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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记忆系统中概念知识的组织 傅 小兰

概念是对各类事物的心理表征
。

人们

的概念知识多种多样 不仅包括可对物体

快速归类的显著的视觉特征 (如颜色
、

形

状和运动方式等 ) 还包括人们不易从感官

直接获取的信息 (如
“

可食
“

和
‘’

危险
‘
’

等 )
。

例如
.

当我们想到
“

狗
“

的时候 我们能 回

忆起狗 的知觉特征 (如 四条腿 毛茸茸
,

会

吠叫等 )
、

功 能属性 (追逐猎物 警戒看门

等 )
、

联想关 系 (人类的朋友
,

对主人忠诚

等 ) 以及百科全书式的信息 (哺乳动物 有

不同的品种等 )
。

所有这些概念知识的记忆

都属于 语义记忆
”

其特点是缺少特定的

时间信息或 与 自身经验直接相关的信息
。

例如 当我们想起诸如 原子结构
”

或
”

英

国的首都
“

之类的知识时 一般不会 回忆

起 习得这些知识时的情景
。

显然 图画
、

书面语
、

口语 声音 触

摸或气味等各种输入模态都能够通达我们

已有的概念知识 但是
,

语义记忆系统中

的概念知识究竞是如何组织的呢 ? 这一直

是个难解的谜
。

近些年来 神经心理学对

病人的研究
,

发展心理学对儿童的研究 比

较心理学对动物的研究 尤其是认知心理

学用实验方法
、

计算机模拟和人脑功能活

体测量技术 (如 p曰
产

十MRI 和 印R) 对正常

成人的研究
,

为说明语义记忆系统中概念

知识的组织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测试数据和

实验结果 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经心

理学发现就是 不同概念范畴会发生特异

性语义缺失
。

一
、

范畴特异性语义缺失

众所周知 概念知识可指向特定的语

义范畴
,

例如生物或非生物
、

植物或动物
、

蔬菜或水果等 还有诸如有理数或无理数
、

整数或分数
、

偶数或奇数之类的无形事物
。

所谓
“

范畴特异性语义缺失
“

是指某个范畴

的概念比其他范畴的概念缺失更严重
。

大量

证据表明
.

某些病人的脑损伤导致的生物知

识缺失显著大于非生物知识缺失 但也有少

数病人的缺失模式与之相反 动物
、

植物
、

食物和非生物等一些范畴在神经病理学中能

选择性地独立受损
。

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病

人就是米开朗基罗
口

1 9 8 4 年 5 月
r

38 岁的意大利人米开朗

基罗突然出现了时空定向障碍和严重的顺

行性遗忘 后来他被确诊为 患了疙疹单纯

性脑炎
。

j蛇 5 年 1 月
,

sa
「to : .

等人用线条图

对米开朗基罗进行图片命名测试 结果发

现他能正确地命名 5 4张动物 图片中的 1 7张
(正确率为 3 飞% )

,

3 飞张蔬菜图片中的 1 1张
(3 5 % ) 和 1 7 5 张非生物 图片中的 1 3 1 张

(75 % ) 显然他对动物和蔬菜图片的命名

成绩要比对人造物图片的命名成绩差很多
。

有趣的是 米开朗基罗 曾是世界野生动植

物基金会的活跃分子 也曾是一个潜水员
。

据他的妻子和同事称 他在患病前能识别

相当多的哺乳动物
、

鱼类和鸟类
。

? 98 5 年
.

助rto
o .

等人还进行了另外两

个图片命名 测试
。

其中一套彩色 图片选 自

瓢虫书 包括 20 种动物
、

39 种蔬菜和 6 1种

非生物
。

测试结果表明
,

普通正常人对照

组在动物
、

蔬菜
、

非生物三个范畴的命名

成绩都很好 平均正确率分别是98 %
、

99 %

和 1 。。% 而米开朗基罗的成绩却分别是
4 与%

、

74 % 和 7 7%
,

他对动物的命名要比

他对非生物和蔬菜的命名差很多
。

另外一

套图片是 4 8 幅动物照片 普通正常人对照

组的命名平均正确率为 89 %
,

而米开朗基

罗仅为 3 3%
。

总之
,

米开朗基罗 的语义缺失的首要

特征是对动物范畴实例的严重的命名障碍
。

经过历时 10 年的反复测试和检验
,

米开朗

基罗的范畴特异性语义缺失被证明并不是

人为的假象
。

二
、

还原论解释
:

感觉 一功能假说

相对于非生物知识 (例如
.

直升飞机和

钳子 ) 病人为什么会表现出对生物知识(例

如 斑马和胡萝 I\) 的特异性缺失
;
大部分神

经心理学家倾向于选择还原论的解释 认为

语义空间不是统一而均衡的 同类的物体往

往共享相同的特征
。

可以设想 如果同类物

体的特征在语义空间 中聚集在一起 那么
,

语
义空间中某个区域的损伤就有可能仅造成某

类概念知识的严重缺失 而其他类概念知识

则完好无损
。

还原论的假说众多
,

其中最有

影响力的就是感觉一功能假说(Sens 叮丫声。℃一

t , o n a { A C C O Unt 以下简称为 s厂假说 )
。

四
。:。.n g to n

和 S ha J}, e e
于 , 9 8 4 年最早

提出 S 厂假说 认为概念知识组织的首要原

则是语义特征的类型 (E K
.

四 8rr 旧gt on
。
nd

T S卜a }l一e e
,

巳ra 一n 1 9 8 4
:

8 2 9 一8 5 4 )
。

S F

假说有两个基本假定
:

川语义知识由一套

模态特殊的子系统组成
,

视觉子系统存储

物体的视觉 一 语义特征 (例如
『

椅子有靠

背 马有尾 巴 ) 而功能 / 联想子系统存储

物体的功能特征和其他非感觉特征的信息

(例如
.

钢琴用来演奏
』

奶牛产奶 ) (2) 视

觉 一 语义特征和功能 / 联想 一语义特征对

于生物和非生物的意义不同 前者对生物

而言更为重要 (例如 颜色对识别水果很

重要 ) 而后者对非生物而言更为重要
S F假锐

.

做了 以下两个预测
:

川既然某

些模态对于某些范畴比对其他范畴更重要
.

那么范畴特异性语义缺失应该群集出现
。

例如
,

既然假设视觉特征对于确定生物范

畴的意义很重要
.

生物范畴就应该总是同

时受损
;

(2} 某类信息 (视觉 一 语义特征或

功能 / 联想 一 语义特征 ) 的加工损伤必然

会与某类语义范畴 (生物或非生物 ) 的缺

失一起出现 例如 生物范畴特异性语义

缺失必然与物体的视觉 一 语义特征的加工

损伤一起出现
,

而非生物范畴特异性语义

缺失必然与物体的功能 / 联想 一 语义特征

的加工损伤一起出现
。

但是 sF 假说的上述两个预测都与事

实不符
。

近期许多报告显示 一方面
,

范畴

特异性语义缺失并不一定与模态特异性损

伤一起出现
,

例如
,

某些病人有生物 的缺

失却 没有知觉特征的缺失
r

而有些病人有

知觉特征的缺失却没有生物的缺失 另一

方面 范畴特异性语义缺失病人所缺失和

保存的范畴可以 比生物 / 非生物的划分更

为精细 例如
,

有些病人有水果和蔬菜范

畴严重缺失而动物和人造物范畴完好无损

有些病人有动物范畴严重缺失而水果
、

蔬

菜和人造物范畴完好无损
。

三
、

单一内容组织假说

ca
「

~
za 等人于 飞990 年提出的单一内容

组织假说 (O rg 剖哭d 山It8r 丫 C
Onte

nt 卜份p
。小es l“

以下简称为侧览 )提供了另一种还原论解释
,

认为早期的知识源于领域一般性机制 这种

机制拾取所有物体容易观察的特征并在语义

空间中将这些知识组织起来以使相关的特征

群集在一起 因此 领域特异性区分最初是

基于可观察的知觉特征(A Car
~

A E
.

日一1115 B C
.

R a PP a nd C 日om 印1 C o g n lt lve

陇
u ro Psy e

ho lo即 1 990
:

16 1一18 9 )
。

o u c H有两个核心假设
:

川语义特征在

各范畴中并非均 匀分布 而是独立于模态

地群集在一起 彼此高度相关 (2) 同一范

畴的物体比不同范畴的物体共享更多的语

义特征
。

例如
.

动物一般会做特定的运动
,

有特定的外形和气味
,

由特定的材料构成

发出特定的声音 在特定的环境中出现
。

因

此 表征语义空间的一个
“

成块
‘
’

区域的脑
区的损伤可以产生范畴特异性语义缺失

。

o u c 日能正确预测范畴特异性语义缺失

的两个主要事实
:

川缺失可能包含精细的

划分 (例如 动物与水果和蔬菜之分 )
:

(2)

缺失不必同时伴随某种类型的模态知识的

选择性损伤
。

但是
,

O UCH类假说却不能回

答 以下的 问题
;

为什么神经心理学家观察

到这么 多生物范畴特异性语义缺失的病例

4 2 科学中国人



却观察不到 家具和交通工具范畴特异性语

义缺失 的确切病例
,

换言之 为什么语义

空 间的一些 区域重复受损而另一些 区域不

会受损 7

四
、

领域特异性知识系统假说

事实上 对范畴特异性语义缺失现象

的最简单的解释就是
:

不同范畴的知识在

行为上的分离直接反映了概念知识的内在

组织方式 即概念系统分别独立地存储各

范畴的知识
。

C a r am a : z a
和 S he lt o n (1 9 9 8 )

提出了领域特异性知识系统假说 即领域

特异说 旧
o m a 旧一S p e e , f. e H丫p o the s ls ) 认

为范畴特异性语义缺失可能是因为专属于

动物
‘

植物和人造物领域的不同的进化 一

适应 性神 经机 制 受 损伤 造成 的 (A

C a r am a z 乙a an d J
.

R
.

S he }t o n Jo u r n a l o f

C o g n 一t ! v e N e u r o s e 一e n e e 1 9 9 8
:

1一 3 4 )
。

领域特异说假定 认知 不是被一套能

够处理任何认知 问题的通用计算机制所调

节控制 而是由一组专门化的加工系统构

成的 每个加工系统只适于分析某种特定

类型的信息
。

也就是说
,

不同内容领域的

概念知识结构有重大差异
。

例如 有关人

造物的知识可能包括我们对于设计者的意
图的理解 有关物体外形及外形与功能的

关系的信息 以及人们用它完成某类动作
的知识等 而有关动物的知识则可能包括

其外部视觉特征 (例如 颜色和表面的斑

纹 ) 运动模式
.

内在结构 以及它是否危

险 通常会在哪里出现等
。

领域特异说也假定 构成人类认知 的

范畴并非随机分布 而是瞄准了那些在进

化历史中人类必须解决的难题 因此 能

够选择性受损的范畴的数量和类型都是有

限的
。

一些在进化中很重要的范畴 (如动

物
、

食物和工具 ) 的知识拥有自己专用 的

神经系统 用以快速解决那些重要而计算

复杂 的生存问题 (如找到食物和躲避天

敌 )
。

例如 觅食任务在种系发生史上很古
老

:

所有的动物都必须找到可吃的东西
,

避

开不可食或有毒的东西
。

找到适宜的食物

显然是个复杂 的认知任务 (涉及到 导航
,

分

类等 )
,

然而学 习觅食的机会却是稍纵即

逝 因 为如果不能快速学会觅食那就会饿

死
。

觅食活动也十分危险 错误的代价很

高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

因此 自然选择很

可能更偏爱解决任务时准确有效的领域特

异性机制
,

而不是需要费 时学习 还可能出

错的领域通用机制
。

这些领域特异性机制

可能独立地受到病灶性脑损伤的影响 从

而导致语义系统真正的特异性缺失
。

与此

观点一致的是 近些年的脑损伤研究和功

能神经成像研究都有证据证明
.

从不同的

语义范畴提取知识涉及到大脑皮层不同区

域的活动
。

认知发展和认知进化领域内的近期研

究说明 成人
、

婴儿和若干灵长类物种在

加工不同领域的信息时都有某些共性
。

采
用非言语实验范式的心理学研究发现

,

人

类甚至在婴儿时期就在人造物
、

动物和食

物之间做了某些重要的区分
。

例如 在实

验中 阵个月 的婴儿将狗 喝水
”

和
”

睡

觉
“

的动作仅推广到动物领域的物体 (如

鸟 ) 上 而将
”

乘车
’‘

和
’‘

使用钥匙
“

的动

作仅推广到交通工具领域的物体上
。

婴儿

也在动物和非动物所展示的不同运动类型

之间做出区分
。

例如 在实验中一个运动

的球与另一个静止的球相撞 6个月大的婴

儿就能预测到
:

当且仅当运动的球首先接

触到了静止的球
.

静止的球才会运动 因

此
,

领域特异说不仅与范畴特异性语义缺

失的大量实证观察一致 而且还令人满意

地解释 了人类儿童语义知识的习得和灵长

类动物 与人类语义知识的共享
。

但是 领域特异说也面临挑战
。

领域

特异说预测 特定脑区的病灶性损伤和特

定领域的知识缺失之间会有强烈关联
。

虽

然这种关联得到 了某些支持
『

例如
,

双侧

中颗叶的损伤常常与生物知识的缺失同 时

出现
,

而左额顶区的损伤常常与人造物知

识的缺失同时出现 但是也有例外 有些

范畴特异性语义缺失的病人受到 的是扩散

性的而非病灶性的脑损伤
。

另外 一些病

人表现出的缺失症也与生物 一非生物分离

原则不一致
。

例如 一些病人表现出水果

和蔬菜知识的缺失而有关动物的知识完好

无损
,

另一些病人既表现出生物知识缺失
.

也表现出乐器
、

食物和宝石知识的缺失
。

比另一个范畴的概念受到更大的影响
。

概念结构假说指出
r

生物和人造物概

念的内在结构有明显差别
:

川相 比较而言

生物有更多的共享特征 (例如 哺乳动物

都呼吸
,

移动 有眼睛 看得见 有生气勃

勃的幼仔 吃东西等 ) 而人造物却有更多

的特异特征 (2) 生物的共享特征频繁地同

时出现 有很强的相关
,

而人造物 的特异

的外形和功能特征之间有很强的相关 (3)

生物的外形 一功能相关 (例如
,

眼睛 一 看

见 腿 一移动 )包括的主要是共享特征 (例

如 眼睛 腿 ) 而人造物的外形 一功能相

关包括的主要是特异特征 (例如 锯子的

齿状边缘
、

叉子的尖头总是与它们被设计

来实现的特定功能相关联 )
。

由于相关的特

征可以通过互相激活来互相支撑 因此可

以预期
r

人造物的特异特征比生物的特异

特征更不易 受损 而生物的共享特征比人

造物的共享特征更不易受损
。

概念结构假说强调概念结构中概念的

外形和功能之间的相关模式 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了生物和非生物的范畴特异性语义

缺失 并提供了一些支持性数据
。

但是 概

念结构假说现阶段的模型还不能对文献中

报告的每位有生物缺失或非生物缺失的病

人提供解释
。

它 目前也不能算是一个完整

的认知理论
,

因 为它只是描述了概念系统

本身的结构 尚未说明物体识别和词汇输

出过程的性质 其模型也有待补充一些重

要的变量 (如概念的熟悉性 )
。

六
、

小结

五

M os
s

等人于 2 0 0 2年明确提出了概念结

构假说 (c o n e e p t u a一s t「u e t u 「e A e e o u n t ) 试
图用一个整合框架来同时模拟正常和失调

的概念知识系统 (日 E Mos
s

.

L K
.

Ty }二

an d J
.

T
.

D e v ll门 C a te g o ry S Pe e lfle lty 旧

日r a 旧 an d M . n d 2 0 0 2
:

1 1 5一了4 7 )
。

概念结

构假说并没有假定语义记忆存在任何外显

的分割 (无论是沿着特征类型边界的分割

还是沿着范畴领域边界的分割 ) 而是认

为
,

语义记忆是一个单一的高度分布式的

网络 不同的节点对应于语义特征或
一

微

特征
’
‘

(m {cr of es tu re s ) 所有的概念都表征为

许多节点的激活模式
。

概念结构假说提出了 3个基本原则
:

(功

每个概念有特定的结构 该结构由它激活

的特征集和特征集内诸特征之间的关系决

定 (2) 不同范畴的概念有不同的特殊的内

在结构 (3) 系统如果受到 随机的整体的损

伤
,

不同概念将受到不同方式的影响
,

这

种方式是概念内在结构的函数
。

因为语义

空间中相似的概念表征得很靠近 (即相似

的概念有重叠的激活模式 ) 因此 当语义

空间受 到损伤时 一个范畴的概念可能会

综上所述 研究者们对范畴特异性语

义缺失已经提出了众多假说 但每一种假

说都面临着一系列未解决的问题
。

不同的

研究者用来支持或反对上述各种理论假说

的主要标准包括
:

川生物或非生物范畴特

异性语义缺失的病人的视觉和功能知识的

相关缺失 (2) 能够从病人身上发现的各种

范畴的语义缺失和语义保留的精细模式

(3) 计算机模拟产生的生物和非生物 的范畴

特异性缺失 而许多混淆变量 (例如 被命

名 图 画的名称词频
、

视觉复杂性和视觉熟

悉性 获得物体名称的年龄 与物体接触

的经验等 ) 在研究中时常未能得到严格控

制这个问题 也已得到研究者的关注
。

毋庸置疑 精确地阐 明语义记忆系统

中概念知识的组织是认知和行为科学研究

的主要目标之一
。

我们相信
,

对范畴特异

性语义缺失的研究极有可能深化我们对语

义记忆系统中概念知识的组织形式的理解
。

一方面 范畴特异性语义缺失的研究 为

建构语义记忆系统中概念知识的组织理论

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数据 另一方面 解释

范畴特异性语义缺失的各种假说 也为深

入探讨概念知识系统提供了极富启发价值

的研究思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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榔肇前粉 多学科时认匆科拿研充

多学科的
认知科学研究

李学勤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先后任中国科
学院历

一

史研究所副所长
、

所长
,

现任清华大学

思想文化研究所
、

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
, “

夏

商周 断代工程
”

专 家组组长
、

首席科学院
,

中

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等
。

曾获
“

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

”

称号
、 “

少位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

计划突 出贡献者
” , “

全国杰 出专业技术人才
”

称号
。

19 97 年当选为国
_

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

人类进入 21 世纪
,

有 两 大秘 密将要被揭开
,

一是生命的奥

秘
,

二足心智 的奥秘
。

美 国为此正在实施
“

人类基因组计划
” ,

并积极建议实行
“

人类认知组计划
” 。

在这种前提下
,

破解人类

心智 的奥秘也越来越成 为人们探求的 目标
。

从而
,

认知科学

(C0 卯tjV e SC ien ce ) 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引起人们 的重视
。

新世纪开始
,

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 时 和美 国商 务部

(Do c) 共同资助 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

聚合四 大技术
,

提高

人类性能
”

(C
o n v e rg e n七 T e ehno lo g y f or Im p rov in g Hu m a n Pep fo rm a n ee )

,

将纳米技术
、

生物技术
、

信
,

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看作 21 世纪四 大

前沿技术
,

并将认知科学视为最优先发展领域
,

主张这四 大技

术融合发展
,

并描绘 了这样的科学前景
: “

聚合技术 以认知科学

为先导
。

因为一旦我们能够在如何 (ho w)
、

为何 (w卜y )
、

何处

(w陌e)
、

何时 (w hen ) 这四个层次上理解思维
,

我们就可以 用纳

米科技来制造它
,

用生物技术和生物 医学来实现它
,

最后 用信

息技术来操纵和控制 它
,

使它工作
。 ”

可见认知科学研究在其科

学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

当前 国际公认的认知科学的核心 包括心理学
、

神经科学
、

计算机科学
、

语言学
、

人类学
、

哲学 6 个相关学科
。

这些相关

学科互相 交叉
,

又产生 出众多的分支学科
,

如控制论
、

神经语

言学
、

神经心理学
、

认知过程仿真
、

计算语言学
、

心理语言学
、

心理哲 学
、

语言哲 学
、

人类语言 学
、

认知人类学
、

脑进化等等
。

为促进我 国认知科学的发展
,

巫需促进多学科的认知科学

研究
。

国 内一批与认知科学相 关学科有关 的专 家学者正在积极

发起 召开若干次高层的 国内和 国际的认知科学会议
。

这些会议
以多学科的认知科学为特征

,

积极探索认知科学的规律
,

寻找

符合我 国认知科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新的生长点
。

这个倡

议得 到 国内认知科学领域的多位知名专 家学者的积极响应
。

当前的认知科学研究
,

既要反映国际主流的认手
口

科学研 究

成果
,

又要反映我 国认知科学最具特色的若干领域
。

最近即将

召 开的一次 国 内认知科学会议 以
“

经验在认知中的作用
”

为主

题
,

因为这是 当前认知科学研 究的主要倾向
。

本次会议的中心

议题设计 为 4 个板块
:

l) 脑
、

计算机与认知
; 2 ) 心理

、

行为

与认知
;

动 语言
、

逻辑与认知
; 4 ) 文化

、

艺术与认知
。

这些

研究领域
,

涵盖 了认知科学的若干最活跃的领域
,

突 出 了认知

的经验基拙 与多学科特征
。

本刊 约请会议综述报告和四 个主题的发言人
,

从多学科角

度撰写 了有 关认知科学的一组文章
,

予 以发表
。

蔡曙山 教授
、

博士生导 师
。

清华 大学文科

建设处处长
、

清华大学哲学 系教授
,

清华

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研 完 员
,

博

士生导师
。

兼任中山大学逻辑与认乎
。

研究

所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
,

中山大学
、

中国人
民大学

、

苏州大学
、

西 南师范大学 兼职教
授

,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客座教授
。

研究方

向逻钾学
、

科学技术哲 学
。

主要学术著作
有

:

《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
,

在 国内外核

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的 余篇
。

周昌乐 毕业于北京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专

业
,

获理学博士学位
。

毕业后 曾任浙江 大

学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
、

教授
、

博士生

导师
。

现为厦门大学软件学院 院长
、

人工
智能研究所所长

、

教授
、

博士生导 师
,

长

期从事人工智能及其应用技术领域的研 究

工作
。

目前主要从事 隐喻逻辑
、

类脑计算

私机器诗歌等研究工作
;
并热衷于探讨有

关心智
、

语言
、

计算的哲学问题
。

傅小兰 研 究 员
、

博士生导 师
。

1 9 84 年毕

业于 北京大 学
,

召理学系
,

! 98 了年获得北京

大 学理学硕士学位
,

19 90 年获得中国科 学

院理学博士 学位
。

现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认知与 复杂信息实验室主任

、

中国心

理 学会 国际 学术交流工作委 员会主任
、

北

京市青联常委
。

主要采用心理学实验和计

算机模拟方法研究人的认知活动规律和信
息加工机制

,

也关注技术发展过程 中的各

种心理
、

行为 问题
。

本选题策划人
:

清 华 大 学 李学勤 蔡曙 山

本刊编辑部 王继红

苏彦捷 北京大学心理学 系教授
、

博士生

导师 副 系主任
。

内“ 年考入北京大学
,

19 时年获理学和法学 学士学位
,

! 99 2 年获

理学博士
,

并留校任教至今
,

讲授神经解

剖
、

动物心理学
、

环境心理学等课程
,

并

承担 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
,

教育部十五规划项
目等

。

研 究内容主要涉及心理认知能 力的

发生发展研 究
,

动物的社会行为
、

社群结

构及其与它们智慧水平 发展之间 的关 系
。

19 9 6 年起任北京 大学理 学 系副 系主任
,

1 9 98 年起任北京心理学会秘书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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