类及类

层次结构，如图5所示。

4.2 定义类属性及其约束

构建了本体的类及其层次等级结构之后，形成的只

是基础框架，还不足以描述整个领域内的知识，因此要

图5 楚辞知识本体类层次结构

继续向其中添加属性并为这些属性添加约束和限制。

属性分为数据类型属性（Datatype Property）和对象类

型属性（Object Property）。数据属性主要用于描述概

念自身固有的特性，所以又被称为概念的内在属性，其

值域只能是某一数据类型。例如人物名的数据属性有别

称（字、号、谥）、性别、官爵、品阶、参与的事件等；植

物的数据属性有古名、今名、所属科种等。对象属性主

要用于描述同类概念之间以及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

所以又被称为概念的外在属性。对象属性将类与类之

间，实例与实例之间相互关联，对基于本体的推理提供

了重要的语义基础[16]。如人名的对象属性“是……的父

亲”、“是……的臣子”描述了两个人名类实例之间的父

子关系和君臣关系，植物的对象属性“指代过……”描

述了植物名类与人物名类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关系

能将不同的概念联系起来。

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不仅包含自身的一些性质（别

称、性别、品阶等），还包含一定血缘关系（父母与子

女、兄弟与姐妹、亲属等）、社会关系（朋友、敌人、情人

等），因此构建人物属性时较其他类别更为繁琐。笔者

尝试以“人物名”为中心，通过相关属性与其他类概念

联系起来，如图6所示。

图6 类概念属性联系

4.3 添加实例

添加实例是本体开发过程中工作量较为繁重的一

部分，需将楚辞作品中专有名词按照类进行标引并提

取出来。通过软件工具与人工评估取舍的方法，最终

确定了共451个实例，其中人名类实例129个、动物名67
个、植物名62个、地理名称72个、古乐名15个，物品名

88个、星宿名18个。表1列举了《离骚》中提取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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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离骚》中的专有名词实例

人物名

骐骥、鸷鸟、鸩、鵜鴂（伯劳）、鸾皇（凤凰）、鷖、虬

江蓠、茝（芷）、兰、木兰、宿莽、椒、桂、木根、薜荔、蕙、

荃、留夷、揭车、杜衡、薋、菉、葹、芙蓉、艾蒿、茅、萧艾、

榝、扶桑、若木

阰、苍梧、阆风、洧盘、白水、流沙、赤水、西皇、羽山、有

娀、有虞、傅岩、昆仑、县圃、崦嵫、咸池、穷石、不周、西海

羁、纕、规、矩、绳墨、枘、筳、篿、帏、矱、琼佩、佩帏、

瑶象

摄提、孟陬

高阳（颛顼）、伯庸、屈原、尧、舜、禹、汤、周文王、夏桀、

商纣（辛）、彭咸、鲧、夏启、五子（五观）、羿、浞、浇、少

康、皋陶、傅说、武丁、吕望、宁戚、齐桓公、羲和、望舒、飞

廉、丰隆、宓妃

《九辩》、《九歌》、《韶》

植物名

动物名

地理名

物品名

星宿名

乐曲名

我们使用Protégé将所有实例添加到每一个类及其

子类中，并在实例编辑界面直接添加每个实例的属性

关系。例如添加人物的父子、母子、夫妻，君臣等关系；

植物与人物的象征与被象征关系；人物名与地名的出生

地、拜访地等关系等等，通过设置这些关系为后续的

知识推理做好铺垫。此外，还可在编辑界面中对先秦古

汉语的实例进行现代汉语解释和说明，以方便其他本

体使用者进行阅读和理解。

4.4 可视化展现

利用Protégé进行本体设计时，父类与子类间的关

系以及实例之间的关联均可通过Ontograf插件以网状

结构图的形式形象化展现出来。Ontograf中提供了检索

界面，在检索框中输入关键词即可查询实例之间，或实例

与类之间的关系。例如，“人物名”类的实例中有“屈原”

和“伯庸”等人，他们都归属于“楚国”，而“楚”是国名类

的实例，从而产生了“人名—国名”关联，如图7所示。

图7 归属关联实例图

此外，“人物名”类与其他类之间还有其他更多的

关系可以挖掘展示：如“屈原”与“兰”之间的联系体

现的是“人物名”类与“植物名”类之间的象征与被象

征的关系；“屈原”与“沅”、“江”、“汉北”、“洞庭”

等体现的是“人物名”与“地理名”之间的到访关系、归

属关系和出生地关系；而“屈原”与“楚怀王”、“顷襄

王”之间则是“人物名”类之间的君臣关系，与“伯庸”

是祖孙关系……这些属性关系皆可在本体中通过可视

化视图进行展现。如图8所示。

图8 以人名类为中心的关联实例图

 现实植物(?x) ∧ 现实植物(?y) ∧ family(?x, 

? z )  ∧  f a m i l y ( ? y ,  ? a )  ∧s a m e A s（? z , ? a )  → 

same_family(?x, ?y)

5 基于本体的楚辞知识推理

楚辞知识本体构建完成后，自身即包含着多种多样

的关系，有些关系是显性的，有些则是蕴含在其中未被

发现的。比如，楚辞中涉及到的人物中有同乡、同龄、同

朝为官等关系；植物中有同类（科）等关系等。这些关

系可以通过本体的推理功能获得。

5.1 推理实例一

楚辞中没有直接说明“屏风（莽）”与“柘（甘

蔗）”的关系，且两者一个属于“写景写物类”，一个属

于“经济植物类”，但由于二者具有共同的属性，即皆

属于“禾本科”，于是可以推理得出两者是同一科的植

物。

具体方法为在Protégé中附加Jess推理引擎，通过

构建SWRL推理规则，实现楚辞知识推理。在本实例

中，判定两植物之间是同科关系的SWRL规则代码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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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同科植物推理查询结果

将上述SWRL规则与本体库实例通过SwrlJessTab
转换为Jess规则和实例后，再调用Jess推理机进行推

理。具体处理过程如图9所示。

图9 SWRLJessTab编辑处理界面

接下来，打开SPARQL查询面板输入以下查询语

言，即能推导出所有隐含的同科植物。部分结果如图10
所示。

    SELECT ?现实植物 ?同科植物

WHERE {

        ?现实植物:same_family ?同科植物.

            }

人名(?x) ∧ 人名(?y) ∧ 人名(?z) ∧ is-father-

of(?x, ?y) ∧ is-father-of(?x, ?z) ∧differentFrom(?y, 

?z) →  is-brother-of(?y, ?z)

6 结语

特别是先秦文学的知识本体构建研究尚属于摸索

阶段。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大量领域专家对概

念、属性以及关联规则进行梳理与界定。本文针对屈原

所作楚辞内容，提出基于屈原作品的知识本体构建思路

以及具体实现方法，其有益效果是丰富了我国先秦文

学领域的本体资源，同时也为楚辞知识组织体系中的隐

含知识挖掘提供了基础。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会考

虑将屈原以外的楚辞作者所著内容进行加工处理，以完

善楚辞知识组织体系。

此外，知识本体构建的目标之一是为了将来的可复

用与共享，但目前国内研究学界对本体构建还未形成

统一的认识和标准，所以也导致已建成的相关领域知

识组织体系无法兼容。笔者认为，这是语义网发展的必

经之路，要解决这个难题，还是需要各位研究者以更包

容、开放的姿态进行沟通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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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兄弟关系的查询结果

5.2 推理实例二

我们还可以在楚辞知识本体中推理各人物之间的

亲属关系，比如判定是否为兄弟关系，定义的SWRL规
则如下。

通过输入以下SPARQL查询语句可得到如图11所
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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