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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合作机制的汉语名词性隐喻理解方法

苏 畅
,

周昌乐
厦 门大学 人工智能研究所

,

福建 厦 门

摘 要 从全新的合作角度来研究有效进行名词性隐喻理解的方法
,

提出本体和喻体的三种合作方式
。

基于互

动论的思想
,

采用知识库与语料库相结合的方式来抽取隐喻句的表述义
。

实验结果表明
,

提 出的基于合作机制

的隐喻表述义提取算法是有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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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论哪一种自然语言
,

都普遍存在隐喻用法
。

隐喻是语言

运用中十分普遍的现象
,

不但文学语言如此
,

日常语言
、

科技语

言同样如此
。

隐喻思维也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机制之一
,

因此

这一关键问题也是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中心

问题之一
。

不解决隐喻语言的理解问题而仅仅局限于字面意

义的获取
,

对于语言的深人理解是远远不够的
。

从这个意义上

讲
,

找到隐喻语言理解的解决方法
,

哪怕是初步的
,

也必定有助

于更好地提高语言的机器理解水平
。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

出现了一些隐喻语言理解的各种

初步模型
,

如基于优先语义的方法
,

包括优先语义方法川
、

词

汇语 义 方 法比 , 〕 基 于 隐喻知识 的方法
,

包括 隐喻突 显 理

论风 , 〕、

基于实例的模型 〔 〕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基于类 比

推理
、

逻辑推理的方法
,

包括结构匹配 「吕 ,
、

隐喻的结构理论
〔’“ 〕和隐喻逻辑理论 ”

, ’“ 」。

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
,

利用统计方法来处理语言信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

除了
”

,

’ 〕利用潜在语义分析方法从语料库中挖掘语义信息

外
,

于 以〕 年给出了一种基于语料库的隐喻句提取引

擎
「” 。

前人对隐喻做了很多研究工作
,

但从合作机制出发来考察

隐喻的产生与理解问题还未曾见到
。

本文拟从该点展开对隐

喻的研究
。

合作本身的一些特性与隐喻的理解有许多相似之处
,

如

“

同从异出
” “

互动
” “

合作双方达成一致
” “

达到双赢
”

等
。

本

文提出基于合作机制的隐喻理解方法
,

关注隐喻的理解本质
,

有效地对隐喻现象进行了解读
。

与已有的工作相比
,

本文提出

的方法的主要特点有 基于隐喻理解的互动论 将隐喻理解建

立在合作的基础上 将基于知识的方法和基于语料库的方法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 有效地对隐喻理解内在机制进行了解读 隐

喻表述义提取的正确率较高
。

名词性隐喻的合作机制

本文重点研究名词性隐喻的理解机制
,

如
“

律师是狐狸
”

“

希望的肥皂泡
” “

如银的月色
” “

祖国
,

我的母亲
”

等
。

本体和喻体的合作关系

本体和喻体的合作关系如图 所示
。

本体之
喻体

图 本体和喻体的互动

将本体和喻体都看成是
,

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两

个 之间的关系
。

这两个 显然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

它们之间可能合作也可能对抗
。

本体和喻体只有在合作的条

件下才可能构成隐喻
,

才具有意义
。

隐喻的一个本质属性是同从异出
,

即从不同的个体中看到

其中的相似之处
。

对于本体和喻体这两个
,

它们的合作

过程就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
,

也就是同从异出
。

隐喻表述义

的获取是隐喻研究的关键问题
。

可 以把表述义的获取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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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成果
,

对本体和喻体都带来好处
。

, 合作方式

在隐喻中
,

本体和喻体的地位不同
。

本体是主动的
,

喻体

是被动的
。

本体和喻体的合作方式有以下几种

喻体展示 自己的属性 往往是较显著的属性
,

本体也

具有这个属性
,

则一拍即合
,

合作成功

喻体展示 自己的属性
,

本体不具有这个属性
,

但本体具

有的另一个属性与喻体的属性有相似之处
,

则本体同意将该属

性作为合作的基础

喻体展示 自己的属性
,

本体不具有这个属性
,

且本体具

有的所有属性与喻体的属性均无相似之处
,

但若本体与该属性

可以搭配
,

则本体同意将该属性作为合作的基础
。

当出现如下状况时
,

称本体和喻体不合作 喻体贡献出 自

己的属性
,

本体不具有这个属性
,

且本体具有的所有属性与喻

体的属性都无相似之处
,

本体与该属性又不可以搭配
,

则合作

失败
。

合作所处的认知世界

在隐喻中谈合作
,

是针对某一认知世界的
。

不同的认知世

界中
,

本体和喻体的合作可能性是不 同的
。

在一个认知世界

中
,

该本体与该喻体是合作的并不能保证在另一个认知世界中

它们也是合作的
。

基于合作机制的隐喻理解实验系统

前人用语料库方法实现隐喻理解系统的分析

‘ ”
,

’礴 〕利用潜在语义分析方法从语料库中挖掘语义

信息
。

他给出了一个基于向量空间的隐喻解释计算系统
,

即
一

框架
,

能处理形如
“ ”

的隐喻
。

首先
,

利用潜

在语义分析方法
,

计算语义距离
,

得到分别与 和 语义相关或相似的词集合 然
一

后建立构建

集成
一

脚
,

模型
,

把与喻体 语义距离相

近的词语选出 与本体喻体组成反馈网络
,

利用上下文影响网

络参数
,

计算出本体 与哪些喻体相近词具有较高的语义联

结
,

即为隐喻的解释
。

给出了一种基于语料库的隐喻句

提取引擎
‘, ’ ,

主要关注于大规模语料库中隐喻的识别

与分析
。

利用潜在语义分析方法和互信息 的方法先分别获取

本体和喻体的特征集
,

再将两者取交集获取隐喻的表述义的方

法在本质上是基于比较的观点
,

不是基于大家接受的互动论的

观点
。

分别获取本体和喻体的特征集
,

然后将两者取交集获取隐

喻的表述义的方法有其固有的缺陷
,

原因如下

因为本体对于读者是不太熟悉 的
,

所以在语料库中对

本体的描述不多

完全采用统计方法从语料库中提取本体和喻体的属

性
,

从现有的技术水平来看
,

准确率不高

本体不一定有此属性
,

但可 以通过本体和喻体的互动
,

动态地生成该属性
。

基于语料库的方法不受限于手工构造的知识库 所需的语

言知识是利用统计方法从大规模语料中挖掘处理的
,

但上述方

法均未深人研究隐喻的理解机制
,

因此效果也不理想
。

本文提

出方法将基于知识的方法和基于语料库的方法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
,

创新地使用合作机制来解释隐喻行为
。

系统构建的依据和原则

该系统是基于合作机制的隐喻理解 实验系统
。

系统处

理的是汉语名词性隐喻的表述 义 的获取问题
。

在喻体特征

集的获取方面
,

发现喻体相对于本体是 更为人们熟知的概

念
,

否则无法帮助人们对本体进行认知
。

而本体是隐喻句的

话题所在
,

是作者要 阐述的重点
,

本体一般对读者来说较为

陌生

笔者手工构建了喻体特征的知识库
,

一方面是由于完全

依据统计获得的喻体特征错误率太高
,

这将直接影响系统的

性能 另一方面
,

如前所述
,

人们对喻体较熟悉
,

有能力构建这

样的知识库
,

但构建过程中也将使用统计方法作为辅助手段
。

选取《读者 》作为语料库
,

将《同义词词林 》作为判别相似词 的

依据
。

基于合作机制的隐喻表述义提取算法

, 隐喻句的形 式化表示方法

隐喻句可以看成是一个三元组
, ,

科
。

其中 是本体

是喻体 为喻体的特征集
, 、 马是

喻体的特征
, 二 ,

⋯
,

川
。

喻体特征的 同义词集

定义喻体特征 的同义词集 二 , 为喻体的第 个

特征且
,

与 是同义词
, ,

⋯
,

川

隐喻表述义获取算法

设本体为 二 ,

喻体为
,

喻体特征集
、 。 , 。 ,

⋯
, 。

对

喻体的每个特征
,

构建对应该特征 的同义词集 二 ,

⋯
,

算法思想 先确定选哪个特征作为待选特征
,

再从该特征

的同义词集中选择最合适的词作为该隐喻句的表述义
。

隐喻表述义获取算法如下

半手工构建喻体特征的知识库
,

获取喻体 的特征集
。

以《同义词词林 》作为判别相似词的依据
,

构建特征 。‘

的同义词集
‘ 二 ,

,

二 , 。

选取
,

使
‘ , ,

, 的值取最大
,

即
‘

缨
,

, ,

川
。

其中 叭
, ,

刃 由该同义词集
‘

与本体的可

搭配程度决定
,

使用 厂 二 、

熟尸
、 , ‘ 表示

。

从
’

中选取最合适的词作为该隐喻句的表述义
。

考

查该同义词集中的每个特征与本体的关系
,

看哪个词 与本体最

合作
· 。 ‘

铭 ·。 , 。

‘

即为所求的隐喻表述义
。

实验结果分析

语料库选择为《读者 》
,

大小为
,

体裁包括小说
、

散

文
、

文摘等
。

之所以挑选《读者 》作为语料库是基于以下原因

代表性
。

有 一 定 的代表性
,

能反 映典型 的汉语语言现象
。

广泛性
。

所选语料能较全面地反映出隐喻中本体和喻体的

各种用法 。

真实性
。

语料 自然真实
。

比喻这种修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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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基于合作机制的汉语名 词性隐喻理解方法
· ·

出现较多
。

实验系统的粗框图如图 所示
。

系统采用 十 十

实现
,

总控模块提供本系统的主界面
,

并可调用其他模块完

成各项功能
。

总控模块

输人模块一 数据库模块 统计模块 隐喻理解模块 输出模块

同义词表

系统处理了

句举例如下

喻体特征表卜州喻体特征半 自动提取模块

图 系统框图

个典型隐喻句
。

系统能正确理解的隐喻

律师是狐狸
,

该隐喻句表述义输出为 律师是精明的
。

女人是水
,

该隐喻句表述义输出为 女人是温柔的
。

。 风景如画
,

该隐喻句表述义输出为 风景很美
。

他是大象
,

该隐喻句表述义输出为 他很重
。

岁月如梭
,

该隐喻句表述义输出为 岁月流逝快
。

时间是金钱
,

该隐喻句表述义输出为 时间宝贵
。

系统无法理解个别隐喻句的原因是该语料库中有关该隐

喻句的本体信息太少
。

隐喻句的理解正确率如表 所示
。

表 隐喻句的理解正确率

隐喻句 理解正确率

名词性隐喻句 一阶

名词性隐喻句 二阶

通过实验
,

一方面肯定了所采用的基于合作机制的隐喻表

述义提取算法的思路及其算法实现的有效性 同时也发现了个

别分析不了和错误的地方
,

这为将来进一步完善基于合作机制

的隐喻表述义提取算法指明了方向
。

结束语

从实践中认识到
,

隐喻的使用是非常普遍
。

隐喻理解是自

然语言理解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

在语篇理解中有着重要的作

用
。

通过观察可 以发现
,

人们对喻体往往 比对本体熟悉
,

这

也是人们使用隐喻的原 因
,

即通过一个较熟悉的事物去谈

论另一个 比较不熟悉 的事物
。

基于此
,

使用半手工方式来

构建喻体的属性知识库是可行的
。

所谓半手工方式
,

是指

采用统计方法从语料库 中提取喻体的属 性
,

但提取后必须

经过人工确认
,

这样才能保证属性知识库的可靠性
,

同时又

不乏客观性
。

进一步的改进将着眼于开发基于语料库的深层语义的近

义词判别系统
。

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隐喻理解系统的理解

正确率
。

参考文献

一

四 罗 」
, , 一

〕 卿

」
, , 一

」
,

,
, 一 ,

,

, 一 一

【

〔
, , 一

一

即娜
仁。

,

而
,

」 目 印

【 」
, ,

「
,

罗
,

一

叩 留

【 〕
, , 一

即

即 仁
, ,

〕 即

, 仁
,

川 张威 汉语语篇理解中元指代和 隐喻的机器 消解研究 〔 〕杭

州 浙江大学
,

〔 」张成
,

周 昌乐 汉语隐喻理解的逻样描述初探 〔 中文信息学

报
,

抖
, 一 二

口

, , 一

【 」 吟
, ,

一

仁 〕 甲
一

即
,

抖
,

一

「 〕 即 罗 〔 〕
,

上接第 页
一

以
, ,

〕
一 一

【
,

〕刀 玩

一

叩
一

昭

一 一

〕
,

爪

侧 。 叮

肠铭
一

川
, , 一

昭 〕
,

一

」 一 【 」

了

, 一

而

叮 〔
, , 一

【 」 钾 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