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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句法标注模型探索 

李良炎 
(重庆大学 语言认知及信息处理研究所，重庆400044) 

摘要：由于自然语言的语义存在不确定性，形式化很 困难，因此语义处理成为自然语言处理的瓶颈所在。基 

于大规模标注语料库的语义处理已经成为发展趋势，语料标注本质上就是语言知识(包括语义)形式化。现 

有句法标注模型主要包括基于短语结构语法(PSG)和基于依存语法(DG)的句法标注模型，还存在一些局限 

性。文章在现有句法标注模型的基础上结合认知语法(CG)的有关理论提 出改进思路，以探索新的句法标注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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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 社会发展 的基本 轨 迹是 ：原始 社会 一 农业 社会 一 工业 社会 一 信息 社 会 。 

人工智 能的 目标是用 计算机模拟 人 的智能 ，以最 大限度地解放 和延伸人 的智 能 ，无 

疑是信息 社会 的制 高点 。语言是人 思维 的物质外 壳 ，人 不 可能离 开语 言 而具 备 真 

正属 于人 的高级智能 。因此 ，模拟人类 语言智 能 的 自然 语 言处理 无 疑是人 工智 能 

的重要研究方 向。然 而 ，迄今为止 的研 究 表 明 ，在 可 以预见 的将 来 ，语 义处理 将是 

自然语言 处理的瓶颈所 在 。原 因是语 义十 分复杂 ，而基 于现 有 计算 机 软硬件 的 自 

然语言处理要 求语义形 式化 。解决这 一 问题 的根 本之 道是 ：探索新 的句法标 注模 

型 ，进行大规模 的语义标 注 ，基于语料库 进行语义知识 获取和 自然语 言处理 。 

一

、句法标注模 型 

语 言 的复杂性 在于语言 与认 识 的关 系。语言 具有 意义 ，而意义 是人 X,3主客观 

世界的认识结果 。主客观 世界的复杂性 决定 了意 义 的复杂 性 ，进一 步决 定 了语言 

的复杂性。语言本身又可以视为人的主客观世界 中的一部分，因此语言研究是一 

种特殊 的认识 活动 ，是人对语 言 的认识 。 由此可见 ，语 言离不开认识 。人对主客观 

世界的认识可以如此描述 ：认识主体借助认识工具按照认识方法处理认识X,3象获 

得认识 结果 。认识 是 由多 种认 识 因素 (主体 、工 具 、方 法 、对象 )共 同作用 的 活动 ， 

认识结 果是这一 活动 的产 物 ，被 多种认识 因素共 同决定 ，任何一种认识 因素 的改变 

必然 导致认识结 果出现或 大或小 的差异 。显然 ，认识结 果与认识对象 不能等 同 ，是 

认识 主体对认识对 象的选择性 反映 ，认识具 有主观能 动性 。从这个 意义上讲 ，认识 

不可 能也不应该 去被动地还原 认识对象 ，而是 从符合 主体 目的性 出发 ，力求简单有 

效地描述和预测认识对象。借用模 型 的概念 ，认识 结果就是认识对 象的模型 

(mode1)，认识 就是建立认 识对 象 的模 型 ，简 称建模 (modeling)。这是 一种 实用 主 

义认识 观 。 

模型一 般分为心理模 型 (psychological mode1)、数 学模 型(mathematical mo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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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理模 型 (physical mode1)。心 理模 型是 认 识 对 象 

在人认 识 中的定 性 关 系 ，是 数 学模 型 的基 础 ；数 学 模 

型是认识 对象在人认 识 中 的定 量关 系 ，是 物理 模 型的 

基础 ；物 理模 型是人借 助特 定材料 和工具按 照认 识对 

象 的数 学模 型实 现 的物 质结 构 。传 统 意 义上 的建模 

主要指建 立数学模 型和物 理模 型 ，一 般意 义上 的建模 

还包 括建 立心理模 型 。人 的认 识能 力是有 限的 ，表 现 

在 ：人不 能建立 任 意认 识 对 象 的心 理 模 型 ，也 不 能建 

立任意心 理模 型 的数 学模 型 ，也不 能建 立任 意数 学模 

型的物理模型。由于具有明确的实用主义特点，建模 

在理工科领域大行其道 ，在文科领域也逐渐受 到青 

睐 。人类 将二进 制 数学 模 型 成功 实 现 为 晶体 管 物 理 

模 型 ，并 开发 出越来越 复杂 和先进 的计 算 机软件 和硬 

件 ，从而进入信息时代。20世纪以来一些主要或次要 

的语言理论都 或多或 少应 用 了数 学模 型 ，特 别是 一些 

面 向语言 计算 的语 言理 论 。随着 计 算 机技 术 的飞速 

发展 ，人们对 计算机 自动或 辅助处 理语 言信 息 的需求 

越来越 大。但 计算机 的根 本缺 陷在 于 ，凡是 不 能建立 

数学模 型的信 息 都无 法 处理 。传 统 语 言理 论 往 往 只 

在心理模 型层面定 性研究 ，无法 满 足这一 需要 。因此 

有必要 引入数 学模 型研 究语 言 ，称 为语 言 数 学 模 型 ， 

简称语 言模型 (1anguage mode1)。统 计语 言模 型 (sta— 

tistical language mode1)就是 一个成功 的例子 。但 统 计 

语言模 型 的性 能 取决 于训 练语 料 的规模 和 质 量 。 目 

前 ，由于语料 的不 断积 累和 计算 机 技术 的不 断 进 步 ， 

语料规模 已不成 问题 ，语 料 中包含 语 言知识 的数 量 和 

质量才是关 键 。 

计算机 的语 言 知识 主要 来 源 于 人 。将 语 料 中包 

含 的语 言知识 标 注 出来 ，有 助 于计 算 机 获得 更 丰 富 、 

更有价值 的语 言 知 识 ，从 而提 高语 言处 理 水 平 ，这就 

是语料标 注 (corpus tagging)。一般认 为主要 包括词 汇 

标 注(1exical tagging，分 词 、词 结 构 标注 、词性 标 注 、词 

义标 注等 )、句 法标 注 (syntax tagging，语 法 树标 注 、语 

义树标 注等 )、语 篇标 注 (discourse tagging，语 体标 注 、 

领域标 注等 )等 内容 。经 过标注 的语料 还 可 以用于语 

言学研究 、语 言教学 、语 言测 试 、词 典编 撰等 诸 多理论 

研究 和实践应 用 领 域 ，越 来 越受 到人们 重视 ，并 形 成 

一 门新 兴学科—— 语料库 语 言学 (COrpUS linguistics)。 

目前 ，相 对句法标 注 ，词汇 标注有 更成 熟 的规 范 、准 确 

率更 高的技术 和更 大 的标 注规 模 。句 法 标 注 的主 要 

困难在 于 ，没有 一个 真 正成 熟 的语 法 或 语 义 标 注模 

型。句法结 构尤其是 语义 结构很 难统 一 描述 ，现有 的 

句法理论 还不 完 善 ，难 以制定 统 一 规 范 ，标 注 主观性 

很 大 ，自动标 注 准 确率 比较低 。 因此 ，句 法标 注 成 了 

语料标 注 的瓶颈 问 题 。由于 句法 知 识 在语 言知 识 中 

的重要地位 ，有 理 由相 信 ：如 果有 了大 规模 、高 质量 的 

句法标注语 料库 ，围绕 语料 库 的各种研 究 和应用 有可 

能在现有 基础上产 生 质 的飞跃 。因此 ，研究 句法 标注 

模型应是 当务之 急。语料 库语 言学 属于 交叉学 科 ，句 

法标 注模型 是语 料库 语言 学 的基础 理论 ，又 与语 言学 

的句法理论 密 切 相关 。一 方 面可 以借鉴 现 有 句法 理 

论 ，另一方 面 ，也 可 以从 语 料库 语 言 学 的角 度 研究 句 

法 ，提 出新 的句法标注模 型。 

二 、现有句 法标 注模型 

句法标 注 (Syntax Tagging，ST)以句 子 的语 法 知 

识 和语义知 识 为标 注 对 象 ，是 语 料 标 注 的重点 、难 点 

所 在 ，要 以一定 的语 法理论 为 基础 。根 据语法 理 论制 

定 的句法标 注 规则 、过 程 和结 果 ，称 为 句法 标 注模 型 

(Syntax Tagging Model，STM)。短语 结构语法 (Phrase 

Structure Grarmnar，PSG)和 依 存 语 法 (Dependency 

Grarmnar，DG)是现有 句法标注 的两种基础语法 理论 ， 

彼 此却有很 大 的不 同。基 于 PSG的句 法标 注 模 型称 

为短语结构 句法标 注 模 型 (PSG—based Tagging Mod— 

el，PSGTM)，基 于 DG的句法 标 注模型 称为 依存 句法 

标 注模 型(DG—based Tagging Model，DGTM)。根据 

现有 语料标 注的实践结果来 看 ，PSGTM 与 DGTM 都存 

在一定缺 陷。 

美 国语言学 家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于 1957 

年出版专著《句法结构》，从而奠定 了短语结 构语法 

(PSG)的理论 基础 。其后 发展起来 的许多语 法理论可 

以直 接或 间接 归到这 一流 派 ，如 中心词 驱 动的短语 结 

构语 法 (HPSG)、广义短语结 构 语法 (GPSG)等 。到 目 

前 为止 ，PSG仍然 是 最 重要 的句 法 标 注基 础理 论 ，为 

世界上众 多语 料 库项 目所 采用 和 发 展 。法 国语 言学 

家特思尼耶尔 (Lucien Tesni~re)于 1959年出版专著 

《结 构句法 基础 》，从 而 奠 定 了依存 语 法 (DG)的理论 

基础 。其后 发展 起来 的许 多语 法 理 论可 以直 接 或 间 

接归到这一流派，如词汇依存语法(WD)、概念依存理 

论(CD)、核心依存理论(KD)等。相对 PSG而言，DG 

偏 重 于语 义 ，在 CD、KD上表现得 十分 明显 。另外 ，DG 

更 简洁 、直 观 、经济 ，适 应性 更 强 ，因 此反 而 有 后来 居 

上之势 ，目前 已经成 为世界 上较 为通 用 的句法标 注基 

础理论 。不 过 ，在具体 的句法标 注实 践 中 DGTM 还 是 

暴露 出一些 问题 ，“对一些 没有 明确 依存 关 系的成 分 ， 

标注起来 则 有些 力 不从 心 ”⋯ ，存 在 “依 存失 败 ” 现 

象 ，最突 出的是难 以标 注缺省 结 构。缺 省结构 一直是 

句法标注 中经常 出现 而且很难解决 的问题 。 

人类 的 自然语 言符合 经济 性原 则 ，而缺省结 构恰 

恰体现了这一原则。借助句子的前后上下文省略一 

些成分 ，人们仍然能够理解 ，但对计算机来说却是一 

种挑战。句法标注的根本 目的是让计算机能够正确 

提 取句子 的语 法 和语 义 知识 。缺 省 结 构在 真 实 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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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量 出 现 ，常 常 使 得 原 本 正 常 的句 法 结 构变 得 异 

常 ，难 以按 已有 规则进 行标 注 。这 是 任何句 法标 模 型 

都必须面 对 的 问题 ，目前 PSGTM 和 DGTM 都 还 没 能 

够很好地解决 。 以 DGTM为例 ，在 很 多情况 下 ，DGTM 

不但 不能正确标 注缺 省结 构 ，反 而在一 些语 言规 则 的 

强制限定下 给 出违 背 真实 语 法或 语 义结 构 的标 注 结 

果 ，形成干扰信息。请看以下 4个句子 ： 

句 1：我看一 下 

句 2：(真是好 书啊 ?)我看一 下 

句 3：我看一 本书 

句 4：(好 多书啊 !)我 看一本 

句 2是句 1的宾语 省略 句 ，句 4是 句 3的宾 语省 

略句。各句的 DGTM见图 1(为简便起见，把“一下”、 
“

一 本 ”作 为一 个词处理 )。 

看 看 

＼d。 ＼
。 

一 本  一 本 

句3 句4 

(conceptually dependent)的构件 。 的其 他 参 数 也 需 要 改 变 。例 如 ，“看 (x)”和 “一 本 

／＼ ／ ／＼ ／＼ 

／ ／ ＼ 我 
句1 

我 
句2 句3 

．书 句
4 句 句 句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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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函数 、输人参数 、返 回参数的关系，各句结构 

的逆构造过程 如下 ： 

句 1：我 看一 下书 ：(((我 )看 (x))一下 )(书) = 

((看 (x))一 下)(书) = 看(x)(书) = 看 (x =书 ) 

句 2：我 看一 下 ：((我 )看 (x))一 下 = (看 (x)) 

一

下 = 看(x) 

句 3：我看一本 书：((我 )看 (x))(一 本 (书)) = 

看 (x)(书 )= 看(x =书 ) 

句 4：我看一本 ：(我 )看(一本(x)) = 看 (X) 

句 1和句 3的 x有明确取值 ，为完整句。句 2和 

句 4则是缺省 句。基 于看 (x)和一本 (x)的知识 ，可 以 

预测并判定缺 省结 构及其成分 。 

直观看来 ，改进 DGTM 与原 DGTM 的标注结 果有 

了很大 的差异 (对 比图 1和图 2)。由于不 采用补足 中 

心原则 ，因此改进 DGTM标注结果并不符合在补足中 

心原则影 响下 人们 长 期 以来 形成 的语感 。但 更 符合 

人们阅读认知经验，而且可以按 函数标准给出形式化 

地解释 ，其解 释结果符合句子本身的语法 和语义结 

构 ，没有错 误 和 干扰 信息 。 因此 ，改 进 DGTM 更 适合 

计算机处理 ，更 符合句法标注 的本来 目的 。 

四、结语 

PSGTM 的语法 理论基础是 PSG，DGTM 的语 法理 

论基础是 DG，改进 DGTM 的 DHP受 CG的启发 ，其语 

法理论基础 应该 是 CG。但 CG只是从 理论 上提 出 了 

“概念 自主”和“概念依存 ”的概念 ，并没有严格 定义 和 

证 明依存成分 与 自主成分之 间的主从关 系。在 CG的 

实 际应用 中 ，存 在有 时 自主成 分 为短 语 中心语 ，有 时 

依存成 分为短语 中心语 的情 况 。 

根据 CG理 论 ，“above”是 “above the table”的 中 

心语 ，“lamp”是 “lamp above the table”的 中心语 。然 

而 ，根据 CG对 概念 自主和概 念依存 的界 定 ，相 对 “ta— 

ble”和“lam p”，“above”是 概念 依存 的，具有 两个 抽 象 

部分 “(x)above(Y)”，“lam p”使 “x”具 体化 ，“table”使 
⋯

Y’具体 化 。如果严 格执 行 DHP。“above the table”和 

“lamp above the table”的 中心语都应该 是“above”。但 

这样一来 ，怎样 解释“move the lamp above the tabledr中 

“

move”直接依存“lamp”的关 系?根据 改进 DGTM，可 

以定义 “(x)above(Y)”的返 回参 数是 “x”以解决 这 一 

问题 ，但 CG不 会 这 样 处 理 ，而 是 将 “lamp”限 定 为 

“lam p above the table”的 中心语 ，从 而 与“move”直接 

联系 ，这样就不 符合 DHP的要求 。 

因此 ，改进 DGTM 的语法理 论基础不 可能 是 CG， 

必须构建一种新的语言模型。 目前我们正融合哲学 

二元论与本体论 、心理学、信息科学、网络通信模 型、 

离散数学、语言学 (依存语法、认知语法、范畴语 法)、 

艺术学等理论的相关概念和原理 ，结合人的一般认知 

经验 ，建 立一种 新 的句 法 标 注模 型 ，并 初 步 用 于经 典 

汉语句式 的表征 ，取得 了较好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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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Syntax Tagging Model Exploration 

LI Liang—yan 

(Institutefor Languages，Cognitive and Language Processing，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Abstract：Due to the uncertainty of the natural language meaning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semantic formalization， 

semantic processing becomes the key problem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Semantic processing based on large 

scale tagging corpus has become the current tendency．Virtually，corpus tagging is the form alizing of the lingu istic 

knowledge including the meanings．The current syntax tagging models are customarily based 0n PSG(Phrase Structure 

Grammar)or DG(Dependency Grammar)，but all have some shortcomings．Based on CG(Cognitive Grammar)，this 

paper presents an approach for improving the current syntax tagging models in order to explore a new syntax tagging 

mo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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