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０３６５（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５８－０６

《红楼梦》文本的社会网络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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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福建 漳州　３６３０００）

　　摘　要：本文探讨《红楼梦》文本前后核心人物网络结构的一致性问题，从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的角度，以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这些核心人物作为节点，使用文中人物出现的位置作为人际

距离量化指标，使用Ｐａｊｅｋ软件绘制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中的人际关系网络社群图，并分析各

人物的中心度。结果显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这两部分的核心人物社群图结构具有一致性，
中心度指标显著正相关，《红楼梦》文本中核心人物的社会网络结构前后一致。

　　关键词：红楼梦；社会网络分析；关系网络；结构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９／ｊ．ｃｎｋｉ．ｓｊｚｔｄｄｘｘｂｓｋｂ．２０１８．０１．１０

　　一、引言

很多学者对《红楼梦》的作者、内容和结构等

问题做 出 不 同 的 推 断［１－２］。总 体 看 来，有 两 种 观

点：一种认为《红楼梦》作者有两人或者更多人，前
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内容不同。胡适认为该书为曹

雪芹和高鹗两人所著；也有人认为这部名著中各

个部分是由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期撰写而成的

等等。［３－４］另一种观点认为，《红楼梦》的 作 者 只 有

一人，内容和结构具有一致性。有人认为全书作

者为曹雪芹；但是也有人认为它是曹雪芹对其父

曹頫个人作品进行的整理增删；后续还有曹渊说，
李鼎说等等。［５－９］

学者对《红楼梦》文本的研究方法大体可以归

纳为两种：第一种方法主要从文献分析的角度来

探讨。蔡元 培 等 人 用 历 史 文 献 索 隐 的 方 式 探 讨

《红楼梦》的内容和作者等问题，探讨小说影射了

谁、什么历史事件等。胡适使用实证主义方法考

证《红楼梦》的作者、版本与时代问题。也有人从

语言现象入手，发现词义用法、复句、诗词和花草

等这几个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进而推出文本结构

和内容前后不一致。［９－１３］

另一种方法是量化分析。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根据语法和词汇在《红楼梦》文中出现的频率大体

相同，认为前后结构一致。陈炳藻等人使用词汇

相关的研究方法，借助电子计算文本前后用字的

相关程度，认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结构也具

有一致性。１９８７年，有学者使用模式识别和探索

性数据分析方法，统计虚词在每回中的频数，用聚

类分析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文本结构不

同，文 本 可 能 是 由 不 同 的 人 在 不 同 的 时 期 完 成。
也有人使用支持向量技术，以文中虚词频率为特

征向量对作者问题进行探讨，认为文本前后在写

作风格上存在显著差异，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判断

古典文学作品的作者问题等等。［４－５，１４－１６］

不同的研究方法有各自的优缺点，索 隐 法 承

接历史和经学的传统，尤其在考证方面，收集了大

量的文献和史料，但是索隐法考证文献不足。胡

适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社会时代环境相联系，
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但过度阐释，过分强调作品

的教育意义 与 认 知 功 能。［１７］词 汇 相 关 法、模 式 识

别法、探索性数据法和聚类分析法等使用词汇或

者虚词等的频率来研究，考虑的是文本的属性，而
未考虑文本中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名著作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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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各种人物关系的集合，而这种研究方法并未

突出《红楼梦》名著中的人物关系特征。
综上，文献分析法从历史资料和语言 学 等 方

面来探讨《红楼梦》作者问题，量化分析法多从语

法词汇现象和虚词频率等具体方面探究。实证主

义研究和语言现象等方法多从文本内容上来探讨

作者问题，大都得出该名著前后结构不一致的结

果。以虚词频率作为特征向量和聚类分析的方法

主要是从 文 本 形 式 和 结 构 上 来 讨 论 文 本 所 属 问

题，多认为该文本前后一致。那么，在《红楼梦》文
本的核心人物的网络结构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

回是否具有一致性？

二、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指的是行动者集合与行动者之间的

联系，一个或多个行动者有限集与他们之间的一

种或 者 多 种 关 系 组 成，社 会 网 络 也 称 人 际 网

络［１７］。在 社 会 学 领 域，行 动 者 称 为 社 会 实 体，包

括分散的个体、企业或集体的社会单位［１８］。在心

理学领 域，行 动 者 称 为 个 体。个 体 之 间 的 关 系

（ｔｉｅｓ）常代表一些具体的内容或者实质性的现实

发生的联系。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图论的符号表

示规则是 一 种 最 基 本 的 表 示 行 动 者 和 关 系 的 方

法，将 网 络 看 成 图，由 被 线（ｌｉｎｅｓ）连 接 着 的 点

（ｎｏｄｅｓ）组 成［１９］。用 节 点 表 示 个 体，各 节 点 之 间

的连线表示行动者之间的关系。［１８］社会网络研究

映射了团体和组织中的关系网络把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客观化和数据化，以及调查社会结构和不同

类型关系的影响，而不是简单地计算个体的社会

网络的人数。社会网络通过关注特定网络联接来

探讨网络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
社 会 网 络 分 析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ＮＡ）作为 研 究 社 会 网 络 的 独 特 工 具，是 一 种 深

入探究社会环境特征以及社会环境对个体心理发

展影响的 新 方 法［２０］。社 会 网 络 分 析 是 一 种 独 特

的 描 述、探 索 与 理 解 社 会 人 际 方 面 的 关 系 与 结

构，［２１］是一种研究社会结构的方法，因此，社会网

络分析也被称为结构分析。［２２］社会网络以“个体之

间的关系”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社会网络分析研究

的关系通常是人类个体之间的联接，不仅关注个体

的特征与属性，还包括个体之间相互联系。［２３］

本文将社会网络分析法用于《红楼梦》中网络

关系的探讨。在其众多角色中，选取贾宝玉和金

陵十二钗正册人物进行网 络 结 构 分 析。［２４－２５］社会

网络分析法以量化分析的角度来研究问题，从文本

结构上来判别《红楼梦》的前后结构问题，结合高本

汉和陈炳藻等人的量化分析法研究的结果，假设该

文本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结构是一致的。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人民文 学 出 版 社１９８２年 出 版 的

《红楼梦》。［５］选取红楼梦电子版文本的前八十回和

后四十回进行分析。先去符号处理，找出贾宝玉和

金陵十二钗人物及其有效称呼在文本中的位置，例
如贾宝玉，找出文中“贾宝玉”及其有效称呼（像宝

二爷、玉儿和痴情公子等称呼）这些字，金陵十二钗

人物采取同样的方式，并计算出其距文本首字符之

间的间隔距离，间隔以一个字为一个单位。
在进行数据处理之前，先对《红楼梦》中这些

人物进行社会网络建模，社会网络经常使用社群

图来描述。社群图主要应用于群体的人际关系与

群体结构的研究。［２６］《红楼梦》社会网络中每一个

人物用一个节点来表示，人物之间的关系使用线

段表示，使用两个人邻近的位置距离表示两人间

的关系，即在文本中，两人的名字邻近出现，视为

一条关系。使用位置的间隔距离作为关系权重来

进行整个网络的关系研究。线段的长短反映了两

人关系的远近。
使用社 会 网 络 分 析 软 件 Ｐａｊｅｋ处 理，使 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０软 件 编 程 搜 集 位 置

数据，然后 整 理 为Ｐａｊｅｋ中 的 关 系 数 据，来 绘 制

《红楼梦》第一至八十回和第八十一至一百二十回

的整体社会网络关系图。网络图使用Ｐａｊｅｋ软件

中的 ＫＫ算 法 进 行 布 局，Ｋａｍａｄａ和 Ｋａｗａｉ提 出

了非相邻节点的理想距离的概念：两个节点之间

的理想距 离 与 它 们 之 间 的 最 短 路 径 的 长 度 成 正

比。在系统的最终稳定状态下，节点间的距离都

将接近于它们的理想距离。［２７］

然后对红楼梦的前后网络结构图进行定量分

析，分别计算出前中后各四十回的中心度指标，并
计算任两部分相关系数。

四、结果

（一）《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社

会网络结构图

红楼梦的社 会 网 络 结 构 图 中（图１和 图２），
贾宝玉和王熙凤的位置处在整个网络的中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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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他们之间线段的距离较近，表明他们的关系密

切，并且他们与其他人具有较多的联系，为中心人

物。这也验证了王熙凤和贾宝玉在人际网络关系

　　注：１－１３分 别 代 表 宝 玉、熙 凤、黛 玉、宝 钗、湘

云、探春、李纨、迎春、惜春、元春、可卿、妙玉、巧姐

图１　《红楼梦》第一至八十回的整体网络分析图

中的重要性。有学者指出抽去了王熙凤的故事，
《红楼梦》的整个结构会倒坍。［２８］贾宝玉和王熙凤

在红楼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注：１－１３分 别 代 表 宝 玉、熙 凤、黛 玉、宝 钗、湘

云、探春、李纨、迎春、惜春、元春、可卿、妙玉、巧姐

图２　《红楼梦》第八十一至一百二十回的整体网络分析图

　　（二）中心性分析

１．点度中心度

一个节点的点度中心度被定义为该节点与邻近

节点的边（在图论中，与邻近该节点的边数）的数目。
度值高的个体与很多人有直接联系，表示其处于网

络的中心地位，个体与他人的联系越多，很可能拥有

最大的权力，也可以表示其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２９］

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这十三个人物的点度中

心度结果如图３所示。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这两

组数据中，贾宝玉、王熙凤、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点度

中心度较高，可以说他们在贾府中的地位相对于金

陵十二钗的其他人物较高，在这个群体中，他们比

较活跃。本研究数据显示出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

存在显著相关，ｒ＝＋０．９６，ｎ＝１３，ｐ＜０．０１，双尾。

图３　点度中心度

　　２．中介中心度

两个不相邻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该

群体中其他行动者来联络，特别是那些处在这两

个连接路径之间的行动者。这个处于中间起联络

作用的行动者实际上影响着那两个不相邻行动者

的相互作用。在人际网络中，如果一个人有着重

要的信息中介作用，则占据着更中心的位置。
中介中心度测量的就是中间行动者在多大程

度上位于图中其他两行动者的“中间”，即该节点

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通过其连接的两个节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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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节点具有“中间人”或“媒”的作用。中介度越

高，该人越容易在其他两人之间起联络媒介作用。
《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中贾宝玉和

金陵十二钗人物的中介中心度见图４。贾宝玉和

王熙凤的中介中心度略高于其他人，说明在该著

作中，贾宝玉和王熙凤充当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其他人可以通过他们联系到更多的人，或者获取

更多的资源。
本研究数据显示贾宝玉和金陵十三钗这些人

物的中介中心度在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存在显著

相关，ｒ＝＋０．９８，ｎ＝１３，ｐ＜０．０１，双尾。

３．接近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是指某一个行动者与所有其他行动

者的接近程度，即如果一个行动者能快速地与所有

其他行动者产生内在的连接，他就是中心行动者。［３０］

接近中心度反映了一个个体在交流信息的效率上，
越接近其他人或者易被他人所接近，则信息流动就

越快。接近中心度值越大，则该人与其他人越接近。

图４　中介中心度

图５　接近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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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人物的接近中心度结果

在图５中，秦可卿无论在前八十回中还是后四十

回中，她的接近中心度都是最低的，说明其相对于

其他人，更不容易被他人接近，同时，也不太接近

他人。而贾宝玉、林黛玉和王熙凤的接近中心度

较高，他们更容易去接近他人或者被他人所接近，
在信息传递和解决问题上具有很大优势。

本研究数据显示出这十三个人物在接近中心

度指标上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存在显著相关，ｒ＝
＋０．９４，ｎ＝１３，ｐ＜０．０１，双尾。

五、分析与讨论

本文将社会网络分析法用于《红楼梦》作者的

探讨中，提供了一种从文本中抽取结构的角度，对
《红楼梦》文本中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人物的结构

进行研究的方法。依次从整体网络结构和中心性

对结构进行分析，得出了《红楼梦》文本整体结构

的一致性的结果，为红学研究提供一种从统计学

角度可重复验证的方法。
同时，本研究存在着不足之 处，主 要 体 现 在：

首先，人物的关系也包括心理距离、社会地位和资

源分配等关系，该研究中探讨了文本的结构，在文

章结构探讨过程中，使用的是位置距离关系，未考

虑其他关系。其次，在整体网络分析中，用ＫＫ算

法算出的网络结构图是多维度的，在一个平面上

可以确定三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人数增多，网
络图是多维度的，由于软件和计算机等的限制，未
能绘制出这种多维图形。再次，该研究中使用的

是Ｐａｊｅｋ软件制作，软件过于单一，绘制社会网络

关 系 图 的 软 件 很 多，如 Ｕｃｉｎｅｔ、Ｇｅｐｈｉ和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等软件，每种软件绘制的图形及其中心度计

算的结果会有些差异。
在今后的研究中，要依据文本筛选出 多 种 关

系进行研究，并且应探讨多个团体的网络结构，从
多方面验证文本之间的一致性。不同的文本版本

间，前后文结构是否仍然是一致的？如果加入更

多的人物进行文本分析是否前后也具有一致性？

结合多种文本分析方法，这些文本结构是否依然

一致？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六、结论

《红楼梦》文本中的核心人物在前八十回和后

四十回在结构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核心人物的

中心度（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指
标在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中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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