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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站在日语教育的视阈下$通过对日语句群的形式化研究和讨论$以话语表现理论!

JcZ

"为基础$构建了日语句群形式

描写的程序$在日语语篇形式化研究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积极的探索&同时$通过对日语句群汉日翻译的教学实例的研究$

指出了句群在翻译教学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日语教育#句群#形式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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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太格语法的直接发展之一就是话语表现理

论&话语表现理论英语全称为.

J2:S()*:4c4

Q

*4̂

:4+;,;2(+Z04(*

<

/$缩写为.

JcZ

/$其创始人汉斯3

坎普是加利福尼亚大学逻辑学博士$是蒙太格的学

生&他自己认为话语表现理论是从蒙太格语法等模

型论方法发展而来的&但是$蒙太格语法等形式语

义学研究理论$大都是将研究领域局限在句子领域$

孤立研究句法语义$而话语表现理论则是超越了句

子$将研究领域伸向句子序列$句子上下文的语义研

究&话语表现理论分为句法规则'篇章表征结构和

语义表达在模型中的解释等三个部分&篇章表征结

构是话语表现理论的特色&对于句群这种超出句子

的结构的处理的关键是所谓的.意义动态性/的表

达&话语表现理论!

JcZ

"主张在处理句群中的前

面的句子时$将句子翻译成逻辑语义表达式$然后再

全部用量词统一起来&

JcZ

假设不定量词没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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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力量$它们是变元$它们的量化力量来自于语境

中的量化限定词以及量化副词&在没有其他方法量

化时$由一条存在封闭的规则赋予不定名词短语存

在量化的力量&.日语句群的研究在翻译学中有着

重要的地位&词语的增减'语序的变换'句式的调整

等变译方法的实施$都要依靠句群&/

0

#

1本文尝试使

用
JcZ

理论阐释日语句群的形式化问题$并讨论

日语教育中的翻译问题&

一"话语表现理论与日语的形式化问题

超越句子单位$进行语言的形式描述在蒙太格

语法为代表的静态句法形式理论那里有许多不能解

决的问题&

首先$是两个以上的句子所组成的单位的真理

条件问题&按照弗雷格的组合原则$整体的意义等

于部分的意义之和&这个原则在句群以及以上单位

被突破&整个句群的意义有时大于其各个句子的意

义之和&例如%

#

太郎7

!

8

9&彼:食事;9&

分别用逻辑式表示为%

!?

<

1

0太郎)!

1

"

'

!

8

9)!

1

"1

&?

食事;9)!

1

"

第
!

句的逻辑式语义表示.存在一个
1

$

1

是太

郎$并且
1

回家了/&

&

句逻辑式语义表示.任意一

个
1

吃了饭/&如果按照两个句子合取的原则$这个

句群可以被翻译成%

B?

<

1

0太郎)!

1

"

'

!

8

9)!

1

"1

'

食事;9)

!

1

"

第
B

句的逻辑式表达的意义是.存在一个
1

$

1

是太郎$并且
1

回家了$同时任意一个
1

吃了饭/这

里的.任意一个
1

/可以是一切事物$可以是人也可

以是桌子&这是一个开语句$因为
B

中的存在量词

<

1

的辖域只管到0太郎)!

1

"

'

!

8

9)!

1

"1即第一

个句子$第二个句子中的
1

是一个自由变量$含有自

由变量的语句是开语句$而开语句表达式不合法&

对这样一个句群逻辑表达式计算真值$会发现将两

个句子的句群当成合取或析取将其连立$不能表达

这个句群的真值&如句群
#

表达成
B

$设该句群的

语义值是
JZ

$.<

1

0太郎)!

1

"

'

!

8

9)!

1

"1/的真

值为
Z#

$食事;9)!

1

"的真值为
Z!

那么

!!

JZhZ#

'

Z!

其中$

Z#h;

$

Z!h.

按照合取定义
JZh

!

Z#

'

Z!

"

h

!

;

'

.

"

h.

也就是说这个句群的真值是.假/$那么这是不

符合我们的语言直觉的&因为我们的直觉是这个句

群的真值应该为.真/$

B

表达的意义不是
#

要表达

的意义$原因有二&一是按照古典逻辑$.彼/这样的

代词是索引词$是根据语境来确定其真值的&在古

典逻辑中代词被看做是一个.约束变量/$但是如果

这个变量不在某个量词的辖域内$那么它就变成所

自由变量$包含自由变量的语句不是命题$所以不合

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带有索引词的句子没有包

含信息&如.彼:学生=:>?&彼@学生=:>

?/这样一个句群因为没有前置词做索引词的参照

物$无从确定两个.彼/的所指是什么$信息就不存在

了&二是在古典逻辑中两个句子中的变量是不能用

一个量词约束的&也就是说$不能自然将这些个体

看成同一个事物&但是$在这个句群中$后一个句子

中的.彼/显然指前一个句子中的.太郎/&

因此$如何将这样的自然语言中的两个句子或

多个句子之间的这种指代关系在逻辑中表现出来$

成了自然语言逻辑研究者的任务之一&

二"日语句群形式化的程序

以句群
#

为例$前面的句子建立起了逻辑式.<

1

0太郎)!

1

"

'

!

8

9)!

1

"1/$后面的句子也建立起

了逻辑式.食事;9)!

1

"/$那么这个后面的逻辑式

的内容如何加到前面的一个逻辑式之中去&根据我

们以上的分析$

#

句群之间的两个句子不能建立逻

辑式是因为第二个句子中的代词.彼/没有受到量词

的约束$那么一个直接的简单方式是将前一个句子

的量词辖域扩大到第二个句子就可以了&如句群
#

的逻辑式可以写成%

G?

<

1

0太郎)!

1

"

'

!

8

9)!

1

"

'

食事;9)

!

1

"1

在这里存在量词<

1

的辖域扩展到了句群&这

种想法是与无定名词词组可以作为跨句子的扩展量

词的想法有关&这个这种扩大存在量词辖域的观点

在一定程度确实可以解决篇章的问题$我们的篇章

有时也是以这样的逻辑在展开的&如%

$?

木
"

驹A若者7?B&彼:大柄C&名前

:太郎D?E&

句群
$

的三个句子第一个句子是给出一个个

体$相当于逻辑中给出一个个体变量&然后又在第

二个句子中给出这个个体的性质$对这个变量进行

限制$第三个给出了他的名字$继续限制这个变量&

这种句群用几个句子合取的方式$将其语义翻译成

逻辑表达式是可以采用扩大存在量词辖域的方式解

决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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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若者)!

1

"

'

?B)!

1

$木
"

驹"

'

大柄)

!

1

"

'

名前)!

1

$太郎"1

这种解释将句群
$

解释成与这样的一个复句

相当%

木
"

驹A太郎D?E名前F'大柄>若者7

?B&

但是$这种超句式的解释句群的方法并不都正

确$例如将
$

改写成一段对话&

=

%木
"

驹A若者7?B&彼:大柄C&名前

:太郎D?E&

F

%彼:大柄=:>?&小柄C

这个句群里面两个代词.彼/都是.若者/$因而

是指同一个事物&但是由于这个句群中包含有一对

矛盾的概念.大柄/.小柄/都是.若者/的性质$这样

如果将它们处理成一个超句合取的话$就是

%?

<

1

0若者)!

1

"

'

5

'

大柄)!

1

"

'

小柄)!

1

"

'

51

针对这一状况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以话语

表现理论为代表的后处理法和.

I

类代词/为代表的

代换处理法&

JcZ

分析的第一步是从句法规则开始的&从

句法规则中构造篇章表征结构!

J2:S()*:4c4

Q

*4̂

:4+;,;2(+/;*)S;)*4

简称
Jc/

"&

Jc/

是一个句法

规则和模型解释中间设立的'类似逻辑语义表达式

的语义表现框图!

F(1

"&然后将语义表现框图表达

成逻辑表达式&

+

句群
#

的第一个句子.太郎7

!

8

9&/的句

法树见图
#

&

图
#

,

如句群
#

第一个句子的语义表达式可以用语

义表现框图表示!见图
!

"%

第二个句子.彼:食事;9&/的句法树

确定代词.彼/等于太郎!

1

"%

图
!

!

图
&

!

!!

1

!!!<!!

太郎!

1

"

!

8

9!

1

"

食事;9!

<

"

<

h

4

<

h1

图
B

对这个语义表现框图
B

的内容进行化简$结果

可见图
G

1

!!!!!!!!!!

太郎!

1

"

!

8

9!

1

"

食事;9!

1

"

图
G

将这个语义表现框图的内容写成逻辑表达式%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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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太郎)!

1

"

'

!

8

9)!

1

"

'

食事;9)

!

1

"1

然后进入模型分析阶段&以上的分析的解释

如下%

+

'

,

'

-

分别代表
JcZ

的两个分析阶段$第

一个阶段!

+

"是句法规则$使用乔姆斯基语法中的

语法树对自然语言的句子进行分析&第二个阶段

!

,

"是语义表达框图阶段$把该句子的句法树变成

语义表达框图&第三阶段模型分析阶段没有列出&

第一个阶段!

+

"的句法规则包括若干短语结构

规则!

Q

0*,:4:;*)S;)*4*)-4:

"和词项插入规则!

-412̂

S,-2+:4*;2(+*)-4:

"两个部分组成$与生成语法完全

相同$这里所说的相同是不包括乔姆斯基的转换部

分的&严格说来乔姆斯基的语法是指转换和生成两

部分$这里只要其中的生成部分&这样做法是将句

法规则当成语义表达的限制条件&蒙太格就是从乔

姆斯基的语法树开始翻译规则的&但是
JcZ

中的

句法规则应该说是比生成语法的短语结构语法树多

了一些复杂项标志$即每个节点除了标识语法范畴

名称以外还有下标的方式标识性'数'格'配价'人称

等&我国学者冯志伟先生应该是最早使用复杂项对

短语结构语法树进行改造的人$他受索绪尔的语言

没有简单项的论断启发$看到了短语结构语法树的

单项标记不适合语言的描写$以下标的方式对其改

造&现在这种复杂特征标记法已经成为了形式语言

描写的主流&

JcZ

中如.性!

>

4+T4*

"/用下标.

d4+

/$

分为.阳性/'.阴性/'.非人类性/三个方面$分别表

示为.

7,-4

$/.

.47

/.

A0)7

/$主要适用于
6O

!名词短语"'

6

!名词"'

O6

!专有名词"'

Oca

!代名词"四个范

畴&格 用 下 标 .

S,:4

/'其 中 下 标 .

K,:4h[+(7

/'

.

K,:4hA+(7

/'.

K,:4h[+(7

(

A+(7

/分别表示主格'非主格'

主格非主格均可等等$在此不一一举出&如%

/

6)7h

(

(

6O

6)7h

(

d4+h

*

* +

S,:4h[+(7

@O

6)7h

(

* +

P2+h[

词项插入规则是在句法树语法范畴分析之后将

词项插入的规则$

JcZ

有
!G

个规则$基本等于我们

的词汇分类&限定词!

JIZ

"'代词!

Oca

"'专名

!

O6

"'通名!

6

"'助动词!

=83

"'动词!

@

"'关系代

词!

cOca

"等&如%

O6

6)7h:2+

>

* +

d4+h 7,-4

(

'(+4:

$

F2--

$

/72;0

$5

第二阶段是语义表现框图!

Jc/

"的构建阶段&

JcZ

继承了蒙太格的传统$坚持句子语法和语义的

同构描写$句法每一步生成$语义解释或翻译进行相

应的操作&语义表现框图内部分成两个部分$横线

上是话语所指集合!

T2:S()*:4*4.4*4+S4

"$称作
Jc/

的论域!

)+294*:4

"$记为 .

8

]

/&.

8

]

/是话语中出现

的变元或个体的集合&由有定名词和无定名词短语

引入&横线下方是话语条件!

T2:S()*:4S(+T2;2(+

"

集合$所谓话语条件是指.

8

]

/之外的其他部分$它

可以是一阶谓词中的逻辑式'也可以是嵌套在其中

的原子语义表现框图'复合语义表现框图&语义表

现框图!

Jc/

"的操作是一个将句法树翻译成语义表

现的过程$类似建立逻辑表达式&这个过程遵循所

谓的
Jc/A

构造算法&

Jc/A

构造总的算法如下%

输入%一个话语
Jh/

#

$5$

/

2

$

/

2[#

$5

/

+

初始
Jc/]

"

!

]

"

为空语义表现框图"

对
2h#

$

???

$

+

递归使用以下算法%

!

2

"将句子
/

2

的句法分析 0

/2

1引入
]

2A#

中的话

语条件中$获得
]

2

#

$然后执行!

22

"&

!

22

"输入
]

2

#可划归条件!

*4T)S2Y-4S(+T2;2(+:

"

的集合对该集合中每一个可消除条件递归地使用构

造规则进行划归$直到获得不能再划归!

2**4T)S2Y-4

S(+T2;2(+:

"的
]

2

为止&然后执行!

2

"&

三"日语条件句群形式化问题探讨

进一步讨论一下
JcZ

中条件句群的构造算

法&条件句群的两个句子$是一种蕴含关系&因此

!

$

"

Kc?Ka6J

!条件句的
Jc/A

构造算法"规定$条

件句由从句和主句分别在主
Jc/

的话语条件集合

.

K(+]

/中引入一个次语义表现框$这两个框由联

结词.

)

/联结$表示这两个框的内容是蕴涵关系&

并且代表由它们做基本单位$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条

件&如句子%

地球7

#

8

GBHCI&CJK太阳7癉BH

CI

第一个句子的
Jc/

&根据!

#

"

Kc?O6

向论域

.

8

]

/中引入一个
1

$在话语条件集合.

K(+

]

/中引

入.地球!

1

"/.

#

8

GB!

1

"/&第二个句子的
Jc/

根据!

#

"

Kc?O6

向论域.

8

]

/中引入一个
<

$在话语

条件集合.

K(+

]

/中引入 .太阳!

<

"/.癉B!

<

"/&根

据!!

$

"

Kc?Ka6J

在主
Jc/

中的话语条件集合

.

K(+

]

/中将这两个
Jc/

分别写成子
Jc/

$并用联

结词.

)

/联结$结果如下%

第一句的
Jc/

!图
$

"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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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二句的
Jc/

填入第一句的
Jc/

后!见图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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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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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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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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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

1

"

癉B!

<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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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样的一个嵌套式
Jc/

对应的一阶逻辑

表达式就是%

*

1

*<

**地球!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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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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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太阳!

<

"

'

癉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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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句群单位与日汉翻译理解

翻译的单位一般以句子为主&但是$从翻译的

整体来看$以句群为单位进行翻译$尤其是变译$是

非常适合的&.篇与书由句群联结而成$没有句群的

变译$也就谈不上篇与书的变译/

0

!

1这样就要求我们

在一线教学的教师$具备基本的句群知识$并且掌握

以句群为单位的变译方法$同时对学生进行相关的

训练&本文作者对牡丹江师范学院的
!"#&

级日语

翻译专业的学生进行了句群单位下翻译的双向训

练$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下面的例句在日语原

文中是一个句子&

北海道F

'c

石胜瞃=特急列车7脱瞃;GL

MNO内=火
$

P起Q;9事故='脱瞃AR>7

8

9可能性7SB推进轴D呼TUB部品F脱落

:'QE;9部品P固定VB金属FWM7外U

9QD7原因DXKUBQD7分JYZ;9&

如果直译为汉语的话$是%

.我们知道在北海道的
'c

石胜线中特快列车

脱轨引起隧道内火灾的事故中$那个有可能与脱轨

相关联的被称为推进轴的零部件的脱落的原因是因

为固定这个零部件的金属阀脱落引起的&/

但是$这样的翻译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汉语

的听者或读者会搞不清这句话的意思$影响理解&

如果将其展开成几个原子句进行翻译$效果就会好

得多&例如%

.隧道内火灾的事故是由于北海道的
'c

石胜

线中特快列车脱轨引起的&这起事故的原因是推进

轴的零部件的脱落&而该零件的脱落又是由固定这

个零部件的金属阀脱落而导致的&/

这样翻译成三个递进的原子句组成的因果关系

句群$就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减轻了中国听者或

读者的理解负担&所以说句群是变译的单位&

总之$本文以话语表现理论为模型$总结了日语

教学中的句群的形式化和翻译等相关问题&形式化

方法是研究语言共性非常好的方法$它能使研究抽

象化$相容性好&使用形式化的方法也可较为深入

地描写了日语句群$为日语句群研究找到了一个新

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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