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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从军 邹 崇理

【
提 要 】

ＡＢ
—

演算刻 画 句 法推 演能 力 太弱 ， 许 多合语法的 语 句 在 Ａ Ｉ ３
—

演算 中没 有合适的推 演 形 式 。

斯蒂德 曼在 ＡＢ
—演算的基础上增加组合规则 ， 产 生 了原 生 态 的 组合 范畴语 法 ＣＣＧ ， 大 大增 强 了 范 畴语 法

处 理 自 然语言 的 能 力 ， 比 如 它能够处 理像 非 成分毗连这样的 非连 续 问题 。 但是对于话题 句 、 尤其是汉语 中

存在的 各类话题 句 ， 原生 态 ＣＣＧ 显得无能为 力 ， 因此需要对原 生 态 ＣＣＧ 进行扩展 。 在 原生 态 ＣＣＧ 中添加

话题化规则和话题化范畴 ， 可以有效地处理汉语的各 类话题化语 句 。

【关键词 】
ＡＢ
—

演算 组合范畴语法 不连续 成分 话题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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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范畴语法 ＣＣＧ是斯蒂德曼在 ＡＢ
－■

演算基础上是范畴 。

增加与组合逻辑组合子 Ｂ
、
Ｔ

、
Ｓ相对应的组合规则而产１ ． １ 范畴

生的范畴语法 ， 它是上下文敏感的范畴语法 ， 比早期范定义 １ ． １（ＡＢ
—

范畴 ） 已知 Ａ 是
一

个有穷的原子

畴语法 的推理能力大大增强 。 ＣＣＧ 的句法 和语义之间有范畴集 ， 范畴集 Ｃ 是一个满足下列条件 的最小集 ：

一

个非常透明 、 直截 了 当的接 口 ， 语义表 达式和句法范？
ＡＧＣ

畴
一

同被存放在词库 的词条上 ， 是一种完全词汇主 义的．

（ ｘ ＼ ｙ） ，（ ｘ／ｙ ）ｅ ｃ ， 如 果 ｘ ，Ｙｅ ｃ

处理方式 。 ＣＣＧ表现 的现象 比词汇功能语法和 中心语驱使 用斯蒂德 曼主 目 靠右的范畴记法 ， 用算子 卜把词

动语法等语法表现的现象要深 ， 它可 以更快地评价语句汇与它 的范畴连接起来形成 间 条 （本 文我们 不给出 语义

中 的语词是否有依存关 系 、 谓词
一论元关系等 ， 而且速

度最快 。 从信息计算 的角度看 ， 在使用各种语法理论支

持的计算机分析器中 ， 组合范畴语法支持的分析器分析＊ 基金项 国 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 目
“

自 然语言信息处理 的

最快 ， 准确性也很髙 。逻辑语义学研究
”

（ １ ０＆ＺＤ０７ ３ ） 成果 ； 湖南省社科基金 项

０
“

组合范畴语法与汉语 处理
”

（ １ ２ ＹＢＡ １ ５ ０ ） 研究成 果 ；

一

、 ＡＢ
—

演算中 国博 士后科学 基金 （ ２０ １ ２Ｍ５ ２ ０３ ８ ） 资助 ， 湖 南科技学 院
“

十二五
”

重点建设学科
“

汉语言文字学
”

资助 ； 湖南省Ｓ

八Ｂ
—

演算是所有形式主义范畴语法 的共同起点 ，点建设学 科
“

思 想政 治教 育
” 项 ＦＩ 资助 ， 项 ＩＩ 号 湘教 发

它楚 巴 希勒尔 （
Ｂａ ｒ

－Ｈ ｉ ｌ ｌｅ ｌ ） 对 爱裘凯维茨 （ Ａ
ｊ
ｄｕ ｋ

－

［ ２
〇ｕ ］ ７ ６ 号 。

ｉ ｅｗ
ｉ
ｃ ｚ ） 的句法演算 （Ａ

ｊ
ｄ ｕｋ ｉｅｗ ｉｃｚ

） 进钉方 向 性修改 的①Ｂａ ｒ

＾Ｈ ｉ ｌ ｌｅ ｌ ， Ｙｅｈｏｓｈ ｕａ ． Ａ／〇 ／

－

产物 ，

一般被称 为 ＡＢ
—

演算 。
① ＡＢ—演算 的语法对象Ｓ＾ａｃ＾ｃＤｅｓ ｅｒ ｆ々 ／ ｚｏ ｎ ． Ｌａｎｇｕａｇ ｅ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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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 ）
。
如下给出

一些简单词条例子 ：（ ６ ）＊ 中 国 ［反抗 日本 ；Ｕ ？ｐ
并且 ［打败 ］ （Ａ ？ Ｐｖ？ Ｐ

。

（ １ ）ａ ． 中 国 １

－

叩 ；１
．
３ＡＢ—演算处理汉语的局限性

ｂ． 日 本 卜叩 ；尽管使用 ＡＢ—演算可 以处理大量的语言 现象 ， 但

ｃ
． 打败 卜 （ ｓ ＼ ｎ

ｐ）／叩 。是由于它使用 的规则不具有结合和交换的性质 ， 因此无

１ ． ２ 规则法处理汉语中模态词与及物 动词毗连 、 副词与及物动词

在 ＡＢ
—

演算中 ， 范畴通过如下两个对方 向敏感的毗连 、 主谓毗连 、 主语和状语毗连 、 直接宾语和 间接宾

函项应用规则进行运算 。语毗连及宾语与后置状语毗连等现象 ， 这些毗连是分析

函项应用规则汉语的非成分并列组合结构不可缺少 的中 间环节 ， 主谓

ａ ． Ｘ／ＹＹ＝＞ Ｘ （＞ ）毗连还是分析汉语宾语提取
“

的
”

字结构不可逾越的 阶

ｂ ． ＹＸ ＼Ｙ＾ Ｘ（＜ ）段 ；
ＡＢ

—

演算也无法实现及物动词和助词的毗连推演 。

在给 出
一个表达式的推演时 ， 我们先把它的词 汇按考虑下面的语句 ：

固有顺序依次列 出 ， 同时从词库 中引人它们 的范畴 ， 然（ ７ ） 大学生应该珍惜并且合理利用时间 。

后把规则应用 到毗连的成对范畴上 。 通过加 下划线及给在标准分析中 ， 模态词
“

应该
”

和副词
“

合理
”

被

下划线标注代表规则的符号来表述每
一

步推演 。 不带标指派从不及物动词范畴到不及物动词范畴 的 函项范畴

记的下划线表示从词库 中 引 人
一

个范畴 。 使用 （ １ ） 中 （ ｓ ＼ ｎｐ ）／（ｓ ＼ ｎｐ） 。 然而 ， 为 了能对 （ ７ ） 实施并列组

的词条 ， 下面给出
一个语句的推演实例 ：
合 ， 在及物动词

“

珍惜
”

和
“

利用
”

吸收了 它们的宾语

（ ２ ）之前 ， 需要分别 与
“

应该
”

和
“

合理
”

组合 。 而使用

中国打败曰本ＡＢ
＿

演算规则无法执行这 个组合 ， 简约表述如下 ：

ｎ
ｐ（

ｓ＼ｎ
ｐ ）

／ｎ
ｐｎｐ（ ８ ） 大学生 ［应该］ （ ，ｗｖ （ ５ ＼ ？ｐ＞［珍惜 ］“

、
？ ｐ ）

／
ｎｐ 
并且

＞

３
＼
ｎ
ｐ亂 （ ！ ｉ ＼ ｎｐ ＞

／
＜ ｎ

＼
ｎｐ ＞［利用 ］ ｎ ｐｌ ／ ｎ ｐ 

日寸 间 。

？
＞

再看下面的宾语提取表达式及其成分的范畴指派 ：

范畴语法类型驱动的本质为基本的并列组合现象提（ ９ ） ［学 生Ｌ■ ［回答 ］ （
，ＵＰＶ？ Ｐ［的 ］ ＜

ｎ
ｌ

ｌ
／ ？ｐ

＞ｗ？ ｐ ） ［问

供了
一

个 自 然 的 解 释 。 假定 并列 联 结 词 （ 和
、
且 、题 ］ ？ ｐ 。

或
……

） 的范畴是从两个相同类 型的范畴映射到另
一

个完成这个推演需要主语与谓语毗连 的规则 ，
ＡＢ—

同样类型 的范畴的 函项 ， 可以模式化地描述为 （ ３ ）
， 我演算对此无能为力 。 又如下面的我们称之为汉语的右节

们可立即推 出 （ ４ ） 中并列组合成分的分布 。点提升语句 ， 完成这个推演涉及到 主谓合并形成的非成

（ ３ ） 和 卜 （ Ｘ ＼ Ｘ）／Ｘ分的并列组合 ：

（ ４ ）ａ ？ 中 国反抗并打败 日本 。（ １０ ） ［小 昆 ］ ？Ｐ［爱 ］ 而 ［小东 ］ ？Ｐ［不

ｂ
．
＊ 中国反抗 曰本并打败 。爱］

（ ｓ ＼ ？Ｐｖ ｎ Ｐ小华 。

ｃ ？ 中 国打败了韩国并贏了世界杯 。使用 ＡＢ
—

演算无法给 出 主语和状语毗连 的推演

ｄ ？ 刘 国梁打败瓦尔德内尔并髙呼 。形式 ：

ｅ ． 张莺带来并给我一本书 。（ １ １ ） ［小海 ］ ？Ｐ［经常 ］ 而 ［小虎］ ？Ｐ［很

ｆ
？ 中 国打败 日本和俄国 。少］ （Ａ ？？ ） ／ （ ，

、
？ Ｐ） 喝酒 。

我们约定 ： 如果
一

个推演的大部分步骤是明显 的 ，使用 ＡＢ— 演箅无法进行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毗

仅仅需要强调
一个关键步 ， 就把与该关键步相关的词汇连推演 ：

放在
一

组 ， 并且显示该组词汇或词汇串 的 范畴 ， 省略非（ １２ ） 妈妈给 了［女儿１［
一

块糖 ］？？ 和 ［儿子 ］ ？Ｐ

关键的或 与具体推演 目 的 不相 关的步骤 。
例如 ， 语句［

一

块饼干］？
Ｐ
。

（ ４ｅ ） 的推演可 以简要描述如下 ：使用 ＡＢ—演算无法进行宾语和后置状语的 毗连

（ ５ ） 张莺 ［带 来 ］ 并 ［ 给 了 我 ］ “Ｗ ／
－Ｐ

—

推演 ：

本书 。（ １ ３ ） 小红 喝 ［红牛 ］ ？ ｐ［很 快 ］ 而 ［咖

（ ４ｅ ） 展示 了
一

个双宾语动词 吸收 了它的间接宾语后与啡 ］？ Ｐ［很慢丸Ｗｍ ， ＼ ？ Ｐ ＞
。

一个及物动词并列组合 。使用 ＡＢ
—

演算也无法解释下面 的我们称之为汉语

另一方面 ，
（ ４ｂ ） 被 自 动阻止 ， 因为

“

反抗 日 本
”

的重型 ＮＰ
—

移位现像 ， 即 宾语离 开了 它的 典型位置 ，

具有不及物动词范畴 ， 它不能和及物动词
“

打败
”

的范解释此类现像箱要实现动词与助词的毗连推演 ：

畴进行并列组合 ：（ １ ４ ） 张三 ［吃］ ［ 了 ］ 饭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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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ＡＢ＿演算的
一

个致命弱点就是生成能力 太个直接作用是与 向前和谐复合规则一起实现主谓毗连推

弱 ， 其根源在于缺乏刻画 自然语言结合性与交换性的规演 ， 从而诱导 出汉语及物 句 的结合性 。 推演 （ ２ ） 有下

则 。 对 ＡＢ—演算进行扩展 ， 就需要增加刻 画结合性与面的
一个择换推演 ：

交换性的规则 。Ｕ ６ ）

中 国打畋曰本

二 、 原生态组合范畴语法 ＣＣＧ叩
： 丁＿）＿ｎ Ｐ

ｓ／
（
ｓ＼ｎｐ ）

斯蒂德曼基于组合逻辑的三个组合子 （ 复合组合子＾
＞Ｂ

Ｂ 、 类型提升组合子 Ｔ 和置换组合子 Ｓ ） 定义新规则 ， ；
＞

把这些新规则增加到 ＡＢ—演算中 ， 得到 了原生态组合有 了向 前和 谐复 合规则和 向前类型 提升 的 规则 ，

范畴语法 ＣＣＧ 。
？ 原生 态 ＣＣＧ 有效地解决 了 上面提到ＣＣＧ 就有能力直接解释汉语中 的宾语提取现象 。 例如 ，

的 ＡＢ＿ 演算无法处理的各类非成分毗连现象 。宾语提取表达式 （ ９ ） 的推演形式如下 ：

２ ． １ＣＣＧ 的和谐复合规则

汉语语法在一些层面具有结合性 。 特别地 ， 基于复＾＾——Ｉ

合动词 的并列组合和宾语提取的分析 ， 綱新的语法系
．

＞Ｔ（續叩 （叩加卵叩）叩

ｓ／
（
８
＼
ｎｐ

）

统应该有能力推演非标准成分 ， 这就需要配置刻画结合


＾


＞Ｂ

性的新规则 ， 接下来的两条规则就是满足这
一要求的基ｎｐ ／ｎ ｐ

＿

＜

^

于复合组合子 Ｂ 的规则 ：＾
＞

向前和谐复合规则 （＞ Ｂ ）现在也可以 给出 （ １ ０ ） 的推演 ：

Ｘ／ＹＹ ／Ｚ
＝＞

？ Ｘ／Ｚ（ １ ８ ）

有了 这个规则 ， 模态词
“

应该
”

的范畴 （ ｓ ＼ ｎ
ｐ ）／７Ｔ^ｎＰ

、

丁（
ｓ ＼ｎｐ ）

／ｎｐｐＣ＼Ｘ
）
／Ｘｎｐ＿

 （
ｓ ＼ｎｐ ）

／ｎｐ叩

（ ｓ ＼ 叩 ） 就可以和及物动词
“

珍惜
”

的范畴 （ ｓ ＼
ｎ
ｐ ）／ Ｓ＾ｎｐ

）
＞Ｂ，Ｐ

）－

Ｄ

ｎ
ｐ进行复合运算 ， 得 到

“

应该珍惜
”

的范畴 （ ｓ ＼ ｎ
ｐ

）／＾
＾

＾— ＜？＞

叩 ， 同理得到
“

合理利用
”

的范畴 （ ｓ＼ｎｐ ）／ｎｐ ；
再根ｓ

＞

据并 列联结词 的范畴指派 ， 可得到 语句 （ ７ ） 的 成分酣也可以 给出 主语和状语的舭连推演形式 ’ （ １ １ ）

“

应该珍惜并合理使用
， ，

的范畴为 （ ｓ ＼ ｎ
Ｐ ）／叩 ；

进一
的推

＇

演形式如Ｔ ：

步 由 向前 和向后的函项应用规则 ， 便可 以完成整个语句
（ １ ９ ）

＿±Ｂ经常而小虎很少喝酒
（７ ） 的句极推演 ：叩

： Ｔ
（
ｓ ＼ｎｐ ）

／
（
ｓ ＼ｎｐ ）（

Ｘ＼Ｘ
）
／Ｘｎ

ｐ 二 丁
（
ｓ＼ｎ

ｐ ）
／
（
ｓ ＼ｎｐ ）

ｓ＾
ｐ

（ １ ５ ） 大 学 生 ［ 应 该 珍 惜 ］ （ ｓ ＼ ｎ ｐｖ ｎ ｐ 并 ［合 理 使座迦＞Ｂ＿Ｐ ）
＞Ｂ

用 ］ （ｓｗ） ／ ｎｐ
时间 。啊

 ｓ／＿
命

向后和谐复合规则 （＜ Ｂ ）
ｓ

Ｙ ＼ ＺＸ ＼ Ｙ
＝＞

ＢＸ ＼ Ｚ向后类型提升规 贝“＜Ｔ）

在汉语 中 ， 很难提供
一个使用 向后 和谐复合规则进士

行运算的简单例子 ， 在后面对直接宾语和 间接宾语的 《；＾
ｓ

ｆｆ
连分析及对宾语和后置状语的舭连分析 中 ， 可以看到这

ｆ如 卜
．

个规则的使用 。 在考虑基于 Ｂ诱出 的刻 画交换性的规则｜ ２
（
） ）

之前 ， 我们先转 向类型提升规则 ， 它们与 和谐复合规则^

一起进一步扩张 了ＣＣＧ 的结合性。＿印＿


（

ｓ
／ｎｐＭｓ／

ｎｐｙ
ｎｐ

）ｓ
＼
（
ｓ／叩）＾ （

ｓ／
ｎｐ

）
＼
（ （ｇ

／ｎｐ ｙｎｐ ｓ＼
（
ａ／ｏｐ

）^

２ ． ２ＣＣＧ的类型提升规则ｓ＼
（ （

ｓ／ｎｐ
）
／ｎｐ）



ｓ
＼
（（

ｓ
／
ｎ
ｐ）

／
ｎ
ｐ）

咖

基于组合子 Ｔ 的类型提升规则把
一

个较简单的范畴
—）

． ＜

转换成 函项范畴 ， 它包括 向前类型提升规则和 向 后类型使用这两 个规则也可 以实现宾语和后置状语的毗连

提升规则 。

向前麵提升麵 （＞ ）①Ｓ ｔｅ ｅｄ ｒｍｎ ， Ｍａ ｉ

＇

ｋ ．Ｗ／ａｒｅ

Ｘ＾ｔＹ ／ （Ｙ ＼ Ｘ）
ｔ ｉｏｎ ．

Ｃａｍｂｒ ｉ
ｄ
ｇ
ｅＭａｓ ｓ ：ＭＩＴＰ ｒｅ ｓｓ． Ｌ ｉｎ

ｇ
ｕ ｉｓｔ ｉ ｃ Ｉｎ

ｑ
ｕ ｉ ｒｙＭｏｎｏ

－

这个规则可使原子范畴变成一个函项范畴 ， 它的
一

ｇｒａｐ
ｈ

，１ ９ ９ ６ ： ３０
—

４３ －

４ ２



姚从军 邹崇理 ： 组合范畴语法产生和发展的动因探析
——从句法演算的视角看


推演 ， （ １ ３ ） 的推演如下 ：
生缺 口 结构 。

① 目前也没找到它们在汉语分析 中 的应用

（ ２ １ ）实例 。

小红喝红牛很快而啤酒很慢
￣

（顿― （
ｘ＼ｘｙｘ叩

＾
（
ｓｗｐ）＾ ）

—

话颖句与原牛杰 ＣＣＧ 的扩展
（
３
＼ｎｐ）

＼
（（ ｓ

＼ｎ ｐ
）
／ｎｐ

） （
ｓ
＼
ｎｐ

）

＼
（（

ｓ＼ｎ
ｐ）

／ｎ
ｐ）

Ｎ

 ＜Ｂ
＜ Ｂ

（

ｓ
＼ｎｐ）

＼
（（

８＼ｎ
ｐ）

／ｎ
ｐ） （ｓ＼

ｎｐＷ （ｓ
＼ｎ
ｐ）／ｎｐ）？

？
名词短语可 以充当普通汉语句子的主语和宾语 ， 也

—

ｓ
．＿！，二

＜

可以充当汉语话题句的话题成分 。 在充当汉语句子的主

２ ．３ＣＣＧ 的交叉复合规则语和宾语成分时 ，
我们 为之指派范畴 ｎｐ ， 必要时再利用

至今所讨论的规则都是保序的 。 但是 自 然语言 的某向前和 向后类型提升规则将其范畴转换成 ｓ
／（ ｓ ＼

ｎｐ）

些语言成分在语句 中可以 离开它们的典范位置 ， 为刻 画和 ５ ＼（ ｓ ／ｎｐ）
， 便可以 完成

，
通汉语句的推演 。 但是 ’

这一现象 ，
ＣＣＧ 引入 了刻画 自 然语言交换性的交叉复合如果给充 当话题成分的 名词短语指派范畴 ｎｐ ， 不管使用

原生态 ＣＣＧ 的什么规则 ， 几乎无法给出 相应语句 的正

＾后交叉复合规则 （＜ＢＪ确推理形式 。 为处理无 占位代词的宾语提取话题化语句

Ｙ／ ＺＸ ＼ Ｙ＝＞ ？ ，Ｘ／Ｚ的推演 ， 斯蒂德曼提出 了
一种句法操作规则 ， 他称之为

现在可 以 实 现及物 动 词和 助 词 的 毗连推演 ， 语句话？化规则 ’ 表达如下 ：

（ １ ４ ） 中 的
“

吃
”

在吸 收它 的宾语
“

饭
”

之前先与助词Ｔ
，—Ｘ

－

＞Ｓｒ ／（ Ｓ／Ｘ ） 。
②

“

了
”

连 ， 其推演如下 ：有 了这个表达式 ， 我们就可以 实现如下推演 ：

（ ２ ２ ）（ ２３ ）

张三吃


了 饭＿

發丄 ．

叩（

ｓ＼ｎ
ｐ）

／
ｎ
ｐ（ｓ

＼ｎ
ｐ）

＼
（
ｓ＼ｎｐ ） ^

ｎ
ｐ——

？
Ｅ＿

Ｔ
ｔ〇〇 ， ，

ｎ
ｐ

＇

￣＞Ｔ（ｓ
＼ｎ
ｐ）

／ｎ
ｐ

 ＜Ｂ ＸＳ
Ｔ
／
（＿＞Ｂ

＞ｓ＼ｎｐ

ｓ＼ｎ
ｐ
■＞

向前的交叉复合＾则
则可 以用来处理复杂主语中心成

ｘ／ｙｙ ＼ ｚ＝＞Ｂ ， ｘ ＼ ｚ分话题化语句的推演 ：

（ ２４ ）

通常认为 向前交叉复合规则 在英语语法中 是无效也工

＿孩子他们的听话

的 ， 因 为它会导致不合语法的爬升词序 。 不过 ， 它 必须


是通用语法
一部分 ， 因 为它对于分析像土耳其语这样 的

——－——

Ｔｕ
＾
—＾——

＜Ｂｘ

有更大词序 自 由度的语言的爬升现象非 常重要 。 目前还
Ｓ
Ｔ
／
（ Ｓ

／ｎｐ）
，￣＞

没找到该规则在汉语分析中 的应用实例 。
ＳＴ

２ ． ４ＣＣＧ Ｗ＊ｍａＷＪ这条规则可 以用来处理复杂宾语中心成分话题化语

置换规则基于组合子 Ｓ ， 它包括和 谐置换规则和交胃 ：

—如
、

比凿 ，、ｃ 、香烟我喜欢抽湖南的
向 則和谐置换规则 （〉Ｓ ）ｎ

ｐｕ
ｐ （

ｓ＼ｎ
ｐ）

／ｎ
ｐｎ

ｐ
／ｎ
ｐ

ＣＸ／Ｙ）／ＺＹ／Ｚ＝＾ｓＸ／Ｚ ｓＴ／（ ｓ
／ｎｐ）

Ｔ
ｔｏ
ｐ ｓ／

Ｃ
ｓＶｉ

ｐｆ


（ ｓ＼
ｎ
ｐ）

／ｎｐ^

向后交叉置换规则 （＜ＳＪ＾＞

ＳＴ

Ｙ／Ｚ （Ｘ ＼ Ｙ）／Ｚ
＝？ｓ ｘＸ／Ｚ也可 以检验 ， 这条规则还可以用来处理像

“

五块钱
这两个规酿处酿语麟生缺 ａ结幢需要的 ，

纖龄乞丐 了
， ，

雜的貼佩词随驗语提取话

但是汉语语法不会使用这样的删 ， 因为英语的寄生缺
题化语句 的推演和像

‘ ‘

那个乞丐我 给了五块钱
，
，

这样 的
Ｐ ０

无 占位代词 的间接宾语提取话题化语句 的推演 ， 具体 的
向后和谐置换规则 （＜ｓ）

Ｙ ＼ Ｚ（Ｘ ＼ Ｙ ）＼＾ ＞
ｓＸ ＼ Ｚ

向 前交叉置换规贝 ｊｊ〇民 ）①Ｂａ ｌｄ ｒ ｉ ｄ
ｇ
ｅ ， Ｊ

．
Ｌｅｘ ｉｃａ ｌ ｌ ｙＳｐｅｄｆｉ ｅｄＤｅ ｒｉｖ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ｔｒｏ ｌｉ ｎ

Ｃｏｍｂｉ ｎａ ｔｏｒｙ 
Ｃｚ

ｔ ｅｇｏｒ ｉａ ｌ Ｇｒａｍｍａ ｒ ．ＰｈＤ． ｔ ｈｅｓｉ ｓ．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ｉ ｔｙ
ｏｆ

（Ｘ／Ｙ ）＼ ＺＹ ＼Ｍ ＼ ＺＥｄ ｉｎ ｂｕ ｒｇｈ ，
２ ０ ０２ ：８８ ．

这两个规则绝不会被英语语法使用 ， 因为缺乏用作②Ｓｔ ｅｅｄｍａｎ
，
Ｍａ ｒｋ ．ＴＡｅ／Ｖｏｗ ｓ ．Ｃａｍｂ ｒ ｉ

ｄ
ｇｅ
Ｍａｓｓ ：

输人的词汇范畴 。 然而 ， 可以用它们分析其他语言的寄ＴｈｅＭ ＩＴＰｒｅｓ ｓ ，２〇００ ：２ １ ５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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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演略 。 （ ２８ ）

斯蒂德曼 的处理方法很具有 启 发性 ， 但是我 们认软件 （对于软件細ｉ是 门外汉

（

ｓ
＼
ｎ
ｐ）

／
（
ｓ
＼
ｎ
ｐ）

ｎ
Ｐｓ＼ｎｐ

为对汉语来说不太令人满意 ：
因 为汉 语话题化语句有ｓ ｒ／

（

ｓ
＼
（ （

８
＼
ｎ
ｐｙ（

ｓ
＼
ｎ
ｐ） ））

砷ｓ
／
（
ｓ＼
ｎ
ｐ ） （

ｓ
＼
ｎｐ

）

＼

（ （

ｓ
＼
ｏ
ｐ ）

／
（

ｓ
＼
ｎ
ｐ） ）

好几种类型 ， 此条规则对 于上面几种 话题句 的推演是眷Ｐｙ
（— ））＝

＞
Ｂ ｘ

ｉｓ用的 ’ｘｄ
？

其他类 ａｍ话 适用
：

中 ￥有汉语 中还有像
“

小龙 女杨过爱她
”

这样的 有 占 位
像

“

这件雄布料不 错
”

緋的复杂主语的 修贼分
代晒宾语＿话腿语句 ， 像

“

浦祕永垂 不朽
’ ，

话题化语句 、 像
“

你娜賴喜欢
＾

凡
’ ’

这關 复
＾

这關 有 占 位代猶 主 语縣话廳语句 ， 以 及 像
胃 Ｍ胃

“

ｗ ｉｐ ｉｎ
’

‘ ‘

那个乞 丐我给他五块钱
”

这样 的有 占位代词酬 接宾

＾
的斜格 成分 （ 除主宾语之外 的難 名

语提取腦化语句 。 对 于这样隨购賴 ， 上 而的
砸语成分 ） 话题化语句 ’ 对于这样的话题句 ， 上面的

两个话题化规则 都无 能 为 力 ， 增加新 的话题 化规则

＝

题化规则无能为力 ， 为此我们引 人上述话题化规则ＷＴ＿
＂

：
Ｘ—Ｓ ｒ／Ｘｔｏ乎很是不 妥 ， 因 为话题成分在基本

ｍｍ ｎｒ ：

 ，语句 中是主宾语 ， 给它们指派 范畴 ｓ （再根据 ｔ ，，提升
Ｔ ｔ ｏ／ ：Ｘ ＾ Ｓｔ ／（Ｓ ＼ Ｘ ） ０

、为 ＳＴ ／ Ｓ ） 与直观相差 甚远 ， 倒 不如 根据推理需要 直接

在词库 中给话题成分指 派话题范畴 ｓ
ｉＶｓ

， 这里 的具体
分话题化语句的推演 ：

组合范 畴语 法 及其 扩展也可 以 用 来处理汉 语 的

ｎＪｎｐ

—“

把
”

字句 、

“

被
”

动句 ＇ 焦点句 ＇兼语句 、 连 动句等 ，

ＳＴ／（Ｚｌｏ） ）
Ｔ

ｔ〇
ｐ

＇

ｎ
ｐ

＼
（
ｎ
ｐ
／ｎ
ｐ）

＜Ｔ对于它们 的处理另 文再论 。 随着组合 范畴语法广泛地

雄ｐ
／ｎ
ｐ）
￣￣＜Ｂ

应用于汉语分析 中 ， 必将进一步推 动组合 范畴 语法的

＾
＞

完善和发展 ， 大大提高 计算机对汉语 的处 理能 力 和

可以检验 ， 这条规则可 以用来处理复杂宾语修饰成鱗 。

分话题化语句的推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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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规则 还可 以用来 处理斜格成分话题化语句 的＆

推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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