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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形容词修饰语语义计算理论及其在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中的应用》从计算词典学的角度，对
现代汉语形容词修饰语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一、从语义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值—特征—实体”
相联接的概念语义模型。
二、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研究了如何采用NLP技术从机读词典中自动提取形容词词条的概念语义模
型。
三、从词典学的角度，研究了如何把该语义模型运用于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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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形容词修饰语的研究中，原理的运用所遇到的困难是形容词的语义具有语境敏感
性，形名之间逻辑关系复杂。
在语义表征方面，两种基本的解决方案是将形容词处理为一个算子或者是一个带参数的谓词。
在简化形名关系的同时，一个重要的动态是将逻辑规则和百科知识结合起来。
 1．2．1 谓词及其演算 为了精确地研究语义，有必要采用某种形式语言作为表征体系。
在形式语义学中，人们一般采用谓词演算体系。
首先，它具有精确性和单义性。
谓词与所表征的意义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而在自然语言中是一对多，绝大部分词汇具有多个义项。
此外，谓词逻辑比命题逻辑更能刻画自然语言的内部结构。
命题逻辑的基本单位是命题，对其内部成分和结构不作进一步的分析。
而在谓词逻辑中，原子命题被进一步分解为个体词和谓词。
这样一来，就能够深入研究词句的意义而不是只停留在句际逻辑关系上。
 在经典的谓词理论中，形容词和所修饰的普通名词都被处理为谓词。
以“红”和“苹果”为例，它们分别表示某种颜色和水果的特征、性质。
只有具有这些性质的颜色和水果才能够称之为“红”和“苹果”。
 谓词表征的意义既有性质的一面，也有指称的一面。
传统的形式语义学从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这个角度来把握意义，因此认为指称的对象是客观世
界中的实体。
 随着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提出，实体不再局限于客观世界。
Sebastian （2002）明确区分了“世界中的实体”和“思维中的实体”（即概念）。
这样一来，作为意义表征体系之一的谓词就可以指称概念了。
在当代语义学文献中，用谓词指称概念，将概念表征为谓词就变得比较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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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形容词修饰语语义计算理论及其在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中的应用》所研究的完全是一个全新的领
域，正是《形容词修饰语语义计算理论及其在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中的应用》的价值所在。
书中首次对作为修饰语的形容词语义做了跨学科的研究，其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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