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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任务对汉语同形歧义词加工过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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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两个实验采用不同的实验任务, 探讨句子语境中同形歧义词 (homograph s)歧义消解的过程以及激

活和抑制机制的作用。结果表明: (1)采用词汇判断任务时, 与语境一致的同形歧义词的主要意义首先得到通

达, 与语境一致的次要意义随后才被激活; (2) 采用意义适合性判断任务时, 同形歧义词不适当的意义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抑制; (3)相对意义频率对同形歧义词歧义消解过程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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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语言歧义是语言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可以在词汇、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多个语言层面

上发生。与句法、语义和语用歧义相比, 词汇水

平的歧义是一种更基本的现象。汉语里存在大

量的同形同音异义词 (简称同形歧义词) , 如“杜

鹃”, 一指花名, 一指鸟名。为了准确理解词汇或

句子的意义, 读者遇到同形歧义词时需要从几

个意义中选择一个合适的意义, 并抑制其它不

适当的意义。关于词汇歧义消解的过程, 心理学

家主要提出了四种模型, 即多重通达模型[ 1 ]、选

择通达模型[ 2 ]、顺序通达模型和重排序通达模

型。上述几种理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语境起作用

的时间点和歧义词意义相对频率的作用。

语言理解过程的实质在于读者或听者借助

视觉和听觉的语言信息在头脑中积极建构相应

的心理表征或认知结构。Gernsbacher 认为, 语

言理解过程不仅涉及相关信息的激活, 也涉及

对不适当信息的抑制。她所提出的语言理解的

“结 构 建 造 框 架 ” ( St ructu re Bu ilding

F ram ewo rk)理论认为, 心理表征的建构涉及奠

基、映射和转移三个过程。在心理表征的建构过

程中, 作为其构件的记忆细胞由刺激信息激活

之后, 受到两种一般的认知加工机制——增强

(enhancem en t)与抑制 (supp ression)的调节。前

者是指提高刺激的激活程度, 后者旨在降低或

压抑刺激的激活程度[ 3 ]。

可见, 语言理解过程可以看成是一种“双

重”的加工过程, 既是对适当信息的激活、提取

和建构, 又是对不适当信息或干扰信息的抑制。

H asher 和 Zack s 认为, 语言理解中的抑制机制

主要有两个功能: 负责监控哪些信息应该进入

工作记忆和从工作记忆中清除无关的信息。也

就是说抑制的一个功能表现为阻止无关信息进

入工作记忆, 另外一个功能表现为清除工作记

忆中与当前加工内容无关的信息。

上述关于抑制机制的两种功能的看法, 与

词汇歧义消解的多重通达和选择性通达模型有

着内在的联系; 进一步说, 与语境效应机制的有

关理论争论也存在内在联系。一些持多重通达

观点的学者认为, 在歧义词加工的早期阶段, 歧

义词的多个意义首先得到通达; 随后, 与语境不

一致 (即不适当)的意义受到抑制。这就是说, 歧

义词的不适当意义先激活, 而后受到抑制; 支持

语言理解中抑制机制所具有的清除功能。也有

学者发现, 在歧义词加工的早期阶段, 语境就起

作用; 语境可以促进歧义词适当意义的激活, 并

且抑制歧义词不适当意义的激活, 阻止其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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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语言理解中抑制机制所具有的阻止通达的

功能。

语言理解过程中对有关语言信息心理表征

的建构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但是, 对无关语

言信息心理表征的抑制却重视不够。对语言理

解过程全面、深刻地了解, 需要对语言理解过程

中激活和抑制机制进行探讨。本研究以偏向型

同形歧义词为实验材料, 实验 1 采用词汇判断

任务, 探讨句子语境中同形歧义词歧义消解的

过程; 实验 2 采用意义适合性判断任务, 主要探

讨对同形歧义词不适当意义抑制的时间进程。

二、实验 1

(一) 实验方法

1. 实验设计　实验 1 探讨四个因素对同

形歧义词歧义消解过程的影响, 即语境的语义

偏向性、句子类型、探测词类型和探测词呈现的

时间点 ( st im u lus onset asynch ron ism , SOA )。

前 3 个因素为组内设计, 第 4 个因素为组间设

计。实验任务为词汇判断, 要求被试判断探测刺

激是否为汉语双字词。

2. 被试　48 名大学生, 男女各 24 人, 来自

于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

3. 实验材料　参考“中文多字多义词自由

联想常模”[ 4 ] , 从中选取了 90 个双字名词, 每个

词都有两个意义。请 78 名 (不参加正式实验)被

试对这些歧义词两个意义的相对频率进行评

定, 在 0- 10 之间给分, 分数越高, 表示某个意

义越常见。最后选取 24 个歧义词, 它们主要意

义的平均分为 6. 9, 次要意义的平均分为 4. 4。

根据每个歧义词编写 4 个句子, 形成一集关键

实验材料, 共有 24 集关键实验材料。实验材料

按拉丁方平衡分为 4 个试验组。下页的表 1 所

示是以“仪表”为例的一集关键实验材料。

在选择探测词时, 参考了“中文多字多义词

自由联想常模”的结果, 选取联想值较高的双字

词, 联想的频次一般在 2—6 次之间, 平均频次

为 3. 0。另外构建了 72 句填充材料, 其中 40 句

为异常句, 例如“他在马路上游泳”。

4. 实验程序　实验利用心理学通用实验

软件 E2p rim e (beta 4. 0)。实验前, 被试坐在计

算机前约 50 厘米。实验开始时, 在计算机屏幕

左边先呈现“+ ”字提示符 300 毫秒, 间隔 650

毫秒后, 以系列方式从左到右逐字呈现刺激句,

每个字呈现 300 毫秒。探测词在刺激句最后一

个字呈现 200 或 400 毫秒时呈现。要求被试见

到探测词后又快又准地判断探测词是否为真正

的词。被试按键反应后, 计算机屏幕上给出反

馈。如果在 2 秒钟内没有做出反应, 就判该次实

验为错误。接下来, 计算机屏幕上出现提示, 即

“请判断句子是否正常”, 要求被试看到提示后,

准确地判断刚才读过的句子是否为正常的句

子。正式实验前有 15 次练习。

(二) 结果

两种 SOA 条件下, 被试对句子判断的平均

正确率均高于 90% , 说明被试认真理解了句子

的意义。

1. SOA 为 200 毫秒时的结果

实验 1 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被试对有关探

测词的反应时与对无关探测词反应时之间的差

异, 并通过这种差异了解词汇歧义消解中的激

活和抑制机制的作用。所以, 对各种实验条件下

语义有关和语义无关探测词的反应时进行有计

划的成对比较, 结果表明: 当语境偏向歧义词主

要意义且探测主要意义时, 以被试为随机变量

时差异显著, t1 (23) = 2. 41, p < 0. 05; 以项目为

随机变量时差异不显著 (为了简洁, 以下省略

“以被试为随机变量”和“以项目为随机变量”的

表述, 直接给出 t1、t2、F 1、F 2)。其它各种实验条

件下, 语义有关和语义无关探测词反应时之间

差异不显著。另外, 被试对探测词反应的正确率

差异不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 SOA 为 200 毫秒时, 在合

适的语境中, 同形歧义词主要意义得到激活, 其

次要意义没有得到明显的激活。在不合适的语

境中, 同形歧义词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都没有

激活, 说明句子语境阻止了与其不一致的歧义

词意义的通达。

2. SOA 为 400 毫秒时的结果

SOA 为 400 毫秒时, 24 名被试对探测词反

应的正确率差异不显著。下页的表 2 为 24 名被

试在 SOA 为 400 毫秒时对探测词的反应时和

标准差。

对表 2 中语义有关和语义无关探测词反应

时之间进行有计划的成对比较, 结果表明: 当语

境偏向主要意义且探测主要意义时, t1 (23) = 3.

39, p < 0. 01; t2 (23) = 1. 82, 0. 05< p < 0. 10; 对

语义有关探测词的反应显著地快于对语义无关

探测词的反应。当语境偏向次要意义且探测次

要意义, t1 (23) = 2. 48, p < 0. 05; t2 (23) = 1. 80,

0. 05< p < 0. 10; 对语义有关探测词的反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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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 1 所用的关键实验材料举例

句子类型 例　　　句 探测词类型

实验句 1 (语境偏向歧义词主要意义) 他很注重自己的仪表 风度 (C) 刻度 ( I)

控制句 1 (与实验句 1 对应) 他很注重自己的成绩 风度 (U ) 刻度 (U )

实验句 2 (语境偏向歧义词次要意义) 他很熟悉汽车的仪表 风度 ( I) 刻度 (C)

控制句 2 (与实验句 2 对应) 他很熟悉汽车的性能 风度 (U ) 刻度 (U )

　　注:“仪表”有两个意义: 其主要意义指人的外表, 其次要意义指测定温度、气压等的仪器。C 表示探测词意

义与句子语义一致, I表示探测词意义与句子语义不一致; C 和 I两类都表示探测词意义与句子语义有关。U 表

示探测词意义与句子语义无关。

表 2　SOA 为 400 毫秒时被试的平均反应时 (毫秒)

探测词的关系性
语境偏主要意义 语境偏次要意义

探测主要意义 探测次要意义 探测主要意义 探测次要意义

有关 774 (130) 864 (123) 837 (120) 850 (132)

无关 820 (154) 889 (150) 821 (115) 890 (101)

启动量 + 46 + 25 - 16 + 40

显著地快于对语义无关探测词的反应。其它两

种实验条件下, 语义有关和语义无关探测词反

应时之间差异不显著。

延长 SOA 后, 在合适的语境中同形歧义词

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均已激活; 在不合适的语

境中, 同形歧义词的主要意义和次要意义没有

得到明显的激活。

实验 1 的结果说明在歧义词加工的早期,

语境和歧义词相对意义频率都影响歧义词的意

义通达; 延长 SOA 后, 语境的作用变得更强, 而

歧义词相对意义频率的作用则退居其次。由此

看来, 语境的作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这种

结果可能与句子语境的偏向性强度有关。另外,

与句子语境不一致的歧义词意义没有得到明显

的激活, 其意义被阻止在工作记忆之外。

实验 1 主要探讨了汉语同形歧义词多个意

义激活的时间进程, 实验 2 拟采用意义适合性

判断任务, 主要探讨对同形歧义词不适当意义

抑制的时间进程。

三、实验 2

(一) 实验方法

1. 实验设计　本实验考察三个因素对词

汇歧义消解过程的影响: 句子的语义偏向性、句

子类型和探测词呈现的时间点 ( in terst im u lus

in terval, IS I)。IS I 为组间变量, 另两个因素为组

内变量。实验任务是意义适合性判断, 即要求被

试判断探测词的意义与先前呈现句子的意义是

否一致。因变量是反应时间和正确率。

2. 被试　64 名大学生, 男 30 人, 女 34 人,

来自于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 未参加

实验 1 的实验, 两种 IS I条件下各 32 人。

3. 实验材料　32 个同形歧义词, 根据这些

歧义词编写 32 集关键实验材料。探测词的选择

方法与实验 1 相同。另外构建了 32 个填充句,

填充句句子长度与关键实验材料相当。关键实

验材料后探测词的意义与句子语义不一致, 填

充材料后探测词的意义与句子语义一致。

4. 实验程序　实验材料的呈现方式与实

验 1 相同。每个句子呈现完毕, 间隔 200 或 800

毫秒呈现探测词。要求被试又快又准地判断探

测词的意义与句子的意义是否相符合, 按键回

答“是”或“否”。被试做出判断后, 计算机给出反

馈。如果被试在 2 500 毫秒内没有做出反应, 就

算一次错误。正式实验前有 12 次练习。

(二) 结果

1. IS I为 200 毫秒时的结果

表 3　 IS I 为 200 毫秒时对探测词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句子类型
语　境　类　型

偏向主要意义 偏向次要意义

实验句 854 (131) 858 (128)

控制句 810 (115) 828 (127)

实验句 0. 922 (0. 094) 0. 929 (0. 071)

控制句 0. 980 (0. 046) 0. 984 (0. 042)

实验 2 的目的是通过比较被试对实验句探测

词与对控制句探测词的反应时和反应正确率之

间的差异探讨抑制机制的作用及其时间进程。实

验结果表明: 句子类型的主效应非常显著, 反应

时: F 1 (1, 31) = 29. 16, p < 0. 001; F 2 (1, 31) = 27.

92, p < 0. 001。正确率: F 1 (1, 31) = 21. 04, p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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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F 2 (1, 31) = 26. 54, p < 0. 001。对实验句探测

词的反应慢于对控制句探测词的反应, 而且对实

验句探测词反应的正确率低于对控制句探测词

反应的正确率; 说明同形歧义词不适当意义干扰

了被试的判断。语境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交互

作用也不显著。

2. IS I为 800 毫秒时的结果

对反应时数据的方差分析表明, 语境类型和

句子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表 4 所示是 32 名被试对探测词反应的正确率和

标准差。

表 4　 IS I 为 800 毫秒时对探测词反应的正确率

句子类型
语境类型

偏向主要意义 偏向次要意义

实验句 0. 934 (0. 095) 0. 883 (0. 118)

控制句 0. 969 (0. 071) 0. 984 (0. 042)

对反应的正确率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

表明: 句子类型的主效应非常显著, F 1 (1, 31) =

18. 92, p < 0. 001; F 2 (1, 31) = 16. 00, p < 0. 001;

对实验句探测词反应的正确率低于对控制句探

测词反应的正确率。语境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 F 1 (1, 31) = 5. 84, p

< 0. 05。对交互作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 当语境

偏向歧义词的主要意义时, 对实验句探测词反

应的正确率与对控制句探测词反应的正确率之

间差异不显著; 当语境偏向歧义词的次要意义

时, 对实验句探测词反应的正确率低于对控制

句探测词反应的正确率, F 1 (1, 31) = 24. 37, p <

0. 001。

本实验中, 在 IS I 为 200 毫秒时, 虽然同形

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对被试的正确判断有明显

的干扰作用, 但是, 同形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还

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抑制; 因为被试对实验句

探测词反应的正确率在 90% 以上, 远远高于

50% 的机率水平。在 IS I 为 800 毫秒时, 对同形

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的抑制程度有了加强。同

形歧义词的次要 (不适当)意义地被试判断反应

的干扰作用已基本消除, 也就是说对歧义词次

要意义的抑制已基本完成。但是, 歧义词主要

(不适当) 意义对被试的判断反应仍有干扰作

用, 也就是说对同形歧义词的主要意义的抑制

仍不完全。

四、讨论

实验 1 采用词汇判断任务, 实验发现, 在同

形歧义词加工的早期, 与语境一致的主要意义

首先得到通达, 随后, 与语境一致的次要意义才

得到激活。与语境不一致的意义没有得到激活。

这表明, 在语言理解过程中, 要建立适当的词汇

和句子意义的心理表征, 既要激活同形歧义词

的适当的意义, 也要阻止其不适当意义进入工

作记忆。激活和抑制这两种加工机制在语言理

解过程中均起着重要的作用。

实验 2 采用意义适合性判断任务, 同形歧

义词的两个意义在加工的早期都有一定程度的

激活, 而且主要意义的激活程度高于次要意义

的激活程度。所以, 当探测词的意义与同形歧义

词的主要意义有关时, 对其的抑制难以完成。在

心理表征建构过程中会出现更多的“转移”加

工, 从而建构一个新的子结构 (即保持无关信息

的激活) , 这个子结构干扰着被试的正确判断。

当探测词的意义与同形歧义词的次要意义有关

时, 能完成对其的抑制。

Gernsbacher 认为在意义适合性判断任务

中, 被试对歧义词的不适当意义的抑制 (即拒绝

探测词的意义与句子意义一致)不是自动抑制,

它包含了更多的意识成分, 更具有目的性。这个

观点得到 Po sner 和 Pavese 实验研究的支持。

Po sner 和 Pavese 在一项研究中发现, 语义分类

任务主要激活了额区, 而意义适合性判断任务

主要激活了W ern icke’s 区[ 5 ]。他们认为额区与

语义分类任务有关, 而W ern icke’s 区负责将词

汇意义整合到命题中去。

本研究的结果以及 Po sner 和 Pavese 的实

验研究提示, 两种不同的实验任务所揭示的同

形歧义词歧义消解的过程可能不同。词汇判断

任务可以更好地揭示歧义词多个意义激活的时

间进程, 意义适合性判断任务能更好地探讨词

汇与句子意义的整合过程。在同形歧义词歧义

消解过程中, 激活机制的作用主要在于促进歧

义词适当意义的激活, 抑制机制的作用在于阻

止或清除歧义词不适当的激活, 从而有利于句

子意义的整合或建构适当的心理表征。

五、结论

从两个实验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两个实验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激活和

抑制机制在汉语同形歧义词歧义消解过程具有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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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歧义词多个意义的相对频率对歧义

消解过程有影响。在词汇判断任务中, 主要意义

首先得到激活, 次要意义的激活需要较长的时

间。在意义适合性判断任务中, 探测词的意义与

同形歧义词的次要意义 (不适当) 有关时, 对其

的抑制较易完成, 探测词的意义与同形歧义词

的主要意义 (不适当)有关时, 对其的抑制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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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w o experim en ts w ere conducted to invest iga te the p rocesses of m ean ing access and the

effect of inh ib it ion of homograph s in Ch inese. T he resu lts show ed: ( 1 ) in the2002m sec SOA

condit ion, the homograph s’ dom inan t m ean ings w h ich w ere con sisten t w ith con tex t sem an t ics w ere

act iva ted first. In the 4002m sec SOA condit ion, homograph s’ subo rd inate m ean ings w h ich w ere

con sisten t w ith con tex t sem an t ics w ere act iva ted then. (2) T he subo rdinate ( inapp rop ria te) m ean ings

of homograph s can be inh ib ited, bu t the dom inan t ( inapp rop ria te) m ean ings of homograph s canno t be

inh ib ited comp letely. ( 3) In tw o experim en ts, the p rocessing of homograph s w as influenced by

m ean ing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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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ou rnalism is a k ind of d iscip line w ith the Characters of being new , m arginal and cro ss2
discip line. T here is clo se rela t ion sh ip betw een the developm en t of Jou rnalism in Ch ina and the

developm en t of Ch inese m edia affa irs. A nd there is clo se rela t ion sh ip betw een the study of Jou rnalism

in Ch ina and the developm en t of Ch inese situa t ion of po lit ics, econom y and cu ltu re after 1840. Since

the 16 th Conven t ion of C. C. P. the study of Jou rnalism in Ch ina has being focu sed on m edia refo rm ,

jou rnalism legisla t ion, m edia mon ito r, m edia econom y and so on. T hese studies exp ress fu lly that

Jou rnalism is w ith the st rong character of being pu t fo rw ard w ith t i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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