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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句式结构是一种基于句本位语法的形式化句法结构，采用自定义的图解形式呈现句子

结构。本文提出了涵盖小句结构、词法结构和句间结构三方面的句式结构体系，阐明了

其设计理念以及句本位的析句原则，最后概述了基于该体系构建汉语树库的工程进展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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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ntence Pattern Structure (SPS) is a formalized syntactic structure based on sentence-

based grammar, which presents the structure of sentences in a customized diagram form. This

paper proposes an SPS system covering three aspects: clause structure, lexical structure, and

inter-sentence structure, elucidating its design philosophy and parsing principles of sentence-

based grammar. Finally, an overview of the engineering progress of building a Chinese treebank

based on this system i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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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句式结构体系是基于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所创“句本位”语法理论而设计的一种形式化

句法结构体系。由于它采用自定义的“图解法”来表现句子结构，故也可称作图解句式结构。图

解法的数字化改造工作最早可追溯至（彭炜明，2012），其目的是将曾经流行一时的汉语语法教

学工具付诸计算机实现，以推动汉语语法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两个领域的信息沟通。其后，我们

实现了数个版本的图解方案和可视化工具，构建过规模不等的句式结构树库（也叫句本位语法

树库）。今年是第一个以“句式结构”（Sentence Pattern Structure）命名的图解方案公布的 10周年

（彭炜明等，2014），由于不同时期的设计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做一个阶段性总结，同时发布最

新版的句式结构体系及其树库语料。

2 相关工作

汉语的树库构建起步于 20世纪 90年代，数十年间建成了一批影响较大的中文树库。先是

以宾州中文树库 (CTB)（Xue N., 2005）、清华汉语树库 (TCT)（周强, 2004）为代表的短语结构树

库，其后是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中文依存树库 (HIT-CDT)（Che W., 2012）、苏州大学汉语依存树库

(CODT)（郭丽娟, 2019）为代表的依存结构树库。这两种结构各有侧重，前者突出短语功能和结

构层次，后者强调中心词和结构关系，它们是目前中文信息处理领域的主流句法结构。北京大学

的多视图中文树库 (PMT)（邱立坤, 2015）尝试融合二者优点，实现了两种结构的自动切换。

由于主流树库大多是以计算机自动句法分析为背景，其结构体系是在英语成熟的句法结构

体系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在面对汉语文本时表现出一些不适应性。近年来，汉语树库研究出现了

如下一些新的动向：

• 句法标注向浅层分析转向。即避免繁琐标注过程，不追求以词为单位的分析粒度，而改以组

块为单位，以“呈现句子骨干结构”为目标，例如北京语言大学的汉语组块依存树库（钱

青青, 2022）。

• 突破句法约束直接标注语义结构。应对汉语中大量存在的非投影结构，采用更为自由的图

（而非树）来表示句子的语义结构。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语义依存图库（Wang Y., 2016）、

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抽象语义表示语料库 (CAMR)（李斌, 2017）。

• 分析单位从句子延伸至段落乃至篇章。针对汉语多流水句和“意合”的语法特点，树库建设

开始关注语句衔接和篇章结构问题。例如苏州大学的微观和宏观篇章结构语料库（奚雪峰,

2017;褚晓敏, 2020）和北京语言大学的小句复合体语料库（宋柔, 2017; 2022）。

• 面向语言教学回归传统教学语法。为适应面向人的语言教学需求，采用传统教学语法描写句

子结构。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黎氏语法树库（He J., 2013）、句本位图解树库（Song T., 2016），

以及北京语言大学自动构建的句式结构树库（谢晨晖, 2023）。

以上有些是相互关联的，比如，北语组块依存树库进一步发展为基于篇章的句法结构树库

（卢露, 2022）、意合图表示（荀恩东, 2023），就体现了前三个方面。而（4）其实就是前三个动向

的综合，传统教学语法在突显句子结构骨架，处理句法语义的结构冲突，以及促进段落篇章理解

方面有着同样的诉求。

本文所谓的传统教学语法即以“句子成分”分析（而非“直接成分”分析或层次分析）为基

础，以归纳句型句式为主要目标的汉语语法体系。《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张志公, 1956）及

此前的多数汉语语法体系大都可归入这一类，最典型的即黎锦熙“句本位”语法。由于黎氏语法

的句子成分划分与今天通行的教学语法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后来的句式结构体系设计（Peng W.,

2015）便以《暂拟系统》作为主要参照。

3 句式结构体系

句式结构分析首先由程序根据截句标点 0（。｜？｜！）自动切分出“整句”，整句之下再分出

若干小句。小句内部的成分结构以二维平面上自定义的图解样式呈现，各小句的图解样式再以

不同虚线相连，表示各种句间结构。词语散布在图解样式上，标注词类、义项和词法结构信息。

0截句标点的范围也可视文本情况扩充到冒号、分号，以及一部分的省略号、破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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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个完整的句式结构分成小句结构、词法结构和句间结构三个层面。图解操作在图形界面

上进行，由程序完成图解样式和数据格式（XML）间的编、解码转换。

3.1 小句结构

句式结构共设主、谓、宾、定、状、补和独立语七类句子成分，虚词不单独充当句子成分而

占据特定“虚词位”。如图 1所示，句子成分沿一条长横线平铺排列：主、谓、宾为主干成分，置

于横线上方；定、状、补、独立语为附加成分，附于横线下方。主干维持“主-谓-宾”单谓语核

心（简称单谓核）格局的句式为“基础句式”；打破这一格局的为“复杂句式”，其中联合谓语 1、

连动谓语、兼语谓语和合成谓语 2为双谓核结构，主谓谓语结构则以支架顶起，形成一个新的句

式层次。

Figure 1: 句式结构图解公式

虚词位置于其所连接或附加的成分旁边，分四类：介词位、连词位、方位词位和助词位，前

三类分别标示“∧”、“…”、“□”于横线下方，助词位又分三种：1©连接定、状、补语的助词“的/

之”、“地”、“得”，置于折线与横线的连接处； 2©与 NP或单词组合的助词，标示“△”于横线下
方； 3©与 VP或小句组合的助词，标示“▽”于横线下方。图解公式中各横线段均可进行横向扩
展，但遵循如下约束规则：

• (1)主、宾语为体词性横线段（简称体词段），谓语为谓词性横线段（简称谓词段）3；

• (2)体词段只能扩展出定语、介词位、方位词位、△助词位、并列结构、同位结构；

• (3)谓词段只能扩展出状语、补语、宾语、主语、▽助词位、连词位、双谓核结构；4

• (4)附加成分横线段初始不限定体/谓性质，当其进行结构扩展时，再根据 (2)和 (3)确定；

• (5)超出 (2)和 (3)限制的扩展，如主谓谓语、VP主语等，需在原横线段上用支架顶起以造

成新的结构层次；

句式结构有其独特的层次观。若只对主干成分进行规则 (2)和 (3)范围内的扩展，只会引起

主干横线的延长，并不增加句式层次。增加句式层次的情况如图 2所示：

1联合谓语：两个 VP按复句逻辑紧缩而成，例如：母亲求神拜佛。他越想越生气。
2合成谓语：助动词/系动词+VP，例如：谁能帮助我？他昨天是从香港回来的。
3句本位语法不设“名词谓语句”，一般所谓“名词谓语”分析为缺省谓语“是”所带的判断宾语。
4许多从谓词段扩展出的成分并不与其直接相连，如主前状语、宾后补语，但应视为从谓词段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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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句式结构的层次深度示例

3.2 词法结构

成分分析一般到词一级结束，但由于汉语词和短语边界不清，图解时就以一个基础词库为

界，凡词库中收录的称作“词库词”，未收录而又不宜进一步句法切分的单位统称“动态词”。词

库词直接标注词类和义项；对动态词，先从内部拆分出词素（不必拆至最小的语素，以能找到词

库义项为界），分别标注词素类、义项、词法结构关系（如表 1）以及动态词的整体词类。

符号 关系 示例

… 并列 桌…椅；中…小学

↗ 定中 鸡↗蛋；小↗白↗兔；群众↗接待↗站
→ 状中 极→具；深→感；代→写；改→用
← 述补 赶←跑；看←清；拿←下；举←起
｜ 动宾 驯｜兽 �师

‖ 主谓 你 ‖争…我 ‖夺

· 重叠 看·看；研究·研究；睡·睡觉；看·一·看；看·了·看；看·不·看

- 其它词法 桌-上；两-只；一-大-碗；看-了；同学-们；学习-者；拿-得-起；翩然-而-至

⋄ 超词法 十-元 ⋄八-角 ⋄六-分；江西↗省 ⋄宁都↗县 ⋄固村↗镇

Table 1: 词法结构关系

词法标注示例如图 3，XML中为动态词整体设一个词类节点，词素类作为其孩子节点，词

素类节点上设属性@sen记录义项，词类节点上设属性@mod记录如下 3方面信息构成的词法结

构模式：词素类、词素字数（为 1时省略）和词法结构关系。

3.3 句间结构

篇章中的句子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指称、结构衔接、逻辑连接等手段组织起来的。汉语

语法具有“意合”特点，小句之间的结构衔接表现出显著的“流水句”特性。参考宋柔提出的广

义话题结构及其堆栈模型，句式结构在处理小句的结构衔接时也引入缩进对齐的描写机制，在

图解样式上分为两类（参见图 1）：

• 结构续合：后续小句共享前面小句的句首成分序列，图解样式上缩进后续小句，并以虚直线

相连，对齐至共享部分的末端，相当于（宋柔, 2013）中的堆栈模型。蒙后共享的情况即（宋

柔，2013）中的逆向堆栈模型，也归此类，但因数量较少，本文阐述均以承前共享为准。

• 结构分立：不满足上述续合关系的其它衔接方式，图解以虚弧线相接两个小句主干横线的最

左端。其中，后一小句必无缩进；前一小句若缩进，则以虚线延伸其主干横线至最左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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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动态词的词法结构及 XML格式

例如图 4。XML中，小句结构和词法结构编码在 xj节点之下（限于篇幅此处省略，具体参

见 (PengW., 2015)），句间结构通过 xj的属性@upt（up to的缩写，意为“向上对齐至”）表明。取

值格式为“m:n”，其中 m表示相连 xj的 id，n表示接续至该 xj的第 n个词之后，若“结构分立”

则取值“s”。结构续合仅限于同一整句内部，而分立小句则可能位于不同整句，此时@upt中加

上表示整句 id偏移量的 k值（一般取负值），格式为“k:m:n”（详后图 5）。

Figure 4: 句间结构的续合和分立

相连小句之间若存在逻辑语义关联，标注于虚线上，在 XML中记录于 xj/@rel属性。参照

（黎锦熙, 1962）复句分类体系，句式结构中逻辑语义关系共分两大类、十小类：

• 等立：承接、并列、选择、递进、转折；

• 主从：时间、因果、假设、条件、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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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复句中，由于从句一方可前可后，故在关系旁加标“↑”或“↓”，以示从句所在位置（对

应 XML属性@sub）。仿此，等立关系旁也增加一个标示符，粗分为“承接 ᒪ、并列 ⦉、选择 ⦉、递

进 ⦉、转折 ᔭ”。由于“承接”可视为小句相连的缺省关系，故若无形式特征（关联词等），可以

不显式标注。

小句间的“结构续合”是语法上经济原则的作用，即通过共享，后面小句避免了重复前面小

句中出现的句首成分序列。然而，小句之间的共享信息并不限于此，比如（宋柔, 2013）中的“新

支句/节栈模型”，即后面小句以前面小句的非开头部分作“话题”。这种情况均以“结构分立”的

虚弧线图解，但加标“话题”关系：

• 承主（＋）：后小句话题取自前小句的主语，或从更前小句继承来的话题。

• 续宾（－）：后小句话题取自前小句的宾语，包括状、补语中的介词宾语。

• 接句（±）：前小句整体作为后小句的话题。

此外，在涉及引语（包括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篇章中，引语后面的小句经常跨越引语部

分（有时很长，涉及多个小句）而从前面的导语小句中延续话题。为此，再引入两类“话题导引”

关系：

• 导引（⤹）：前、后小句分别为导语、引语，当引语涉及多个小句时，只标与导语相邻的小句。

• 承导（⤷）：后小句话题取自前小句对应导语小句的话题。

图解样式中，“导语”关系的虚弧设为有向弧，而其它 4类则加标记于虚弧线旁，对应 XML

编码设在 xj/@tpc属性中，例如图 5所示。

Figure 5:“话题导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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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理念和析句原则

句本位语法是一种教学语法，与强调分析程序严密性的结构主义语法相对。将图解法改造

为句式结构体系，始终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兼顾其教学性质和信息化需求。从结构主义的

角度看，句本位语法有许多不利于信息处理的特点，有些恰恰是其教学性质的突出反映，有着

心理认知基础和教学实用目的。本节将从坚持教学性和实现信息化这一对矛盾的平衡处理入手，

阐述句式结构体系的设计理念，并探讨该体系下句本位的析句原则。

4.1 直观呈现，提高空间利用

句式结构采用自定义的图解样式表达句子结构，直观性是其区别于现有形式化句法结构的

最显著特征。以短语结构和依存结构为背景，句式结构的直观性来自于：

• 充分利用二维平面的空间性，不同层次深度的词在横、纵两个维度展开排布，通过横、竖、

虚、实等线条实现层次对齐；而主流树库局限于“树”的数据结构，也受制于原文词序列的

线性排列，空间利用率都不如句式结构。

• 以长横线分隔主干成分和附加成分，实现语法分析“抓主干”的实用目的。语法教学中最基

本的“句子成分”在主流树库中隐藏在二元的层级结构或句法关系中，而在句式结构中它们

是直接存在的实体，因此，获取句子主干和成分信息在句式结构中更为便捷。

• 图形样式和数据存储分离，由程序实现编、解码，标注人员只面对图形而不接触数据，避免

了记忆标记集符号的负担。

从空间利用率角度出发，也就不难理解句式结构的如下设计：

• 缩进对齐手段的使用仅限于严格的结构续合，而没有如广义话题结构那样扩展至所有的流

水模型。因为句式结构是完全的结构分析，若将“话题导引”关系也一律采用缩进形式，则

会造成大片的空白区域。

• 在“话题导引”中，虚弧相接遵从就近原则。例如图 5中，本来小句 3©可以从 1©中直接“承
主”，小句 5©可以从 3©中直接“续宾”，但如此就会形成跨小句的虚弧线。“承导”关系的引
入就是为了避免当引语小句较多时导语和引语后面小句之间的超长虚弧。

4.2 廓清层面，突显句式层次

句式结构的句式层次有别于结构主义语法的短语层次。直观看，短语层次倾向于二分，而句

式层次则更加扁平化。事实上，句式结构层次观的独特性还首先表现在将不同层面的结构层次

从句式层次中分离出来，具体为：

• 引入动态词，将词法结构的内部层次从句法层面剥离。由于动态词的词法组合与句法有着

较高的一致性，主流树库中通常不做严格区分，进而如重叠、数量、词缀结构等词法结构也

进入句法层面。在二分为主的层次结构中，这并不构成太大问题；但句式结构需要突显句式

层次，讲究“抓主干”。如不设词法结构这一层，则介于词和短语之间的大量动态词结构将

混入句法层，势必造成层次嵌套过于细碎，不利于突显主干和句式。

• 小句之间的结构续合和话题导引也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本质上都可归结为跨小句的广义话

题统摄关系。它们在句式结构的描写机制中都没有采用类似短语结构的层次嵌套，就是为

了使小句内部的结构分析能够维持在成分组合（包括虚词位）这一级别。

廓清了上述两个不同层面的层次，便能计算句式结构的分析层次。在单一句式层次的前提

下，句子成分根据图解公式遵从特定的组合模式（彭炜明，2021），比如，不带补语的单谓核单

宾语句式为：

• 连? 状*定*主连? 状*谓定*宾助?（其中“?、*”为正则元字符）

已知特定成分序列，如“定-定-主-状-状-谓-定-宾”，便可推定其短语结构层次：

• [[定-[定-主 ]]-[[状-[状-谓 ]]-[定-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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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句式结构不对短语层次做显式的描写，一些短语层次的结构歧义也不进行消歧。例如

“他老板和哥哥是同学”的析句结果仅为“(他)老板 ..和 .哥哥 ‖是 |同学”，其中定语辖域存在
歧义。这确是句式结构层次的不足，但换个角度看，该句本身确实存有歧义，即所谓“真歧义”，

因而不消歧也不失为一种存疑的做法。

此外，话题导引中“接句”和“导引”两类不按“结构续合”分析（如将后小句缩进对齐至

前小句的最末端），除了空间利用率的原因外，也有结构层次的考虑：这两类结构中前后小句的

成分序列不在同一句式层次。

4.3 依句辨品，建立正则规则

“依句辨品”，即根据词语充当句子成分的类型来辨别词类，是句本位语法的词类主张。在句

式层次约束下，从句式到成分可以构造有限的正则规则；那么，“依句辨品”就是进一步构造从

成分到词这一级规则，进而建立起完整析句规则系统的要求。

句式结构秉承句本位语法的词类观，力求在成分和词类之间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

主、宾语对应体词，谓语对应谓词。现实中的矛盾来自于词库词类与语料标注词类的不一致，最

典型的就是主、宾语中动词的名物化问题。我们主张从词库词到句中词之间有一个转类过程，当

单个谓词进入图解中的体词段时，便转为名词。

根据我们的标注经验，词库（以《现汉》为例）的词类信息未能涵盖真实语料中句法功能的

情况不在少数。并且对于同一类型的转类，有的词条为两类单独设置义项，有的则仅设一类，不

尽统一。因此，拘定标注语料中的词类都来自词库的做法也不现实。

转类看似多一道手续，但收益大于麻烦，具有现实可行性。一来，主、宾语对应体词、谓语

对应谓词的情况占多数，少数情况执行转类就可建立起完整的析句规则系统。二来，除名物化

外，还有其它诸如“名⇄量”、“动⇄介⇄连”等的转类，均有规律可循，黎氏语法中有一套
系统的转类理论（黎锦熙，1959）可以借鉴。

Figure 6:“两可”的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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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服务章法，活看句法结构

句本位语法图解的最终目标是走到篇章结构分析，也就是说，词法分析、句法分析都只是手

段，都是为“章法”服务的。句本位语法著述（黎锦熙,1959;1962）经常提到“活看”，即同一句

子作“两可”的结构分析，根据上下文语境有不同取舍。试举几例，如图 6所示：

例 1©左图断作三小句，以“续合”相接；右图断作两个“分立”小句，形成“转折”的逻辑
关联。例 2©左图分析为“时间”关系主从复句，右图则分析为带时间状语的单句。句中“争奈”、
“时”的词类认定也随句法结构而变。例 3©左右断句相同，两种分析源于对第二、四小句主语/话

题的不同认定，左图以人（省略的“我”）为话题，右图以事（前一小句）为话题，两种分析逻

辑上都能自洽。取舍需看更大范围的上下文，着眼于汉语表达的“简明、连贯、得体”，这就是

所谓“章法”了。

5 树库工程

图解句式结构提出至今，我们已开发出多个版本的语料标注工具（杨天心, 2014;赵敏, 2014;

Guan, 2020）。由于体系结构一直处于升级调整状态中，树库语料的发布滞后于实际的构建进程。

截至目前，共标注了 30余万句规模的现代汉语树库和 2.5万句规模的古汉语树库。北京师范大

学语言与文字资源研究中心、汉字汉语实验室、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ICL）、北京汉雅天

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数据联盟（LDC）等单位先后参与构建。表??为目前

树库的语料分布情况。最新一版包含 5000余句古今篇章语料的树库已提交至 LDC发布，后续语

料也将以篇章或书籍为单位陆续发布。

语言 类别 文本来源 规模（句） 进度 (√:完成;Δ:进行中)

小句 词法 句间

白话 二语教材 《长城汉语》等国际汉语教材 140,833 √ √ Δ

白话/文言 语文教材 高中语文教材 12,015 √ √ √

白话 文学作品 《毛泽东选集》 174,953 √ √ Δ

《鲁迅选集》

《红楼梦》

《四世同堂》等

白话 学生作文 中学生考场作文 5,590 √ √ √

文言 经典古籍 《左传》《论语》《孟子》 25,388 √ √ Δ

Table 2: 树库语料分布

Figure 7: 图解标注系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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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的图解标注系统地址为：http://www.jubenwei.com/，标注界面如图 7所示。

图解系统背后集成了基础词库、补充词库、词法结构模式库、句式结构规则库、关联词语模

式库等一系列知识库，可以动态提示词法、句法结构以及话题导引信息，因而树库标注的效率持

续提升。新版树库在增加句间结构信息的情况下，平均标注效率仍能达到 350句/天的较高水平，

略高于（Guan, 2020）的 345句/天。

由于图解结构相对直观的层次性以及由此而来“抓主干”效果，句式结构的正误判断一目了

然。权衡标注成本和质量两方面因素，我们没有选择众包、多人盲标的试验模式来验证一致性，

而是采用一标多审的质量控制机制：一位标注员首先标注至副表（个人版本），再经多人共同审

核、校改后存入主表。审校人员由本团队内部相对稳定的专职人员充当，分为主审和陪审两种角

色。由经验丰富的主审员主持审校，从多位陪审员中选择一人负责操作，其他人同步观看并提出

不同意见。陪审员只有取得和主审员超过 80%的整句一致率（即小句、词法、句间完全一致）时

才可成为主审员。当遇到“两可”标注意见时，记录后由专家仲裁。疫情期间，我们还组织专家

和审校人员对部分经典篇章进行过小规模线上集体标注。如果“两可”标注也计入“一致”的范

围，则审校人员在小句、词法、句间这三方面的平均一致率分别可达 92%、95%、84%。

此外，由于我们的语料取材多来自教材和文学作品，并且标注、审校不只是单一枯燥的句法

操作，而是综合了词汇、语法、章法的语篇学习过程，因而用户体验要优于一般的树库标注。这

也是多人共审和集体标注能够持续开展的原因之一。

6 结语

句子结构的图形表示早在上世纪 80年代的析句方法大讨论中就有人做过对比分析，吕冀平

（1984）、廖序东（1986）都指出图解法的优点，“它清晰，醒目，犹如工业上的制图，在讨论句

子结构时，双方只要把自己的理解用图解表示出来，就可以省去许多语言。如果要对很长的句子

进行分析，那末这种图解法几乎成为唯一能够使用的手段，其他各种图示都不免黯然失色。”可

惜的是，这种教学上的实用工具在后来很长时间内未能实现信息化，以至错失了在中文信息处

理中发挥应有作用的机会。在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盛行的当下，句法分析在计算语言学研究

中的关键核心地位受到很大冲击，能否与面向人的语言教学结合起来或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出路。

本文研究正是在这一方向上做出的积极尝试，我们清楚，目前的体系设计中多有迁就传统教学

语法，而在信息处理特别是自动分析方面考虑不周的地方，诚恳希望得到有关专家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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