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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9年，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教授决定出版一套《数学·我们·数学》的丛书，内容包括
“数学与经济”、“数学与军事”、“数学与教育”、“数学与语言”等许多方面，丁石孙校长委托
北京大学数学系马希文教授找我，希望我写一本《数学与语言》。
我是一个语言学工作者，当时正从事机器翻译和信息检索等应用系统的开发研究，接触到不少语言学
中的数学方法问题，对于数学与语言之间关系的问题作过一些思考，因此，我欣然接受了丁石孙教授
的这个任务，历时两年，写成了这本《数学与语言》专著，于1991年出版。
　　在这本专著中，我从数学的角度，对于自然语言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明确地指出，除了索
绪尔过去提出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之外，语言符号还具有另外7个明显的特性，它们是：语言符号的
随机性、语言符号的冗余性、语言符号的离散性、语言符号的递归性、语言符号的层次性、语言符号
的非单元性、语言符号的模糊性。
我提出的语言符号的这7个新的特性，显然补充了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思想，使我们对于语
言符号的特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我在本书中提出语言符号的这7个新的特性之后，引起了许多语言学家的关注，有的语言学家指
出，语言符号的这7个特性，反映了“信息时代的语言观”。
语言学家刘海涛在本书的书评中指出，语言符号的这7个特性应当成为“信息时代语言学研究的基础
”，并指出，本书“值得每一位语言工作者研读”。
19年过去了，我提出的语言符号这7个特性的“语言观”仍然显得很有生命力，越来越多的事实将会继
续证明这种“语言观”的正确性。
　　本书在1991年出版时只印了1400册，早已销售一空。
不少读者尽管听说过此书，但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根本买不到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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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实现语言的机器翻译？
如何从海量的语言文字中抽取有用信息？
如何利用自然语言进行人机对话？
自然语言与计算机程序语言是否一致？
如何自动合成语音⋯⋯信息时代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使语言学与数学紧密结合在一起。
　　作者从事计算语言学研究几十年，潜心探索出语言符号的七种新特性。
本书详细论述了这七种特性与数学的关系，反映了当前国内外语言与数学关系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本书内容丰富，讲解深入浅出，文字流畅易读，可供广大语言学、教学工作者，以及对语言与数
学感兴趣的相关人士阅读。
语言符号的随机性与统计数学、语言符号的冗余性与随机过程、语言符号的离散性与集合论、语言符
号的递归性与公理化方法、语言符号的层次性与图论、语言符号的非单元性与复杂特征的运算、语言
符号的模糊性与模糊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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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志伟，1939年生，云南昆明人，计算语言学家，专门从事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研究。
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两次研究生毕业，获双硕士学位。
曾师从法国著名数学家、原国际计算语言学委员会主席沃古瓦（B，Vauquois）教授专门研究数理语言
学和机器翻译问题。

　　作者现为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1世纪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委员等职
。
在国际上，任TELRI（Trans-European Language Resources Infrastructure）（跨欧洲语言资源基础建设工
程学会）的顾问委员会委员，UC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 Linguistics）（语料库语言学国
际杂志）的编委等职。

　　他的主要著作有《数理语言学》（上海知识出版社1985年），《机器翻译研究》（中国对外翻译
出版公司，2004年），《自然语言处理的形式模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主要
译著有《自然语言处理综论》（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年）等，发表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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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信息时代语言学研究的基础——读《语言与数学》有感再版前言绪言——语言学是数学和人文科学之
间的桥梁第一章　语言符号的随机性与统计数学　第1节　语言符号的随机性　第2节　字频和词频的
统计　第3节　语音统计研究　第4节　方言研究中的统计方法　第5节　计算风格学　第6节　古代语
言研究中的统计方法第二章　随机过程与语言符号的冗余性　第1节　语言的使用与马尔可夫链　第2
节　语言的熵和语言符号的冗余性第三章　语言符号的离散性与集合论　第1节　语言符号的离散性
　第2节　语言的集合论模型第四章　语言符号的递归性与公理化方法　第1节　语言符号的递归性　
第2节　生成语法的公理化方法第五章　语言符号的层次性　第1节　语言符号的层次性　第2节　树形
图第六章　语言符号的非单元性与复杂特征的运算　第1节　语言符号的非单元性　第2节　复杂特征
的运算第七章　语言符号的模糊性与模糊数学　第1节　语言符号的模糊性　第2节　模糊数学在语言
研究中的应用附录：胡耀邦同志鼓励我研究数理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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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之，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广泛使用，就像催化剂一样促进了数学和语言学的结合。
数学渗透到了形态学、句法学、词汇学、语音学、文字学、语义学等语言学的各个分支部门，促进了
语言学的数学化。
而语言学的数学化则是语言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内容被概括在“数理语言学”
（mathematieal linguistics）这个新兴学科中，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55年，美国哈佛大学首先创办了数理语言学讨论班，1957年正式开设了数理语言学课程。
接着，麻省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都相继开设了
数理语言学课程。
同年，日本成立了计量语言学会，创办了数理语言学杂志《计量国语学》，德国的波恩大学也开设了
数理语言学课程，苏联在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及莫斯科国立第一外国语师范学院也进行了数理
语言学的研究工作。
1958年，莫斯科大学、高尔基大学、萨拉托夫大学、托姆斯克大学，分别给数学系及语文系的学生开
设了数理语言学的选修课，并在列宁格勒大学设置了数理语言学专业。
　　此外，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英国、法国、挪威、波兰、瑞典等国，都先后开展了数理语言
学的研究工作，有的国家还创办了专门的刊物，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便开展了数理语言学的研究工作。
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给汉语专业的学生开设了《语言学中的数学问题》的选修课，首先在我国开
设了数理语言学方面的课程。
①1985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的第一本数理语言学专著——《数理语言学》。
数学的定量的研究方法已逐渐受到我国传统的语言学家们的注意，并开始用到他们的研究工作中去，
在用数学方法研究汉语的句子结构、汉字频率统计、汉语单词频率统计、频率词典的编制、方言定量
分析、汉字熵值测定等方面，都取得一定的成绩。
　　数理语言学的研究常常要用电子计算机作为工具，因此，它与计算语言学的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
。
当前，数理语言学与计算语言学有合流的倾向。
这清楚地说明，语言学、数学、计算机科学有着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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