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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5W新时代的多模态组合范畴语法

罗丹
"湖南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3!(##!$

摘4要#在大数据与大知识双轮驱动的5W新时代!自然语言处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多模态组合范畴

语法是标准组合范畴语法的升级与优化# 它继承了标准组合范畴语法的内部构造和运行方式!保留了原有的计算特性!

同时增加了利用新策略的可能性# 它最重要的创新在于!添加了模态算子并且融入了广义斯科仑项技术!使之更加符合

普遍语法特征!具有跨语言通用性!具有更强的描写能力和解题功能!能够更好地实现自然语言处理!契合新一代 5W的

发展趋势#

关键词#5W新时代$自然语言处理$多模态组合范畴语法$广义斯科仑项$量化辖域消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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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双轮驱动的5W新时代及其挑战

进入 !(世纪以来#5W发展日新月异#取得了

一系列重大突破% 特别是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基

础模型技术#引导5W走向了大数据与大知识的双

轮驱动#自主智能化成为主流#5W越来越多地走

进日常生活#5W主流技术的第四次创新到来了!

%

但在一路高歌猛进的热潮背后#我们应该清醒地

认识到 5W的技术瓶颈#特别是在自然语言理解(

语言决策分析等基础层面举步维艰#亟待新的突

破% 究其原因#部分在于当前的5W缺少对信息的

深度加工(理解和思考#所做的只是相对简单的比

对与识别#仍停留在对虚拟符号特定关系的&感

知'#尚未达到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更谈不上真

实生活场景的&具身认知'% 因此#5W&自主智能

化'才刚刚起步#依然任重道远%

5W&自主智能化'的前提条件是#5W必须能够

像人类一样理解语言#通过对语言的&认知'来实

现对世界的&认知'% 人类借助语言来表征世界(

交流思想% 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语言是世

界的图像#语言的界限是世界的界限#也是思想的

界限% 人类语言不仅是一套符号系统#具有相对

稳定的句法结构#而且还承载着丰富的语义信息#

与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 理解语言的关键在于理

解语言所携带的语义信息% 如何理解或者捕获语

言所携带的语义信息呢2 一种常见且简单的办法

是诉诸句法分析% 此种进路预设了句法优先并且

句法与语义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它的优点在

于能够建立高度形式化的句法系统#揭示出自然

语言的无穷生成机制#有利于对自然语言进行大

规模处理% 但问题也恰恰在于#自然语言从来不

是一种清晰明确的交流工具"

#它具有复杂多样

性#存在许多句法与语义不对称现象% 所以#单纯

的句法分析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能否完全抛弃

句法分析而直接进行语义分析呢2 答案是否定

的% 因为句法是构成语言的基础#语义依附于

"但不依赖于$句法% 所以#自然语言理解的关键

在于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建立一套高效的

句法)语义匹配机制%

另外#人类对自然语言的理解通常受到语句

所处的上下文和认知者"个体或群体$所拥有的

背景知识(认识视野甚至身体构造等因素影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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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动态性(情境性和具身性等特征% 新一代5W技

术融合了大数据和大知识#充分模拟人类对自然

语言的动态理解% 大数据意味着自然语言处理的

经验主义方法#它贴近真实文本#&感知'人类实

际需要,大知识意味着自然语言处理的理性主义

方法#它旨在构建规则#便于机器推理和&认知'%

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提取新知识#并用已有知识来

规范海量数据#这就相当于在&感知'的基础上形

成&认知'#在&认知'的视域下统摄&感知'% 总

之#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珠'#

&下一步人工智能要害的地方就是想办法让机器

理解人类的语言'

!

% 这要求计算机对自然语言

的处理必须融合逻辑与经验(大数据与大知识(经

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助力实现新一代 5W&自主智

能化'的新目标%

为了全面提升计算机的&认知'能力#首先需

要自然语言具备高度解释力的形式化#以获得计

算机对语义深刻透彻的理解% 计算机理解语言

"识别句法(掌握语义$(获得&认知'的过程#实质

是一种&符号操作'模式#以形式化的句法系统为

框架% 所以#无论语言学(逻辑学还是人工智能领

域#都致力于寻求最适宜于5W新时代需求的语法

形式化理论% 其中#组合范畴语法".&LT'/C>&IP

.C>M?&I'CF?ICLLCI#简称 QQ_$表现突出#句法衍

生和语义组合之间的联系紧密#并且设计出功能

强大的句法分析器#是最具影响力的形式语法之

一"

% 但是#QQ_在语义分析方面不够理想#存在

生成过多之类的问题% 它的升级版本)))多模态

组合范畴语法"H<F>'=L&%CF.&LT'/C>&IP.C>M?&I'CF

?ICLLCI#简称HHQQ_$试图克服QQ_的不足#是

语言(逻辑与计算&高能'交叉与深度融合的产

物% HHQQ_的句法)语义匹配性更好#解析功

能更加强大% 目前# 已有学者设计出基于

HHQQ_的分析软件并将其推广运用于 5W对话

系统#甚至开发出高质量的语料库#使之能够应用

于大规模大范围的语句实现#

%

二4QQ_的应对策略及其局限性

QQ_是在范畴语法".C>M?&I'CF?ICLLCI#简称

Q_$基础上演变而来#其创始人为 !#(+ 年国际计

算语言学协会5Q8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英国著名

计算语言学家马克3斯蒂德曼"HCI0 D>MM%LC/$%

QQ_最初是作为一个心理学模型提出来的#主要

面向心理学家感兴趣的句式#后来受到乔姆斯基的

观点启发#注意到语义从一开始就在人类理解语言

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将其改造成一种新型

的语法理论#以应用于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

% 相

较于以往的范畴语法#它跳出对语言片段式研究

的藩篱#在描述能力上可以涵括更为广泛的语言

现象#形成一种&覆盖式'的语言生成能力%

QQ_普遍应用于自然语言分析(转换和生成

等各个方面#堪称计算语言学中的一个全栈模

型%

% QQ_之所以具有这些良好特性#主要得益

于它在经典范畴语法基础上增加了对应组合逻辑

中三个&组合子' "一种高阶函项运算$b(X(D 的

范畴运算规则#用十分简洁的方式扩展了经典范

畴语法的生成能力% 从逻辑语义学角度看#QQ_

是一种组合性语法#它贯彻句法与语义的透明性#

实现了句法与语义的并行推演% 从计算应用层面

看#QQ_属于柔和的上下文相关语法#在描述和

表达力上要明显优于上下文无关语法#能够处理

一些在自然语言中经常出现的节点提升(宾语提

取(交叉依存等现象% 因此#基于 QQ_的自然语

言处理系统能够较好地协调计算(规则与算法三

要素%

尽管QQ_力图融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但

以&自主智能化'为目标的新一代 5W对自然语言

处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基于神经网络的

大数据与深度学习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

促成了经验主义的新高峰#给QQ_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 其一#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在知

识图的语义解析与归纳领域#QQ_的语法解析器

已被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模型所超越% 深度

神经网络方法无需获取普遍的语义表征甚至普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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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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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语言#只需使用小的数据集来归纳语义解

析#再通过端到端的深度神经网络的强大算力来

解析归纳% 其二#QQ_的突出优势在于它强大而

自然的生成能力#但由此导致了生成过多(效果不

理想(效率不高之类的问题% 因为QQ_不仅能生

成许多合乎语法的句子#同时也能推出许多不合

语法的句子#严重制约了它的实际应用价值% 其

三#QQ_局限于很小的语言处理范围#规则的设

定主要以英语(荷兰语为参照#涵括的语言类型不

丰富#普遍语法特征表现不明显#并未真正具备跨

语言通用特性% 其四#量词辖域歧义问题是衡量

语法理论可行性的试金石#是自然语言处理过程

中绕不过的难题#影响着机器对自然语言的分析

和理解% QQ_在量化语义的表征方面存在明显

短板#特别是处理难题的能力较弱%

另一方面#尽管深度学习算法在 B8U领域异

军突起#尤其在强大算力方面的效果十分明显#但

是这种算法在分析句法结构(识别句法成分以及

针对自然语言中的大量长尾现象"如非成分并

列(主语抽取(交叉依存$解析方面的表现差强人

意#有时甚至无能为力% 也就是说#所谓的&深度

学习'并未真正理解人类语言#不是真正学习句

法#而是学习一个巨大的有限状态转换器或者一

个由软增强的过渡网络!

% 所以#无论&经验主

义'的钟摆摆得多远#&理性主义'的摆幅仍不可忽

视% 在自然语言处理过程中#QQ_所呈现出的结

构化表征方法仍有不可或缺的理论地位% 关键是#

在新一代5W浪潮冲击下QQ_如何克服自身不足2

我们不能把对人类语言的探索交给机器的无穷算

力#也不能闭门造车#固守现有的语法理论% 因此#

为了适用新一代5W自主智能化的要求#一方面#应

该继续秉承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融合之路#但另一

方面需要寻求比QQ_更加强大的形式语法理论%

HHQQ_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应对

时代挑战最理想的逻辑语义工具%

三4HHQQ_对QQ_的继承与优化

鲍德里奇"bCF%I'%?M$将组合范畴语法与范畴

类型逻辑相融合#搭建了一个混合范畴框架)))

HHQQ_% 该框架一方面保持了 QQ_良好的计算

优势#同时结合范畴类型逻辑所采用的资源敏感

性方法与精细度控制手段% 所谓资源敏感性方

法#即用最简洁的方式取代QQ_中针对不同语言

所采取的规则上的特定设置% 精细度控制手段#

即在QQ_语法体系中增添四种模态算子"

(

(

(

(

)

(

)

$#以满足不同结合律和置换律的函项运算

要求% 虽然 HHQQ_在 QQ_的基础上获得了改

进和优化#但它仍然是柔和的上下文相关语法#并

没有添加新的组合规则% 也就是说#HHQQ_是

以提升QQ_的通用语法功能与解题功能为目的#

并非背道而驰%

!一"HHQQ_对QQ_的继承

()谓词.论元结构"

对自然语言进行形式化解析#就是从逻辑视

角对个体及其关系进行描述#这种描述形成了

HHQQ_表征语义的基本特征!&谓词)论元'结

构% 每个&谓词)论元'结构的形成完全是从谓

词的涵义出发"基于词义的分析$#即使是同一个

谓词#如果语义发生变化#那么相应的&谓词)论

元'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的影响直接映

射为自然语句中主语和宾语成分之间关系的变

化%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汉语动词&死'#当表达常

规义&死亡'时#具有不及物动词属性#不能携带

宾语#为&主l谓'式结构#范畴表述为&DnBU!

&

J)

死亡
*

J'% 当&死'的涵义为&失去'义#时#&死'

具有及物动词属性#其&谓词)论元'结构由&主l

谓'式变为&主l谓l宾'式% 此时#&死'的范畴表

述应为 &" D nBU$,

)

BU!

&

J

&

P)失去
*

JP'%

$

HHQQ_承继 QQ_#主张从&谓词)论元'结构来

表征语义关系#符合心理现实性#便于机器操作

语言%

!*

!

"

#

$

D>MM%LC/ H)&XEMF&K>.&LT'/C>&IP'#A(.&?+'+#($'13#$4?#2+#%2#!#(+#33"3$! (*)

其他范畴语法一般认为#语义完全可以从表层结构中的句法关系推导出来#表层结构是唯一可以依赖的表达层% 斯蒂德曼则对此

提出质疑#他认为基于表层结构的范畴语法缺乏必要的心理现实性#在现实中无法兑现% 因而它在QQ_中提出&谓词)论元'结构才是

唯一的表达层% 参见!5%MK5d# D>MM%LC/ H)&:/ >EM:I%MI&GN&I%K'# 3#$4?#2+#%2'$/ !,#1(2(&,5#(6+!#3"3$! *(1

2

**+)

如&王冕死了父亲'中 &死'之涵义% 参见韩玉国!*词汇主义视阈下的汉语非连续结构研究)))以范畴语法为纲+#北京语言大学

出版社 !#(1年版#第 $#页%

范畴&DNU!

&

J)死亡
*

J'显示它只需与一个左方向的论元结合便可成句#而&"DnBU$,

)

BU!

&

J

&

P)失去
*

JP'显示它要先与一个右方

向的论元结合#再与一个左方向的论元结合#才能组合成合法句% 逻辑表达式&

&

J

&

P)失去
*

JP'揭示#它有两个虚空位置待填充% 参见!

D>MM%LC/ H)A(.;#$'+("5A'+-4("#'1:"'..'"!B$ F$+"(/?%+#($K9e!XEMD:HdD9Q̀ UIMKK#!#(1# R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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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语义并行推演

HHQQ_沿袭QQ_句法与语义接口融洽性特

点% 这一特点保证HHQQ_能够为句法提供非常

直观的组合语义#使得句法与语义的接口是透明

的#实现了句法与语义的并行推演% 只需要在词

条上增加语义标记#以极简的带语义解释的组合

规则予以运算#便能产生组合语义% 句法)语义

并行推演的过程#还能对自然语言表达式是否是

合式进行判定% 透明的句法)语义接口#分析器

能够便捷地访问谓词)论元结构#不仅包括局部

依存关系#而且还包括远距离依存关系% 这使得

处理大规模的自然语言的语义成为可能% 句法运

算距离语义越近#我们距离理解自然语言的目标

也就越近!

%

$)更加彻底的词汇主义

HHQQ_与QQ_一样#是基于词汇主义的形

式化理论#即将自然语言生成过程凝缩在词条的

范畴构造上"

% 形式化聚焦于词条#而规则是相

对简洁和紧致的% 在词库中为自然语言词汇赋予

相应的范畴#词条蕴涵着丰富的句法(语义(类型

化模态等信息#所有的句子成分都一一对应带有

模态算子的句法范畴#以及映射相应的语义表达

式% 在传统语法中交由规则来处理的信息#在此

都交付词库来完成% 词本位思想是范畴语法的基

本特征#在 HHQQ_中体现地更为明显% 为了限

制语句过度生成#HHQQ_所采取的方式不是对

已有规则进行添加或修改#而是通过在词条的斜

线算子上增添类型模态词% 这种多模态扩张实质

是更加彻底的词汇主义#更好地迎合当下计算机

处理自然语言的要求% HHQQ_所提供的由词条

出发#基于少量规则进行推演分析的方式#有利于

构建简洁高效的计算语言#

#极大地提升大规模

自然语言分析工程化的可能性%

!二"HHQQ_对QQ_的优化

虽然HHQQ_与QQ_具有相同的规则集#但

它的资源敏感性方法使其具有跨语言通用的规

则% 它将所有的跨语言变化存储在词库中#以语

法的类型学视角"非转换环境下更彻底的词汇

化$来描述与解释语言#从而形成更精简的语言

分析$

% HHQQ_保留了 QQ_诱人的计算特性#

同时还增加了利用新策略的可能性#使其具有更

强的兼容性和解释力% 概括起来#HHQQ_对

QQ_的改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添加模态算子

虽然QQ_具有极强的计算优势和生成能力#

但它面临着生成过度和适用范围狭窄等问题%

%

为了避免语句的过度生成#QQ_所采取的方案是

在规则的基础上增加额外的限制条件#并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不断调适&

% 这种在规则上针对不同

语言所采取的措施#又会加重词库负担#失去计算

优势#既违背普遍语法所坚持的极简原则#又背离

自然语言处理所采取的&大词库(小规则'策略#

仍然不具有跨语言通用性% HHQQ_另辟蹊径#

避免从规则上做文章而在词库上下功夫#通过在

范畴斜线上添加模态算子#对QQ_做了进一步优

化% 鲍德里奇为HHQQ_提出了四个基本的模态

假设#将
(

(

(

(

)

(

)

作为斜线算子的下标% 不同模

态标记的算子适用于不同的推演规则#而词条被

指派的函子范畴可能含有不同模态标记的斜线算

子#这样适用于函子范畴的推演规则直接通过对

词条的范畴指派表现出来'

% 经过此番改进#大

大增加了斜线的表达力与适用性% 一方面#不同

的斜线类型可以满足规则在句法毗连上的不同要

求#不因语言不同而变化#相当于不变的&普遍语

法',另一方面#对于特定语言中的语词的具体范

畴指派#所适用的斜线类型由该语言的句法特点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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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适用于荷兰语(土耳其语的向前交叉规则jb

)

并不适应于像英语这样具有较强语法特征的语言,而向后交叉复合规则ib

)

在英语&重型BU移位'现象中适用#在其他情况下却是禁止使用的#因为允许ib

)

规则的同时也会导致某些不合法语句合法化#如英语

' $#%-#$ I/#$;?"4, &?;这样的混序语句(以及汉语&每个男人被所一个女人吸引'这样的病句% 参见!邹崇理!*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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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相当于可变的&参数'

!

%

!)引入广义斯科仑项

虽然鲍德里奇确立了HHQQ_的逻辑框架与

运行方式#但主要是从句法角度来考量#将语义搁

置一旁% 斯蒂德曼全面吸纳鲍德里奇的多模态思

想#试图从语义角度进一步完善 HHQQ_% 他对

HHQQ_的最大贡献是通过引入广义斯科仑项来

优化量化语义表征工具% 广义斯科仑项作为语义

标签可以刻画自然语言中所有的非全称量词#以

此来简化多重量词之间复杂的依存关系#用于解

决量化辖域疑难问题% 广义斯科仑项具有形如

2L

I

$!&,%

的逻辑表达式#其中 d代表环境"或称&参

数'$, R代表由
&

2公式所刻画的物名化属性,索

引 /只用于区分具有相同性质的不同个体#通常

情况可省略% 例如&两个女孩喝奶茶#两个女孩

喝咖啡'中两次出现的&女孩'就需要添加索引来

加以区分,基数条件 .表示复数量词"

% 上述语

句中前一个出现的 &两个女孩 ' 可表述为

2L

78

(!

!

HK女孩oH,

!

2K 2

M

!

#其中环境 d为空#表示这个广

义斯科仑项不受任何全称量词约束#

% 形如

2L

78

(!

!

HK女孩oH,

!

2K 2

M

!

这样的逻辑表达式是经过分析推

演之后才形成的#并非一开始就具有这样的广义

形式#最初只是&未确指'状态% &未确指'状态还

需通过一种称为斯科仑确指化的过程形成最终的

广义形式$

% 这种确指化可以在运算推演的任意

点自由出现% 任意点的自由选择便于机器从多种

可能的语义解读中提取最佳选择%

经过上述改进#HHQQ_具有比 QQ_更强的

兼容性和解释力% HHQQ_的进一步工作是深入

挖掘和拓展语义解析方面的优势#致力于与机器

学习的深度融合% 尽管 QQ_已经开发了运算效

率极高的句法分析器#但是存在语义分析的短板#

制约了它的现实可行性%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

如何克服所谓的&天花板效应'

%

#开发出句法)

语义并行的HHQQ_分析器#深化语义解析机制%

四4HHQQ_的解题功能(((以汉语

量化辖域消歧为例

量化辖域歧义现象历来是自然语言处理的难

题% 量化辖域歧义句在自然语言中并不占多数#

为何显得如此重要2 根据著名的奇夫定律

"\F'RVFCY$可知#一个单词在自然语言的语料库中

出现的频率与它在频率表里的排名成指数幂次反

比% 关注自然语料库中最频发的少量事件#可以

获得常规大规模机器学习即可掌握的 +#7)6#7

的数据#捕捉数量庞大的稀有事件#有助于突破机

器学习的&天花板'

&

% 所以#量化辖域歧义句是

自然语言处理的试金石#HHQQ_能够攻克这一

难题#即验证了它强大的解题功能%

汉语歧义现象大致可分为词汇歧义(结构歧

义和辖域歧义三种% 其中#辖域歧义主要是由某

些特定的词"量词(限定词(否定词(情态动词(内

涵动词等$在同一句子中两两共用时引起的% 例

如#如果语句中含有两个或多个量词#那么该句由

于多个量词之间的辖域作用#会产生多种可能的

解读'

% 如语句!

两位老师批改了六份作业"以下简称为例句

"($$%

此句可以有三种解读!

!

&两位老师'统一批

改了&六份作业'"复数主语作为一个集合体完成

某项行为$,

"

&两位老师'分别批改了&六份作

业'"复数主语作为个体独自完成某项行为$,

#

&两位老师'批改了相同的&六份作业'#意谓甲老

师批改的这&六份作业'#乙老师重复批改了% 第

一种解读是将复数短语&两位老师'作为一个集

合#取统指解".&FFM.>'/?IMC%'/?$#处于宾语位置

的复数短语&六份作业'被看成是一个常项#不受

复数主语约束% 第二种解读是复数主语取宽辖

域#作逐指解"%'K>I'T<>'OMIMC%'/?$#复数宾语被当

作一个函项#受到复数主语约束% 在第三种解读

中#虽然复数主语仍取宽辖域# 作逐指解#但是复

3*

!

"

#

$

%

&

'

&̀.0M/LC'MI[# D>MM%LC/ H#&QQ_TC/0! C.&IR<K&GQQ_%MI'OC>'&/KC/% %MRM/%M/.PK>I<.><IMKMJ>IC.>M% GI&L>EMUM// XIMMTC/'#A(.0

&?+'+#($'13#$4?#2+#%2# !##1# $$"$$! $**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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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句法的语言生成达到 6#7之后#便很难提高#称&天花板效应'% 斯蒂德曼指出#通往其余 (#7的数据的钥匙#就在被忽略的语

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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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罗丹!面向5W新时代的多模态组合范畴语法

数宾语被处理为一个常项#不受复数主语约束%

从逻辑语义研究的角度来看#如何从例句

"($的表层结构推演出这个语句的几种语义解

读#历来倍受学界关注% 应该说#量词辖域歧义的

形式化生成问题一直是语义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也是B8U领域衡量一门形式语法是否先进的试

金石% 量词辖域歧义的生成方案最早可以追溯至

蒙太格语法#以生成语法为框架也有诸多研究%

但限于篇幅#我们并不打算铺陈所有方案#仅以

QQ_与HHQQ_为例来进行比较%

在QQ_框架下#以经典量词理论为量化语义

的表征手段#针对例句"($只能生成&统指解'的

逻辑语义表达式#即!

%

P

%

J5老师pP

#

XP

#

5作

业pJ

#

DJ

#

批改pJP66

!

#推演过程如图 (所示%

图 (4QQ_方案下的多重复数量词辖域歧义句的统指解读推演

44针对例句"($#QQ_方案无法生成清晰完整

的解读#语义表征比较生硬% 如多重复数短语量

化式#要形成向下的&逐指'行为#关键在于语义

指派!要么为复数主语指派&逐指'语义范畴#要

么将&逐指'义指派给谓语动词% 显然#QQ_语义

标签不具有这样强的表征效果% 此外#QQ_无法

简洁清晰地刻画诸如&两位' &六份' &多数' &少

数'等这样的复数量词%

在HHQQ_框架下#以广义斯科仑项为量化

语义表征手段#复数主语(复数宾语都可以表述为

广义斯科仑项"!C(!T$#动词&批改'指派标准范

畴"!.$#可生成&统指解'#如图 !所示!

"!$C)两位!

g

BU

*

$RF

,

)

B

$RF

!

/

/

/

R"K0&FMLp/,

/

K)qKq

g

!$

T)六份!

g

BU

*

$RF

,

)

B

$RF

!

/

/

/

R " K0&FMLp/,

/

K)qKq

g

"$

.)批改!

g

"DnBU

$RF

$,BU!

/

J

/

P)批改pJP

%)批改!

g

"DnBU

$RF

$,BU!

/

J

/

P)

&

S5S

+

P

$

批改pJS6

图 !4HHQQ_方案下的复数量词辖域歧义的统指解读推演

44如果例句 ( 更替为&每位老师批改了六份作

业'#由于全称量词对存在量词的分配性#谓语动

词即使取标准范畴#也能产生&逐指解'"即!每位

老师分别批改了六份相同或不同的作业$% 而例

句 (中谓语动词&批改'前面的量词是未确指的(

可数的存在量词#若要生成逐指解读#须采用

"!%$这个非标准的范畴% 推演如图 $所示%

图 $4HHQQ_方案下的复数量词辖域歧义的逐指解读推演

**

!复数量词&两位'占宽域#且X表示&两'#复数量词&六份'占窄域#D表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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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因为斯科仑确指化是一个自由的运算过程#

如果图 $的复数宾语的斯科仑确指化发生在与主

语毗连的运算之前#将生成一个不受复数主语约

束的2L作业O,

!

2KP2P

M

"

常项#那么可获得逐指解的第二

种解读
&

S5S

+

2L老师O,

!

2KP2P

M

!

$

批改p2L作业O,

!

2KP2P

M

"

\6#意谓&六份作业#两位老师重复批改了'%

HHQQ_不仅在语义上增添了更丰富的高阶

内涵逻辑手段#使解题功能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在

句法方面通过添加模态算子#能够有效阻止生成

不合法的量化歧义句% 譬如#在QQ_中可能会生

成形如&每个男人被所一个女人吸引'这样的&病

句'#而 HHQQ_可以阻止生成这样的&病句'%

如图 3所示%

图 34HHQQ_阻止不合法的被动语态的量化歧义句的生成

44

结语

面向新一代 5W带来的挑战#传统的 QQ_愈

加显得力不从心#从根本上无法满足大数据与大

知识双轮驱动背景下5W实现自主智能化的目标%

HHQQ_不但继承了 QQ_的衣钵#还对其做了必

要的改造(升级和优化#特别是添加了模态算子#

使用广义斯科仑项技术#使句法)语义联系更为

紧密#更加贴近真实文本#并且能够有效阻止过度

生成% 这有助于计算机真正理解自然语言#使 5W

获得某种&认知'能力% 然而#HHQQ_的语料库

建设迄今仍未完成#并且以英语和荷兰语为样本#

未能涉及汉语等其他语言类型% 相比之下#国内

还停留在社科汉语QQ_语料库建设阶段#没有扩

展为更具普遍意义的 HHQQ_语料库#存在语义

分析不足等问题% 所以#构建一个高质量(大规模

的汉语 HHQQ_语料库是亟待完成的新任务#也

是助力新一代5W发展的内在要求%

;#'/+O;"3&'A">F+%&/"$0 A&/-6"$+&'P$&>>&$+%/5-:-G7$&"(@E

8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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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K>C/%CI% .&LT'/C>&IP.C>M?&I'CF?ICLLCI# IM>C'/K>EM&I'?'/CF.&LR<>C>'&/CFRI&RMI>'MK# C/% '/.IMCKMK>EM

R&KK'T'F'>P&G<K'/?/MYK>IC>M?'MK)XEML&K>'LR&I>C/>'//&OC>'&/ F'MK'/ >EMC%%'>'&/ &GL&%CF&RMIC>&IKC/%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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