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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 了机器理解古汉语 的一个实验 系统
。

该 系统 由一个 知

识库和 三个子程序组成
。

知识库包含有一部机器词典和若干 集用 来加工句子 的

规则
。

三个子程序是 句法分析子程序
、

翻译子程序和 问答子程序
, 它们分别执

行三种不 同的功能
。

本丈还讨论 了有关机器理解古汉语的若干 重要 问题
。

前
日卜

己

两年前
,

我们曾对机器理解古汉语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在这个基础上
,

我们

又调整了程序的结构
,

扩大了理解的范围
,

对机器理解古汉语的某些问题作了进一步的

探讨
。

我们希望
,

通过计算机理解古汉语的研究 , 可以达到 以下几个 目的
。

使机器表现出较为通顺地理解一些古汉语小故事的能力

使机器具有通过人机对话回答有限范围问题的能力
,

如有关句法
、

语 义或 情节

的问题
,

以便于我们了解设计古汉语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的可行性 ,

加深对理解现代汉语的研究 ,

考察汉语的理解与思维
、

推理的关系
,

为 制订 适

合计算机的汉语语法积累资料
。

因而
,

从总体上看
,

对机器理解古汉语的研究 , 既有它的文化价值
, 也有它的实用

价值
。

当然 ,
本系统是一个实验性的

,

而不是一个实用性的系统‘

二
、

系统的结构及功能

这个古汉语理解系统 简称 以十个古汉语小故事作为计算机理解的 对象
。

本文子 年 月 月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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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系统分成四块 知识库和三个子程序 图
。

知识库是系统处理古汉语的基础 三个

子程序分别执行三种不同的功能
,

即句法分析
、

翻译和人机对话
。

输 入

下 甲 牛
知 识 库

·

⋯
词 典

规则

全规则

图 系 统的总 体结构

硬一 知识库

知识库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部机器用的小词典 以及各种规则集
。

在机器词典中
,

包含了所有小故事中出现的词
。

在每一词条中
,

列 出了该词的句法

特征
、

语义特征
, 以及动词和名词之间的语义搭配信息和相应的现代汉语译词 有些词在

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释义
,

故在词条中也列 出了几种不同的译词
,

供机器翻译时选取
。

在某些名词的词条中
,

也列 出了翻译时应该加上去的量词
。

此外
,

有少数词 主 要是 虚

词 的用法比较特殊
,

在这类词 的词条中
,

存有一个特殊处理的函数名
。

机器 在查 阅词

典时
,

若遇到这类函数名
,

就直接访问该名称所包含的规则
。

这样
,

就减少了搜索的时

间
。

规则分为分析规则和翻译规则两类
,

每类中又分别包括

名词短语规则集 动词短语规则集

介词短语视则集 虚词规则集
。

这些规则都是用产生式构成的
。

当规则的条件部分与语句 的某种情境相匹配时
,

即规则

的条件部分得到满足时
,

规则的行动部分就执行
,

对语句施行某种操作
。

以句子分析的

一条规则为例

名词短语规则

若第一个词是名词或代词
,

并且
,

若第二个词是名词

那 么
,

在第一个词前加上
“

限定词
”

的符号 在第二个词 前加上
“

名词
”

的符号 并且
,

把两者组合在一起
,

前面加上
“

名词短语
”

的符号
,

存人临时记忆 从原句中剥 掉这 两个

词 然后退 出该规则集
。

由此可见
,

每一规则的行动部分
,

实际上包括许多个动作的执行
。

由词典和规则集构戎的系统的知识库
,

是机器对古汉语小故事迸行句法分 析
、

翻 译

和人机对话的基础
。 ·

一 ‘ ‘

一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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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句法分析

理解课文的第一步
,

是对课文中的句子进行分析
。

这是由句子分析子程序来执行的
。

句子分析子程序针对特定课文中的句子
,

查阅词典 根据词典中提供的信息
,

去访 问相 应

的规则集 通过那些合适的规则的激活 ,

把句子分解成各种短语结构或语块
,

建 立 句子

的分析树
。

图 是故事
“

鹏蚌相争
”

中
“

蚌方 出曝而鹏啄其肉
”

一句经过分析后建立起来的

分析树
。

人们在实际处理语句时 , 是否象短语结构分析方法那样
,

把一个句子 中的各个词分

成不同的组或语块 心理学家从知觉和记忆的角度
,

对这个问题进行 过 探 讨‘ ’
,

〔”。

例

如
,

约翰逊 曾采用
“

成对联想
”

的方法
,

对此问题作过实验验证
。

结果 表明 ,

一一

肉陇其

⋯
啄

厂

一
一一

志
盆

,一

不

⋯
而

︸

印曝

一一

一

旧

⋯
方

图 句子 的分析树

在短语交界的地方
,

其
“

转移错误概率
”

最高
,

即遗忘率高 而在短语结构内部
,

其 转 移

错误概率较低
。

前者的遗忘概率要比后者大数倍
。

这说朗
,

处理句子 的怎语结构分析方

法是有一定的心理学根据的
。

它们确实抓住了人们如何分析和组织句子 以达到知觉和记

忆的特点
。

事实上
,

人们对句子的理解过程
,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

就是对句子 的分解

和组块的过程
。

因此
,

一旦人们正确地把句子作了分解和组块
,

他也就基本上理解了这

个句子
。

同时
,

我们采用短语结构分析方法的另一 目的
,

是试一试各种 自然语言的处理方法

在处理汉语时的有效性
。

句子分析的作业流程见图
。

,

对句子 的分析
,

除了名词短语
、

动词短语 和介词短语 以外
,

我们 还

特设了一项虚词
,

古汉语的虚词数量多
,

出现次数
一

山多
。

它们在二句 话的不同位

置
,

具有不同的句法功能
。

这是古汉语独特之处
。

在我们的十个古汉语小故事中
,

有十

二个虚词
,

即 之
、

者
、

所
、

而
、

其
、

也
、

以
、

贝叮
、

乃
、

耳
、

矣
、

就
。

仅以知识库中虚词 规 则 中 的
‘

之
”

字为例
,

说明它在不同情况下的句法功能
。

果
“

之
”

在动词后面 之 , 或在介词后面 之
,

则作为代 词
,

,

代 表

人
、

物或事 例如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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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 句 处 理理理 课文 分析完否

··

查
‘

阅
·

词 典典典 宁组装并存入记忆忆

访访问特定规则集
‘‘‘‘‘‘‘‘‘‘‘‘

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句子 分析完否

合合适的规则激活活

组组成 短 语 结 构构

中中间 结 果 处 理理

图 句子分析作业流程

数人饮
“

之
”

木足
。 “

之
”

代表酒
。

·

遂与
“

之
”

行
。 “

之
”

代表狐
。

如果
“

之
”

的前面无动词
, “

之
”

的后面为名词 之
,

’

则作 为 动 词
,

是
“

去
” 、

‘到
”的意思

,

例如

至
“

之
”

市而忘操之
。

如果
“

之
”

字在两个名词之间 之
,

则
“

之
”

为助词
,

相当于
“

的
”

字
。

例如

以子之矛
,

陷子之盾

如果
“

之
”

字前面是名词
,

后面是形容词 之
,

则
“

之
”

字 是副 词
,

相

当于
“

很
” 、 “

非常
” 。

例如
“ 吾 盾 之坚

,

吾矛之利
”

译作
“

我的盾很坚固
,

我的矛很锐利
” 。

如果
“

之 字在两个动词之间 之
,

或两个动词短语之间 之

则
“

之
”

字为连接词
。

它不具有任何词义 , 只 是连接它的前后两部分成为一句
。

例如 计

之曰
。

以上是以“

之
”

字为例
,

说明古汉语的句法分析如何处理虚词
。

分析过程主要是自底向上进行的
。

三 翻译

句子经过分析后
,

、

就划分出了各种短语结构或语块
。

机器对课文的翻译 , 也是以短

语为单位进行的
。

在作业过程中
,

翻译子程序根据不同类型的短语
,

去访问特定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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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集
,

寻找合适的规则 ,一旦发现某规则的条件部分得到满足
,

规则的行动 部分 立即

被激活
,

执行一系列动作
,

其中包括某词是否需要译 出 取词典币哪个词义 是否需要添

加什么词 ,词序是否需要作适当的调整等等
。

柱

添加

为了使译文通顺
,

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时 ,
‘

有时需作词的适当的添加
,

例如

添补虚词“ 的
” 。

若名词短语第一个词的句法特征为邹民定词户或
“

形容 词
” ,

后 面

为名词
,

那么
,

在译 出第一个词后
,

插入一个虚词
“

的
” 。

如
“

吾盾
”

译为
“

我的盾
” 。

添补量词
。

古汉语一般不用量词
,

现代汉语却需要
。

我们在词典中
,

对 于人 和

动物的名词标明惯用的量词 人的量词为
“

个
” ,

马
、

鹿
、

驴为
“

匹
” ,

虎
、

狐
、

鸟
、

蚌为
“

只
” ,

蛇为
“

条
” 。

但我们规定
, 只有在

“

有
”

字后面 出现这些词 ,

才添加量词‘ 例如在
“

鹏 蚌 相

争
”

这个故事中
, “

蚌方出曝
,

而鹏啄其肉
”

译文中的蚌和鹃前面都不 加 量 词
,

但
“

有 死

蚌
” 、 “

有死鹃
”

则译作
“

有只死蚌
” “

有只死鹉
” 。

省译

古汉语小故事中的虚词 ,

在某些情境下往往不必译 出
。

就
“

之
”

而言
,

它在两个动词
·

短语 之间
,

起一
“

连词
”

的作用
,

象
“

誉之曰
” 、 “

计之曰
”

和
“

⋯ ⋯饮之有余
”

等
,

在 译 成

现代汉语时
,

不译 出来反而显得顺 口 。

根据规则的规定
,

凡满足这种条 件 时
,

中 间 的
刁之

”

就省略不译
,

只译前后两个动词
。

因此 ,

机器就把它们分别译为
“

夸 口说
” 、 “

心理盘

算说
”

等
。

选取不同的译词

有些词有几种不同的译词 ,

需要根据不同的上下文来选 取 合 适 的 译 词
。

如 动 词
召为

” ,

在不同的情况下
,

分别有
“

成了
” “

身为宋国笑
”

译为
“ ⋯⋯成了宋国人的笑柄

”

和
召给

· , ·

⋯添上
” “

吾能为之足
”

译为
“

我能够给它添上脚
”

等多种译词
。

这些不同的译词
,

在词典中均予以列 出
。

但究竟选取哪个译词
,

则由规则根据具体的上下文来确定
。

词序调整

古汉语的词序和现代汉语一样
, 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且

,

两者基本上是 对应 的
,

一

般情况下
,

不需要词序的调整
。

但有时也需要把句子的结构调整一下
,

翻译 起 来 才 顺

当
。

如
“

一人蛇先成
” ,

它的结构为
。

机器在译此句之前
,

先用一条调序

规则
,

进行预处理
,

把此句的结构调整为
, 十 ,

然后再进行翻译
。

至于短语

呐部词序的调整
,

那是在翻译过程中处理的
。

上下文参照

词的翻译或增删
,

不但需要参照短语内部或句内的上下文关系
,

有时还要参照句外

的上下文关系
。

例如
,

在
“
画蛇添足

”

一文中
,

前面提到
“

一人蛇先成
” ,

后面 又出 现
‘

一

人之蛇成
” 。

人们懂得
,

这两个
“

一人
”

并不是指同一个人
,

根据上下文来看
,

后者是
“

另

一个人
” ,

所以
,

机器在处理时
,

也同样地往回搜索一下
,

看看前面是否已经提到过
“

一

人
” 。

如果已经出现过
,

并且带有表示时间先后的副词
,

那么
,

在译 后一个
“

一 人
”

时 ,

前面应添加个
“ 另

”

字 并且
,

根据量词添加规则
,

在“

一
”

与
“
人

”

之间
,

添 加量 词
“

个
” 。

这样
,

该短语就被译为
“
另一个人

” ,

看起比较通顺和达意
。

句子的结构可能是不同的
。

有的是简单句 ,

有的是复合句 ,有的是并列
‘

复合 句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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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属于主从复合句
。

所以
,

在翻译时
,

要把整个句子分解成各子句
,

送到不同的层次去

处理
。

当然
,

最终还是以一个短语结构为单位
,

去访问翻译规则集
。

通过规则的引导
,

去查阅词典 再通过规则生成译文
。

一个较 长的短语
,

往往需要连续激活一条以 上的 规

则才能被译 出
。

翻译作业的流程见图

。入 已 分 析的课文

十

应画三⋯司卜

一
一
沽

一

束

匕竺
” 理

⋯
令

⋯
访 问特定规贝,集

十

〔二红亘万月

一 ⋯ 竺圣竺产二宜全竺
个

卜 ’ 、

’一生 钟竺里
个

合合适的规则激 活活

翻翻 译和 生成语句句

中中间 结 果 处 理理

图 翻 译作业 流程

四 人机对话

我们还设置了人一机对话部分
,

使机器在一定范围内能处理现代汉语
,

通过现代汉

语与人进行对话
,

回答有关的问题
。

对机器提的问题分两类 一是
“

是什么
” ,

二是
“

为什么
” 。

前一类问题包 括 句 法 知

识
、

词
、

句的解释等
。

例如

问
“

以子之矛
,

陷子之盾
”

中的
“

之
”

字是什么意思

答 这两个
“

之
”

是助词
,

译为
“

的
” 。

对
“

为什么
”

问题的回答
,

往往需要另外一些知识
。

例如

问
“

数人饮之不足
” 、 “

一人饮之有余
”

中的
“

之
”

字指什么

答
“

之
”

是代词
,

指的是
“

酒
” 。

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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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因为动词
“

饮
”

后面的宾词必须是
“

液体饮料
” ,

在课文中只有酒是液体饮料
。

问 在
“

鹏蚌相争
”

这个故事中
,

为什么
“

今 日不雨
、

明 日不雨
,

即有死蚌
”

答 因为蚌若缺水时间久了就会死
。

人机对话需要许多并非课文提供的知识
。

在我们的人机对话程序中
,

这种知识还不

多
。

因此
,

它所能回答的问题是十分有限的
。

三
、

需要讨论和进一步探索

的若干问题

前面叙述了我们对机器理解古汉语所做的一些探索性工作
。

有些问题我们或许处理
‘

不当
,

甚至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

一 关于格分析

我们对句子的结构人工地进行了格分析
,

但是在系统中没有应用
。

古汉语和现代汉

语的结构有较强的对应关系
,

除虚词以外
,

基本相同
, 因而

,

不标明词的格
,

对译成现

代汉语影响不大
。

但是
,

如果将古汉语译成其它民族语言
,

标明词的格是必要的
。

我们根据十个小故事
,

把古汉语的格暂定为以下七个
,

即主格
、

宾格
、

宾主格
、

受格
、

工具格
、

处所格 处所始
、

处所终 和状态格
。

当然
,

这七个格是以有限的材料为依据的
,

不一定适当
,

有待进一步讨论
。

二 关于动词的时态问翅

对句子的分析
,

我们也未标明动词的时态
。

这是因为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动词
,

并

无严谨的时态规则
。

古汉语往往以动词前面的副词表示动词的时态
。

例如

蚌方出曝
,

舟已行矣
,

引酒且饮之
。

但更多的情况是
,

整个故事中的动词都没有任何时态标志
。

例如 故事
“

自相

矛盾
”

就是如此
。

若单独分析其中一句话
,

如
“

誉之 日
” ,

我们很难确定 它 的 动 词 的 时

态
。

但是
,

把这一句话置于故事之 中
,

我们就知道
,

它们都是过去的行动
,

因为故事本

身就是过去发生的事
。

机器译成 的现代汉语
,

虽无时态标志
,

我们看起来还通顺
,

是因

为它符合我们的思维和语言习惯
。

三 关于词的增删

古汉语非常简练
,

往往省略一些词
,

译成现代汉语时
,

需要予以添补
。

前而已谈到

量词和虚词
“

的
”

的添补
。

此外
,

有时还需添补介词
、

动词及其他的词
。

“

放之山下
”

和
“

置之其坐 ”这类句子
,

相 当于现代汉语的
“

把
”

字句
。

在译第一句时
,

需加上介词
“

把
”

和
“

在
” ,

译为
“

把它放在 山下
” 。

这种介词的添补
,

根据动词的语义特征

和上下文关系
,

有时还是有规则可循的
。

有些古汉语句子缺少动词
,

这种情况
,

只 能针对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

因为很难找到

普遍可应用的规则
。

另外
,

动词的过去式一律加或不 加
“

了
”

字
,

都不能使译文符合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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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习惯
。

我们对动词宾语的过去时态加
“

了
”

字
,

其他情况一般不加
。

如
“

折颈而死
”

译为
“

折断脖子死了
” “

兽见之皆走
”

译作
“

野兽看见它们都 跑 了
” 。

可 是
“

了
”

的 用 法 很

多
,

有些用法人很容易理解和使用
,

但对机器来说却非常困难
。

在这种情况下
,

不得不
一

作 一些具体规定来处理
。

关于名词的复数怎么处理和表示
,

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 “

狐假虎威
”

中的
“

百兽
”

和
·

召兽
” ,

指的都是复数
。

机器把前者译作
“

各种野兽
” ,

而把后者译为
“

野兽
” ,

这是根据前

面的数词而作的具体规定
。

在古汉语句子中
,

经常省略主语
。

译文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添加

主语
,

并无规律可循
。

我们让机器
“

忠于 ”原文
,

不添补 主 语
,

但 有 时 不 见 得 很 通

顺
。

此外
, 如前面已谈到的

,

某些词的省略不译
,

可以使译文更加通顺
。

但是
,

什么情

祝下应省略不译
, 要找到普遍的规律 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

总之 , 由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
,

为了使译文接近人们的语言习惯
,

必须对一些词进
二行增删

。

但是
,

许多情况下
,

很难找到可普遍应用的规则
。

这是需要进一步加以探索的

问题
。

四
、

结 束 语

我们以十个古汉语小故事为材料
,

对机器理解古汉语的问题进行了实验研究
。

机器对古汉语的处理是以短语为单位进行的
,

并特设了一项虚词短语
。

古汉语的一

大特点是经常使用虚词
。

除虚词以外
,

古汉语的句法结构与现代汉语基本 上
·

类 似丁
’

因

此
, 基本上依照古汉语的原有形式

,

可以译出能为人接受的现代汉语
。

这也是因为
,

我

国人民习惯于依靠较大的知识背景
、

依靠思维和推理来理解语言
,

而单独一句话的 形 式
,

居于次要地位
。

由于古汉语非常简炼
,

译成现代汉语时往往需要添补一些词
。

有些词的添补
,

只能

根据具体情况做些具体规定
,

因而还不能称之为规则
,

也就是不能称之为语法
。

如何寻
一

求既符合我国人民的语言习惯
,

又适用于计算机的语法
,

是语言学家
、

心理学家和 计 算
二机科学家应该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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