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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赋值的模糊统计分析 ”
’

马 谋 超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

非京

摘 要

本工作来用 了一种称之为区 间统计
一

的模糊统计方 法
,

对三个 维度上 的量词

或分 类词作 了经验的赋值工作
。

它们分别 涉及差异量词
、

及 完好性和肯定性 约

分 类词
。

差别量词有
‘

无
’ , ‘

儿乎无
, , ‘

较小
’ , ‘

中
’ , ‘

较大
’ , ‘

很大
’ , ‘

扭大
’ 。

完

好性分 类词 有
‘

劣
’ , ‘

差
’ , ‘

可
’ , ‘

良
, , ‘

优
, 。

、

有关肯定性的有
‘

少许
, , ‘

基本
’ ,

‘

坚决
’ 。

文 中列 出 了若干统计的指数
。

它们
‘

相应于每个词义的模糊 集 隶 属 而
.

数
,

心理量表值和模糊度
。

从所得结果中可 以表征
,

所有给定的语词
,

除极个 ,时

外
,

都属模糊概念
。

还可看到
:

在它们之间有着严格 的序关系
。

在心理量表止
,

相补的有序词义之间的距离是不等的
,

而且各自都有不 同的模糊度
。

一
、

问 题 的 提 出
-

在人类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过程中
,

常常需要对诸如事件的严重性
、

作业绩 效 的 完 满

性
、

主观见解的肯定性
,

等等作出评估
。

通常
,

用以表达这种评估的最方便的手段 就是使

用 自然语言中的各种修饰词或量词 (亦称语言值 )
,

比如
,

描述完好性的
‘

优
’ 、 ‘

良
’ 、 ‘

可
’ 、

‘
差

’

和
‘

劣
’ ; 描述不同严重程度的比较级和最高级量词

。

经验表明
,

人们使用这些语言值

不仅符合逻辑
,

而且应用恰当
。

大家都会接受这样的事实
: 〔1

,

幻比〔3
,

4〕更符合于
活

比 5

小得多
”

这个命题
。

而 〔3
,
4〕则比〔1

,
2〕更适宜

“

比 5 小一点
”

的命题
。

由此可 以想象
,

在
经验系统中人们使用语言值来描述客体或现象的特征时是存在着某种关系的

。

揭示这样

的关系乃是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

鉴于心理测量数量化的实际需要
,

以及知识工程中自然语义模糊表达的推进川
,

语义

赋值成了一个基础性工作
。

习惯上
,

赋值是主观假定的
。

须知
,

科学意义上的赋值务必遵

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
,

要求在数字系统上严格地保持经验 系统中存在的关系
。

因此
,

赋值

本身便成了一个经验研究的课题
。

传统上
,
语义定量的研究是通过在一维或多维评价量表上确定一个点来实现的山

。

近

年来
,

L a k of f等人认为一个词的界线
,

决非是一个点
,

而是一个区间 [s1
。

经验地实现这一

这间的统计
,

正是随机集模糊统计的试验模型 [’J
。

本文的赋值工作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
_

土的
。

1 ) 本文于 1 9 8 9年 3月2 9 日收到
。

.
自然科学 国家基金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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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方 法

被试
:
参加这一赋值调查的对象是青年学生

,

共有 2 53 名
,

分别来自一所普通高中和

师范学校
。

材料
:
给定三类修饰词

。

它们是描述差异的量词 (
‘

无
’ 、 ‘

几乎无
’ 、 ‘

较小
, 、 ‘

中
’ 、‘

较

大
’ 、 ‘

很大
’

和
‘

极大
’
)

,

描述完好性的修饰词 (
‘

劣
’ 、 ‘

差
’ 、 ‘

可
’ 、 ‘

良
’ 、 ‘

优
’
)以及描述肯定

度的修饰词 (
‘

少许
’ 、 ‘

基本
’ 、 ‘

坚决
’

)
。

它们按各自类别随机地印在试验用纸上
。

每个词

旁都留有空格
。

要求被试依照词义所含特性多少
,

在指定的闭区间挑选一个适 当的 数值

范围 (包括一个实数 )填入空格
。

赋值规则
:

该词含有的属性越多
,

应选取的数字越大 ;词义越含混
,

数 字范围则应越

宽
。

反之
,

当自认为词义明确
,

毫无含混时
,

也可选用其中的一个数表出
。

选用的数字必

须限于给定的区间
。

统计方法
:
首先

,

把给定区间的实数作为元素顺序地排开 , 然后
,

统计出落人每个元

素上的频数 ;最后
,

将频数一一除以总数得出频率 (该频率被定义为相应于该概 念表 出的

模糊子集的隶属度)
。

在此基础上
,

各元素上所得频率的加权平均值就是本文所说的赋值

统计结果
。

三
、

结 果

各种修饰词赋词统计结果
:

表 1 差 异 量 词 赋 值 结 果

极大
区间实数 x

频率 f 0 0 4
。

0 4
。

1连
。

6 2
。

8 3

很大
。

0 0 8
。

0 0 8
。

0 1

较大

X

f

。

0 08
。

0 2
。

1 2 。 4 8
。

8 0
.

69
。

2 0
。

0 2

0 1 2 3 4 5 6 7 3 9 王0

较小
一万一{

几乎无}—

0 1
.

2 3 4 5 6 7 8 9 功

一{一;
无 尸一一一

} f

0 1 2 3 4 :

.

匀g
。

0 0 8

为了获得一个直观的了解
,

在这里
,

选取了表 1 中部分量词的赋值函数
,

画出 了它们

的图象
,

如图 1 所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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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

优优优 区间实数 xxx 0 1 2 3 4 5 6 7 8 9 1 000

频频频 率 fff
。

0 0 4
。

0 0 4
。

1 7
。 8 0

。

弓999

良良良 XXX 0 1 2 3 4 5 6 7 8 9 1 )))

fffffff
.

0 2
.

0 8
。

6弓
。

9 7
。

2 8
.

〕0 888

可可可 XXX 0 1 2 3 4 5 6 7 8 9 1 )))

fffffff
。

0 2
。

0 2 。 0 2
。

1 1
。

4 2
。

90
。

5 5
。

0 8
。

0 2
。

》111

差差差 XXX 0 1 2 3 4 5 6 7 8 9 1 )))

fffffff
。

1 5
。

3 8
。 4 5

。

5 5
。

6 4
。

4 5 。

1 2
。

0 0 444

劣劣劣 XXX 0 1 2 3 4
一

5 6 7 8 9 1 {)))

fffffff
。

6 0
。

6 9
。

6 2
, 4 7

。

2 5
。

1 2
.

0 4
。

0 0 888

表表 3 肯 定 度 修 饰 词
.

赋 值 结 果果

坚坚决决 区间实
.

数 xxx 0 1 2 3 4 5 666

fffffff
。

0 0 连
。

0 3
。

0 2
。

2 7
。

9 555

基基本本 XXX 0 1 2 3 4 5 666

fffffff
.

0 1
。

0 3
。

17
。

6 1
。

8 2
。

5 4
。

1222

少少许许 XXX 0 1 2 3 4 5 666

fffffff
。 2 0

。

8 8
。

72
。

17
。

0 5
.

0 0 444

l
.

!
、龟,

.矛乎才

产了

了了.
翁娇

在图 1 中
,

从峰值看
,

量词
‘

中
’

位于〔0,

10 〕的 中点位置 5 。

比较级量词
, ‘

较小
,

与
‘
较大

,

在 3 与 7 上
。

而最高级量词
, ‘

无
,

与
,

极大
,

的峰值则落在数轴的两个端点上
,

0

与10
。

从形状看
,

比较级
、

最高级在量词
‘

中
’

的两边呈现出良好的对称性
。

图 1 中所有曲

线表明
,

每个给定的量词 (除
‘

无
’

外 ) 都对应

着一个模糊子振 臼
。

‘
-

为了实用的需要
,

在表 1
、

表 2 与表 3 的

数据基础上做了加权平均
,

其值被视为最后

的量表值
。

同时
,

还计算了各自的模糊度
. 。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
量词

‘

无
’

与
‘

中
’

的

. . , . . .

区间实数(论域 ) x

图 1 部分云词 在印
,

1们 上的额率分布(A一
‘

无
’ ,

B一
‘

较小
’, C一

‘

中
’ , D 一

‘

较大
’, E 一

‘

极大
’

>

模。度L (人) =

勇刁!
·

: (

一
竖 (一

⋯
,

、
(

一{
1

,

当

0 ,

当

林^ (x )>
。

5

卜^ (x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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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差 异 量 词 的 量 表 值 与 模 糊 度

几乎无 较小 较大 很大 极大

量表值S

模糊度L (A ) 4 9
。

07 3 4
.

2 3
。

2 4

表5 完 好 性 修 饰 词 的 量 表 值 与 模 糊 度

1
一竺些

-

_
_

⋯
二鲤丝全址匕止让一

_

了
_ _ _

_

_竺
_

_
_ _

~

!生一一止生一一
_

_ _ _ _

_ _

表 6 肯 定 度 修 饰 词 的 量 表 值 与 模 糊 度 乙

少许 基本 坚决

见表值 S

模 糊度L (A )

。。

6 3 (
。

3 7 ) △
。

8 4 (
。

1 6 ) 1
.

0 0 (0
。

0 0 )))

。。

2 7
。

3 9
。

1555

模糊度最小
。

而
‘

几乎无
’ 、 ‘

很大
’

与
‘

极大
,

的模糊度又小于
‘

较小
,

与
‘

较大
’ 。

表 5 的结果表明
, ‘

可
’ 、 ‘

良
’ 、 ‘

优
’

相邻两个量表值距离是相近的
,

而
‘

劣
’ 、 ‘

差
, 、 ‘

可
’

毗邻两个量表值距离却相差甚远
。

并且
, ‘

差
’

与
‘

劣
’

的模 糊 度 也 远 大 于
‘

优
’ 、 ‘

良
’ 、

‘可
’ 。

把表 4 、

表 5 和表 6 联系起来考察修饰词或量词的模糊度时
,

似乎显示出 这样一个

倾向
:

类似最高级的修饰词或量词
,

它们的模糊度是小的
,

而类似比较级的量词模糊度则

大些
。

四
、

讨 论

关于给定的修饰词或量词赋值得到的函数性质的分析
:
在上一节里

,

已经列出了各

修饰词或量词的赋值结果及其模糊度
。

表 4 示出
,

量词
‘

无
,

与
‘

中
’

的模糊度近乎于零
。

这说明它们在人们的心 目中是明确的
。

根据集合理论可以说明
‘

无
’

与
‘

非无
’

这两个集合

的界线是分明的
。

集合
‘

无
,

中的元素只有论域〔0
,
1的中的实数 0

.

它的特征 函数完全

可由 1 或 0 表征
,

具体地说
,

f 1
卜无Lx ) = 亏

L0

当x = 0 任〔0 , 10〕

当x 笋 0 任〔0
,
10〕

盛
一

健

也 表 6 中括号里的数据是根据经脸斌值计算推出的
。

细节待本文讨论部分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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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
,

其余的修饰词或量词
,

在实数轴上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
。

而且很明显
,

该量
一

词所包含的在论域上的那些实数
,

其函数值也非都是 1
,

而是 〔0
,
1〕中的连续值

,

见表 1
、

2
、

3
。

这说明那些修饰词或量词所对应的是模糊集合
。

这些词的本身
,

自然可被看作

是模糊概念或模糊标记
。

既然
,

这些模糊概念对应的是模糊集合
,

为什么赋值时要求被试者在给定的实数轴上

仍作明确的区间划分呢? 的确
,

应当承认模糊概念
,

它在数值上没有明确的起点与终点
,

邵对它没有明确的划分
。

但是
,

为了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
,

在每次赋值试验下
,

将不
‘

确定的划分确定化
,

通过大量的统计试验 (它是建立在相容性原理基础上的一种模糊统计

试验 )之后
,

可得到数袖上的实数 (元素 )对该模糊概念的隶属频率
。

研究发现
,

在一定条件

下
,

模糊统计试验所得到的隶属频率也具有稳定性质〔“J。 随机集落影理论认为
,

把这种隶

属频率所在的数定义为用以描述模糊集合函数的隶属度是可取的
[8 ’。

如何解释表 4
、

5
、

6 所显示的下述倾向
:
类似最高级量词

,

它们 的模糊 度会更小

些 ? 一个原因可能是最高级量词从指定的区间里选取一个数字范围时
,

其终点 受到实验
:

给定的区间限制
。

因为在这里词为赋值是不可能 将终点向外延展的
。

自然
,

该赋值范围

的这一端不确定性减小
,

整个词的模糊变也扰随之减小了
。

最后
,

必须对表 6 中括 弧内的淮论量表值作出说明
。

原本有关肯定度的 给定修饰词

是
‘

少许
, 、 ‘

基本
’

和
‘

坚决
’ 。

自然
,

经验赋值的结果只有相应的三个量表值
。

考虑到本作者

发展的新型类别量表
—

多级估量量表‘7 ’上含有肯定度的维度
。

而这个维度又是由
‘

坚
一

决反对
’、 ‘

基本反对
’ 、 ‘

少许反对
’ 、 ‘

少许赞成
’ 、 ‘

基本赞成
’

和
‘

坚决赞成
’

六个类别

祈组成
。

在这种场合下
,

量表的数量化首先务必将所有这些语词赋值
。

所幸
,

本文中图 1

和已有资料〔8 , ’
指明

,

在含有两个相 付类 8lJ (诸如
,

长短
,

大小 )构成的心理量表上
,

对应于

比较级和最高级的修饰词或量词所形成的函数形式具有良好的对称性
。

由此有理由冠以
’

赞成类别为正值
,

反对类别为负值
。

正负表示方向相反
。

根据间距量表零点的
’

任意性质
」

作可容许的坐标转换
,

去负值并予以规范化
,

最后得 出表 6 所列数据
。

五
、

结 论

采用区间统计方法有效地表征出给定的量词或分类词
,

除极个别 的 外 (例 如
,

量 词
一‘

无
’

)
,

具有明显的模糊性质
。

所得结果还有力地表明在这些量词或分类词之间有着严格

的序关系
。

按照词义所含属性
,

由少到多顺序排列为
:
差异量词

‘

无
, , ‘

几乎无
’ , ‘

较小
, ,

‘

中
, , ‘

较大
, , ‘

很大
, , ‘

极大
, 。

完好性的顺序为
‘

劣
’ , ‘

差
’ , ‘

可
, , ‘

良
, , ‘

优
, 。

肯定性的

领序为
‘

少许
, , ‘

基本
, , ‘

坚决
’ 。

统计结果还指明
,

在心理量表上
,

给定的 各分类词或量词相 令雨的距离是不等的
。

最后
,

给定的词义有着不同的模糊度
。

其中
,

量词
‘

无
,

与
‘

中
,

的模糊度近乎于零
。

类

拟最高级量词
, ‘

几乎无
, , ‘

很大
’ , ‘

极大
’

的摸糊变小于比较级量词
, ‘

较小
, 、 ‘

较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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