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７卷 第５期
２０２４年９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７Ｎｏ．５
Ｓｅｐ．２０２４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６

汉语间接被动句的多模态组合范畴语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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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被动句有长短之别，也有直接和间接之分，如何处理汉语被动句历来是计算语言学家需要攻克的难题。
根据主语与“被”后某成分的不同关系，间接被动句分为“包括式间接被动句”和“排除式间接被动句”。传统分析方法借

助移位、控制和述谓等操作分析汉语间接被动句，不仅否定了汉语间接被动句的原生成性，而且违反了语法规则，并出现

了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多模态组合范畴语法 ＭＭＣＣＧ是单层结构语法，它从汉语间接被动句的表层结构出发，以毗连
组合的方式生成其ＭＭＣＣＧ树，从而证明了汉语间接被动句的原生成性，并避免了传统分析方法处理汉语间接被动句时
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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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汉语被动句是汉语十大典型句型之一，出

现的频率非常高，而且非常复杂，处理汉语被动句

一直是语言学、逻辑学和自然语言处理 ＮＬＰ领域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①。通常见到的汉语被动句

是直接被动句，包括长直接被动句（如“小偷被警

察抓住了”）和短直接被动句（如“小偷被抓住

了”），其主要特征是谓语的逻辑宾语与主语同指

（比如主语“小偷”的所指是谓语“抓住”的受

事）。汉语还有大量的“间接被动句”，进一步可

分为“包括式间接被动句”和“排除式间接被动

句”。在间接被动句中，主语可能与谓语的宾语

具有非同指的其他关系，也可能与“被”后任何句

法位置和句法成分无关。下面的语句１和语句２
就是汉语间接被动句。在 ａ中，主语“明星”与谓
语的宾语“肖像权”具有领属关系，这样的被动句

就是“包括式间接被动句”。在 ｂ中，主语“日本
队”与“中国女篮打出一波进攻小高潮”的任何句

法位置和成分无关，这样的被动句就是“排除式

间接被动句”。“排除式间接被动句”隐含了对主

语所指施加了某种不幸，因此又被称作“不如意

间接被动句”。

语句１　ａ．明星被商家侵犯了肖像权；
ｂ．日本队被中国女篮打出一波进攻
小高潮。

两类间接被动句各自又有长短之分，下面是

与二者相对应的短间接被动句：

语句２　ａ．明星被侵犯了肖像权；
ｂ．日本队被打出一波进攻小高潮。

长、短间接被动句的区别由“被”后 ＮＰ是否
显现而决定的。转换生成语法认为，所有语句都

有一个深层结构，日常使用的语句都是语言的表

层结构，它是由语言的深层结构经移位、删除等操

作转换而来的。比如，该语法认为，被动句是由主

动句经移位而生成，短被动句是由长被动句经删

除而生成。

在语言学研究中，转换生成语法具有划时代

意义，其许多研究成果对人们学习和理解自然语

言句法结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转换生

成语法采用的移位、删除等操作并不符合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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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相比之下，组合范畴语法是融合了理性主

义和经验主义的产物，它既能达到转换生成语法

的生成能力，又不需要对句法结构进行分层，只对

看得见、听得到的语言成分进行运算，否定移位、

删除等操作，是单层结构语法，认为所有自然语言

语句都是原生成的，且在句法和语义之间有一个

透明接口，这与人类习得语言的过程更相似，也符

合人们对自然语言的直觉。

组合范畴语法最初的发展更为关注词库的构

建和句法理论的完善，这使得基于组合范畴语法

的解析器在语言生成达到９０％以上之后，指标难
以再提高，通往其余 １０％的数据钥匙，可能就在
被忽略的语义之中。引入广义斯科伦项语义理

论，很容易在组合范畴语法框架内刻画汉语间接

被动句各成分之间的复杂依存关系，进而证明间

接被动句的原生成性，同时解释在间接被动句中

出现的传统分析方法无法解释的各种复杂现象，

从语义角度弥补句法上分析汉语间接被动句的不

足之处。鉴于此，本文基于融入了广义斯科伦项

语义理论的多模态组合范畴语法ＭＭＣＣＧ处理汉
语间接被动句。

二　多模态组合范畴语法ＭＭＣＣＧ
在纯范畴语法 ＡＢ－演算中增加体现结合性

和交换性的组合规则，产生了组合范畴语法，包括

原生态组合范畴语法 ＣＣＧ和多模态组合范畴语
法ＭＭＣＣＧ。然而，ＣＣＧ不加限制地使用体现结
合性和交换性的组合规则，导致生成能力过强，产

生了许多病句的ＣＣＧｂａｎｋ树。另一方面，ＣＣＧ把
λ－演算作为其语义理论，因该语义理论使用的全
称量词和存在量词之间有着复杂的语义依存关

系，故基于这样的语义理论分析自然语言时出现

了量词辖域问题①。此外，λ－演算语义理论还使
ＣＣＧ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以至于在自然语言
处理中缺乏应有的语义解析能力。由此可见，从

限制ＣＣＧ的句法规则和选择更合适的语义理论
出发是明智之举。

ＭＭＣＣＧ是组合范畴语法发展的最新形态，

句法上它先用四个模态词★、!、ｘ、 来定义斜线
类型，再用类型化斜线限制组合规则的应用范围，

从而降低 ＣＣＧ的结合能力和交换能力，排除了
被ＣＣＧ认可的病句，把组合范畴语法的生成能力
控制在合理范围内。ＭＭＣＣＧ的语义理论

"

广义

斯科伦项理论能贴近自然语言本身的句法构造去

表征自然语言的量化语义，删除存在量词，简化了

量词之间复杂的依存关系，从而解决了各种量词

辖域问题，并能准确表述λ－演算语义理论无法表
述的诸多语言现象，提高组合范畴语法处理自然

语言的能力。

下面给出 ＭＭＣＣＧ的句法理论，即 ＭＭＣＣＧ
的组合规则②：

规则１　词法规则：类型提升规则
ａ．Ｘ＄：ａＬＥＸＴ／ｉ（Ｔ＼ｉＸ）＄：λｆ．ｆａ
ｂ．Ｘ＄：ａＬＥＸＴ＼ｉ（Ｔ／ｉＸ）＄：λｆ．ｆａ
规则２　句法规则一：函项应用规则
ａ．Ｘ／★Ｙ：ｆ　 Ｙ：ａ　#

Ｘ：ｆａ　（＞）
ｂ．Ｙ：ａ　 Ｘ＼★Ｙ：ｆ　#

Ｘ：ｆａ　（＜）
规则３　句法规则二：函项复合规则
ａ．Ｘ／

!

Ｙ：ｆ　 Ｙ／ｉＺ：ｇ　#

　Ｘ／ｉＺ：λｚ．ｆ（ｇｚ）
（＞Ｂ）

ｂ．Ｙ＼ｉＺ：ｇ　 Ｘ＼
!

Ｙ：ｆ　
#

　Ｘ＼ｉＺ：λｚ．ｆ（ｇｚ）
　（＜Ｂ）

ｃ．Ｘ／
$

Ｙ：ｆ　 Ｙ＼ｉＺ：ｇ　#

　Ｘ＼ｉＺ：λｚ．ｆ（ｇｚ）
　（＞Ｂ×）

ｄ．Ｙ／ｉＺ：ｇ　 Ｘ＼
$

Ｙ：ｆ　
#

　Ｘ／ｉＺ：λｚ．ｆ（ｇｚ）
　（＜Ｂ×）

规则４　句法规则三：函项替换规则
ａ．（Ｘ／

!

Ｙ）／ｉＺ：ｆ　Ｙ／ｉＺ：ｇ　#

　 Ｘ／ｉＺ：λｚ．ｆ
ｚ（ｇｚ）　（＞Ｓ）

ｂ．Ｙ＼ｉＺ：ｇ　 （Ｘ＼
!

Ｙ）＼ｉＺ：ｆ　 #

　 Ｘ＼ｉＺ：
λｚ．ｆｚ（ｇｚ）　（＜Ｓ）

ｃ．（Ｘ／×Ｙ）＼ｉＺ：ｆ　Ｙ＼ｉＺ：ｇ　#

　 Ｘ＼ｉＺ：λｚ．
ｆｚ（ｇｚ）　（＞Ｓ×）

ｄ．Ｙ／ｉＺ：ｇ　（Ｘ＼×Ｙ）／ｉＺ：ｆ　 #

　 Ｘ／ｉＺ：
λｚ．ｆｚ（ｇｚ）　（＜Ｓ×）

斜线下标ｉ是模态算子变元，可以取 ｛★、!、

３４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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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中任一模态算子为值。ｆ、ｇ所对应的句法
范畴分别被称为规则的主函子和从属函子。主斜

线类型为／★或 ＼★的句法范畴只能用作规则２的
函子；主斜线类型为／

!

或 ＼
!

的句法范畴只能用作

规则３ａ－３ｂ、规则４ａ－４ｂ的主函子，以及规则２的
函子；主斜线类型为／×或 ＼×的句法范畴只能用作
规则３ｃ－３ｄ、规则４ｃ－４ｄ的主函子，以及规则２的
函子；主斜线类型为／或 ＼的句法范畴可以用
作任何规则的任何输入范畴，这样的斜线常常省

略模态算子，简写为 ／或 ＼。
有了这些模态算子，可以在ＣＣＧ中生成的下

面错误并列结构就不能借助ＭＭＣＣＧ的函项复合
规则＜Ｂ进行生成。因为给“并且”指派了范畴（Ｓ
＼★Ｓ）／★Ｓ，“并且小宝说话”的范畴 Ｓ＼★Ｓ就不能
通过规则＜Ｂ与“睡觉”的范畴 Ｓ＼ＮＰ进行组合
运算，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ＭＭＣＣＧ阻止错误的并列结构生成

ＭＭＣＣＧ的语义理论是广义斯科伦项量词理
论。为解决基于 ＣＣＧ分析自然语言产生的各种
量词辖域问题，Ｓｔｅｅｄｍａｎ发展了斯科伦项量词理
论。他首先基于斯科伦项定义了广义斯科伦

项①，然后继续用 λ－项表征全称量词，而用广义
斯科伦项表征所有非全称量词，形成了广义斯科

伦项量词理论②。有关该理论请读者参考注释中

所提原文，这里不再赘述。将广义斯科伦项量词

理论作为 ＭＭＣＣＧ的语义理论，有效地解决了各
种量词辖域问题③。

三　汉语包括式间接被动句的ＭＭＣＣＧ
处理

传统上对于包括式间接被动句的分析和处理

主要有移位观点和控制观点。比如，对所有格型

包括式间接被动句“明星被商家侵犯了肖像权”

来说，可以假定这个句子的谓语部分“侵犯了肖

像权”存在一个空所有格短语，并且这个空所有

格短语与“明星”同指，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建立这样的同指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这种

同指关系可通过对所有格短语直接进行空算子移

位而建立。然而，如何利用空算子移位观点来分

析这样的句子？“所有格提升”方法显然行不通，

原因有三：一是因为这会违反 Ｒｏｓｓ的左分支条
件④；二是对于语句“程序员被 ＡＩ夺走了那份最
珍惜的工作”来说，移位来自关系从句“那份…最

珍惜的工作”内部，这就违反了复杂 ＮＰ限制条
件；三是移位假设无法解释为什么语句“桌子被

我打断了一条腿”听起来非常自然，而语句“桌子

被我看到了一条腿”听起来就让人无法接受。

Ｈｕａｎｇ认为，应该把间接被动句分析为含有
复杂谓语Ｖ

%

（比如语句１中的“侵犯了肖像权”）
的语句，Ｖ

%

带有一个“外层宾语”，这个外层宾语

控制空所有者；内层宾语从动词那里获得受事角

色，外层宾语从 Ｖ
%

那里获得受影响角色；受控的

空所有者不是语迹，而是代语 Ｐｒｏ；不是代语 Ｐｒｏ
移位，而是外层宾语进行了空算子移位，移至 ＩＰ
位置，然后与主句主语同指⑤。依照这个假设，间

接被动句“明星被商家侵犯了肖像权”的分析如

图２所示。其中外层宾语是语迹“ｔｉ”，内层宾语
是“Ｐｒｏ肖像权”；“ｔｉ”控制内层宾语中的空所有
者“Ｐｒｏ”，“ｔｉ”移位到ＯＰｉ且与“明星”同指。

图２　“外层宾语”视角下的汉语包括式长间接被动句的生成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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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ｅｅｄｍａｎＭ．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ｙ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Ｇｒａｍｍａｒ：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ＴｈｅＳＯＭＥＳＵＣＨ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１７１．
姚从军，朱乐亚，邹崇理：《广义斯科伦项理论：一种新的量词理论》，《学术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Ｒｏｓｓ，Ｊ．Ｒ．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Ｓｙｎｔａｘ．Ｐｈ．Ｄ．ＭＩ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１９６７，ｐ．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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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这些语法理论的解析不同，组合范畴

语法是单层结构语法，不承认移位、删除等操作，

其基本做法是从不同层次的语言表达式那里抽象

出句法范畴，再通过范畴的运算来刻画自然语言

表达式由小到大逐层逐级地毗连生成过程，从而

表明所有自然语言语句都是原生成的。因此，从

组合范畴语法的视角来看，所有汉语间接被动句

都是原生成的，不是从其他语言结构通过转换而

生成的，“被”字仅仅是间接被动句的指示词。下

面先在融入了广义斯科伦项语义理论的 ＭＭＣＣＧ
中处理汉语包括式间接被动句。

（一）汉语包括式长间接被动句的 ＭＭＣＣＧ
处理

语句３　ａ．程序员被ＡＩ夺走了一个工作机会；
ｂ．程序员我听说被 ＡＩ夺走了一个

工作机会；

ｃ．程序员被 ＡＩ夺走了一份珍惜的
工作。

词条１　被：＝（Ｓ被＼ＮＰ）／★Ｓ：λｐλｚ．ｐｚ；

一个：＝ＮＰ↑３ＳＧ／Ｎ３ＳＧ：λｐλｑλｙ．ｑ（ｓｋｏｌ
ｅｍ

%λｘ．ｐｘ&有%

ｘｙ）
一份：＝ＮＰ↑３ＳＧ／Ｎ３ＳＧ：λｐλｑλｘ．ｑ（ｓｋｏｌ
ｅｍ

%

ｐｘ）
在图３和图４中，基于融入了广义斯科伦项

语义理论的ＭＭＣＣＧ，以表层组合的方式表征了
谓语“夺走”、施事“ＡＩ”和受事“一个工作机会”
之间的谓词－论元关系，刻画了“程序员”和“一个
工作机会”之间的领有关系，其中组合规则和广

义斯科伦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 λ－演算
语义理论很难给出如此简洁且精准的语义表征。

图３　汉语包括式有界的长间接被动句的ＭＭＣＣＧ处理

图４　汉语包括式无界的长间接被动句的ＭＭＣＣＧ处理一

　　同理，在语句３ｃ的推演中（见图 ５），以表层
组合的方式不仅表征了主句谓语“夺走”、施事

“ＡＩ”和受事“一份工作”之间的谓词－论元关系，

而且通过广义斯科伦项ｓｋλｖ．珍惜′ｖ程序员′∧工作′ｖ刻画了
关系化从句中的谓语“珍惜”、施事“程序员”和受

事“一份工作”之间的谓词－论元关系①。

５４

①ｓｋλｖ．珍惜′ｖ程序员′∧工作′ｖ指称类型为ｅ的个体，根据其限定子条件 λｖ．珍惜′ｖ程序员′∧工作′ｖ，该个体就是变量ｖ的取值，即那份程序

员珍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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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汉语包括式无界的长间接被动句的ＭＭＣＣＧ处理二

　　（二）汉语包括式短间接被动句的 ＭＭＣＣＧ
处理

语句４　ａ．程序员被夺走了一个工作机会；
ｂ．程序员被夺走了一份珍惜的
工作。

词条２　被：＝（Ｓ被＼ＮＰ）／★Ｓ被：λｐλｘ．ｐｘ
夺 走 了：＝ ＶＰ被： λｘ．夺 走

%

ｘｓｋｘ{ }
λｙ．ｈｉｇｈ′（ｐｒｉｏｒ′（夺走′ｘｙ））

一 个：＝ＮＰ↑ ３ＳＧ／Ｎ３ＳＧ：λｐλｑλａ．ｑ
（ｓｋｏｌｅｍ

%λｘ．ｐｘ&有%

ｘａ）

一 份：＝ ＮＰ↑ ３ＳＧ／Ｎ３ＳＧ：λｐλｑλｘ．ｑ
（ｓｋｏｌｅｍ

%

ｐｘ）
的：＝（Ｎ／Ｎ）＼★（（Ｓ＼ＮＰ）／ＮＰ）：
λｑλｎλｗλｖ．ｑｖｗ&

ｎｖ
在词条 ２中，ｓｋｘ{ }

λｙ．ｈｉｇｈ′（ｐｒｉｏｒ′（夺走′ｘｙ））依赖于其 ｌｆ
（逻辑形式）—统领的 ｘ，指称“能夺走 ｘ的任何
东西”，表示潜在的施事主语，这样的广义斯科伦

项往往由中心语（如这里的“夺走”）的范畴引入。

另外，ＶＰ被表示短被动句谓语。语句 ４ａ'ｂ的推
演分别如图６和图７所示。

图６　汉语包括式有界的短间接被动句的ＭＭＣＣＧ处理

　　在图６中，“夺走了”的宾语和潜在主语都用
广义斯科伦项表述，不仅表征了它们之间的谓

词－论元关系，而且表征了“程序员”对“一个工作
机会”的领有关系；在图７中，“夺走了”的宾语和

潜在主语也都用广义斯科伦项表述，其中主句中

的谓词－论元关系和关系从句中的谓词－论元关
系都得到精准刻画。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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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汉语包括式无界的短间接被动句的ＭＭＣＣＧ处理

　　四　汉语排除式间接被动句的ＭＭＣＣＧ
处理

在直接被动句中，主语与谓语的受事宾语同

指。在包括式间接被动句中，主语与谓语的受事

宾语具有非同指的其他关系，比如领有关系。总

之，在这两类被动句中，主语与“被”后某一句法

位置或成分有关。但是，在排除式间接被动句中，

主语与“被”后任何句法位置或成分无关。

在排除式间接被动句中，虽然被动句的主语

与“被”后某一句法位置或成分无关，但被动句的

主语与“被”后整个表达式在语义上有联系：“被”

后整个表达式所表述的内容使被动句的主语所指

不如意，或者说前者对后者有负影响。传统语法

理论对于排除式间接被动句的分析和处理有许多

观点和方法，最为典型的是述谓观点及有关述谓

的原则或公设。组合范畴语法是彻底的词汇主义

语法，抛开了有关述谓的特设原则或公设，它将所

有信息都编码在汉语排除式间接被动句的词汇范

畴上，再通过范畴的运算来刻画汉语排除式间接

被动句由小到大逐层逐级地毗连生成过程，从而

表明汉语排除式间接被动句是原生成的，不是由

其他类型的语句转换而来的，“被”字仅仅是汉语

排除式间接被动句的指示词。下面在ＭＭＣＣＧ中
处理汉语排除式间接被动句：

（一）汉语排除式长间接被动句的 ＭＭＣＣＧ
处理

语句５　ａ．原告被被告自证了①；
ｂ．原告我听说被被告自证了。

词条 ３　被：＝（Ｓ被 ＼ＮＰ）／★（Ｓ被 ＼ＮＰ）：
λｐλｙ．ｐｙ
自证了：＝（Ｓ被＼ＮＰ）＼ＮＰ：λｙλｘ．自
证

%

ｘ
&

负影响
%

ｙ（自证
%

ｘ）
有了词条 ３，我们就可以在 ＭＭＣＣＧ中处理

语句５ａ－ｂ，如图８和图９所示。

图８　汉语排除式有界的长间接被动句的ＭＭＣＣＧ处理

７４
①被告自己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无辜，不是由原告触发的，但会对原告产生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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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得到的语义表达式“自证
%

被告
%&

负影响
%

原告
%

（自证
%

被告
%

）”表明，被告自证了，并且被告

自证给原告带来了消极后果。下图所得结果与此

类似。

图９　汉语排除式无界的长间接被动句的ＭＭＣＣＧ处理

　　ＭＭＣＣＧ可以处理汉语排除式长间接被动句
的关键在于其彻底的词汇主义倾向，即把所有的

句法和语义信息都编码在词汇范畴上。在这里，

ＭＭＣＣＧ不仅把被动信息编码在“被”字的范畴
上，还把这种被动句的“不如意”信息编码在“自

证了”的范畴上，在最终的语义表达式中表征了

“被”后整个表达式对主语所指的“不如意”谓述

关系，这与人们对汉语排除式间接被动句的直觉

相符合。另外，组合规则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下

面的分析与此相同。

（二）汉语排除式短间接被动句的 ＭＭＣＣＧ
处理

与汉语排除式长间接被动句相比，汉语排除

式短间接被动句的不同之处在于“被”后ＮＰ没有
在语形或语音上显现出来，如下所示：

语句６　ａ．原告被自证了；
ｂ．原告我听说被自证了。

词条４　被：＝（Ｓ被＼ＮＰ）／★ＶＰ被：λｐλｚ．ｐｚ
自 证 了： ＝ ＶＰ被： λｙ． 自

证′ｓｋｙ{ }
λｘ．ｈｉｇｈ′ｐｒｉｏｒ′自证′ｘ( )( ) ∧负影响′ｙ（自证′ｘ）

在词条 ４中，ｓｋｙ{ }
λｘ．ｈｉｇｈ′ｐｒｉｏｒ′自证′ｘ( )( ) ∧负影响′ｙ（自证′ｘ）

表征实施自证行为的个体，该个体依赖于 ｙ，但自
证行为不是 ｙ所期望的行为，这样的广义斯科伦
项也是由中心语动词（如“自证了”）的范畴引入。

另外，ＶＰ被表示短被动句谓语。基于 ＭＭＣＣＧ，语
句６ａ

'

ｂ的推演分别如图１０和图１１所示。

图１０　汉语排除式有界的短间接被动句的ＭＭＣＣＧ处理

图１１　汉语排除式无界的短间接被动句的ＭＭＣＣＧ处理

　　既然原告被自证，那么该原告一定是此自证所 涉及的这场官司的原告。在原告发起的官司中，对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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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通常是被告）能够自证一定会对原告产生“不如

意”影响，如原告官司打输了。推论结果中表征自证

者的广义斯科伦项ｓｋ｛原告′｝λｘ．ｈｉｇｈ′（ｐｒｉｏｒ′（自证′ｘ））∧负影响′原告′（自证′ｘ）

体现了两点：第一，自证者是受原告约束的广义斯

科伦函项，即是该原告的对方；第二，在该原告发

起的这场官司中，对方的自证行为对该原告产生

了不利影响。

基于ＭＭＣＣＧ可以处理汉语排除式短间接被
动句，除了其彻底的词汇主义特性和组合规则的

作用之外，广义斯科伦项语义理论也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结语

自然语言处理ＮＬＰ是ＡＩ皇冠上的明珠，ＮＬＰ
研究的突破极有可能导致ＡＩ的里程碑式发展，在

ＮＬＰ的追梦时代必然产生以自然语言语义为研
究目标的逻辑语义学。组合范畴语法是目前为止

最为简洁、广受计算语言学家青睐的能力语法，已

成为对自然语言进行逻辑语义分析的理想工具。

作为一阶逻辑系列量词理论和广义量词理论取长

补短的产物的广义斯科伦项语义理论融入组合范

畴语法后，可以使组合范畴语法的优势得到充分

发挥。

基于“广义斯科伦项理论＋ＭＭＣＣＧ”处理汉
语间接被动句不仅从计算语言学视角证明了汉语

间接被动句的“原生成性”，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组

合范畴语法处理汉语间接被动句的能力和准确

性，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目前应用组合范畴语法

时“重句法、轻语义”的状况，对语言学和语言逻

辑的进一步发展必将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

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ｉｎ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ｙ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Ｇｒａｍｍａｒ

ＹＡＯＣｏｎｇｊｕｎ＆ＨＥＣｈｕｎｙａ
（ＢｉＱｕ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１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ｌｏｎｇ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ｏｎ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ｄｉｒｅｃｔ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ｏｎｅｓ．Ｈｏｗｔｏ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ｈａｓ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ｅｎａ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被（ｂｅｉ）”，
ｗｈｉｌ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ｕｓｅ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ｍｏ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ｗｈｉｃｈｎｏｔｏｎｌｙｄｅｎｙ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ｖｉｏｌａｔｅｓｏｍｅｇｒａｍｍａｒ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ｈａｒｄ
ｔｏｅｘｐｌａｉ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ｙ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ｇｒａｍｍａｒ，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ｓｉｎｇｌｅｌａｙ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ｇｒａｍｍａｒ，
ｔｈｅＭＭＣＣＧ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ｅ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ｃａｎｂ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ｉｓｐｒｏ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ｍａｎ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ｆａｃｅｄｂ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ｐａｓｓｉｖ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ｙ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ｇｒａｍｍａ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ｋｏｌｅｍＴｅｒｍ

（责任校对　龙四清）

９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