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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句法和语义对应的汉语CCG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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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句法和语义对应的原则是形式语义学中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组合范畴语法CCG更是彻

底地延续了这个思想,为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提供了句法和语义的透明接口。汉语的CCG处理在贯

彻该原则时产生的问题是:句法方面获得长足进展,而语义方面却相对滞后。以汉语多重介词短语句为

例,动词论元的灵活语序现象是句法和语义对应的难点之一。Hoffman提出的多重论元集CCG方法是

解决灵活语序的有效手段,但在这种处理方法中,需要找出一些方法来简化形式语义的表述方式,这样才

能获得与句法范畴推演相对应的语义类型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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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ApproachtoMandarinChineseunderthePrincipl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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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rincipleofsyntax-semanticscorrespondence,ortheprincipleofcompositionality,

isoneofthegoldenrulesintheformaltreatmentofnaturallanguage,whichisthoroughly
embodiedinCCG.ThecommonpracticeofCCGisasfollows:inthelexiconofCCG,thebasic
expressionsofNL (naturallanguage)arelabeledwithanorderedpairofterms,thetermof
syntacticcategoryandthesemanticterm.IntheprocessofCCG'sderivation,theconcatenation
ofNLexpressionshasbeenchangedintotheparallelismofderivationofsyntacticcategoryand
λ-calculus.InNLprocessing,thetreatmentofCCGconstitutesatransparentinterfacebetween
syntaxandsemanticsofNL,becausefromtheformalsemanticpointofview,thederivationof
syntacticcategorywhichrepresentsthesyntacticconstructionofNLandthe λ-calculuswhich
representsthesemanticgenerationofNLbymeansofprovidingtheindirectmodel-theoretic
interpretationsaretwosidesofthesamecoin.However,theproblemoftheCCGapproachto
MandarinChineseunderthisprinciplemainlyliesinthefactthatgreatprogresshasbeenachieved



inthetreatmentofsyntaxwhilelittleprogressinthetreatmentofsemantics.Currently,inthe
CCG'sstudieson MandarinChinese,theresearchersmainlyexplorethepossibilityofmore
effectiveandaccuratesyntacticparsingbymeansofgivingpropersyntacticrulesanddetermining
categorialassignmentforthebasicexpressionsaccordingtotheirsyntacticfeatures.Incontrast,

whethersuchsyntacticparsingissuitableforsemanticrepresentationisnottheirconcern.
Consideringthecloserelationbetweensyntaxandsemantics,theseparationofsyntacticparsing
fromsemanticrepresentationwilldecreaseremarkablythesignificanceofthesyntacticparsing.

Forinstance,theMandarinChinesesentencewithprepositionalphrasesisnotedforits
flexiblewordorder,whichconstitutesoneofthechallengesforCCG.Asatentativesolution,

Hoffman'smultiset-CCGisintroduced,whichadherestothelexicalismandaimsatrepresenting
theflexiblewordorderinTurkish.Themultiset-CCGisfeaturedbytheflexibleorderof
applicationofarguments'category,thatis,whenthefunctorcategoryisappliedtothecategory
ofarguments,thereisnostrictrestrictionontheorderofarguments.Theflexibleorderof
arguments'categorywillrendermultiset-CCGanadvantageinrepresentingtheflexiblewordorder
inMandarinChinese.However,theapplicationofmultiset-CCGinthetreatmentofMandarinChinese
needsthesimplifiedsemanticrepresentationinordertoachievethesyntax-semanticscorrespondence.
SincethesemantictermswritteninthestyleofMGorEventsemanticsarenoteasytobeadaptedtothe
multiset-CCGtreatment,itispreferabletoadoptthebasicconceptsofSituationSemanticsto
simplifythesemanticrepresentation:averbwillbeviewedasthepredicatewhichsignifiesthe
relationexistingnotonlybetweentheargumentofAgentandofPatient,butalsoamongthe
argumentsofInstrument,andPlaceandmanyothers.DependingonaChineseverb'ssyntactic
functions,itwillbepossibletolabelitwithmorethanonesyntacticcategoriesandsimplified
semanticterms.Inthis way,thesyntax-semanticscorrespondencecanberealizedinthe
applicationofmultiset-CCGinparsingMandarinChinesesentenceswithflexiblewordorder.
Keywords:syntax-semanticscorrespondence;CombinatoryCategoricalGrammar(CCG);Chinese

sentenceswithprepositionalphrases

一、CCG的句法语义对应的原则及其背景

形式语义学处理自然语言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句法和语义的对应原则,该原则又被称为“组合
性”原则[1],即每一条句法规则都有一条对应的语义规则,句法和语义推演同步进行。这也符合自
然语言的句法和语义关系,即句法离不开语义,语义也离不开句法。

什么是自然语言的句法和语义? 哲学家 Morris提出,自然语言可以从句法(syntax)、语义
(semantics)和语用(pragmatics)三个层面进行研究[2]。一部语法至少包括句法和语义,它们是既
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层面。句法是语言表达式之间的排列关系,确切说是表达式在空间位置上
的移动规律。语义是语言表达式和所指对象的关系,是语言表达式所指对象的规律(语义甚至还涉
及语言使用者的情感、心理特点)。传统语言学所谓的句法是指:对语言符号串的线形排列进行成
分分析,语句划分为主、谓、宾、定、状、补等各种成分,构造句子的法则很大程度上依赖语词的用法。
现代生成语言学的Chomsky学派认为,句法就是有关语言层次结构的、由小到大的生成规则,语词
的作用在于生成句子。而形式语义学所谓句法是指服务于语义解释的自然语言符号串的形成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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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仅仅是没有内部结构的初始符号)。
传统语言学所说的语义是指:语言符号串的意思是什么? 词义是最基本的意义单位,词典编纂

和训话释义主要是针对词义。现代理论语言学采用义素分析和语义场等方法研究语义,词义决定
短语和句子的意义。而形式语义学中的所谓语义是指与句法形成相对应的语义对象,是基于外部
世界的一种模型论语义解释,研究重点在于语义的组合规律[3]3。

在自然语言形式语义学的开端———蒙太格语法(MontagueGrammar,简称 MG)那里,对自然
语言的处理就显示出了句法和语义的对应。自然语言表达式语义的确立离不开其句法的构造,反
过来,自然语言的句法构造也受制于语义,我们确立句法规则时,必须顾及与它对应的语义表达是
什么样的。例如,在 MG的PTQ英语语句系统中有这样的对应①:

句法:若α是名词短语且β是动词短语,则F(α,β)即αβ是句子。
语义:若α'是α的语义且β'是β的语义,则G(α',β')即α'(β')是公式,也即αβ的语义。
应用实例:令α=John,β= walk,α'= λPP(j),β'=walk。
句法:John是名词短语,walk是动词短语,则F(John,walk)即Johnwalks是句子。
语义:λPP(j)是John的语义,walk是walk的语义,则G(λPP(j),walk)即[λPP(j)]walk即

walk(j)是公式,也就是Johnwalks的语义。
形式语义学的类型逻辑语法表现出更为严格的句法和语义的对应思想。比如英语句“thetall

kidruns”的推演,每一步都展示出句法范畴和语义词项的对应(图1):

图1 “thetallkidruns”的推演树

在图1的推演中,词条tall下的语义词项tall对应句法范畴n/n,词条kid下的语义词项kid对
应句法范畴n。第一步推演:句法范畴n/n和n的推演结果是n,同时从语义词项tall和kid推出

tall(kid),而语义词项tall(kid)对应句法范畴n,等等。
组合范畴语法CCG(CombinatoryCategorialGrammar)是类型逻辑语法的一个发展分支②,它

延续了类型逻辑语法关于句法和语义对应的思想。在CCG这里,自然语言的句法和语义之间有一
个透明的、直截了当的接口,这个接口体现为:先给自然语言语词指派一个由句法范畴和语义词项
构成的配对,在推演的出发点———自然语言的语词那里,句法范畴和语义词项同时出现;在随后的
推演中,语词之间的毗连贴合就转换成句法范畴之间和语义词项之间两条线索的并行推演,推演的
每一步都是句法范畴和语义词项分别运算的结果———同时产生新的句法范畴和新的语义词
项[4]12。在CCG的推演中,每时每刻都体现出句法和语义的对应,只要句法范畴之间可以运算,语
义词项之间也可以组合,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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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PTQ是指“ProperTreatmentofQuantification”,关于PTQ的详细内容,参见邹崇理《自然语言逻辑研究》,(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7 84页。

基于CCG设计的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分析器利用超级标注预处理和分析树剪枝技术提高了分析速度,在诸多形式语言学理
论自动分析中是最快的。“在2009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行的夏季研讨班(JHUSummerSchool2009)上,研究人员通过
采用优化的句法分析算法,使CCG句法分析在维基百科(Wikipedia)语料上达到每秒超过100句的分析速度”,而基于中
心语驱动语法的计算机处理几秒钟才能完成一个语句的分析。参见宋彦、黄昌宁、揭春雨《中文CCG树库的构建》,载《中
文信息学报》2012年第3期,第4页。



CCG这一特点究其根源有二:其一,CCG基于句法范畴和语义词项之间的相似和对应关系,

与 MG中“一条句法原则对应一条语义原则的理论基石”异曲同工,每一条句法规则都是某一语义
规则的透明版本。这样,只要相邻语词依据该语法能够进行句法运算,就可以相应保证它们的语义
组合,即句法和语义之间的关系是透明的。其二,CCG新增的规则所对应的组合算子原本在组合
逻辑中是用于定义λ-词项的,根据对应原则,新增规则就是其相应组合算子在语义运算中的透明
版本。

从逻辑理论的角度看,处理自然语言句法推演规律的范畴运算是一个层面,而表现自然语言语
义特征并作为间接语义解释工具的λ-词项演算则是另一层面,两个层面具有对应关系。荷兰逻辑
学家vanBenthem对这种关系进行了深人探讨,为范畴演算系统构造了用λ-词项做成的语义解释,

并证明了相关的可靠性和完全性[5]。λ-词项在 MG那里原本是表现自然语言语义的载体,而van

Benthem沿着另一条线索进行思考,把λ-词项看作是解释范畴演算的语义值,这样就开发出λ-词项
的新功能。这个结果同时从另一角度表明了刻画自然语言句法规律的范畴演算与表现自然语言语
义的λ-词项演算是有严格对应关系的,也为贯彻句法和语义对应原则的CCG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汉语CCG处理的语义滞后

从CCG的研究情况来看,计算语言学家目前主要关心如何根据某种自然语言的需求构建相适

应的句法规则,确立词条的句法范畴的指派,从而实现更高效、更准确的自动句法分析。这些句法
和词汇方面获得的CCG成果固然值得认可,但如果要真正实现机器理解自然语言的目标,语义的
探讨应是今后工作的重点,这样才能贯彻CCG句法和语义对应的思想。在本课题研究团队所掌握
的关于CCG的大量文献中,仅有少量的论著专门讨论语义问题,尤其在汉语的计算机信息处理领
域,句法取得进展而语义滞后的现象更为突出。

以清华大学的计算机博导、微软亚洲研究院自然语言处理组前主任、研究员黄昌宁教授为首,

微软研究院的实习学者、香港城市大学的宋彦博士和清华大学的周强等人参与的研究团队,近年来
从事CCG的汉语信息处理研究。他们把基于转换语法的清华中文树库转换成基于CCG的中文树
库,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周强2012年4月6日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作的报
告显示:CCG的研究在汉语的句法分析方面成果卓著。基于CCG分析的汉语句法现象有:汉语小
句成分提取结构、宾语前置的主题化结构、复杂谓语的并列结构、“把”字句和“被”字句、体词性谓语
句式、主谓谓语句式等等。周强还指出,CCG处置的规模大约45000个汉语句子和100万个汉语
词。语料选择来源包含文学、学术、新闻、应用四大体裁的平衡语料,以此为加工对象,尽可能多地
覆盖汉语的各种语言现象①。

关于CCG的问题,周强明确表示:CCG中文树库的构建需要在语义方面给予完善,需要逻辑
语义学研究者协助做这项工作。就中文CCG处理而言,国外语义处理可以借鉴的理论工具有:基
于λ-演算的高阶谓词逻辑表述[6]、由话语表述结构DRS和VerbNet的论旨角色表示的复杂事件语

义[7]、混合逻辑依存语义(HLDS)表述[8]等等。如何针对汉语文本的描述特点提炼出适合汉语的

深层语义表述体系,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

为说明汉语CCG研究语义滞后所带来的问题,下面以涉及时间的汉语动词句为例,可发现纯
粹的句法分析就存在问题。如关于宾语前置现象,周强就绘制了一个分析树图(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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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述内容源于周强2012年4月6日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所做的学术报告“组合范畴语法CCG和汉语处理”。



图2 CCG中文树库的分析树

图2中的“已”和“过”都是与时间有关的词条,尽管所体现的时间逻辑语义是一个整体,即当两
者同现时,构成了一个表示过去时或现在完成时的时间算子。但图2的分析却为它们指派了不同
的范畴以方便计算,这种“间隔”的分析很难表现出它们在语义上是作为一个整体,因而图2的处理
方式是一种为了方便句法范畴的计算而忽略语义理解的简单处理。在自然语言其他类型的表达式
那里,这种句法分离而语义凝聚的非连续现象比比皆是。

我国中文CCG信息处理所存在的语义滞后问题将是今后研究的主要课题,尤其是在基于句法
和语义对应的基础上,应注重对汉语的量化句、时间句以及多重介词短语句进行CCG分析。思路
之一是在坚持CCG词汇主义的情况下,为汉语动词的多种句法功能配备不同的句法范畴,尝试运
用多重论元集的CCG方法分析汉语的一些灵活语序现象。

三、句法和语义对应的汉语CCG研究

本文的宗旨是将语义表述简明化,从而在应用多重论元集CCG分析汉语语句时,获得与句法
范畴推演对应的形式语义分析。例如,汉语多个介词短语的重叠修饰限制下的主谓句:

(1)张三在餐馆用大碗吃饭。

  这句话通常CCG的句法分析树图为:

图3 常规CCG的句法分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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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最后一行范畴S对应的语义词项应该是如下逻辑公式①:

(2)[[在(餐馆)][[用(大碗)](吃)]](张三,饭)

  上述的逻辑语义式是 MG的表述风格,介词词组被刻画成高阶谓词,作用是把一个VP映射到
一个更复杂的VP上,“吃”、“用”和“在”等谓词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函项关系。在事件语义学中,对
这类带多重短语句的语义刻画要直观简明一些,如(3)所示②:

(3)�e[吃(e)∧ Agent(e,张三)∧ Theme(e,饭)∧ 用(e,大碗)∧ 在(e,餐馆)]

  与 MG不同,事件语义学没有把动词看成是表示个体之间关系的谓词,“动词不是表示关系,
而是表示事件(状态)性质的一元谓词,并且通过逻辑合取的方式,引人动词的修饰语和论元,而后
者是通过题元角色引人的”[9]2。由于这一变化,在 MG中被刻画成高阶谓词的动词修饰语,在事件
语义学中都被刻画成一阶谓词。与 MG相比,事件语义学的逻辑公式更加直观,而且与情境语义
学的思路也有相通之处。

按照情境语义学看来,情境是若干事件系列的聚合,比如某情境e可表述为:

e:=atp/t:hungry,Molly;yes(在t时p处:莫利饥饿;成立)

atp/t':eating,Molly;yes(在t'时p处:莫利进食;成立)

sleeping,Jackie;yes(在t'时p处:杰克睡眠;成立)

atp/t":hungry,Molly;no(在t"时p处:莫利饥饿;不成立)
(t<t'<t")

对此,抽象的表述为:

{《hungry,Molly,p,t,1》,《eating,Molly,p,t,l》,《sleeping,Jackie,p,t,1》,《hungry,Molly,p,

t,0》} (t<t'<t")

再概括成最基本的信息概念:

关系R成立或不成立于个体a1,…,an之间。

这里R是本体论意义上适用于n个个体的某个关系,a1,…,an是本体论意义上适用于关系R的各
自论元位置上的个体。若R是n-位关系并且a1,…,an是适用于R的各自论元位置上的个体,则:
《R,a1,…,an,1》或《R,a1,…,an,0》就是信息条目,这实际上就是信息的数据化[10]191196。

按照上述思路,对(1)的语义表现可以采用更简明的表述方式。如(4)所示:

(4)吃(张三,饭,食堂,大碗)

(4)这样的表述类似于信息条目,“吃”对应关系R,“张三”、“饭”、“食堂”和“大碗”分别对应R涉及
的个体。这里的“吃”是涉及地点、工具的“吃”,其论元自然有所推广,除了施事论元“张三”外,还有
受事论元“饭”,地点论元“食堂”和工具论元“大碗”。注意:(4)的逻辑表达式本身并未表明各个论
元的题元角色,但在词库汇中,“张三、饭、食堂、大碗”等词项都被标注了它们可以充当的题元角色。
与(2)和(3)相比,采用(4)这种思路的优势在于:由于这种形式语义的表述方式简明,有利于在

CCG的处理中采用多重论元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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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照惯例,下文用汉语词加粗体来表示该词条对应的逻辑词项。

注意,这里采用的是新戴维森分析法(Neo-DavidsonianAnalysis),与戴维森分析法略有不同。



多重论元集的CCG最初是由Hoffman提出的①,其主要特点是函子范畴所含论元顺序是灵活
的,即函子范畴对几个论元范畴的运算不在乎谁先谁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土耳其语中灵活
语序问题。Baldridge对多重论元集的CCG稍作改进,对范畴定义如下②:

定义1 给定原子范畴的有穷集合A,范畴的集合C是满足下列条件的最小集合:

A�C
若X0,X1,…,Xn∈C,则(X0{|1X1,…,|nXn})∈C,其中n≥1,|i∈{\,/}

多重论元集的CCG的函项应用规则为:

X(α {/Y}) Y Xα
Y X(α {\Y}) Xα
不同于∪,这样的并集运算不允许α中出现Y。

  下面的案例分析针对的是汉语多重介词短语句。在这种语句中,汉语动词体现出多样的句法
功能,同时显示了汉语动词论元的灵活语序现象。如:

(5)张三吃饭。
(6)张三在餐馆吃饭。
(7)张三用大碗吃饭。
(8)张三吃饭在餐馆。
(9)张三吃饭用大碗。
(10)张三在餐馆吃饭用大碗。
(11)张三吃饭在餐馆用大碗。
(12)张三在餐馆用大碗吃饭。
(13)张三用大碗在餐馆吃饭。
(14)张三在端午节用大碗在餐馆吃饭。
(15)张三在端午节在餐馆用大碗吃饭。

  需要说明的是:汉语中的介词往往也用作动词,但从逻辑语义的角度看,二者都可以视为谓词,
因此这里不严格区分动词用法和介词用法。例如,“用”在(7)中一般被视为介词,在(9)中被视为动
词,但从语义结构来看,在“吃饭”事件中,“用大碗”所充当的题元角色是一样的,都可视为工具格。
另外,这里将短语中的宾语限定在光杆名词或专有名词上。

在上例中,(5)—(11)中的动词“吃”具有不同的句法功能,被指派不同的范畴。(12)和(13)中
对“吃”指派的范畴是相同的,但其中的论元顺序不同,(14)和(15)也是如此。这些都显示了汉语动
词论元的灵活语序现象,对此,我们采用多重论元集的CCG方法进行分析。

在我们处理汉语多重介词短语句的CCG那里,词库对动词“吃”指派了多种范畴和语义词项:

张三 张三:NPa  在  λx.x:NPp{/NPp} 用  λx.x:NPi{/NPi}③

端午节 端午节:NPt   餐馆  餐馆:NPp   大碗  大碗:N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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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B.Hoffman,"ComputationalAnalysisoftheSyntaxandInterpretationof'Free'WordOrderinTurkish,"PhD,

UniversityofPennsylvania,1998。

参见J.Baldridge,"LexicallySpecifiedDerivationalControlinCombinatoryCategorialGrammar,"PhD,Universityof
Edinburgh,2002。

对介词的范畴及其λ-词项的指派不同于通常的做法,这里介词宾语限于光杆名词或专有名词,介词对应的λ-词项是恒等函
项,这是因为需要获得(4)这样的类似信息条目的形式语义分析结果。



饭 饭:NPo
吃 吃1:[S{\NPa}]{/NPo}          涉及施事、受事的动作
吃 吃2:[S{\NPa,\NPp}]{/NPo} 涉及施事、地点和受事的动作
吃 吃3:[S{\NPa,\NPi}]{/NPo} 涉及施事、工具和受事的动作
吃 吃4:[S{\NPa}]{/NPo,/NPp} 涉及施事、受事和地点的动作
吃 吃5:[S{\NPa}]{/NPo,/NPi} 涉及施事、受事和工具的动作
吃 吃6:[S{\NPa,\NPp}]{/NPo,/NPi} 涉及施事、地点、受事和工具的动作
吃 吃7:[S{\NPa}]{/NPo,/NPp,/NPi} 涉及施事、受事、地点和工具的动作
吃 吃8:[S{\NPa,\NPp,\NPi}]{/NPo} 涉及施事、地点、工具和受事的动作
吃 吃9:[S{\NPa,\NPt,\NPi,\NPp}]{/NPo} 涉及施事、时间、地点、工具和受事的动作

在多重论元集CCG推演中,(1)的句法语义对应的树形树如下:

图4 多重论元集CCG的推演树

宋彦等也提出:汉语动词“学”在实际运用中具有多种多样的句法功能,因而被指派了七种不同
的范畴:NP,S\NP,[S\NP]/NP,[S\NP]/[S\NP],[S[S\NP]]/NP,[S[S\NP]]/NP/[S\NP]和
[[S\NP]\PP]/NP[11]78。与宋彦等学者的处理方法相比,多重论元集方法的优势在于:由于多重
论元集中的论元没有限定组合的顺序,因此可以解决汉语多重介词短语句中的灵活语序问题,而采
用简明的语义表述形式,可以使多重论元集CCG实现句法语义的对应。如图4推演针对的汉语句
与(13)句“张三用大碗在餐馆吃饭”的差异,仅仅在于两个介词短语的顺序不同,但在多重论元集的

CCG处理中,对(13)句的推演最后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句法和语义的对应原则是组合范畴语法CCG的灵魂,CCG对自然语言的分析推演既有句法
的层面,也有语义的层面。在汉语的信息处理中,CCG的运用比较成熟的是句法范畴的推演,而语
义的组合比较缺失。国内学者对汉语的有些现象给出的句法范畴推演仅从句法上看没有问题,但
如果配上语义词项却有问题,尤其是汉语的量化句和时间句的形式语义分析方面,留下大量需要做
的工作。本文以汉语的多重介词短语句为例,寻找其形式语义的简明表述,这种与句法严格对应的
语义表述依赖的是CCG的“大”词库思想和多重论元集的处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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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召开

我校又一超大型文献整理项目《中华礼藏》首批成果正式发布

历时三年,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华礼藏》项目首批18册中的部分成果已由浙江大

学出版社出版,首发式在2013年10月19日至20日举行的“礼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进行。

《中华礼藏》项目拟对海内外现存全部传统礼学文献(截至1911年底)进行搜集、整理、校勘、研究,采用点校方式,别加

提要以介绍文本背景、版本流变及作品大略,最终分九类十卷出版,即礼经卷、礼论卷、礼器卷、礼乐卷、礼术卷、礼制卷、礼

俗卷、家礼卷和方外(佛教、道教)卷,文献字数将达1.4亿左右。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礼仪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们既是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根抵,也是传统民族国家的

认同基础。三年前,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倡议并开展大型文献整理项目《中华礼藏》,建构中华礼学文献数据库,以推动当

下中国重建中华礼仪,践行核心价值的传统对接。浙江大学古籍所关长龙教授指出:“在今天国学热、文化热的大背景下,

已在各地重现的许多传统仪式因缺乏文献依据而显得不甚合乎规范,这样来看,《礼藏》的整理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在都

市化进程中,我国诸多的古街区正面临快速消失的处境,我们需要一种能反映中国传统理念的古街区遗产认定方式。”正在

从事乡村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所吴宗杰教授对此深有体会,“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回到中国古代

的街坊文脉里。从文献的角度考察礼仪传统,对当代都市重建很有意义。”

首发式后,由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协办的“礼仪中国国际学术

研讨会”紧接着举行,来自国内各高校、科研机构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及美国、韩国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传统礼学文

献的分类与整理、传统礼学资源的解读与研究、当代礼仪重建的探索与研究三大论域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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