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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心理语言学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

陈永明 杨 丽 霞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本文较系统地介绍了当代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

阐述了研究有关问题的理

论基础
,

基本思想及现状
,

指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趋势
。

关健词 心理语育学 句子加工 课文加工 模块理论 压抑机制

引言

心理语言学是在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结合点上产生的一 门新兴学科
,

迄今仅有近半个世纪的历

史
。

其初期的研究主要受行为主义思想的支配
,

大多从刺激一反应的观点来探讨人类的语言行为
,

认为语言行为无非是一套习惯
,

通过刺激
、

反应和强化而逐渐形成
。

本世纪 年代
,

乔姆斯基

提出了生成转换语法理论及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概念 此后致力于证明乔姆斯基句法

理论的心理现实性的研究
,

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主流
。

到 年代
,

在继续研究句子的句法结构怎样认知加工的同时
,

开始注意研究句子的意义
。

研究

问题也逐渐由单个句子发展到段落或课文的认知加工
。 “

句子加工 ”和“
课文加工 ”构成心理语言学

两个最大
、

最主要的子领域
。

目前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

旬子加工中的
“

概率 ”和
“
约束 ”问题

从 年代初到 年代末
,

大多数关于句子加工研究的指导思想是 句子的句法加工先于并

独立于其语义加工 用各种句法结构类型来进行的研究
,

一般都不考虑其他因素对句子加工的影

响
。

当时
,

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 句子的句法表征如何形成 其 目的是研究一种能产生句

子句法结构的模型
。

年代出现了新的观点
,

认为对句法结构的计算过程利用了各种信息的“ 约束
” ,

包括语义信

息和有关句法结构在实际语言中出现的频率的信息〔’〕。

这种“ 约束
”
模型假定

,

心理词典的每个词条

中具有下述信息 某个词的可能有的参数
,

即可以与该词相联结的特定成份 可能的句法结

构类型
,

如及物与不及物 某参数和句法结构在实际语言行为中发生的频率
。

例如
, “ 吃 ”

这个词
,

可能有一个施事角色即谁吃和一个主题角色即吃什么 同时有两种可能的句法结构
,

即及物和不及

物两种用法 频率则是与每一参数或每一句法结构相联系的
,

如“ 吃 ”常用于及物结构
,

较少用于不

及物结构
。

对于句法加工的这种基于约束的模型来说
,

句法结构 出现的频率是重要的理论依据
。

某种结构

在语言中愈经常出现
,

那么它就愈易于加工
。

但是
,

它实际上是怎样工作的
,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

语言加工中的概率和约束问题引发 了学者们对语言理论问题的思考
。

多年来
,

关于语言的

实质和理论
,

始终受乔姆斯基的思想所支配
。

乔姆斯基的
“

语言能力 ”
假设认为

,

人们具有的语言知

识就是语法
。

这种知识往往是内隐的
,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
。

这种 内隐的语言知识称之为“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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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 。

这种观点排除 了影响语言活动的其他因素
,

如知觉系统的性质
、

记忆能力
、

推理能力的作用

也排除了语言的统计概率方面的信息在语言认知加工中的作用
。

该假设还认为
,

语言的获得必须通过儿童怎样获取这种语言能力来说明
。

儿童为什么能那么快

地学得语言
,

儿童为什么能说出他从未听过的话
,

这是因为语法知识本质上是先天的
,

后天经验的

作用仅是使儿童掌握词汇和设置特定的参数
。

神经网络的出现促进了对语言统计概率的研究
,

神经 网络强调从相对杂乱的输人数据中抽取

出结构规律性
,

把权重看作是对先前经验的概率约束的编码
,

它决定网络的活动模式
。

该特性实际

上与儿童在 自然条件下怎样获得语言是有联系的
。

统计途径在言语识别和机器翻译等应用领域中

的使用
,

也促进了人们对语言的统计概率方面的注意
。

心理语言学家也 日益重视对统计概率信息与

语言获得
、

语言理解的关系的研究
。

例如
,

句子歧义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

而歧义往往是通过快速利用

各种概率约束来解决的
,

而这种概率是从先前的语言经验中得到的 例如
, “

”
中

,

和 均各有多重意义
,

但两者结合在一起
,

前者是
“ 飞机

”
的可能性最大

,

后

者则是 的过去式
。

于是
,

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
,

它否定把理想化的能力语法作为语言研究的出发点
,

而是强调要

用语言是怎样获得
、

使用和在脑 中怎样表征的事实来解释语言的实质
。

这种观点认为 儿童是学

习和使用语言
,

而不是对那种先天性的能力语法进行识别和认同 儿童对周围人的言语的统计特征

自动地进行编码 多重概率约束的机制在儿童掌握语言中起关键作用
。

这种观点意味着又回到经验主义
,

但是
,

它并不否认儿童出生时具有一定的使语言学习成为可

能的条件
。

如脑组织及其功能对语言的获得具有约束作用
,

但不是语法知识本身
。

课文表征与记忆

年代和 年代
,

大多数关于课文加工的研究涉及某种推理在阅读时是否得到编码
。

例如

在阅读
“
青蛙坐在木板上

,

鱼在木板下面游
。 ”之后问

“ 鱼在青蛙下面游吗 ”这样的推理性问题
。

但这

里存在一个方法学问题
,

即不能区分推理是在阅读时进行的还是在推理测脸时进行的
。

为保证推理发生在阅读过程中
,

研究者需设计新的实脸程序
,

为此
,

从记忆研究中借鉴了两个

观点 的依赖于线索的回忆
,

即线索直接地
、

有选择地激活长时记忆中的有关信息

所 区分的快速
、

自动的认知过程与慢速
、

策略的认知过程 ’
。

由此
,

人们采用快速的单个词的再认程序来检验推理过程
。

其典型的实脸情境是 在被试阅读

一个句子后
,

呈现一个测试词
,

要求他尽快地确定测试词是否在句中出现过
。

例如
,

句子“清洁工在

教室里扫地
”
的测试词为

“
扫帚 ” ,

若清洁工是用扫帚来扫地的推理得到编码
,

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快

速的正的反应
。

这种过程没有给被试特定 目的去编码特定类型的信息
,

不在策略控制之下
。

因此
,

这种反应反映了阅读期间编码的信息
,

而不是在测试时由慢速策略过程所生成的推理
。

这种推理的

进行是以记忆 中的信息能快速
、

并行
、

自动地得到激活为基础的
。

年代课文加工研究的特点
,

是把迅速
、

被动地生成的推理与需要读者策略加工的推理区分

开来
。

“

谐振
”

这个术语本是用来描述 的依赖于线索的提取这一观点的
,

等人 借用它来描述一个词或词的组合以什么方式从一般知识 词汇知识
、

世界知识 中激活有

关信息
。

事实上
,

词不仅激活 自身的含义
,

而且也激活它们与其他概念之关系的信息
。

例如
, “

塞满
”
表示

不 能再塞人其他东西了
,

而“
塞进

”
却未包含这层意思

。

有一些隐含因果性的动词
,

如“ 惹恼
”和

“

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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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
” ,

前者暗示动词“ 主体
”

为“ 惹恼 ”的原因
,

后者暗含动词的“ 对象
”

为引起“羡慕
”

的原因
。

最近的研

究表明
,

这种因果性动词可快速
、

自动地激活可能作为其原因的那个参数的词汇信息
。

提出的语境整合模型川是这种思想的一个具体例子
。

该模型认为
,

课文中的词激活记

忆中与它们有联系的概念
,

激活在这些概念间来回循环 课文的和记忆中的概念若具有多重强的联

系
,

就会高度激活 若只有弱而少的联系
,

就不被激活或激活衰退
。

结果
,

课文的信息与长时记忆中

的有关信息以一种快速
、

自动的方式组合起来
,

形成课文的意义表征
。

所以
,

这是一种基于记忆的理

解过程
。

模块理论与语言加工

等人提出的模块理论
,

与物理符号理论
、

人工神经网络
、

心理的生态学理论一样引起

了人们的注意
。

认知模块被定义为一种快速的
、

强制的和封闭的信息过程
。

认知模块的最显著的特

征是其信息过程的封闭性
,

即模块的活动与输出不受其他信息的影响
。

在认知模块理论看来
,

语言加工系统是由一系列在功能上彼此独立的模块组成的 每个模块是

独立的加工单位 加工是 自动的
、

强制的 这个过程不受其他模块的影响
。

例如
,

词汇加工或句法加

工作为独立的模块
,

其加工不受句子语境等高层次因素的影响
。

模块理论的主要依据来 自于语言认知过程的模块性
。

例如
,

缺乏非动物性效应
,

可以作为句法

分析是一种认知模块过程的例子 ,
·

⋯⋯

而
·

⋯⋯

这两个复合句包含压缩了的关系从句
。

句中主要名词的动物性或非动物性可隐指其是否可作

为随后动词的主体
。

在句 中
,

如果非动物性信息参与句法分析过程
,

读者会很容易地确定随后 的

动词并非是句子的主要动词
,

而是压缩从句的动词
,

所以
,

后面“ ”短语的出现是很 自然的
,

不会

发生理解上的困难
。

但有关实验表明
,

读者阅读该句、
”短语所用的时间与阅读句 中

“ ”
短语

的时间一样
,

说明主要名词的非动物性并未进人动词的句法分析过程
。

当然
,

对此不是没有争议的
。

另外
,

神经语言学观察到的特异性语言损伤现象
,

也为模块理论提供了证据
。

认知模块理论比较容易把心理学与神经生理学
、

神经解剖学联系起来
,

把某种认知过程与特

定的脑结构和功能过程联系起来
,

但它忽视了与环境
、

上下文的相互影响

心理的模块性对理解认知与大脑的关系来说
,

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
。

认知的计算性与认知的

模块性在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关系
,

是一个有赖于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来回答的问

题
。

心理语言学在这一点上有可能作出重要贡献
。

语言理解中的压抑机制

·

提出的结构建造框架
,

简称 是一个较著名

的语言理解模型 〕,

该理论认为
,

理解的 目的是构造一个连贯的心理表征或结构
,

表征的建构材料

是记忆细胞 这一建造过程包括三个步骤 奠基
,

即根据最初输人的信息形

成一个基础结构 映射
,

即当新输人的信息与先前信息一致时
,

就映射到这个基础上去
,

从而发展原来的结构 ,转移
,

即当新输人的信息与先前信息不一致时
,

就开始构建一个新

的子结构
。

因此
,

大多数心理结构都是由若干分支的子结构组成的
。

在结构建造过程 中
,

有两种机制控制记忆细胞 的激活水平 增强
,

即与正在建

构 的结构一致的信息的激活水平的提高 压抑
,

即与正在建构 的结构不一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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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活水平的主动下降
。

该理论强调
,

压抑不适当信息和干扰信息是有效理解的基础
,

压抑机制的效率可能是语言理解

能力中个别差异的重要原因
。

有关的研究初步表明
,

压抑机制在大脑两半球 内是存在差异的
。

对不适 当信息的压抑
,

可能主

要发生在左半球
。

左半球可能主导整合过程
,

根据上下文压抑不适当的意义
,

选择适 当意义
,

以实现

与先前信息的整合
。

右半球则 以保持多种信息的激活状态为职责
,

以供左半球选择适当意义 〔“ 〕。

这样
,

大脑两半球可能有相对独立的语义系统
。

若是这样
,

现有的一些语言理解模型都需加以

修正
,

但 目前证据尚不足
,

需要进一步的实验研究
。

小结与启示

以上几个当代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目前还存在不少争议
。

近来
,

有些学者倡导
“
大规

模语料
” 的研究

,

主张从大规模语料所提供的经验数据来检验各种理论思想 强调

语言结构发生频率及概念组合的发生频率在语言加工 中的重要性 强调尽可能地保证实验 中所使

用的材料的 自然性 〕。

这也是心理语言学研究发展的一个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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