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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动态语义学的基础上，以事件的语义、文法和常识为标准构建多层次的事件分类体系，并使用该分类体系 

提取事件的常识知识。事件采用框架的方式来表示，称为事件框架。事件框架的内容包括事件的定义、事件之间的关 

系、事件的文法表达、事件的谓词表示、事件的例句、事件的前提常识和后果常识。利用事件框架的内容提取事件的常 

识。为了说明该方法的实用性，以事件分类体系中典型的“交易类”事件为例来描述事件常识的获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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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used semantic，grammar and commonsense knowledge of events as the standard to construct a 

multi—level taxonomy of events。which can be utilized to extract commonsense knowledge of these events．W e used event 

frames to represent all the events．An event frame includes a definition of the event，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vent 

with other events，grammar of the event，predicate representation of the event，example sentences of the event，and com- 

monsense knowledge of the event．To demonstrate the utilities of our method，we used the transaction event as an exam— 

ple to illustrate th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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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彩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早 

上“起床”后，先“洗漱”，然后“吃”“美味”的早餐，“等”公交 

“去”公司“上班”等等。而人之所以能理解这些事件到底是在 

表达什么，是因为人具有理解这些事件所必需的常识知识 ，如 

果能获取足够的有关这些事件的常识知识，并将其存储到计 

算机中，则计算机就可以像人一样清楚准确地理解这些事件 。 

在常识知识获取方面，国内外的研究者都在从不同层面 

和不同角度进行着探索与尝试。Cyc以知识工程师手工输入 

常识知识的方式构建常识知识库口 ；OMCS通过普通网络用 

户贡献常识知识的途径建立常识知识库[2 ；陆汝钤构建 了一 

个面向 Agent的大规模常识知识库lL3 ；张松懋以知识和推理 

为基础开发了一个分布式交通控制系统[4 ；李闪闪总结得出 

了多个常识知识角度进行常识的提取[5 ；彭会 良以一个事件 

为核心提出了一种挖掘与之相关联事件的方法[。 ；朱耀探究 

了如何从 Web语料中获取常识语料L7 ；田雯对人类的心理常 

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8 ；臧 良俊总结 了主要的常识获取方 

法[1-3,s,6,s,93。文献[9]给出了详细的综述。 

本文首先采用一定的准则对事件进行分类，并以此分类 

为基础，归纳总结提取事件常识的方法和获取事件公理的方 

法。在鲁川所做的事件分类_1o]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细化事 

件的分类标准和事件的周边角色，使事件分类体系更加完善， 

为提取常识知识提供便利的条件。 

通过实际操作，发现事件常识获取研究具有 以下几个难 

点 ： 

1．如何对事件进行分类? 

生物分类学家以生物的形态结构、功能、习性 、生态或经 

济用途等为依据对生物进行分类，将大干世界的所有生物分 

成“界、门、纲、目、科、属、种”[1 7个类别。对事件进行分类同 

样需要寻找事件分类的准则和方法。 

2．如何确定事件的周边角色以及如何从知识层面限定周 

边角色的语义范围? 

同一对象在不同事件中充当的角色是不同的，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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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对象不容易判断其在事件中担任的角色，这就需要清楚 

地定义各周边角色的语义，以及事件对象在当前事件中所表 

达的语义角色。 

对事件的周边角色进行知识层面上的语义约束，能使我 

们从更深层次上理解事件，并且有助于提取事件的常识知识。 

3．如何获取事件的前提和后果? 

对事件进行分类的主要目的是提取事件的前提常识知识 

和后果常识知识 ，因而有必要通过事件的分类层次总结获取 

事件常识的方法。 

4．如何获取事件的公理? 

利用事件的公理可以实现事件之间的推导，有助于我们 

以联系的观点更全面准确地认识事件，因此需要归纳获取各 

种事件公理的方法。 

本文第 2节给出一种事件的分类结构；第 3节说明的事 

件常识知识提取方法；第 4节介绍事件公理知识的获取方法； 

第 5节介绍所提方法与FrameNet的比较；最后总结全文。 

2 事件的分类与表示 

2．1 事件分类 

对事件进行分类，是理解和研究事件的一种基本方法。 

我们希望能像生物分类学家对种类繁多的生物进行清晰的分 

门别类一样，将各种各样的事件划分类别，从而更深入地去认 

识事件 ，并为以事件为基础进行的常识提取和公理获取提供 

可靠的保证。 

2．1．1 利用事件的语义特征进行分类 

我们认为每个事件都有其强调的语义特征角度，为此根 

据事件类和事件的含义，提取事件强调的语义特征角度作为 

事件分类的角度。以“事件一转移一交易[】 J，’事件类为例，先根 

据“交易”事件类的语义特征总结所有包含此语义特征的事 

件，然后在百度百科或爱词霸等词典类网站中搜索这些事件 

所表达的含义，从事件的定义中提取事件强调的语义特征角 

度，也即事件的分类依据 。“私卖”事件的定义是 ：未经官许而 

私下出卖违禁物。从定义中可知，“私卖”是一种违法的交易 

行为，则可以提取“交易”事件类的一个分类角度是“交易行为 

是否违法”。“预订”事件的定义是：事先订约购买东西，一般 

要交一定租定金，甚至全额，则可以提取“交易”类的一个分类 

依据是“钱物的所有权转换是否同时进行”。然后以这些分类 

角度对事件进行划分，将具有相同强调语义特征的事件划分 

到一起。事件的候选分类角度有很多，并不是每个角度在事 

件分类中都会被用到。因而分类角度的选取必须遵循一定的 

原则，即：选取的角度必须简单明了，能被一般人所理解，能清 

楚有效地将事件分类，并能反映事件的本质，角度选取得越少 

越好。角度的选取不同，会形成不同的事件分类结果。需要 

指出的是，我们的事件分类体系并没有包含世界中发生的所 

有事件，只是在分类系统已有事件的基础上挖掘事件的分类 

角度，因而，不排除增加新的事件会引进新的事件分类角度的 

可能。 

2．1．2 利用事件的文法特征进行分类 

如“售完”事件有两个基本文法 ，如文法 1和文法 2所 

示 。 

文法 l：<施事：商业主体)<售完)了<受事：商品) 

文法 2：<当事：商品)<售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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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一个文法，“售完”应该属于事件类；而根据第二个 

文法，“售完”应该属于状态类。 

2．1．3 利用事件的常识特征进行分类 

常识相近的事件应该归到一起。“抢购”事件的一个前提 

常识知识是“顾客的需求量大于商品的供应量”，“竞买”事件 

的一个前提常识知识也是 “顾客的需求量大于商品的供应 

量”，而其他“买”类事件不具有此前提常识，因而认定“抢购” 

事件和“竞买”事件应该划分到一起 ，因为两个事件的常识最 

靠近。 

我们开发了一个专门管理事件分类体系的事件知识管理 

系统，在系统中可以手动地更改事件的分类层次以及各个事 

件的事件槽内容。“事件一转移一交易”事件类在系统中的分类 

结果如图 l所示。 

图 1 事件管理系统 

2．2 事件的表示框架 

将所有事件归结为两类范畴，即事件事件范畴(简称“事 

件范畴”)和状态事件范畴(简称“状态范畴”)。事件范畴表示 

各类事件的内涵、语言表达、事件发生的前提与后果、事件之 

间的关系等内容。其中，事件发生的前提与后果由一组状态 

命题表达。状态事件范畴表示各种事物的性质和关系的内 

涵、语言表达以及它们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等内容。 

2．2．1 事件范畴槽 

事件都有其语义，即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需 

要一段解释性文字对事件的语义特征进行描述。 

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因此，由事物运动产生 

的各种事件也必然具有某种联系，关系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 

一 种途径，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事件。因此，有必要建立事件 

与事件之间的关系。 

虽然事件的内涵单一，但是它们的表达方式可能有很多。 

因此 ，需要总结出一些常用的表达事件的文法。 

为了将事件以计算机可读的形式存储于计算机中，需要 

将事件用谓词逻辑进行描述。文法到谓词的过渡使语言与逻 

辑关联起来。 

增加例句的目的是便于常识提取 ，在常识不易提取的情 

况下可以引导我们提取更多的常识。 

事件的发生依赖于一定的前提。因此，需要在事件范畴 

的表示中表达出事件的前提。 

事件发生后，会对事物所在的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造成 

环境状态的变化。因此，需要在事件范畴的表示中表达出事 

件的后果。 



 

下面，给出一个具体的事件范畴结构例子： 

defcategory买类： 

’ 

解释：购买者给售卖者金钱，售卖者将商品给予购买者；购买者给予 

服务提供商金钱，服务提供商为购买者提供服务。 

反义：卖 

因果：导致(买，拥有) 

整分：有阶段(买，付款) 

时序：衔接(拥有，买)、等同(买，卖) 

慈事：认知主体 

受事：物体 I服务 

用事：价格 

谓词 ：买(施事 ，受事)@用事一(用事 ：价格) 

例句：爸爸用高价买了一辆名车。 

前提：施事没有受事。 

施事有钱。 

施事活着。 

受事对施事有价值。 

后果：施事拥有受事。 

} 

2．2．2 状态范畴槽 

状态范畴与事件范畴定义的槽基本相同，唯一 的区别是 

状态范畴内没有定义前提槽和后果槽 ，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 

是状态范畴描述的是事物的某一静态属性特征，没有造成任 

何其它事物的变化，所以也就不存在前提槽和后果槽。 

下面，给出～个具体的状态范畴框架例子： 

defcategory热销类： 

{ 

解释：商品销售很快，时间段里大量买家购买。 

近义：畅销 

反义：滞销 

因果：导致(欢迎，热销) 

施事 ：商业主体 

当事：商品 

位事：地区 

谓词：热销(施事，受事) 

谓词：热销(当事)@位事一(位事：地区> 

例句：此书在美国热销。 

例句：天津市各大药店热销减肥药。 

) 

2．2．3 槽值 说明 

1．解释槽：对事件的一个解释。 

例如，“买”事件的解释是“购买者给售卖者金钱，售卖者 

将商品给予购买者 ；购买者给予服务提供商金钱 ，服务提供商 

为购买者提供服务”。 

2．关系槽：事件之间的各种关系。 

在范畴框架中，引人了以下关系。 

(1)上下位 ：事件 e1的语义特征包括在事件 2的语义特 

征内。如：“行销”事件是“推销”事件的下位事件，“推销”事件 

是“行销”事件的上位事件，“推销”事件与“行销”事件具有上 

下位关系。 

(2)近义：两个事件的语义特征相近但是存在差别，如“热 

销”事件与“畅销”事件具有近义关系，“热销”是指某种商品在 
一 段时间内有大量买家购买，而“畅销”是指某种商品因受欢 

迎而销路广 、卖得快。 

(3)反义：两个事件的语义相反，如“买”事件和“卖”事件 

具有反义关系。 

(4)因果：事件 A是事件 B的原因，事件 B是事件 A 的 

结果。如“买”事件是“拥有”的原因，“拥有”事件是“买”事件 

的结果。因果关系采用“导致(原因，结果)”表示。 

(5)整分 ：一个事件需要多个事件的发生才能发生，如 

“买”事件与“挑选”事件、“付款”事件等具有整分关系，用“有 

阶段(整体事件，部分事件)”表示 ，如：有阶段(购物，付款)。 

(6)时序：事件A与事件B具有时间上的关系，分别是先 

于、开始、结束、衔接、等同、重叠、在期间共7种时序关系_1 。 

先于(el，e2)：事件 1先于事件 P2发生，且 P1发生的时 

间与 e2发生的时间没有重叠，如 ：先于(结婚，离婚)。 

开始(el，e2)：事件 81与事件 e2同时开始，但是 g1比 g2 

先结束，如 ：开始(推，滑动)。 

结束(el，e2)：事件81与事件P2同时结束，但是 e1比g2 

后开始 ，如：结束(治疗，感冒)。 

衔接(el，e2)：事件 e1结束的时刻是事件 g2开始的时刻， 

如：衔接(拥有 ，买)。 

等同(el，e2)：事件 g1与事件 e2同时开始、同时结束，如： 

等同(买，卖)。 

重叠(el，e2)：事件 e1先于事件 e2发生，且 e1发生的时 

间与 e2发生的时间有重叠，如 ：重叠(跑步，出汗)。 

在期间(el，e2)：事件 P1先于事件 e2发生且后于 P2结 

束，如：在期间(买，付款)。 

在解释说明文法槽之前，需要先介绍事件周边角色的一 

些知识。如果说事件是相应文法的中枢角色，事元则是文法 

的周边角色(或称“外围角色”)。周边角色是事件的参与者或 

事件发生所涉及的情境。我们定义的有施事、当事、感事、领 

事、受事、客事、成事、致事、源事、经事、向事、宿事、同事、用 

事、涉事、属事、类事、连事、缘由、意图、时间、空间、范围、物 

量、时量 、频量、位事、价量 、隐施事、值事和属性共 31个周边 

角色。 

3．文法槽：事件的语言表达方式。 

“施事 ：认知主体”“买”了“受事：物体 I服务”为“买”事件 

的一个表达方式。其中，施事后的标注“认知主体”和受事后 

的标注“物体J服务”为对事件的周边角色所做的语义限制， 

“施事”是语言层面上的语义 ，而“认知主体[ 是知识层面上 

的语义。其他语义分类系统只从语言角度分析语义 ，而我们 

不仅从语言角度分析语义 ，还从知识角度分析语义。所以，我 

们的分类体系是语义、语法和知识相结合，这也是我们的分类 

体系区别于其他分类体系的根本所在。 

4．谓词槽：对事件的逻辑描述。 

“买”事件的谓词表示为：买(施事 ，受事)，事件作为谓词 

的名称。 

5．例句槽：事件所对应的一个具体实例。 

“买”事件的一个例句为 ：爸爸用高价买了一辆名车。 

6．前提槽：事件的发生需要各事件参与者满足的约束条 

件。 

“施事没有受事”是“买”事件的一个前提。 

7。后果槽：事件发生后各事件参与者及其周边元素发生 

的状态变化。 

“施事拥有受事”是“买”事件的一个后果。 

3 常识知识提取方法 

人的大脑里存储着有关事件的常识知识，这就是人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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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某个事件而机器却不能的原因。如果想让机器理解该事 

件，就必须使机器具备理解事件所必需的常识知识m]。 

3．1 通过事件分类提取常识 

以事件的语义特征角度为依据进行分类 ，因而可将事件 

的分类角度作为事件的常识知识提取角度来进行常识提取。 

如“套购”的分类角度是“交易行为非法”，则“套购”事件的一 

条前提常识知识是“套购是非法的”。 

3．2 通过事件的语义提取常识 

事件的语义信息可以引导我们提取常识知识，如“倾销” 

事件 ，它的含义是：一国(地区)的生产商或出口商以低于其国 

内市场价格或低于成本价格将其商品抛售到另一国(地区)市 

场的行为，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从定义中可以提取出 

“商品的出售价格低”、“商品的出售地在国外”、“倾销是一种 

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等常识知识。 

3．3 通过事件的语义角色提取常识 

明确事件的语义角色即周边角色有哪些。如“订阅”事件 

关涉的周边角色有实施订阅行为的“施事”和被订阅的“受 

事”，只有这两个周边角色都具备时，一个“订阅”事件才能发 

生。可以从事件的文法中得到事件所关涉的周边角色及对周 

边角色所做的约束，从而获得有关周边角色的一些常识知识 ， 

“订阅”事件的“受事”是报纸或期刊。然而有些事件的文法虽 

然没有显式地描述某些事元，但其实该事元是事件发生必不 

可少的，要特别注意这些隐含的事元。 

3．4 通过事件之间的关系提取常识 

“赎”事件发生在“典当”事件之后，那么“赎”事件的一条 

前提常识知识是“物品在典当行”。如近义关系，如果一个事 

件提取的常识知识多，而它的近义事件提取的常识知识过少 ， 

则常识知识极有可能是有遗漏的；如因果关系，果事件通常情 

况下可以作为因事件的后果常识知识，而因事件通常情况下 

又可以作为果事件的前提常识知识。 

3．5 通过事件的例旬提取常识 

例句可以帮助我们想象一个场景以及在这个场景中事件 

发生前后事物都处于什么状态，如想象“抢购”这个事件的场 

景，可以提取“施事想要受事”、“施事紧张”、“施事的动作很迅 

速”等一系列不易提取的常识知识。 

3．6 通过常识提取角度提取常识 

分别从生理、心理、社会和物理世界 4个方面考虑，将这 

些常识知识提取角度作为刺激信号，引导我们提取事件的关 

于这些方面的常识知识，特别是事件所关涉的周边事元的常 

识知识。如从心理角度提取“抢购”事件的常识知识，则可以 

提取“施事紧张”这条常识知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两个物 

体属于同类事物，则通常会有相同角度的常识知识。 

4 事件的公理获取方法 

4．1 获取周边角色的公理 

根据“defcategory事件”的谓词表示 ，提取事件周边角色 

的公理 ”]。将前提常识和后果常识中涉及到的有关周边角 

色的常识挑选出来直接转换为公理。“施事是国家政权机构” 

是“征购”事件的前提常识，那么将其符号化可以得到公理1。 

公理 1 征购( ， )一国家政权机构(z) 

4．2 根据事件之间的关系获取公理 

1．通过上下位关系获取公理 

下位事件可以直接利用上位事件公理的结论作为下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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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公理的结论，如由上位事件“抛售”的公理 2可得到其下位 

事件“倾销”的公理 3。而且通过上下位关系，下位事件可直 

接推出上位事件，即可获得公理：下位事件一上位事件 ，如公 

理 4所示 。 

公理 2 抛售(z， )一廉价( ) 

公理 3 倾销( ， )一廉价(3，) 

公理 4 倾销(z， )一抛售( ，y) 

2．通过近义关系获取公理 

具有近义关系的两个事件，如果其公理的获取角度是一 

样的，那么通常这两个公理的结论是相近或相同的。如以下 

的公理 5和公理 6所示，从物品所有权的角度获取公理，则两 

者的结论事件具有近义或同义关系。 

公理 5 买( ， )一拥有( ， ) 

公理 6 买断( ， )一拥有(z， ) 

3．通过反义关系获取公理 

具有反义关系的两个事件，如果其公理的获取角度是一 

样的，那么通常这两个公理的结论是相反的。如以下的公理 

7和公理 8所示 ，从物品所有权的角度获取公理，则两者的结 

论事件具有反义关系。 

公理 7 买( ， )一拥有( ，y) 

公理 8 卖(z， )一失去(z， ) 

4．通过因果关系获取公理 

具有因果关系的两个事件中，由“因事件”可推出“果事 

件”，如由“引起(买 ，拥有)”可以提取公理 9。 

公理 9 买( ， )一拥有(z， ) 

5．通过时序关系获取公理 

在事件的谓词表示中已有周边角色的基础上增加事件的 

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如“抵押( ， )@开始时间一bt，结束 

事件 el”，从而可以获得事件在时间上的各种关系。 

(1)通过“先于”关系获取公理 10： 

公理 10 先于(el，P2)一 l<bt2 

(2)通过“开始”关系获取公理 11： 

公理 11 开始(el，e2)一 1=bt2&etl~et2 

(3)通过“结束”关系获取公理 12： 

公理 12 结束(el， 2)一 1>6￡2&etl et2 

(4)通过“衔接”关系获取公理 13： 

公理 13 衔接(el，P2)一 1=bt2 

(5)通过“等同”关系获取公理 14： 

公理 14 等同(el，P2)一 1=bt2&etl—et2 

(6)通过“重叠”关系获取公理 15： 

公理 15 重叠(el，P2)一 1< 2&etl~et2 etl~bt2 

(7)通过“在期间”关系获取公理 16： 

公理 16 在期间(el，g2)一所1<6 2 etl~et2 

6．通过整分关系获取公理 

整分关系“有阶段(整体事件，部分事件)”和“有过程(整 

体事件，部分事件 1，部分事件 2，⋯)”中，由整体事件可直接 

得到部分事件，即：整体事件一部分事件。如由“有阶段(购 

买，挑选)”和“有阶段(购买，支付)”可以提取如下所示的公理 

17和公理 18。 

公理 17 购买(z， )一挑选( ， ) 

公理 18 购买(z， )一支付(z， ) 

4．3 组合事件的公理获取 

组合事件是指一个事件词包含两个事件的事件，如“盗 



卖”事件包括“盗”事件和“卖”事件，我们认为这两个事件的语 

义重心等同。如果两个子事件属于同一个语义大类 ，则可以 

将该组合事件作为其子事件的父类放到子事件所属的语义类 

中即可。而如果两个子事件不属于同一个语义大类，“盗卖” 

事件中，“盗”事件属于“事件一转移一索取”类，而“卖”事件属于 

“事件一转移一交易”类，那么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究竟该 

将此组合事件放到哪一个子事件所属的语义类中呢。这里采 

取的办法是单独定义一个组合事件作为组织结点 ，然后利用 

公理将组合事件与其子事件联系起来，这样可以避免语义重 

心的“偏见”，因此可以获得如下所示的公理 19和公理 2O。 

公理 19 盗卖( ， )一盗( ，3，) 

公理 20 盗卖(z， )一卖(z， )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判断一个事件是否为真正 

意义上的组合事件。如“抢购”事件，它 由“抢”事件和“够”事 

件组合而成，可是两个事件的语义重心并不等同，这里的“抢” 

只是“购”的一种方式，所以“抢购”事件不是我们所研究的真 

正意义上的“组合事件”。这种情况将在下面讨论。 

4．4 伪组合事件的公理获取 

在上面分析的伪组合事件中，两个事件的语义重心不平 

均，一个事件是另一事件的目的、依据、方式、原因、工具、材料 

等，在“叫卖”事件中，“叫”是“卖”的一种方式 ，从而可获得公 

理 2l。 

公理 21 叫卖(z， )一叫(z) 

4．5 事元具体化的公理获取 

两个事件仅从语义上分析看不出有任何明显的联系，而 

当一个事件的事元具体化为某个特殊的对象时，两者就发生 

了关联。如“卖”事件与“违法”事件，单从语义上看不出两者 

有任何联系，而当“卖”的对象是冰毒等国家禁止交易的物品 

时，两者就产生了关系，如公理 22所示。 

公理 22 卖( ，冰毒)一违法(z) 

4．6 处境的公理获取 

当主体“遭受”一种处境时，主体处于该处境所对应的“状 

态”。如主体“挨饿”，则主体处于“饥饿”的状态，如公理23～ 

公理 25所示。 

公理 23 挨饿( )一饥饿( ) 

公理 24 受累( )一劳累(z) 

公理 25 患病(z)一生病(z) 

5 与 FrameNet的比较 

FrameNetu8j以框架语义学为理论基础，将语义相同或相 

近、支配相同语义角色的词语放在同一个框架中进行描述，并 

总结出这些词语共有的框架元素 ，同时建立框架之间、词汇与 

框架和框架元素之间的各种语义关系。我们的事件分类系统 

跟 FrameNet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5．1 研究对象的不同 

FrameNet研究的是英文，包括动词、名词、形容词等，涉 

及世界的万事万物。而我们 的分类体系研究的是中文，只处 

理世界之中发生的事件，有动词、形容词，没有名词。 

5．2 框架槽的不同 

FrameNet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框架槽的概念 ，但它的框 

架组成成分与我们的事件框架 中的槽是相似的。FrameNet 

中有定义槽、例句槽、文法槽、关系槽、词类槽，而我们的事件 

框架中除了这几个槽以外，还有谓词槽、前提槽和后果槽。我 

们没有词类槽，但是文法槽中定义了事件对应的词类。 

5．3 对事件对象的处理不同 

FrameNet中明确了词汇对应的文法中所涉及的对象的 

语义类型，如主体、实体、程度、时间、地点等，并且标注了这些 

对象是否是词汇有意义的存在所不可或缺的。而我们的事件 

分类系统中，不仅描述了事件对象的语义角色类型，如施事、 

受事、时间、位事等 ，还对这些角色进行知识层面上的语义限 

制，明确这些对象到底是什么 ，如施事是人、是动物还是植物 

等。FrameNet是从语言层面上看语义，而我们是从知识层面 

上看语义，这是与 FrameNet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我们的分类体系是以提取事件常识为目的，以现代汉语 

为总的分析范围与研究背景，因而与 FrameNet相比，在处理 

中文信息和提取汉语事件常识方面更具优势。 

6 实验验证 

选择“抢购”事件作为实验对象，采用对比的方式来验证 

常识知识提取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首先，随机挑选 1O个 

人，让他们在不知道常识提取方法的情况下提取事件的常识； 

然后，向他们提供文中所介绍的常识提取方法，让他们再次进 

行常识提取。两次常识提取的情况如表1和表 2所列。 

表 1 无参照方法的常识提取 

提取常识数目(条) 提取常识速度(条／分钟) 

表 2 有参照方法的常识提取 

通过总结对比两次提取的常识知识的数量与速度发现， 

文中所提常识知识提取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常识知识提 

取的数量与速度，而且能提取出很多不易提取的常识知识。 

结束语 事件常识获取是一项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工 

作。本文提出了事件的分类方法、事件常识的获取方法和事 

件公理的获取方法。我们的事件分类体系中包含的事件远远 

没有现实世界中实际发生的事件多；而且对事件的处理都是 

人为手工操作，如果想要获取更多的事件将会耗费巨大的人 

力物力；此外，由于成长经历和受教育情况等的不同，每个人 

看待事物的角度和对事物持有的观点也会有不同，这在很大 

程度上会导致事件分类体系的主观性和不一致性。接下来， 

希望在现有的工作基础上构建一个事件分类自动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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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获取事件、自动分类事件、自动补全事件关系等，以使所 

提分类体系在机器翻译、信息自动提取、自然语言处理、文本 

挖掘等领域获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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