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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要告诉读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
书中主要写了些什么？
半个世纪前的1956年初夏，中国大地上响彻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那时我正要填报高考志愿。
在所能够阅读到的《知识就是力量》等科普刊物中，最令我神往的就是那刚诞生了10年的“电子计算
机”。
那一年招计算机专业的高等院校只有一所，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
我幸运考取之后，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机器人”是以“计算机”为大脑的，那么这个大脑就不应
该只会“计算”，还应懂得“语言”、会做“文章”。
从上大学一年级开始我就在学好“高等数学”等规定课程的同时，找来中文系的各种课本默默地自学
起来。
后来才知道恰在我入学的1956年暑期，在美国的达特茅斯（Dartmooth）召开的学术会议宣告了“人工
智能”的诞生，也知道了新兴的“自然语言理解”等研究领域。
这坚定了我对“计算机能理解人类语言”的信心，也增强了“我应该自学语言学”的恒心。
我在世界“人工智能”诞生的1956年暑期考上计算机系，这个巧合是我的幸运，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
运。
1961年从计算机系毕业以后的20年间，我为了“人工智能”的目的，坚持自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
理论语言学和外语，注意追踪国外语言学主要学派的最新成果。
1982年我慕名拜访了范继淹先生，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著名的语言学家、中国人工智能学
会的副理事长、我国“计算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
我向范先生表达了要报考他的“计算语言学”研究生的愿望。
范先生告诉我：超过规定报考年龄的人是不准报考的。
在我的恳切请求下，范先生对我进行了口试，证实了我的语言学基础知识远远超过了研究生的入学水
平，答应向领导请示可否破例特招，结果没有批准。
但范先生已被我的特殊经历和优异成绩打动，决定破例招收我为“不发文凭的在职研究生”，悉心辅
导我学习“计算语言学硕士研究生”的全部课程。
拜范先生为师之后才听别人说，早在1973年他就被确诊患了血癌，为了给国家培养急需的计算语言学
人才，他分秒必争地跟死神抢夺时间而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
1985年春天，范先生正式宣布我达到了“计算语言学硕士研究生”的结业水平。
不久范先生就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恩师对我说了他的临终嘱托：①恩师已经在给《中国语文》
（1985年第5期）的稿件《无定NP主语句》中提到我的名字，在参考文献中引用了我的一篇会议论文
，目的是引起语言学界的关注。
让我尽早在语言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以争取语言学界的指导。
②前几年恩师跟陆俭明和邢福义先生等中年语言学家发起的、有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和朱德熙先生出席
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已召开了三次。
范先生知道自己不可能参加第四次讨论会了，他跟会议负责人说过，要我接替他参加讨论会，让我赶
快写一篇论文在会上宣读。
③让我全力筹建“计算语言学”的全国性学术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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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邮电大学研究生讲授“知识工程语言学”课程时所写的讲
义的基础上完成的。
这本书为人工智能、知识工程及相关专业的人员提供了所需的最必要的语言学基础理论和最有用的语
言数据，包含对汉语特色的最新认识以及跟英语的对比。
它凝聚了作者数十年从事知识工程领域科研工作和坚持不懈钻研语言学的心得。
　　本书可供从事人工智能、知识工程、自然语言理解、中文信息处理、机器翻译的研究人员参考，
也可供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推广、英汉对比研究的教师和研究者参考，还可以作为高等院校
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选修课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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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川，河南开封市人，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系。
长期从事中文信息处理和计算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曾任北京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计算语言学研究窒研究员，中国中文信息学
会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自然语言理解专业委员会委员兼机器学习专业
委员会委员，中国应用语言学会理事，《中文信息学报》编委。
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知识工程、自然语言理解、机器翻译、英汉对比、对外汉语教学等。
出版的专著有((汉语语法的意合网络》。
《Learn Chinese Through100 Sentence Frames》等，主编了《动词大词典(人机两用)》等。
在《中国语言学报》、《汉语学习》、《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语言科学》等核
心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
作为项目负责人，多次主持完成了国家级科研项目，如国家语言文字应用科研项目“信息处理用规范
汉字字义统计和造词模式”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信息处理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句子语序模式”等
。
所设计的从汉字输入技术到对外汉语教学一条龙的“汉语自学机”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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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篇　语言的交际单位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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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信息论”奠基人仙农（C.shannon）说：“信息是用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
”应该说这个定义是个实用的定义。
尽管它说明的是信息的作用而没有说明信息的本身到底是什么，但这个定义明确指出了信息对人类的
重要性。
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必然遇到大量令人困惑的“不确定性”，正是依靠所获得的信息
来消除了这些“不确定性”，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2）在各位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所建议的定义信息是物质的基本属性之一，是物质的间接存在性的
自身显示，所显示的是该物质的存在状况。
信息的作用是能够消除不确定性。
这个定义阐明了“信息”的本质和作用。
①“材质”和“能量”体现的是物质的“直接存在性”；而“信息”体现的是物质的“间接存在性”
。
“间接存在性”显示“直接存在性”的状况。
例如，有三个塑料的英文字母块“E、N、T”。
从材质的角度看，无论其排列的状况如何，这三个塑料块的总质量是恒定的；从能量的角度看，如果
将其静止地摆在同一地点，无论排列状况如何，这三个塑料块的总能量也是恒定的。
但是当排列顺序是“TEN”时，显示的信息是“十（ten）”；当排列顺序是“NET”时，显示的信息
是“网（net）”。
②“材质、能量、信息”一起，成为物质的三个基本属性。
基于这种认识，人们说当代前沿科学的三大支柱是“材料科学、能源科学、信息科学”。
③“信息”都是自身显示的。
并非因被其他认识主体所反映才存在，而是在被反映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信息”都是物质自身发出的“自显信息”。
④“自显信息”分为“所感信息”和“未感信息”。
因为人们能够研究的仅仅是“所感信息”，所以在不致误解的条件下，我们把“所感信息”简称为“
信息”。
⑤“信息”的作用是消除“不确定性”。
所以“信息”对人们来说是特别珍贵的。
考察一下人们“传递信息（说话）”的过程：人们在说话时，通常会首先说出一个“话题”（topic）
，然后再对这个话题加以“说明”（comment）。
这就是说，说话者先用“话题”来提出一个不确定的并引起听话者注意的悬念，然后再用“说明”去
消除其中的不确定性，从而解除听话者的悬念。
1.1.3 人类文明的三个时代人类文明的三个时代是按照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来划分的。
人类生存于地球这个物质世界之中。
在“前文明时代”，人类跟地球上的一般动物一样，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是觅食，即寻觅、采摘、捕
捉、猎取大自然提供的现成的食物。
所以，前文明时代也称为“渔猎时代”。
文明时代的标志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的劳动工具从事物质生产，即生产包括食物在内的“生活资料”
和包括工具在内的“生产资料”等。
人类文明时代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分期。
即按照依次开发“材质资源、能量资源、信息资源”的顺序而分为下列三个时代。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工程语言学>>

编辑推荐

《知识工程语言学》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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