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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隐喻理解中 , 隐喻字面语义表示是隐喻深层语义表示的前提;确切地说 , 隐喻字面语义表示语言作为隐

喻计算的输入语言直接影响到隐喻的最终释义 , 因此隐喻字面语义表示对隐喻的机器理解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但在国内学术界 ,还鲜有这方面的研究。鉴于此 , 该文结合汉语隐喻特点 ,从隐喻字面语义表示的角度出发 ,将汉

语隐喻分为无嵌套隐喻和嵌套隐喻两种。并在分析隐喻字面语义(浅层语义信息和隐喻信息)的基础上 , 提出了隐

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作为隐喻字面表示语言 ,最后给出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生成算法。 实验表明 ,该方法引入

到汉语隐喻解释机制中是富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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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metaphor literal meaning is the premise of deepe r semantic representa tion and

the fur ther processing of me taphor.In fact , as the input language of the me tapho r computation sy stem , the meta-

phor literal meaning representa tion language w ould influence the final semantic calcualtion r esults.I n this paper , w e

fir st cla ssify the Chinese Metapho r into two catego ries , the Un-Nested Metaphor and the Nested Metapho r , ba sed

on the analy sis of Chinese me taphor characteristics.We fur ther design the me tapho r ro le dependency representa tion

language to describe the metaphor liter al meaning in terms of its sha llow semantic and me tapho r informa tion.Final-

ly , 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propo sed method is quite effective in interper ating Chinese 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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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隐喻形式化表示是隐喻计算研究的一方面。戴

帅湘等人首次提出汉语隐喻形式化办法
[ 1]

。但是在

本质上却无法从计算机角度推导出隐喻的真正含

义。隐喻理解首先要获取隐喻的字面语义 ,然后才

能进一步转译到真实意义 。而隐喻字面语义表示是

隐喻识别后 ,对隐喻句子特别是句中的隐喻成分进

行字面上的表示。显然从隐喻识别到隐喻理解需要

有隐喻字面语义表示这一中间过程。

隐喻识别是隐喻字面语义乃至隐喻深层语义表

示的前提。杨芸等人提出了基于隐喻角色依存模式

的汉语隐喻计算分类体系[ 2] ,将隐喻划分为两大系

别:“非常规指称型隐喻”和“非常规搭配型隐喻” ,

并将这两大类进一步细化为 32种子类 ,分别给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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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标记 ,对可能的隐喻成分给出了量化判断方法 ,并

首次尝试了对大规模不同类型的汉语隐喻的自动识

别。在此基础上 , 李剑锋
[ 3-4]
针对搭配型隐喻大

类———以动词为中心的隐喻句子进行了识别 ,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本文在此隐喻识别基础上 ,将 32种

隐喻类别信息引入到隐喻字面语义表示语言中 ,并

从隐喻字面语义表示的角度出发 ,将汉语隐喻分为

无嵌套隐喻和嵌套隐喻两种。

2　隐喻字面语义表示

2.1　隐喻字面语义界定

　　本文是面向隐喻理解来研究隐喻字面语义表示

语言 。因此首先对隐喻字面语义进行界定。我们认

为隐喻的字面语义包括两个方面:浅层语义信息和

隐喻信息 。

2.1.1　浅层语义信息

本文以句子为单位展开研究。句子由词构成 ,

部分词组合成短语。其中句子成分包括词和短语 。

一个隐喻句子可以形式化为一棵树 ,如图 1所示 ,词

节点表示词 ,依存关系描述句子组织结构。

图 1　隐喻句子树状图

图 2　隐喻角色成分

在树状图中 ,我们使根节点只代表词 ,而叶子节

点是由一个词构成的特殊短语 。以内部节点为根节

点构成的子树代表短语 。值得注意的是 ,依存关系

表现形式上体现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 ,实质上却是

词节点所代表的词与其子树所代表的短语之间的关

系 。由于汉语本身语言特性 ,一个词可以由好几个

句子成分加以修饰 ,对应树状图中则表现为 ,一个词

节点(叶子节点除外)可以有一个或多个不同依存关

系的子树 ,且这些子树相对该词 ,在句中又有不同的

位置关系。

一个词节点语义信息可以是词本身及词性 。因

此 ,一个隐喻句的浅层语义信息包括词节点语义信

息 ,该词节点与其所有不同子树之间的依存关系 ,及

这些子树在句中相对于该词的不同位置关系等 。

2.1.2　隐喻信息

一个具体的隐喻话语的句子成分个数是固定

的 。如图 2中实线圆表示句中的 8 个词 ,虚线圆则

为 8个句子成分 。从结构上看 ,句子成分 1 , 2 , 3 ,4

表示词语 , 5 ,6 , 7 ,8 表示短语。部分句子成分包含

隐喻角色[ 2] :本体 ,喻体 ,喻底 ,喻词。我们把含有

隐喻角色的句子成分称为隐喻角色成分。图 2中句

子成分 7 , 8分别是本体和喻体 ,两者都是隐喻角色

成分。至此句子成分和隐喻角色成分已确定 ,并且

从根本上迎合了语言隐喻成分取值的不确定性难

点
[ 5]

,即隐喻角色成分可以标识任何形式的语言隐

喻成分 ,包括任何单个词语 ,任何形式的短语 ,甚至

句子。

无嵌套隐喻是指一个隐喻话语只包含一个隐喻

单元 ,其隐喻信息为隐喻角色成分。隐喻话语中的

嵌套隐喻是指一个语言隐喻单元包含另一个语言隐

喻单元 。两者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如图 3

中隐喻角色成分 8 ,其本身又是一个隐喻。我们把

具有包含关系的隐喻单元称为嵌套主隐喻 ,被包含

关系的隐喻单元称为嵌套次隐喻 。本质上 ,嵌套主

隐喻中的隐喻角色成分的语义需要通过解释嵌套次

隐喻的意义来获得 ,这种机制我们称为嵌套语义映

射 。因此 ,要实现嵌套主隐喻从字面语义过渡到真

实语义 ,首先要解释嵌套次隐喻的实际意义 。嵌套

隐喻的隐喻信息除隐喻角色成分外 ,还包括嵌套主

隐喻 ,嵌套次隐喻和嵌套语义映射。

综上所述 ,一个隐喻句的字面语义包括浅层语

义信息和隐喻信息 。隐喻字面语义形式化表示是本

文的重点和难点。

2.2　隐喻的字面语义表示语言:隐喻角色依存

表示语言

　　使用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是对隐喻字面语义

进行形式化的一种方法 。隐喻字面语义是隐喻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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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嵌套隐喻

识别
[ 2-3]
的结果 ,同时也是隐喻分析和解释程序的输

入。本节定义了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Metaphor

Role Dependency Representation Language , MRDRL)

来表示隐喻字面语义。MRDRL 基于依存文法[ 6-9] ,

又新增隐喻信息。句子关系除依存结构外 ,在嵌套

隐喻中 ,又引入嵌套语义映射 。所以隐喻角色依存

表示语言不仅是依存语言的扩充 ,而且是适合隐喻

计算的语言。

定义 2.2.1 　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Meta-

phor Role Dependency Representa tion Language ,

简写为 MRDRL)

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用来描述一个隐喻性话

语的字面语义 ,即描述隐喻分类识别程序识别出的

由词节点 、依存关系有向弧和隐喻角色构成的隐喻

角色依存模式。

本文主要讨论用 M RDRL 描述无嵌套隐喻和

嵌套隐喻的字面语义 。

2.3　无嵌套隐喻的字面语义表示

MRDRL 表示无嵌套隐喻的举例如下:

例 1　脸蛋漂亮得像三色紫罗兰 。〈EOS〉

图 4　例句 1 隐喻识别结果

图 4为例 1句隐喻识别结果:隐喻角色标注和

词与词之间的依存关系 ,其中每个词前面的数字表

示该词在原句中的位序。图 5 是 MRDRL 描述无

图 5　例句 1 无嵌套隐喻字面语义表示

嵌套隐喻句子字面语义的一个实例。下面给出无嵌

套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的形式化定义。

一个隐喻话语的字面语义由若干语义项表示 ,

并用依存关系组织 。每一行代表一个语义项 ,每一

个语义项如图 5中以行单位描述 ,依存结构用括号

表示。

定义 2.3 .1 　无嵌套隐喻语义(Un-Nested

M etapho r Semantic ,简写为 UNMS)

无嵌套隐喻 语义是一 个集合 , UNMS =

{UNMF T ,UNMHT , UNMOT}。每一个无嵌套隐

喻语义项(Un-Nested M etapho r Semantic Te rm ,简

写为 UNMST)由三部分组成 ,用两个冒号“ :”间

隔 ,每一部分又有多个属性时 , 用“ ,”间隔。记做

(∶..., ..., ...∶)。

· 无嵌套隐喻首项 UNMFT , UNMFT =

(Class N :〈EOS〉 :Met==i),标识该隐喻的类型

及隐喻嵌套的层数信息 , Class N 表示最外层类别

代号 ,N =1 , 2 , … , 32 , 分别代表 32 类隐喻句
[ 2]

。

〈EOS〉为话语结束符 ,Met为隐喻嵌套变量 , i表示

该话语中含有隐喻的个数 , i =1 ,2 , …,Met==1表

示该隐喻为无嵌套隐喻 ,Met==2表示该隐喻中还

嵌套了另一层隐喻 ,以此类推。

· 无嵌套隐喻中心项 UNMHT , UNMH T =

(HED :WORD , POS , Met Role(x):LOC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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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隐喻句的中心词节点。HED这一依存关系名 ,标

识为隐喻句中心节点。WORD描述词语本身 ,POS

为WORD的词性 ,词性标注使用的是“863”的标注

体系的词性标准[ 10] , Met Role(x)为 WORD 的隐

喻角色[ 2] ,其中 x 取值除了本体角色标记 Met t ,喻

体角色标记 Met v ,喻底角色标记 Met g 和喻词角

色标记 Met m 四个值外 , 还有非隐喻角色标记

NU LL 。LOC 表示当 WORD 为受支配词时 , 与它

的中心词(上一个语义项)在句中的位置关系 , 由

Lef t(i)和 Right(i)表示 , i=1 ,2 , …,如 Left(1)表示

WORD靠近其依存中心词左边最近的第一个位置 ,

以此类推……

· 无嵌套隐喻其他项 UNMOT , UNMOT =

(DR :WORD , POS , Met Role(x):LOC),DR=

={A T T , SVB … POB}, 表示依存关系 。特别地 ,

Met Role(x)表示为以 WORD为根的子树所属的

隐喻角色 ,这与 UNMHT 中所定义的 Met Ro le(x)

不同 。其他定义如同 UNMHT 。

用 MRDRL 描述无嵌套隐喻具有以下特点:

· 所有的 UNMST 之间通过依存关系组成一

个隐喻句子结构 ,即 M RDRL 是基于依存文法的 。

具有依存结构所具有的一切特性。

· UNMST 描述了词本身的属性 ,包括词 ,词

性。同时还描述了词 ,短语的隐喻角色成分。从而

从字面上表示了隐喻成分 。

· 基于以上两种特性 , MRDRL 从字面上解

决了隐喻的复杂性:包括隐喻成分的不确定性 ,隐

喻的递进复用等 。能够包含语言学上隐喻的众多

现象 ,而不仅仅拘泥于 A VX B 等形式 。同时

MRDRL 是面向计算机的语言 ,方便计算机处理 。

2.4　嵌套隐喻的字面语义表示

嵌套隐喻比较复杂 ,因此其字面语义的形式化

表示也更为复杂 。由 MRDRL 表示嵌套隐喻字面

语义的实例如图 6所示。

例 2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EOS〉

例 2是 2层嵌套隐喻 ,隐喻识别结果如图 7 所

示。其中嵌套主隐喻是“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 ,嵌套次隐喻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嵌套主隐

喻的理解是建立在嵌套次隐喻的理解基础之上。两

者之间的处理为嵌套语义映射 ,如图 6中椭圆部分

所示 。通过引进新的符号“ ?”来标识 。显然这两者

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其他行之间的依存关系 ,而是语

义映射关系。

图 6　例句 2 的嵌套隐喻字面语义表示

图 7　例句 2 的隐喻识别结果

嵌套隐喻字面语义由若干语义项表示 。嵌套主

隐喻的结构关系除了依存关系外 ,还有语义映射关

系 。下面就嵌套隐喻语义项及嵌套语义映射机制进

行阐述 。

定义 2.3.2　嵌套隐喻语义(Nested M etapho r

Semantic , 简写为 NMS)也是一个集合 , NMS =

{NMFT ,NMH T ,NMOT}。每一个嵌套隐喻语义

项(Nested Me tapho r Semantic Term , 简 写为

NMST)也由三部分组成 , 如同 UNMST , 见定义

2.3.1。

· 嵌套隐喻首项 NMFT , NMFT ={(Class N:

〈EOS〉 :Met==i), (C lass N:?:Met==i)}。

(Class N :〈EOS〉 :Met ==i)见定义 UNFT 。

(Class N:?:Met==i)标识嵌套次隐喻的类型及

层数信息。“ ?”用来匹配嵌套主隐喻的隐喻角色成

分和嵌套次隐喻。

· 嵌套隐喻中心项 NMHT , NMHT =(HED:

WORD , POS , Met Role[ i](x):LOC)。与 UNMHT

大致相同。唯一区别是引入了隐喻角色数组 Met 

Role[ i](x),区分不同嵌套层上的隐喻角色。

· 嵌套隐喻其他项 NMOT , NMO T =(DR:

WORD , POS , Met Role[ i] (x):LOC)。与 UN-

MO T 基本相似。其中 Met Ro le[ i] (x)为第 i层上

以WORD为根的子树所属的隐喻角色 。WORD=

{词本身 , ?}。当WORD=“ ?”时 ,其语义未知 ,需要

解释含有“ ?”的 NMFT ,即解释嵌套次隐喻。下面

我们给出嵌套语义映射在数学形式上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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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2.3.3　嵌套语义映射:F(OS , TS),其中

OS 是嵌套主隐喻中隐喻角色成分的语义 , TS 是嵌

套次隐喻的语义 , OS 和 TS 具有相同的句子成分 。

则(OS)F(TS)表示 OS 通过 TS 间接释义 ,对应在

嵌套隐喻字面语义表示中体现为(含有 “ ?”的

NMO T)F(含有“ ?”的 NMFT)。

用 MRDRL 描述嵌套隐喻句子时新增以下几

个特点:

· NMST 之间的结构组织不仅有依存关系 ,还

有语义映射关系。依存关系保持了句子结构 ,语义

映射关系映射了嵌套次隐喻和嵌套主隐喻中的隐喻

角色成分 。

· MRDRL 语言不仅从字面上可以表示 2 层

隐喻嵌套 ,同时适用于多层隐喻嵌套。嵌套的解决

办法采用嵌套语义映射机制。

MRDRL 解决了隐喻字面语义表示 。既不乏隐

喻语言特性 ,又便于计算机处理 。下节将重点阐述

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生成算法。

3　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生成算法

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生成算法基于中心词驱

动(Head-Driven)及合一(Unif ication)的思想。基

于中心驱动的推导主要完成隐喻依存树的整体框架

构成 ,合一部分则是填补框架中必要信息 。两者可

以同时进行 。

隐喻依存树构建包括两部分:构建依存对模板和

推导合一。以“脸蛋漂亮得像三色紫罗兰”这个句子所

生成的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图 5)为例来说明。

3.1　无嵌套的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生成算法

构建依存对模板是推导合一的前提 ,如图 8中

共有 7对依存关系对 ,所以可以构建 7 对依存对模

板 ,如图 8所示。依存对模板给出了隐喻角色依存

表示语言的框架。

图 8　依存对模板

　　3.1.2　推导合一

基于中心词驱动和合一的思想 ,根据中心词

(Head)按深度优先扩展子树 ,边扩展边合一。扩展

的过程是句子结构生成的过程 ,如图 9所示。

合一的内容除了填充词 ,词性 ,句子成分相对位

置关系外 ,还需要填充隐喻角色值 。在隐喻角色依

存表示语言中 ,合一的信息来自依存对模板和隐喻

角色识别的结果 。

无嵌套的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生成算法描述

如下:

· 先找出含有句子结束标志符 〈EOS〉的依存

对 ,扩展子树 ,并合一 。

· 记录新的中心词 ,按深度优先策略 ,扩展新

中心词的子树 ,并合一 。

· 重复步骤 2 ,直到无法扩展新的子树 。

3.2　嵌套的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生成算法

嵌套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生成算法的核心思

想基本一样 。所不同的是隐喻角色的标注 ,以及语

义映射关系的建立 。图 10给出了一个示例。

算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 构建嵌套主隐喻依存对模板 ,包括嵌套次隐

喻依存对模板。

· 嵌套次隐喻的推导合一 。

· 嵌套主隐喻的推导合一 。

其中 ,第 1部分构建隐喻依存对模板的方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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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句子结构生成示例

图 10　嵌套的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生成示例

无嵌套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生成算法的方法一

样。第 2部分嵌套次隐喻的推导合一生成算法如

下:

· 找出嵌套次隐喻的中心词节点 ,从依存模板

中找出以该中心词为首的依存对 ,扩展子树 ,并合

一 。

· 记录新的中心词 ,按深度优先策略 ,扩展新

中心词的子树 ,并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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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步骤 2 ,直到无法扩展新的子树。

可见嵌套次隐喻的推导合一的方法与无嵌套隐

喻的推导合一除了第一步有差别外 ,其他并无区别 。

嵌套主隐喻的推导合一 ,生成算法如下:

· 先找出含有句子结束标志符 〈EOS〉的依存

对 ,扩展子树 ,并合一 。

· 记录新的中心词 ,按深度优先策略方法进行

扩展 。

如果新的中心词不是嵌套次隐喻的中心词 ,

　　则扩展新中心词的子树 ,并合一。

否则

　　建立语义映射关系 ,如图 6中椭圆所示部

分 ,嵌入嵌套次隐喻 。

· 重复步骤 2 ,直到无法扩展新的子树 。

3.3　实验结果与讨论

实验从《读者》隐喻句语料库
[ 10]
中抽取了 500

个隐喻句进行隐喻字面语义表示的实验。其中一半

为无嵌套隐喻句 ,另一半为嵌套隐喻句 。实验表明

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生成算法是一种精确算法 ,

对所有正确识别出来的隐喻句子 ,即识别出来的可

理解或者是可接受的隐喻句 ,都能精确地表达其字

面语义信息 。表 1给出了部分隐喻句子的字面语义

表示 ,其中 1 ,2句子是无嵌套隐喻句 , 3 , 4句子是嵌

套隐喻句。

表 1　隐喻字面语义表示实验示例

序号 例　句 隐喻识别结果 字面语义表示结果

1
祖国像

母亲。

Cla ss 0{祖国}M et t{像}Met m
{母亲}Met v

[ 2] 像 [ 3]母亲(VOB)
[ 2] 像 [ 1]祖国(SBV)

[ 4] 〈EOS〉 [ 2] 像(HED)

(Cla ss 0:〈EOS〉:Met==1
　(HED:像 , vx , Met Role(Met m):Lef t(1)

　 (SBV:祖国 , n , Met Ro le(Met t):Left(1))

　(VOB:母亲 , n , Met Role(Met v):Right(1))))

2

眼泪像

大堤崩

溃。

Cla ss 5{眼泪}M et t{像}Met m

{大堤崩溃}Met v
[ 4] 崩溃 [ 3] 大堤(SBV)

[ 2] 像 [ 4]崩溃(VOB)
[ 2] 像 [ 1]眼泪(SBV)

[ 5] 〈EOS〉 [ 2] 像(HED)

(Cla ss 5:〈EOS〉:Met==1

　(HED:像 , vx , Met Role(Met m):Lef t(1)
(SBV:眼泪 , n , Met Role(Met t):Left(1))

(VOB:崩溃 , vg , Met Role(Met v):Right(1)

(SBV:大堤 , n , Met Ro le(N ULL):Lef t(1)))))

3

她们是

乐器的

翅膀。

1 Class 0{她们}Met t{是}Met m

{乐器的翅膀}Met v

2 Class 24{乐器}Met t{翅膀}Met v
[ 4] 的 [ 3]乐器(DE)

[ 5] 翅膀 [ 4] 的(ATT)
[ 2] 是 [ 5]翅膀(VOB)

[ 2] 是 [ 1]她们(SBV)

[ 6] 〈EOS〉 [ 2] 是(HED)

(Cla ss 0:〈EOS〉:Met==2

　(HED:是 , vx , Met Role[ 1] (Met m):Left(1)

(SBV:她们 , n , Met Ro le[ 1] (Met t):Left(1))
　　(VOB:?, n , Met Ro le[ 1](Met v):Right(1)

　　(Cla ss 24:?:Met==1
　　　(HED:翅膀 , n , Met Role[ 2] (Met v):Left(1)

(ATT:的 , ue ,Met Role[ 2] (NULL):Lef t(1)

(DE:乐器 , n ,Met Ro le[ 2](Met t):Left(1))))))))

4

坦率是

批评最

灿烂的

宝石。

1 Class 0{坦率}Met t{是}Met m

{批评最灿烂的宝石}Met v
2 Class 28{批评}Met t{宝石}Met v

{最灿烂}Met g

[ 5] 灿烂 最[ 4](ADV)
[ 6] 的 [ 5]灿烂(DE)

[ 7] 宝石 [ 6] 的(ATT)

[ 7] 宝石 [ 3] 批评(AT T)
[ 2] 是 [ 7]宝石(VOB)

[ 2] 是 [ 1]坦率(SBV)
[ 8] 〈EOS〉 [ 2] 是(HED)

(Cla ss 0:〈EOS〉:Met==2
　(HED:是 , vx , Met Role[ 1] (Met m):Left(1)

　　(SBV :坦率 , n , Met Ro le[ 1] (Met t):Left(1))
　　(VOB:?, n , Met Ro le[ 1](Met v):Right(1)

　　 (Class 28:?:Met==1

　　　(HED:宝石 , n , Met Role[ 2] (Met v):Left(1)
　　　　(AT T:批评 , n , Met Role[ 2](Met t):Lef t(1))

　　　　 (ATT:的 , ue ,Met Role[ 2] (NULL):Lef t(2)
　　　　　(DE:灿烂 , n ,Met Ro le[ 2](Met g):Lef t(1)

　　　　　 (ADV:最 , u ,M et Ro le[ 2](NULL):Lef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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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隐喻识别的结果显示了一定的有效性 ,其

中指称型隐喻识别封闭测试的性能接近 80%,动词

为中心的搭配型隐喻识别封闭测试的性能也接近

70%[ 2] 。在此基础上 ,我们用准确率和召回率来评

价隐喻字面语义表示结果:

准确率 =正确表示隐喻字面语义的隐喻句总数
识别出的隐喻句总数

召回率 =正确表示隐喻字面语义的隐喻句总数
实际隐喻句总数

F =
2 ×准确率×召回率
准确率 +召回率

表 2　结果评价

准确率 召回率 F 值

无嵌套隐喻 (250句) 77.77% 70.00% 73.68%

嵌套隐喻　 (250句) 76.40% 65.00% 70.20%

隐喻句　　 (500句) 77.17% 67.50% 72.01%

　　从实验结果看 ,该实验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其

中无嵌套隐喻句字面语义表示效果接近 75%,嵌套

隐喻接近 70%,两者之间没有很大差别。很显然 ,

如果在保证句法分析器高效性的基础上 ,隐喻识别

的性能进一步提高 ,将会扩大字面语义表示的隐喻

句子的覆盖面 ,隐喻理解的性能也将会进一步提高 。

4　总结

本文在全面分析汉语隐喻特点的基础上 ,对汉

语隐喻字面语义进行了界定 ,指出汉语隐喻字面语

义包括浅层语义信息和隐喻信息 ,并给出计算机形

式化表示: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 ,分别对无嵌套

隐喻和嵌套隐喻进行描述 ,并提出了隐喻角色依存

表示语言生成算法。

隐喻字面语义的形式化表示是计算机隐喻理解

的前提。只有对隐喻字面语义进行了形式化定义 ,

才能有效地进行下一步工作 ,为将隐喻的字面语义

转译到真实意义 ,实现隐喻的机器理解奠定良好的

工作基础。

本文提出的汉语隐喻角色依存表示语言已应用

到 CHM eta--汉语隐喻识别与解释系统中 , 实验表

明该方法具有切实可行性。这种以文法来组织句子

结构 ,以隐喻信息来标注隐喻成分的字面语义表示

方法稍做修改也可适用于其他文法和汉语隐喻识别

算法。不过 ,由于该方法是建立在依存标注和隐喻

识别基础之上 ,故其准确率受两者影响较大 。如何

提高隐喻字面语义获取的正确率将是我们今后研究

工作的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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