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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情绪因子中的常用情绪词和情绪短语为基础构建情绪词典, 并针对特殊的情绪表达形式, 结合标点

符号和表情符号在情绪分析中的功能, 建立情绪规则库。系统通过对情绪词典和情绪规则的匹配和计算, 实

现对中文微博情绪的识别和分类, 并在 2013 年 CCF 第二届自然语言处理与中文计算会议中文微博情绪分析

评测中取得较好成绩。测试结果证明该方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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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basic emotional words and phrases, an emotional dictionary was bulit.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expressions of emotions and functions of punctuations and emoticons in the emotional analysis, a set of 
emotional rules were set up. The authors recognized and classified the emotions in microblogs according to the 
algorithm based on the emotional rules and dictionary, and achieved preferable result in the task of emotional 
analysis of Chinese microblogs in the 2nd Conference on NLP&CC hosted by CCF in 2013.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is algorithm can work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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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心理活

动, 但由于情绪本身的复杂性, 学者们对情绪的内

涵有着不同的看法。孟昭兰[1]认为“情绪是多成分组

成、多维量结构、多水平整合, 并为有机体生存适

应和人际交往而同认知交互作用的心理活动过程和

心 理 动 机 力 量 ”, 她 指 出 情 绪 的 功 能 和 结 构 ; 
Campos[2]认为“情绪是个体与环境意义事件之间关

系的心理现象”, Arnold[3]则认为“情绪是对趋向知觉

为有益的、离开知觉为有害的东西的一种体验倾

向”, 两位学者都注意到了情绪和倾向的关系。情绪

和评价同属人的主观意识, 情绪句和评价句都属语

言中主观句的一部分。正如 Lazarus 等[4]提到的“情

绪依赖于短时或持续的评价”, 情绪和评价是相互

联系的, 二者之间没有一道非此即彼的界限, 但它

们属于不同的范畴, 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评

价是说话人对外在事物价值的评定, 而情绪反映的

则是人内在的心理状态, 其外在的诱因可以存在也

可以不存在。 
学界不仅尚未对情绪有一个完整、系统的认识, 

对情绪的分类也是众说纷纭。我国古代就有“七情

说”, 即喜、怒、哀、惧、爱、恶和欲; 《荀子•天论》

中认为情绪应分为 6 类, 包含好、恶、喜、怒、哀

和乐; 心理学家林传鼎[5]根据大徐本《说文》将情

绪划分为 18 类: 安静、喜悦、恨怒、悲痛、哀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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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愁、忿急、烦闷、恐惧、惊骇、恭敬、抚爱、憎

恶、贪欲、嫉妒、骄慢、惭愧和耻辱; 法国哲学家

笛卡尔则认为人的原始情绪应有惊奇、爱悦、憎恶、

欲望、欢乐和悲哀 6 类等。可见, 对情绪的分类学

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本文遵从 2013 年 CCF 第二届

自然语言处理与中文计算会议中文微博情绪分析评

测的要求, 将情绪划分为喜好(lik)、高兴(hap)、悲

伤(sad)、厌恶(dis)、愤怒(ang)、恐惧(fea)、惊讶(sur)7
类, 并依据这 7 类情绪, 对微博情绪进行分析研究。 

目前, 以语言工程为目标的情绪分析研究尚处

起步阶段, Aman 等[6]采用基于知识的方法实现句子

的情绪分析, Quan 等[7]基于情绪词实现对中文情绪

语料库(Ren-CECps)中句子的情绪识别。本文认为, 
情绪词仅仅是语言中情绪表达的一种载体, 语言中

表达情绪的手段是多样的, 可以将语言中所有表达

情绪的载体统称为“情绪因子”。本文的目标是详细

分析情绪因子,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情绪词典和情绪

规则库, 从而实现对中文微博情绪的识别和分类。 

1  情绪因子及其表现手段 

情绪因子是语言中表达情绪的载体, 也是进行

情绪识别和情绪分类的主要依据。根据语言单位大

小和表现手段不同 , 可以将情绪因子分为情绪词、

情绪短语、情绪表达式、微博表情符号和标点符号

5 种类型。 

1.1  情绪词 
情绪词指的是能反映人内在的心理反应与感受

的词语, 大多是名词、动词、形容词。根据词义表

达情绪的直接和间接, 情绪词还可分为直接情绪词

和间接情绪词两类。 
直接情绪词指的是词义直接描绘情绪倾向的词

语, 如“快乐”(hap)、“钟爱”(lik)、“心酸”(sad)、“恼

怒”(ang)、“纳闷”(sur)、“害怕”(fea)、“痛恨”(dis)等。

这类情绪词应直接添加进情绪词典。间接情绪词指

的是词义不是描绘情绪倾向 , 而是描述一种动作、

行为或事物, 在语用中才表现出某种情绪倾向的词

语。如“控告”, 作为一个动词, 它不直接描绘情绪倾

向, 但由于“控告”多是对他人或集体不当行为的告

发 , 其中蕴含着不满情绪 , 因此 , 在语境中它往往

会 传 递 出 ang 的 情 绪 倾 向 。 类 似 的 词 还 有 “ 强

占”(ang)、“一手遮天”(dis)、“灾难”(fea)、“免单”(hap)

等。这些词也属于情绪词, 需添加到情绪词典。 
情绪词是情绪因子的最基本内容, 也是表达情

绪最直接的手段。因此, 提取情绪词并判断其情绪

类别是情绪识别的首要工作。 

1.2  情绪短语 
情绪短语指的是能够表达一定情绪倾向的词

组。情绪短语也是情绪因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

短语大于词 , 表达语义更精准 , 表达情绪更明确 , 
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修正、改变或消除情绪

词的情绪倾向。例如①: 
例1 给脸不要脸, 说轮流充电的是你们, 等老娘

充了电就说自己没用电。 
例2 有时候, 选择快乐, 更需要勇气。 

例 1 中没有情绪词, 但是该句是一个情绪句, 
其情绪类别是 ang。例 2 中虽然有情绪词“快乐”, 但

是该句不具有情绪倾向。 
根据构成成分的不同, 情绪短语可以分为 3 种

类型:  
1) 修饰词+情绪词。 
当修饰词是程度副词时, 情绪短语的情绪类别

与情绪词通常是一致的, 只是所表达情绪的强烈程

度有所增强或者减弱。如“特别开心”, 情绪类别仍

为 hap。但也存在着情绪转变的情况, 如“真是讨厌”, 
“讨厌”的类别是 dis, 前加修饰词“真是”后, 其情绪

类别是 ang, 与“讨厌”不一致。 
当修饰词是否定词时则会使情绪类别发生转变

或消除情绪。如“不开心”的情绪类别是 sad 而不是

hap。“不必担心”则消除了“担心”的 dis 情绪, 不再

具有情绪倾向。 
2) 修饰词+普通词。 
有些情感短语是由修饰词和普通词组合而成

的, 如“特别热闹”(hap)是由修饰词“特别”与普通词

“热闹”组成的情绪类别是 hap 的偏正短语, 类似的

还有“好消息”(hap)、“不好的预兆”(fea)等。 
3) 普通词+普通词。 
普通词和普通词组合一般是没有情绪倾向的 , 

但在一定语境下, 一些普通词的组合会产生情绪倾

向。如“神马逻辑”, 由普通词“神马”和“逻辑”组合成

表 达 ang 的 情 绪 短 语 。 类 似 的 还 有 , “ 什 么 效

率”(ang)、“想都不敢想”(fea)、“人品爆发”(hap)、“搞

关系”(dis)、“容颜老去”(sad)、“我的亲娘啊”(sur)等。 
 

① 本文中的例子均引自 2013 年 CCF 第二届自然语言处理与中文计算会议中文微博情绪分析评测提供的微博样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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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短语作为情绪因子的核心内容, 不仅在情

绪表达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是提高句子

情绪识别准确率的关键, 更是分析和研究中文微博

情绪的重点。 

1.3  情绪表达式 
情绪表达式是指由一组非连续词语构成的能够

表达情绪倾向的结构。情绪短语考察的是带有情绪

倾向的连续出现的词构成的词组, 有时一组非连续

出现的词语搭配也可用于表达情绪。例如:  
例3 原来我的偶像肌肉男霍华德只比我高一个头

啊。 

上述例子中虽然不含情绪词和情绪短语, 但是

有情绪倾向 , 其情绪类别是 sur。分析表明 , “原

来……只”这种表达式使得语句带有了情绪倾向。虽

然例子中“原来”和“只”中间隔着一些词, 但它们之

间是有联系的 ,  并且共同决定句子的情绪类别。

针对这一情况, 可以根据情绪表达式中词语搭配

的 特 点 制 定 情绪规则 , 以实现对此类情绪句

的识别。 

1.4  微博表情符号 
表情符号流行于网络交际, 它以简单图形或彩

色图像甚至动画等来表情达意, 与语言的体态语相

类似 , 已形成一种显式的、固定的表达情绪方式。

在微博中, 表情图像转写成文字, 并用“[ ]”将其框

起。这类表情符号也是微博情绪分析的重要内容。

例如:  
例4 今天晒死了, 做张面膜先……[嘻嘻]; 
例5 心形的叶子呀[太开心]; 
例6 他最近顽皮得要命呀,经常乘着没人在家

就来找东西咬,每次回家都要收拾一番[怒]。 

上面 3 个例子都不含情绪词, 但都是情绪句, 
“ 开 心 ”“ 愤 怒 ” 的 情 绪 主 要 是 通 过 表 情 符 号 “[ 嘻

嘻]”“[太开心]”“[怒]”表达出来的, 如果将这 3 句中

的表情符号去掉 , 就很难理解并判断其情绪类别

了。但微博语言是复杂的, 单纯依靠表情符号去判

断有时也会产生偏差。例如:  
例7 [嘻嘻][怒][爱你][爱你][哈哈]。 
例 7 中 表 情 符 “ [ 嘻 嘻 ] [ 哈 哈 ] ” 的 情 绪 类 别 是

hap, “[爱你]”的情绪类别是 lik, 而“[怒]”的情绪类别

是 ang。看来, 当不同情绪类别的表情符号混用时, 
仅仅是微博作者的一种随意表达, 句子不带有情绪

倾向, 不具有分析和研究的价值。 

1.5  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是辅助文字记录的语言符号 ,用来表

示说话人的语气, 在帮助文字记录语言内容的同时, 
起到补充句子信息的作用。标点符号在微博情绪识

别中同样起到关键作用 , 属于情绪因子的一部分 , 
也是理解和判断微博情绪的重要手段。例如:  

例8 还敢再难吃点么! 
例9 还敢迎接这样的太阳的光辉照耀吗? 
上述两个例子都以副词“还敢”开头, 但是这两

句的情绪类别却不一样, 分别是 ang 和 fea, 这与句

末点号不同有关。“!”表示强烈语气, 突出强调了对

饭菜不好吃的不满情绪; 而“?”表示疑问语气, 常用

于质疑和怀疑, 在这里表示的是对大气污染造成的

太阳光对人体危害的恐惧。 
此外, 一些情绪类别中的标点符号是该句成为

情绪句的关键。例如:  
例10 鲁能跟国安的比赛据说不设客队球迷区？？ 
例11 鲁能跟国安的比赛据说不设客队球迷区。 
以上两句使用词语完全一样, 但是两者表达的

内容却有本质的差别。第一句是说话人对该场足球

比赛不设客队球迷区的消息感到惊讶, 体现的是一

种 sur 的情绪; 第二句则没有明显的情绪倾向。这表

明, 标点符号“？？”在表达情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是第一句成为情绪句的关键。 

当然, 微博中标点符号使用随意, 存在一些不

规范的形式 , 因此 , 在情绪识别中 , 不仅要充分重

视和利用标点符号在表达情绪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

处理时也要考虑全面。 

2  微博情绪的计算方法 

针对不同的情绪因子 , 应采用不同的处理策

略。我们运用情绪词典与情绪规则互动的方法, 通

过对情绪词典及情绪规则的匹配和计算实现对微博

情绪的识别。 

2.1  情绪词典 
情绪词典包含情绪词和情绪短语两部分, 是由

人工建立并标注完成的。其来源主要包含 3 个方面: 
1) 从许小颖等[8]对情感系统的分类归纳成果中吸收

了一些直接情绪词; 2) 对大连理工大学建立的情感

词汇本体词典 [9]进行调整, 吸收其中一部分具有明

显情绪倾向且常用的词语; 3) 通过对微博语料的分

析研究, 增加微博中具有情绪倾向的网络用语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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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有效的, 并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目前微博情绪分析整体准确率仍比较低 , 

距离实用化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 究其原因, 除了

工作中的失误, 如情绪词典不够完善、规则不能覆

盖全部语言现象外, 还有以下 3 个方面。 
1) 情绪本身的复杂性。一些情绪之间的界限并

不是十分明晰 , 存在着相互交叉的现象和模糊地

带。如“不爽”“受不了”体现的情绪是 ang 还是 dis？

很难划清。如果硬去划分, 难免见仁见智。 
2) 语境对情绪倾向的影响。语境是影响句子情

绪倾向的重要方面。首先是上下文语境, 微博中存

在着一些反语的现象 , 需要结合上下文语境去理

解。如“我真是个幸运的孩子。”如果不结合它的上

文“一早上就那么惊讶地发现掉钱了。”就会错误地

将其理解为是一个 hap 情绪句。其次是社会文化语

境, 背景知识和生活常识也是理解句子情绪倾向性

的关键。如“一条微博要发 n 次, 用一个小时！”就

需要结合社会文化语境去理解微博作者所表达的

ang 的情绪。在处理这些问题时, 系统明显表现出知

识不足, 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 
3) 微博语言的不规范性和随意性。微博中错别

字、标点符号的滥用和误用现象比比皆是, 这些不

规范现象会影响分词和规则的匹配。同时微博中还

存在着大量的谐音词, 如: 10 在受不了(实在受不

了)、有桑(忧伤)、玛德(妈的)等, 这些随意使用的谐

音词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 如果不能有效地

处理这些带有情绪倾向的谐音词, 就会降低情绪句

识别和判断的准确度。 

5  结语 

情绪因子的 5 种表现手段在中文微博情绪分析

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情绪词、情绪短语和情绪表

达式是情绪因子的基本组成部分, 也是微博情绪判 

断和识别的关键因素。表情符号和标点符号作为表

达情绪的重要手段, 对微博情绪的识别、分类起到

重要的辅助作用。测试结果表明, 以情绪因子为基

础的情绪识别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具有可行性, 
但也存在一定问题, 需要进一步解决、完善和提高。

例如, 语用因素也应是一种情绪因子, 社会文化常

识在情绪识别中也会起到相当的作用, 但目前还找

不到一种合适的形式化描述方法, 这将是今后的努

力方向。 

致谢 中国传媒大学何伟老师、邹煜老师对本

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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