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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当辞牛岁、迎虎年之际，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王治敏博士发来喜讯，以她的博士论文《汉语名
词短语隐喻识别研究》为基础的书稿即将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甚感欣慰。
王治敏博士要求我为其写序，尽管我一向认为凭自己的学识难以胜任为他人著作写序的重任，但我还
是答应了。
这是平生第二次。
第一次是为曲维光博士的著作《现代汉语词语级歧义自动消解研究》写序，当时是盛情难却。
这一次有所不同，作为王治敏的博士生导师，应该是义不容辞吧。
还有一层原因，我觉得可以顺便把这两本书作一个比较。
　　我将曲维光博士的著述比喻为在自然语言处理战场上“打攻坚战”，王治敏的博士论文则有点像
“打前哨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现代汉语词语级歧义自动消解研究》之序一中我写道：“当前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主攻方向，是
让机器能够自动地识别和消解自然语言的歧义。
曲维光博士的研究重点是词语级的各种类型的歧义消解，这是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基本问题，已经研
究很多年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甚至离彻底解决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这里有创新的机会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创新和发展的难度很大。
可以说，曲维光博士是在打攻坚战。
”而隐喻的计算研究（包括隐喻的机器识别、理解与生成），情况就不一样了。
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中文信息处理学界，隐喻还没有成长为受广泛注意的研究课题，鲜有研究成果发
表。
王治敏自2003年至2006年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期问，选定隐喻作为攻关方向，并于2006年完成博士论
文，环视中文信息处理的各个战场，将其工作比喻为“打前哨战”，也许还算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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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本书全面地描述了汉语名词隐喻的层级分布。
　　隐喻被认为是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广泛存在于人类语言中，其类型之多、问题之复杂，至今还没
有完全理清楚。
探索性研究不宜全面铺开，需要确定重点。
通过寻找隐喻的外部特征，全面描述汉语名词隐喻的层级分布，最终聚焦于汉语名词短语的自动识别
：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可行的、明智的。
在描写的基础上借助大量的统计数字来明确自己的攻关方向，这是值得推荐的宝贵经验。
　　　　2.注重隐喻知识资源的积累和加工，提出汉语隐喻知识库的建造方法。
　　随着大规模语料库的出现，关注从语料库中提取隐喻知识可以弥补基于规则方法建造的知识库之
不足。
作者勇于实践，研制了汉语名词隐喻词表。
该词表是作者通过对《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中的3万多个名词进行细致考察和潜心研究之后编制
出来的，这对人们全面了解和认识名词隐喻，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汉语名词隐喻知识库是隐喻识别、理解与生成的重要知识资源。
　　3.重点探索了名词短语隐喻的识别技术，建造了规则和统计相结合的隐喻自动识别模型。
　　本书特别重视各种方法的比较，在书中基于规则的方法和基于统计的方法都有体现，各有侧重，
同时也使用了多种机器学习的分类模型，通过实验进行检验，并作了细致的分析与解释。
这样的方法对于提高研究者的水平与能力是大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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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治敏    女，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计算语言学、汉语国际
教育。
目前主要从事隐喻计算、语言知识库、词汇计量研究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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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述词语的隐喻表达频繁出现，用法相对稳定，而且具有这种特性的词语不是个别情况，词典编
撰者通常会把隐喻表达所体现的含义标注在这些（源域）词语上，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之为
词汇隐喻。
　　既然词汇隐喻所表达的含义在词典中已经沉积下来，是不是失去了描写的必要？
研究是否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新生的隐喻？
不可否认，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会有新的隐喻被创造出来，但是由于难以获得这样鲜活的语料，我们
的做法是从大量的真实文本中挖掘、提炼已经沉积在文本中的隐喻表达，其中也包括在词典中有隐喻
义项的词汇隐喻，有没有描写的必要还要看《现汉》对隐喻义项的描述是否能提供给计算机必要的知
识。
　　目前《现汉》中对于隐喻义的描写基本采用一个比喻的解释，然后可能会提供一两个实例，如“
大潮”除了一个本义外，还有一个隐喻义项：　　比喻声势大的社会潮流：改革的。
　　该种解释是面向人的描写，人可以根据此种解释和相关的背景知识理解和扩展“经济大潮、商业
大潮、文化大潮”等隐喻用法，但是计算机无法根据这条定义作相应的扩展。
因此，此种简单的描述远不能满足计算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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