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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两个实验探讨句法和语义在汉语简单句加工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

实验一采用施事

判断任务
,

发现句法作用与语义可逆性的作用都很显著 实验二采用快速句子判断任务
,

发现

句法作用是主要的
,

语义可逆性无显著作用 两个实验都发现句法与语义可逆性之间的交互

作用不显著 这些结果表明 在汉语简单句理解的过程中句法因素的作用是主要的
,

语义

因素的作用是次要的
,

只有当实验任务更多地强调语义分析时
,

语义因素才有显著的作用

句法因素
、

语义因素分别作用于汉语简单句理解过程的不同阶段
,

句法分析是一个可以独

立于语义的自主加工过程
,

支持句法 自主理论
。

关扭词 句子理解
,

句法
,

语义
,

句法 自主
。

分类号

前言

句子理解的句法自主和交互作用模型

理解一个句子包括字词识别
、

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等多水平的加工过程 不同加工

过程是如何在时间上和功能上协调起来的 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的关系如何 对此一直

存在着句法 自主和相互作用两种对立理论 前者认为
,

某个加工过程或理解子系统 例如

句法分析 是独立与于其他过程而发生作用的
,

句法加工构成一个模块
,

这个模块最初不

受任何非句法信息的影响
,

最初的句法分析完成之后进行语义分析
,

根据语义的或语用的

信息对最初的句法分析结果作出评价
,

如果否定这种分析结果
,

句法分析再一次重复进

行 , 后者认为
,

不同加工过程或子系统是相互作用的
,

所有子系统都在不断地吸收其它

子系统提供的信息
,

并且不断地向其它系统提供信息
。 “

弱
”

相互作用模型认为
,

句法加工

可以 自主地提出多种分析
,

语义和语用信息在这些可能的分析中作出判断
,

有些分析遭到

拒绝
,

另一些分析得到继续加工
。 “

强
”

相互作用模型认为
,

多种可能的分析同时提出并

得到加工
,

句法加工并没有得到偏爱
。

不 同来源的信息相互作用
,

决定某个解释在多大程

度上得到支持
。

这两种理论代表了关于人类认知结构的两个极端观点
,

促使人们对人类

语言加工各个方面的 自主性或相互作用特征进行深人探讨
。

到 目前为止
,

关于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之间关系的大多数研究
,

都是以英语等印欧语

功 本文初稿收到 日期 一 一 ,

修改稿收到 日期 一 一
。

, 本研究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项 目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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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材料进行的
,

以汉语句子为材料的研究 比较少
。

彭耽龄和刘松林 首次研究汉语句

子理解 中语义分析和句法分析的关系
,

他们两个实验的结果都一致支持了句子理解中句

法分析和语义分析的弱相互作用模型
。

陈煊之和熊蔚华 探讨语义和句法结构因素如何

影响句子 中代词 的指派
,

得到 了不 同的结论
。

发现读者对代词进行指派时
,

句法结构因素 例如词序 起重要 的作用
,

而对语义 因素不是特别敏感
。

这个证据有利于

句法 自主理论
。

可见
,

对于汉语句子理解 中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之间的关系
,

仍然是一个

争论问题
。

句子理解的竞争模型

和 等人 〕对不 同种类的信息在不 同语言中的作用过程进行 了

大量研究
,

并 以 此 为基 础提 出 了 一个句子 加工 的功 能主义模型
,

称 为竞争模型 。

而
。

该模 型将句子理解看成是 同时加工 的多 种线索进行相互竞争和聚合

的过程
。

它强调
,

说不 同语言的人用来确定意义 与形式之间关

系的特定信息是不 同的
。

例如说英语的人主要根据词序来确定英语句子的施事 而说意

大利语的人确定 意大利语句子施事 的主要线索是 动词 的词形标志和名词 的动物性线

索 一川
。

缪小春最早研究汉语句子理解 中的词序策略和词义策略 ,
‘ 。

他的研究发现以汉语

为母语的被试在决定施事时主要依据名词 的语义特性 —动物性
,

而不是依据词序 词

序的作用不如词义的作用大
。

还发现在词序和名词 的动物性之 间存在交互作用
。

当这两

个线索不一致时
,

被试主要依赖名词 的动物性来理解句子 更多地选择动物名词作为施

事
。

等人 ,
‘
对此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

,

认为说汉语的人在缺乏词形变化线索的情况

下
,

不同程度地利用了所有可能的线索
,

语义线索 如动物性
、

句法线索 如词序 和词形

线索 如
“

被
”

标志
、 “

把
”

标志 都起作用
,

并且在不 同水平上相互作用
,

支持相互作用的观

点
。

与缪小春的结果一致的是
,

等人也发现语义线索比句法线索更重要
,

不同的是他们

发现的句法作用更大一些
。

本研究提出的问题

在前人 一 , 〕有关汉语词序和语义策略的研究 中
,

有一些 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首先
,

这些研究 的刺激材料包括相 当一部分不合乎语法 的无意义的句子
,

这会导致被试在完成

任务时重视语义
、

忽视句法结构
,

得 出的结果不能真实反 映汉语正常句子的加工机制
。

其

次
,

在这些研究采用的施事判断任务中
,

被试需要将句 中的两个名词与玩具或图画进行比

较
,

这种 比较本身包含了其他复杂的心理操作过程
,

因此这个任务没有将句子理解过程和

其他心理操作过程区分开来
。

鉴于上述研究存在的问题
,

我们进行以下研究
,

目的是进一步考察句法因素和语义因

素在正常的汉语简单句加工中的作用
,

了解语义和句法线索的相互关系
,

并检验交互作用

模式和句法 自主模式哪一个更适合于解释汉语简单句的理解过程
。

实验方法及其结果

实验一 词序和语义可逆性对句子施事判断的影响

实验一采用施事判断任务
,

即给被试呈现一个简单句
,

要求被试判断哪一个名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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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句的动作执行者 即施事 这个任务与前人研究 一‘ 采用的任务类似
,

不 同的是我

们全部采用合乎语法的句子做为测验句子
。

我们预测
,

由于实验全部采用合乎语法 的句

子
,

不会导致被试完全忽视句法结构
,

所以词序结构和语义可逆性对汉语简单句加工都会

有较大的影响
。

实验方法

被试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机电系本科生 人参加该实验
。

年龄为 一 岁
,

男女各

半
,

他们都以汉语作为母语
,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

实验材料 采用 个句子集作为测验句
。

每个句子都是 由两个名词和一个及物动词

组成的简单句
。

每集句子包括四种不 同的句子
,

即 词序
,

可逆的句子 可逆句 中

两个名词都是动物名词
,

例如
“

凶手抓住了那位军医
”

词序
,

不可逆句子 不可逆

句中只有一个名词是动物名词
,

另一个名词是非动物名词
,

例如
“

凶手抓住了那把刀子
”

词序
,

可逆的句子
,

例如
“

那位军医凶手抓住了
”

词序
,

不可逆的句子
,

例

如
“

那把刀子凶手抓住了
” 。

可逆句和不可逆句的区别只在于受事名词不同
,

构造句子时
,

保证可逆句受事名词的频率和不可逆句受事名词 的频率是匹配的
,

即每对受事名词 的频

率基本上一一匹配
,

两组受事名词的频率 行 次 百万
,

叭一 咒 次 百万 没有

显著差异
,

并且保证可逆句和不可逆句的句子长度相等
、

平均语

义合理程度基本相等
。

请 名被试 不参加正式实验 用五点量表对这些句子的语义合理

程度进行等级评定 表示语义合理程度最高
,

表示语义合理程度最低
,

可逆句与不可

逆句的合理程度 一 , 一 无显著差异 一 ,

少
。

按照拉丁方顺序将这 个句子集分成四组实验句子
,

使同一个句子集的四种不 同条

件的句子被分配到四组实验句子 中去
,

每组句子包括四种不 同的实验处理 被试随机分

成四组
,

每组被试只参加一组实验句子的实验
。

实验时先呈现句子
,

后呈现一个探测词
。

测验句呈现之后
,

呈现的探测词是句子的施事
,

被试对此应该做
“

是
”

反应
。

干扰句呈现之

后
,

呈现的探测词是句子的受事
,

被试对此应该做
“

否
”

反应
。

另外还有 集句子作为干扰

句
,

句子的结构特点和分组分式与测验句子一致
。

干扰句和测验句混合在一起随机呈现

给被试
。

实验程序 在安静的实验室 内对被试进行个别施测 实验时被试坐在计算机显示器

前面
,

与显示器之间的距离约为
,

句子用四号宋体字呈现
,

字为白色
,

屏幕背景为黑

色
。

实验开始前
,

要求被试阅读书面的指导语
。

实验开始时
,

屏幕中央首先出现注视点
“ ”

并伴随一声警示
“

嘟
” ,

注视点呈现时间为
,

注视点消失之后在屏幕中央呈

现一个句子 整句同时呈现
,

句子呈现时间为
,

句子消失之后
,

间隔 呈现一

个探测词
。

被试的任务就是 阅读这个句子
,

当探测词出现时尽可能又快又准确地判断这

个探测词是不是句子的动作执行者 施事
。

如果认为它是句子的动作执行者
,

就用右手

食指按一下
“

是
”

键 如果认为它不是
,

就用左手食指按一下
“

否
”

键 一旦被试做出反应
,

这个探测词立 即消失
,

然后屏幕呈现下一个注视点
“ ” ,

注视点消失以后呈现下一个句

子
。

计算机 自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反应类型
。

正式实验开始之前
,

每个被试先进行

个句子的练习
。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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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为实验一各种条件下被试对测验句子正确反应的平均反应时间和错误率
。

对反

应时和错误率数据进行 词序 可逆性 重复测量的多元方差分析
,

包括以被试作为

随机变量的被试分析和以项 目作为随机变量的项 目分析 分别用 ,和 表示
。

表 实验一被试在各种条件下施事判断的平均反应时 和错误率

词 序 一

—
里竺生

—
一

可逆句 不可逆句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词序的主效应达到显著水平
, 一 ,

卜
砚

, 一 ,

卜
, 。

词序 的反应 比 反应快
,

平均反应 时分别为
、 。

可逆性 的主效应显著
, 一 ,

卜
, 一 ,

卜 对可 逆句 的反 应 时 比不 可 逆句 的反 应 时长
,

平 均 反 应 时分别 为
、

。

词序与可逆性之 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 一 ,

巩
,

, 。

无论是可逆句还是不可逆句
,

词序的反应都 比 词序的反应快
。

将词序主效应
、

可逆性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引起的变异统称为实验变异
,

则词序的变异

占实验变异的 根据
,

可逆性的变异 占实验变异的
,

可见词序的变异和可逆性

的变异几乎相等
。

这表明词序的作用和语义可逆性的作用不相上下
。

对错误率方 差分析结果表 明 词序 的主效应达到显著水平
, 一 ,

砚
, 一 , 。

词序的反应 比 反应正确率高
。

可逆性

的主效应显著
, 一 ,

砚
, 一 ,

卜
,

表现为被试对不可逆句

的反应 比可逆句的反应正确率高
。

词序与可逆性之 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

一 ,

卜 巩
, 一 ,

卜
。

无论是可逆句还是不可逆句
,

词序的反应

都比 词序的反应更加准确
。

错误率的结果与反应时的结果非常一致
。

反应时和错误率结果都一致表明
,

被试对句子的施事判断既受句法因素的影响
,

也受

语义因素的影响
,

这两个因素的作用都很重要
。

实验二 词序和可逆性对句子判断的影响

实验一采用的施事判断任务本身更多地要求被试进行语义分析
,

被试也许不需要完

全加工句子的句法就能正确地判断句子的施事
。

实验二采用快速句子判断任务对词序和

语义可逆性的作用机制做进一步研究
。

快速句子判断任务要求被试阅读一个句子
,

快速

地判断句子是不是一个合乎语法的并且有意义的句子 被试完成这个任务要进行比较完

全的句法加工和语义加工
。

我们预测
,

在这个条件下
,

词序结构的变化对汉语简单句加工

有较大的影响
,

语义可逆性对句子加工的影响比较小或者不起作用
。

实验方法

被试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机电系本科生 人参加该实验
。

实验材料和程序 采用 个句子集作为测验句子
,

都是合乎语法的有意义的句子
,

这些句子与实验一的测验句子相 同
。

另外有 个句子集作为干扰句
,

由实验一的干扰句

子变化而来
,

变化方法是改变句子中的动词 用不及物动词代替及物动词
,

使句子成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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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语法的无意义的句子
,

即非句
。

例如
, “

首长看 中了那些药品
”

变为非句
“

首长泥泞了那

些药品
” 。

屏幕中央出现一个句子时
,

被试要迅速判断句子是不是一个合乎语法的并且有意义

的句子
。

其他条件同实验一
。

结果

表 为实验二各种条件下被试对测验句子正确反应的平均反应时间和错误率
。

表 实验二被试在各种条件下语法判断的反应时 和错误率

词 序

—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二少兰竺一一一一

一
可 逆 句 不 可 逆 句

对反应时数据的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 词序的主效应非常显著
, ,

巩
, 一 ,

卜
。

词 序 的反 应 比 反 应快
,

词序 和

词序的平均反应时间分别是
、 。

可逆性 的主效应没有达到显著

水平
, ,

巩
, ,

卜
。

虽然被试对可逆句的反应 比不

可逆句的反应时长 平均反应时分别为
、 ,

但是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

词序与可 逆 性 之 间的交 互 作用 不 显 著
, 一 ,

巩
, 一 ,

卜
。

无论是可逆句还是不可逆句
,

词序的反应都比 词序的反应快
。

错误率分析结果表明 词序的主效应达到显著水平
, 一 ,

卜 巩
,

,
。

被试对 词序反应的错误率比 反应的错误率低
,

平

均错误率分别 为
、 。

可 逆 性 的 主 效应 不 显著 只
, ,

巩
, 一 ,

卜
。

虽然被试对可逆句反应的错误率比对不可逆句反应的错

误率高 平均错误率分别为
、 ,

但是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

词序与可

逆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 ,

卜 巩
, ,

卜 无论是

可逆句还是不可逆句
,

词序的反应都比 词序的反应更加准确
。

错误率的结果与

反应时的结果是一致的
。

讨论

实验一发现词序有显著的主效应
,

即被试对 词序的反应比对 词序的反应快

而准
,

表明词序结构对被试理解句子有很大影响
。

实验还发现可逆性有显著的主效应
,

不

可逆的句子 比可逆的句子反应快
,

即 当句子 中只有一个名词可能做施事时比句中有两个

名词可能担任施事时反应要快
,

表 明句子的词汇语义 因素影响被试对句子的理解
。

可逆

性效应的存在
,

并不意味着不可逆句的意义不需要依赖句法分析就能够决定
,

而是表明语

义的加工能够促进被试对句子的理解
。

句法加工并没有被语义加工取代
,

实验发现无论

是可逆句
、

还是不可逆句
,

和 这两种词序的加工都有显著的差别
,

表明被试实际

上进行 了句法加工
。

实验一还发现词序和可逆性这两个 因素的作用不相上下
。

这与前人 一‘ 的结果不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心 理 学 报 卷

同
,

他们发现词汇语义的作用 比词序的作用大得多
,

认为说汉语的人理解简单句时词序的

作用不如词汇语义重要
。

这与他们研究采用的刺激材料中有相 当一部分不合语法的句子

有关
,

这些句子会导致被试完成任务时采用一种特殊的解决问题的策略
,

即只重视语义线

索
、

忽略句法结构
,

并将这种策略运用到合乎语法规则 的句子 中去
。

因此
,

他们的研究得

到的结果是
,

句法策略 词序 的作用 比较小
,

词汇语义的作用 比词序的作用大
。

我们的实

验全部采用符合汉语语法 的语义合理的句子作为刺激材料
,

实验结果反应了人类正常的

句子加工机制
。

实验二采用快速句子判断任务
,

被试在完成该任务时必须进行 比较完全的句法分析

和语义分析
,

结果发现词序的主效应非常显著
,

语义可逆性的主效应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

表明在既强调句法分析也强调语义分析的条件下
,

被试对句子的加工受词序的影响非常

大
,

语义可逆性对句子加工没有显著影响
。

综合实验一和实验二的结果
,

可 以看到无论在施事判断任务还是快速句子判断任务

中
,

词序结构因素对句子理解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

这与词序在汉语中的地位是一致的
。

研

究发现
,

对于形态缺乏
、

词序固定的语言 例如英语 来说
,

词序策略的作用大 对于形态丰

富
、

词序灵活的语言 例如俄语 来说
,

词序策略的作用小 汉语实际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

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
,

汉语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
,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在句子 中的排列

顺序来表示
,

词序是汉语非常重要 的语法手段
。

在汉语中
,

那些彼此相对而又相互依存于

同一句法结构的句法成分
,

例如主语和谓语
、

述语和宾语
、

中心词和修饰语等
,

它们在句子

中的位置是 比较固定的
。

因此
,

中国人在理解汉语简单句的时候
,

要根据词在句子 中的排

列顺序来判断其句法作用及相互关系
,

从而建构对句子 的解释
。

词序策略对于 中国人理

解汉语句子是非常重要的
。

实验一和实验二都没有发现词序与可逆性的交互作用
。

在被试判断句子施事的任务

中
,

无论是可逆句还是不可逆句
,

被试理解 词序和 词序的句子均有很大差异
。

尽管对于不同逆句来说
,

这两种词序之间的差异 比可逆句的小
,

但是差异并没有达到显著

水平
。

根据 相加因素法的逻辑
,

如果两个因素的效应是分别独立的
,

即具有相

加的效应
,

一个因素的效应不改变另一个因素的效应
,

那么这两个因素各 自作用于不同的

信息加工 阶段
。

如果两个因素的效应是相互制约的
,

即一个因素的效应可以改变另一个

因素的效应
,

那么这两个因素只作用于 同一个信息加工阶段
。

本研究的两个实验都发现

词序和可逆性之 间交互作用不显著
,

表明词序和可逆性这两个因素是在句子加工的不 同

阶段起作用的
。

也就是说
,

句法信息和语义信息并不是同时起作用的
,

句法结构因素对句

子加工的影响不 随语义条件的不 同而发生改变
。

这个证据有利于句法分析 自主模型
,

不

支持相互作用模型
。

而且
,

从实验一和实验二的结果还可以看到
,

语义线索在不同条件下

所起的作用不 同
。

当实验任务更多地强调语义分析而不强调对句法 的注意时
,

语义 因素

的作用 比较显著
。

相反
,

当实验任务强调对句法的注意时
,

语义因素的作用不显著
。

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语义分析和句法分析是可以分离的
、

互相独立的加工过程
。

结论

本研究采用合乎语法 的汉语简单句作为实验材料
、

采用施事判断和快速句子判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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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实验任务
,

得到了以下结论

在不 同任务条件下
,

句法策略和语义策略在汉语简单句理解 中具有不 同作用
。

在强调语义分析的任务 施事判断任务 中
,

词序与语义可逆性都起重要作用 在既强调语

义分析又强调句法分析的任务 快速句子判断 中
,

词序的作用是主要 的
,

语义可逆性无显

著作用 并且在这两种任务条件下
,

词序的作用都不随句子的语义条件而改变
。

在汉语简单句理解 中句法 因素的作用是主要 的
,

语义 因素的作用是次要 的
。

只

有在更多地强调语义分析的任务中
,

语义因素才会影响句子加工
。

句法因素
、

语义因素分别作用于汉语简单句理解过程的不同阶段 句法分析是一

个可以独立于语义的 自主加工过程
,

支持句法 自主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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