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用格式：马昭仪,何捷,刘帅帅.中国古典叙事文学的时空叙事数字模型研究——以《李娃传》为例[J].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20,22(5):967-977.

[ Ma Z Y, He J, Liu S S. Digital model of spatio-temporal narratives of Chinese classical narrative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n The Tale

of Li Wa[J].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20,22(5):967-977. ] DOI:10.12082/dqxxkx.2020.190730

中国古典叙事文学的时空叙事数字模型研究
——以《李娃传》为例

马昭仪，何 捷*，刘帅帅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 300072

Digital Model of Spatio-temporal Narratives of Chinese Classical Narrative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n The Tale of Li Wa

MA Zhaoyi，HE Jie*，LIU Shuaishuai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cartography enabl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literary space and the mapping between diachronic

text and synchronic space. It serves as an 'ancillary science' in literary geography methodologies. Previous

cartographic practices usually focus on either of these two items rather than considering text and space as an

interactive entirety.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ear narrative and juxtaposed

space in Chinese classical narra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framework of digital models integrating

theories of spatial narrative and methods from literary cartography, computational narratology, and geo-narrative,

and consequently reveals the spatio-temporal narrative of a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The Tale of Li Wa, which is

about a love story happening in the capital Chang'an of Tang Dynasty (618- 907 AD) and has been diversely

interpreted by literary critics and historians since approximately 900 years ago. The framework is inspired by

M.M. Bakhtin's chronotope concept which highlights the context of narrative, Gabriel Zoran's topographical-

chronotopic- textual space which emphasizes the fictional literature space as a reconstruction process involving

readers, and W.J.T. Mitchell's spatial metaphor focusing on "a spatial apprehension of the work as a system for

generating meaning". This Time-Space-time-Space framework enables varied structured semantics (including the

spatio-temporal information) semi-manually derived from the novel's text and its necessary historical context, as

the lack of matur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ools for ancient Chinese. These value-added structured semantics

are then extracted and fused to map the instantaneous spatial pattern perceived by readers in the flow of reading

time through data visualization,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and spatial analysis. The organized spatio-

tempor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Tale of Li Wa can help re-understand this classical narrative and its social context

of Tang Chang’an city in a situational, vague, and explanatory approach. The Time- Space- tim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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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along with the new practice on literary cartography, embeds linearity, experi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narrative in an open and dialogic field. It also provides a potential of narrating the place and reading the

narrative from both "macro-micro" and immersive perspective.

Key words: spatial narrative; literary cartography; geo-narrative; computational narratology; Tang Tales; Tang

Chang'an; digital humanities; spatial huma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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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制图作为一种再现文学空间的文学地理研究方法，能将历时性叙事与共时性空间进行相互映射，但是过往的实践

案例往往受限于单一的研究视角，忽略了二者内部的整体性互动关系及其与外部时空的联系。为了促使文本中的线性叙事

与并置空间作为整体概念而服务于当代的文学制图实践活动，本文依据巴赫金文学时空体中的历史时空、文本时空和读者时

空的概念提出了一个叙事时空数字模型，并以唐传奇小说《李娃传》为文学制图实践案例，可视化再现了这个以唐长安为中心

的爱情故事。在融合了计算叙事和地理叙事研究路径的基础上，本文对叙事文本所蕴含的顺序的、多维的和背景性的信息，

进行了语义提取、语义的时空循环映射和“时间—时空—空间”的叙事再现，从而呈现叙事的语言线性、体验性和意义性的特

征。该模型以开放的和可对话的框架帮助当代人理解古典文学叙事及其地方性历史语境，同时将拓展从宏观、微观的角度以

沉浸式方式对地方（place）进行叙事的潜力。

关键词：空间叙事；文学制图；地理叙事；计算叙事；唐传奇；唐长安；数字人文；空间人文

1 引言

叙事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将发生在特定时空

里的事件再现，用以传递有关世界的指导性或理解

性经验[1-2]。具有空间时间化思维的叙事在我国有

着悠久的历史[3]，并衍生出特殊而源远流长的文学

地理学传统[3-4]。相较而言，西方文学的时空观念更

加割裂，曾在19世纪被线性时间所主导，但在20世

纪的“空间转向”和“空间批评”浪潮后，重新发展并

形成了区域文学、人地关系以及文学内部空间的社

会文化阐释等研究旨趣[5-6]。

在此脉络之下，“文学制图”（Literary Cartogra-

phy）作为一种再现文学空间的新方法路径而在西方

逐步发展起来[7]。它用于研究叙事行为和制图行为

之间的相似性，或更多作为一种地图实践方式从而帮

助理解文学作品写作和阅读背后的空间语境[8-9]——

Robert T Tally Jr在提出文学制图作为后者“地理批

评”方法的同时，也同样强调了前者，即“文学制图”

和“小说叙事”都是一种“映射（mapping）”方式，用

以理解世界，或者说“赋予世界有意义的形式（Give

Meaningful Shape to the World）”[10]。Franco Moretti

作为文学映射实践的开创者，通过对19世纪欧洲文

学文本的系统空间分析而创建了一系列虚构文学

背后的实际地图[11]。而同期的中国文学制图，如妹

尾达彦[12]根据唐传奇手工绘制的长安地图、朱玉麒[13]

根据隋唐文学对长安进行的手工叙事地图等，都倾

向于视其为可视化工具从而辅助说明文学中蕴含

的社会史信息，不能归于此框架。此后随着计算技

术的更进一步发展，文学制图开始借助“人文计算”

（Humanities Computing）、复杂网络分析、大规模数

据分析，并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将社会文化信

息和文学空间乃至叙事时间链接起来，欧洲文学地

图[14]、湖区文学GIS[15]、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城市情感

地图[16]、《尤利西斯》中的都柏林城[17]等都是典型例

子。这些数字时代的文学制图通过计算提取非结

构化文学文本中的复杂语义（如地名、景观、方位、

路线等）并将其可视化呈现在结构化的地图上，从

而拓展了文学空间主题研究的模式：基于特定区域

的文学制图集往往关注文本中各类语义的空间分

布；单一文本的映射则聚焦于通过空间背景的切换

以协助理解历时性叙事与阅读。但由于被研究对

象固有细粒度的不同，以及研究者处于不同本位论

所带来的影响（如地理学、文化学、文学理论等），数

字化的文学制图往往体现出历时性叙事与共时性

空间割裂、文学内部时空与外部时空割裂等惯性思

维所导致的一系列特征。

而针对文学时空的系统理论研究，首推空间叙

事学，其既保留了经典叙事学对于语言时间顺序性

的重视，也融合了对“空间”维度的丰富理解。最为

著名的论述之一是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创立的文学时空体（chronotope）概念：“文

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的重

要联系，我将之称为时空体。”[18]这一概念来源于爱

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因此巴赫金特别指出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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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时空是不可分割的，而要理解这一文学的内部

时空，也不能脱离外部时空，即社会历史语境。然

而空间叙事学对文学叙事时空理论的充分认知，尚

未在制图实践中产生较大影响，数目不多的案例包

括最经典的空间人文研究之一——Charles Travis

借助都柏林历史地图研究小说《尤利西斯》的空间

叙事，其通过叙事的连续性空间可视化（路线、图

片、时间、词云、段落被映射至地理空间）推测了小

说背后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理空间设置，即地狱图景

般的都柏林城 [17]。但仍然和前述单一文本映射一

样，Travis更侧重于以外层空间帮助解读文学内层

时空的隐喻价值，忽略了反过来对外层真实社会时

空的探讨，同时在叙事的语义提取以及叙事时空化

方面也较为零散。

在方法层面上，计算叙事（Computational Narra-

tology）和地理叙事（Geo-narrative）的发展可以给文

学叙事的数字时空化研究以系统指导，前者是叙事

本体的线性拓展，后者是外层的共时性空间上的线

性拓展。计算叙事是叙事的计算性创建与解释，其

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可视化技术再现不同维度的

叙事图式，极大地增强了对叙事的互动性理解[19]，

如《畅销书密码》（The Bestseller Code）一书对过去

三十年英文畅销书进行的计算呈现中，情感分析

（Sentiment Analysis）算法提供的“时间-情感”曲线

得以辨别不同情节类型 [20]。对事件的时空映射研

究多以时空地理学（Time-Space Geography）为基

础，从而对各类叙事源的语义进行提取并进行时空

映射和过程可视化，如关美宝（Mei-Po Kwan）为应

对社科研究中源于个人口述地理背景不确定性而

提出的基于定性GIS的地理叙事[21]、Mehul Bhatt和

Jan Wallgrün为应对动态地理空间事件提出的高级

语义分析之时空GIS[22]、王双对多维语义提出的叙

事可视化策略[23]等。

基于文学制图尚未被充分拓展的事实，本文以

文学时空体为理论依据，结合计算叙事和地理叙事

技术对于叙事的动态性处理，尝试构建一套文学叙

事的时空数字化框架，从而延展文学叙事的内层体

验和外层意义。本研究以常常被作为文学典范和

社会历史材料加以讨论[12-13,24-26]的唐传奇《李娃传》为

实践案例，可视化再现其描述的唐长安都城内发生

的爱情故事。该小说为白行简（776—826 A.D.）所

著，以空间叙事的手法描述了天宝年间（742—756

A.D.）一位来自荥阳的贡生赴京赶考，与李娃相恋，

耗尽资财被设计抛弃，贫病交加之下成为西市殡仪

馆的挽歌歌手；在一次天门街挽歌比赛中被他来长

安述职的父亲见到，被带至杏园鞭挞几近于死；后

沦为东市乞丐，风雪之时在安邑坊被李娃所救护，

并被鼓励发奋读书，终于登第为官，李娃也被封为

汧国夫人。本研究借此实践案例，希望拓展地图在

我国文学地理研究中的互文性应用，同时以叙事—

体验—地理[27]的开放映射框架，再现这一叙事及其

传递的有关唐长安社会空间的潜在经验。

2 文本语义的提取与“时空”映射

前文所论巴赫金文学时空体理论中的文学内、

外“时空”实际上指涉了故事（文本）、作者（历史）和

读者（当代）的3种时空。为了将叙事固有的这3种

不同时空勾连，并呈现在统一“时空”框架之下，本

研究重新定义了作为框架的“时空”——“空”被定

义为叙事作者所处时代的城市空间，GIS平台上对

历史地图的校正能够模拟这一历史空间，并且通过

统一的地理坐标与跨越历史长河的当代城市空间

相关联，因而当文本故事被映射至被模拟的历史空

间上时，这一故事也具有了在当代城市中被沉浸式

再现的潜力；“时”被定义为小说读者的阅读时间，

即小说句子的序列，强调叙事的历时性与流动体验

性，而文本的故事时间（如天宝年间）和其他文本语

义都将被转化为结构化信息映射在该阅读时间之

上。在这样的“时空”框架之下，文学故事将会从时

间、时空、空间 3个层面再现，从而分别实现叙事的

语言线性、体验性和意义性的特征（图1）。

对文本处理的具体操作分为 3 个步骤（图 2），

图1 读者、故事、作者的时空信息转换

Fig. 1 The transformation of time and space information

among readers, the story and the autho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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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文本的结构化和语义提取、语义的“时空”映射

和“时空”叙事：文本的结构化和语义提取是从词—

句两个层级对语料进行自然语言处理；语义的“时

空”映射部分将前者提取出的语义在时间、时空、空

间3个维度映射，并可实现不同层维度的循环转换，

它是下一部分叙事得以在的不同时空维度再现的

基础；最后的“时空”叙事部分将时空语义重组，展

示了时间、时空、空间3个层次的叙事可视化。

2.1 文本的语义提取

语义提取部分主要涉及叙事文本中不断变化

的“话语”单元的提取，即对文本进行结构化并在词

—句两个层级提取各类“话语”单元。“话语”单元之

间的关系主要依靠依存句法关系（Syntactic Depen-

dency）判断。

2.1.1 词层级语义化

通过词层级框架对《李娃传》文本进行结构化、

语义化。该小说为中古汉语写成，而中古汉语的多

义性和相关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缺乏，限制了文本

结构化的实践。因此本研究以“中国哲学书电子化

计划”（CText）[28]数据库中《李娃传》的OCR电子文

本为底本，通过影印版《四库全书》收录的版本加以

校准，作为分析用数字化文本，手工创建了其结构

化文本数据库，包括切分所有的词（terms），并为每

个词标注词性（POS）、情感极性值（SO）和情感转置

词（Sentiment Shifters）[29]。

（1）分词：采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信息处理研

究所开发的“语料库在线”[30]的汉语分词和词性自

动标注功能对原始文本进行分词，然后结合“国学

大师”网站 [31]词典搜索库对分词结果进行人工校

准。分词标准参考从宽原则、词典原则、词义透明

原则，即主张从合不从分、收录在“词库”中的语义

单位从合、词性发生转变从合[32]。

（2）词性：词性的标注主要参考词典的解释，并

依据《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类标记规范》[33]建立

词性标注，如 nt.（时间名词）、ns.（地点名词）、a.（形

容词）等。

（3）情感极性值：积极情感表达（如“欢笑（v.）”、

“瑰奇（a.）”）赋其情感极性值为+1, 消极情感表达

（如“呜咽（v.）”、“贫窭（a.）”）赋其情感极性值为

−1。本研究进行两轮情感极性值分配，两轮值的同

意百分比为81.5%。

2.1.2 句层级语义化

句层级框架将词层级的语义数据在句层级下

重新计算并分配给对应句子。

（1）地点：根据词层级提取的地点名词和方位

词确定句层级地点的细粒度，并对应城市历史地图

划定多尺度级别存储。《李娃传》中占词总数1.1%的

图2 文本的语义提取、时空映射和时空叙事技术框架

Fig. 2 The method for semantic retrieval, spatio-temporal mapping and spatio-tempor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nar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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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层级地名（ns.，共16个）——如长安和长安城内

的布政坊和杏园（位于通善坊）——后二者分别被

存储在坊里、街道级别，而这些地点将作为空间映

射的坐标点覆盖其相应故事段落囊括的所有语义。

（2）故事时间：根据时间名词（时间点、时间段）

和关系推理确定统一的多尺度的时间细粒度。《李

娃传》故事时间线由故事起始于“天宝年间”的确切

记录、小说家白行简撰文于“贞元…乙亥岁秋八月”

（即 795年 8月）和其他句子所述时间段推测确定。

占词总数2.7%的时间名词（nt.），如天宝、十年、月余

和他日，被结合人物生命历程用来判读文章的故事

时间，例如 747（天宝五年）20 岁的荥阳生去长安、

754（天宝十三年）27岁的荥阳生授官、775（大历十

年）李娃授封汧国夫人、795（贞元十一年）小说家撰

文等。

（3）人物：本研究将人物的各类指代消解为标

准人物名。

（4）情感分类得分：对从第一个句子到当前句

子的所有情绪表达的情感极性值求和（加入情绪转

置词对情绪的逆转影响），从而对已阅读的“文档”

进行基于词典的文档级情感分类[29]；此值是当前句

子的情绪分类得分。

因为句的序列被定义为读者阅读时间，所以上

述句层级的各类语义可以直接根据其句子序号对

应映射到下一步骤的时间。

2.2 文本的“时空”映射

文本的“时空”映射将词—句层级的文本语义

分别映射在时空维度。这一映射是时空叙事再现的

基础，同时其映射方式也受制于时空叙事的逻辑。

2.2.1 时间维度映射

语义的时间映射是将词—句层级的语义、带时

间坐标的空间层级图式，与阅读时间（即句序）相关

联。全文共有 776 句话，对应 776 个单位阅读时

间。在叙事理论中，时间与叙事之间的密切关系因

语言的线性特征而得到了广泛认同 [34]。因此时间

性叙事的可视化方法是将各类“话语单元”在“阅读

时间”线上展开，使得词性、人物、地点、故事时间、

情感分类得分[29]等各类语义以不同的变化轨迹再

现，从而重新构建不同的叙事主题。这些单一变量

还可以在“阅读时间”线上相互组合，形成更加多维

的主题，如不同地点的情感分类得分等。

由于阅读时间和情感极性是情感（emotion）这

个五元组（目标实体、目标被表达属性、情绪类型、

情绪感知者、情绪表达时间）[29]的重要组成，句层级

所述基于词典的文档级情感分类得分曲线按其计

算方法（沿阅读时间不断变化的已阅读文档的情感

极性的累积和），可以更直接地理解为情感极性值

对阅读时间的积分函数。

2.2.2 空间维度映射

语义的空间映射旨在对词-句层级的语义和语

义所表征的“故事”进行空间映射。首先需要将句

层级的“地点”和城市历史地图进行映射，标准的做

法是建立数字地名词典[35]，并应该格外重视地名词

典的历史时间性变化以及不同尺度下对同一地理

对象的存储方式。《李娃传》长安城内的地点被映射

至各坊质心，唯一的例外是参照妹尾达彦的研究[12]

将“天门街”定位在朱雀大街与内城垣的交点处。

通过句法依存关系，本研究继续将小说中与

“地点”相关联的各类语义映射到其对应的空间位

置上。而为进一步还原文学的时空性，还对人物在

街巷的行迹（OD关系已知）进行了模拟。模拟规则

为首先选择最短路径，然后优先选择整合度（Inte-

gration）高的街道——基于空间句法（Space Syntax）

的“整合度”意味着街道单元的可达性[36]。同时应

当认识到，每一个语义的空间映射都被相应的时间

坐标所锚定，因此本文所论述的空间映射从广义上

还包括了通过数学统计、数据挖掘等方法将叙事切

片中的阅读时间进行压缩，从而获得的代表这一时

间窗内的各类二维图式；而这一具有时间坐标的二

维图式可以被重新映射至时间维度从而重新进入

时空可视化。

2.2.3 时空维度映射

在这种时空联动映射的框架下，随着阅读时间

的展开，被分解和被加值的语义得以在空间背景之

下被同样展开，并伴随叙事原有的语言文字，将一

种多维性、顺序性和背景性信息逐步融入深度阅

读。相比于提取自叙事文本的结构性语义，那些加

值语义是超越叙事的，是对历史性社会空间的当代

理解，如视小说人物活跃在历史时空中，对其进行

社会计算分析 [37]——对不同小说人物在空间层映

射信息所进行的社交网络分析和小说人物在城市

街道上的模拟轨迹等，就属于高于基本语义的、被语

义所表征的行动“故事”。其推演逻辑符合福柯（Mi-

chel Foucault）的“空间规训”（Disciplinary Space）[38]

概念，即历史的物理空间形塑小说作者的空间观，

进而影响到小说内的人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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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时空多维叙事可视化

在文本语义时空映射的基础上，本研究对语义

进行时空重组，进而实现“时间—时空—空间”分级

可视化和时空叙事的分析比较，并于以下 3个对应

方面选择性地展示小说叙事的时空重构成果：①时

间性叙事显示了基本语义的阅读时间轨迹和故事

主题；②时空层在二维城市、阅读时间下展开各种

变量的轨迹以及故事的细节；③一个意义性世界在

阅读时间结束时被再现为空间层次。

3.1 时间叙事

时间层反映了阅读过程中小说基本变量变化的

时间映射轨迹，体现出叙事的内容和文章的叙事技

巧。图3的情感曲线展现了随阅读时间展开的已阅

读的文档级情感分类得分波动（即情感极性值对时

间的积分），其“N型”情节结构根据《畅销书密码》可

判断为“走向成熟”故事模式[20]。这是一个起起伏伏

的成长故事，也是考生荥阳生初入唐长安后经历的

一段特殊人生片段——他经历了命运转折，然后失

去了一切，最后恢复。进一步结合图3的故事时间线

可以判断，小说尾部时间流速极快地转向以李娃为

短暂主角的受封和家族的兴盛呼应了《李娃传》题目，

而小说末首相连的故事时间线展现了一种回溯式写

作方式，即首以女主角切入男主角的成长故事、末回

到女主角再牵引至后世小说家白行简。不同地点内

的情感曲线变化（图4）体现了该小说“空间叙事”的

特点——长安作为繁华而复杂的首都，为故事的发

展变化提供多样的城市生态：故事中前期爱情生活

和荥阳生被设计抛弃，以及后期两人再相遇并重新

一起生活的主要情节被分别安排在了平康坊、通义

坊和宣阳坊，以及安邑坊、尚书省、兴庆宫；而中间荥

阳生逐渐失去一切进入底层的短快情节被分散在了

布政坊、西市、东市、天门街、崇仁坊和通善坊、东市。

图3 情感极性对阅读时间的积分函数值以及故事时间波动

Fig. 3 Trajectory of the storytime and the integral function of SO value to read-time

3.2 时空叙事

时空叙事在城市空间背景下，将词—句层级语

义、带时间坐标的空间图式和语义所表征的连续

“故事”在阅读时间线上展开，使得历史的时空信息

逐步深入到读者阅读过程中，以便其更好地理解故

事在充满仪式和市民文化的唐长安城市空间中的

发展。将荥阳生的水平行动轨迹和故事情节发展

的垂直轨迹在时空中组合，并融入荥阳生不断变化

的社会阶层（贡生—平民—乞丐—平民—贡生—甲

科—参军），可以渐进式观察阶层变动和情节变化

的关系（图5）。阶层和文档情感分类得分的大部分

良好对应关系体现出空间作为社会媒介的特征：其

位置的不断变化对情节具有持续的逆转作用，即故

事的进展方向与荥阳生在各坊里所必然扮演的不

同社会角色及经历的不同遭遇密切相关。而早期

荥阳生在妓坊的短暂生活，展现出了不同于其社会

阶层的正向情感，也许可以被理解为荥阳生阶层逐

步随空间变化的真正起点。本文所述空间媒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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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5中可以被具体认识为大都市区域功能的地理

分异，如东区万年县与西区长安县的整体分离、作

为不同类型公共场所的中部天门街和南部杏园间

的冲突，都带来了情节的张力。

3.3 空间叙事

空间层次显示了完成叙事阅读时的统计格局，

这是通过对城市语境下不同语义变量映射轨迹的时

间压缩而实现的，有助于读者对唐长安的认知体验

和故事背景的直接理解。图6反映了长安各坊里的

迥异职能，东市作为市场所能提供的复杂业态、宣阳

坊、平康坊、安邑坊作为宅园、馆宇、宅院的不同居住

面貌等丰富鲜活的市民生活，都为一张场所词的词

云地图所反映。图7围绕皇城呈现的正、负情感的三

角掣肘趋势与故事的内在逻辑安排息息相关，这一

情感地图同时辅助读者体会小说作者作为士人对皇

权、仕途、宗教的隐隐正向态度。以坊里为节点、坊里

间的人流为边的空间嵌入式人物社交网络反映了长

安各坊里之间的隐喻结构关系。图 8中，东市是长

图5 荥阳生带阶层的人物行迹、情感极性的

时间积分函数值的时空可视化

Fig. 5 Spatio-temporal visualization of Zheng's paths

based on disciplinary space and the integral

function of SO value to read-time

图6 东市、西市及周边与坊里关联的场所类名词的统计

Fig. 6 Statistics of noun-space associated with wards around East Market and West Market

图4 不同地点内情感极性的时间积分函数值波动

Fig. 4 Trajectory of the integral function of SO

value to read-time in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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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效阅读意为出现非中性情感极性词。

图7 不同坊里单位有效阅读时间内情感极性累积统计的反距离插值

Fig.7 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IDW）interpolation of the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score of wards/effective read-time

注：模块化类3：被权力社群占据；模块化类2：被本地官员占据；模块化类1：为外地赴京人士占据；模块化类0：为外地赴京官员占据。

图8 基于全文空间嵌入式人物社交无向网络的模块化分析和加权中心度中分析

Fig. 8 Network analysis of characters and places in modularity analysis and weighted degree centrality

based on a full-text, spatially embedded, undirected network of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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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城最活跃的坊里（度值最高，节点中的“名人”），

而用于社群快速监测的模块化分析反映出地理空

间之间的不同关联性，即故事中的长安坊里组群空

间被权力、本地官员、外地赴京人士、外地赴京官员

四个社群占据的趋势。前者结论符合一般的研究

认知，后者的视角在以往研究中往往被忽略或无法

实现。图 9中，基于HITS（高枢纽型节点指向高权

威度节点）算法，叙事中出现次数极少的东市、兴庆

宫和尚书省的权威度很高（高权威度节点是由高枢

纽型节点所指向的节点），这是游荡于长安各坊杂

乱轨迹中隐约透露出的社会内核。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中国古典叙事文学的时空特征提出

了时空叙事数字模型，并在此框架下以唐传奇小说

《李娃传》为例进行了时空叙事再现：

（1）通过将计算和可视化技术融入空间叙事学

的时空理论，本文提出了文本与空间互融的时空叙

事数字模型，即对文本语义进行提取和“时空”映

射，并构建“时间—时空—空间”3层的时空叙事再

现模型，使得文学制图将文学与历史、定性材料与

量化方法、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从而使其在时

空体系方面臻于完善。除了本文的应用案例，该模

型在适用的对象及其可能的解释层面具有相当大

的潜力，“时间—空间”的文本语义映射框架在增加

“阅读时间”的不同层级后可以支持更多古代小说

文本的纳入，从而实现宏观层面上的城市多元时空

叙事。

（2）在时空叙事再现部分，本文尝试模拟了《李

娃传》的阅读时间流中对于不断演进的空间图式

（pattern/structure）或意义的阅读追求[39]。这种图式

的时空轨迹可视化所带来的阅读体验实际上很难

从心理学角度被严格描述和验证，但作为一种可被

更新的辅助性开放模板它确实可以“作为叙事的一

部分而存在”[40]，并更进一步地为不同学者提供一

图9 基于全文空间嵌入式人物社交有向网络的权威度中心性分析及枢纽度中心分析

Fig. 9 Network analysis of characters and places in authority and hub analysis based on a

full-text spatially embedded directed network of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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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可供对话的开放场域或入口，共同来深刻解读此

类作为研究例证的文本。笔者后续基于个人经验

对《李娃传》“时间—时空—空间”3层叙事再现进行

解读，通过“表现—机制—意义（what-how-why）”的

理解层级揭示了长安都城是如何形塑一位即将成

为官员的贡生。

本文的实践还揭示了数字技术在人文研究中

的巨大潜力和挑战。本文对纳入时空映射的事件

语义维度的考量尚不够深入，古典叙事文学文本时

空叙事的建模、再现和解译还有很大的空间，特别

是叙事不同空间、时间的组织安排以及不同视角下

对叙事的经验解释都有待更多的实践。相比以往

直接的因果、相关与模式探索，本文在结构化的视

角之上初步融入了主观情境性、流动模糊性和经验

解释性，但更多的尝试值得被期待以测试这两种不

同思维融合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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