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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class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d Embedding



词向量概览
Word Embedding



1. 词向量量的本质：

‣ 词的⼀一种数据表示（Data representation）

‣ 好的数据表示应该：

‣ 便便于计算机处理理 

‣ 直接蕴含数据的内部特性

‣ 可以通过计算，提取出语义、语法等信息。

延伸阅读：数据编码技术

词向量概览



词向量概览

2. 获得词向量量的常⻅见⽅方法：

① Count (Sparse)

① PPMI

② Predict (Dense)

① C&W

② CBOW & Skipgram (word2vec)

③ Transformers (Bert)

相关⽂文献：Baroni M, Dinu G, Kruszewski G. Don't count, predict!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context-counting vs. context-predicting semantic vectors[C]//
Proceedings of the 52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ume 1: Long Papers). 2014, 1: 238-247.



词向量概览

② Predict：CBOW & Skipgram (word2vec)

相关⽂文献：2018年年秋季组会报告



词类体系
Word class systems



词类体系

出处 作者 年年份 分类数量量

《⻢马⽒氏⽂文通》 ⻢马建忠 1898 九类

《新著国⽂文语法》 黎锦熙 1924 九类

《中国⽂文法要略略》 吕叔湘 1941 七类

《中国现代⽂文法》 王⼒力力 1954 九类

《现代汉语⼋八百词》 吕叔湘 1980 ⼗十三类

《语法讲义》 朱德熙 1982 ⼗十七类

《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 —— 1984 ⼗十⼆二类

《现代汉语》 刑福义 1991 ⼗十⼀一类

《现代汉语》 北北⼤大现代汉语教研室 1993 ⼗十五类

《现代汉语》 胡裕树 1995 ⼗十三类

《现代汉语》 ⻩黄伯荣、廖序东 1997 ⼗十四类

《现代汉语》 沈沈阳、郭锐等 2014 ⼆二⼗十类

各家的词类体系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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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的词类体系概览

汉语的词类到底有多少个？分别是哪⼏几个？各家观点极少有完
全相同的。这是汉语词类体系研究⾛走向精密化、科学化必须要
解决的问题。


汉语词语的语法信息处理理，相较于英语等形态丰富的语⾔言，需
要更更多地依赖词语的功能分布信息；⽽而词向量量基于词的上下⽂文
来对词进⾏行行向量量建模的⽅方式，正是⼀一种分布表示(Distributional  
representation) ⽅方法。因⽽而，借助词向量量来表示汉语词语的语
法信息，尤其是词类信息，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尝试；在词向量量
的背景下，探讨⼀一个统⼀一的、颗粒度可调、⾯面向不不同应⽤用的词
类⽅方案，也是⾮非常值得尝试的课题。



用词向量归词类，是否可行？
Word Embeddings and the Grammatical Information 



用词向量归词类，是否可行？

【⼤大致思路路】⽤用聚类算法直接聚类。这⾥里里词向量量选择CBOW，聚类算法选择混合⾼高斯。

【结果】

【结论】直接聚类不不可取。通过聚类程序⾃自动找到的类别，语法上的相似性较弱。词向量量捕获的语⾔言
信息中，除了了语法信息之外，还含有⼤大量量语义信息。怎么把其中的语法信息单独抽离出来？词向量量做
词的语法聚类，是否可⾏行行？这是本研究 ⼤大的⼀一个重难点。



用词向量归词类，是否可行？

思路路需要更更新



用词向量归词类，是否可行？

基于原型的现代范畴化理理论认为:

(1)范畴不不⼀一定能⽤用⼀一组充分必要特征/条件来下定义，在区别⼀一个范畴时，没有⼀一个属性是必要的; 

(2)实体的范畴化是建⽴立在好的、清楚的样本(exemplar)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将其他实例例根据它们跟
这些好的、清楚的样本在某些/⼀一组属性上的相似性⽽而归⼊入该范畴; 

(3)这些好的、清楚的样本就是典型(即原型)，它们是⾮非典型事例例范畴化的参照点。 

这种根据与典型事例例类⽐比⽽而得出的范畴就是原型范畴(prototype based category)。 

相关⽂文献：袁毓林林. 词类是原型范畴. 1995



用词向量归词类，是否可行？

相关⽂文献：袁毓林林. 词类是原型范畴. 1995

【⼤大致思路路】根据原型范畴理理论:

① 选取各⼤大主流的现代汉语词类体系都普遍承认的⼏几个词类（如动词、名词、形容词等）

② 找到这些词类的好的、清楚的样本（如动词的“打”“吃”等，名词的“桌⼦子”“太阳”等）及
其向量量表示，作为典型（原型）。它们是⾮非典型词语范畴化的参照点。


③ 计算其他词的向量量表示与这些典型之间的余弦距离（相似性），并以此为依据进⾏行行颗粒
度可控的归类。

• 【困难】仍然是那个问题：词向量量捕获的语⾔言信息中，除了了语法信息之外，还含有⼤大
量量语义信息。余弦距离是否能准确抽离语法信息？



用词向量归词类，是否可行？

相关⽂文献：Mikolov T, Yih W, Zweig G. Linguistic regularities in continuous space word representations[C]//Proceedings of the 2013 Conference 
of the North American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Human Language Technologies. 2013c: 746-751.

‣ 【测试】引⼊入类推测试进⾏行行测试：



‣ 类推测试的⽇日常表述：

- word1之于word2，相当于word3之于什什么？（正解：word4）

- 例例如：东京之于⽇日本，相当于北北京之于什什么？（正解：中国）

‣ 类推测试的形式表述：

① 词汇对应关系与关系词对

๏ f —— 某种对应关系，即⼀一个映射、变换
๏ V1 —— 这种语⾔言关系中所有基式的集合
๏ V2 —— 这种语⾔言关系中所有变式的集合
๏ ⼀一个关系词对就是由⼀一个基式、⼀一个变式及隐
藏在它们背后的对应法则组成的。

๏ f —— 动词现在时-动词过去时
๏ V1 —— 动词现在时的集合
๏ V2 —— 动词过去时的集合

eg.

相关⽂文献：2018年年秋季组会报告



② 类推问题

- 每个类推问题会涉及两个关系词对，⼀一共
四个词：

- 类推测试为了了测试这种“关系”（f），会
运⽤用类⽐比推理理的逻辑来提问:

eg.

- 如果这四个词语是：wa=eat，wb=ate，
wc=look，wd =looked；那么这次所测
试的语法“关系”（f）就应是动词现在时
和过去式之间的词法关系。

相关⽂文献：2018年年秋季组会报告



③ ⽤用类推问题测试词向量量对语法信息的捕获情况：

- ⽤用词向量量去解决⼀一组测试语法关系的类推问题，回答的正确率
越⾼高，则说明词向量量对语法关系f的捕获能⼒力力越强。

相关⽂文献：2018年年秋季组会报告

‣ 引⼊入类推测试进⾏行行测试：

用词向量归词类，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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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类推测试进⾏行行测试：

① 词汇对应关系与关系词对

② 类推问题

③ ⽤用类推问题测试词向量量对语法信息的捕获情况

【困难】汉语不不同于英语等综合语，它没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因此就缺少可⽤用作语法信息类推测试的关系
词对，给类推测试的设计带来了了困难。

【解决】为了了克服这个困难，⾸首先从控制变量量的基本原则出发，选取语义基本相同、但语法功能明显不不同
的若⼲干词对（如：“突然—忽然”，“刚才—刚刚”等），然后按它们所反映的具体词类变化关系对它们进⾏行行分
类，再按类别来⽣生成类推问题。

用词向量归词类，是否可行？



‣ 引⼊入类推测试进⾏行行测试：

为了了选取语义基本相同、但语法功能明显不不同的词对，⾸首先集成《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简称GKB）
和《哈⼯工⼤大社会计算与信息检索研究中⼼心同义词词林林扩展版》两个资源。对于每个词语，从前者提取其词类
信息，从后者提取其同义词，再辅以⼈人⼯工校对。


然⽽而，正如朱学锋等（2004）指出，“如何克服不不同知识库之间的’缝隙’将成为集成不不同语⾔言数据资源时⽆无
可回避的普遍问题”，当综合利利⽤用GKB和《哈⼯工⼤大社会计算与信息检索研究中⼼心同义词词林林扩展版》这两个
资源库的时候，也发现了了它们之间存在着的“缝隙”或“鸿沟”(gap)，其中 ⼤大的⼀一个“缝隙”就是两个资源库所
收录的词语不不完全⼀一致，有些词在⼀一个资源库⾥里里收录了了，但在另⼀一个资源库⾥里里没有收录；或者虽然都收录
了了，但只是词形上的⼀一致。⽐比如，“⼤大⽅方”在GKB中只收录了了形容词（慷慨义），⽽而在《哈⼯工⼤大社会计算与信
息检索研究中⼼心同义词词林林扩展版》中还收录了了名词（表示某领域内的专家）。为了了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两
个资源库中都收录了了的双⾳音节词为基础，辅以逐条的⼈人⼯工校对，以排除只是词形⼀一致的情况。

相关⽂文献：朱学锋,张化瑞,段慧明,俞⼠士汶. 《汉语⾼高频词语法信息词典》的研制[J].语⾔言⽂文字应⽤用,2004(03):98-104.

用词向量归词类，是否可行？



‣ 引⼊入类推测试进⾏行行测试：

相关⽂文献：俞⼠士汶,朱学锋,王惠,张芸芸. 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规格说明书[J].中⽂文信息学报,1996(02):1-22.

我提取了了3,696对双⾳音节词词对，依据
词类组合的不不同将他们分为574个⼩小
类，依据这些⼩小类设计了了⼀一共201,988
个测试问题（尚需⼈人⼯工筛查）。

用词向量归词类，是否可行？



‣ 引⼊入类推测试进⾏行行测试：

测试结果：

• CBOW与Skim-gram相⽐比，每⾏行行正
确率⾼高者⽤用⿊黑体标出。


• 从所有答对的案例例中随机抽取1例例，
其格式为：w1:w2 => w3:w4。其中
w1、w2、w3为输⼊入，为w4为输
出，后表同。

词向量捕获语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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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类推测试进⾏行行测试：

【不不⾜足】

【结论】

•  ⾄至少CBOW与Skim-gram在词类信息的捕获上，表现⽐比较差。直接⽤用词向量量去给词做语法
上的聚类，期望得到词的语法类（即通常所说的“词类”），效果恐怕不不好。

•  观察我们得到的词对数据集，其实发现：许多词对在语义上的类推关系已经⼤大于其词类上
的类推关系了了， 终不不知道到底是在检验语义信息还是检验语法信息。

用词向量归词类，是否可行？



用词向量归词类，是否可行？

【更更新的思路路】根据原型范畴理理论：

① 选取各⼤大主流的现代汉语词类体系都普遍承认
的⼏几个词类（如动词、名词、形容词等）


② 找到这些词类的好的、清楚的样本（如动词的
“打”“吃”等，名词的“桌⼦子”“太阳”等）及其向量量
表示，作为典型（原型，prototype）。它们是
⾮非典型词语范畴化的参照点。


③ 将这些prototype作为训练集，他们的词向量量作
为输⼊入，他们的词类作为输出。这个输出可以
是⼀一个向量量，向量量的每个维对应⼀一个代表概率
的输出，prototype的输出是独热的。训练的得
到的模型去预测其他词，其他词的输出不不是独
热的。以此为依据进⾏行行颗粒度可控的归类。

【之前的思路路】根据原型范畴理理论:

① 选取各⼤大主流的现代汉语词类体系都普遍承
认的⼏几个词类（如动词、名词、形容词等）


② 找到这些词类的好的、清楚的样本（如动词
的“打”“吃”等，名词的“桌⼦子”“太阳”等）及其
向量量表示，作为典型（原型，prototype）。
它们是⾮非典型词语范畴化的参照点。


③ 计算其他词的向量量表示与这些典型之间的距
离（相似性），并以此为依据进⾏行行颗粒度可
控的归类。



下一步
what to do next



下一步

1.试⼀一试⽐比较⽕火的预训练模型（如Bert），或许效果能提⾼高很多。

•  【困难】官⽅方发布的简体中⽂文模型是以字为粒度进⾏行行切分，没有考虑到中⽂文分词。
• 【思路路】

①  寻找其他的以词为粒度的简体中⽂文Bert项⽬目，如Chinese-BERT-wwm。
• 【可能的困难】因为训练过程不不受⾃自⼰己控制，在后期需要做⽐比较研究
时，可能会遇到其他麻烦。

②  ⾃自⼰己⽤用官⽅方发布的代码进⾏行行训练，这样可以做到全程可控。
• 【可能的困难】受制于计算能⼒力力。

https://github.com/google-research/bert
https://github.com/ymcui/Chinese-BERT-wwm

https://github.com/google-research/bert
https://github.com/ymcui/Chinese-BERT-wwm


下一步

2. 【更更新的思路路】根据原型范畴理理论：

① 选取各⼤大主流的现代汉语词类体系都普遍承认的⼏几个词类（如动词、名词、形容词等）

② 找到这些词类的好的、清楚的样本（如动词的“打”“吃”等，名词的“桌⼦子”“太阳”等）及
其向量量表示，作为典型（原型，prototype）。它们是⾮非典型词语范畴化的参照点。


③ 将这些prototype作为训练集，他们的词向量量作为输⼊入，他们的词类作为输出。这个输
出可以是⼀一个向量量，向量量的每个维对应⼀一个代表概率的输出，prototype的输出是独热
的。训练的得到的模型去预测其他词，其他词的输出不不是独热的。以此为依据进⾏行行颗粒
度可控的归类。



下一步

3. 重点考察对⼈人⽽而⾔言归类困难的词，看这些词会被如何归类，视情况调整下⼀一步做法。

• 参考刑福义《词类辩难》，搜集这样的词：


• “ 近”“ 后”“末了了”“早”“清早”“⼀一清早”“原来”“⼀一⽣生”

• “类似”“仿佛”“够”“留留神”“是”“⼀一定”

• “正”“副”“绝对”“相对”“内在”“外在”“男”“⼥女女”“公”“⺟母”“雌”“雄”“故意”“难免”“单独”“⽆无
谓”“许久”“抱歉”“抱愧”“整”“整整”


• “继续”“开始”“恐怕”“⼀一律律”“附带”“难以”“⾜足以”“宁可”“宁肯”“宁愿”“反⽽而”“反倒”

• “许多”“多”“好些”“⽆无数”“千万”“半”“⼀一带”

• “⼀一切”“任何”“所有”“全”“全体”“全部”“各位”“诸位”“整个”“凡”“凡是”“⼤大凡”“所谓”“另
外”“旁”“旁⼈人”“⼈人”“个⼈人”


• “本着”“论”“归”“临”“赶”“等”“等到”“拿”“替”

• “然后”“⾄至于”“果然”“万⼀一”“⽐比⽅方”“⼀一旦”“管”“别管”

• “多”“来”“开外”“等、等等、云云、云”“不不过”“连”“起⻅见”“的”



从词向量的视角审视词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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