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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语言理解是一项复杂而伟大的工程，其内容的深度及广度是难于想象的。自动识别是其中的一个小小

的分支，这里着重探讨有标复句领域的合用型关系词的自动识别问题。合用型关系词的自动识别是有标复句信息

化工程的基础环节之一，为了有效解决问题，选取“是……还是……”这对合用型关系词作为研究对象，以验证

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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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力从本体研究的角度对“是 p，还是 q”这对合

用型关系词进行了详尽的考察[1]，本文则尝试着从应

用研究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索，具体说来就是从计算机

对有标复句关系词的自动识别这个方面予以考察。有

标复句关系词的自动识别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用型关

系词的自动识别，另一类是合用型关系词的自动识别，

其中合用型关系词的自动识别是重点，也是难点。有

鉴于此，我们对“是 p,还是 q”有标选择复句①进行了

深入考察，期待考察结果以及从中得出的规律能够成

为其他合用型关系词自动识别的突破口。根据我们的

观察，有四条规律制约着有标复句合用型关系词的自

动识别，它们分别是：① 语序制约律；② 相互制约

律；③ 句法空间制约律； ④ 亲密度制约律。下面我

们分别从这四个方面予以解释。 
 

一、语序制约律 
 

合用型关系词在语表形式上存在着一种相对稳定

的先后顺序，比如“是 p,还是 q”有标选择复句中，“是”

相对居前，“还是”相对居后，“是”跟“还是”一般

情况下比较容易构成合用型关系词。但是，如果“是” 

居于“还是”之后，那“是”跟“还是”一般不会构

成合用型关系词。比如： 
(1)“不必太过‘世故’”，这无论是对青年人，

还是对老年人，都是很有教益的。(《人民日报》1983
年 08 月 09 日) 

这个有标复句中，依次出现了“是”“还是”“是”，

第一个“是”居于“还是”之前，它们一起构成了合

用型关系词，第二个“是”居于“还是”之后，没有

跟“还是”构成合用型关系词。这是因为在“是”跟

“还是”这对合用型关系词中，“是”属于“后指式”

关系词，“还是”属于“前指式”关系词，这就意味着

如果某个有标复句出现了“是”，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

是其后是否有“还是”与其呼应，而无须考虑其前的

“还是”；反之，如果某个有标复句出现了“还是”，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其前是否有“是”与之呼应，而不

必考虑其后的“是”。当然，“是”居于“还是”之前

只是它们构成合用型关系词的必要条件，并不是说只

要“是”居于“还是”之前就一定会导致它们构成合

用型关系词。但是如果“是”不居于“还是”之前，

那它们一般不会构成合用型关系词。 
要人去理解其中的道理，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但要计算机去理解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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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形式化的语言告诉计算机如何自动识别“是”跟

“还是”这类合用型关系词，经过较为深入的考察，

我们发现“语序制约”是一条比较重要的规律：在对

诸如“是”跟“还是”这类合用型关系词进行自动识

别时，始终需要注意的是“后指式”关系词必须居于

“前指式”关系词之前。有了这条规律的制约，计算

机就会准确地对诸如上例的有标复句进行自动识别。 
 

二、相互制约律 
 

哲学常识告诉我们，客观世界中彼此联系的事物

之间总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合用型

关系词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一方的存在总是影响到

另一方的存在，一方的存在总是依赖于另一方的存在，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相互制约律”。先看个例子： 
(2) 吃什么亏，我从没有‘红眼病’，也没有攀

比心理，不论是当官，还是做人，要的是正道，是问

心无愧！。(《人民日报》2001 年 06 月 26 日) 
观察可知，第一个“是”跟其后的“还是”既符

合“语序制约律”，也符合“相互制约律”，它们一起

构成了表选择关系的合用型关系词。而第二个“是”

跟第三个“是”既不符合“语序制约律”，也不符合“相

互制约律”(其后没有“还是”与之呼应)，因此没有

构成合用型关系词。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在对合用型关系词进行自

动识别时，“相互制约律”的运用要以“语序制约律”

为前提条件。第二，我们就说构成合用型关系词的各

个组成部分是相互制约的，但其制约力度却不一定是

完全对等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一

方在这种制约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另一方则处

于从属地位。就“是”跟“还是”而言，“还是”占主

导地位，而“是”处于从属地位，表现为占主导地位

的“还是”有时在单用的情况下也可以标示选择关系，

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是”单用则一般不能标示选择

关系。如： 

(3) 你去呢，还是我去？ 

(4) 你去呢，是我去？(×) 

例(3)中的“还是”单用，标示选择关系，例(4)

中的“是”不仅不能标示选择关系，而且整个句子都

说不通。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还是”在任何情况下

单用都标示选择关系，相反，“还是”在很多情况下单

用都不标示选择关系。但是如果有“是”跟它配套使

用，而且遵循前面的“语序制约律”，那么它们一般说

来会在这种相互制约下构成合用型关系词，标示选择

关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5) 究竟是能而不为，还是为而不能？(《人民日

报》1984 年 03 月 08 日) 
(6) 是见义勇为，还是只看热闹？(《人民日报》

1986 年 12 月 20 日) 
无庸讳言，语言事实太丰富，单凭“相互制约律”

无法管控住所有的情况。但是我们同时又必须承认，

正是有了这种相互制约，合用型关系词自动识别的准

确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的对合用

型关系词的自动识别可以证明这一点。 

 

三、句法空间制约律 
 

上文提到，鉴于汉语的灵活性以及丰富性，有不

少含有“是”跟“还是”而且遵循了“语序制约律”

和“相互制约律”的句子，其中的“是”跟“还是”

也不一定是标示选择关系的合用型关系词。如： 
(7) 铜选班大部分是外来的打工仔，也还有小部

分当地工，少不了摩擦，他付出一份公心，收获一份

爱心，如今，他这个班长的交椅，还是稳稳地坐着。(《人

民日报》1993 年 10 月 26 日) 
上例的“是”跟“还是”尽管遵循了“语序制约

律”和“相互制约律”，但它们不是标示选择关系的合

用型关系词。这是为何？经过我们的认真考察，发现

“是”跟“还是”能否成为标示选择关系的合用型关

系词，制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语序制约和相互

制约外，还有句法空间制约。简而言之就是合用型关

系词组成部分之间的句法空间越近，他们成为合用型

关系词从而标示某种关系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则越小，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句法空间制约律”。以“是”跟“还

是”为例，它们句法空间最近的时候可以处于同一个

字段，成为一种紧缩形式，如： 
(8) 但是，不论是石涛的山水画还是朱耷的花鸟

画，当作中国艺术文化观察时，我看不宜以西方抽象

派艺术当作衡量它们得失的标准。(《人民日报》1996
年 04 月 11 日) 

不过由于我们对关系词的自动识别是为以后的

工作服务的，具体说来就是为有标复句层次关系的自

动识别服务的，而对有标复句的层次关系进行自动划

分标注只能在字段与字段之间而不能在字段之内，所

以对于这种合用型关系词的紧缩形式我们将运用规则

予以制约，计算机不需要对它进行自动标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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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用型关系词的组成部分最佳的句法空间是分属两个

相邻字段，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它们成为合用型关系

词的几率最大。在我们所考察的 19 000 多条含有“是”

跟“还是”的语料当中，绝大多数标示选择关系的“是”

跟“还是”都是分属两个相邻字段。反过来，那些句

法空间隔的较远的“是”跟“还是”成为合用型关系

词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9) 第一层是马克思已阐明的，不管是借入资

本，还是自有资本，企业总利润按照资本的单纯所有

者(即马克思说的“法律上的所有者”)与资本的使用

者(即马克思说的“经济上的所有者”)两重职能和权

利，先分割为利息与企业主收入。(《人民日报》2000
年 12 月 14 日) 

例(9)中第二个字段的“是”跟第三个字段的“还

是”句法空间最佳，最容易构成标示选择关系的合用

型关系词，事实上也是如此。而第一个字段的“是”

跟第三个字段的“还是”的句法空间相对而言较远，

构成合用型关系词的几率较低，事实上也没构成合用

型关系词。当然，句法空间的制约也是相对而言的，

并不是说句法空间最佳的“是”跟“还是”就一定会

构成标示选择关系的合用型关系词，也不是说句法空

间较远的“是”跟“还是”就一定不会构成标示选择

关系的合用型关系词，这是因为：第一，语言生活中

的“例外”是经常有的，正是由于这些“例外”无时

不在、无处不在，所以语言生活中的很多规律都体现

为倾向性规律，我们很难用一个绝对的框架去管约所

有的语言现象。第二，诚如上文所言，制约合用型关

系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以上三条较为重要的规

律外，下面这条规律的制约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 

 

四、亲密度制约律 
 

先看两个例子： 

(10) 当年香港的丢失和今日香港的回归不仅是

国力强弱的对比，还是封闭与开放的对比。(《人民日

报》1997 年 07 月 05 日) 

(11) 即便实际上是购买了一件奢侈品，如今的人

们还是希望自己看起来既休闲又酷。(《长江日报》1998

年 10 月 09 日) 

这两个例子中的“是”跟“还是”都遵循了前面

我们所提到的三条规律，可这里的“是”跟“还是”

却不是标示选择关系的合用型关系词，原因何在？仔

细观察之后，我们发现：前例中的“还是”不再与其

前的“是”合用，而是与“不仅”合用，构成标示递

进关系的合用型关系词；后例中的“还是”也不再与

其前的“是”合用，而是与其前的“即便”合用，构

成标示让步关系的合用型关系词。之所以如此，是因

为“还是”跟“不仅”或者“即便”的关系比“还是”

跟“是” 的关系要亲密，也就是说前者的亲密度要高

于后者。因此，相对“是”而言，“不仅”或者“即便”

更容易跟“还是”合用，从而导致了处于这种句法环

境下的“是”跟“还是”不再是标示选择关系的合用

型关系词。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不仅”或者“即便”跟

“还是”的关系要比“是”跟“还是”的关系亲密呢？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强式规约”。因为“不仅”也好，

“即便”也罢，都属于强式关系词②，而“是”属于弱

式关系词③，所以当强式关系词跟弱式关系词连用时，

前者的规约力度会明显强于后者，这样便使得“还是”

更倾向于跟“不仅”或者“即便”合用。这就好比“不

仅”或者“即便”是块大磁铁，“是”是一块小磁铁，

而“还是”则是一个小铁钉，当三者同时出现的时候，

小铁钉会由于大磁铁的巨大磁场而偏向于它，小磁铁

就只有望尘莫及了。但是，如果小铁钉不只一颗，那

情况又将如何呢？ 

(12) 兵败之后，无论是声讨教练，还是发誓要

抓青少年，都说明改革的力度还不到位，改革的方向

不能动摇。(《人民日报》1997 年 11 月 21 日) 

(13) 不管是因了富而摄影，还是为了富而摄影，

总之，农民摄影和农村致富是密不可分的。《人民日报》

1986 年 12 月 06 日 

例(12)中，出现了“还是”跟“都”这两颗小铁

钉，最终偏向“无论”这块大磁铁的是“都”，这是因

为“都”跟“无论”的亲密度要高于“还是”跟“无

论”，所以“无论”优先选择了跟自己最亲的“都”，

构成了标示让步关系的合用型关系词。这也就是说“还

是”没有受到“无论”的强式规约，因而与前面的“是”

一起构成标示选择关系的合用型关系词。例(13)中的

“不管”之所以选择“总之”而不选择“还是”，其原

理跟前例中的“无论”选择“都”而不选择“还是”

是一样的。而且，即使隐去了“都”或者“总之”这

些小铁钉，“无论”或者“不管”也倾向于跟它们在时

所引领的部分构成句法语义关联。如： 

(14) 不管人类的未来是群体迁入太空，还是部

分向太空延展，地球作为生命的摇篮，永远是人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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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割舍的归宿，正如家园之于游子。(《长江日报》1995

年 12 月 29 日) 

→不管人类的未来是群体迁入太空，还是部分向

太空延展，(总之，)地球作为生命的摇篮，永远是人

类难以割舍的归宿，正如家园之于游子。 

至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亲密度制约律”：假

设有 N个(N≧2)关系词能跟某个关系词合用，那么在

具体的有标复句中，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跟这

个关系词合用的往往是亲密度最高的那个。当然，计

算机本身无法判定谁跟谁更亲密，所以得事先由人提

供给计算机相关信息，而这些信息的获得最好是把人

的认知经验和统计方面的相关数据结合起来。 

 

五、结语 
 

复句信息化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的每一个

环节可能都会牵涉到很多细节问题，合用型关系词的

自动识别就是如此。合用型关系词按照组成部分数量

的多少可以分为“两件套”、“三件套”、“四件套”……
④，不过只要我们把两件套的规律搞清楚了，其他的便

可以依理类推了，这也是我们选择“是，还是”作为

我们考察对象的原因之一。 

如果从“强式关系词”和“弱式关系词”的角度

来观察“两件套”式合用型关系词的构成，我们会发

现它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① 强式关系词＋强式关

系词；② 强式关系词＋弱式关系词；③ 弱式关系词

＋强式关系词；④ 弱式关系词＋弱式关系词。其中第

一种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计算机对它的自动识

别一般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剩下的三种是我们需要重

点考察的，特别是第四种，既是重中之重，更是难中

之难。有鉴于此，我们把“是，还是”作为实验对象，

经过认真观察和分析之后，我们发现有四条规律制约

着此类合用型关系词的自动识别，它们分别是：① 语

序制约律；② 相互制约律；③ 句法空间制约律；④ 亲

密度制约律。 

这四条规律相辅相成，共同制约着诸如“是，还

是”这类合用型关系词的自动识别。必须说明的是，

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的，这些规律都是一些倾向性规律，

我们切不可把它们绝对化，因为语言生活中“绝对化”

的东西是比较少见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是

用计算机来自动识别合用型关系词，计算机跟人脑毕

竟不是一回事，它所需要的是高度形式化的东西，因

此我们得从那些外显性的东西里面找出规律，并且用

形式化的语言表述出来，对那些内隐性的东西我们也

要尽量使它们外显化，从而让计算机“好懂”，这样才

有可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智能”。不过这事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并不简单。这是因为：首先，我们必须尽可

能全面地去观察语言现象，去体悟其中的制约机制，

诚如邢福义先生所言“根据汉语特点，研究汉语句法

机制必须探究‘句管控’……”[2]，正是在这样的理

论背景下，我们竭尽所能地去探求制约合用型关系词

自动识别的规律。其次，我们总结归纳的规律得让计

算机好懂，也就是说便于程序表达。最后，我们需要

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论证，因为只有经过实践证明了的

规律才能算是可行的规律。 

我们已有的实践告诉我们：把上述规律应用于诸

如此类的合用型关系词的自动识别之后，准确率有了

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以“是，还是”为例，在没有把

这些规律付诸实践之前，计算机对它的自动识别的准

确率是很低的，可是有了这些规律制约之后，准确率

就上来了，我们随机抽查了 300 条含有“是，还是”

的语料，其中准确标注的有 281 条，准确率为 93.67

％。不过我们也知道，鉴于汉语的灵活性和复杂性，

想靠有限的规律管约住所有的语言事实几乎是不可能

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凭借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

律管控住大多数语言现象，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 
 
注释： 
 
① 根据邢福义先生(2001)对有标复句的关系分类，“是 p,还是 q”

划入选择关系。 

② 所谓“强式关系词”是指那些不受太多的句法环境制约的关系

词，它们只要一出现在句子当中，一般情况下都会充当关系词，

除了文中提到的“不仅”“即便”外，还有“如果”“只要”“既

然”……。 

③ 所谓“弱式关系词”是指那些受特定句法环境制约的关系词，

它们只有在特定的格式当中才做关系词，比如“是”，当它跟“还

是”或者“不是”等有限的词语合用时，它才充当关系词。 

④ 这里套用服装业的术语，所谓“两件套”是指某合用型关系词

由两个关系词构成，如“是，还是”“因为，所以”“如果，就”……。

同理可得，“三件套”是指某合用型关系词由三个关系词构成，

如“要么，要么，要么”“先，接着，然后”……。其他诸如“四

件套”“五件套”都可以依理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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