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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古诗词智能搜索系统设计与实现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Intelligent Ancient Poetry Search 

System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陈我风 深圳国际交流书院 

 

 

摘要 

 古诗词智能搜索系统在文化传承、提高学术研究效率等众多方面具有重要的

研究意义。目前一般采用基于传统搜索引擎、专业古诗词网站，以及直接向大语

言模型提问的方法，这些方法在搜索意图理解、权威性及完整性方面还存在比较

明显的缺陷。 

 针对上述问题，本论文探讨利用大语言模型技术构建古诗词智能搜索系统的

方法，具体包括如下工作：（1）论文整理了并发布了 22 万首包括人物及地名结

构化信息的古诗词数据集； （2）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两阶段古诗

词智能搜索系统的方法，构建数据库阶段利用大模型抽取结构化语义信息，搜索

阶段利用大语言模型把搜索意图转换数据库检索指令。（3）设计并实现一种基于

思维链和外部知识辅助的古诗词结构化信息提取提示词方法，以及将古诗词自然

语言查询转换为数据库查询的提示词方法，从而有效提取古诗词的结构化信息，

有效理解用户意图。 

 论文实现了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古诗词智能搜索系统的原型，并设计了典型测

试样本进行了测试，准确达到 75%，说明了我们的方法通过结合大语言模型能力，

不需要进行定制训练，可以有效获取古诗词的多维结构化语义信息，有效获取用

户搜索意图，初步达到预期效果，为古诗词智能搜索系统的实现积累了一定的经

验。本论文所有代码和数据集都在 GitHub 发布[23]。 

 

 

关键词: 大语言模型、古诗词搜索、提示词、思维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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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意义 

 古诗词智能搜索系统通过计算机技术，特别是自然语言处理（NLP）与人工智能技术，

对大量古代诗歌数据进行高效处理与检索。它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关键词匹配搜索，

更进一步地，能够理解用户的查询意图，并根据上下文环境提供相关性更高的搜索结果。 

 古诗词智能搜索系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 文化传承与普及：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对于弘扬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智能搜索系统有助于让这些文化遗产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让更多人尤其是

年轻人能够方便地接触、学习并欣赏到古典文学的魅力。 

⚫ 提升学术研究效率：传统的文献检索方式耗时费力，而智能化的搜索工具可以极大提高

学者们查找资料的速度与准确性，从而促进学术界对古诗词领域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例

如，学者可以在几秒钟内找到发生在“河西走廊”相关的所有诗句，极大提升研究效率。 

⚫ 促进古诗词的普及和教育：通过提供便捷的检索工具，古诗词能更易于被大众和学生所

了解。比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即时找到适合教学的诗词内容，增加教学的互动性和趣

味性。 

⚫ 促进跨学科交叉融合：随着技术的发展，古诗词智能搜索系统可以与其他领域相结合，

如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产生更多创新应用，丰富文化传播手段。比如，音乐制作人

利通过智能搜索系统匹配歌词灵感，创作融合古风旋律与现代编曲技法的新歌。 

1.2 相关研究工作 

 目前古诗词智能检索系统一般采用如下方法，（1）利用搜索引擎，例如：百度/搜狗/必

应/谷歌等等；（2）利用大语言模型提问，例如：通义千问、文心一言、ChatGPT；（3）利用

专业的古诗词文网站，例如：古诗文网；中国哲学书电子话计划[1,2,3,4]等等。下面我们对

各种方法进行描述。 

1.2.1 利用搜索引擎的方法 

 利用搜索引擎进行古诗词检索的技术原理[5,6]如下，（1）首先进行索引构建，搜索引擎

使用网络爬虫抓取网页内容，并将其分解成单独的词汇或短语。每个词汇或短语的出现位置

及其相关信息被记录在索引中。这种索引允许搜索引擎快速找到包含特定词汇的网页。（2）

查询处理，用户输入查询词后，搜索引擎会对这些词进行处理，包括词干提取、去停用词、

同义词扩展等。处理后的查询词与索引中的词汇进行匹配，找到相关网页。（3）排名算法，

搜索引擎使用复杂的排名算法 （如 PageRank、TF-IDF、BM25）对匹配的网页进行排序。排

名因素包括关键词出现频率、网页权重、用户行为数据等，以确保返回的结果最相关。 

 该方法优点：（1）高效快速：搜索引擎能够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数据并返回相关结果。

这使得用户能够迅速获取古诗词的相关信息和文本。 （2）广泛覆盖：搜索引擎能够访问互联

网上的大量资源，包括古诗词的原文、解释、背景信息和评论，提供全面的信息获取途径。 

 但该方法也存在明细的不足，（1）上下文理解不足：传统搜索引擎对古诗词的深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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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和文学风格理解有限，可能无法准确处理复杂的查询，导致返回的结果不够精准或

相关。 （2）关键词依赖：搜索结果高度依赖于用户输入的关键词。如果用户的查询不够准确

或具体，搜索引擎可能返回大量不相关的信息，增加了信息筛选的难度。 （3）完整性和权威

性不够：搜索引擎结果中会出现很多重复的结果，并且会漏掉很多重要结果。 

  
图 1（a）百度搜索结果 图 1（b）必应搜索结果 

 

1.2.2 利用大语言模型提问的方法 

 利用大语言模型 （如通义千问、文心一言、ChatGPT）进行古诗词检索的方法涉及以下

几个技术步骤[7]： （1）模型训练：大语言模型通常通过大量的文本数据进行训练，包括古诗

词及其相关的文学评论和背景信息。这些模型通过学习语言的模式和结构，能够生成和理解

自然语言中的复杂含义。（2）查询解析：用户输入的查询会被转化为语言模型可以理解的格

式。大语言模型可以解析用户的意图，包括对古诗词的具体要求，如作者、地点、人物、朝

代、主题或特定的情感表达。（3. 生成答案：基于训练数据和用户查询，大语言模型生成相

关的古诗词或其解释。模型可以结合上下文，提供更精确的回答，同时考虑用户的查询意图

和历史背景。 （4）上下文理解：大语言模型在生成答案时，能够考虑查询的上下文，包括历

史背景、诗词的文学风格和文化内涵。这使得生成的回答更符合用户的实际需求。 

 该方法优点：（1）上下文理解：大语言模型能够深入理解古诗词的上下文和文化背景，

从而提供更具深度和准确性的答案。它们可以处理复杂的查询，提供更为精确的古诗词及其

解释。 （2）灵活性高：与传统搜索引擎相比，大语言模型能够更自然地处理各种类型的查询，

包括那些非常具体或模糊的问题。用户可以用自然语言提问，模型能够理解并生成相关的回

应。 

 但该方法也有明细不足： （1）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尽管大语言模型在生成内容时能够考

虑上下文，但模型的回答有时可能不完全准确或包含误导即幻觉信息。由于模型的训练数据

可能存在偏差，生成的回答也可能受到影响。 （2）背诵原文能力不足：大语言模型可能在生

成古诗词的原文时存在不准确的情况，尤其是在处理长篇文本或复杂查询时，可能无法准确

背诵或引用相关的诗词原文。 （3）完整性和权威性不够：和搜索引擎方法一样，该方法的结

果中会漏掉很多重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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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通义千问结果 图 2（b）GPT4o 搜索结果 

 

1.2.3 利用专业的古诗词文网站搜索的方法 

 利用专业的古诗词文网站 （如古诗文网、中华诗词网、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等[1,2,3,4]）

进行古诗词检索的方法技术原理如下：（1）数据整合与管理：专业古诗词网站通常拥有专门

的数据库，收录了大量的古诗词及相关文献。这些网站会系统地整理和分类古诗词，根据作

者、朝代、体裁等信息进行标记，以方便检索。例如，古诗文网和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都

会对古诗词进行系统化的整理，提供详细的注释和解释。（2）检索功能实现：用户可以通过

这些网站的搜索功能输入关键词、作者名字、朝代或其他相关信息进行检索。网站利用预先

构建的索引和数据库中的结构化数据，快速匹配用户的查询。检索功能通常包括模糊匹配和

精确匹配，以适应不同类型的查询需求。 （3）结果呈现与辅助功能：检索结果通常包括古诗

词的原文、作者信息、创作背景、相关注释等。专业网站还可能提供额外的功能，如诗词的

朗读、注释、历史背景介绍等，以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古诗词。 

 方法的优点：（1）高准确性与权威性：专业古诗词网站的内容经过严格审核和整理，具

有较高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这些网站通常由文学专家或学术机构维护，确保古诗词及其解释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深度解析与附加信息：除了提供原文外，专业网站通常还会提供详

尽的注释、背景信息和文学分析。这些附加信息有助于用户更全面地理解古诗词的内涵和背

景。 （3）易用性和专业性：这些网站设计通常注重用户体验，提供直观的检索界面和丰富的

功能，使得用户能够方便地找到所需的古诗词及其相关信息。 

 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1）智能搜索能力差：尽管专业古诗词网站提供了大量的资源，

但其检索功能主要依赖于关键词匹配，智能搜索能力相对较弱。这意味着用户需要准确输入

关键词，否则可能无法找到相关的古诗词。参考文献[3]的工具提供图谱功能，可以通过图的

方式展示链接，但并没有提供一个有效的智能搜索方式；（2）对搜索意图理解不好：专业古

诗词网站在解析用户搜索意图方面存在局限。它们通常无法深入理解用户的复杂查询或意

图，只能基于输入的关键词提供匹配结果，这可能导致返回的结果与用户的实际需求不完全

匹配。 （3）搜索维度受限：搜索的维度一般包括关键词、作者、朝代，但更深度的维度存在

欠缺，例如：任务、地点、关联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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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古诗文网结果 

 

方法 明细优势 权威性 完整

性 

搜索维度 意图理

解 

搜索引擎方法 快速便捷 好 较差 一般 一般 

大语言模型方法 理解搜索意图很好 差 差 丰富 很好 

专业古诗文网站搜 权威性/完整性很好 好 好 较差 较差 

表 1：各方法优势总结及对比 

1.3 本文工作 

 如上所述，古诗词智能搜索系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但目前的三种方法都还存在明显

的缺点（如表 1 所示）。虽然大语言模型的结果还有很多待提高的地方，甚至很多地方出现

了“胡说”幻觉，但大语言模型方法带来的对搜索意图的理解力，对内容的理解和认知能力，

也给我们展现了大语言模型的巨大潜力，基于此，我们计划开展本项研究工作： 

 本文的研究内容是：探讨利用大语言模型技术构建古诗词智能搜索系统，利用大语言模

型的能力辅助进行古诗词库的结构化信息抽取工作，以及辅助用户搜索意图理解工作，最终

从从古诗词数据库中完整和权威的获取数据，如果上述能验证成功，可以有效的利用大语言

模型的能力，并规避其准确性和权威性的问题，实现更好的古诗词智能搜索体验。 

 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 

1) 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古诗词智能搜索系统，据我们最大知识能力所

知，公开的论文/专利等文献没有检索到采用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古诗词智能搜索系统的工作，

我们的方法具有较好的创新性； 

2) 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思维链的古诗词结构化信息提取提示词方法，该方法可以有

效的利用大语言模型自身能力，并结合辅助信息，提取古诗词的结构化信息；设计并实现了

一种把古诗词自然语言查询转换数据库查询的提示词方法，并把查询结果根据搜索意图总结

回复，该方法可以有效的理解用户意图，提取相应准确的后续数据并答复； 

3) 我们实现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古诗词智能搜索系统原型，采集并处理了公开数据集进

行处理，结构化提取了包括篇名、作者、作者介绍、古诗词中地址 （古代名/现代名）、古诗

词中人物等较多维度的结构化数据信息。我们把原型上线了测试，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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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的方法 

2.1 总体思路和流程 

 我们的方法流程图如图 4 所示，图 5 是一个用户搜索示例。方法包括 2 个步骤：（1）古

诗词数据库构建过程：利用大模型能力提取结构化语义信息，例如：人物、地址、关系、事

件等，这些结构化语义信息可以大大扩充搜索的维度；（2）用户搜索过程：利用大语言模型

能力对用户的自然语言查询进行更精确的分析，精准理解搜索意图并转换为数据查询指令

SQL，直接从古诗词数据库中完整和权威的获取数据。最后汇总得到搜索结果返回。 

 我们的方法的特点是： 

⚫ 采用标准的数据库方式存储数据，从而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和完整性； 

⚫ 利用大模型对原始数据库进行语义分析，提取更多结构化信息，扩充搜索维度； 

⚫ 利用大模型对原始搜索意图进行理解，提升意图理解能力。 

 
图 4：我们方法的总体流程图 

 

 

图 5 用户搜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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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古诗词结构化抽取方法 

2.2.1 相关研究工作 

 文献[9]在新的预训练语言模型 CP-ChineseBERT 基础上，采用图注意力网络获取古诗知

识图谱的语义表示。文献[10]致力于解决中小学生在古诗词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信息获取效率

低下问题，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古诗词知识图谱来提升学习体验。古诗词结构化抽取的工作

是基于中小学语文教材及相关网络资源，通过实体识别、关系抽取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整

合了大量的古诗词及相关人物信息，形成了结构化的古诗词知识图谱，并存储于 HugeGraph

图数据库中。 

 文献[11] 提出了一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学科知识图谱自动构建与更新方法。通过训练

用户模型、实体关系识别和知识三元组抽取，实现知识图谱的自动化构建，减少人工和时间

成本。加入用户交互机制，实现知识图谱的动态扩展和个性化更新，同时减少模型幻觉现象，

提升图谱的准确性和可解释性。 

 专利[12] 提出了一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非结构化文本数据知识抽取方法：对获取的原

始文档进行命名实体识别，并将命名候选项进行分类，；基于对命名实体对候选项的关系推

理，确定对应的实体关系三元组候选项。本发明提出的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方法来实现对非结

构化文本数据的知识抽取，有效解决大批量、多领域非结构化文本数据自动知识抽取问题，

提高知识抽取的效率和通用性。 

 OneKE[13]是由蚂蚁集团与浙江大学联合发布的中英双语大模型知识抽取框架，旨在解

决当前大语言模型存在的推理能力不足、事实知识匮乏、生成结果不稳定等问题，从而推动

大模型在各行业的实际应用。该框架不仅优化了基于 Schema 的轮询指令构造技术，增强了

模型在结构化信息抽取方面的泛化能力，还通过开源形式贡献给了 OpenKG 开放知识图谱

社区，提供了完整的工具链支持。此外，OneKE 已经在多个内部业务领域得到应用，并支

撑了蚂蚁集团的知识图谱构建能力。 

 思维链 （Chain-of-Thought，CoT）[14]是一种提示工程技术，旨在引导大型语言模型进

行更深入、更有逻辑的推理。其核心原理是将复杂问题分解为一系列中间步骤，鼓励模型逐

步思考，显式地展现推理过程。COT 通过在提示中加入“让我们一步步思考”等引导性短语，

或提供具体的示例，可以激发模型生成中间推理步骤。这些步骤明确展示了模型如何从已知

信息推导出答案，从而提高了模型在复杂任务上的表现，特别是在涉及计算、逻辑推理等领

域。思维链提示工程的优势在于： （1）提高模型可解释性：显式推理过程有助于理解模型决

策，增强用户信任。 （2）增强模型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分解问题，降低推理难度，提升模型

准确性。 

2.2.2 我们的古诗词结构化提取方法 

 根据上述调研，古诗词结构化提取方法主要还是基于传统 NLP、NER、知识图谱方法抽

取，用大语言模型辅助的方法暂时还没看到，但受到上述[12, 13]等调研文献启发，我们设计

了基于思维链及外部知识参考的结构化提示词方法采用大语言模型进行提取古诗词结构化

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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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提示词 

 

 

图 6-a 原始提示词及结构化抽取结果 

 

加上原始译文后的提示词 

 
 

 

图 6-b 加上参考译文后的提示词及结构抽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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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思维链的提示词（没有参考译文） 

 

 

 
图 6-c 基于思维链方法的提示词及结构抽取结果 

 

 首先，我们的方法把提示词分为几个重要的结构化模块，包括：角色指定、任务步骤拆

解、参考内容、输出格式等，每个模块通过明确的括号及分隔符分开；这样对大语言模型的

指令跟随具有重要大的作用； 

 其次，我们在提示词中加入外部参考译文，拓展大语言模型的外部知识。通过图 6-a、

及图 6-b 的对比结果，提示词在加上参考译文后，查全率得到明显提升，准确补上了在原始

提示词中没有找到的“拓跋焘”和“元嘉帝”。 

 此外，我们参考思维链[14]的思路，把提取工作进行分步骤细化说明，从而有效激发大

语言模型的能力。通过图 6-b 和图 6-c 的对比，加上思维链方法后，即使没有用外部参考译

文，也准确提取了“拓跋焘”和“元嘉帝（刘义隆）”。 

  

 我们最后设计的提示词如下： 

[任务] 

你是一个古诗词分析助手，请按照下面步骤从[原始待处理古诗词中]找出包含的所有人名和地名； 

1. 首先对原始信息 A进行详细翻译得到译文 A1； 

2. 对译文 A1 进行补齐主语，并润色，得到最后译文 A2； 

3. 分析最终译文内容 A2，并结合[外部参考译文]，找出其中所有相关地名，和人名并按照下面[输出内

容及格式]输出 

请按照上述 step-by-step 完成。 

 

[外部参考译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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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内容及格式] 

# 输出人名和地名，以如下 JSON 格式输出； 

```json{ 

    "人名":[{ 

         "原文人名":"原文人名"， 

         "人物介绍":"人物介绍" 

        }], 

    "地名":[{ 

         "原文地名":"原文地名"， 

         "现代地名":"现代地名" 

        }] 

}``` 

[原始待处理古诗词] 

。。。。 

 

2.3 古诗词搜索意图理解 

2.3.1 相关研究工作 

 在大语言模型之前，传统的方法一般是采用 NLP 的 NER 实体抽取、知识图谱的方式辅

助进行进行意图识别，类似文献[9,10,15]是开发专门针对中文古诗的智能问答技术，都是采

用这种方式。 

 文献[16]在医疗领域采用下面方法进行搜索意图理解，预处理: 包括文本清洗、分词、

词性标注等步骤，准备数据以供后续模型使用。特征提取: 利用 ALBERT 提取问句的语义特

征。卷积与池化: 使用 TextCNN 对 ALBERT 提取到的特征进行进一步处理，通过卷积层捕捉

重要信息并通过池化层减少冗余信息。分类: 最终将经过处理后的特征送入分类器进行意图

分类。 

 百度在其专利[17]中公开提出了一种意图识别方法，该方法通过将用户的搜索条件信息

与预设的品类词库中的下位标签进行匹配，筛选出匹配标签数量超过特定阈值的目标品类。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依据匹配标签的字符长度、权重以及词向量相似度等多维指标综合评估，

以最终判定该目标品类是否真正符合用户的搜索意图。 

 和其它方法不同，文献[18]采用 NL2SQL 技术将用户的自然语言查询转化为计算机可执

行的结构化查询语言，从而实现了从自然语言问题到数据库查询结果的直接转换。通过在某

市人口数据上的实验验证，结果显示该系统能够显著简化数据应用流程，支持多维度复杂查

询，降低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操作难度，提升了整体工作效率。专利文献[19]实现了一种基

于 NL2SQL 的问答系统，具体如下步骤：获取用户输入的待回复语句，获取目标意图和目标

实体列表，若目标实体列表中的时间实体不是预设时间格式，将目标实体列表的时间实体转

化为预设时间格式，基于目标意图和目标实体列表，确定检索数据库，基于检索数据库，获

取目标表格或目标段落，将待回复语句和目标表格或将待回复语句和目标段落列表输入大语

言模型，获取待回复语句的答复语句；使得大语言模型能够更加准确的输出待回复语句的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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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我们的古诗词搜索意图理解方法 

 根据上述调研，古诗词搜索意图理解主要还是基于传统 NLP、NER 等方法，采用大语

言模型辅助的方法暂时还没看到，但受到上述[18, 19]等调研文献启发，我们设计了结构化

提示词方法采用大语言模型，首先把古诗词搜索意图转换为数据库查询语言，然后根据查

询结果内容进行总结答复。 

 首先，我们用户搜索的搜索条件进行分类汇总如下： 

⚫ 搜索条件原文：例如：锄禾日当午的下一句是什么？廉颇老矣出自哪首诗？ 

⚫ 搜索条件更多维度：包括作者、人物、地点等等。例如：关于河西走廊的诗歌有

哪些？哪些诗是关于珠海的？霍去病在哪些诗歌中出现过？ 

⚫ 上述搜索条件组合：例如：毛主席诗词中有哪些人物？李白中的诗出现过什么地

名？苏轼和李白的古诗中共同出现过的地名是什么？等等 

 针对上述搜索条件，我们设计了基于思维链和少样本的结构化提示词方法，把古诗词

搜索意图转换为 SQL。下面的[转换示例]部分即少样本，通过少样本，可以把大语言模型

易混淆的转换更好的纠正过来，只需要加上很少的示例即可，部分复杂的情况，还可以在

示例中加上思维链的方式，把整个过程描述完整，从而提高准确率。 

[任务] 

你是一个古诗词搜索意图分析助手，把[原始搜索请求]转换为 SQL，具体步骤如下： 

1、首先对原始搜索请求进行语义分析，提取其中的篇名、作者、任务、地点等信息 

2、根据第 1步语义分析结果，参考[数据表的定义]，生成 SQL 查询指令； 

3、生成的查询内容带上 id，便于后续进一步查询； 

4、请参考[转换示例]。 

 

[转换示例] 

#例 1 

## 搜索请求：在哪些白居易的诗中包括黄山？ 

## SQL ： SELECT id, title FROM poem_db WHERE author_and_description LIKE '% 白 居 易 %' AND 

locations_and_description LIKE '%黄山%'; 

 

[数据表的定义] 

```sql 

CREATE TABLE poem_db ( 

    id INT PRIMARY KEY AUTO_INCREMENT COMMENT '主键，自增',  

    title VARCHAR(255) NOT NULL COMMENT '古诗文篇名', 

    full_text TEXT NOT NULL COMMENT '古诗文全文', 

    author_and_description TEXT COMMENT '作者及简介', 

    persons_and_description TEXT COMMENT '人物描述', 

    locations_and_description TEXT COMMENT '地点描述', 

    other_description TEXT COMMENT '其它描述' 

) COMMENT '古诗文数据表'; 

``` 

 

[输出内容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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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 SQL 预计，以如下 JSON 格式输出； 

```json{ 

    "SQL":"生成的 SQL", 

} 

``` 

 

[原始搜索请求] 

。。。。 

 

 表 2 是部分搜索意图转换的示例，可以看出简单的提示词即可达到较好的效果。 

搜索内容 生成的 SQL 

霍去病在哪些诗

歌中出现过？ 

SELECT id, title FROM poem_db WHERE persons_and_description LIKE '%

霍去病%' 

廉颇老矣出自哪

首诗？ 

SELECT id, title FROM poem_db WHERE full_text LIKE '%廉颇老矣%'; 

封狼居胥和什么

人物相关？ 

SELECT id, title, persons_and_description FROM poem_db WHERE 

locations_and_description LIKE '%封狼居胥%' 

李白中的诗出现

过什么地名？ 

SELECT id, title, locations_and_description FROM poem_db WHERE 

author_and_description LIKE '%李白%' AND locations_and_description IS 

NOT NULL; 

李白的诗中哪些

包括庐山？ 

SELECT id, title FROM poem_db WHERE author_and_description LIKE '%李

白%' AND locations_and_description LIKE '%庐山%'; 

表 2：搜索意图转 SQL 结果 

 

我们也在 mongodb 数据库中也做了测试（需要用更新的提示词，由于篇幅问题，就不放

在论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搜索内容 生成的 mongodb 数据库查询指令 

霍去病在哪些诗歌中出现

过？ 

    "people_list": { 

        $elemMatch: { 

            $or: [ 

                {"原文人名": { $regex: "霍去病" }},  

                {"人物介绍": { $regex: "霍去病" }} 

            ] 

        } 

    } 

廉颇老矣出自哪首诗？     "content": { $regex: "廉颇老矣" } 

封狼居胥和什么人物相

关？ 

    "people_list": { 

        $elemMatch: { 

            $or:[ 

                {"人物介绍": { $regex: "封狼居胥" }},  

                {"原文人名": { $regex: "封狼居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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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中的诗出现过什么地

名？ 

    "author": "李白", 

    "places_list": { 

        $elemMatch: { 

            $or:[ 

                {"原文地名": { $regex: ".*" }},  

                {"现代地名": { $regex: ".*" }}  

            ] 

        } 

    } 

李白的诗中哪些包括庐

山？ 

    "author": "李白", 

    "places_list": { 

        $elemMatch: { 

            $or:[ 

                {"原文地名": { $regex: "庐山" }},  

                {"现代地名": { $regex: "庐山" }}  

            ] 

        } 

    } 

表 3：搜索意图转 MongoDB 查询指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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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实现及测试 

3.1 数据处理 

3.1.1 原始数据 

 我们主要从两个公开的数据中获取原始古诗文数据。 

 第 1 个是从开源 GitHub[20]，数据库收录 10000 首古文(诗、词、歌、赋以及其它形式

的文言文)，近 4000 名作者，10000 名句。 其中古文不仅包含原文，还提供注释、翻译、

赏析以及朗诵音频地址链接；作者包含了详细生平介绍；名句包含原句以及出处。 

 第 2 个是从开源 GitHub[21]，数据来源于：古诗词网，包括 21 万首古诗词，以及注释、

赏析等信息，包含近 8000 多名诗人以及诗人的介绍、生平等，同时包含 1600 多个词牌介

绍，中国 70 多个朝代解析，和古诗文的近 200 个分类标签。 

3.1.2 处理后的数据 

 我们首先对上述 2 个原始数据进行了合并操作，处理后的数据总共是 22 篇 （220175），

作者信息 8763 条。 

 然后根据本文 2.2.2 部分的提示词，调用通义千问的 72B 模型补充人物、地点等信息，

由于大语言模型调用的费用比较贵，时间比较长，我们设计了一个 50 个人的作者名单的诗

篇进行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更新，完成所有 22 万篇的结构化信息抽取工作。 

3.2 系统实现及测试 

3.2.1 系统架构 

 整个系统架构如下： 

⚫ 大语言模型采用实验室部署的阿里 Qwen72B 

⚫ 数据库采用实验室共享的 MongoDB 数据库 

⚫ 系统放在阿里云的一台服务器，操作系统 ubuntu24 

⚫ 开发用的代码是 python3 

⚫ 前端工具采用 Streamlit，可以直接用 python 代码构建前端 

3.2.2 Demo 系统 

 Demo 系统根据架构包括 3 个阶段，第 1 阶段是搜索意图转换，把用户的输入转换为

MongoDB 数据库查询指令；第 2 阶段是执行数据库查询指令，得到结果；第 3 阶段是利用

大模型总结回复。具体界面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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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a Demo 系统的第一阶段部分 

 

 

图 7-b Demo 系统的第二阶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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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c Demo 系统的第三阶段部分 

3.2.3 测试讨论 

 我们构建了 30 个测试案例 （见附录 1，由于篇幅原因，没有放入所有结果）进行测试。

完全正确的结果有 75%。错误大致分为下面几种情况： 

⚫ 在搜索意图转换数据库指令时，还是以关键词为主，导致生成的指令语法正确，但

语义偏差，例如：搜索“毛泽东”诗词成功，但搜索“毛主席”时失败；搜索“张掖、武

威”等成功，但搜索“河西走廊”时，会出现丢失的情况； 

⚫ 查询的结果很长，超过了大模型的 token 长度，导致错误。 

⚫ 构建数据库阶段时信息没有提取，或者提取错误，例如：食物名称并没有提取。 

  

 总结测试结果，总体达到我们的预期，但还存在一些问题，（1）虽然搜索意图理解基于

大语言模型，但搜索数据库的时候还是有限的，基于关键词的，因此查全率存在问题。针对

这个问题，后续可以用向量库搜索/RAG[22]的方法，采用语义匹配的方法来改进；（2）大语

言模型本身存在错位，包括提取的结构化信息不全，以及上下文长度受限等等，后续也可以

通过外部数据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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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及展望 

4.1 结论 

 为了解决古诗词搜索中搜索意图理解、权威性及准确性，我们设计了一种利用大语言模

型的两阶段的古诗词智能搜索系统，在数据库构建简单通过大语言模型抽取丰富的语义信

息；在搜索阶段通过大语言模型辅助理解搜索意图。 

 我们构建了 22 万条包含了大语言模型辅助抽取的语义信息的古诗文数据库。设计并实

现一种基于思维链的古诗词结构化信息提取提示词方法，该方法能够有效利用大语言模型自

身能力，结合辅助信息提取古诗词的结构化信息；设计并实现一种将古诗词自然语言查询转

换为数据库查询的提示词方法，并根据用户的搜索意图总结回复，从而有效理解用户意图，

提取相应的准确数据并作出恰当回应；最终实现了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古诗词智能搜索系统的

原型，并进行了测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这些成果表明，利用大语言模型技术可以显著提升古诗词智能搜索系统的性能与用户体

验。据我们最大知识能力所知，公开的论文/专利等文献没有检索到用大语言模型辅助智能

搜索系统的案例，我们的工作具有较好的创新性。我们正在为我们的工作申请发明专利。 

 我们再 GitHub 上[23] 公开了本次研究工作的所有数据和代码（包括数据处理代码，

Demo 系统代码等等）。 

4.2 展望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了一个实用的古诗文智能搜索系统，要达到这个目标，本文还存

在不足及很多后续需要完成的工作： 

 本次项目的时间特别紧，还存在很多不足，目前大语言模型在做结构化抽取时，还存在

一些误判，我们发现如果加上已有的注释、翻译等会有明显的提升，我们后续可以不断优化。

此外，大模型目前的输入的文本量有限制，导致了测试中的一些错误，后续我们可以采用更

大的上下文尺寸的模型进行测试优化。由于对 MongoDB 不熟悉，一些复杂的查询条件目前

不支持，下一阶段需要完善。 

 本次论文没有对大语言模型进行任何微调，只是采用的提示词的方法，后续可以收集样

本，采用微调的方法提升整体性能。 

 到真正应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数据权威性校验，提取的数据的准确率验证，操

作界面设计等等。我们计划会一直把这个项目做下去，让更多人用到本系统，感受中国优秀

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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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我喜欢旅游，也很喜欢中国古诗文。去年暑假我们全家在河西走廊旅游时候，美丽祁连

山景色、嘉峪关的雄伟，霍去病的豪气给我印象深刻，我很想找到相关的诗句，但出人意外

的诗，找到了一些，但更多的话很难找到，在百度上总是那几句，点进去链接后收获也不大，

古诗文网也只能用关键词搜索，而基于厚望的 ChatGPT 的回答大部分都是在胡说。从那时

开始，我就想能否自己做一个古诗的搜索系统，我虽然有一些编程的基础，但具体如何实现，

还没有好的想法，一直到今年春节时候和上海交通大学陈凯老师见面后，才有了比较相对可

行的思路。陈凯老师当时和珠海一家企业有个合作，我爸爸知道后让我找时间和陈老师交流，

陈凯老师听我后，很支持我的想法，并马上建议用大语言模型来辅助完成，并邀请我暑期到

上海交通大学实验室实习。 

 今年 6 月份到上海后，陈凯老师让我首先进行了大模型文献的调研，让我知道了大语言

模型的优势及落实，也特别是比较系统的了解了提示词的设计方法。6 月底开始，通过和陈

凯老师的多次交流，明确了大模型辅助的两阶段方案来实现古诗文搜索系统。从 7 月份开

始，从数据处理，到提示词设计，到后续 Demo 系统开发等等都是我一个人完成。因为之前

有比较好的 python 基础，数据处理比较轻松一下，但提示词设计时候花了不少功夫细调，

经过陈老师指导和查资料发现结构化的提示词方法后，并逐步理解思维链、少样本的基本原

理后，后续工作就比较顺利了。系统实现期间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MongoDB 数据的指令

问题，到现在我对其还没有完全熟悉，我只是能查询基本的命令，后续这个要加强。 

 感谢陈凯老师从选题、系统方案设计、提示词设计、最后系统实现等过程的无私帮助，

感谢陈凯老师实验室黄韵文同学在调用大模型，在访问 MongoDB 给的帮助。感谢我们高中

的吴邵汐老师在选题、论文撰写给予的指导。 

 也要感谢开源社区，我们用到的基础的古诗文数据都是从开源社区获取的。感谢通义千

问，让我能快速阅读文献，即使是英文文献，大大提高了效率。感谢 GitHub copilot，可以

自动补全代码，我的第一个 Streamlit 代码就是由它辅助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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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序号 搜索内容 是否正确 生成的内容 

1 廉颇老矣出自哪首

诗？ 

正确 廉颇老矣出自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在诗

中，辛弃疾借用了廉颇的故事，表达了自己虽年老但仍渴

望为国效力的心情。原文：“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

否？” 

2 李白的诗中哪些包

括庐山？ 

正确 以下是李白的诗中提及庐山的内容总结： 

望庐山瀑布 

原文引用：“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

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内容摘要：诗中提到了香炉顶，即庐山香炉峰，如“仆卧香炉

顶，餐霞漱瑶泉。” 

原文引用：“仆卧香炉顶，餐霞漱瑶泉。”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内容摘要：诗中详细描绘了庐山的美景，如“庐山秀出南斗

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

银河倒挂三石梁。” 

原文引用：“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

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 

 

望庐山瀑布水二首 

内容摘要：诗中再次描绘了庐山瀑布的壮丽景色，如“日照香

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

九天。” 

原文引用：“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

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下寻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 

内容摘要：诗中提到了石镜和香炉，即庐山的石镜山和香炉

峰，如“石镜挂遥月，香炉灭彩虹。” 

原文引用：“石镜挂遥月，香炉灭彩虹。” 

3 霍去病出现过在哪

些诗中 

漏掉了很

多，主要

原因是结

构化提取

时的问题 

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 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

字》中提到了霍去病，用以对比当朝的将领，表达了对理想

中英勇善战、为国效力的将领的向往。原文：“况闻内金盘，

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 

李白的 《塞下曲六首》中，以霍去病为典，赞扬其英勇善战

的精神。原文：“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 

李白的 《胡无人》中，再次提及霍去病，将其作为英勇善战、

为国效力的象征。原文：“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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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广州段功曹到得杨五长史谭书功曹却归聊寄此

诗》中，虽然未直接提及霍去病，但提到了与霍去病同时

代的名将卫青，以及与霍去病相关的典故，反映了对汉代

英勇将领的怀念。原文：“卫青开幕府，杨仆将楼船。” 

4 哪些诗歌的地点和

河西走廊相关 

漏掉了很

多，主要

原因是结

构化提取

时的问题 

以下是与河西走廊相关的诗歌地点总结： 

杜甫的《宿府》中提到了“江城”，虽然泛指长江沿岸城市，

但具体可能指成都，杜甫晚年曾居住于此，但与河西走廊无

直接关联。 

杜甫的《牵牛织女》中明确提到了“河西”，这里指的是河西

走廊，位于中国甘肃省西北部，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直接与河西走廊相关的诗歌为杜甫的《牵牛织女》。 

5 汉武帝在哪些诗词

中人名出现过 

错误 数据库返回内容太多，超过大语言模型的输入上限， 

6 苏轼的诗词中出现

过什么食物名称 

错误 由于食物名称并没有在结构化提取信息中，导致没有找到任

何结果 

7 描述张掖的诗有哪

些 

正确 根据您的搜索问题“描述张掖的诗有哪些”，以下是与张掖相

关的古诗词总结： 

李白的《秋思》中提到了“燕支”，燕支即今甘肃省张掖市高

台县附近，古代为匈奴地，后为汉朝边疆。诗中通过燕支黄

叶落的景象，描绘了边疆秋色的苍凉与壮阔。 

燕支黄叶落，妾望自登台。 

 

陆游的 《睡起》和 《睡起二首 其一》中均提到了“山丹”，山

丹县位于甘肃省张掖市。诗中通过山丹石竹的零落，以及孤

蝶飞来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内心的寂寥与孤独。 

山丹石竹俱零落，孤蝶飞来伴寂寥。 

8 和珠江相关的诗有

哪些 

正确 和珠江地点相关的诗有以下几首：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中提到了“五岭”、“乌蒙”、“金沙”、

“大渡桥”和“岷山”，其中“五岭”、“乌蒙”、“金沙”和“岷山”都

与珠江流域的地理环境有关。五岭山脉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

系的分水岭；乌蒙山脉位于珠江上游；金沙江是珠江的上游

之一；岷山虽非直接关联，但体现了长江与珠江流域的壮丽

景色。 

 

原文：“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

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辛弃疾的《西江月·人道偏宜歌舞》、《西江月 其二 春晚》、

《西江月 渔父词》、《沁园春  送赵江陵东归，再用前韵）》、

《西江月·渔父词》、《西江月·贪数明朝重九》和《西河·西江

水》中多次提及“西江”，这里的“西江”指的是珠江的主干流，

流经中国广东省。 

例如：“西江水。道是西风人泪。无情却解送行人，月明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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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中提到了“零丁洋”，这是珠江口外的

海域，与珠江地理位置紧密相关。 

 

原文：“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白居易的《盐商妇》中提到了“西江”，这里的“西江”同样指

的是珠江的主干流。 

 

原文：“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南北东西不失家，

风水为乡船作宅。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 

李商隐的 《赠司勋杜十三员外》和 《时二公从事商隐座主府》

中分别提到了“西江”和“二江”，其中“西江”指的是珠江的主

干流，“二江”可能指长江与珠江，但具体需结合上下文或历

史背景确定。 

例如：“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 

 

陆游的 《东斋杂书》中提到了“江”，虽然未具体指明哪条江，

但古代中国多江，如长江、珠江等，可能泛指江河。 

原文：“区竽常愿雨，秧菜常愿晴，吾儿行渡江，晨起愁风生。

人生各徇私，夫岂造物情。孰能均此意，万里皆春耕？” 

9 白居易的诗有和长

安相关的吗 

正确 结果太多，超出大模型字数输入限制 

10 哪些诗中和现代地

名海南有关 

正确 略 

11 哪些诗歌同时出现

了秦始皇和汉武帝 

错误 生成数据库查询指令错误 

12 又食武昌鱼的下一

句是什么 

正确 略 

13 关于黄鹤楼的诗 正确 略 

14 和长城相关的诗 正确 略 

15 原文中出现了荔枝

的诗 

正确 略 

16 原文中出现了荔

枝，并且地点和福

建相关 

正确 略 

17 原文中出现了岭南 正确 略 

18 京口是哪个地方 正确 略 

19 和镇江、孙权相关

的诗歌 

正确 略 

20 和曹植相关，并且

地点包括终南山 

正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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