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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是最小的交际单位，对其结构的理解，语言学家的观点

大相径庭。汉语语法从句子成分出发，区分出主语、谓语、

宾语、状语等成分。其中，主语、谓语和宾语是主要的句子

成分，一个句子的结构可以用主语 谓语 宾语表示。乔姆斯基

的转换生成语法认为，名词短语（noun phrase，NP）和动词

短语（verb phrase，VP）是构成句子的两大基本部件，任何

一个句子（sentence，S）都可以表示为S→NP VP.格语法的创

立者、美国语言学家Fillmore把句子分成情态（modality）和

命题（proposition）两部分，可以用公式S→M P表示（杨成

凯1986：37）。Г. А. Золотова则认为句法素（с

интаксема）是句子的直接构筑单位。她将“句法

素”视为俄语中“最小的、不可分割的语义－句法单位”。

范畴语义特征、形态特征和句法功能被认为是区分句法素的

重要特征。在俄语句子中，句法素体现以下3种基本句法功能

：1）作为独立的单位使用；2）作为句子的组成部分使用；3

）作为词组（或词的组合）的组成部分使用。根据句法素在

句子中所起的句法功能数量的多寡将其分为自由型句法素（

свободная синтаксема）、限制型句法

素（обусловленная синтаксема）

和连接型句法素（связанная синтаксем

а）。在限制型句法素和连接型句法素中又可以区分出各种

具体的“位”（позиция）。不仅是句子，像超句子



统一体，乃至语篇等更大的语言单位都由句法素组合而成。

（Г. А. Золотова 1988：45）俄语事格语法是从自

然语言处理角度提出的可操作性强、高度形式化的俄语定性

化描写体系。事格语法认为，客观世界由事件组成，事件映

射到语言中，体现为一个个句子，句子的抽象模式可以表示

为V（x，y，z） ，动词V是事件中的“代表”， x，y，z和ａ

则是事件的参与者。在交际过程中，根据各项参数取值的不

同，可以生成变化无穷的句子。（傅兴尚1999：45）。我们

认为，句子是由有限的构句块（синтаксическ

ий блок）组成的。构句块是指句子中某一片段（от

резок），常以该段的第一个词和最后一个词为分割边

界。每个构句块都包含主导词，由主导词继承整个构句块的

语法属性。句子中的基本构句块包括动词性构句块、名词性

构句块、副动词构句块和形动词构句块（傅兴尚2004：41）

。本文拟研究俄语名词性构句块（以下简称NP构句块）。先

看下例：В последние 50 лет в лингви

стике возрос интерес к содерж

ательной стороне языка。该句包含3

个独立的NP构句块：последние 50 лет，лин

гвистике，интерес к содержате

льной стороне языка，主导词分别是ле

т，лингвистике，интерес。但是3个构

句块内部结构是不相同的：在构句块последние 50 

лет中，последние和50是лет的修饰语；л

ингвистике中主导词本身就构成一个构句块，и

нтерес к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ой сторо



не языка的结构比较复杂：интерес是整个构

句块的主导词，其中“嵌套”另外一个NP构句块содер

жательная сторона языка。用树形图

表示构句块интерес к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о

й стороне языка的结构如下：2 基本NP构句块

的模式化及其次范畴化上图表明，NP构句块具有层级性。句

子中最“底层”的、合乎句法规则的、以名词为主导词的构

句单位称之为基本NP构句块。虽然句子中的NP构句块千变万

化，但是基本NP构句块的模式是有限的。借助相应的规则对

基本NP构句块加以组配，可以生成各种类型的NP构句块。根

据俄语名词的组配性能，可区别以下8类基本NP构句块模式

：1）Adj N1形容词 名词一格（如утренний час

，стальная воля，отличный студ

ент）；2）Adv N1副词 名词一格（如прогулка 

ночью，поворот налево，совсем 

дурак）；3）Pron N1代词 名词一格（如весь на

род，мой словарь）；4）Num Nf数词 名词（

如два стола）；5）N1 V名词一格 动词不定式（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учиться，приказ н

аступать，мастер плавать）；6

）N1 P Nf名词一格 前置词 名词（лобовь к наро

ду，робость перед народами，на

блюдение за морем）；7）N1 Nf名词一格 名

词（如ожидание автобуса，владен

ие языком）；8）ОДНОР СУЩ同质名词短语

（如кофе или чай，сын и дочь）。我们



知道，计算机通常按照条件执行相关指令，算法设计要求对

语言单位进行定性化描写。上述8类基本NP构句块模式是高

度抽象化的、概括性很强的构句单位。为了便于操作，必须

实现模式的次范畴化。次范畴化指的是根据某些鉴别特征（

形态特征、语法意义等）将语言单位细化（实现语法或语义

层面具体化）的过程。在基于规则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中，

把握次范畴化的适宜度至关重要。标准过于宽泛，容易导致

语言单位承载的各项信息不足，给设计算法带来困难或引起

歧义；划分过细便于对语言规则的操作，但这会占用很大的

内存，影响运算速度。因此，次范畴化应该以面向操作任务

为原则，以实现语言单位的可计算性为目标。具体涉及到NP

构句块模式的次范畴化，可选取以下鉴别特征：1）Nf或P的

形态特征；2）修饰语的词汇－语法类别；3）修饰语与主导

词间的语义关系；4）联系用语的不同。基本NP构句块模式

的次范畴化，需要强调以下两点：1）某一类基本NP构句块

模式的次范畴化，往往只选取部分鉴别特征。构句块模式Adj

N1的次范畴化，我们选取的鉴别特征包括修饰语的词汇－语

法类别和修饰语与主导词间的语义关系两项，最终区分出Adj

N1（属性，красный стол）、 Adj N1（材料，к

аменный домик）、Adj N1（事物所有者，от

цовская шляпа）等17类带有语义标注的NP构句

块模式。其中，表示数量意义的构句块模式中的修饰语一般

为сотый，тысячный，некоторый（

如сотные строители）等具有数量意义的形

容词。联系用语的不同只用于模式ОДНОР СУЩ的次范

畴化。2）次范畴化具有层级性。各层级次范畴化所选取的鉴



别特征也不尽相同。如模式N1 P Nf的次范畴化由3个层级组

成：第一层级的次范畴化围绕Nf的形态特征展开，可以得

到N1 P N2，N1 P N3等模式。选取P的形态特征进行第二层级

的次范畴化后，可以得到N1 от N2， N1 к N3， N1 пер

ед N5等比较具体的模式。第三层级次范畴化选取的鉴别特

征是构句块内部的语义关系，最终我们得到诸如N1 от N2

（客体，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от пустяков

），N1 от N2（空间，тропика от леса）

，N1 от N2（时间，письмо от двацатог

о мая）等带有语义标注及相关语言信息的基本NP构句块

模式。次范畴化后基本NP构句块模式表现为一个层级系统。

位于顶部的是诸如Adj N1等基本构句块模式，数量少，概括

性强；基本模式下面是第一级次范畴化后形成的模式，随后

是第二级次范畴后形成的模式，越底层的模式数量越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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