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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尽管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歎歌歐）在现代语言事件抽取任务（歅歅）上已有较为成熟的
解决方案，但针对古汉语事件抽取的研究却受限于标注数据匮乏和文本语义复杂等挑
战。因而我们提出使用当前取得巨大成功的大语言模型（歌歌歍歳）来辅助人类标注员进
行数据标注。为了应对歌歌歍歳在古汉语上存在的训练不足、语义理解能力欠缺的问题，
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双层语义映射的歌歌歍歳辅助古汉语事件抽取半自动标注框架，利用
古汉语的现代汉语译文，结合事件语义学理论及语义依存分析技术，为歌歌歍歳提供丰富
的语义信息表示，从而进一步将语义依存关系逐步映射为具体的事件信息。经过人类
标注员的审核反馈，有效克服了现有歎歌歐工具和歌歌歍歳在古汉语事件抽取标注时的局
限。实验结果表明，我们的方法不仅提高了古汉语事件抽取标注的准确性和效率，而
且减少了对专业人员的依赖和人工标注工作量，为低资源语言标注实践提供了新的方
法论，探索了大模型时代数据标注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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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歗歨歩歬步 歎歡歴歵歲歡歬 歌歡歮歧歵歡歧步 歐歲歯正步歳歳歩歮歧欨歎歌歐欩 歴步正歨歮歩歱歵步歳 歨歡歶步 歡此歶歡歮正步此 武歯歲 歭歯此步歲歮 歬歡歮欭
歧歵歡歧步歳欬 歃歬歡歳歳歩正歡歬 歃歨歩歮步歳步 歅歶步歮歴 歅歸歴歲歡正歴歩歯歮 欨歅歅欩 歲步歳步歡歲正歨 歩歳 歬歩歭歩歴步此 止歹 此歡歴歡 歳正歡歲正歩歴歹
歡歮此 歳步歭歡歮歴歩正 正歯歭歰歬步歸歩歴歹欮 歔歨歵歳欬 歷步 歰歲歯歰歯歳步 歵歳歩歮歧 歳歵正正步歳歳武歵歬 歌歡歲歧步 歌歡歮歧歵歡歧步 歍歯此欭
步歬歳 欨歌歌歍歳欩 歴歯 歡歩此 歨歵歭歡歮 歡歮歮歯歴歡歴歯歲歳欮 歔歯 歡此此歲步歳歳 歌歌歍歳欧 歴歲歡歩歮歩歮歧 歳歨歯歲歴正歯歭歩歮歧歳 歡歮此
歳步歭歡歮歴歩正 正歯歭歰歲步歨步歮歳歩歯歮 歩歮 歃歬歡歳歳歩正歡歬 歃歨歩歮步歳步欬 歷步 歩歮歴歲歯此歵正步 歡 歳步歭歩欭歡歵歴歯歭歡歴歩正 歡歮歮歯欭
歴歡歴歩歯歮 武歲歡歭步歷歯歲歫 歡歳歳歩歳歴步此 止歹 歌歌歍歳 歂歡歳步此 歯歮 歄歵歡歬欭歌歡歹步歲 歓步歭歡歮歴歩正 歍歡歰歰歩歮歧欮 歔歨歩歳
武歲歡歭步歷歯歲歫 歵歳步歳 歍歯此步歲歮 歃歨歩歮步歳步 歴歲歡歮歳歬歡歴歩歯歮歳 歯武 歃歬歡歳歳歩正歡歬 歃歨歩歮步歳步 歴步歸歴歳欬 正歯歭止歩歮步此 歷歩歴歨
步歶步歮歴 歳步歭歡歮歴歩正歳 歴歨步歯歲歹 歡歮此 歳步歭歡歮歴歩正 此步歰步歮此步歮正歹 歡歮歡歬歹歳歩歳欬 歴歯 步歮歨歡歮正步 歴歨步 歳步歭歡歮歴歩正
歲步歰歲步歳步歮歴歡歴歩歯歮歳 武歯歲 歌歌歍歳欮 歉歴 歭步歴歨歯此歩正歡歬歬歹 正歯歮歶步歲歴歳 歴歨步歳步 歳步歭歡歮歴歩正 此步歰步歮此步歮正歩步歳 歩歮歴歯
此步歴歡歩歬步此 步歶步歮歴 歩歮武歯歲歭歡歴歩歯歮欮 歔歨步 歰歲歯正步歳歳 歩歳 歩歴步歲歡歴歩歶步歬歹 歲步欌歮步此 止歹 歨歵歭歡歮 歡歮歮歯歴歡歴歯歲歳欬
歴歨歵歳 步欋步正歴歩歶步歬歹 歡此此歲步歳歳歩歮歧 歴歨步 歬歩歭歩歴歡歴歩歯歮歳 歯武 步歸歩歳歴歩歮歧 歎歌歐 歴歯歯歬歳 歡歮此 歌歌歍歳 歩歮 歡歮歮歯歴歡歴欭
歩歮歧 歃歬歡歳歳歩正歡歬 歃歨歩歮步歳步 步歶步歮歴歳欮 歅歸歰步歲歩歭步歮歴歡歬 步歶歩此步歮正步 歳歨歯歷歳 歴歨歡歴 歯歵歲 歭步歴歨歯此 歩歭歰歲歯歶步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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歃歬歡歳歳歩正歡歬 歃歨歩歮步歳步 歅歅 歡歮歮歯歴歡歴歩歯歮欧歳 歡正正歵歲歡正歹 歡歮此 步欎正歩步歮正歹欬 歬歯歷步歲歳 歲步歬歩歡歮正步 歯歮 步歸歰步歲歴歳欬
歡歮此 歩歮歴歲歯此歵正步歳 歩歮歮歯歶歡歴歩歶步 歡歮歮歯歴歡歴歩歯歮 歭步歴歨歯此歳 武歯歲 歬歯歷欭歲步歳歯歵歲正步 歬歡歮歧歵歡歧步歳欬 武歯歲歧歩歮歧 歮步歷
歡歶步歮歵步歳 歩歮 此歡歴歡 歡歮歮歯歴歡歴歩歯歮 此歵歲歩歮歧 歴歨步 歌歌歍 步歲歡欮

Keywords: 歅歶步歮歴 歅歸歴歲歡正歴歩歯歮 欬 歌歡歲歧步 歌歡歮歧歵歡歧步 歍歯此步歬歳 欬 歓步歭歡歮歴歩正 歄步歰步歮此步歮正歹
歁歮歡歬歹歳歩歳 欬 歅歶步歮歴 歓步歭歡歮歴歩正歳

1 引引引言言言

事件抽取（歅歅）是自然语言处理（歎歌歐）的一个重要任务，旨在从大规模非结构化文本中
自动识别事件及其相关实体和属性欨歃歨歡歮歧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欰欰欩。事件抽取通常包括以下几个子任务：
事件检测、事件关系分析和事件论元抽取等（如图欱所示）。事事事件件件检检检测测测旨在确定文本中所描述
的事件属于哪一种或多种事件类型，包括识别文本中的触发词，并判断这些词所属的事件类
型欨歗歡歮歧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欰欩；事事事件件件关关关系系系分分分析析析则识别和理解文本中不同事件之间的关系，包括逻辑及时
序关系等欨歗歡歮歧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欲欩；事事事件件件论论论元元元抽抽抽取取取是从文本中识别和抽取与特定事件相关的实体及角
色欨歍歡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欲欩。

八年闰五月庚申，世祖崩1，其日，太子即2皇帝位。

即2：
职位-帝位-即位

八年闰五月
庚申

太子

崩1：
人生-死亡

八年闰五月
庚申

世祖

时间

死者 时间 即位者顺承

图 欱欺 事件抽取任务示意图。识别歜崩欢与歜即欢为触发词，对应歜死亡欢与歜即位欢事件类型，事件关
系为顺承。论元抽取识别出时间（八月闰五月庚申）和主体（世祖、太子）。

针对古汉语的事件抽取是一个深具意义的研究领域，不仅有助于构建古汉语事件的本体
知识，为深入挖掘和理解古汉语事件信息提供了理论框架，而且对推动事件知识图谱的构
建欨歇歵歡歮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欱欩、智能问答系统的开发欨歍步歮歧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欱欩、大语言模型（歌歌歍歳）知识评
测欨歙歵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欳欩等多个领域起着重要作用。此外，研究古籍中的事件对于保护和传承历史文
化遗产也至关重要，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和传播历史文化。
然而，当前取得较大成功的事件抽取工具均依赖高质量、数量大的数据集资源。尽

管歎歌歐技术在现代语言处理上已有较成熟的解决方案欨歌歩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欱欩，但由于古汉语的显著
差异，其事件抽取任务无法直接利用现代汉语的数据资源，当前古汉语事件抽取标注面临着诸
多挑战，数据集资源尤为匮乏。
具体来说，现有的歎歌歐工具多数基于现代汉语训练，对于古汉语的特殊语法和语义理解不

足，尤其缺乏专门针对古汉语的开源语义分析工具。同时，由于古汉语的歧义性、模糊性以及
独特的语法现象（如省略和词类活用），从古汉语文本中准确提取事件信息变得极为困难。自
从以歇歐歔欭欳欮欵、歇歐歔欭欴等为代表的模型发布以来，歎歌歐领域进入了一个大模型时代欨歚歨歡歯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欳欩。因而有学者也开始尝试直接使用这些模型处理古汉语问题欨歗歡歮歧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欳欩或事件抽
取任务欨歇歡歯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欳欩，但由于古汉语训练数据的缺乏，歌歌歍歳在理解古汉语的语义上存在局
限，因而在事件抽取任务上也无法达到理想效果。
尽管直接使用歌歌歍歳处理古汉语存在局限，我们提出可以通过为其提供结构更加清晰的现代

汉语文本和丰富的语义信息来提高歌歌歍歳在古汉语领域的语义解析能力。因而我们提出了一种基
于双层语义映射的歌歌歍歳辅助半自动标注框架（如图欲所示）。具体来说，双层语义映射是指，
（欱）第第第一一一层层层语语语义义义映映映射射射：将古汉语翻译为现代汉语，利用语语语义义义依依依存存存分分分析析析技术将现代汉语映射为
丰富的语义信息表示，旨在解决古汉语语义复杂性的问题。（欲）第第第二二二层层层语语语义义义映映映射射射：在第一层
映射的基础上，结合事事事件件件语语语义义义学学学理理理论论论及语语语义义义依依依存存存关关关系系系框框框架架架建立事件语义解析框架并设计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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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进一步利用歌歌歍歳对这些已分析的文本进行事件抽取标注，将语义依存关系逐步映射为具体
事件信息。最后，半半半自自自动动动标标标注注注框框框架架架则结合了歌歌歍歳的自动标注和人类标注员的审核反馈，既提
高了效率，又保证了标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为验证方法的有效性，我们进行了交叉验证标注实验。结果表明，我们的方法不仅提高了

古汉语事件抽取标注的准确性和效率，而且减少了对专业人员的依赖和标注人员的工作量，为
古汉语事件抽取标注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总的来说，我们的贡献如下：

• 我们提出引入歌歌歍歳用于古汉语文本标注，并开发半自动标注框架，结合了歌歌歍歳的自动标
注能力和人类标注员的审核反馈，显著提升了低资源语言标注的准确率与效率，探索了大
模型时代的数据标注的新方向。

• 我们通过双层语义映射方法、结合语义依存分析技术和事件语义学理论，为歌歌歍歳提供了
丰富的语义信息表示，有效缓解了其在古汉语上存在的训练不足、语义理解能力欠缺的问
题，从而更深入地分析古汉语文本中的事件信息。

• 我们从标注准确率、标注时间等多个维度验证了所提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展现了我们
方法在应对古汉语文本标注挑战方面的优势，为低资源语言的标注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框
架，推动了古汉语文本处理的发展。

语义依存分析 人类标注员大语言模型

提示词设计

第二层语义映射

第一层语义映射 半自动  标注框架

解析框架

古汉语译文古汉语原文 古汉语事件
语义依存分析结果

语义依存关系框架

事件语义学

反馈

审核

图 欲欺 基于双层语义映射的歌歌歍歳辅助古汉语事件抽取半自动标注框架示意图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2.1 古古古汉汉汉语语语事事事件件件抽抽抽取取取

近年来，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对古汉语事件抽取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
为基于模式匹配、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的方法。例如，李等欨李章超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欰欩的研究为例，
他们使用歆歩歬歬歭歯歲步的框架理论来研究《左传》中的战争事件，并通过模式匹配和条件随机场
模型对相关事件进行识别和抽取。另外，刘等欨刘忠宝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欰欩则在《史记》语料上，采用
了歂歅歒歔模型和歌歓歔歍欭歃歒歆模型进行历史事件和其组成元素的抽取。喻等欨喻雪寒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欱欩学
者研究了《左传》中的战争句，并利用歒歯歂歅歒歔歡欭歃歒歆模型进行事件抽取。更进一步，他们欨喻
雪寒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欳欩在基于神经网络的方法中融入了机器阅读理解模式，为事件抽取提供了新的思
路，并在《左传》和《史记》上进行了实验。总之，这些方法在特定文本上有效且改进了古汉
语事件抽取，但由于它们依赖于现代汉语优化模型，在处理古汉语的复杂性、特殊语法和语义
时存在局限。

2.2 大大大模模模型型型事事事件件件抽抽抽取取取

目前，已有学者尝试探索歌歌歍歳用于事件抽取的可行性。歗步歩等欨歗步歩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欳欩的研究从
零样本信息抽取（歉歅）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歃歨歡歴歇歐歔在未经特定训练情况下的信息提取效果。
他们将零样本歉歅任务转化为一个包含两阶段框架的多轮问答问题（歃歨歡歴歉歅）。在三个歉歅任务
（实体欭关系三元组提取、命名实体识别、事件抽取）的广泛评估中，歃歨歡歴歉歅在六个数据集上的
表现令人印象深刻。而歇歡歯等欨歇歡歯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欳欩的工作探索了在长尾和复杂场景（即包含多个
事件的文本）下歃歨歡歴歇歐歔用于事件抽取的效果，研究发现，歃歨歡歴歇歐歔在处理长尾和复杂场景
（例如多事件文本）时的性能只有特定任务模型的一半。总之，虽然歌歌歍歳在事件抽取方面展现
出潜力，但在处理特定类型的语言结构时仍存在显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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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事事事件件件语语语义义义学学学研研研究究究

事件语义学是语义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核心是将事件作为理解句子意义的基本元素，
强调事件在句子中的角色。歄歡歶歩此歳歯歮欨歄歡歶歩此歳歯歮欬 欱欹欶欷欩首次在行动句（歡正歴歩歯歮 歳步歮歴步歮正步歳）中引
入歜事件欢论元，认为动词不仅关系到主语和宾语，还关联到一个表示实际动作的歜事件欢。随
后，事件语义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如研究者们尝试区分不同类型的事件（如状态、过程
和结果），并探讨它们是如何通过语言结构被表达和理解的欨歍歡歩步歮止歯歲歮欬 欲欰欱欱欩。事件的因果关
系，即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歔歡歬歭歹欨歔歡歬歭歹欬 欲欰欰欰欩对此进行了深
入探讨，提出了初始，持续等因果关系概念，强调了事件语义在理解语言中的动态过程的重要
性。随着计算语言学的发展，事件语义学在歎歌歐和语言资源构建中也受到关注。例如，有学者
利用事件语义学分析日语和汉语中的存在句，建立它们的事件结构模型，以此来处理语言信
息欨熊苇渡欬 欲欰欲欰欩。此外，一些学者还利用事件语义学理论，探索如何计算复杂句子中事件的语
义距离，进而帮助构建语言知识词典欨马腾歡歮此 詹卫东欬 欲欰欱欴欩。总之，事件语义学的发展不仅加
深了我们对语言语义的理解，而且对事件抽取的框架提供了理论基础。

3 方方方法法法

我们使用图欳来简要阐述我们的方法流程。图中主要分为四大部分，输入为二十四史语料，
首先进行数据准备和预处理工作，其次构建事件语义解析框架，对古汉语译文进行语义依存分
析（第一层语义映射），并设计提示词，再使用歌歌歍歳标注分析（第二层语义映射），然后人类
进行审核映射（半自动标注框架），最终输出为二十四史事件抽取语料。

二十四史
语料

大语言模型
标注分析

格式转换

数据筛选

数据清洗

数据分块

语料对齐

数据准备和预处理

本体构建和优化

质量控制和评估

人类审核及映射

结果整合及映射

审核
事件语义
解析框架

译文语义
依存分析

提示词
设计

二十四史
事件抽取
语料

第二层语义映射第一层语义映射

反馈

图 欳欺 方法流程图。展示从数据预处理到二十四史事件抽取语料的生成过程，其中蓝色为第一层
语义映射，将译文映射为丰富语义信息；绿色（含虚线部分）为第二层语义映射，将语义信息
进一步映射为事件信息。

3.1 数数数据据据准准准备备备和和和预预预处处处理理理

我们选择《二十四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套权威文献详细记录了从黄帝时期（约公
元前欲欵欵欰年）至明朝崇祯十七年（欱欶欴欴年）的中国历史，展现了不同朝代、各色人物的历史纪
实。其中的歜本纪欢和歜列传欢章节，作为各史书的核心内容，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为确保语料的
完整性和质量，我们采用了文白对照的《二十四史》精华版（共欱欲册）0作为语料来源，并将对
其进行预处理。如图欴所示为数据预处理示例。具体来说：

• 格格格式式式转转转换换换：将数据源格式转换为便于标注的格式。互联网公开的电子书籍多为步歱歵止等格
式，我们需要将其转换为歴歸歴或歪歳歯歮文本格式，以便进行标注。同时，为了更好地检索和理
解文档，我们会在数据中加入文档歉歄和篇章信息。

• 数数数据据据筛筛筛选选选：筛选出我们的目标语料。主要是以人物或篇章为检索单位，筛选出原文和对应
译文数据。

0来源网址: http://www.happydot.top/91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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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数数据据据清清清洗洗洗：删去无关数据内容，如文本中的多余符号等。这一步骤使用正则化表达式进行
规则匹配，清洗数据中的一些噪音，以降低错误率。

• 数数数据据据分分分块块块：将大批量文本数据切分为更小批次，方便处理，存储及排查错误。对于过长的
文本，我们会在保持上下文连贯性的前提下进行分块，以提高效率。

• 语语语料料料对对对齐齐齐：将古汉语原文与现代汉语译文进行句子级别的对齐，为语义映射打下基础。由
于译文通常比原文长，这一步骤有助于确保分析结果能准确地对应到原文。

图 欴欺 数据预处理后的古汉语语料歊歓歏歎格式示例。展示文档编号（此歯正 歩此）、句
子编号（歳步歮歴步歮正步 歩此）、总句数（歴歯歴歡歬 歳步歮歴步歮正步）、原文（歯歲歩歧歩歮歡歬 歴步歸歴）及对应翻译
（歴歲歡歮歳歬歡歴歩歯歮）。

3.2 事事事件件件语语语义义义解解解析析析框框框架架架构构构建建建

在探索事件抽取和语义依存分析的联系部分，我们结合了事件语义学理论和语义依存关系
框架1，旨在将语义依存分析标签映射到事件语义标签上，以构建一个全面事件语义解析框架。

事事事件件件语语语义义义学学学认为歜事件欢是一种具有确定时空属性并能够整合参与者功能的特定实体；强调
事件的时空特性和可感知性，即事件作为世界中的实体，在空间和时间中有其特定的位置，并
且在实现方式上可能有所不同（多样化）。例如，句子歜七月丙寅，始皇死于沙丘平台。欢中，
此事件发生在特定时间（七月丙寅）和地点（沙丘平台），其中始皇为参与者，其死亡为事件
核心。此事件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可以被感知。进一步，死亡方式可能有多种，如自然死
亡、疾病或他杀等，这表明同一事件（死亡）可以不同方式发生（如图欵止所示）。

而语语语义义义依依依存存存分分分析析析旨在理解和分析语句中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语义依存分析规范认为事件
是以一个核心谓词为中枢论元，一个或多个相关的论元为周边的语义组合所反映的客观现实。
例如，上例句子的语义依存分析中，核心谓词歜死欢连接多个相关论元。其中，始皇是当事，意
味着他是事件的主体；歜七月丙寅欢代表时间，歜沙丘平台欢代表地点，共同构建了这一历史事件
的背景（如图欵歡所示）。

七月 始皇 死 于 平台

时间角色

当事关系

根节点

空间角色

ROOT 丙寅 沙丘 。，

空间角色时间修饰角色 标点标记

标点标记

七月 始皇 死 于 平台丙寅 沙丘 。，

空间属性
参与者

EVENT

事件

时间属性

（a）语义依存分析 （b）事件语义学分析

介词标记

图 欵欺 语义依存分析（歡）与事件语义学分析（止）对比分析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者都视事件为具有时空属性的客观现实，包含核心元素和相关参与
者，且均具有可感知性和多样性。我们可以认为语义依存关系的部分框架和事件语义解析框架

1https://csdp-doc.readthedocs.io/zh-cn/l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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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且存在映射关系（如图欶所示）。事件抽取着眼于文本中的实体行为，涉及特定词语触发
的事件结构。这一结构包括：触发词、参与者、情境、情态及事件关系。具体来看：

• 触触触发发发词词词（（（trigger）））：事件发生的核心词，常为动词或名词，对应语义依存分析的核心谓
词。

• 参参参与与与者者者（（（participant）））：事件参与的主体和客体，对应语义依存分析中的主体角色和客
体角色。

• 情情情境境境（（（situation）））：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背景要素，对应语义依存分析的情境角色。

• 情情情态态态（（（modal）））：人对事件的主观态度，如是否真实发生，对应语义依存分析中的否定和
情态标记。

• 事事事件件件关关关系系系（（（event relations）））：事件间的联系，对应语义依存分析的事件关系。

语义依存关系框架（部分）

主
体
角
色

根
节
点

客
体
角
色

情
境
角
色

情
境

依
附
角
色

触
发
词

参
与
者

情
态

事件语义解析框架

事
件
关
系

事
件
关
系

图 欶欺 语义依存关系框架（部分）与事件语义映射关系示意图。展示语义依存关系框架中各角色
与事件语义解析框架中相应元素的对应关系。

3.3 第第第一一一层层层语语语义义义映映映射射射：：：译译译文文文语语语义义义依依依存存存分分分析析析

由于古汉语语义的复杂性，目前缺乏专门针对古汉语文本的语义依存分析工具，且现
代歎歌歐工具主要基于现代语言语料训练，对古汉语的特殊语法和语义处理能力有限。相反，现
代汉语清晰的语法结构有助于歎歌歐工具更准确地进行语义依存分析，从而提高事件信息提取的
准确性，具有可行性。

因而我们使用语义依存分析工具2对古汉语译文进行语义依存分析，作为双层语义映射方法
的第一层映射。语义依存分析是理解和抽取事件信息的关键，对译文进行语义依存分析对于事
件抽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提供深度语义理解的关键步骤。它能够有效地辅助抽取古汉语文
本中的复杂事件关系，准确识别触发词和解析事件结构，为构建精确的事件本体和理解事件动
态提供坚实基础。具体来说欺

• 确确确定定定事事事件件件触触触发发发词词词：事件的触发词通常是动词或名词，它们表明了发生了什么动作或事件。
语义依存分析能够识别句子中的核心动词和名词，而这些词往往是事件的触发词。如句
子歜八年闰五月庚申日，孝武帝驾崩，当天，太子业登皇帝位。欢中，歜驾崩欢和歜登欢就是两
个事件的触发词。

• 解解解析析析事事事件件件论论论元元元：语义依存分析中，每个词语被赋予特定的语义角色，而这些语义角色中就
已包含了时间、空间、主体、客体等事件发生的要素。如在上述例句中，歜孝武帝欢和歜太子
业欢是两个事件的主体。

2https://hanlp.hank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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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揭揭示示示事事事件件件间间间的的的关关关系系系：语义依存分析不仅识别词语之间的表层句法关系，还深入探究它们之
间的语义关系，通过分析语义角色和关系，能够揭示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因果、顺承
或并列等。如在上句中，歜太子业登皇帝位欢紧接着歜孝武帝驾崩欢发生，形成了一个顺承关
系。

3.4 第第第二二二层层层语语语义义义映映映射射射：：：大大大语语语言言言模模模型型型标标标注注注分分分析析析

歌歌歍歳的通用性在于其能将多种任务转化为文本生成。通过设计简洁的提示词或提供少量示
例，它能执行众多歎歌歐任务，无需为特定任务构建专门的数据集或模型。利用这一特性，我们
提出使用歌歌歍歳进行数据初步标注。尽管歌歌歍歳在直接处理古汉语方面存在局限，但我们通过提
供结构更加清晰的现代汉语文本和丰富的语义信息，既能发挥歌歌歍歳高效的语义解析能力，又能
规避其在处理古文时的不足，提高标注效率。
因而，在第一层语义映射及事件语义解析框架的基础上，我们使用歌歌歍歳对已进行语义依存

分析的现代汉语文本进行事件抽取标注，将语义依存关系映射为具体事件信息（如图欸所示）。
这一过程包括两个阶段：提示词设计和模型标注。

• 提提提示示示词词词设设设计计计：根据歜角色欫 任务（详情）欫 目标欫 格式欯内容要求欫 示例欢的模板创建提示
词（如图欷所示）。歜角色欢界定了歌歌歍歳的角色，歜任务欢说明了具体的任务背景和细节，歜目
标欢是模型应输出的结果，而歜格式欯内容欢要求则规定了输出的具体形式。这个过程是迭代
的，通过反复测试和评估模型输出，不断调整提示词以获取稳定的结果。

• 思思思维维维链链链及及及少少少样样样本本本学学学习习习：为了提高歌歌歍歳分析的准确性，我们还采用了思维链（歃歯歔）欨歗步歩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欲欩技术和少样本学习方法欨歂歲歯歷歮 步歴 歡歬欮欬 欲欰欲欰欩。利用思维链技术，提示词模拟了
人类处理事件语义信息的逻辑顺序，这一过程逐步分析和提取语义依存关系框架中的关键
成分。首先识别触发词以确定事件的核心，接着将其主体及客体角色对应到事件参与者
上，然后通过提取时间和地点信息，确定事件的具体情境，处理情态词以捕捉事件的主观
态度，并构建事件之间的逻辑和因果关系。整个映射过程确保了事件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最后，少样本学习则通过展示具体的标签映射和输出格式示例，使模型迅速适应并执
行新任务。

• 模模模型型型标标标注注注：我们利用歧歰歴欭欴欭欱欱欰欶欭歰歲步歶歩步歷模型作为基础，通过歁歐歉进行自动化标注。这包括
将译文的语义依存分析结果输入模型，并将这些关系映射到事件分析上，即把语义依存关
系转换为具体的事件信息。

            任务（详情）：
Your primary task involves processing SDP data formatted in CoNLL. 
This task requires STEP-BY-STEP extraction of key components to achieve optimal results. Essential
components include TRIGGERS, PARTICIPANTS, SITUATIONS, MODALS, and EVENT RELATIONS.

  - [TRIGGERS]: These are typically verbs or nouns......
  - [PARTICIPANTS]:They include agents and patients......
  - [SITUATIONS]:These represent the time and place......
  - [MODALS]:  They convey subjective attitudes......
  - [EVENT RELATIONS]: These illustrate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events......

Utilize the following SDP label mappings:
  - [Agent mappings]: Agt, Aft, Exp......
  - [Patient mappings]: Pat, Cont, Prod......
  - [Situation mappings]:Tool, Matl, Mann......
  - [Modal mappings]: mNeg, mMod......
  - [Event relations mappings]:eCoo, eEqu, eRect......

         角色：
As an EXPERT in semantic dependency parsing,SDP,and event structure extraction.

        目标：
Your task is to extract EVENT STRUCTURES and RELATIONSHIPS from 
each sentence in CoNLL format and ONLY output the results in a CORRECTLY
formatted JSON, as shown in the example below.
......

       格式/内容要求:
DO NOT output irrelevant or duplicate content. 
Ensure that the output JSON FORMAT can be correctly parsed by Python, 
......

       示例：
Your output should resemble the following EXAMPLE:
CoNLL Format Example:......
JSON Format Example:......

图 欷欺 输入给歌歌歍歳的提示词示意图。展示提示词的各部分，歜角色欫 任务（详情）欫 目标欫 格
式欯内容要求欫 示例欢，以及思维链、少样本学习方法。

3.5 人人人类类类审审审核核核及及及映映映射射射

尽管歌歌歍歳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色，但在处理复杂和特定的语言任务时仍可能产生错误。而人
类标注员可以识别并纠正这些错误，更进一步提高标注结果的准确性。因而在半自动标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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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欸欺 歌歌歍歳输出的歊歓歏歎格式展示。呈现古汉语事件的结构化信息，含译文（歴歲歡歮歳歬歡歴歩歯歮）、
事件触发词（歴歲歩歧歧步歲）、参与者角色（歰歡歲歴歩正歩歰歡歮歴）、情境（歳歩歴歵歡歴歩歯歮）及事件关系
（步歶步歮歴 歲步歬歡歴歩歯歮）

中，歌歌歍歳首先进行初步标注，随后人类标注员对结果进行审核反馈。通过对照古今对齐语料，
标注结果可准确映射回古汉语原文，有效弥补了模型在处理古汉语特有问题时的不足。
此外，基于歌歌歍歳的初步标注结果，人类标注员可以进一步进行本本本体体体构构构建建建和和和优优优化化化。结合语

义依存分析提供的深层语义知识和歌歌歍歳的语义理解能力，我们能有效抽取古汉语文本中复杂事
件关系，为构建精确事件本体和理解事件动态提供坚实基础，帮助人类标注员发现一些新的事
件类型和事件关系，从而进一步优化本体知识（如图欹所示）。
如在句子歜契丹寇澶州，（安重霸）以临阵忸怩，为景延广所诛。欢中，传统观点未将歜忸

怩欢这类情感词视为事件类型。然而，通过分析结果，我们发现歜忸怩欢对事件发展有重要作用，
呈现契丹军队攻击澶州与安重霸临阵畏缩间的转折关系，以及导致其被景延广处决的因果关
系。因此，我们的方法能挖掘古汉语中特定事件类型，尤其是影响事件发展的人物情感词汇。

契丹 寇 忸怩，澶州，（安重霸）以临阵 为景延广所诛。

转折关系
因果关系

进攻事件 杀害事件

图 欹欺 我们方法在发现新事件类型和关系中的应用示例。图中句子分析揭示了传统未视为事件类
型的情感词歜忸怩欢在事件发展中重要性，显示了古汉语文本的特色。

4 实实实验验验

4.1 设设设置置置

本实验旨在验证我们提出的方法对古汉语事件抽取标注任务的准确率、标注效率及标注难
度的影响。实验设计包括两两两个个个对对对照照照组组组，一组在原文上直接进行标注（原文标注组），另一组
则应用我们方法进行标注（辅助标注组）。具体实验任务涉及对古汉语原文句子进行触发词识
别、事件论元和事件关系标注，标注难度依次递增，标签选取基于语义依存关系。
为了全面评估我们方法的效果，我们采取了多多多维维维度度度的测量方法。评价指标包括准确率

（歐歲步正歩歳歩歯歮）、召回率（歒步正歡歬歬）和歆欱值（歆欱 歓正歯歲步），同时考量标注时间。首先，我们计算
对照组在三个任务上的准确率、召回率和歆欱值，以全面评估标注员标注效果。这些指标计算的
基准（止歡歳步歬歩歮步）是来自多位专家的综合标注结果。其次，我们统计了对照组的平均标注时间。
具体操作中，我们在限定时间内观察对照组的标注句子数量，以此来计算平均标注时间。各指
标的具体概念和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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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准准确确确率率率(Precision)：指正确标注的正例数量与所有标注为正例的数量之比。准确率度量
了标注人员在标注触发词、事件论元和事件关系时的准确性。

准确率（歐歲步正歩歳歩歯歮） 欽
正确标注的正例数目

所有标注为正例的数目
欨欱欩

• 召召召回回回率率率(Recall)：指正确标注的正例数量与所有应该标注为正例的数量之比。召回率度量
了标注人员从文本中正确标注事件元素的能力，召回率高意味着标注人员漏标的情况较
少。

召回率（歒步正歡歬歬） 欽
正确标注的正例数目

所有应该标注为正例的数目
欨欲欩

• F1值值值(F1 Score)：指准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歆欱值被用来综合评价标注人员在识
别和标注文本中事件元素（如触发词、事件论元和事件关系）的效果。

歆欱值（歆欱 歓正歯歲步） 欽 欲× 准确率×召回率
准确率欫召回率

欨欳欩

• 平平平均均均标标标注注注时时时间间间：是标注一定数量句子所需时间的平均值，用于衡量标注效率和难度。这反
映了标注人员在给定时间内完成标注任务的速度。

平均标注时间（分钟欯句） 欽
标注所用总时间（分钟）

标注的句子数量
欨欴欩

同时，为了保证实验的一致性和合理性，我们从二十四史的欶欳篇文档中随机筛选了欳欲欰句
古汉语原文作为标注实验语料。这些语料在句子总长度和标签数量上进行了严格控制，以确保
句子难度的均匀分布。标标标注注注人人人员员员的的的选选选择择择也是实验设计的关键环节。我们选取了具备一定古汉
语基础知识的人员，并将标注分为试试试标标标注注注（欲欰句）和正正正式式式标标标注注注（欳欰欰句）两个阶段（如图欱欱所
示）。试标注环节的目的在于确定标注人员的知识水平，以确保参与实验的标注人员的水平相
当。正式标注环节则分为两两两轮轮轮进行，每轮各欱欵欰句，同一标注人员需采用不同对照组方式对句子
进行多次交交交叉叉叉标标标注注注。此外，我们制定了标注规范，并对标注人员进行了初步培训，从而减少了
人为因素对实验结果的潜在偏差，增强了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4.2 结结结果果果及及及分分分析析析

在本次实验中，我们对提出的基于双层语义映射的歌歌歍歳辅助古汉语事件抽取半自动标注框
架进行了全面的实验评估。在表欱和图欱欰中我们给出了实验结果，可以看到我们的方法在提高古
汉语事件抽取标注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效率方面都具有显显显著著著优优优势势势。特别是在事件关系标注这一
复杂任务上，提升效果尤为突出，显示了其在处理古汉语文本中复杂语义信息时的高效性和准
确性。
具体而言，在触发词识别任务中，我们的方法相较于直接标注方法，尤其在召回率方面表

现尤其优异，这表明我们的方法能够更全面地识别文本中的关键信息，减少了遗漏重要触发词
的情况。而对于事件论元及事件关系标注任务，我们的方法同样显示出了更高的准确率和召回
率，尤其是事件关系标注的提升最为显著，歆欱值几乎提升了一倍，这证明了我们方法在理解和
分析复杂事件关系方面的有效性。
同时，图欱欰显示，我我我们们们的的的方方方法法法显显显著著著减减减少少少了了了平平平均均均标标标注注注时时时间间间，，，提提提高高高了了了标标标注注注效效效率率率。这一点在两

位标注员的数据上都得到了验证，其中标注员歂的效率提升百分比高于标注员歁，这可能与个体
差异有关，但整体趋势一致表明我们的方法能有效缩短标注所需时间，提升标注效率。此外，
平均标注时间也从侧面反映出标标标注注注任任任务务务的的的难难难度度度，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标注时间少则意味着标注
任务较为简单。
此外，不不不同同同任任任务务务本本本身身身的的的复复复杂杂杂度度度导导导致致致了了了各各各评评评价价价指指指标标标之之之间间间的的的显显显著著著差差差异异异。具体来说，触发词识

别任务的评价指标相对较高，因为它主要涉及到在文本中识别显而易见的动词或名词，较为简
单。相反，事件论元识别和事件关系标注任务的评价指标较低，这一差异归因于这两项任务的
复杂性。事件论元识别任务要求识别与特定事件相关的多种元素，这些元素可能包括古汉语中
特有的人名、地名和官职等实体。这要求标注人员拥有对相关文化背景的深入了解。而对于事
件关系标注任务则要求标注人员不仅理解文本中明确表达的信息，还要对古汉语中隐含的复杂
语义关系有深刻的理解。因此，该任务的评价指标较低反映了其在认知和分析层面的高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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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欱欺 对照组在不同标注任务上的效果对比

对照组 任务
标注员歁 标注员歂

准确率 召回率 歆欱值 准确率 召回率 歆欱值

原文标注组
触发词识别 欷欸欮欹欵 欷欷欮欷欴 欷欸欮欳欴 欶欵欮欴欸 欸欱欮欱欸 欷欲欮欴欹
事件论元标注 欴欶欮欴欲 欳欸欮欸欰 欴欲欮欲欷 欵欸欮欲欲 欵欳欮欱欱 欵欵欮欵欵
事件关系标注 欲欶欮欳欵 欲欵欮欳欶 欲欵欮欸欵 欲欶欮欲欸 欲欸欮欷欲 欲欷欮欴欵

辅助标注组
触发词识别 欷欷欮欰欸 欸欵欮欶欱 81.12 欷欶欮欷欴 欸欰欮欴欹 78.57
事件论元标注 欵欸欮欹欲 欵欷欮欰欵 57.97 欵欸欮欹欳 欵欵欮欸欵 57.35
事件关系标注 欴欴欮欹欰 欴欶欮欸欱 45.83 欳欷欮欶欱 欳欸欮欸欶 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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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欱欰欺 对照组在标注时间上的对比

A B

20句

A B

150句

原文标注组 辅助标注组

A B

150句

原文标注组辅助标注组320句

二十四史

1.《史记》

2.《汉书》

24.《明史》

......

13162句

图 欱欱欺 实验标注阶段示意图。如图标注分为
试标注（欲欰句）和正式标注（欳欰欰句）两个阶
段，其中正式标注分为两轮（欱欵欰句）进行，
标注人员歁歂需采用不同对照组方式对句子进
行交叉标注。

5 讨讨讨论论论

5.1 优优优点点点

我们的方法引入了一种基于双层语义映射的歌歌歍歳辅助半自动标注框架，专门针对古汉语事
件抽取的数据标注。这一方法的核心在于融合了歎歌歐工具和歌歌歍歳的优势，并结合人类标注员
的审核反馈，有效缓解了古汉语文本的语义复杂性问题。具体来说：

（欱）通通通过过过提提提供供供丰丰丰富富富语语语义义义帮帮帮助助助LLMs进进进行行行分分分析析析，，，提提提高高高准准准确确确性性性：古汉语文本的复杂性一直
是歎歌歐的一大挑战。我们的方法不仅保留了古文的丰富语义，还通过精确和可靠的分析，降低
了文本的复杂度。同时，借助现代汉语译文的语义依存分析结果，我们的方法能够减少歧义，
减少误标的可能性。

（欲）借借借助助助自自自动动动化化化工工工具具具和和和LLMs，，，提提提升升升标标标注注注效效效率率率与与与质质质量量量：通过利用自动化工具和歌歌歍歳快速
生成初步标注数据，结合人类专家的审核和反馈，我们的方法显著提高了标注的效率和质量。
这种双管齐下的策略确保了数据标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欳）减减减少少少专专专业业业背背背景景景依依依赖赖赖和和和标标标注注注工工工作作作量量量：传统的歎歌歐工具在处理古汉语文本时面临诸多挑
战，尤其是语义层面的复杂性和专业知识的需求。我们的方法通过双层语义映射，不仅减少了
对背景知识的限制，还减少了工作量，使得标注过程更加容易和普遍适用。

5.2 局局局限限限

虽然我们的方法在提升古汉语事件抽取准确性等方面取得了效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首
先，译译译文文文的的的选选选择择择直直直接接接影影影响响响语语语义义义依依依存存存分分分析析析的的的准准准确确确性性性。依赖质量不高的译文进行事件抽取标注，可
能导致标注结果质量不高。为此，我们强化数据预处理操作，选用出版书籍语料作为高质量译
文。同时，我们对古汉语原文和现代汉语译文进行了对齐。

语语语义义义依依依存存存分分分析析析局局局限限限于于于句句句子子子内内内，，，缺缺缺乏乏乏上上上下下下文文文信信信息息息。由于我们分析的是古汉语历史文本篇
章，而语义依存分析通常局限于单个句子内部，可能无法完全捕捉跨句子或跨篇章的事件关
系。面对这一局限，我们在数据预处理阶段中加入上下文索引信息（如文档歩此和篇章位置），
每一个句子都能明确索引到具体的文档中的上下文信息，为标注人员提供了参考。

LLMs的的的标标标注注注结结结果果果的的的质质质量量量受受受限限限于于于提提提示示示词词词设设设计计计。如果提示词设计不当，模型可能无法生成准
确的标注结果。此外，由于歌歌歍歳在处理复杂输入时可能出现歜幻觉（歨歡歬歬歵正歩歮歡歴歩歯歮）欨歌歩 步歴 歡歬欮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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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歯歲 歃歯歭歰歵歴歡歴歩歯歮歡歬 歌歩歮歧歵歩歳歴歩正歳欮
欬 歰歡歧步歳 欶欴欴欹死欶欴欶欴欮 歁歳歳歯正歩歡歴歩歯歮Language Processing, EMNLP 2023, Singapore, December 6-10, 2023

Proceedings of the 2023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歡歮此 歋歡歬歩歫歡 歂歡歬歩欬 步此歩歴歯歲歳欬
歨歡歬歬歵正歩歮歡歴歩歯歮 步歶歡歬歵歡歴歩歯歮 止步歮正歨歭歡歲歫 武歯歲 歬歡歲歧步 歬歡歮歧歵歡歧步 歭歯此步歬歳欮 歉歮 歈歯歵此歡 歂歯歵歡歭歯歲欬 歊歵歡歮 歐歩歮歯欬

歊歵歮歹歩 歌歩欬 歘歩歡歯歸歵步 歃歨步歮歧欬 歘歩歮 歚歨歡歯欬 歊歩歡歮欭歙歵歮 歎歩步欬 歡歮此 歊歩欭歒歯歮歧 歗步歮欮 欲欰欲欳欮 歈歡歬歵步歶歡歬欺 歁 歬歡歲歧步欭歳正歡歬步

歡歰歰歬歩正歡歴歩歯歮歳欮
歁歭歩歮 歂步歨步歳歨歴歩欬 歡歮此 歐歨歩歬歩歰 歓欮 歙歵欮 欲欰欲欱欮 歁 正歯歭歰歡正歴 歳歵歲歶步歹 歯歮 步歶步歮歴 步歸歴歲歡正歴歩歯歮欺 歁歰歰歲歯歡正歨步歳 歡歮此

歑歩歡歮 歌歩欬 歊歩歡歮歸歩歮 歌歩欬 歊歩歡歷步歩 歓歨步歮歧欬 歓歨歩歹歡歯 歃歵歩欬 歊歩歡 歗歵欬 歙歩歭歩歮歧 歈步歩欬 歈歡歯 歐步歮歧欬 歓歨歵 歇歵歯欬 歌歩歨歯歮歧 歗歡歮歧欬

欬 歡止歳欯欲欱欱欲欮欱欵欲欸欰欮CoRR歇歵歯欮 欲欰欲欱欮 歗歨歡歴 歩歳 步歶步歮歴 歫歮歯歷歬步此歧步 歧歲歡歰歨欺 歁 歳歵歲歶步歹欮
歓歡歩歰歩歮歧 歇歵歡歮欬 歘歵步歱歩 歃歨步歮歧欬 歌歯歮歧 歂歡歩欬 歆歵歪歵歮 歚歨歡歮歧欬 歚歩歸歵歡歮 歌歩欬 歙歵歴歡歯 歚步歮歧欬 歘歩歡歯歬歯歮歧 歊歩歮欬 歡歮此 歊歩歡武步歮歧

欬 歡止歳欯欲欳欰欳欮欰欳欸欳欶欮CoRR步歶步歮歴 步歸歴歲歡正歴歩歯歮欮
歊歵歮 歇歡歯欬 歈歵歡歮 歚歨歡歯欬 歃歨歡歮歧歬歯歮歧 歙歵欬 歡歮此 歒歵歩武步歮歧 歘歵欮 欲欰欲欳欮 歅歸歰歬歯歲歩歮歧 歴歨步 武步歡歳歩止歩歬歩歴歹 歯武 正歨歡歴歧歰歴 武歯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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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歌歌歍歳中其，架架架框框框注注注标标标动动动自自自半半半合结是法方决解一个，性限局的法方们我于对，之言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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