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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汉语动词语义分析为突破口，以语义的可计算作为研究的目标，对汉语动词语义分析进行了从
理论到实践的探索。
其特色在于文科与理科的结合，在研究中既注重从传统的汉语研究中吸收营养，也注重从语言工程建
设的角度探讨研究成果的应用前景，一方面可以为汉语信息处理研究提供汉语理论研究的成果，另一
个方面也充分利用汉语信息处理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些基于中文信息处理的应用研究，进一步细化了
汉语动词语义分析研究，可以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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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深深感到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汉语基础研究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本书的研究价值也正在于此——为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提供切实可行的汉语语言学方面的支持，并尝试
着把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成果之一的语料库技术运用到汉语动词语义的分析研究之中。
　　1.2 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汉语研究还远远不能满足中文信息处理的需要。
这固然有其客观的原因，但也有其主观的原因。
　　从客观方面看，汉语本身存在着许多与印欧语言不同的地方，比如，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汉语书
面语不分词连写、缺少形态变化以外，汉语的表达重意合，不重形合，汉语中常出现缺省等等，这些
也都增加了汉语研究的困难；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研究历史还很短，汉语语法研究还不够成熟
。
这使得汉语研究难以满足中文信息处理的需要。
　　从主观方面看，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受到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始终没能形成汉语自己的理论
体系，总是带着印欧语的眼光来看待汉语、研究汉语。
而汉语又与印欧语言有着许多的不同，这就难免会削足适履，很难把汉语研究好。
而且，传统的汉语学家一直是面向母语是汉语的人来研究汉语，人们也似乎习惯了约定俗成式的语法
。
这种汉语研究结论的正确与否，很难有一个合适的检验标准。
因为，母语是汉语的人并不是根据研究出来的汉语语法来说、写和理解的，而是根据从小习得的汉语
的语感来说、写和理解。
还有现有的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汉语研究主要不是面向语义，而是面向句法。
这是现有汉语研究的一个最大缺憾。
所以难以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中文信息处理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王惠等（1998）在《（现代汉语语义词典）的概要及设计》一文中就认为：“我们的语义分类体系是
为了辅助语法分析而设计的，因此，语义分类的标准及分类深度均应从为语法分析服务的角度来确定
。
应用语义知识应着重于解决那些仅靠语法规则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标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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