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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主要讨论汉英两种语言特殊动词短语表示方式的不同
,

包括动词短语的拆分
、

变形和辅助成

分的确定
。

在分析模块给出的中间语言信息不够详尽的情况下
,

需要生成模块针对性地作进一步处理
,

才能得到规范准确的译文
.

生成模块中一个详尽的词典非常重要
,

提出的生成策略就是在一个完备的

词典的基础上通过规则来实现的
.

关键词 : 动词短语 ; 中间语言 ; 生成模块 ; 词典 ; 生成规则 ; 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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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殊动词短语的拆分
、

变形和补助成分的添加
。

2 动词短语汉P) 的类型

有一类动词短语可看成是由动词 (v )与一个辅助

成分构成的
。

辅助成分可以是介词短语P( P)
,

介词如

Pu
,

ni 等
:

也可以是附加词
,

我们称这个附加词为

PAR I
,

CI L E
,

一般可看成对应汉语中的副词
,

如。 ut
,

。

ver 和no 等
。

当然这个辅助成分有时很难区别是介词

还是副词
,

如下面的例子
:

例 l
,

lo o k ov
e r

het P a P er

这个短语有两种理解
。

如果把 。
ver 看成是一个

P AR I
,

CI LE
,

该短语的意思是
“
看报纸

’ , ;
而如果把。

ver
看成是一个介词

,

则意思是
“
看在报纸上的某样东

西
” 。

两种不同的理解可用如图1语法树表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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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不管是汉语还是英语中
,

动词短语 (Pv )都是很重

要的成分
,

但两种语言对一些特殊动词短语的表示形

式有一定的差别
,

特别是对
“

动词+ 宾语
”

结构的表

示
。

如汉语中
“
关掉它

”

的中间语言如下
:

*( A- T U RN
.

O F F

(T EN S E P RE S EN T )似O O D D EC)

(T H E N E[ (
*

凡仃 (c Ar P R O N ) (S U B C AT P E R S O N A L P R O N )

(A G RE E SG )口ER S O N T H IRD ) ))

(C AT V ) (SU B C灯场飞田 IN --v ERB ) )

我们可以发现
,

动词
“
关掉

”

在中间语言中被表

示为
“ * A

.

T U R N
.

O F F ” ,

如果简单地按照中间语言生

成英文
,

就会出现不合英文语法规范的结果
“ 加m o ff

it’
, ,

而正确结果应为
“ 加m it o

ff’’
。

从上面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
,

生成模块不能机

械地搭积木似地把中间语言转化为目标语言
,

有必要

借助常识
、

上下文和英文语法对中间语言进行二次处

理
,

对某些特殊成分做特殊的转化
。

本文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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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我们没必要在这里详细探讨辅助成分的

鉴别
,

我们关心的是如何找到规律
,

寻找解决的办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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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后接介词短语和接R 场汀 IC L E有一个很明显

的 区别
。

当 宾语 是 一 个代 词 ( PR o N )的 时候
,

“
V 十R气民n C L E ”

的情况代词要放在P AR T IC L E前面
,

结构为
“ V 十PR O N 十R 巧汀 IC L E ” ,

如
“ 1 of un d it o ut

” 。

而
“

+V P er p
”
的情况代词要放在介词后面

,

结构为
"

协R e P+ P R O N ,, ,

如
“ 1 10 0耽d oll it

, , 。

当后 面 接 的宾语是 N P 的 时候
,

N P 可 放在

P AR I
,

CI L E前面
,

也可放在后面
。

即有两种可选结构
:

tt V + N于+ R叼又r 1C L E ” ,

或
“

V + R巧汀 IC L E+ NP ” 。

例 2
,

1 g ave Pu het g ma
e

.

I ga ve het g

~ Pu
.

而对于 v 十P r Pe 的结构
,

即只能放在介词后面
。

结构
: “

+V P r e P十即
’
飞

例 3
,

1 cil m b e d Pu het lda .der
* I cil mb de het lda d er Pu

.

有一种特殊的动词短语
,

就是不管宾语是什么成

分
,

都得放到短语中间
,

如
“

ke Pe … ni 而nd
” ,

虽然在

英语中的正确表示中间应有省略号
“ … ” ,

但按照中间

语言的规范表示
,

该短语在中间语言中被表示为
* A

-

K E EP
一

创
.

M 环D[
,

我们在生成的时候就要进行拆分
,

把
* A

.

K卫E p
一

创
.

M 环旧的Ro O T( 这里为
“

ke Pe ni 而nd ,’)

拆分为
“ K卫 EP ”

和
“

NI M州 D ”

两部分
,

而把宾语

置于中间
。

例 4
,

我把它记在心里
。

I ke Pe it ni m ind
.

我把他的话记在心里
。

1 k ee p hi s

wo dr s ni l正 11d
.

类似的短语还有
“ c a n , … no ht e

ba kc
” , “ t a k e …

nit
o ac e o u nt

, ,

等
。

上面考虑的都是动词后接宾语的类型
,

没有接宾

语的动词短语也有需特殊处理的
。

带系动词的特殊动词短语如
“

be bal
e ot ” ,

在疑

问句中作谓语成分时
,

要把系动词提到句首
。

例 5
,

他能做这份工作吗 ? 15 he bal
e ot do 侃 s jbo ?

在否定句中
,

否定词
“

no t ” 要置于动词短语中

系动词后
。

例 6
,

15 no t bal
e ot * 15 ba el t o no t

有些动词短语含有尚不能确定的成分
,

如
“

甸
。

ne
, 5 be st

” ,

短语中的
“

noe
、 ”

需借助上下文才能确

定
。

例 7
,

我将尽力而为
。

I丽 n ytr m y be .st

* I初 11甸
o ne

, 5 b e st
.

这句话的主语是
“ I ”

,

且没有其它可指代的对象
,

因此在生成中我们可断定
“

noe
毖”
应由

“

my
”

代替
。

由于人称
、

数和性别的不同组合
,

因此
“

one
,s ”

就可

能有多种情形
。

例 8
,

她会尽力而为
。

S he 诚n ytr her be .st (第三人称
、

单数
、

女性 )

小明会尽力而为
。

x ia o而 n g嫩 n ytr hi s b est .(第三人称
、

单数
、

男性)

我们会尽力而为
。

We 祠1ytr
O ur b est

.

(第一人称
、

复数)

上面讨论的是一些特殊动词短语
。

另外很多动

词需要一个专 门的介词短语 P( P )来作补助成分
。

如

动词
“

gi ve
”

接的补助成分是一个N P和一个介词为
“ t o ”

的P P
,

例
" J a e k g a v e

het b o o k t o ht e l ibr ar y
” o

我们注意到不能用其它介词
,

例如下面的句子就是

错误的
:

例 9
, * Ja比 gave 胶 b o砍 ofr m het libm 习

.

(其实丘。m

het li b r

yar 修饰het bo ko )

但更多的动词却没有这么多的强选择性
,

如动词
“

p ut ”

就能接任何表地点的短语
。

例 10
,

J a c k P ut het b o ko ni het b ox
·

Jac k P u t het bo ko ni 溢de het bo .x

Ja c k Put het b o ko by ht e d 0
Or

为了表示这种情形
,

我们考虑用标识符来表示带特

殊介词 的介词短语
。 “

gi ve
”

的补助成分可表示为
:

NP
+ PP ot[ }

。

同样
,

动词
“ d ec ide

”
的补助成分为

:

NP +P Pl ba
o
ut]

,

而
“ b l a l n e ”

为
: 刊田+

PP [no]
,

如
“ J a c k

b l a m ed het
a e e i dent on het P o li e e ,, O

像
“

Put
”
这样的动词

,

我们己经知道可接任何

表地点的介词短语
,

地点状语其实也可 以是名词短

语
,

如h o m e ,

或者副词
,

如ha kc
,

h e r e 。

在这里
,

我

们有必要区别地点a oc ati no) 短语和表动作路径P( hat of

m o t ino )的短语
。

一般来说
,

以ot 开头的介词短语表示

动作路径
,

这种介词短语不能用于只能接地点短语的

动词
,

如Put
,

下面的例子是错误的
:

例 11
, * I P ut het bai l ot het b o x

·

表 1为我们给出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动词补助成分

结构列表
。

表 1 动词补助成分的各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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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殊动词短语的生成策略

前面己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动词短语的一些特殊情

形
。

现考虑如何在生成模块中实现
。

我们研制的汉英机译系统是在 L i~ 的环境下
,

用 c 。

~ no Li Ps 编写的
。

生成模块包括词典
、

生成规

则和一些 Li Ps 程序
。

句子的生成是以语义的概念框架

表达式为基础
,

而不是语法结构表达式为基础
。

句子

的语义结构直接映射到句子的线性结构
。

生成模块的

每一条规则由一个上下文无关的短语结构描述部分和

一组伪方程式组成
。

词典在生成模块中的确非常重要
。

可以说
,

词典

是一个不断扩充的知识库
,

它包括中间语言所不能给

出的其它信息
。

一个好的词典可使生成规则写起来得

心应手
,

既可减少工作量
,

又可细化某些特殊成分的

生成
。

根据第二部分的讨论
,

特殊动词短语包括下面六

种
:

1
.

动介型(包括类动介型X+V Pr e p)如loo k at

H
.

动副型 (v + 功巧汀 IC L E) 如fi nd uot
m

.

一定要拆分的短语 如k e e P
二

ni m ind

vI 短语中含特定成分的 如甸 noe
, s be st

V 带系动词的短语 如 be bal et 。

V l
.

对补助成分有特殊要求的动词

针对 以上不同动词短语类型
,

采取的生成策略

也有所不同
。

首先我们可在词典中加上分类标志
,

以使系统能对不 同类型的动词短语进行识别
,

然后

才能调用相应的生成规则
。

针对每一种动词短语
,

词典中有各 自的特殊属性
,

即描述该类动词短语 的

独特信息
。

如第六种类型的动词 p ut
,

其在词典中的

表示如下
:

(*孙 P U T

(C灯 V )恨0 0 T
”

Put
,

今

(S I BJ C A r N P +L O C灯OI N )

(PRE S R妊汀一O K M 乍
u t t in g

,

,) (AP S T
.

FO RM
’

争ut
”

) (以 s T P月汀
-

F O R M 勺
u t.,)

我们 以 ( sUB C乃T N甲+ L O C八丁 IO N )来表示动 词

t’v ut ”
必须后接一个名词短语和地点状语

。

当生成碰

到
“

Put
”

这个动词时
,

在词典中发现该词有这种特殊

属性
,

就可在规则中采取相应策略
。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具体的生成例子
。

我们举第三

种类型的动词短语
“ kPee

… ni 而nd
” ,

这种情况比较典

型
。

第一步是在词典中表示该VP
,

其相关特殊属性要

详尽给出
:

*( A
,

KE E P
一

NI 一 IN D

(C A T V )

( S工BJ C AF CP )

(R O O T
’

牡Pe
, ,

) (ER 0 0 T
”
ni 而

n d
, ,

)

(P RE S P AI 灯一O R M
’
吸 e Pe ni g , ,

)

( P RE S 3 S一O R M ” e Pe s , ,

)

(R 铭T- F O 侧M
’
飞 e P t , ,

)

(R 铭 r 即吓理
.

F O R M
’
飞Pe t’’) )

“ k e e P 二

血 1 1血 d ”

被拆 成两 部分
: R O O T 和

ER O O T
,

RO O T表示中心词
,

这个中心词要根据时态
、

人称
、

数等进行特殊变形
,

其各种变形已列在词典中
。

E R O O T表示后一部分
,

是一个辅助成分
,

不随语境

变化
,

因此我们在生成中保持其不变
。

(s UB C AT C F)

表示该动词短语的R O O T在生成的时候要进行拆分
。

有了词典对该动词短语的具体描述信息
,

我们就

可写出
“

ke Pe … ni 而nd
”

接宾语时动词短语拆分的生

成规则
:

(勺 p > 一 > (勿
> < n P>

勿 p e n d >)

(((OX
s u b o a t ) = e e o

((x o het 服 ) = *
d e fi 朋 d

*

)

(x2
二 = ( x o ht

mee ))

(x l = x o )

((x 3 r o o t ) = (x o eor
o t ))

((Zx
o
bj ) 二 + ) ))

其中《xo c幻 = c c幻表示拆分判断条件
,

因为动词短语
“

ke Pe … ni m ndi
”
的属性满足该条件

,

因此这条规则

被激活
。

动词短语Pv 被分成两部分
,

前部分V( ke Pe )

和后部分VP E N D( ni m ni d)
,

宾语成分NP 置于中间
,

规则中< >v < 11p > <叩 en >d 正表示了生成译文中的排列

顺序
。

对于第四种类型
,

即含有未定成分的动词短语
,

需借助上下文来确定短语中的未定成分
,

其实是一个

相对简单的上下文指代问题
。

对于
“ 。 ne

, s ”

的确定
,

也就是确定one
,s所指定的对象

,

然后根据该对象的人

称
、

数和性来决定。 ne
, s的具体形式

。

我们总结出几条

规律
,

有助于不定成分的确定
。

规律一
:

如果中间语言中有施事格A G EN T
,

则

noe
, s倾向于指代该A G E N T ;

规律二
:

如果该动词短语出现在兼语句中作兼语

的谓词
,

则。 n
e’s 应指代该兼语

:

规律三
:

如果当前句子中找不到指代对象
,

则可

在比较临近的上下文中找到
,

即就近原则
。

对于第六种类型
,

即对补助成分有特殊要求的动

词
,

我们引入
“

模板化生成
”
这个概念

。

生成模块负

责将中间语言文本根据不同的概念映射到目标语言的

短语或句子中
,

控制结构是从上到下
,

从左到右
。

映

射过程分为两步
:
词条挑选和基于语义的句子生成

。

生成过程把中间语言的语义表达式作为输入
,

将中间

语言文本逐步分解并按它们的语义功能安排顺序
,

一

步生成译文
。

由于中间语言由分析模块从源语言分析

得来
,

在目前分析技术不够透彻的情况下
,

或多或少

会保留源语言的一些痕迹
,

因此得到的译文就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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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
“
纯

’ , ,

带有源语言的特征
,

甚至会出现意思完全

相反的结果
。

如果采用逆向思维
,

直接面向目标语言做一些辅

助工作
,

就有可能生成更加规范的译文
。

如对该种类

型的动词
,

我们先分析该动词对后接补助成分的要

求
,

在译文中就可遵照这个特殊要求
,

犹如有一个模

板让生成模块来套用
。

我们要让生成规则判断中间语

言中是否具备该动词所需的辅助成分
,

如果都具备

了
,

就 自然而然地可生成 目标语言
,

反之
,

如果有些

成分少了
,

可能是分析模块没分析全
,

我们要在分析

模块找原因
,

也可能分析模块没办法给出进一步的信

息
。

在中间语言己包括所需主要成分的情况下
,

我们

仍需要根据
“
模板

”

添加必要的成分
,

以使译文更加

准确完整
。

如动词 er gr et 后面如果接宾语从句
,

该宾

语从句一般需带一个连接词
“ th a t ”

,

那我们在生成的

时候就要进行添加
。

上迷生成策略是基于我们研制的汉英机译系统

的
,

其它类型动词短语也是按照这种思路来生成

的
。

4 实验结果及结论

本文阐述的特殊动词短语生成策略
,

己应用于我

们研制 的汉英机译系统
,

取得 了令人满意的生成效

果
,

译文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

汉英两种语言在词法
、

句法甚至句法与语义的关

系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异
,

动词短语的差异只是一个方

面
。

我们期望能在生成这一块做更多的工作
,

面向目

标语言
,

引入更多的知识库
,

弥补分析模块的不足
,

以翻译出更规范更准确的结果
。

对于上面提出的
“

模

板
”
生成

,

我们将做更深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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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

(1沁=l 时
,

只有一个字串
,

显然(5 )式成立
。

(2 )令n = N时
,

标
c “

艺
m 矛= o (n )成立

·

(3卜+N 1时
,

参加排序的总字符串数增加 1
,

此

时可分两种情况证明
。

1)新增字串无法归入已有的k个队列中
,

而单独

形成一个队列
,

则总工作量

T N斗广T N十T 新增= 0 (n) + T 新增
,

根据步骤 1(=n l )得
,

T = o (n)
。

2) 新增字串被归入k个队列中的任一个
,

假定归

入第 i队列
,

此时队列i中汉字串的个数mi’ = m +i l
,

总

工作量

玩
1 ` 。 X

m l “ + 。 X

二2 + … + e x

(、 + 1)2 +
. ~ + e x

m扩
一 e ·

m 1 2 + e ·

二2 + ~
.

+ e ·
(m产

+ 2、 + 1)+ … + e ·

耐
=

与
+ Z e 、

m i+ c

由于介为侧 n)
,

Zc
x m i十c也为线性的

,

所以T N十 1

的复杂度为o( n)
,

( 5) 式得证
。

由于在S Pet 16 前形成的队列之间己经有序
,

因而

在经 St Pe 17 的内部排序后
,

St 叩18 输出的汉字串即是

全部排序结果
。

在最坏情况下
,

即参加排序的全部汉

字串的首字符相同
,

而被分配到一个队列中
,

算法的

复杂度与传统的排序方法相同
。

6 结束语

由于汉字字符集属于大字符集
,

由汉字符组合而

成的汉字串的数量更为庞大
,

因而汉字串排序算法的

研究受到普遍关注
。

本文提出了一种汉字串的快速排

序方法
,

它具有以下特点
:

·

能对任意汉字串进行排序
,

算法的复杂度为

O (n)
o

·

传统的排序方法是以在全部数据之间相互比较

为基础的
,

算法的复杂度最低为o( ul og n)
;
而本文采

用将数据先分组
,

再在组内比较的策略
,

使算法的复

杂度降低
,

达到快速排序的目的
。

·

本文所提策略无需将汉字进行类似文献夕1中的

变换
,

仅基于汉字的存储结构就可对汉字串进行分

组
,

降低算法的复杂度
。

·

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汉字串比较位的合一逻辑

运算来判定两个汉字串大小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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