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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歧义格式的歧义指数指一个歧义格式所包含的单义式的数目 ,用 Π表示 ∀歧义格式的歧义源应该同其歧义 

实例的歧义源相同 ∀单歧义源歧义格式 ,可以依据优先性原则确定一个歧义源 ,然后确定 Π值 ∀多歧义源歧义格 

式的几个歧义源如果处于同一个句法层次上 ,格式的 Π值等于它们 Π 值的积 ;如果处于不同层次上 ,格式的 Π值 

等于单义式数值之和 ∀歧义格式 Π � 值同歧义实例 Π � 值之间的关系是 � [ Π � [ 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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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歧义格式歧义指数的定义 

歧义格式的歧义指数指一个歧义格式所包含的 

单义式的数目 ,用 Π表示 ∀ / 歧义指数0这一概念是 

朱德熙先生 ���� 年在5/ 的0字结构和判断句(上)6 

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 ,朱先生将其定义为/ 某个多义 

句式可能有的语义解释个数0 [ �] ∀影响歧义格式 Π 

值的因素多种多样 ,其中歧义源是关键因素 ∀ 由于 

讨论歧义格式的歧义指数不便纳入各种句法语义条 

件 ,但客观上又不能完全弃之不顾 ,所以我们只能假 

定歧义格式歧义源存活的全部条件始终处于饱和状 

态 ∀在这个前提条件下 ,歧义格式的 Π值可以看成 

是由歧义源决定的 ,如此 ,从分析歧义源的性质和类 

别入手就能推算出歧义格式的 Π值 ∀ 

二 ! 歧义格式歧义源的确定 

歧义格式的歧义源应该同其歧义实例的歧义源 

相同 ∀由于归纳歧义格式是一种形式化的分类 ,其 

局限性非常明显 ,由不同的歧义源致歧的歧义结构 

可能会归纳成同一个歧义格式 ∀如/ 吃完了0是成分 

源/ 完0致歧 ≠ ,/ 挖深了0是参照源致歧 ,都可以形式 

化为/ ς � Α � 了0 ∀ 对此 ,我们可设定一个前提条 

件 ,即假定替换变项的都是单义词项 ,不将/ 吃完了0 

看成/ ς � Α � 了0的歧义实例 ,而将这个歧义实例的 

歧义源确定为参照源 ≡ ∀ 有的歧义格式从不同角度 

可以分析出不同的歧义源致歧 ,对此笔者仍采用拙 

文5歧义源6中提出的三条优先性原则确定歧义源 , 

即成分源优先于关系源 !实词源优先于虚词源 !语义 

关系源优先于结构关系源 [ �] ∀考虑到歧义格式的抽 

象性特点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按这样的顺序分析歧 

义源 :常项 ψ 结构层次 ψ 结构关系 ψ 语义关系 ψ 变 

项 ∀ 

三 ! 单歧义源歧义格式 Π值的推算 

单歧义源歧义格式可以依据优先性原则确定一 

个歧义源 ,然后确定 Π值 ∀ 

(一)  结构层次源 

由结构层次源致歧的歧义格式 ,其 Π值为层次 

切分的种数 ,即格式可作几种层次切分 ,就能分解出 

几个单义式 , Π值也就为几 ∀例如 : 

≠ ΣΛ � Ν� � 的 � Ν�   ≡ ς� � ς� � Ν 

≈ Ν� � Σ Λ � � Ν� � ΣΛ � � Ν� 

例 ≠ 是定中格式 ,可作两种层次切分 : 

ϒ �ΣΛ/ � Ν� � 的 � Ν� �  ′ �ΣΛ � Ν� / � 的 � Ν� 

Π� � ,实例如 :三个出版社的编辑 ∀ 

例 ≡ 是动宾格式 ,有两种切分方法 : 

ϒ �ς� / � ς� � Ν � ′ �ς� � ς� / � Ν 

Π� � � 实例如 � 反对批判唯心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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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λ ∼共有五个单义式 � 

ℑ� ≤ � 反对��歧视�黑人的律师 � 

ℜ� ς� � Α � ,反对�歧视��黑人的律师 � 

℘�ς� � Α � �反对�歧视黑人��的律师 � 

⊗� ′� � 的 � Ν� �反对��歧视黑人的�律师 � 

⊕�′ � � 的 � Ν � �反对歧视��黑人的�律师 �Π� � ∀ 

五 ! 歧义格式 Π值同歧义实例 

Π值之间的关系 

为方便起见 �这里我们将歧义格式的歧义指数 

称作 Π � ,歧义实例的歧义指数称作 Π � ∀ Π � 指歧义 

格式所包含的单义式数量 , Π � 指歧义实例所包含的 

单义项的数量 ,二者的联系非常明显 ,可从归纳和演 

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 

(一)  归纳分析 

歧义格式的单义式最初都是依据单义项归纳出 

来的 ,一个歧义格式到底有几个单义项 ,必须参照其 

歧义实例单义项的数量 ,即 Π � 必须参照 Π � 来确定 ∀ 

如 ς � Ν 可分解出两个下位格式 �ϒ �ς � Ν�动宾� � 

′ �ς � Ν�定中� �ϒ 仍是歧义格式 � 包含两个单义式 � 

ϒ� �ς � Ν�受事� �ϒ� �ς � Ν(工具) ∀ 从理论上分 

析 ,这个歧义格式有三个单义式 , Π � 值应是 � ,由于 

格式最多只有两个单义式能实例化 ,或者说其实例 

最多只有两个单义项 ,实例如 :阅读课文 !洗木盆 , Π � 

� � , Π � 值也就只能确定为 � ∀ 同属 ) 个歧义格式的 

歧义实例 ,其 Π � 值不一定相同 ,最大的 Π � 值就是 

Π � 值 ∀ 

�二�  演绎分析 

歧义格式实例化实际上就是单义式实例化 �有 

几个单义式能实例化 �Π � 就等于几 ∀单义实例的 Π � 

值为 � ,歧义实例的 Π � 值的取值范围是 � [ Π � [ Π � , 

如果一个歧义格式的 Π � 值为 � ,其歧义实例的 Π � 

则可能是 � !� 或 � ,这是由于受到各种句法语义条件 

的限制 ,不是每个单义式都能实例化 ,这里有一个问 

题值得特别提出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首先 

假定变项中不能出现歧义源 ,排除了用多义词替换 

变项的情况 ,这样可以保证 Π � 总是小于或等于 Π � ∀ 

否则 , Π � 与 Π � 之间的联系就会打乱 ∀如我们将/ 别 

� ς � 了0的 Π � 值分析为 � ,但歧义实例/ 别刮了0的 

Π � 值却是 � � 这个实例是双歧义源致歧 ∀ 

注释 � 

≠ 这里的/ 完0 代表两个词项变体 �ϒ �完� �消耗尽� �′ �完� �完 

结� ∀ 

≡ 陆俭明5/ ∂ ϒ 了0述补结构的语义分析6认为这个歧义格式存 

在歧义的原因在于内部构造层次不同 � 延俊荣5/ 挖深了0的歧义成因 

及分化6认为原因之一是 / 了0内部存在 / 了� 0和 / 了� 0的对立 ∀ 陆文 

载5汉语学习6���� 年第 � 期 � 延文载5语文研究6���� 年第 � 期 ∀ 

≈ 最早从动词配价�向�角度研究歧义指数的是朱德熙先生 ∀ 

…歧义源的歧义指数指分解歧义源得出的词项变体的个数或句 

法语义关系的种数 � 单歧义格式的 Π值等于歧义源的 Π 值 ∀ 多歧义 

源歧义格式 Π值的推算可参看柳广民5歧义类型研究6 � 该文见人大 

复印资料5语言文学字6���� 年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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