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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节本体的叙事性文本语义结构化表示方法
研究

∗

宋宁远　 王晓光

摘　 要　 叙事性文本是对现实世界的记录ꎬ也是人文学者的研究对象与基础ꎬ对叙事性文本的阐释更是人文学术

研究的基本任务ꎮ 随着数字人文的发展ꎬ人文学者对远距离阅读与策略型阅读的需求与日俱增ꎮ 作为构成叙事

性文本的基本单元ꎬ事件和情节是文本解读的重点ꎮ 为了更好地适应人文学者阅读需求的转变ꎬ建构叙事性文本

智慧数据ꎬ支撑数字人文研究ꎬ以情节为视角ꎬ以事件为基础ꎬ对广泛存在的叙事性文本进行深层次语义表示与结

构化处理显得尤为重要ꎮ 但现阶段较为成熟的文本表示方法更适用于结构相对清晰、统一的科学文本ꎬ不能很好

地表示叙事性文本中存在的复杂叙事结构ꎬ因此ꎬ以知识表示与知识组织为出发点ꎬ构建符合叙事性文本特征的

语义结构化表示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本文在梳理叙事学基本理论与概念ꎬ以及事件知识表示、事件本体与

叙事本体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ꎬ对叙事文本中存在的事件、事件间关系进行语义建模与表示ꎬ同时完善了对情节

的定义ꎬ构建了基于事件的情节本体 ＥＢＰＯꎬ提出了叙事性文本的“层次—网络”结构模型ꎬ用以实现对叙事性文

本的语义结构化表示ꎮ 初步标注的实验结果表明ꎬ借助情节本体及结构模型ꎬ可以实现对叙事性文本的语义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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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ｅｎ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ｌｏ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ｐｌｏ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ｏｔ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ｔｅｘｔ. ８
ｆｉｇｓ. ４ ｔａｂｓ. ６１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ｔｅｘｔｓ. Ｐｌｏｔ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０　 引言

叙事是用语言、图像等符号系统表现一件

或一系列真实或虚构的事件与情节ꎮ 叙事性文

本是叙事的文字表示ꎬ同时也是人类对世界发

展的记录、演绎及再创作ꎮ 叙事性文本表现样

式丰富ꎬ风格多样ꎬ种类繁多ꎬ包括小说、民间故

事、回忆录等ꎮ 对这些文本进行阐释历来是人

文学者的基础工作之一ꎮ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

发展ꎬ数字人文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

发展方向与趋势ꎮ 在数字人文环境下ꎬ人文学

者对叙事文本的阅读行为与使用策略发生了变

化ꎬ产生了远距离阅读(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 与策略

型阅读(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的需求[１] ꎻ除了对特定

文本的理解之外ꎬ人文学者也开始关注诸如人

物关系、情节发展线索等问题[２] ꎻ相关研究范式

也逐渐由关注语篇及文献(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ｉｃ)向

关注文献内的实体( ｅｎｔｉｔｙ ｃｅｎｔｒｉｃ)转变[３] ꎻ情节

作为构成叙事性文本的基础ꎬ已经成为叙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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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研究的热点ꎮ 因此ꎬ为了适应数字人文新

的研究范式ꎬ实现叙事性文本的深度语义标注ꎬ
建设高质量、大规模、机器可理解的叙事性文本

语料库ꎬ促使叙事文本向智慧数据的转变[４] ꎬ进
而满足事件抽取、情节检索、机器辅助的文本理

解和宏观视角下的文本远距离阅读等数字人文

研究新需求ꎬ有必要在建设情节本体的基础上ꎬ
对叙事文本进行语义结构化表示ꎮ

现阶段ꎬ文本语义结构化表示在科学语篇

情境下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ꎬ诞生了大量适

用于不同任务的标签集[５] 、本体[６] 及语义标注

方法[７] ꎮ 相较于结构清晰、观点明确、体例统一

的科学文本ꎬ叙事性文本具有内容表达的动态

性、叙事结构的复杂性、叙事模式的多样性等特

点ꎬ因而缺乏与之相适应的语义结构化表示方

法ꎬ这就给叙事性文本的机器理解带来了挑战ꎬ
制约了叙事文本内容数据的处理与开发ꎬ无法

更好地支撑数字人文研究ꎮ 因此ꎬ深入理解叙

事性文本内容结构ꎬ提出适用于叙事性文本的

语义结构化表示方案就显得十分重要ꎮ
叙事性文本的复杂性在于强调以事件为基

本组成ꎬ以由事件构成的情节为核心结构ꎬ事

件、情节间均具有较为丰富的语义关联关系ꎮ
因此ꎬ为了充分表示叙事性文本特征ꎬ描述叙事

结构ꎬ首先需要对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进行

语义建模ꎬ在对情节进行定义和形式化表征与

建模的基础上ꎬ设计面向叙事性文本的语义结

构化表示方案ꎬ从而为事件检索、远距离阅读等

提供数据基础ꎬ满足数字人文研究范式下的新

型需求ꎮ

１　 相关研究

１.１　 叙事理论与叙事性文本

(１)叙事基本理论

叙事理论是兴起于西方的一种文学理论ꎬ
因对文学作品强大的阐释性而逐渐成为文学研

究的重点[８] ꎮ 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 [９] 中ꎬ普
罗普对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特征进行了归纳ꎮ

罗兰巴特提出了叙事结构的三个层次ꎬ包括

功能、动作与叙事[１０] ꎮ 托多罗夫[１１] 将叙事作品

分解为故事、序列、主题句与词类ꎮ
除了早期对叙事结构的探讨ꎬ不同学者也

针对叙事的组成要素提出了不同观点ꎮ 艾布拉

姆斯认为叙事包含了事件、人物ꎬ以及人物语言

和行为[１２] ꎮ 罗吉福勒[１３] 指出叙事是指详细

叙述一系列事实、事件以及事件间关系的过程ꎮ
日奈特[１４] 认为叙事着重表现行动和事件ꎬ强调

时间性和戏剧性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事件是构成

叙事的基础ꎮ 叙事不仅包括事件、任务、背景等

要素ꎬ而且包括“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ꎮ 例如ꎬ
Ｅ.Ｍ.福斯特[１５]１－２１ 提出了时间序列在构成叙事

中的重要作用ꎬ认为叙事是对一系列按时间顺

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ꎮ 另一种观点[１６] 认为叙事

是对事件按照逻辑序列的组织ꎬ故事的发展遵

循一定的逻辑秩序ꎮ
(２)情节概念与基本结构

以上研究均以事件为视角探讨了叙事的结

构ꎮ 除此之外ꎬ另有一些研究引入了“情节”的

概念ꎬ指出情节是由事件序列组成ꎬ对叙事的构

成具有重要作用ꎮ 这些研究重点区分了情节、
事件与叙事的关系与区别ꎮ 胡亚敏[１７] 指出情节

是时间的形式系列或语义序列ꎬ是故事结构中

的主干ꎬ也是任务、环境的支撑点ꎮ 杰拉德普

林斯[１８]６３－７１把事件区分为状态性事件和行动性

事件ꎬ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核心叙事及情节的

定义ꎮ 福斯特[１５]７２－７４指出了情节与故事的区别ꎬ
认为情节是小说的一种较高层次的结构ꎮ 吴

琪[１９] 、方珊[２０] 将情节理解为处在“因果—事件”
关系中的众多细节之和ꎮ 谭光辉[２１] 认为情节的

基础是事件ꎬ情节是对事件用叙述话语进行处

理的结果ꎬ是事件的时间化和因果化ꎮ 赵毅

恒[２２] 认为情节是叙述文本中序列性组合的

事件ꎮ
总体来看ꎬ学界对于情节的定义缺乏较为

统一的标准ꎬ主流意见认为情节由事件序列组

成ꎬ对情节的定义与揭示可以从理解事件与事

件间关系的角度入手ꎮ 这些观点为本文构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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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叙事性文本的情节本体提供了参考ꎮ
(３)叙事性文本特征

叙事性文本是叙事的语言及文字表达ꎬ在
叙事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叙事学理论中对叙

事作品的分析存在明显的“故事” ( ｓｔｏｒｙ)和“话

语”(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的二元对立[２３] ꎬ里蒙凯南[２４]

认为“叙事虚构作品”包含三个要素ꎬ“一是用语

言性质的媒介将叙事信息由叙事者传递给接受

者ꎻ二是描述了一系列事件ꎻ三是作品是虚构性

质的”ꎮ 除此之外ꎬ也有学者认为叙事作品由故

事及叙事话语组成ꎬ并指出叙事话语是对叙事

的符号表现[２５] ꎮ
综合以上观点ꎬ根据叙事的基本组成ꎬ可以

归纳出叙事性文本的语义结构特点:①构成叙

事性文本的基本语义单位为事件ꎬ根据组成元

素的不同ꎬ事件又具有不同的类型ꎻ②不同事件

之间通过时间及语义上的关系进行关联ꎻ③事

件及事件间的关系构成了情节ꎬ进而由不同情

节组织成叙事性文本ꎬ情节体现了叙事文本的

叙事性特征ꎮ 因此ꎬ为了实现对叙事性文本的

语义结构化表示ꎬ需要对事件、事件间关系、情
节等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准确定义与表示ꎮ

１.２　 事件与事件知识表示

情节由事件组成ꎬ对于情节的描述需要深入

理解事件的意义与组成ꎬ并在事件知识表示的基

础上ꎬ完成对情节的规范化表征ꎮ 对于事件的理

解ꎬ哲学[２６] 、语言学[２７ꎬ２８] 、认知科学[２９] 等领域均

给出了相应解释ꎮ 在计算机及信息科学领域ꎬ主
流研究将事件作为知识的基本形式与知识表示

的基本框架ꎬ借此关联与事件发展过程相关的要

素ꎬ更加突显了事件的动态性[３０] ꎮ
近年来ꎬ事件知识表示的研究重点关注事

件的结构、要素及关系等ꎮ 针对事件定义及要

素组成ꎬＮｅｌｓｏｎ[３１] 认为事件由行为人、行动等要

素组成ꎮ 仲兆满等人[３２] 认为事件由动作、对象、
时间、环境、断言及语言表现等六元素构成ꎮ
ｓｃｈｅｍａ.ｏｒｇ[３３] 也对事件尤其是文学事件(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ｅｖｅｎｔ)进行了规范化定义ꎬ包括日期( ｄａｔｅ)、起

始时间(ｓｔａｒｔ ｄａｔｅ)、参与者( ａｔｔｅｎｄｅｅｓ)、地点( ｌｏ￣
ｃａｔｉｏｎ)等属性ꎮ 在事件间关系研究方面ꎬ主流研

究将事件间关系分为时间关系[３４] 与因果关

系[３５] 两大类ꎮ 事件间因果关系常用于事件推

理[３６] ꎬ有研究依据新闻事件[３７] 、生物医学[３８] 中

的事件间因果关系构建了相应的事件序列ꎮ
在此基础上ꎬ学者多通过本体的形式ꎬ围绕

特定任务实现对事件知识的形式化表征[３９] ꎮ 其

中ꎬ 面 向 通 用 领 域 的 事 件 本 体 以 Ｅｖｅｎｔ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４０] 及 Ｓｉｍｐｌｅ Ｅｖ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ＥＭ) [４１] 为代

表ꎬ对事 件 进 行 了 一 般 描 述 与 表 征ꎮ ＬＯＤＥ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ｅｎｔ)本体[４２] 以实现事件

关联发布为目的ꎬ定义了包括事件主体(ａｇｅｎｔ)、
客体(ｏｂｊｅｃｔ)、时间、地点等要素ꎮ Ｃｏｒｄａ 等[４３] 针

对历史事件及历史文本ꎬ提出了历史事件本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ｖｅｎｔ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ꎬ对事件推理的方法、规则

等进行了约束ꎮ 除此之外ꎬ还有面向学术领

域[４４] 、语义分析[４５] 、人物建模[４６] 等特定使用场

景的事件本体ꎬ均对事件的一般组成要素进行了

定义[４７] ꎮ
综合现有研究可以发现ꎬ组成事件的要素

一般包括动作、时空环境、角色等ꎮ 其中ꎬ动作

是事件的核心ꎬ也是区分不同类型事件的主要

依据ꎮ 不同事件之间存在时间与语义关系ꎬ是
构成事件网络的基础ꎮ

１.３　 叙事性文本语义建模方法

现阶段叙事性文本语义建模多在事件知识

表示的基础上ꎬ通过表征事件间语义关系ꎬ构建

事件序列进而实现对叙事性文本的表示ꎮ 故事

本体(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４８] 定义了故事( ｓｔｏｒｙ)、事
件槽(ｅｖｅｎｔ ｓｌｏｔ)、槽(ｓｌｏｔ)、子故事(ｓｕｂ＿ｓｔｏｒｙ)等ꎬ
同时定义了事件序列(ｅｖｅｎｔＬｉｓｔ)ꎬ借此关联不同

事件ꎬ但未能进一步定义事件间存在的具体语

义关系ꎮ Ｄａｍｉａｎｏ[４９] 提出了一个叙事与动作本

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 ａｃｔｉｏｎ )ꎬ 核 心 由 动 态 要 素 类

(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 ( 动 作、 过 程 和 状 态) 和 实 体 类

(ｅｎｔｉｔｙ)(角色、对象) 组成ꎬ并定义了事件的情

境信息ꎮ 该本体描述了叙事对象的静态特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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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给出了事件的状态属性ꎬ但同样没有解决叙

事对象间的关联语义ꎬ无法更好地表征事件序

列与情节特点ꎮ Ｎａｋａｓｏｎｅ 等[５０] 采用修辞结构理

论定义事件间存在的语义关系ꎬ实现对叙事性

文本的语义建模ꎬ但却忽略了叙事性文本中天

然 存 在 的 时 序 关 系ꎮ ＢＢＣ 的 Ｓｔｏｒｙｌｉｎ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５１] 侧重于新闻事件的组织ꎬ通过跟随关

系(ｆｏｌｌｏｗｓ)对时序关系进行表征ꎬ但该模型对于

叙事的表达能力较弱ꎬ不能较好地解释并表征

叙事性文本的结构[５２] ꎮ
分析现有研究可以发现ꎬ叙事本体未能充分

考虑叙事学中对于情节的解释ꎬ无法准确定义并

描述情节ꎬ对于叙事性文本中普遍存在的语义关

系考虑不足ꎬ因而不能较好地表征叙事逻辑ꎮ

２　 面向叙事性文本的事件知识表示

根据叙事学基础理论ꎬ本研究认为叙事性

文本是由一系列事件、情节及事件间关系组成ꎬ
为了构建叙事性文本语义结构化表示方法ꎬ首
先需要对事件及事件间关系等进行准确定义ꎮ

２.１　 事件的构成要素

与新闻事件、交通事件等真实世界内发生的

即时性事件不同ꎬ叙事性文本中的事件更强调叙

事性、戏剧性ꎮ 为了突出叙事性文本的特征ꎬ本
研究以叙事学相关研究为基础ꎬ以情节(ｐｌｏｔ)为

核心结构ꎬ以事件为基本单元进行建模ꎮ 因此本

研究首先对叙事性文本、情节及事件进行表示ꎮ
作为组成叙事性文本的最基本单元ꎬ事件

由动作(ａｃｔｉｏｎ)、角色( ｒｏｌｅ)、情境( ｃｏｎｔｅｘｔ)三大

要素构成ꎬ表示特定时空环境下发生的由若干

角色参与的特定动作ꎮ 其中ꎬ动作是事件的核

心元素ꎬ表示事件发展的变化过程ꎬ具备不同的

动作类型(ａ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ꎮ 角色表示事件的参与对

象ꎬ通常包括动作发生的主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及作用

客体( ｏｂｊｅｃｔ)ꎬ分别表示动作的发起者及承受

者ꎬ可以为人物、机构、团体等ꎮ 情境主要描述

事件发生的时空信息ꎬ包括时间( ｔｉｍｅ)和空间

(ｓｐａｃｅ)ꎬ时间为事件发生时的时间信息ꎬ可以为

绝对时间或相对时间ꎬ包括起始时间、终止时间

等属性ꎻ空间为事件发生时的位置信息ꎬ在叙事

性文本中体现为场景、场所等ꎮ 图 １ 表示情节、
事件及事件构成要素的结构关系ꎮ

图 １　 情节、事件及事件构成要素的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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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事件的类型

在叙事性文本中ꎬ事件因构成要素的不同

而具有不同的状态和不同的类型ꎮ 对事件类型

的定义与揭示ꎬ一方面可以用来表示事件的不

同状态ꎬ另一方面也可用来揭示事件的不同语

义功能ꎮ 语言学与叙事学的相关研究对事件类

型进行了划分ꎬ如高彦梅[５３]８０－８６将语篇内的事件

分为物质事件、心理事件、关系事件、言语事件、
行为事件与存在事件六大类ꎻ普林斯[１８]６３－７１将事

件定义为状态型和行动型两大类ꎬ并从语言结

构上给出区分两类事件的依据ꎮ
本文以此为基础ꎬ参照 Ｋａｎｅｉｗａ[５４] 对事件种

类的划分ꎬ将事件按照状态的不同划分为动作

型事件(ａｃｔｉｖｅ ｅｖｅｎｔ)和状态型事件(ｓｔａｔｉｃ ｅｖｅｎｔ)
两大类ꎮ 同时ꎬ笔者认为两类事件的差异具体

体现在构成要素的不同ꎮ 其中ꎬ动作型事件通

常用以对动作过程进行刻画ꎬ动作要素为必须

要素ꎬ通常包括动作发起的主体及客体ꎮ 状态

型事件通常用以表示动作发生的前因、后果及

相关情境ꎬ侧重于对时空环境及动作客体的描

写ꎬ较少涉及对动作要素的叙述ꎮ 因此ꎬ行动型

事件及状态型事件可以进行如下表示:
Ａｃｔｉｖｅ Ｅｖｅｎｔ <Ｒｏｌｅ(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ꎬ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Ｔｉｍｅꎬ Ｓｐａｃｅ>ꎻ

Ｓｔａｔｉｃ Ｅｖｅｎｔ <Ｒｏｌｅ(Ｏｂｊｅｃｔ)ꎬ Ｔｉｍｅꎬ Ｓｐａｃｅ>

２.３　 事件间的关系

事件间的关系较为复杂ꎬＺａｃｋｓ[２６] 、托马舍

夫斯基[５５] 等人认为事件间的关系通常包括时间

关系与因果关系两大类ꎮ 高彦梅[５３]９１－１１１ 在总结

韩礼德、朗埃克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从语言

学的角度将事件间关系分为时间关系、空间关

系、联合关系、选择关系、起因—条件关系、解释

关系、比较关系和投射关系ꎮ 笔者认为ꎬ在叙事

性文本中ꎬ事件间最主要的关系包括时序关系

与语义关系两大类ꎮ 其中ꎬ时序关系用以表示

事件在时间维度上的先后次序ꎬ语义关系用以

表示关联事件的逻辑ꎮ 这两类关系共同作用于

事件关联ꎬ是构成叙事情节的核心ꎮ
(１)时序关系

时序关系是事件间的基本关系ꎬ决定事件

发生的先后顺序及事件序列的发展方向ꎮ 事件

间的时序关系由时间要素决定ꎬ参照 Ｗ３Ｃ 的时

间本体(ｔｉｍ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５６] 及 Ａｌｌｅｎ[５７] 关于事件时

序逻辑结构的定义ꎬ笔者认为事件之间的时序

关系包括 ｂｅｆｏｒｅ、ｄｕｒｉｎｇ 等 ７ 种ꎬ具体解释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事件间的时序关系

关系 定义

Ｂｅｆｏｒｅ 表示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ꎬ该事件的发生时间在另一事件之前ꎮ

Ｄｕｒｉｎｇ 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段在另一事件的发生时间段内ꎮ

Ｅｑｕａｌｓ 表示两个事件的发生时间完全相同ꎮ

Ｆｉｎｉｓｈｅｓ 表示该事件与另一事件同时结束ꎮ

Ｍｅｅｔｓ 表示该事件结束时ꎬ另一事件同时开始ꎮ

Ｏｖｅｒｌａｐｓ 表示两个事件的发生时间具有重叠ꎮ

Ｓｔａｒｔｓ 表示该事件与另一事件开始时间相同ꎮ

(２)语义关系

在叙事性文本环境下ꎬ不同事件之间除了

时序关系外ꎬ还存在着一定的语义关系ꎬ表示事

件间的逻辑结构与因果关系ꎮ Ｎａｋａｓｏｎｅ 曾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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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结构理论(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ＲＳＴ)
来构建文本叙事过程中不同事件间的基本语义

关系[５０] ꎮ 修辞结构理论由 Ｍａｎｎ 等人[５８] 提出ꎬ
认为文本是由相互关联的文本块( ｔｅｘｔ ｓｐａｎ)组

成ꎬ并对文本块间的语义关系进行了解释说明ꎬ
该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事件间的相互关系ꎮ
Ｍａｎｎ 共定义了 ２３ 种不同的修辞关系ꎬ并初步分

为 ９ 种类型ꎬ包括证据与证明关系(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ｆｙ)ꎬ因果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ｕｓｅ)ꎬ背景、环境

与 阐 释 关 系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ꎬ动机关系(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ꎬ重述和总结

关系(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ｙ) 等ꎮ 除此之外ꎬ
ＰＤＴＢ ２ ０(Ｐｅｎ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ｒｅｅ Ｂａｎｋ ２ ０)定义了

四种类型的语篇关系[５９] ꎬ 分别是时序关系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因果关系 (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对比关系

(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 与 扩 展 关 系 (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 等ꎮ
Ｐｒａｓａｄ[６０] 在综合已有理论及研究的基础上ꎬ统一

了语篇语义关系ꎬ设计了包括 ２０ 种核心语篇语

义关系在内的 ＩＳＯ 标准(ＩＳＯ ２４６１７－８)ꎮ
本研究以修辞结构理论为基础ꎬ参考 ＰＤＴＢ

２ ０、ＩＳＯ ２４６１７－８ 等标准ꎬ面向叙事性文本的特

征ꎬ以事件作为叙事性文本的基本组成结构ꎬ初
步将事件间语义关系分为并列关系、起因—条

件关系、解释关系、环境关系等四大类 １１ 种关

系ꎮ 其中ꎬ对比关系表示事件之前存在的转折

关系ꎬ起因—条件关系主要表示事件间的因果

逻辑关系ꎬ解释关系主要表示前后事件间一个

事件对另一个事件进行解释说明的情形ꎬ环境

关系侧重阐释事件发生的背景等信息ꎬ具体关

系及其解释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事件间语义关系

类型 关系 定义 参考

对比关系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对比) 两个事件之间存在的转折关系
ＲＳＴ、
ＩＳＯ ２４６１７－８

起因—条件
关系

Ｒｅａｓｏｎ(因果) 当前事件的发生为另一事件发生的原因
ＲＳＴ、
ＩＳＯ ２４６１７－８、
ＰＤＴＢ ２.０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条件) 当前事件作为另一个事件的存在条件 ＰＤＴＢ ２.０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动机) 当前事件直接导致了另一个事件的发展 Ｒ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结果) 当前事件的发生为另一事件发生的结果 ＰＤＴＢ ２.０

解释关系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解释) 当前事件对另一事件的发展进行了解释说明

Ｓｕｍｍａｒｙ(总结) 当前事件是对已发生的系列事件进行的总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证明) 当前事件为另一事件提供具体示例ꎬ进一步强化事件主旨 ＲＳＴ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重释) 两个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同一情况 ＩＳＯ ２４６１７－８

环境关系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背景) 当前事件描述了另一事件发生的背景 Ｒ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环境) 当前事件描述了另一事件发生的情境 ＲＳＴ

３　 基于事件的情节知识表示与本体建模

情节是文本叙事性的集中体现ꎬ也是构成

叙事性文本的核心结构ꎮ 因此ꎬ清晰描述叙事

性文本结构的关键在于对情节的语义表示与建

模ꎮ 情节由事件及其时序与语义关系构成ꎬ为
了构建情节本体ꎬ实现对情节的知识表示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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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件知识表示的基础上ꎬ以事件网络模型为

基础ꎬ完善对情节的定义ꎮ

３.１　 事件网络模型

事件网络模型是在对事件、事件类型、事件

间关系等进行准确定义与描述的基础上ꎬ以不

同事件为节点、以事件间的语义关系为边构建

而成的有向图模型ꎬ其方向可以用事件的时序

关系表示ꎬ同时也可以表示事件间的语义关系ꎮ

借助事件网络模型可以更加清晰地表现叙事性

文本的语义结构特征ꎮ
图 ２ 表示事件网络的结构ꎬ以不同事件为

节点ꎬ并对动作型事件与状态型事件进行了区

分ꎬ节点间连线的方向表明事件的时序关系ꎮ
例如ꎬ动作型事件 Ｅｖｅｎｔ１ 发生在状态型事件

Ｅｖｅｎｔ２ 与 Ｅｖｅｎｔ３ 的时间之前ꎬ可以用时序关系

ｂｅｆｏｒｅ 表示ꎮ

图 ２　 事件网络模型

３.２　 情节定义及语义表示

情节由若干个事件组成ꎬ可以理解为具备

不同语义及时序关系的事件序列ꎮ 因此ꎬ情节

可以用事件及事件间关系进行表示:
Ｐ<Ｅꎬ Ｒ>ꎻ

其中ꎬＥ 为事件ꎬＲ 为事件间关系ꎮ
情节具有极强的扩展性ꎬ为了实现对小说

文本的结构化表示ꎬ需要对情节的组成进行清

晰的界定ꎮ 普林斯[１８]８２－９２ 将核心叙事 ( ｋｅｒｎｅ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定义为:全部叙事讲述 ｎ( ｎ≥２)个事

件ꎬ而且事件局面(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或状态( ｓｔａｔｅ)的改

变不超过一个ꎮ 本文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ꎬ参
考叙事性本体中关于情节的定义ꎬ将情节特征

归纳为:①组成情节的最基本元素为事件ꎻ②情

节必须包括两个以上的事件ꎻ③一个完整的最

小粒度情节由事件序列构成ꎬ涉及状态的改变ꎬ

一般应包含两种类型的事件ꎬ多数以状态型事

件为结尾ꎻ④情节具有不同粒度ꎬ不同粒度的情

节之间存在包含关系ꎮ 若干子情节及情节之间

的关联关系可以共同组成一个父情节ꎮ
因此ꎬ情节应当由一组行动性事件、状态性

事件及事件间的关联关系组成ꎮ 综合以上研

究ꎬ情节可以具体表示为:
Ｐｌｏｔ<ＥａꎬＥｓꎬＲｔꎬＲｓ>ꎻ

其中ꎬＥａ 为行动型事件ꎬＥｓ 为状态型事件ꎬＲｔ 为
事件间的时序关系ꎬＲｓ 为事件间的语义关系ꎮ

借助此定义ꎬ利用事件网络模型ꎬ可以较为

清晰地对情节进行结构化表示ꎮ 在事件网络模

型图中ꎬ情节可以理解为具备一定结构的子图ꎬ
且具有一定的语义属性ꎮ 在图 ２ 的基础上ꎬ结合

本文对情节的定义ꎬ可以在事件网络模型的基

础上对情节进行表示ꎬ见图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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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基于事件网络模型的情节表示

　 　 据图 ３ 所示ꎬ情节是具有一定语义及时间

关系的事件序列ꎮ 情节与情节之间可以具有包

含(Ｐｌｏｔ５ 包含 Ｐｌｏｔ４)、重叠( Ｐｌｏｔ３ 与 Ｐｌｏｔ５ꎬＰｌｏｔ１
与 Ｐｌｏｔ３)、并发( Ｐｌｏｔ５ 与 Ｐｌｏｔ２) 等关系ꎬ这体现

了叙事性文本中情节的扩展性以及叙事结构的

多样性ꎮ 此外ꎬ相同的事件也可以出现在不同

的情节中ꎬ比如ꎬ动作型事件 Ｅｖｅｎｔ１ 分别引起了

状态型事件 Ｅｖｅｎｔ２ 与 Ｅｖｅｎｔ３ꎬ构成了两个重叠

的情节 Ｐｌｏｔ１ 与 Ｐｌｏｔ３ꎮ

３.３　 情节本体建模

根据 对 事 件 及 情 节 的 定 义ꎬ 本 文 使 用

ｐｒｏｔéｇé５.２ 本体开发工具ꎬ设计了基于事件的情

节本体 ＥＢＰＯ(Ｅｖ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Ｐｌｏｔ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ꎮ 该本

体复用了 ＣＩＤＯＣ － ＣＲＭ[６１] 中的时间实体 ( Ｅ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 Ｗ３Ｃ 地理本体的空间信息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ｈｉｎｇ )ꎬ 分 别 用 以 表 示 事 件 的 时 间

(Ｔｉｍｅ)、空间(Ｓｐａｃｅ)要素ꎮ 该本体定义了事件

间的语义与时序关系ꎬ及事件元素间的关系ꎮ
ＥＢＰＯ 本体的主要结构如图 ４ 所示ꎮ

图 ４　 情节本体 ＥＢＰＯ 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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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４ 可以看出ꎬ该本体共定义了 １０ 个核

心类ꎬ分别是叙述(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情节( Ｐｌｏｔ)、事件

(Ｅｖｅｎｔ)、 动作 ( Ａｃｔｉｏｎ )、 空 间 ( Ｓｐａｃｅ )、 时 间

(Ｔｉｍｅ)、角色( Ｒｏｌｅ)、动作类型(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主体(Ｓｕｂｊｅｃｔ)、客体(Ｏｂｊｅｃｔ)ꎮ 其中ꎬ动作类型、

主体、客体分别为动作及角色的子类ꎮ 情节由

事件构成ꎬ事件之间通过语义及时序两类关系

进行关联ꎮ 此外ꎬ该本体中还定义了包括事件

间关系、事件内各元素关系在内的 ３１ 种对象属

性ꎬ其中核心对象属性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ＥＢＰＯ 本体核心对象属性

核心属性 领域 范围 说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ｅｑｕａｌ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ｆｉｎｉｓｈｅｓ、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Ｂｙ、 ｍｅｅｔｓ、 ｍｅｔＢｙ、
ｏｖｅｒｌａｐｓ、ｏｖｅｒｌａｐｅｄＢｙ、ｓｔａｒｔｓ、ｓｔａｒｔｅｄＢｙ

Ｅｖｅｎｔ Ｅｖｅｎｔ 事件类之间的时序关系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ｃａｕｓｅ、 ｊｕｓｔｉｆ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ｍｍａｒ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Ｅｖｅｎｔ Ｅｖｅｎｔ 事件类之间的语义关系

ｈａｓＡｃ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事件的动作要素

ｈａｓＴｙｐ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Ｔｙｐｅ 事件动作要素所具有的类型

ｈａｓＥｖｅｎｔ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Ｐｌｏｔ Ｅｖｅｎｔ 叙事及情节中所包含的事件

ｈａｓＯｂｊｅｃｔ Ｒｏｌ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 角色、动作的客体

ｈａｓ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ｏｌｅ、Ａｃ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角色、动作的主体

ｈａｓＲｏｌｅ Ｅｖｅｎｔ Ｒｏｌｅ 事件中包含的角色要素

ｈａｓＰｌｏｔ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Ｐｌｏｔ 一个叙事所包含的情节

ｈａｓＴｉｍｅ Ｅｖｅｎｔ Ｔｉｍｅ 事件中包含的时间要素

ｈａｓＰｌａｃｅ Ｅｖｅｎｔ Ｐｌａｃｅ 事件中包含的空间要素

４　 叙事性文本语义结构化表示方法

４.１　 基于情节本体的叙事性文本语义标注

在情节本体的基础上ꎬ实现对叙事性文本

语义结构化表示ꎬ首先需要对叙事性文本进行

语义标注(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ꎮ 语义标注以本

体、受控词表等为基础ꎬ通过文本分析、概念识

别、关系抽取等揭示文本内容的语义特征ꎬ是实

现文本由非结构化向结构化、半结构化转变的

关键ꎬ也是构建叙事性文本智慧数据的核心ꎮ
在叙事性文本语境下ꎬ基于情节本体的叙事性

文本语义标注流程如图 ５ 所示ꎮ 图 ５　 基于情节本体的叙事性文本语义标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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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基础上ꎬ本研究随机抽取选择了 ５ 段

小说文本片段作为标注实验样本ꎬ遵循叙事性

文本 语 义 标 注 流 程ꎬ 进 行 标 注 实 验ꎮ 选 择

ＧＡＴＥ８.５. １ 作为标注工具ꎬ 并通过调用插件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实现中文标注ꎮ 同时使用

ＧＡＴＥ 内嵌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 ＡＮＮＩＥ 对所选

样本进行命名实体识别ꎬ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机器辅助的叙事性文本半自动语义标注ꎮ 标注

样本及标注结果基本统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标注样本及标注结果基本统计

样本 情节 事件 角色

«傲慢与偏见» ３ １１ ３

«月亮与六便士» ２ １０ ６

«白鹿原» ５ ２０ ８

«平凡的世界» ３ １３ ４

«活着» ４ １４ ２

４.２　 叙事性文本“层次—网络”模型

叙事性文本具备一定的结构特征ꎬ以事件

为核心ꎬ在叙事性文本语义标注与关系识别的

基础上ꎬ叙事性文本可以表示为由事件及事件

序列相互关联的事件网络ꎬ事件网络的节点和

边可以通过事件及事件间的时序及语义关系来

表示ꎬ因此叙事性文本具有一定的网络结构特

征ꎮ 在事件网络的基础上ꎬ不同粒度的情节之

间存在着包含与被包含关系ꎬ凸显了叙事性文

本的层次结构特征ꎮ 除了包含关系之外ꎬ不同

粒度的情节之间仍然具有一定的网络结构特

征ꎮ 据此可以将叙事性文本的结构理解为“层

次—网络”模型ꎬ如图 ６ 所示ꎮ

４.３　 叙事性文本语义结构化表示应用案例

在对所选叙事性文本片段进行语义标注的

基础上ꎬ本研究参照叙事性文本“层次—网络”
模型对标注结果进行了重新组织与关联ꎬ以实

图 ６　 叙事性文本“层次—网络”模型

现对叙事性文本的语义结构化表示ꎮ 本文选取

«傲慢与偏见»«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文本片段为

案例进行介绍ꎮ
(１)案例一

伊丽莎白拿出姐姐写来的信ꎬ一封封细

读起来ꎮ 没想到这时候达西先生竟然又来了!
他匆匆忙忙地解释着ꎬ听菲茨威廉上校说她脸

色不好就来看看ꎬ伊丽莎白冷淡地回应着ꎬ达西

自觉没趣ꎬ便在屋里踱来踱去ꎮ 几分钟后ꎬ他突

然转过身ꎬ走到伊丽莎白跟前激动地说:“我实

在克制不住ꎬ我感觉再也压抑不住ꎮ 请允许我

告诉你ꎬ我非常爱你ꎬ深深地爱慕着ꎮ”
伊丽莎白惊讶得无法形容ꎬ脸蛋儿通红双

眼瞪得圆溜溜ꎮ 达西以为她想继续往下听呢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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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倾诉了自己的一片深情ꎬ并承认因为伊丽

莎白出身低微总令他产生矛盾心理ꎬ可是他爱

得太过强烈ꎬ终于还是克制不住灼热的情感ꎬ希
望美丽的姑娘能接受他的求婚ꎮ

生性傲慢的达西在说这些话时ꎬ脸上仍然

流露出一种稳操胜券的神气ꎬ伊丽莎白看得明

明白白ꎮ 待这位求婚者一讲完ꎬ她便尽量让自

己恢复平静ꎬ一字一句地说道:“抱歉ꎬ达西先

生ꎬ不管是否能接受ꎬ我都不能表示自己的感激

之情ꎮ 你这种爱慕之情表露得过于勉强ꎬ而且

盛气凌人ꎬ我只能给你带去痛苦ꎮ 不过ꎬ这样一

来ꎬ你倒很容易克制那份感情了ꎮ” 达西正倚着

壁炉ꎬ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她ꎬ心里羞愤无比ꎮ 他

竭力装出镇定自若的样子ꎬ好一会儿才说:“我

真荣幸ꎬ能够得到这样的回答! 可以请教一下

吗ꎬ我怎会遭到如此无礼的拒绝?” (选自简奥

斯汀«傲慢与偏见»)
在对案例一内容进行结构化处理后ꎬ可以

得出相应的语义结构化表示结果ꎬ具体如图 ７
所示ꎮ

图 ７　 叙事性文本结构化表示实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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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７ 可以得出ꎬ本次标注实验从文本中

共计提取出 １１ 个事件ꎮ 其中事件 ７、事件 ９、事
件 １１ 为状态性事件ꎬ分别描述了角色伊丽莎白

和达西的状态特点ꎬ可以理解为一系列行动性

事件后造成的结果ꎮ 以这三个状态性事件为情

节边界ꎬ可以区分出三个情节ꎬ其中情节 １ 叙述

了“达西向伊丽莎白表白”ꎬ情节 ２ 叙述了“达西

向伊丽莎白继续表白”ꎬ情节 ３ 叙述了“伊丽莎

白拒绝达西”ꎮ
(２)案例二

在她们走出去以后ꎬ思特里克兰德把

门关上ꎬ走到桌子的另一头ꎬ在皇家法律顾问和

那位政府官员中间坐下来ꎮ 他又一次把红葡萄

酒传过来ꎬ给客人递雪茄ꎮ 皇家法律顾问称赞

酒很好ꎬ思特里克兰德告诉我们他是从什么地

方买来的ꎮ 我们开始谈论起酿酒同烟草来ꎮ 皇

家法律顾问给大家说了他正在审理的一个案

件ꎬ上校谈起打马球的事ꎮ 我没有什么事好说ꎬ
所以只是坐在那里ꎬ装作很有礼貌地津津有味

地听着别人谈话的样子ꎮ 因为我知道这些人谁

都和我无关ꎬ所以就从从容容地仔细打量起思

特里克兰德来ꎮ 他比我想象中的(选自毛

姆«月亮与六便士»)
案例二语义结构化表示结果如图 ８ 所示:

图 ８　 叙事性文本结构化表示实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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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图 ８ 所示ꎬ本次标注实验共提取事件 １０
个ꎬ其中事件 ９ 为状态性事件ꎬ描述了“我”的状

态特点ꎮ 据此将该文本段划分为两个情节ꎮ 情

节 １ 侧重介绍交谈的场景及动作ꎬ情节 ２ 描述

“我”打量思特里克兰德ꎮ
根据标注结果可以发现ꎬ基于情节本体的

叙事性文本语义结构化表示方法可以在准确表

示事件、区分事件类型的基础上ꎬ实现较为精确

的情节定义ꎮ 同时ꎬ该标注结果也显示ꎬ叙事性

文本具备一定的“层次—网络”结构特征ꎬ可以

选择事件网络作为文本内容及知识的组织

方式ꎮ

５　 总结

本文提出了一种针对叙事性文本的语义结

构化表示与知识组织方式ꎬ该方式将事件作为

组成叙事性文本的最基本单元ꎬ在对事件及事

件间关系进行语义建模的基础上ꎬ通过对情节

的定义ꎬ设计并开发了情节本体 ＥＢＰＯꎬ并根据

“层次—网络”模型关联了不同文本内容ꎬ共同

组成具备叙事性特征的文本ꎮ 本文提出的理论

方法可以借助 ＴＥＩ 等文本结构化标注方案ꎬ利用

ＥＢＰＯ 本体及标注本体ꎬ结合事件抽取、语义消

歧、事件关联与推理等技术方法ꎬ实现对叙事性

文本内容的细粒度、富语义、结构化标注ꎬ并根

据事件网络实现叙事性文本的内容关联组织ꎮ
这种知识组织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计算

机辅助的情节回顾、人物关系概览、情节发展路

径呈现等基于事件的检索与浏览ꎬ将更加符合

数字人文环境下人文学者的远距离阅读与策略

型阅读的需求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方法的

不断发展ꎬ命名实体识别、情感分析等文本处

理技术日趋完善ꎬ这给叙事性文本语义化表示

提供了基础ꎬ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由机器

辅助的叙事性文本半自动语义标注ꎮ 但相较

于概念实体ꎬ现有技术在事件、情节等富语义

文本内容的准确表征与自动标注等方面还存

在不足ꎬ未来研究仍需要在建设大规模、高质

量语料库的基础上ꎬ实现对相关算法的优化与

改进ꎮ 本研究从基础理论出发ꎬ在探究叙事性

文本内容组织方式的基础上ꎬ提出了一套较为

适用的叙事性文本表示方法ꎬ可为建设高质量

语料库提供帮助ꎬ也使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实现

叙事性文本的自动语义标注与关联组织成为

了可能ꎮ
关于情节的定义与表征是深入理解叙事性

文本的关键ꎬ也是对叙事性文本结构化表示与

组织的核心工作ꎮ 如何准确定义情节、区分事

件与情节、发现情节与事件的关系ꎬ历来是叙事

学、语言学乃至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重点

与难点ꎮ 本文设计了一种按照事件状态及事件

要素组成的情节表征方法与模型ꎬ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标识情节边界ꎬ实现情节划分ꎮ 但情节

本身带有强烈的主观认识ꎬ并受到文本体裁、风
格等多种因素影响ꎬ语义特征较为复杂ꎮ 这就

给构建情节本体带来了困难与挑战ꎬ未来仍需

要借鉴多领域理论与研究成果ꎬ更为精确地定

义情节、情节间语义关系与情节的属性特点ꎬ实
现对情节的语义表征ꎮ

受作者及体裁的影响ꎬ叙事性文本存在诸

如倒叙、插叙、乱叙等不同叙事特点及叙事模

式ꎬ这对事件与情节之间的关系表示提出了挑

战ꎮ 本研究设计的叙事性文本事件网络知识表

示方法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叙事性文本的

叙事特点ꎬ但该方法仍属于对叙事性文本的通

用型建模方法ꎬ尚不能清晰定义与表示不同类

型的叙事结构与叙事风格ꎮ 如何在本研究的基

础上ꎬ结合不同类型的叙事风格、叙事体裁与特

定语境ꎬ面向不同类型用户的个性化信息需求ꎬ
更为准确地表征叙事性文本ꎬ提出契合不同叙

事风格的语义关联方式ꎬ以适应不同种类的叙

事特点ꎬ是未来研究中的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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