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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句关联理论的有标选择

复句层次关系自动识别 

尹　蔚，罗进军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以小句关联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具体事例重点探讨“两句式”“三句式”“四句式”有标选择复句层次关系的自动
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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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有关复句特别是多重复句层次关系的本体研

究，汉语学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邢福义认

为，多重复句的分析必须善于抓住关联词语，进行

全面观察，然后逐层深入地剖析。关联词语是形式

上的标志。不管是大层次还是小层次，都要善于根

据关联词语来断定关系。没有运用关联词语的，也

要看能够添上什么样的关联词语，借以断定其关

系。抓住关联词语进行全面观察时，要善于化繁

为简。［１］

此外，沈开木、［２］蔡建中、［３］石安石、［４］肖国

政、［５］陆丙甫、金立鑫、［６］汪国胜、刘秀明［７］等也提

出了不少真知灼见。鲁松、白硕、李素建等认为，汉

语多重关系复句的句法分析问题主要是由复句中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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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分析和层次分析组成。为了有效地形式化

地表示多重关系复句的层次结构，该文提出了关系

层次树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构造文法，采用部分

数据驱动的确定性移进 －归约算法实现多重关系
复句的关系层次分析。［８］

小句关联理论对有标复句层次关系的自动识

别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小句关联体”

“辖域”“关联指向”“连用”“合用”一系列概念，并

探索了具体的识别流程：计算机先从有标复句中提

取语表序列→将所提取的语表序列跟后台表里关
联模态库中已有的语表序列进行比较，找到最相似

的甚至相同的→给出语表序列相应的层次关系。［９］

因为有科学实验作为有力支撑，所以该文的很多想

法都在实践层面得到了验证。

　　二“两句式”有标选择复句层次关系的自动
识别

　　“两句式”有标选择复句的层次关联模式只有
一种，那就是“１”式。所谓“１”式是指在第一小句
末尾是第一层，用竖线可表示为：“①｜②”。因此，
“两句式”有标选择复句的层次关系的自动识别相

对来说比较简单，如果是单纯型语里关系，那就更

是如此。如：

（１）①白五爷是专程看望我们，②还是另有别
的事情要办呢？

（２）①事实上她也抨击到了我，②或者说我也
受到了误伤。

计算机提取以上两例的语表序列，得到的结果

见表１。
语表序列的聚类，也就是到我们事先建好的有

标选择复句表里关联模态表里去匹配最相似的语

表序列模式。结果发现例（１）正好跟１号语表序列
模式匹配，例（２）跟２号语表序列模式匹配。

表１　有标选择复句表里关联模态表

ＩＤ 小句构件数目 语表序列模式 层次关系模式

１ ２ ①ｑｑｒｃｘｚ②ｈｑｒｃｘｚ １ｘｚ

２ ２ ①ｋｂ②ｈｑｒｃｘｚ １ｘｚ

如果是复合型语里关系，如：

（３）①要么是好人，②否则就是坏人。
计算机提取例３有标选择复句的语表序列，得

到结果见表２。
表２　有标选择复句表里关联模态表

ＩＤ 小句构件数目 语表序列模式 层次关系模式

４ ２ ①ｑｑｑｃｘｚ②ｈｑｑｃｊｚ １ｘｚ＋ｊｚ

两句式有标选择复句的复合型语里关系除了

选择关系跟假转关系的复合外，还有选择关系跟假

设关系的复合，甚至还有三合型语里关系。但是不

管是哪一种复合型语里关系，其自动识别的流程都

是类似的。

　　三　“三句式”有标选择复句层次关系的自动
识别

　　“三句式”有标选择复句就层次关联而言有三
种模式，即“１１”式、“１２”式、“２１”式。所谓“１１”式
是指在第一小句末尾是第一层，在第二小句末尾也

是第一层；所谓“１２”式是指在第一小句末尾是第一
层，在第二小句末尾是第二层；所谓“２１”是指在第
一小句末尾是第二层，在第二小句末尾是第一

层。如：

（４）①要么是名，②要么是利，③要么是爱。
（５）①是我真的如此自私，②还是我爱他当真

不如对世民，③因而不能为他牺牲半分？
（６）①是声音低，②所以大伙没听清，③还是这

帮人没来？

我们看计算机如何自动识别（４－６）例有标选
择复句的层次关系。让计算机提取它们的语表序

列，得到结果见表３。
将它们放到有标选择复句表里关联模态表中

去匹配，结果是，例（４）语表序列跟６号语表序列模
式可以聚类，例（５）语表序列跟７号语表序列模式
可以聚类，例（６）语表序列跟１９号语表序列模式可
以聚类。

表３　有标选择复句表里关联模态表

ＩＤ 小句构件数目 语表序列模式 层次关系模式

６ ３
①ｑｑｑｃｘｚ②ｈｑｑｃｘｚ

③ｈｑｑｃｘｚ
１ｘｚ１ｘｚ

７ ３
①ｑｑｒｃｘｚ②ｈｑｒｃｘｚ·ｑｑｑｃｙｇ

③ｈｑｑｃｙｇ
１ｘｚ２ｙｇ

１９ ３
①ｑｑｒｃｘｚ·ｑｑｑｃｙｇ

②ｈｑｑｃｙｇ③ｈｑｒｃｘｚ
２ｙｇ１ｘ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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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式”有标选择复句的层次关系肯定不止

以上所说的三种，我们只是以“三句式”有标选择复

句的层次关联模式为标准，每种类型都选取一个代

表，具体说明它们层次关系的自动识别过程。

　　四　“四句式”有标选择复句层次关系的自动
识别

　　从理论上讲，“四句式”有标选择复句的层次关

联模式应该有１１种。如果有三个第一层，那就是

“１１１”式。如果有两个第一层，那就有三种模式，分
别是“１１２”式、“１２１”式、“２１１”式。如果是只有一

个第一层，那就有七种模式，分别是“１２２”式、
“２２１”式、“２１２”式、“１２３”式、“１３２”式、“２３１”式、

“３２１”式。

先看第一种情况，即有三个第一层的。如：

（７）①要么手狠心毒，②要么道行深广，③要么

法力无边，④要么树大根深。
例（７）有三个第一层，如果用传统的竖线分析

法，都可以表示为：①｜②｜③｜④。计算机提取的语

表序列，得到结果见表４。
将它们放到有标选择复句表里关联模态表中

去匹配，发现例（７）可以与 ３０号语表序列模式
聚类。

表４　有标选择复句表里关联模态表

ＩＤ 小句构件数目 语表序列模式 层次关系模式

３０ ４
①ｑｑｑｃｘｚ②ｈｑｑｃｘｚ

③ｈｑｑｃｘｚ④ｈｑｑｃｘｚ
１ｘｚ１ｘｚ１ｘｚ

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即有两个第一层的。如：

（８）①或者委婉地规劝，②或者从大的方面广

泛地论述，③或者从小的方面细细地指点，④知无

不言。

（９）①或者用彩色复印机复印彩色盒带封面，

②或者将盒带封面翻拍下来，③重新制版印刷，④
或者内外勾结从音像出版单位、印刷厂套购乃至盗

购盒带封面。

（１０）①或者是作品发表了，②论文获奖了；③
或者是自学考试最终拿到了文凭；④或者研制的产

品最终通过了鉴定。

具体一点讲，例（８）是“１１２”式，即“①｜②｜③｜

｜④”；例（９）是“１２１”式，即“①｜②｜｜③｜④”；例
（１０）是“２１１”式，即“①｜｜②｜③｜④”。计算机提取
的语表序列，得到的结果见表５。

计算机将语表序列放到有标选择复句表里关

联模态表中去匹配，结果发现，例（８）语表序列可以
跟３１号语表序列模式聚类，例（９）语表序列可以跟
３３号语表序列模式聚类，例（１０）语表序列可以跟
３４号语表序列模式聚类。

表５　有标选择复句表里关联模态表

ＩＤ 小句构件数目 语表序列模式 层次关系模式

３１ ４
①ｑｑｑｃｘｚ②ｈｑｑｃｘｚ

③ｈｑｑｃｘｚ④ｋｂ
１ｘｚ１ｘｚ２ｂｌ

３３ ４
①ｑｑｑｃｘｚ②ｈｑｑｃｘｚ

③ｋｂ④ｈｑｑｃｘｚ
１ｘｚ２ｂｌ１ｘｚ

３４ ４
①ｑｑｑｃｘｚ②ｋｂ

③ｈｑｑｃｘｚ④ｈｑｑｃｘｚ
２ｂｌ１ｘｚ１ｘｚ

最后来看第三种情况，也就是只有一个第一层

的。如：

（１１）①是真法盲，②还是知法犯法，③见利忘
法，④无法无天？

（１２）①是按传统思路上项目，②争贷款，③铺
摊子，④还是另辟蹊径？

（１３）①或者武功很高，②却不如楚留香侠义；

③或者富可敌国，④却不如楚留香大方。
（１４）①是宣泄个人的弗洛伊德所说的各种

“情结”，②还是引人向上，③使人更成为人，④而不
是沦为兽？

（１５）①今年我们很可能没有一个能考上北大，

②或者即使有那么一个勉强考上了，③也不值得骄
傲，④因为其他学校据说有望考十几个。

（１６）①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②不怕吃
苦，③不怕牺牲，④还是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

（１７）①他既考不上北大，②也考不上清华，③
甚至很有可能连一般本科也考不上，④或者说他根
本就不是块读书的料。

（１１）－（１７）这七例分别为“１２２”式、“２２１”
式、“２１２”式、“１２３”“１３２”“２３１”“３２１”式。计算
机提取的语表序列，然后将这些语表序列放到有

标选择复句表里关联模态表中去匹配，得到的结

果见表６。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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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有标选择复句表里关联模态表

ＩＤ 小句构件数目 语表序列模式 层次关系模式

４１ ４
①ｑｑｑｃｘｚ②ｈｑｑｃｘｚ

③ｋｂ④ｋｂ
１ｘｚ２ｂｌ２ｂｌ

４２ ４
①ｑｑｑｃｘｚ②ｋｂ

③ｋｂ④ｈｑｑｃｘｚ
２ｂｌ２ｂｌ１ｘｚ

１６３ ４
①ｑｑｑｃｘｚ②ｈｑｑｃｚｚ

③ｈｑｑｃｘｚ④ｈｑｑｃｚｚ
２ｚｚ１ｘｚ２ｚｚ

７５５ ４
①ｑｑｑｃｘｚ②ｈｑｑｃｘｚ

③ｈｑｑｃｄｊ④ｈｑｒｃｂｌ
１ｘｚ２ｄｊ３ｂｌ

１１９３ ４
①ｋｂ②ｈｑｑｃｘｚ·ｑｑｑｃｒｂ

③ｈｑｑｃｒｂ④ｈｑｑｃｙｇ
１ｘｚ３ｒｂ２ｙｇ

１４８８ ４
①ｑｑｑｃｘｚ·ｑｑｒｃｍｄ

②ｋｂ③ｋｂ④ｈｑｑｃｘｚ
２ｍｄ３ｂｌ１ｘｚ

１９５５ ４
①ｑｑｒｃｂｌ②ｈｑｒｃｂｌ

③ｈｑｑｃｄｊ④ｈｑｑｃｘｚ
３ｂｌ２ｄｊ１ｘｚ

“四句式”有标选择复句的层次关系不止上述

这些，我们根据层次关联的类型选取代表性的例

子。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有标选择复句，其层次关系

自动识别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即在句法关联跟语义

关联之间寻求一种对应关系，从而达到“由表识里”

的目的。

　　五　结论

我们根据有标选择复句层次关联类型，结合具

体事例示范性地研究了“两句式”“三句式”“四句

式”有标选择复句层次关系的自动识别问题。

第一，研究实践表明，基于小句关联理论的有

标选择复句层次关系自动识别研究是可行的。句

法关联在有标复句中主要表现为由关系标记构成

的语表序列，而语义关联则主要体现为层次关系。

要想让计算机根据有标复句的语表序列识别其层

次关系，就必须事先让计算机“获取”相关知识，其

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就是建立知识库，也就是我们所

说的有标复句表里关联模态表，即在语表序列模式

跟层次关系模式之间构建对应关系。

第二，我们意识到，与其他有标复句一样，有标

选择复句层次关系的自动识别也是一项浩大、繁复

的系统工程。其中涉及到多个环节，比如，关系标

记的自动识别，非小句的自动识别，语表序列的自

动提取，语表序列的聚类，语表序列聚类规则表的

构建，表里关联模态表的构建，表里关联框式简图

图库的建设，表里关联树型图图库的建设等等。当

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语言现象是丰富多样的，有

标复句的运用也是相当灵活的，因此，如何根据新

的语言事实不断完善我们现有的工作是今后相当

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坚信，只

要有正确的理论做指导，有务实的学风做保障，有

创新的思想做动力，就一定能够将我们的研究工作

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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