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语言学的探索者”——刘海涛
刘海涛，1962年生于山西。1979年考入西安

冶金建筑学院，学习工业自动化专业。1983年毕

业分配到某特大型国有企业，从事企业信息化工

作，业余时间研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曾任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企业副总工程师等职。2002年

调入中国传媒大学，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

学研究工作。2006年获得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

业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

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是Language

Problems＆Language Planning(语言问题和语言

规划，荷兰)等三本国际学术刊物的编委会成员。

已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有一半是用外语在

国外发表的。刘海涛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国际语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和依

存语法。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刘海涛教授在这一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及贡献是：(1)《计划语言和语言

规划关系初探》【1996卜文认为，计划语言研究对语言规划有重要的意义。计划语言构建的理论和实践

能为语言规划中的本体规划提供有益的经验，而计划语言的社会化过程，又能为语言地位规划提供宝

贵的材料。(2)《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定义变迁看学科发展》(2005)，分析了国内9t,30多种有关语

言规划的定义，认为语言规划正在经历这样的转变：从工具观到资源观的转变；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

主义的转变；从单变量系统到多变量系统的转变；从实用主义到语言人权的转变；从语言问题到语言

生态的转变：从单纯的语言学领域向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它学科的转变。(3)《欧洲联盟的语言状

况和语言政策》《2006j，对欧洲联盟的语言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认为语言政策不能仅仅是停留

在书面的政策，而应该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对策。除此之外，刘海涛教授也为国内外专业刊物撰写

了大量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书评。

国际语语言学 是一个从多种角度研究国际语言交流的领域。刘海涛教授在这一领域的主要贡献

有：(1)《国际语学的发展方向》(1999，世界语l，将国际语学的发展概括为社会学路向和符号学路

向，这种划分有益于更好地理解这一学科。(2)《皮钦、克里奥尔和计划语言》(2001，英语l，从社

会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比较研究了计划语言和接触语言的异同，对这些特殊语言的诞生、发展和生存

环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按照国外学者的说法，此文可能是目前这一领域研究最全面、透彻的文

章。(3)《国际语的中立性》12006，英语)，提出语言的中立性是一种涉及交际场景或政治的概念，

而不是纯粹的语言学概念，并在国际语研究中引入了“去中立性”的新概念。另有多篇文章探讨了国

际语学和计算语言学的关系，以及计划语言研究对语言学的意义和价值。

计算语言学和依存语法 刘海涛教授在这一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和贡献是：(1)《结构化语言知

识库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应用》11992l，这可能是国内最早探讨句法标注语料库(树库)作为自然语言

处理知识源的文章。(2)《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媒介语问题》11993l，探讨了计算语言学和媒介语的关

系，将媒介语纳入国际语学的研究范畴，提出了媒介语的重要性I经济性、工具性l，从媒介语的类型分

析中揭示其应满足的条件I规则性、精确I陛、表达力)。(3)《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对计算语义学的影

响》11993)，旨在为基于统计和数据的计算语言学应用寻求哲学基础。(4)《计算语言学应用中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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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化概念》11995)，把计算语言学应用的开发和研制分为三个层面：理论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和计算机

科学，这种分类有助于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更好地融合到计算语言学应用的研究中来。(5)《依存语法

和机器翻译》{1997)，探讨了依存语法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依存语法在机器翻译领域的应用做了简要的

介绍和论述。这篇文章目前是国内依存语法领域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6)《关于自然语言计算机

处理的几点思考》(2001)，对语言和智能、语言是可以计算的吗?语义和分解、歧义与知识等计算语言

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7)《计算语言学课程设置和教学》(2005)，介绍了中国传媒大学计算语

言学相关课程的设置情况，认为大学和研究生计算语言学课程的设置应该重点关注语言学和计算机科

学的交叉部分，即：语言的形式化问题。(8)《面向树库建设的汉语依存句法》(2006，英文)，和

《汉语依存树库的建设和应用》(2007，英文)，提出了一种汉语依存句法，讨论了如何建设和使用汉语

依存树库。(9)《自然语言处理的概率配价模式理论》(2007)，提出了一种概率配价模式理论，这种

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统计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些问题，是对传统配价理论的扩充和发展。(10)《基于

树库和机器学习的汉语依存句法分析》(2007)，和《影响依存句法分析的因素探讨》(2007)，分别探讨

了如何通过修改树库标注体系来提高句法分析精度的方法以及影响依存句法分析精度的主要因素。

(11)《依存距离的概率分布》12007，英语)的研究表明，自然语言的依存距离符合右截尾Zeta分布，

随机语言则没有这样的特征。在三种语言中，自然语言的平均依存距离是最小的。(12)《汉语句法

网络的复杂性研究》12008，英语l，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技术研究了由“新闻联播”和“实话实说”构造

的两个汉语句法网络，两个网络均为小世界和无尺度网络，但网络特征有较明显的差异，这项研究开

辟了用复杂网络研究语言(体)的新路子。(13)《句法网络在语言网络中的作用》(2008，英语)，通

过比较两个随机生成网络和句法网络的复杂网络特征，研究了句法在语言网络中的作用。按照论文匿

名评阅人的说法，这是一个生命科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的重要论题。(14)《基于依存树库的汉语

句法计量研究》(2008)指出：汉语的依存距离均值约为2．84，汉语中40％～50％的依存关系不是在相邻

的词之间形成的：在语言类型方面，汉语是一种支配词置后略占优势的混合型语言，一种SV、VO和

AdiN语言：汉语支配词居前的依存距离均值要明显大于支配词置后的依存距离均值。

刘海涛教授对本刊创设“语言规划与现代化”专栏表示赞赏，并给予极大的支持：在积极推荐著

名学者和优秀研究成果的同时，还把《从比较中看应用语言学》，《语言规划的动机分析》，《泰尼埃

的结构句法理论》，《语言规划的生态观》等力作赐予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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