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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唐诗排行榜》的姊妹篇，也是尝试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衡定宋词中的经典名篇，比较各名篇
影响力的大小和知名度的高低。
    唐诗宋词排行榜，是我做文学经典和传播研究的副产品，是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延伸。
研究文学经典，首先要追问哪些是经典？
经典是怎样确立的？
是什么时候被确认的？
从文体上说，唐诗宋词，已是公认的经典文体，但从具体篇目上看，流传至今的五万多首唐诗、两万
多首宋词并非篇篇都是经典。
究竟哪些是经典、哪些是名篇，自然是见仁见智。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经典，但每个人心仪的经典肯定不同。
我们怎样寻找公众的共识？
如果用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我们很难得出一个相对确定的答案。
同样一篇作品，我说它是经典，可以找出多种理由，引证多家权威的说法。
你说它不是经典，也可以找到多种理由，并找出诸多证据。
比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人们熟知的经典名篇，但古人也有不买帐的。
清人沈时栋就认为《念奴娇·赤壁怀古》虽然历来脍炙人口，可词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二句
是败笔，周瑜的“雄姿英发”本是天然生就的，哪会等到“小乔初嫁”之后才“雄姿英发”呢？
在沈时栋看来，这种有明显瑕疵的作品，不配称经典！
所以他选《古今词选》时，就把苏轼这首作品排除在外。
无独有偶。
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朱祖谋，所选《宋词三百首》是二十世纪流传最广的选本之一，其影响力足
以跟《唐诗三百首》并驾肩随。
朱老夫子在《宋词三百首》的初版中入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可后来修订再版时，又把它删去
了，也许是觉得这首词不入他的法眼吧。
要是认为《念奴娇·赤壁怀古》不是经典，完全可以举这两个例子来证明。
    欣赏和评价文学作品，是主观的。
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相对客观的方法来衡量测度哪些作品是受人欣赏和肯定的，哪些作品不那么被人
欣赏和关注呢？
于是，我们尝试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用数据来衡量排比哪些唐诗宋词比较受人关注、影响力指数比较
高。
我们做唐诗宋词的排行榜，选择千百年来长时段的各种历史数据，用客观的数据来决定结果。
不管你个人的主观好恶如何，你是否服气和认同，公众票决的结果是应该接受的，可以视为一种共识
。
    我们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来作文学研究，已有17年的历史了。
1994年，我就和同门刘尊明教授联名发表过《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的学术论
文，用六个方面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宋代词人的综合影响力排行榜，排比出宋代词人三百家，遴选出
影响力最大的十大词人：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
几道和贺铸。
论文发表以后，颇受学界关注。
学界同仁的肯定和支持，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探索的信心。
此后，我们先后主持承担了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国诗歌史的计量分析》、教育部“211工
程”项目《唐诗经典与经典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宋词的定量分析》等。
2008年以来，我和我的学生又合作发表了《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宋词经典名篇
的定量考察》、《影响的追寻：宋词名篇的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在唐宋词史研究中的运用》等学
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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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尊明和我合著的《唐宋词的定量分析》一书，也即将正式出版。
    对我们作经典研究来说，统计分析做出的排行榜，只是一个过程、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统计分析得出的排行榜，只告诉我们哪些作品在历史上影响力比较大。
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这些作品影响力比较大？
它们的影响力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它们的影响力在历史上有着怎样的变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这些问题，我们在《唐诗排行榜》和本书中，有的作了简要的分析，有的则没有展开。
毕竟这是大众普及型的读物，学术性的思考不可能在这样的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排行榜给出的名次，其实并不很重要。
我们看重的是名次背后特别是后台数据所蕴含的作品在历代流传接受的变化过程。
我们最感兴趣也最有收获的，是统计数据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关作品流传过程和影响力变
化的有效信息。
(《唐诗排行榜》和本书列出的综合名次，只是多种结果中的一种，因为是普及性的书，我们不可能把
多种结果都展示出来。
而且，我们实际做的唐诗宋词排行榜有三百首，考虑到出书成本等因素，目前只拿出一百首的榜单。
    人们通常以为，今天大众熟悉的作品，古代也一定流传很广；当下人们喜爱的作品，历史上也一样
被人推崇。
其实不然。
今天有影响力的作品，在历史上不一定有影响力；历史上曾经被多数人看好的作品，今人未必关注。
今天有影响力的作品，在历史上不一定有影响力；历史上曾经被多数人看好的作品，今人未必关注。
大众不熟悉的作品，并不等于专家不认同。
专家喜爱的作品，也不代表大众都能接受。
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文学经典的影响指数，通常是变动不居的。
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不太容易发现文学作品影响力的变化。
而定量分析方法，根据大量的历史数据统计分析，就可以发现一部作品影响力的变化曲线。
我们作唐诗宋词的影响力统计分析，目的就在于寻找唐诗宋词的影响力有着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
这种变化、变化的因素是什么。
    我们做的唐诗宋词排行榜，反映的是唐诗宋词在唐宋以来一千多年历史上的综合影响力，而不仅仅
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时段的影响力，更不仅仅是在当下的影响力。
虽然当下的数据占了相当的比重，但它反映的毕竟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当下几十年的审美选择
。
所以，当下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品，在排行榜中不一定靠前，因为这些作品在历史上未必像今天这样人
们耳熟能详。
    作经典研究，自然要关注经典的传播。
文学经典，不能只是供学者研究的古董，不能只是象牙塔里的展示品，应该让它广泛传播成为大众的
精神食粮，让经典与时尚结合。
学者的本职是做好学问，拿出高精深的研究成果，但也有责任将学术研究成果向社会大众普及推行，
正如科学家有责任将自己的发明创造转化为物质产品一样。
作为文学传播的研究者，我理所当然要考虑古代文学经典在当下传播的策略和方法。
用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借用什么样的媒介、用什么有效的方法来普及唐诗宋词经典，才能让当下的读
者大众能够欣然接受，让全社会来关注经典、阅读经典，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
排行榜，是我们传播经典的一种策略，一种试验性的方法。
不管怎么说，在当下这种人们被物质欲望绑架的时代，能读一点经典、关注一下经典，获取一点精神
滋养和慰藉，总是好事。
我不是“恶搞”经典，连“戏说”都不是。
我是严肃认真地用科学的方法并采取当下大众可能接受的方式来传播经典、推广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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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选自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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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排行榜是如何产生的
　　二万多首宋词，究竟哪些是经典？
哪些是名篇？

　　——本书继《唐诗排行榜》之后，同样尝试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衡定宋词中的经典名篇。

　　将所设定的选本、互联网页、评点、研究论文和唱和五个指标的每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再
加权求和，即代入下列公式：
　　以这种方法将相关数据输入计算机，计算机会自动计算出每首作品的综合分值。
依据每首综合分值的大小排名，就得到了宋词名篇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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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名　念奴娇(大江东去)　苏轼
第2名　满江红(怒发冲冠)　岳飞
第3名　声声慢(寻寻觅觅)　李清照
第4名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苏轼
第5名　雨霖铃(寒蝉凄切)　柳永
第6名　永遇乐(千古江山)　辛弃疾
第7名　扬州慢(淮左名都)　姜夔
第8名　钗头凤(红酥手)　陆游
第9名　摸鱼儿(更能消)　辛弃疾
第10名　暗香(旧时月色)　姜夔
第11名　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苏轼
第12名　疏影(苔枝缀玉)　姜夔
第13名　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辛弃疾
第14名　如梦令(昨夜雨疏)　李清照
第15名　双双燕(过春社了)　史达祖
第16名　醉花阴(薄雾浓云)　李清照
第17名　青玉案(凌波不过)　贺铸
第18名　菩萨蛮(郁孤台下)　辛弃疾
第19名　兰陵王(柳阴直)　周邦彦
第20名　踏莎行(雾失楼台)　秦观
第21名　渔家傲(塞下秋来)　范仲淹
第22名　天仙子(水调数声)　张先
第23名　祝英台近(宝钗分)　辛弃疾
第24名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苏轼
第25名　绮罗香(做冷欺花)　史达祖
第26名　鹊桥仙(纤云弄巧)　秦观
第27名　蝶恋花(庭院深深)　欧阳修
第28名　六丑(正单衣试酒)　周邦彦
第29名　满庭芳(山抹微云)　秦观
第30名　一剪梅(红藕香残)　李清照
第31名　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　李清照
第32名　苏幕遮(碧云天)　范仲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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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千百年来，这首词得到了无数词评家的肯定。
宋金时期，此词最受关注。
《唐宋词汇评》所录此期的评点共15次，这在宋金人评点的所有宋词作品中是最高的。
元好问之外，当时著名的词评家如王灼、胡仔、胡寅等，都充分肯定了这首词的独创性，极力赞扬其
对词体抒情功能的拓展。
如胡仔就说：“赤壁词⋯⋯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
”明清以降，由于明人论词以婉约为正宗，清代浙西、常州二派又分别推尊姜夔、张炎和周邦彦、吴
文英等人词，对这首词的评点次数不如宋金，但所评基本上仍是肯定性的。
虽然这首词的评点率并没有在评点榜上名列第一，但历代词评家的赞赏对其声名鹊起、广为流播并能
在宋词排行榜高居首位，同样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以来，人们对宋词的接受打破了婉约与豪放的藩篱，除继续对此词进行肯定性的评点外，研究
性的文章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而且令人吃惊的是，这首词的研究文章共有186篇次，不仅名列宋词百首名篇之首，而且高出百首名篇
研究文章平均数的34倍！
这是这首词总指标能名列第一的重要因素。
引人注意的还有，从宋至清，这首词在唱和榜上始终独占鳌头。
宋金、元明和清代，其被追和的次数分别为23次、64次和46次、133次的总唱和数竟高出唱和榜第二名
贺铸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整整100次，充分展示了其在创作型读者中的巨大影响。
最后，此词对大众读者影响最大的词选入选指标也是一路上扬。
宋金四大选本中，这首词仅入选《花庵词选》1次，其原因，可由时人的某些评价见出。
如李清照就说苏词是“句读不葺之诗”，吴曾也说苏词是“曲子缚不住者”。
也就是说，除去当时人们更重婉约的欣赏心理外，苏轼词的不甚协律或许就是它在此一时期不被大众
传播看好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而元明以来，词乐失传，词的艺术性和抒情性成为选词的风向标，这首《念奴娇》词的入选数值遂得
以渐次走高。
这一时段，这首词分别入选元明二代22种选本中的18种、清代21种选本中的14种、现当代60种选本中
的54种，并最终以87次的入选数列入选榜第一位，成为这首词得以荣登总榜榜首的决定性因素（选本
项权重在总排行指标中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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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词排行榜》为《唐诗排行榜》姊妹篇，千百年来第一个宋词排行榜，横空出世。
宋词排行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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