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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语言学《iotaputational Linguistics，CL）在语言科学与信息科学的研究领域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
语言学理论寻求对语言现象规律性的揭示与完整的解释。
计算语言学正好提供了验证与应用这些规律与解释的大好机会。
作为语言学、信息科学乃至于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结合的交叉学科，计算语言学更提供了语言学基础研
究与应用研究的绝佳界面。
事实上，计算语言学与人类语言科技（Human Language Technology，HLT）可以视为一体两面，不可
分割。
　　计算语言学研究滥觞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机器翻译研究。
中文的相关研究也几乎同步开始，1960年起在柏克莱加州大学研究室，王士元、邹嘉彦
、C.Y.Dougherty等人已开始研究中英、中俄机器翻译。
他们的中文计算语言学研究，可说是与世界最尖端科技同步的。
中国国内中俄翻译研究也不遑多让，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便已开始。
可惜的是，这些中文相关早期机器翻译研究，由于硬件与软件的限制，没能延续下来。
中文计算语言学研究比较有系统的进展，还要等到1986年；海峡两岸在同一年成立了两个致力于中文
计算语言学基础架构建立的研究群。
北京大学的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在朱德熙先生倡导下成立，随后一段时间由陆俭明、俞士汶主持。
而台湾“中研院”的中文词知识库小组，由谢清俊创立，陈克健主持，黄居仁1987年返台后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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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国内中俄翻译研究也不遑多让，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便已开始。
可惜的是，这些中文相关早期机器翻译研究，由于硬件与软件的限制，没能延续下来。
中文计算语言学研究比较有系统的进展，还要等到1986年；海峡两岸在同一年成立了两个致力于中文
计算语言学基础架构建立的研究群。
北京大学的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在朱德熙先生倡导下成立，随后一段时间由陆俭明、俞士汶主持。
而台湾“中研院”的中文词知识库小组，由谢清俊创立，陈克健主持，黄居仁1987年返台后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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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音和语言处理都以人类语言为处理对象，但处理的层面却不相同。
语音处理关注的是利用计算机对语音信号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实现合成和识别人类语音。
而语言处理更多关注对人类语言的句法、语义进行建模，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语言的机器理解。
　　尽管语音处理和语言处理的对象都是人类语言，不过传统上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这两个领
域的研究和教学也是独立进行的，教科书内容通常也不交叉。
不过近年来，随着这两个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于语言理解而言，语音特征绝非没有价值。
反过来，语音处理研究也需要关注语言处理的进展，将语言处理的成果应用到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研
究，有利于提升语音处理的性能。
此外，这两个学科在方法论方面也有共性，相互影响和借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隐马尔可夫模型被用来解决词性自动标注问题，就是受到该模型应用在语音
识别研究中获得成功的启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隐马尔可夫模型引入语言处理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决
不是局部性的，它带动了以语料库为基础的经验主义方法在语言处理领域的全面复苏，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
这些事例说明，语音和语言处理正在日趋交叉和融合，未来的相关研究和开发需要对这两个领域都有
相当理解和把握的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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