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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视角下的文本情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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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尝试将认知语用学和情绪心理学相关知识引入到文本情感计算中，以拉扎勒斯的认知一评价理论和认知语用 

学的认知语境为理论背景，提出一个新的文本情感认知模型。它从情感的发生机制出发，以多种情感图式为基础，考 

虑否定状态下情感的极性关系等多方面因素，提高了文本情感识别的准确率。情感认知模型是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 

情感识别问题，拓宽了研究的维度和理论背景，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实验证明该模型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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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d the cognitive pragmatic and emotion psychology to the text affective computing．Based on 

Lazarus’s 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and cognitive context of the cognitive pragmatic，a new text affective model was 

presented which processes the negation through acquiring contradictory emotion from affective corpus，and affective 

schema utilized for improving precision of affective recognition．This paper broadened the dimension of the researches， 

and provided a possible candidate solution for text affective computing．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xt affec— 

tive cognition model is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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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基于文本的情感分析和观点挖 

掘成为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篇章的情感分析和对于评论 

的观点挖掘。从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文本中包含 

的人类情感才刚刚兴起，前景看好。 

孟昭兰在《情绪心理学》一书中对情绪、情感和感情等词 

语做了一定的区分。把区别于认识活动，有特定主观体验和 

外显表现，并同人的特定需要联系的感性反应统称为情感 

(affect)，它一般包容着情绪和情感的综合过程。情绪(emo— 

tion)代表感情性反应作为心理活动的过程，既可以用于人 

类 ，也可以作用于动物。而情感(feelings)经常被用来表述社 

会性高级感情，是具有稳定而深刻的社会含义的感情性反应， 

如羡慕、羞愧等。本文中所指的情感既包括人类和动物共有 

的基本情感，也包括人类特有的一些高级情感，采用美 国 

MIT实验室的R Picard教授于 1997年在她的专著——“Af— 

fective Computing(情感计算)”中的定义，即“情感计算是与 

情感相关的来源于情感或者能对情感施加影响的计算”Ⅲ。 

情绪是一种多成分、多维量、多水平整合的复合过程，它 

的发生融合着心理和生理等诸多因素的交叠。情绪与认知是 

带有因果性质和互相伴随而产生的l2]，所以要充分、透彻地研 

究人的情绪，认知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许 

多心理学家都论述过情绪与认知的关系。梁建宁指出人的心 

理现象划分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部分：心理过程 

和人格，其中心理过程又分为认知过程、情绪情感过程和意志 

过程。在人的心理活动过程中，认知过程是最基本的心理活 

动，是情绪情感和意志过程产生的基础；情绪情感过程和意志 

过程也影响着认知过程的发生和发展ll3]。孟昭兰也认为情绪 

可以发动、干涉、组织或破坏认知过程和行为；认知对事物的 

评价则可以发动、转移或改变情绪反应和体验_2]。 

本文的主要思想是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考察情感的发生 

机制和规律。再结合文本情感分析的特殊性，利用认知语言 

学和认知语用学的相关知识 ，提出一个新的文本情感认知模 

型。第 2节概略地介绍了有关情绪理论的研究成果，第 3节 

介绍了认知语言学和认知语用学在语篇理解方面的知识 ，第 

4节详细阐述了文本情感认知模型，第 5节给出了实验的流 

程和结果，最后是结论及进一步的改进措施。 

2 情绪理论 

在心理学界，许多学者从各自的立场和侧面，提出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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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理论 ，形成了各种学派林立的局面。后人总是在总结 

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简历自己的理论体系，下面介绍了几种比 

较有影响的情绪理论。 

2．1 情绪理论的演变历程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和丹麦生理学家兰格分别于 1984 

年和 1985年提出了相同的情绪理论 ，后来被称为詹姆斯一兰 

格情绪外周学说。该理论认为对外部事件的知觉使人产生情 

感，随着情感的产生而引起一系列的身体变化。它强调了植 

物性神经系统在情绪产生中的重要作用，是第一个真正的情 

绪学说。在 2o世纪 30年代，美国生理学家坎农在批评詹姆 

斯一兰格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情绪的丘脑学说，强调被唤醒 

的丘脑过程是情绪的产生机制，指出情绪的特定脑中枢。在 

这些情绪的生理学说的刺激下 ，2O世纪后期，产生了许多情 

绪的激活理论，包括达菲的激活论、宾德拉的中枢概念和林斯 

里的激活论等与人体的生理结构相关的情绪理论。 

情绪的当代理论主要有认知论和功能主义理论 ，情绪的 

认知理论将在 2．2节中详细介绍，而功能主义理论主要是情 

绪的动机论，包括汤姆斯金斯的情绪动机论和伊扎德的动机 

分化理论，其中以伊扎德的理论 比较有影响。他把情绪过程 

分解为表情和体验及其在神经生理上行动的轨迹。伊扎德提 

出人类基本情绪约有 8到 11种，指出多数情绪有明显的极性 

关系。该理论阐述了情绪的产生根源和情绪系统，是 目前比 

较有影响的情绪理论之一。 

2．2 情绪的认知理论 

情绪的认知理论认为情绪的产生是环境事件、生理状态 

和认知过程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认知过程是决定情 

绪的关键因素，比较有代表性的情绪认知理论包括阿诺德的 

评价一兴奋理论、拉扎勒斯的认知一评价理论、林赛和诺尔曼的 

信息加工学说。阿诺德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有刺激环境并不决 

定情绪的性质，知觉和认知是刺激事件与发生情绪反应之间 

必不可少的中介物。他首次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情绪评价理 

论，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评价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果 

说阿诺德的理论生理学和认知学结合的产物，那么拉扎勒斯 

的认知一评价理论更多地从环境、认知和行为方面阐述认知对 

情绪的影响。他强调认知因素在情绪中的重要作用，并把阿 

诺德理论中的评价细分为初评价和再评价。 

2．3 拉扎勒斯的认知一评价理论 

拉扎勒斯的认知一评价理论是在阿诺德 的情绪认知理论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认知理论框架，具 

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拉扎勒斯也成为当代认知一评价理论的 

代表人物。该理论既承认情绪受生理因素的影响，也承认人 

类的情绪受社会文化经验和个性特征的制约，它的主要观点 

是认为情绪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通过评价和应付完成的，拉扎 

勒斯认为评价分为初评价和再评价。初评价将刺激分为无 

关、有益和紧张 3种类型。再评价考虑对当前的刺激采取适 

宜的应付手段以及评价应付后果等。而人在采用了不同的应 

付方式后也会产生不同的情感 ，如忍让导致痛苦，躲避引起恐 

惧等，情感就是在评价和应付的循环中不断变化的。认知一评 

价理论认为每种情绪都包括生理的、行为的和认知的 3种成 

分，它们互相作用，互为因果，情绪是由认知决定的，而个性心 

理结构是认知因素的一·个重要条件。 

3 文本情感识别的相关知识 

3．1 文本情感识别的特殊性 

文本情感识别与脸谱和声音等情感识别在情感的产生机 

制上有相同之处，都服从上面的情绪理论 ，但是在情感的表现 

形式和具体的识别方法上却有很大的区别。脸谱的情感识别 

中人的额眉、眼睛和 口型等图片的辨认是决定情感的关键因 

素，而声音的情感识别不仅包含语义，更多的是可以从声音的 

频率和音高来N,N情感。文本的情感识别主要集中在对上下 

文及词汇和语义的分析上，因为情感发生的环境及刺激因素 

等都是通过语言表述出来，而不是听到、看到和触摸到的真实 

的刺激，所以对语言理解的准确与否是文本情感识别的关键，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为了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含义，从多维、立 

体的角度探索句法和语义结构，本文引入了认知语言学、认知 

语用学和移情理论等相关知识，以丰富文本情感识别的方法 ， 

拓宽它的研究视角。 

在文本的情感识别中，首先要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识别 

谁的情感，即情感的发出人是谁?是文本中该句的主语还是 

阅读者的情感?本文识别的是文本中主人公的情感，就是文 

章几个主角的情感，对于说明类没有主人公的文章，默认识别 

文章作者的情感。识别主人公的情感主要是从几方面考虑， 
一 是阅读者的情感 比较复杂，不同性格和经历的人阅读感受 

也会有很大差别；二是阅读者的感受有时不能直接从文本中 

获取，早在 1982年朱光潜就论述过阅读悲剧的快感等问题。 

三是识别了文本中主人公的情感，可以通过相应的移情知识 

来获得阅读者的情感体验。移情(empathy)这一概念，最早是 

由铁钦纳于 1909年提出来的。他认为，人不仅能看到他人的 

情感，还能用心灵感受到他人 的情感，他把这种情形称为移 

情。它主要是通过条件反射、联想、模仿和角色扮演等方法产 

生 2̈】。Kazuyuki也指出“同情规则”可以将情感从一个发出 

主体转换为其他人的情感[4]。 

3．2 认 知语境 

文本的情感是通过语言来表现的，理解情感首先要识别 

语义。对语言的研究目前有形式主义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两 

大类。其中认知语言学是近几十年发展而来的，也取得了一 

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如乔姆斯基的双重结构理论及转换 

生成语法、生成语意学和前景后景理论等。在对语言的研究 

中，语言符号和交际意图之间在历时过程中逐渐趋向固定化， 

它们的关系被看成“超符号”关系，研究这种超符号关系的学 

科就是认知语用学[s 。认知语境就是认知语用学的一个重要 

研究对象。 

认知语用学的基础是关联理论，而关联是一个依赖语境 

的概念。因此，关联理论的语境观便成了认知语用学研究的 

焦点，这种语境观有别于传统的语境概念，是一种认知语境 

观。关于 认 知 语 境 (Cognitive Context)的 定 义，Sperber 

&Wilson认为：“它是人们所明白的一系列能感知并推断的 

事实或假设构成的集合。一个人的总认知语境是由他的认知 

能力和其所处的物理环境所决定的”l6]。熊学亮则认为：认知 

语境是语用者通过经验把有关的具体语境内在化、结构化后 

变成的结构单位和关系_7]。何 自然等也认为关联理论的语境 

观不同于传统的语境，被视为一个心理结构体 

认知语境与传统语境是有本质区别的，传统的语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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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潜在的语境因素和真实语境混为一谈，没有解释语境是 

如何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影响话语理解的，因而无法对一些问 

题做出解答，比如，交际时双方的不理解现象和误解现象。认 

知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何 自然等认为认知语境由 3种信 

息组成：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语信息[9]，熊学亮认为认知 

语境涉及到情景知识(具体场合)、语言上下文知识(工作记 

忆)和背景知识(知识结构)L1 ，也包括社会团体所共有的集 

体意识，即社会表征。认知语境 以“知识草案”(knowledge 

script)和“心理图式”(psychological schema)为基本单位。草 

案是基本行为单位的认知结构，而心理图式涉及的范围更大， 

带有较多的社会文化色彩。 

3．3 个性对情感的影响 

人的气质和性格特点对情感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2005 

年Wen-Poh Su指出了在情感故事中个性和情感的相互作用 

对角色的影响_】 。在叙事类艺术所塑造的形象中，不同的气 

质和性格对情绪的影响也不同。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和史湘 

云的境遇相似，但是情绪反应完全不同，这是气质和性格的不 

同决定的_2]。对于性格的研究，2000年以来，产生了许多个 

性计算模型，如 Bbridged Big Five Circumplex(ABSC)I1 ]等。 

4 文本情感认知模型 

本文的情感认知模型，是在利用上述情绪理论、认知心理 

学和认知语用学等相关知识的基础上，综合文本情感识别的 

特点提出的。 

4．1 文本情感认知模型的构成 

文本情感认知模型通过如下格式描述当前句的情感： 

E 一(S，P，CC，豫 ) (1) 

式中，E表示当前句的情感。S代表上一句的情感，即当前的 

情感基础。CC代表当前句的认知语境，TR代表情感迁移的 

规则，这里主要是指从语料库中统计出的一些情感迁移规律 

和规则。认知语境是确定文本情感的关键部分，所以本文采 

用认知语用学的相关知识，通过如下格式描述认知语境： 

CC 一 (w ，K ，L) (2) 

式中，w表示当前句的词汇信息，它是广义范围的词汇，包括 

情感词、否定词、标记语等具体的词汇，也包括句法和语法等 

信息 ；K是百科知识，在文本情感识别中就是指与情感相关的 

各种图式；L是逻辑信息，就是将词汇信息和百科知识相联系 

的能力，逻辑信息决定该概念可以与什么概念联系及如何联 

系。 

文本情感认知模型，从情感认知的角度出发，综合了各种 

可能影响情感体验的因素，将各种因素综合考虑，促进文本情 

感的识别。例如，词汇信息提供了语句的基本意义，词汇信息 

丰富和准确的提供才能激活正确的心理图式，从而推理出合 

适的情感。 

4．2 情感图示 

涉及情感的知识很多，如孟昭兰在《情绪心理学》一书中 

指出，忍让导致痛苦，躲避引起恐惧，接受产生乐观以及在文 

明社会下愤怒常与厌恶和轻蔑结合等等。但是很多知识并不 

能通过形式化的方式表示 ，本文根据拉扎勒斯的认知一评价理 

论构造的标记语图式、恐惧图式和愤怒表现图式等几个特点 

比较突出，易于形式化表示图式。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方便图 

式的激活和表示，每个图式还可以细化为更小的图式。图 1 

以恐惧模式为例，具体介绍情感图式的建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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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恐惧图式 I 

图鏖 
图 l 恐惧 图式 

根据拉扎勒斯的认知一评价理论，情绪的发生首先要有刺 

激因素以及环境的影响，然后有机体通过初评价和再评价评 

估刺激，再依据评估的结果采用相应的应付策略，同时，不同 

的应付策略以及对效果的评估也会修正以前的情感。因此， 

在恐惧图式中本文主要通过恐惧产生的诱因和应付策略建立 

图式。 

恐惧产生的心理原因可以分为天然因素和文化影响两部 

分，其中天然因素包括疾病、大动物、灾害和流血等，文化影响 

有鬼怪传说、害怕失败和死亡等。而对恐惧的应付方式可以 

分为躲避、呼救和还击等[2 。图 1给出了恐惧图式的结构。 

各种子图式中的语义词汇采用知网和同义词林进行扩展，并 

加入一些词语的搭配关系来实现。 

4．3 情感的极性关系 

在文本情感识别中，具有否定意义的句子，其情感词汇就 

不能准确表示句子的情感含义 ，而有可能转变为相反的情感。 

在情感倾向性判断中口 ，否定积极的情感，则得到消极的情 

感，反之亦然。 

但是多情感分类中，缺乏上述的二元极性关系，所以在多 

情感分类中哪些情感之间都具有相反的极性关系是一个关键 

问题。实际上，许多情感之间都具有极性关系，Peilin Jiang在 

2007年指出低唤醒的积极情感和高唤醒的消极情感具有极 

性关系，并用心理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情感之间的转移概率， 

取转移概率最低的作为具有极性关系的情感[1 。本文沿用 

该处理方法，从情感语料库l】 中统计转移概率较低的情感为 

有极性关系的情感。统计结果如表 1所列。 

表 1 情感迁移规律 

其中，行标题是初始情感，列标题是转移情感，加粗字体 

表示情感间迁移概率最小的情感对。乐一>怒，乐一>恶，乐 

一 >惧，怒一>乐，平静 >哀，惧一>平静，平静一>惊 7对 

情感之间都具有极性关系。从表中可以看出，最小迁移概率 

与同行的其他概率差别较大的情感极性关系比较明显，如怒 
一 >乐，乐一>恶，乐一>惧，而最小迁移概率与其他概率接 

近的，极性关系不是太准确，如平静一>惊，平静一>哀等。 

确定情感之间的极性关系后就可以通过否定词的匹配， 



将情感改变为相反极性的情感 ，从而一定程度上提高情感识 

别的准确率。 

5 实验流程和结果 

本文采用的实验语料来 自DUTIR的情感语料库l_】 ，选 

择其中的儿童文学期刊，共计 26757个句子 ，近 8O万字。其 

中训练语料 17457句，测试预料 9300句。依据上述语料，实 

验分为 3种类型，采用单句评估和多句联合评估的方法l1 对 

比实验结果。方法一是 目前 比较常用 的关键字匹配，计算各 

类情感词汇的词频。方法二选择一定的特征，利用条件随机 

域识别句子的情感 】̈ 。方法三是在方法一的基础上引入情 

感极性的处理，方法四在方法一的基础上加入标记语特征，方 

法五在方法一的基础上加入恐惧图式 ，方法六是在方法一的 

基础上加入愤怒表现图式 ，方法七是在方法一的基础上加入 

所有图式，即上面的情感认知模型。实验结果如表 2所列。 

表 2 7种方法的实验结果 

准确率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方法四 

微平均 0．4l30 0．4314 0．4253 0．4406 

喜 0．5056 0．3534 0．5023 0．4993 

怒 0．1108 0．4744 0．1307 0．1477 

哀 0．1686 0．1202 0．1655 0．1696 

惧 0．1625 0．0092 0．1625 0．1612 

恶 0．2409 0．4838 0．3156 0．4542 

惊 0．i022 0．0895 0．1022 0．1118 

平静 0．6284 0．6872 0．6303 0．6085 

准确率 方法五 方法六 方法七 

微平均 0．4202 0．4345 0．4462 

喜 0．4916 0．4944 0．4858 

怒 0．1307 0．7244 0．8949 

哀 0．1562 0．1654 0．1665 

惧 0．2840 0．1572 0．2761 

恶 0．2692 0．2611 0．2941 

惊 0．0990 0．1022 0．1150 

平静 0．6189 0．6237 0．5997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文本情感认知模型的方法七 

实验效果较好，分别加入情感极性的调整、恐惧图式、标记语 

特征和愤怒表现图式，对识别的效果都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其中加入愤怒表现图式，怒的准确率提高了近 7O ，但是 因 

为愤怒类型的语句总数较少，在测试语料中所占的比例也较 

少，所以对整个情感识别的准确率提高幅度较小。方法二采 

用条件随机域的方法标注结果，其准确率与方法一比较提高 

了近 2 ，从情感连续性的角度考虑，条件随机域的方法比方 

法一高 5 。加入恐惧图式后，恐惧类 比方法一提高了 12 ， 

尽管恐惧类的语句较少 ，总的准确率也提高近 1 ，说明情感 

图式的加入对情感起着积极的修正作用 。 

结束语 本文将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引入到情感 

识别中，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决现有的问题。以拉扎勒 

斯的认知一评价理论和认知语境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一个新的 

文本情感认知模型。通过实验证明，该模型在文本情感识别 

中有一定的作用。加入各个图式对相应类型的情感识别提高 

较大 ，但是也会对其他类型的情感产生一些影响，总体来说都 

有些提高。 

文中提出的情感图式还较少 ，实现方式主要还是以关键 

字匹配和词语搭配为主要方法，利用语用推理的知识较少，从 

而使模型的灵活性较差。对情绪心理学和认知语用学方面知 

识了解得不够透彻，使知识的语用停留在表层水平。今后将 

继续深入研究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知识 ，以便在更广 

阔的范围内为文本情感识别提供理论支撑；加强图式的推理 

功能，加入更多的百科知识 ，以增强情感图式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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