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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雜誌 
 由陳獨秀等人創刊於1915年， 
是五四運動前後重要的中文刊物。 
一般認為《新青年》是文言文到白話
文轉變的代表性刊物。 
文白轉變從何時開始？轉變過程中有
何特點、何時完成文白語言的轉變？ 
 《新青年》總共十一卷，有人只承認

一至九卷，因為後兩卷為中共發行。 



文言文vs.白話文 
 現代漢語與古代漢語的區別之一

在於書面用語，或古代的文言文

及現代的白話文。 
 五四運動是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

關鍵，其中倡導白話文最力的莫

過於《新青年》雜誌，出版時間

剛好跨越五四運動前後，可作為

驗證五四運動時期的文體變化。 



文字資料的前置分析 
 處理文字資料時，統計分析包含以下步驟： 
 Data Collection 
 Text Parsing and Transformation 
摘錄、清理、由NLP定義變數等，包括斷句、
篩選相關資料段落、定義關鍵字詞。 
 Text Filtering 
挑選合適關鍵字詞。 
 Text Mining 
Clustering, Classification, Association, and Lin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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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白話文的比較 



本研究的文字分析方向 
 除了常見的探索性分析，本研究也加入

常見的虛字、各卷的常見字詞、每個句

子的字數作為輔助變數。 
 採用文言文、白話文各十個常用虛字： 
矣、乎、焉、歟、哉、耳、豈、之、乃、

無（文言文）； 
的、是、們、個、了、和、麼、著、嗎、

吧（白話文）。 
 
 



  總字數 字彙數 Simpson Index Entropy 

第 1 卷 248,833 4,379 0.004568 6.654036 
第 2 卷 291,848 4,344 0.004500 6.649539 
第 3 卷 290,038 4,227 0.004954 6.541824 
第 4 卷 305,020 4,298 0.004172 6.539378 
第 5 卷 343,519 4,125 0.004672 6.461579 
第 6 卷 389,407 3,848 0.005749 6.348547 
第 7 卷 586,942 3,850 0.006053 6.328604 
第 8 卷 461,731 3,753 0.006035 6.320355 
第 9 卷 437,748 3,745 0.005574 6.322103 
第 10 卷 342,778 2,980 0.005700 6.177278 
第 11 卷 489,223 3,093 0.005712 6.212699 



《新青年》各卷每千字出現的新字彙數 



Standardized Type/Token Ratio 



《新青年》初探：文章字彙數變化 



「新青年」初探：新字出現頻率 



關連性分析 
 關連性分析可提供詞彙之間的關係，輔助辨

別文章特性和文章間的關係。 
列連表、用有字詞的交集與聯集等； 
相關係數、相似指數（若為連續資料）。 
 關連性分析可加上文意，或是單純評估字詞

間的連結程度。 
文言文、白話文的虛詞(Functional Words)； 
根據專家意見選擇重要關鍵詞，並計算這些

詞彙間的關連，以及與研究目標間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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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初探：各卷相同單字詞 



《新青年》初探：各卷相同雙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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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白話文的虛字及其出現比例 
  Classical Chinese Modern Chinese 

Words 矣乎焉歟哉耳豈之乃無 的是們個了和麼著嗎吧 

Volume 1 
Proportion 3.6% 0.7% 

Volume 7 
Proportion 0.5% 8.8% 

Total 
Proportion 2.4% 7.3% 



文言文虛字出現比例變化 



白話文虛字出現比例變化 



不均度曲線類型代表的意義 



不均度的範例（人民日報） 



文言、白話虛詞的趨勢變化（不均度） 



黑、紅各為文言、白話虛字，接近對角線為常見字。
（第一、七卷各偏向文言文、白話文） 

第一卷 第七卷 



第1到11卷的變化 文言虛字個數 白話虛字個數 

明顯上升 6 0 

明顯下降 0 9 

上升、下降交錯 4 1 

虛字在各卷的吉尼係數變化趨勢 



單字（詞彙）的探索性分析 
 單字、詞彙的基本特性整理，包括單字及詞

彙種類（即字彙數）及其出現機率（多項分

配），以目視(EDA)可觀察出基本特性與差

異，做為導引後續分析的參考。 
 不均度（或物種豐富度、生物多樣性）等之

測量值，也可用於描述單一母體的特性、或

是比較兩個母體間的關連。 
熵(Entropy) =                       、                    。 
 

註：可參考生物、經濟相關指標（吉尼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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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各卷多樣性趨勢圖 



《新青年》各卷每句字數分佈圖 



《新青年》每篇文章中位數字數分佈圖 



研究小結 
 《新青年》雜誌用字趨向於集中（多樣性

降低），或不需要認識許多字就能閱讀，
符合白話文的推廣精神。 

 除了虛詞、字彙總數及其使用比例、句子
長短之外，尋找其他潛在客觀指標，可反
映出語言表徵。 

以資料驅動定義關鍵字詞； 
套入生態變遷、物種演化？ 
 也可使用分類方法分析各卷間的風格變化。 



研究方法 
 主成份分析 
透過線性變換有效縮減變數維度，並保
持各主成份變數間彼此獨立。 
 羅吉斯迴歸模型 
適用於二元目標變數，選擇適合的自變
數估計、預測分類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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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樣本：第1卷「1」、第7卷「2」 
測試樣本：第4卷 
 分析步驟：  
1、計算各卷變數數值（34個變數） 
2、主成分分析提取變數主成分 
3、對第1、7卷進行羅吉斯迴歸（訓練模型） 
4、以訓練模型對第4卷進行預測 

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分類分析  



主成分分析 

選取三個主成分！ 



羅吉斯迴歸（訓練樣本） 



註：準確率98.30% ！ 
 

羅吉斯迴歸的估計結果（表列） 



分類錯誤文章： 
 

註：若加入工判斷（區隔文言文、白話文），模型

只判錯一篇文章，準確率高達99.66%！ 



 為避免過度配適，採用十次的十折交叉

驗證。 

註：模型可視為穩健、可靠。 



羅吉斯迴歸的預測結果（表列） 

註：準確率83.54% ！ 
 



羅吉斯迴歸的分類結果 

白話文 文言文 文言文 白話文 



羅吉斯迴歸的平滑化結果 

白話文 文言文 白話文 文言文 



第7、11卷四個文本特徵變數的比較 



  
Fit 

第7卷 第11卷 

True 
第7卷 126 6 

第11卷 6 50 

第7卷、第11卷分類結果 

  
估計結果 

平均數 標準誤 

Training 93.20% 0.10% 

Testing 92.17% 0.67% 

第7卷、第11卷交叉驗證 



聯合報、人民日報的各年度分類結果 



生態變遷、基因圖譜 
 建立核心關鍵字詞的分析技術之後，套入

生物棲息地的概念，以物種多樣性的角度
判斷寫作風格、觀念等之特性是否隨時間
變動。 

 除了探索物種間的競爭與合作、棲息地的
演變對物種存活的影響，也可考慮社交網
絡(Social Network)，分析棲息地之間的關
連（例如：搜尋引擎Google的連結；或是
關連性Association）。 
 



(1)基石（或拱心石） 

 基石平衡門上石塊
應力，使整個拱門
結構堅實，少了基
石會使拱門崩垮。 

知名基石物種包括
海獺、馬糞海膽（後
壁湖）、美洲豹。 
註：基石物種或稱為
關鍵物種。 



關鍵詞與統計分析 
 關鍵詞(Keywords)猶如統計分析的變數

(Variable)，根據研究目的及問題定義，先
從原始觀察值找出適當的變數，可提高數
量化分析的效率和準確性。 

 關鍵字詞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方向： 
偵測及判斷「潛在關鍵詞」 
篩選潛在關鍵詞：(「常用關鍵詞」、「核

心關鍵詞」) 
關鍵詞間的關聯（基石關鍵詞？） 

 



1. 以數位方法決定準關鍵字。 
2. 人文學者協助去除不相關的關鍵字。 
3. 引入生物多樣性、物種演化概念，進一 
步篩選出核心關鍵字詞。 
4. …… (Iteration…) 

研究流程圖(Float Chart) 
龐大字詞數量  

(原文) 

核心關鍵字詞 



人民日報(1971-1989)幾個常見關鍵詞之分佈 



物種數的存活曲線（來源：Science, 2016) 



《人民日報》前百大雙字詞存活曲線(1988~2005年) 





2000年《人民日報》前30大雙字詞關係圖 





51 來源：https://sciencenode.org/feature/text-mining-strikes-gold-
 

美國總統國情咨文(State of Union;1790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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