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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gradually deepened research on the semantic represent and automatically understanding in 
word or sentence level, the research task on semantic represent and automatically analysis or 
understanding in discourse level also began to become a focus of research. Because there is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semantic analysis of discourse and discours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text, 
automatically and accurately obtaining the discours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text will be helpful 
to automatically analyze or understand the semantic of discourse level. In this paper, for the sake 
of realizing the automatically analyzing for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structure, based on the pre-
vious research work and took the Chinese argumentative text or discourse as the object of study, 
we researched the formal description method for the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structure, put for-
ward some important concepts of the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such as Element Argument Struc-
ture (EAS) and Recursive Argument Structure (RAS), presented a numerical represent method for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analyzed and explained how to formalize the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structure by using based on case-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ana-
lyzing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and generating the text structure tree, 
also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storing or reconstructing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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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词语、句子等语言单位的语义表示和自动理解研究的逐渐深入，篇章一级的语义表示和自动分析理

解也开始成为研究的焦点。由于篇章语义分析与篇章组织结构密切相关，自动准确地获取篇章的组织结

构，有助于实现篇章级语义的自动分析。文章为实现论证体篇章组织结构的自动分析，在前人研究工作

基础上，以中文论证体篇章为研究对象，研究论证体篇章组织结构的形式化描述方法，提出了论证体篇

章中的基本论证结构EAS、递归论证结构RAS等重要概念，同时提出了一种层次结构的数字表示方法，

并用实例分析方法来进一步解析如何对论证体篇章进行形式化。该研究工作为论证体篇章的层次结构分

析和文本结构树的生成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计算机存储和重构文本的层次结构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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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们对自然语言中词语、句子等语言单位的语义表示和自动理解研究的逐渐深入，篇章一级的

语义表示和自动分析理解也开始成为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由于篇章级语义的分析与篇章组织结构密切

相关，如果能够准确地得到篇章的组织结构，将有利于读者或计算机从文章全篇的视角，更好地把握文

章的主题或中心思想，从而更准确地分析得到篇章级的语义。 
文章从直观上看是一个前后衔接和连贯的句子线性序列。为了实现计算机自动分析篇章的组织结构，

首先必须从语言学的篇章结构理论出发，结合计算机进行篇章组织结构自动分析的实现要求，对篇章组

织结构进行形式化抽象描述，这是计算机进行篇章结构自动分析的前提，也便于将机器分析的结果进行

内部存储和表示。 
据此，本文在廖秋忠关于论证体篇章整体结构研究的基础上[1]，以姜岷山的篇章系统性理论为依据

[2]，以中文议论文文章为研究对象，研究面向篇章级语义自动分析的篇章组织结构形式化描述方法。下

面首先介绍篇章结构研究的相关工作，然后探索提出论证体篇章结构的形式化描述方法，并用实例说明

篇章组织结构的形式化描述结果。 

2. 相关研究 

语言学研究人员对篇章结构理论研究很多，典型的篇章结构理论包括 Mann 的修辞结构理论[3]、
Halliday 的语篇性理论[4]、Grosz 的会话结构理论[5]、Kamp 的篇章表示理论[6]、Skorochod’ko 的文本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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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结构理论[7]、姜岷山的篇章系统性理论[2]等。此外，廖秋忠分析了论证体篇章的整体结构[1]，列出了

汉语论证结构的几种常见类型，它们可以作为识别论证体文章的依据，廖秋忠分析了篇章的局部结构和

管界问题[8]，徐赳赳对段落的分布、特性及划分段落的种种制约因素做了一些统计上的考察[9]。不过上

述理论或研究基本上是从语言学本身来解释和分析文章的组织结构，虽然对计算机进行篇章结构自动分

析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很难直接用于篇章结构自动分析。 
部分计算语言学研究人员，从篇章结构自动分析或篇章结构标注角度进行篇章结构研究。Mann 提出

的修辞结构理论(RST)认为一个篇章中的各个小句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层次的修辞关系，并对常见

的小句之间的修辞关系进行了形式化的描写[3]。乐明根据修辞结构理论，以财经评论文章为语料，定义

了标点符号为边界的篇章修辞分析基本单元和 47 种区分核心性单元的汉语修辞关系集，并初步制定了手

工进行篇章结构标注的工作守则[10] [11]。刘挺和王开铸给出了一个篇章多级依存结构的形式化描述，篇

章多级依存结构不仅展现了文本的逻辑结构，还确定了同层结点之间的依存关系[12]。单永明对文本进行

了一个形式化描述，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规范文本或准规范文本的篇章结构标引算法，文献中所指的规

范文本是指文本结构树中同一层的结点必须同为标题或同为段落[13] [14]。张美娜等是在文献[13] [14]的
基础上对文本形式化描述的扩充[15]。 

虽然 Mann 和 Thompson 提出的篇章结构树确实能够全面地展现原文的句与句之间、片段与片段之间

和章节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这些修辞关系的确定对机器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困难，而且修辞关系集本身

也是开放的，同时，陈莉萍认为，汉语是一种概念耦合型语言，注重意合，用修辞结构理论对汉语进行

篇章结构标注时，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6]。此外，文献[12]、[13]、[14]和[15]是对一个具有明显的标

题、子标题、段落等组成部分的文章进行的形式化描述，其存在的问题是，首先必须识别出标题和子标

题以及子标题的级别，这对一些没有明显子标题标记的文章，无法运行其标引算法，而且其算法标引得

到的是文本物理结构(非逻辑结构)。 

3. 论证体篇章结构的形式化描述 

本文在廖秋忠关于论证体篇章整体结构研究的基础上[1]，以姜岷山的篇章系统性理论为依据[2]，进

一步对论证体篇章结构进行形式化的描述、修改和扩充，以便为计算机进行篇章结构自动分析奠定基础。

下面用正则表达式形式来对篇章文本中的一些概念进行定义，其中的一些符号含义如下： 
“=”意思是“等价于”或“定义为”； 
“+”表示进行变量(分量)的连接运算； 
“[]”的意思是“或”，即从方括弧内列出的若干个分量中选择一个，用‘|’号分开供选择的分量； 
“{}”的意思是“重复”，即重复花括弧内的分量。如果定义集合，则表示里面是集合中的元素； 
“()”的意思是“可选”，即圆括弧里的分量可有可无。 
定义 1 汉字字符串集，英文字符串集，数字字符串集，标点符号集，章节符号集 
汉字字符串集 CStrings={u| u 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汉字字符串}； 
英文字符串集 EStrings={v| v 是英文单词字符串}； 
数字字符串集 Nstrings={w| w 是阿拉伯数字串}； 
标点符号集 Punctuations={p| p 是标点符号}。定义中文文本中 P1={？，！，。…}，英文文本中

P2={?，!，.，…}，Punctuations= P1∪P2； 
章节符号集 TitleStrings={t| t 是章节符号}，例如“一”、“第一章”、“第二章”等。 
定义 2 句子(SimpleSentence，简称 SS)，复句(CompoundSentence，简称 CS) 

( ) [ ]( ){ }SS u u v | w p= + + +句子 ，其中‘+’为连接运算，p∈Punctuations，u∈CStrings，v∈ESt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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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strings； 
( ) ( ){ }CS SS p SS p= + + +复句 ，其中 SS 为简单句，‘+’为连接运算，p∈Punctuations。 

定义 3 标题(Title, 简称 T) 

( ) ( ) [ ]( ){ } ( )T t u u v | w p= + + + +标标 ， ‘ + ’ 为 连 接 运 算 ， t∈TitleStrings ， p∈Punctuations ，
u∈CStrings，v∈EStrings，w∈Nstrings； 

当标题为文章的题目时，其标题记为 T0，其他标题记为 Ti，通常 T0 后面没有标点符号，而其他标题

后面可能有标点符号，也可能没有。 
定义 4 标题的级(depth，记为 d) 
文章中标题的级递归定义如下： 
1) 文章的题目(标题)T0 的级定义为 ( )0d T 0= ； 
2) 若 Tki 是标题 Tk 的子标题，则 Tki 的级定义为 ( ) ( )d T d T 1ki k= + ，其中 ,ik k 为标题的下标变量，

0 ,ik k n< < ，n 为大于 0 的正整数。 
定义 5 自然段(Paragraph，简称 Para)，文章(Text) 

( ) [ ] [ ]( ){ }Para SS | CS SS | CS= +自然段 ； 

( ) ( ) ( ){ }0Text T Para T Parai= + + +文章 ，其中 i 为标题的下标变量； 

也可以将文章(Text)看成是一个有序的前后衔接和连贯的句子序列，因此也可以定义为：文章(Text)= 
[SS|CS] + {([SS|CS])}，在这里，相当于将文章中的所有标题都看成是一个句子，因此文章成为了句子的

集合序列。 
定义 6 文章主题(Topic)或子主题(subTopic) 
文章主题(Topic)指的是文章的中心思想，通常用一个或若干个关键词来表示，有时也用句子来描述

文章主题。文章的子主题(subTopic)是相对于上一级主题而言，用来概括当前一个完整语义片段的主要思

想或观点，常用一个或若干个关键词或句子来表示。 

( ) ( ){ }Topic keyword keyword | SS | CS = + 文章主题 ； 

( ) ( ){ }subTopic keyword  keyword | SS | CS = + 子主题 ； 

其中 keyword ∈ CStrings ∪ EStrings。 
下面结合上述定义并参考廖秋忠(1992)，来定义与篇章结构相关的概念。由于本文以中文议论文文章

为研究对象，因此这里就论证体篇章结构进行形式化定义，其它体裁文章可相应参考。其中用到的一些

符号含义如下： 
S 表示文本中的一个结构单元，可以是句子，句群，或段落等单位， 

[ ] [ ]( ){ } ( ){ }S SS | CS SS | CS | Para Para = + + 。S 的下标表示该结构单元在篇章中的序位； 

A 表示论证结论， { } { }A Topic subTopic∈ ∪ ； 
P 表示论题，包括论点或论断， [ ]P SS | CS= ； 

E 表示论据， [ ] [ ]( ){ } ( ){ }E SS | CS SS | CS | Para Para = + + ； 

PosE 表示正面论据， [ ] [ ]( ){ } ( ){ }PosE SS | CS SS | CS | Para Para = + + ； 

NegE 表示反面论据， [ ] [ ]( ){ } ( ){ }NegE SS | CS SS | CS | Para Para = + + ； 

I 表示引言， [ ] [ ]( ){ } ( ){ }I SS | CS SS | CS | Para Par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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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表示结尾， [ ] [ ]( ){ } ( ){ }C SS | CS SS | CS | Para Para = + + ； 

CI 表示澄清， [ ] [ ]( ){ } ( ){ }CI SS | CS SS | CS | Para Para = + + ； 

Q 表示问题， [ ] [ ]( ){ }Q SS | CS SS | CS= + ； 

Ans 表示答案， [ ] [ ]( ){ }Ans SS | CS SS | CS= + ； 

⌒表示结构单元组件的连接运算； 
Δ表示相关语段的层次结构不再进一步分析。 
定义 7 基本论证结构(Elementary Argumentation Structure，简称 EAS)，递归论证结构(Recursive 

Argumentation Structure，简称 RAS) 
基本论证结构是指包括一个论证结论 A、至少一个论题 P、至多一个引言 I、至多一个结尾 C 和若干

个论据 E 所构成的论证结构；而递归论证结构则是有若干个基本论证结构递归嵌套而成。两种结构的形

式描述如下(用重写规则表示)： 

    结构 EAS： ( )

1A I P P Cm→  ， 

1P P E Ej j n→  ，其中 { } { }E PosE NegEi ∈ ∪ ； 

    结构 RAS： ( )

1A I P P Cm→  ， 

1P P E Ej j n→  ，其中 { } { }E PosE NegEi ∈ ∪ ； 
         I A→ ， E Ai → ，C A→ ； 

从上面递归论证结构 RAS 的定义可以看出，一个 I 可以看做是一个基本论证结构并用 A 来重写，一

个 Ei 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基本论证结构并用 A 来重写，直到不能再进一步分析为止，一个 C 同样也可以看

作一个基本论证结构并用 A 来重写。上面的定义可以用图 1 的树型结构图表示，图 1(b)中以基本论证结

构为单位进行编号，如 A0,A1,…等。 
从图 1(a)可知，一个基本论证结构 EAS 通常包括引言、论点和相应的若干论据、结论组成。而图 1(b)

中，一个递归论证结构 RAS，为了描述一个引言部分 I，可能又必须先通过一些事例或某种现象接引过

来，然后通过论据和论证分析，最后得到引言部分需要的结论，也就是说一个引言部分如果可以再分析

的话可以看成是一个基本论证结构。同样，对每个上一层的论据 Ei，又可以看成是下一层的一个 A，因

此也是一个基本论证结构。而每个上层的结尾 C，也可以看成是下一层的一个 A，因此同样是一个基本

论证结构。通过这种递归形式，可以构造成一个复杂的递归论证结构。这种结构反映了论证体文章可以

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次看到文章的组织结构形式，从最高层可以看到文章只有引言、若干个论点和

一个结论部分组成，但是深入下一层后，或许可以对每一部分进行再分析，得到更细化的基本论证结构。 
定义 8 文本结构树(Text-Structure-Tree，简称 TST) 
文本结构树(TST)是一棵层次结构树，它可以用一个二元组 TST=(V, E)表示，其中 V 为结点集，E 为

连接结点的边集(树枝集)。令 1 2V V V= ∪ ，其中 V1 为 TST 的内结点，是文本对应的递归论证结构 RAS 中

的‘A’类型结点的集合，即如果 1 1v V∈ ，则 { } { }1 Topic subTopicv ∈ ∪ ；V2 为 TST 的叶子结点，是文本对

应的递归论证结构 RAS 中‘S’类型结点的集合，即如果 2 2v V∈ ，则 v2 指向文章中一个句子、一个句群

或一个段落。对于 TST 中的任意两个结点 3 1v V∈ ， 4 1v V∈ ，如果在文本对应的递归论证结构 RAS 树中，

v4 对应的 A 结点是 v3 对应的 A 结点的后代结点，则在 TST 中 v4 也是 v3的后代结点。文本结构树描述的

是文本的逻辑结构组织。 
例如，如果一个文本有 S1~Sn 共 n 个句子，可以根据上面的定义构造一棵文本结构树如图 2 所示，

有 0 1~ mv v − 共 m 个结点，图中空心圆结点表示为内结点，实心圆结点表示为叶子结点，并用箭头线指向

实际文本中的句子或句群。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对 TST 从根结点按深度优先搜索进行遍历，并将叶子结点按遍历遇到的先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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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lementary Argumentation Structure        (b) Recursive Argumentation Structure RAS 
(a) EAS 基本论证结构 EAS                 (b) 递归论证结构 

Figure 1. A schematic figure of the elementary argumentation structure and the recursive 
argumentation structure 
图 1. 基本论证结构 EAS 和递归论证结构 RAS 的示意图 

 

 
Figure 2. Sketch figure of text structure tree TST 
图 2. 文本结构树 TST 示意图 

 
序记录下来，将所有叶子结点所指向的句子或句群按叶子结点的先后顺序进行连接运算，得到的句子序

列必须和原文本句子序列相同，因此，叶子结点序列具有偏序性。 
文本结构树(TST)表现的层次性可以用括号方法表示，如果对 TST 中每个叶子结点设置两个属性：

结点前面的左括号数 1n 、结点后面的右括号数 2n ，则文本层次结构的括号表示方法就可以表示成左右括

号数的形式。例如，假设一个文本由 9 个叶子结点(结点可以是段落、句子或句群，这里假定为段落 pi)

( )1 2 3 4 5 6 7 8 9, , , , , , , ,p p p p p p p p p 组成(其层次结构如图 3 所示)，该文本的组织结构用括号表示法可以表示

为：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 , , , , , , ,p p p p p p p p p ，对每个段落的左右括号数进行统计后，就可以转换成下面

的数字表示形式：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91, ,0 , 2, ,0 , 0, ,1 , 2, ,0 , 0, ,1 , 0, ,0 , 1, ,0 , 0, ,3 , 0, ,1p p p p p p p p p  

上面的序列中，每个元素 ( )1 2, ,in p n 表示段落 ip 所对应的左右括号数，其中 1n 表示当前段落 ip 具有

的左括号数， 2n 表示当前段落 ip 具有的右括号数。因此，文本层次结构的数字表示形式和括号表示形式

是一致的，两者之间可以进行相互转换，而且在数字表示形式中， ( ) ( )1 21 1i ii m i mp n p n
< < < <

→ = →∑ ∑ ，其

中 1ip n→ 表示段落 ip 属性 1n 上的值。 
下面描述 TST 中非叶子结点所对应的主题的级、文本主题单元和主题粒度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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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A sketch figure of a text hierarchy structure with 9 leaf nodes 
图 3. 一个由 9 个叶子结点组成的文本层次结构示意图 

 
定义 9 主题的级(Level，记为 L) 
文本结构树 TST 中非叶子结点所对应的主题的级的定义与文本物理结构中标题的级的定义类似，可

用递归的方式定义如下： 
1) TST 中根结点 ( )0 1v V∈ 所对应的主题的级定义为 ( )0 0L v = ； 
2) 若 TST 中，vki 是 vk 的子结点，并且 1kiv V∈ ， 1kv V∈ ，则 vki 的级定义为 ( ) ( ) 1ki kL v L v= + ，其中 ,ik k

为下标变量， 0 ,ik k m≤ ≤ 。
 

定义 10 文本主题单元(TopicUnit，简称 TU)，主题结点粒度(Granularity，记为 G) 
文本结构树 TST 中以一个非叶子结点 1kv V∈ 为根的子树所覆盖的文本块 TUk 称为一个文本主题单 

元，记为 TUk( , ,k i jv S S )，其中 kv 为文本块 TUk 对应的主题。 

文本结构树 TST 中文本主题结点(即非叶子结点) kv 的粒度定义为： ( ) ( )2 kL v
kG v −= 。 

从上面关于文本主题结点粒度的定义可知，文本结构树中，结点的粒度值 ( )0 1kG v< ≤ 。对于根节点

0v ，由于 ( )0 0L v = ，所以 ( ) 0
0 1 2 1G v = = 。此外，主题结点 kv 所处的级 ( )kL v 越高，则其粒度值越小， 

也就是说在 TST 中，根结点 0v 的粒度最大，其主题概念语义越抽象，而越靠近叶子结点的一些内结点，

结点的级越高而粒度值越小，其主题概念语义越明确，这与人对文本中的主题和子主题的概念认知是一

致的。还应注意到的是，主题结点 kv 的粒度是相对于当前文本结构树的一个相对值。 
定义 11 文本主题单元 B-I-E 结构 
文本主题单元中由一个开始部分(B)、若干个中间部分(I)和一个结尾部分(E)组成的主题内容描述结构

称为文本主题单元 B-I-E 结构，其中开始部分(B)是对当前主题内容的一个总的叙述，中间部分(I)则是对

当前主题内容分为若干个侧面进行详述，而结尾部分(E)则是对当前主题内容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结。 
对于论证体篇章，文本内一个主题的 B-I-E 结构实际上对应了一个基本论证结构 EAS，如图 4 所示，

其中 B-I-E 结构中的开始部分 B 对应了 EAS 中的一个引言 I，而中间部分 I 则对应了 EAS 中的若干个论

题 P 和若干证据 E，结尾部分 E 对应了 EAS 中的结尾 C。对于 EAS 中的论证结论 A，可能在 B-I-E 结构

中的开始部分 B 出现，也有可能在其结尾部分 E 中出现。文本主题的 B-I-E 结构与基本论证结构 EAS 的

区别在于：基本论证结构 EAS 反映了一个文本主题内容内部各部分之间的逻辑或语义关系，而 B-I-E 结

构只是从文本组织的外在表现形式上的一种抽象。 
从上下文内容相关性的视角看，B-I-E 结构内部的 B 和每个 Ik 均有一定的相关性，E 和每个 Ik 也有一

定的相关性。如果将一个主题内容文本看成是由这些结点(B、Ik、E)构成的团，则从直观上看，团内的内

容相关性密度较大，而团间的内容相关性密度较小，团的内容相关性密度可用下式进行计算。 

( ) ( ) ( ) ( ){ } ( )
1

1B, I,E, B, I I ,E 2 B,E
2 1

k

j j
j

D k R R R
k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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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chematic figure of B-I-E structure for text topics 
图 4. 文本主题的 B-I-E 结构示意图 

 
上式中， ( )B, I,E,D k 表示由 B，k 个 I 和 E 构成的团 Ti 的内容相关性密度，k 为中间部分 I 的侧面个数，

( ),R X Y 表示 X 和Y 之间的相关度。 

4. 示例分析 

根据上述篇章结构的形式化描述方法，我们对廖秋忠(1992)中给出的示例文本进行分析，并构建该文

本相应的论证结构、文本结构树及其相应的括号表示和数字表示形式、文本主题单元的 B-I-E 结构，该

示例文本如下所示。 
示例文本：北京乘车难的原因是人多车少——电视辩论赛正方主辨人发言 
[我方的中心论点是北京市乘车难的原因在于人与车之间的尖锐矛盾，即客运量大于现在各种公交工

具实际的运载能力。S1] [这种运载能力既包括车的绝对数量，也包括它的周转速度。S2] [兴许大家都有这

样的体验，那就是久等车不来，有车上不去，车上人挤人，到站下不来。S3] [现在北京人的语言也大大丰

富起来了，把“把人挤成了相片”这样形象的比喻可谓是创举了。S4] [我方认为，人与车的矛盾从以下这

四个方面造成了北京乘车难。S5] [第一、北京每天高达 900 万人次的客运量给公交运输造成了难以想象的

困难，给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带来了沉重的压力。S6] [第二、北京现有的运输能力严重不足，长期处于超

负荷运转状态。S7] [法国巴黎规定公共汽车每平方米最多载客 5 人，伦敦 4 人，而北京呢，早晚高峰时竟

达 13 人。S8] [第三、北京的运输能力，远远赶不上客运量的加速增长。S9] [以承担了 96%客运量的公交

公司为例，去年仅有 4033 辆，今年由于报废车辆。绝对数还减少了 72 辆。S10] [第四、北京人与车的尖

锐矛盾由来已久，积重难返。S11] [当然，乘车难还涉及到道路、交通、城市管理、布局等因素，但是这

和人与车之间的尖锐矛盾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S12] 
该示例文本中有 S1，…，S12 等 12 个句子，其中 S1 为论题，S2~S4 为对论题的澄清，S5~S12 为论据部

分，包括正面论据和反面论据。由于是一个辩论赛的发言，所以论证结构中没有引言 I 和结尾 C 两部分。

而 A 即为“北京乘车难的原因是人多车少”。其论证结构如图 5 所示。 
对上述示例文本，如果从宏观上看，由于只有一个论证结构，所以文本结构树上只有一个根结点，

该根结点对应的主题即为“北京乘车”，由于只有一个论点，所以对应得到一个“人车矛盾”的子主题，

但根据 E Ai → ，每个证据可用 A 重写，所以可对图 5 中的 PosE 进行细化和重写，细化和重写后的论证

结构如图 6 所示，根据图 6，每个证据 Ei 可对应一个主题，即将原子主题“人车矛盾”进行再细分，可

分为“客运量大”、“运力不足”、“运力增长慢”、“人车矛盾久”、“交通资源管理”五个侧面，

而“运力不足”、“运力增长慢”属于同一侧面，进行合并。 
图 6 中只有一个 A 类型的结点，表明该段文本只叙述了一个主题“北京乘车”，而正方的论点 P 是

“北京乘车难的原因是人多车少”(所以可以看做是只有一个子主题，该子主题有四个论据，可将这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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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A case of text argumentation structure 
图 5. “北京乘车难的原因是人多车少”文本对应的

论证结构图 
 

 
Figure 6. A detail text argumentation structure 
图 6. 细化后的论证结构图 

 
论据进行进一步细分为四个侧面，本文不再进行细化)，因此文本结构树中只有一个根结点，此外有一个

叶子结点，它指向 S1~S12 句群，所以可以得到图 7 所示的文本结构树，其相应结构的括号表示为：(p1，

(p2))，该结构对应的数字表示为<(1，p1，0)，(1，p2，2)>。该文本的 B-I-E 结构如图 8 所示，其中 S1~S4

为主题的开始部分(为基本论证结构的引言)，而 S5 为衔接过渡句，S6~S11 为中间部分，有四个结点，每

个结点对应一个论据，S12 为结尾部分(对应基本论证结构的结尾 C)。 

5. 结束语 

本文为实现论证体篇章组织结构的计算机自动分析，在廖秋忠关于论证体篇章整体结构研究的基础

上，以姜岷山的篇章系统性理论为依据，以中文议论文文章为研究对象，研究论证体篇章组织结构的形

式化描述方法，提出了论证体篇章中的基本论证结构 EAS 和递归论证结构 RAS 两个重要概念，为论证

体篇章的层次结构分析和文本结构树的生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研究了文本层次结构树中层次结构的

括号表示方法，提出了一种层次结构的数字表示方法，为计算机存储和重构文本的层次结构提供了基础。

未来的工作主要研究如何自动抽取文本的主题，来实现对论证体篇章的层次结构自动分析，并研究论证

体篇章的结构和语义协同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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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he text structure tree of an example 
图 7. 示例文本的文本结构树(图中只有一个根

节点和一个叶子节点) 
 

 
Figure 8. The B-I-E topic structure of an example 
图 8. 示例文本的文本主题 B-I-E 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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