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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触发词与事件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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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事件触发词是事件概念在词和短语层面的投射,是事件识别的基础和凭借。事件的内涵、外延及语言

表征大于传统意义上的触发词,触发词只是判定事件意义和类型归属的指示和标记,语篇理解和事件抽取实际依

赖事件同指词,其集合构成事件同指词群。事件同指词群的产生基于言语本身是一个“客观事件”、“认知事件”和
“言语事件”组成的复合事件过程,通过不同认知和语用机制,投射为互为补充且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视角、不同层次

的指称和陈述。其中,隐喻和转喻是事件同指的常用认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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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事件触发词是最能表示事件的词或短语,是事件识别的基础和凭借。事件识别是判断特 定词或短语所

属的事件类别,本质上是一个分类任务。当前应用较多资源有 TimeBank语料、以自动内容抽取为主的

ACE测评语料,以及面向中文的有中文突发事件语料库(ChineseEmergencyCorpus,CEC)①。为了避免数

据稀疏问题,提高事件识别效率,常常需要对触发词表进行扩展。基于《同义词词林》的触发词扩展方法是目

前国内的主流方法之一,不少学者通过此方法在事件抽取任务中取得较好效果②③④⑤⑥。但当前触发词分类

主要基于理性概念意义,基于《同义词词林》的事件触发词识别和扩展本质上也是理性意义的识别和分类问

题。⑦ 而语言一旦进入交际层面,除了概念意义上的等值和相近关系外,还有一些认知和语用因素影响着我

们对触发词所指向的事件内容的认识和加工,如:
例(1)上周,一场超强暴雨肆虐中国南方,夺去了近百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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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词林》以词的义项作为收词单位,多义词分别收入不同词群,对词义聚类已经描写得非常周到。但事件归类与词义分类并不

是同一项任务,下文将主要针对两项任务的不匹配之处讨论其认知机制和表现形式。



例(2)3月11日在宁夏发现超级细菌感染案例。
例(3)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自杀式袭击……有目击者称,袭击发生后,附近区域浓烟滚滚。
例(4)四川发生强烈地震,造成100人受伤。
例(1)-(4)的示例在ACE、CEC语料库中鲜有涉及,只有ACE的标注手册中谈到“夺去……生命”这种

名词触发词已转化实体的事件,将其主要动词“夺去”标注为触发词。而这种说明属于规定性的,并非解释性

的。
那么,例(1)-(4)中谓语部分与一般所说的触发词有何不同? 如果不能与《同义词词林》中的常用触发

词对应,它们触发了何种事件? 例(4)中“造成100人受伤”与“100人受伤”在事件类型上有何异同? 这些

“不寻常”的事件触发形式形成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本文将对照ACE、CEC语料库中的事件分类和《同义词

词林》中的概念分类,对事件触发词与事件间的表示与互动关系、认知理据及部分表现展开研究。①

二、事件类型与事件同指

(一)事件触发词与事件类型

ACE2005将事件识别任务中的“事件”定义为由事件触发词(Trigger)和描述事件结构的元素(Argu-
ment)构成。事件类型及其子类型都包含一套潜在的参与者语义角色。这些潜在的语义角色由实体充当。
事件检测与识别主要针对特定事件类型,它们包括8种事件类型和33种子类型:

Life出生、结婚、离婚、受伤、死亡

Movement运输

Transaction所有权转移、资金转移

Business公司成立、机构合并、宣告破产、机构关停

Conflict袭击、示威

Contact会晤、电话邮件

Personnel任职、离职、提名、选举

Justice逮捕、释放、审判、指控、起诉、定罪、判刑、罚款罚金、处决、引渡、宣告无罪、上诉、赦免

在具体操作层面,ACE所制定的事件触发词的标注条件很宽松,除了句中谓语动词,其他动词或名词化

结构都可能作为事件触发词,如例(5)两句中的“破产”均可视为事件触发词:
例(5)a.北京“王麻子”剪刀宣布破产清算工作展开。

b.大宇公司破产了。

CEC在此基础上对可标注和不可标注的名词和动词事件触发词进行了分类,可标注的触发词类型共包

括7种:突发事件(emergency)、移动事件(movement)、声明类事件(statement)、原子动作事件(action)、操
作事件(operation)、状态改变事件(statechange)、感知事件(perception)②。其中9类高频事件的事件触发

词有:
表1 CEC中9类高频事件及其触发词

事件类型 事件触发词(指示词)
地震 地震、震感、余震……

交通事故 车祸、追尾、撞车……
恐怖袭击 袭击、爆炸、劫持……
食物中毒 中毒、呕吐、恶心……

火灾 火灾、着火、燃烧……
伤亡 死亡、丧生、受伤……
损失 倒塌、损坏、烧毁……
救援 救治、施救、援助
移动 赶赴、赶到、送往

  从ACE和CEC的定义和分类可以看出,事件触发词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事件触发词是事件类型词的上位、下位概念及同义、近义词或词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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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着火(同义词)
损失-损坏(近义词)、倒塌(下位词)、烧毁(下位词)
袭击-劫持(下位词)
二是,事件触发词是事件表征或事件要素的词汇表示,如:
中毒-恶心、呕吐(事件表征)
地震-震感、余震(事件要素)
总的来说,这两个常见语料库对事件分类都基于意义和概念,对引言中提到的大量灵活使用现象关注不

够。
(二)事件同指及其内在动因

事件是人类理解和认识世界的基本单位,凝固在语言之中,进入交际后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样态。但语言

对于客观世界(包括事物和事件)的反映并不是镜像的,而是基于认知加工的间接反映。Jackendoff将语言

反映的对象称为真实世界(theRealWorld),将人类现实世界的认知加工称为映射世界(theProjected
World)①②。简而言之,“现实-认知-语言”是人类语言的基本原则③。

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进入交际的言语单位都是一个由客观事件、认知事件和言语事件构成的复杂用

法事件(usageevent)。认知主体采取不同的识解方式在心智中对客观事件进行范畴化处理,形成认知事

件④。认知对现实的加工往往需要借助语言将其“固化”和记录下来,进入交际后码化和概念化,形成“言语

表达”,这一过程可看作一个“言语事件”。客观概念是原型,言语表述为变体;客观事件是认知和言语事件的

对象和基础,言语事件产生认知主体对客观事件的认知和识解结果,即为词、短语、句子等。三者在内容和结

构上具有同一性,换句话说,不同言语形式是对同一客观实体或事件的不同认知表达。(如图1)

同义词是客观事件、认知事件与言语事件相统一的典型案例。同义词既可以表述实体,如“妻子”通过

世界各地和不同时期的认知主体的观察和加工,识解了她的不同特征,赋予“妻子”这一实体以不同的名称,
如“Oikurema”(欧里庇德斯作品中出现,意为“照管家务的物件”)、“穿针婆”(云南黑彝)、“内人”、“当家的”、
“爱人”等⑤⑥;也可以表述事件,如“死亡”,根据说话人、蒙受人的身份、立场等不同可表述为“罹难”、“遇难”、
“受难”、“逝世”、“去世”等。

有时,非同义词也可表述同一事件。隐喻与转喻人类认识和表达事件的认知工具,隐喻所转移的不只是

各个概念内在的属性,而是整个认知模型的结构、内部关系和逻辑⑦,而转喻运作的矩阵域源于说话者对表

达式意义的百科知识解读⑧。他们都可作用于非同义词,在特定语境下表示同一事件。如人的生命周期被

规约地概念化为从“来到”(arrivingin)这个世界开始,走过一生(goingthroughlife),在死的时候“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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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ing)或“离开”(departing)①,把两类事件联系起来完成映射的是“人生是一段旅程”这一概念隐喻过程。
在一个事件内部,我们还可以用其中一个或部分要素表达或指称整个事件。② 如用“去餐厅”这一动作指称

“吃饭”这一动态性的事件整体,这属于转喻用法。
在句子层面,我们还会从不同角度引发(evoke)整个事件结构框架,并形成固定的模式,即事件图式(e-

ventschema),包括“存在”、“发生”、“行为”、“体验”、“拥有”、“移动”及“转移”七种③④。事件图式是把那些

最显著的参与者和某种类型的行为或状态结合,参与者在该行为或状态中充当不同的“角色”。如同样表示

事件“天晴”,(6a)为“发生事件”,(6b)为“移动事件”:
例(6)a.Theweatheriscleaningupinanhour.(一小时内天晴了。)

b.Theweatherchangedfromcloudytobrightinanhour.(天气在一小时内由阴转晴。)
可见,无论是词汇层面还是句子层面,是概念表示还是隐喻、转喻等认知或语用表示,通过对客观事件进

行认知加工,不同语法单位可从不同视角和侧面来指称同一类事件。如果说将围绕同一词义形成的若干词

的集合看作同义词词群⑤,那么这种围绕同一事件形成的若干语法单位的集合则可视为作“事件同指词(句)
群”,集合内各要素间为“事件同指”关系。

(三)事件同指与事件触发词

从上一节分析可知,事件同指的方式有纯意义的,表现为义素的增减和风格色彩的变化,这些词构成同

义词群,目前多数触发词识别任务主要针对这一种触发词类型;也有认知影响下的意义变化甚至语形变化,
如隐喻和转喻所构造的事件指称灵活用法。

事件触发词是事件概念在词和短语层面的投射,触发词所标志的本质上是事件的同指关系,在篇章中帮

助我们进行语篇理解和事件抽取的是事件同指词。同指词以触发词的形式出现在篇章中,将有关事件背景

知识激活,在事件概念上将触发词的字面意义与内涵意义链接起来,从而达到归类和定性的目标。有些同指

词存在于词典中,有些存在于认知中,投射为短语或框式格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事件触发词不过是判定事

件意义和类型归属的指示和标记。换句话说,触发词与事件类型及其内涵并不是严格的对应关系,也并非只

有同义词才可作为同一事件的触发词。
三、隐喻、转喻与事件同指

囿于篇幅,下文将参考ACE、CEC所用事件触发词表及对事件类别的划分,初步讨论第二章第三节中事

件同指的第二种类型中的隐喻、转喻表述情况,看看实际语言表现中隐喻和转喻在事件类型表达方面的功用

和表达机制。
(一)隐喻与事件同指

隐喻作用于事件同指中最常见的是动词性隐喻,主要表现为语句中主语和/或宾语与动词之间的非常规

搭配⑥,如:
例(7)在轧钢处理车间,通红的铁板不断出炉,再经冷水冲洗,车间内雾气腾腾。(CCL语料库)
例(8)年度最佳运动员昨日出炉。(《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例(9)年度最佳运动员昨日产生。(自拟)
例(7)中“出炉”表示的是原始义,即“取出炉内烘烤、冶炼的东西”,属于“转移”(movement)类事件;由于

产品锻造生产与新事物出现具有事件概念和结构上的相似性,(8)中“出炉”表引申义,喻“新产生出来”,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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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类事件,与(9)中“产生”同指。这种以一个过程可隐喻化为另一个过程的语义表达模式即语法隐

喻①②。说话人往往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来表达同一命题意义,其原型为一般式(如(9)),变体为隐喻式(如
(8))。不同表达式对应的表述意义之间存在一定的语用意义差别③,甚至有时会引发词的句法功能的变化,
如例(10)中“出炉”因此具备了及物特征:

例(10)毛孩儿出炉处女作④。
新闻中有时为了提高表述的形象性,也会采取一些隐喻性的事件表达。如:
例(11)a.上周,一场超强暴雨肆虐中国南方,夺去了近百条生命,暴雨猛于矿难了。

b.上周,中国南方发生/出现一场超强暴雨。
例(12)a.鼠疫悄然光顾印度古吉拉特邦新兴工业城市苏拉特。

b.印度古吉拉特邦新兴工业城市苏拉特发生/出现鼠疫。
例(13)a.一场大暴雨袭击了豫南,淮河支流洪、汝、沙、颖河水暴涨。

b.豫南出现了一场大暴雨……

c.豫南遭遇了一场大暴雨……

a.组为新闻源语料,b、c组为自拟对照语料。a、b组触发词在《同义词词林》中的类型和位置:
表2 a、b组触发词在《同义词词林》中的类型和位置对比

示例 字面意义类型 事件类型 下位意义类型

H活动 J关联
肆虐 Hi08C03 社交
出现 Jd07A01 存在
光顾 Hj63A02
发生 Jd07B01
袭击 Hb08B01 军事活动
出现 Jd07A01 存在
遭遇 Je13A01 影响

  我们发现,a、b组在类型分布上呈规则排列:a组谓语动词所代表的事件在意义分类上均属于活动类

(H)(相当于CEC事件分类中的act(行为)和事件图式中的doing(行为)类),b组则均属于发生类(J)。两者

的区别类似于上文提到的“行为”与“发生”事件图式,前者图式中的施事往往是能量的发出者,和行为的有

意/主动实施者⑤,后者则不然。语法隐喻在其中起到重要的联系作用。我们用有生物的行为模式去思考客

观事件的发生过程,将“暴雨”“鼠疫”“泥石流”看作有生命体,“肆虐”“光顾”“吞没”分别是三者的自主性行

为,“豫南”也因此可视为“暴雨”的影响对象,与表蒙受的动词“遭遇”搭配。b组是内层的事件原型表述,a、c
组为事件隐喻后的外在包装表述,对事件类型进行识别有时还需要百科知识的参与,将这一表述层次还原得

到下表:
表3 隐喻式事件表述意义层次

例子(a、c组) 隐喻(外层) 百科知识 事件原型(内层)(b组)
肆虐 +灾难是残暴的人+ 残暴的人会导致恶劣影响 [出现]
光顾 +灾难是人/顾客+ 灾难会来去 [出现]/[到……去]
袭击 +灾难是人+ 人能突然攻击或出现 [出现]
遭遇 +地区是受害者+ 地区是受影响者,且遭到破坏 [出现]

  换句话说,人们会基于两类事件过程的相似性,形象化地使用属于概念意义完全不同的a、c组事件触发

词来表述b类事件,a、c组为事件表述的隐喻式,b组为一般式,两组事件形成同指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隐喻似乎更像为语言理解提供了一个导向。正如Davidson所说,隐喻的作用是迫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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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两个不关联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行关注①。隐喻的解码过程需由听者根据语境和自身经验、情感记忆

等多种因素完成。触发词恰好成为该导向的一种语言载体,它引导人们对语言现象进行聚类思维,对言语意

义进行分类识解。下文要讨论的事件转喻也体现了这一导向性。
(二)事件转喻与事件同指

一般来说,一个事件由某些原因、条件引起,发生在特定时间、地点,并可能伴随某些必然结果②。人们

可以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需要,基于不同层次来认识一个整体事件,可以运用事件中的部分信息,或借用相

关要素来表示某一整体事件(如用美国政府办公地“白宫”指称“美国政府”),还可用整个动作链中的其他子

动作来指称整个事件③(如用“去餐厅”这一动作指称“吃饭”这一动态性的事件整体)。该过程是一种转喻认

知操作,称为事件转喻④。
事件转喻影响着事件的内涵的理解和事件归类。有时候,某一事件可由其“结果”或状态指称,表现为

“+以突出特征表事件+”的转喻,如:
例(14)5月27日下午,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艺丰幼儿园部分学生疑因食用不洁食物出现腹泻呕吐症

状,海口市政府有关部门及时组织医疗力量对学生进行检查诊治,目前学生症状平稳。
例(15)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自杀式袭击……有目击者称,袭击发生后,附近区域浓烟滚滚。
“腹泻”、“呕吐”原本是疾病的一种(在《同义词词林》中属于“生理现象”类(Ib)),在这里作为事件结果代

指“(食物)中毒”(在《同义词词林》中属于“疾病”类(Dl01A80#));同样,“浓烟滚滚”是“爆炸”或“放火/起

火”事件的结果和表征,在这里代指“发生爆炸或火灾”。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生理反应所通达的事件类型可

能是多样的,形成一对多的事件类型映射。此时,不同路径体现不同的百科知识义,特定百科义的激活受到

语境制约⑤。如:
例(16)所以,我至今都一看见钢琴就头疼,看见弹钢琴的人也头疼。
例(17)截至1月20日,今年以来该关所属皇岗海关在皇岗口岸及福田口岸检出流感病例共217例……

深圳海关提醒广大出境旅客,在入境时出现发烧、头痛、流涕等症状应主动向海关申报……
同为概念上的生理反应,例(16)中“头疼”代指“气愤、焦虑”等情绪事件,(17)中“头痛”则可根据上文的

推断为流感的后果,指称“感染流感”事件的结果。
不同语境可将同一词项百科描述的不同侧面前景化,实现为转喻意义。“浓烟滚滚”这种经过长期反复

使用,修辞功能逐渐弱化,演变为常规化的转喻,为规约性转喻;相对的,“头疼”、“头痛”等的指代则依赖语

境,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为非规约化转喻。对于后一种情况,作为触发词识别时需要着重参考上下文中触发

词与其他成分的共现情况。
对先后发生的两个事件,果事件或后续事件还可以指代因事件,发生“+结果表事件+”转喻,如:
例(18)a.去年8月,该院出现第一例感染者。

b.3月11日在宁夏发现超级细菌感染案例。
例(19)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例(20)a.受灾人数达到4.49万人。

b.死亡人数超过4.5万人。
例(18)中“出现感染病例”和“发现感染病例”属于“存在”和“感知”(perception)事件,分别是“人感染细

菌”这一“影响”事件的结果。它们在句中代指其因事件,作为因事件的触发词,其指代关系如图2。
同样,例(19)中“无伤亡报告”代指其因事件“无人死亡”。例(20)中的几个例子更特殊,是一个“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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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包含了一个“致使”事件的因果复合事件(以(20a)为例):

E1:大火使/人/受灾。(致使事件)

E2:人数超过4.49万。(计数事件)
“计数”是“损失”或“死亡”事件的后续事件,并蕴含了这两类事件的发生。“损失”、“死亡”事件则表述为

核心名词的定语,实质上一种“+结果表事件+”的转喻操作。
四、结语

计算机处理语义时需要有百科知识、日常感知知识和语言知识三种知识的支撑。① 虽然近年来对词义

的描写及形式化已取得较大发展,但对语言中普遍存在的隐喻、转喻等诸多不规则的应用性表述排除在研究

对象之外或缺乏有效的分析和处理手段。本文以事件触发词为抓手,在词的概念语义与认知加工,及词的概

念语义的事件投射方面做了一些探索。
事件触发词是事件概念在词和短语层面的投射,是事件识别和分类的关键和重要凭借。在篇章中实际

帮助我们进行语篇理解和事件抽取的是事件同指词,其集合构成事件同指词群。事件同指词以触发词的形

式出现在篇章中,将有关事件背景知识激活,在事件概念上将触发词的字面意义与内涵意义链接起来,从而

达到归类和定性的目的。
事件同指粗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触发词的概念意义与其所触发的事件内容及类型一致,这种触

发词集合形成同义词集;二是,在隐喻、转喻等认知和语用机制的作用下,触发词常常触发与之存在隐性关联

但概念意义不同的事件内容及类型,分属不同意义类型的触发词就有条件陈述或指称同一事件。有些词甚

至不存在于词典中,有些还以短语或框式的形式出现,因此在进行事件识别时常常需要剥离其“外壳”来探求

“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意义上的事件触发词与事件类型并非概念上的对等关系,触发词不过是判定

事件意义和类型归属的指示和标记,事件内涵及外延实际是远远大于触发词的。而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是
由于言语本身是一个“客观事件”、“认知事件”、“言语事件”组成的复合事件过程。认知策略的参与必带来客

观事件在言语载体上的投射差异,这种差异互为补充构成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视角、不同语言形式层次的指称

和陈述。
事实上,除了隐喻和转喻机制影响,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和范畴影响着事件的同指表述,如对事件区分动

态与静态,则“造成……伤亡”与“伤亡”一动一静两种表述形成事件同指;若考虑事件表述的经济性与信息

量,则“重伤”与“受伤严重”这类对同一事件的繁简两式的表达也可视为事件同指,等等。

[责任编校 海 林]

·721·
① 李斌:《词语认知属性的知识库构建和应用》,世界图书出版社,2017年,第45-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