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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块苗文词性标注集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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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词性标注集是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时进行词类表示的工具。 任何自然语言的词性标注都必须以词性标注集为基础。
本文根据方块苗文信息化的实际需要，结合方块苗文的造字原理及词语的使用特点，在介绍对词性标注及标注集相关概念的基

础上，参考汉语词性标注规范设计方法，基本确定了方块苗文的词性和种类，设计了方块苗文的词性标注符号和基于语法范畴的

分类标记体系；初步制订了用于方块苗文信息处理领域的词性标注集，在某种意义上为方块苗文词性标注建立了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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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词性标注是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基本内容，也
是文本索引、文本分类、语言合成、语料加工、机器翻

译、信息检索等应用领域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从

概念上来讲，词性标注就是根据上下文语法关系，判
定句子中每个词语的语法范畴，以确定其词性并加

以标注的过程［１］。 词性标注对于消除词语歧义、减
少查询模糊性、降低索引量、提高检索效果及效率有

着重要作用。 Ｗｉｌｋｓ Ｙ［２］ 在利用英文词性标注帮助

实现语义消歧的研究中指出“词性标注是实现语义

消歧的第一步”；利用词性标注减少查询模糊性的

研究也表明，在搜索引擎的信息查询系统中加入词

性标注功能，有助于系统更准确理解用户的查询意

图，能够返回更符合用户要求的结果［３］。 词性标注

集是用来表示词类的工具，是词性标注系统必不可

少的组成部分。 任何语言的词性标注都必须以词性

标注集为基础。 词性标注集的建立及词性标注技术

的发展与语料库建设紧密相联。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初，以 Ｎ．Ｆｒａｎｃｉｓ 为首的一批学者在美国的布朗大学

建成了当今最早的机读语料库—Ｂｒｏｗｎ 语料库。 在

Ｂｒｏｗｎ 语料库的建设过程中，人们开始研究英文词

性标注问题。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进入第二代、第
三代电子语料库时代，百万、千万、上亿词级的深度

标注语料库出现。 此期间，英语词性标注集的建立

及词性标注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４］。 历经近 ５０
多年的发展，英语词性标注集的建立及词性标注技

术已趋于成熟，面向德文［５］、法文［６］、意大利文［７］、
阿拉伯文［８－９］、印度文［１０］ 的各种类型文本词性标注

集的建立及词性标注技术也发展迅速。 近年来，面
向稀缺语言［１１］的词性标注研究工作逐渐见诸报道。

本文根据方块苗文这一稀缺语言文字的造字原



理及方块苗文词语的使用特点，结合对方块苗文原

始语料中词语统计的结果，讨论方块苗文词语的种

类、词性的确定和划分方法，并尝试参考汉语词性标

注规范及标注集的设计方法，制订方块苗文的词性

标注符号和词性标记集。

１　 方块苗文的造字原理及使用特点

湘西方块苗文是清朝末年以来武陵山地区湘西

苗族人民根据“取个人认为最易认、易记的汉字作为

代表符号”的原则自创的一种文字［１２－１３］，是中国民间

苗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 湘西方块苗文分为 ３ 种，
按照其产生和使用地区，分别称之为板塘苗文、老寨

苗文、古丈苗文。 这 ３ 种苗文都是清末以来苗族文人

为记录、整理、创作苗歌而创造的汉字式的苗文。 当

地苗族群众称之为“土字”、“乡字”。 其中，板塘苗文

至今仍在附近数百里苗乡流传使用，对苗族文化的发

展和传播起到了良好的推进作用。
湘西方块苗文是武陵山地区湘西苗族人民因民族

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借源文字。 ３ 种苗文均

脱胎于汉字这一母体，记录同一种语言。 因此，３ 种方

块苗文在结构和造字法方面都不谋而合，均采用方块

结构，且基本上都是一字一音节地标记一个语素或词；
并借鉴了汉字的造字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形声、会意、
假借、双声、象形等手段，借用包括义符、声符、形符（特
指象形偏旁）在内的汉字或汉字构件造字，酷似汉字而

实非汉字。 方法苗文中，源自形声构字的湘西方块苗

文约占总字数的四分之三左右［１２－１３］。 不同结构的方块

苗文及其汉义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不同结构的方块苗文及其汉义

Ｆｉｇ． 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 Ｈｍｏ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实际应用中，方块苗文通常是在苗族人民创作的

歌本、剧本中与汉字混合出现。 方块苗文的词语以单字

词为主，有少量双字词，鲜有 ３字及以上的词语出现。

２　 词性标注相关概念及经典词性标注集

２．１　 相关概念

词性（ｐａｒｔ－ｏｆ－ｓｐｅｅｃｈ）又称为词类，是以语法特

征（包括句法功能和形态变化）为主要依据、兼顾词

汇意义的基础上，对词进行划分的结果。 从组合和

聚合关系来说，一个词类就是指众多具有相同句法

功能，并可以在同样的组合位置中出现的词聚合在

一起所形成的语言范畴。 词类划分具有层次性。 例

如，汉语中的词可以分成实词和虚词，实词中又包括

体词、谓词等，体词中又可以分出名词和代词等。
词性标注（ｐａｒｔ－ｏｆ－ｓｐｅｅｃｈ ｔａｇｇｉｎｇ），又称为词类

标注，是指为分词结果中的每个单词标注一个正确

的词性的过程，也即确定每个词是名词、动词、形容

词或者其它词性的过程。
词性标注集系指对词的类别进行划分的集合，

是用来表示词类的工具，是词性标注系统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 某一种语言的一套词性标注集应该将

词性具体划分为多少个类别，没有统一的规定。 因

此，同一种语言可能建立多种词性标注集。 在语言

的实际应用中，使用什么样的词性标注集取决于应

用的目的及应用所需要的信息量。 在计算语言学不

同的领域中，人们对词性依赖的程度不同，处理的精

度不同，所以对词性分类的粒度的定义也不同。
２．２　 经典词性标注集及词性编码

词性标注有小标注集和大标注集。 例如，小标

注集将所有代词都归为一类，而大标注集则将代词

进一步细分为指示代词、人称代词和疑问代词 ３ 类。
采用小标注集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太小的标注集可

能会导致类型区分度不够。 划分越细致的词性标注

集越有利于信息区分，但词性标注的难度也就越大。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词性标注集。 最早出现的

词性标注集是英文词性标注集，著名的 Ｂｒｏｗｎ 语料

库所使用的标注集（Ｂｒｏｗｎ 标注集）是历史上最有影

响的英语标注集，包含 ８７ 个标记。 多数的英语标注

集都是从该标注集发展而来。 宾州树库 （ Ｐｅｎｎ
Ｔｒｅｅｂａｎｋ）使用的标注集是经过对 Ｂｒｏｗｎ 标注集的

简化而得到，包括 ４５ 个标记，现在已经成为计算语

言学领域使用最为广泛的英语标注集。 同英语词性

标注集一样，汉语词性标注集目前也没有统一的标

准。 因此，根据对词性分类体系的不同理解和不同

应用领域的要求，出现了多种汉语词性标注集。 中

科院计算所刘群等制订的“ ＩＣＴＰＯＳ３．０ 汉语词性标

记集”是当前最有影响的词性标注集之一。
为了方便指明词的词性，词性标注集需要给每

个词性编码。 例如，见表 １ 的《ＰＦＲ 人民日报标注

语料库》的词性编码表就是根据词性的英文单词的

首字母进行词性编码。 把“名词”编码成“ｎ”、“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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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编码成“ａ”、“动词”编码成“ｖ”等。
表 １　 《ＰＦＲ 人民日报标注语料库》的词性编码表截表

Ｔａｂ． １　 Ｓｃｒｅｅｎｓｈ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 ｃｏｄｅ ｌｉｓｔ ｏｆ ＂ ＰＦ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Ｄａｉｌｙ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Ｃｏｒｐｕｓ＂

词性编码 词性名称 注解

Ａｇ 形语素 形容词性语素

ａ 形容词 取英语形容词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的第 １ 个字母

ａｄ 副形词 直接作状语的形容词

ａｎ 名形词 具有名词功能的形容词

ｂ 区别词 取汉子“别”的声母

ｃ 练词 取英语连词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的第一个字母

ｄ 副词 取 ａｄｖｅｒｂ 的第二个字母

ｄｇ 副语素 副词性语素

ｅ 叹词 取英语叹词 ｅｘ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的第一个字母

ｆ 方位词 取汉字“方”

ｇ 语素 绝大多数语素都能作为合成词的“词根”

ｈ 前接部分 取英语 ｈｅａｄ 的一个字母

ｉ 成语 取英语成语 ｉｄｉｏｍ 的第一个字母

ｊ 简称略语 取汉字“筒”的声母

…

ｕｎ 未知词 不可识别词及用户自定义词组

３　 方块苗文词性分类及词性标注集的设计方案

３．１　 方块苗文的词类、词性

仿汉字结构的方块苗文基本上是一字标记一个

语素或词。 因此，实际应用文档中出现的方块苗文

词语主要是单字词和少量双字词，极少有 ３ 字及以

上的词语。 这些词语的词性及使用方法类似于汉语

词语。 而且，相对于汉语，方块苗文的词语的数量较

少，词性也相对较少，语法较为简单，出现兼词的词

语数量也很少。
在对已整理出的苗文初级生语料进行统计分析

的基础上，根据方块苗文词语的汉义，将方块苗文词

语分为实词和虚词 ２ 个大类。 实词分为 ７ 个小类：
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 虚词分

为介词、助词 ２ 个小类。 此外，针对个别不可识别的

词语以及当前汉义不明确的词语，增加一个类别，即
未知词。
３．２　 方块苗文词性标注集的设计方案

由于方块苗文词语是根据其汉义确定所属词性

分类，故可以直接借鉴汉语词性标注集的词性编码

方法进行方块苗文词性标注集中词性标注的符号、
形式和风格的设计。 依据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

俞士汶主编的《现代汉语语料库加工―词语切分与

词性标注规范与手册》，研究制订了方块苗文词性

标注集，该词性标注集的部分内容见表 ２。
表 ２　 方块苗文词性标注集中的词性编码表截表

Ｔａｂ． ２　 Ｓｃｒｅｅｎｓｈ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 ｃｏｄｅ ｌ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 ｔａｇ ｓｅ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ｑｕａｒｅ Ｈｍｏ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n 名词 取名词对应英语形容词noun的第一个字母，
如“ ”，汉义分别为“小山丘、田、石头”

Symbol的前2个字母（如“X”“~”）
不可识别词及用户自定义词组
取英语time的第一个字母
取英语pronoun的第二个字母
取英语quantity的第一个字母

取time的第一个字母，adverb的第二个字母，如
“ ”，汉义为“一阵子”

取形容词对应英语adjective的第一个字母，
如“ ”，汉义分别为“暗的、长的、短的”

形容词

名形词

方位词

数词

动词

介词

副词

时间副词

量词

代词
时间词
未知词
符号词

词性编码 词性名称 注解

a

an

f

m

v

p

d

td

q

t
uv
sy

具有名词功能的形容词，如“ ”，形容词性义为
“老的、旧的”，名词词性汉义为“历史、故事”

取汉字“方”拼音的首字母，如“ ”，
汉义分别为“东方、南方、后方、前方”。
取英语numeral的第三个字母，如“ ”，
汉义分别为“三、四、百”。
取英语动词verb的第一个字母，如“ ”，
汉义分别为“喊、怕、结冰”。
取英语介词preposition的第一个定母，如“ ”，
汉义为“别，不要”、“勾”，意为“拿、把、用”
取adverb的第二个字母

r

４　 方块苗文词性标注示例

依据上述的方块苗文词性标注集，笔者尝试使用

词性标注算法对整理出的苗文手稿资料文档中的部

分方块苗文进行词性标注。 标注效果如图 ２ 所示。

５　 结束语

方块苗文是武陵山地区民间苗族文化的主要载

体之一，其信息化对于弘扬苗族文化，推进民族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和苗族文化非物质遗产数字化保护进

程有着重要意义。 然而，方块苗文信息处理研究起步

较晚，仅有莫礼平等人［１４－１８］２０１３ 年以来，在方块苗文

的字信息处理层面取得的少量研究成果见于报道。
实现字信息处理层面基本技术之后，语信息层面的词

性标注技术研究和词性标注语料库建设成为方块苗

文信息化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设计词性标注规

范，并据此制订完整的词性标记集，正是实现方块苗

文词性标注技术和建设方块苗文语料库的重要环节。
本文结合方块苗文的造字原理及词语的使用特点，参
考汉语词性标注规范及标注集的设计方法，初步制订

的方块苗文词性标记集，将成为方块苗文词性标注过

程中进行词类表示的参考工具，为最终完整的信息处

理用方块苗文词性标记集的建立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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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词性标注效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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