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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加工中的语言激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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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激活问题对双语加工本质的研究至关重要, 本文详细梳理了国内外语言理

解和产出两方面的语言激活研究!并指出"平行激活与特定激活并非完全互斥!二者是在不同

实验条件下观测到的语言激活现象的不同表现, 平行激活是双语加工的本质特征!而特定激

活则是多种因素混合作用下的表现!后续研究应进一步对这些因素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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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前外语学习人数的激增#双语现象

$J8782K:178$0&逐渐成为了人们语言使用的常态#

双语研究的意义日益凸显* 双语研究的核心问题

之一就是双语加工的本质问题'在双语加工过程

中#两门语言是同时激活相互影响#还是独立运作

互不干涉+ 本文拟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

双语加工中的语言激活问题做出独立思考#指出

相关研究所应遵循的基本思路和注意的问题*

一%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对语言的认知研究起步较早#现有双语

加工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国外* 语言加工包含语

言理解和语言产出两方面#这两方面方向互逆#内

在机制也不尽相同#因此有必要区分开来#分别考

察其加工过程中的语言激活问题*

!一#语言理解中的双语激活

语言理解是指视觉或听觉通道接受刺激并进

而通达其意义的过程* 作为目前重心的词汇研究

领域#双语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确认在单词识别

过程中#是否只有目标语言的词汇表征被激活*

对此早期研究$如 T"#1#; S @51#J%#%:K6# BCVC%

F1=O82$S 3"428#58%K7:# BCVD% @51#J%#%:K6# "=

17,# BCV-&主要采用的是重复启动范式$#">"=8=8%2

>#8082K&下的词汇判断$7"U8517;"58$8%2&或词干补

全$Q%#; G#1K0"2=5%0>7"=8%2&任务* 研究发现#同

一单词的第二次出现$如 2:#$"+2:#$"&明显提升被

试的实验表现#带来正确率提高,反应时间缩短的

重复启动效应%但如果前后两次出现的单词是两

种语言中的对等词$如 2:#$"+护士&#该效应就不

复存在* 因此他们认为'双语加工中的语言激活

具有选择性#同一时间内只有一种语言的大脑词

库得到激活与加工* 这一观点被称为(特定语言

激活说)$712K:1K"+$>"58G8515=8A1=8%2&*

然而#这一观点后来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质疑*

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指向了其对立面!!!(双语

激活非选择说) $2%2+$"7"5=8A"15=8A1=8%2&'双语加

V-B

!

#收稿日期$&'B&+B'+B

#作者简介$杨雯琴%BCVD(&!女!甘肃文县人-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

研究,



工中的语言激活具有非选择性#双语者的两门语

言被同时激活* 该观点也被称为(平行激活说)

$>1#177"715=8A1=8%2&#其支持证据主要来自各种启

动任 务 中 的 跨 语 言 效 应 $如 /"1:A877182 S

T#182K"## BCVX%T#182K"#SR#"25O+?"$=#"# BCCV%

/1$28K6=+/#%Q2 SI7=1##8J1#&''X&* 根据特定语言

激活说#如果实验只要求被试使用一种语言#那么

另一种语言的相关词汇便不会得到激活#也不会

对目标语言的加工产生影响* 而平行激活说的预

测则与之相反'非目标语言会被同时激活#并对目

标语言的加工产生影响* 结果在这些跨语言启动

实验中#语言间的同形词,翻译对等词,语义相关

词以及语音翻译近似词等均导致了词汇判断,语

义分类等任务完成的加速或变缓*

虽然上述实验结果符合平行激活说的预测#

但由此就认为双语加工中的两种语言是平行激活

的似乎还欠谨慎* 上述研究所用启动范式本身直

接涉及两种语言的刺激材料的使用#双语者的两

种语言实际会被实验范式预先同时激活$?1#812

S@>8A"4# &''D1# J&* 所以更严谨的实验必须努

力避免平行激活偏向 $ J81$&#在单语模式"

$0%2%782K:170%;"&下进行#即整个实验流程#无

论输入或输出#都只和一种语言有关*

在口头词汇识别的研究中#@>8A"4,?1#812 创

造性地运用眼动跟踪$"4"+=#15O82K&的视觉情境

$A8$:17Q%#7;&范式考察高水平俄英双语者的语言

激活情况* 其理论依据为'人们听到语音刺激#搜

索并注视对应目标项的过程中#眼睛会在其他同

时激活的与目标项名称语音相似的竞争项目上作

短暂停留$I77%>"221"=17,BCCV% L12"261:$"=17,

&'''&* 为此#跟踪记录被试的眼动轨迹#分析其

注视时间,次数以及时间进程等参数就可实时在

线把握双语加工的语言激活情况* 结果显示'目

标语言为弱势语言$一般为Y&&时#两语言平行激

活%反之则特定激活* 随后#N: SY:5"$&''-&,

F"J"#SW:=7"#$&''-&等研究也相继采用了该范

式#但实验结果并不完全一致*

在书面词汇识别的研究中#改进主要体现为

对启动环节的舍弃* 此类研究的素材往往取自两

种语言间词形,语音等相近的词汇#如跨语言词汇

邻居范式$82="#782K:172"8K6J%#>1#1;8K0&即为如

此* 词形邻居$%#=6%K#1>6852"8K6J%#&是指任何与

目标词只有相同位置上一个字母之差的单词#如

J8K,J1K,>8K等* !12 a":A"2 团队在这方面的研

究卓有成效* 他们发现#目标语言中词形邻居的

增加会促进目标词的识别#非目标语言中词形邻

居的增加则会延缓目标词的识别$如 !12 a":A"2

"=17,# BCCV&* 不过#词形邻居等的使用受有一

定的局限#在语言类型学关系远,书写体系不同的

语言中很难实行* 故而选用合成词这一跨语言普

遍现象就成了此类研究的一个出路* 如 L68"##4

和F:$&''-&要求被试判断给出的词对是否语义

相关$如 >%$=$邮
"

政&+0187$邮
"

件&#=#182$火
"

车&+

610$火
"

腿&#1>>7"+=1J7"&#实验操纵词对的对译

词是否含有共享语素 $如上例中的 (邮) 和

(火)&#结果双语者不仅表现出了语义相关效应

$语义相关的词对判断较快&#而且表现出了词形

相关效应$对译词中共享语素的词对判断较快&#

说明非目标语言被同时激活* Z%等$&'BB&的研

究也属此类* 它采用的是词汇判断任务* 用字面

对等的直译方式#将语言 I的合成词翻译到语言

/$如铅笔盒!>"2587+J%U,花粉!G7%Q"#>%Q;"#&#

根据译词是否可以接受将实验材料分为四类$如

>"2587+J%U两语均接受%G7%Q"#>%Q;"#I语接受#/

语不接受%K#""2612; /语接受#I语不接受%

;%%#57%=6两语均不接受&#对比被试在不同类别实

验材料上的判断时间#结果同样支持平行激活说*

总之#结合语言特点巧妙设计的实验正从不同方

面在努力验证平行激活说*

上述研究共同的一点#就是关键词均单独呈

现#未依托任何上下文* 这就引出了如下问题'语

境中的词汇识别#双语激活情况会怎样+ 语境能

否将激活限定到一种语言中呢+ 于是#学者们通

过操纵关键词出现的语境$高限制语境 A$,低限

制语境&#选用跨语言同形词#

$5#%$$782K:8$=85

6%0%K#1>6& $如 @56Q1#=MSZ#%77# &''E&#或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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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语言同形词是指两种语言中拼写相同!意义迥异的词!如英语中的*硬币+5%82和法语中的*角落+5%82,



词"

$5%K21="&$如b:45O "=17,# &''X% !12 a"77S

b"T#%%=# &''V% !12 I$$56""=17,# &''C&#进行

了研究* 结果表明#跨语言同形词效应在语境中

消失了#而同源词效应在高限制语境中消失#在低

限制语境中仍然存在* 换言之#语境在一定程度

上阻遏或削弱了非目标语言的效应*

总体而言#在语言理解这种主要为自下而上

的语言加工过程中#尽管有研究支持特定激活说#

但更多的还是支持平行激活说* 要认清双语加工

中的语言激活问题#我们还需结合语言产出研究

中的相关情况*

!二# 语言产出中的双语激活

语言理解由外在刺激诱发#由于大量高自动

化认知活动的参与#其间的双语同时激活不难理

解* 那么#对于言语产出这种自上而下,强调控制

的语言加工过程#其语言激活状况又会怎样+ 一

个概念是否只激活特定语言中的词汇表征+ 既有

研究对此的回答仍然倾向于平行激活#其支持证

据主要源于以下两方面'

B,简单图片命名中的同源词促进效应* 图片

命名是语言产出研究最常用的实验方法* 图片命

名一般包含'对图片的视觉分析,相关概念的激

活,语音编码,发音等环节* 一系列研究$如W%$=1

"=17,# &''' & 通过操纵图片名称的词汇地位

$7"U8517$=1=:$&即是否为同源词#考察双语加工中

的语言激活情况* 这些研究发现#双语被试命名

名称为同源词的图片时#反应时间明显短于非同

源词的情况!!!这就是同源词促进效应* 它的存

在有力支撑了双语产出中两种语言平行激活#因

为只有两种语言同时激活#共享的语音片段才能

从两种语言中同时得到激活#故而无论双语者说

哪种语言#同源词的激活度都高于非同源词#反应

速度也更快* 尽管同源词促进效应在二语产出中

更明显#但一语产出中也确有存在$W%$=1"=17,#

&'''&* 近来 a%$682%和 Z#%77$&''V&又在书写体

系不同的日语与英语之间确认了同源词促进效应

的存在#平行激活说获得了更有力的实验证据*

&,音素监察任务中的表现* 音素监察任务

$>6%2"0"0%28=%#82K=1$O&是呈现图片#要求双语

被试判断#给定的某音素是否出现在图片的某种

语言名称中* 实验主要通过操纵给定的音素是否

出现在非目标语言中#来探讨双语加工中的语言

激活问题* 若双语者的语言加工为特定语言激

活#那么被试对包含在非目标语言名称中的音素

做出否定反应的速度与控制条件$即对不包含在

任何语言中的音素&相比没有差异%反之#若平行

激活#那么前者的反应速度显著慢于后者*

W%7%0"$&''B& 就运用这种方法考察了高水平加

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双语者的语言激活状况*

结果符合第二种预测'被试需要较长的时间对包含

在要求图片名称对译词中的音素做出否定反应*

这就说明#两种语言平行激活#而且激活一直扩散

到了语音层#即便是高水平双语者#情况也是如此*

同词汇识别一样#言语产出研究也主要在孤

立的词汇层面展开#这并不能代表语境中产出的

情况* @=1##"A"7;等$已提交&

#尝试探讨了语境中

产出的情况#他们通过自定步速的逐词阅读$$"7G+

>15"; #"1;82K&来创设语境#控制语境对产出词汇

的限制性#考察高,低限制性语境下图片的命名是

否会仍然出现同源词促进效应* 结果同语言理解

的相关研究一致#非目标语言有激活#但语言水平

和语境会起调节作用* 此外#正常言语产出中的

错误及语码混合数据也值得一提* 观察正常言语

产出是生态效度$"5%7%K8517A178;8=4&最高的言语

产出研究方法* 通过此法收集语料进行分析#亦

可考察双语激活问题* 3%:78$$"S /%2K1"#=$

$BCC-&系统收集了荷兰英语学习者共计 D( 小时

的英语产出#发现所得语料中#部分数据带有明显

的一语特征* b"/%=和 @56##":;"#$ BCCD &#

?1#812 和 Z1:$612$O141$&''X&等也报告了大量

类似数据* 一种语言的产出中出现另一种语言的

特征#部分支持了平行激活说$

*

以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在语言产出还是在语

言理解中#平行激活说虽然证据更加确凿#但仍无

法彻底排除特定激活存在的可能* 这可能是因为

某些因素未被纳入考虑#但事实上已经介入了实

验效果* 后文我们将结合国内对该问题的探讨一

并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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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词是指两种语言中语义一致且语音)词形相近的词!如英语中的*K:8=1#+和西班牙语中的*K:8=1##1+,

本文献的相关内容来自 ;"T#%%=在 &'BB 年中国首届心理语言年会上所作报告,

部分支持是因为此类证据可能是两种语言基于加工的在线互动和基于表征的离线互动两方面的综合结果,



二%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关于双语加工中语言激活问题的研究起

步较晚#近年才刚刚开始探讨这一话题#而且在广

度,手段等方面也有限* 华南师大的王瑞明团队

的几项研究$王瑞明#等#&'B'&是其中比较有代

表性的成果* 他们的研究范围涵盖语言产出和语

言理解两方面#研究范式主要采用长时重复启动

和图图干扰* 其实验结果为'在语言理解过程中#

目标语言的加工会伴随着非目标语言的自动激

活#但不同任务情境下激活的层面不同'词汇任务

情境下#非目标语言只在词汇层面激活%概念任务

情境下#非目标语言在词汇层和语义层都会激活

$王瑞明#等#&'BB%吕欢#等#&'BB&* 在语言产出

过程中#产出语言为优势语言$YB&时#非目标语

言未得到激活%产出语言为弱势语言时#非目标语

言得到了激活 $常松#等# &'BB &* 叶嘉文#等

$&'BB&甚至同时考察了语言产生过程中非目标

语言的激活与抑制#发现被试不同的二语水平会

直接影响非目标语言的激活与抑制*

除此之外#杨雯琴和李荣宝$&'B&&也在这方

面进行了积极尝试* 他们运用眼动跟踪的视觉情

境范式来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口头词汇识别任

务中的表现#以确定这种不平衡双语者是否在书

写体系与语言类型学关系均相去甚远的汉英两种

语言之间实现同时激活* 实验结果引人深思'中

国英语学习者能够在汉语单语模式下实现两种语

言的平行激活#但这一实现能否观测到在很大程

度上会受到二语词汇表征稳健度,语音敏感度等

因素的制约*

三%思考与展望

通过上述回顾#不难看出既有研究具有以下

特点'B,研究结果方面#双语平行激活被多次证

明#但特定激活情况的存在亦不容忽视* &,实验

操作方面#研究范式的更新与完善让此类研究对

无关潜在因素的控制愈加到位#结果的可靠性不

断增强* D,选材范围方面#研究集中于词汇层面#

关键材料多为孤立出现#对其他层面及其语境中

加工的关注分量不足* -,对比国内外研究态势#

国外一直处于引领地位#国内虽然起步较晚#但在

某些方面的侧重研究#如激活的层面,对语言类型

的关注等等#对国外研究构成有益补充和深化*

双语加工中的语言激活与双语者的语言表征

直接相关#分析后者的结构和运作机制#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认识前者* 学界早已就双语者的语言表

征达成以下共识'双语者的语言表征系统是一个

复杂的网状层级结构#两语言共享一个概念系统#

分别表征其词汇系统#两词汇系统之间又相互联

系* 在语言加工过程中#当一个节点被激活后#不

管该激活源自外部还是内部$分别对应理解和产

出&#该点的激活会迅速以回路振荡的方式

$3:7A"#0:77"## BCCC&在整个表征网络空间内传播

开来* 这种激活的扩散是自动的#不受主观意志

的控制* 故而平行激活是双语加工的本质属性%

但尽管如此#它却不一定总能在具体实验条件下

被观测到* 人类的认知活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具体情境下许多因素在同时发挥作用#他们相互

影响共同决定实验结果* 因此#我们最终观测到

的往往是各种效应相互叠加或抵消的产物* 文献

中出现不同的研究结果#很可能的原因就是实验

设计不够敏感#不能分离无关因素的影响#致使其

他因素$如抑制的效应&掩盖了平行激活的本质

$叶嘉文#等#&'BB&* 至此可以说#平行激活与特

定激活二者并非完全互斥#一方的成立并不必然

以推翻对方为前提* 相反#二者是实验者在不同

实验条件下观测到的语言激活现象的不同表现*

平行激活是双语加工的本质特征#而特定激活则

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表现*

平行激活与其他因素的折冲$=#1;"+%GG&决定

最终实验结果的导向#那么这些影响因素具体是

什么+ 分析既有研究的具体实验元素#不难看出#

在客观实验操作方面#语境首当其冲* 前文的回

顾已表明#微观层面上关键词出现的语境$无语

境A$,句子语境%高限制语境A$,低限制语境&和

宏观层面上实验的语言模式$单语模式 A$,双语

模式&都会对能否观测到平行激活产生影响* 因

此在我们的实验设计时#就要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第二#实验材料的属性#如词频,一二语的词汇习

得年龄$1K"%G15\:8$8=8%2#I%I&,词汇地位$同源

词A$,非同源词&等也是值得考察的重要因素*

这些属性已在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中被反复证明

会对语言加工产生影响#双语加工作为一种复杂

的语言加工形式#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

W12$"5%+T%2M17"等$&'B'&,/7:0"2G"7; 和 ?1#812

$&''X&的研究即为该方面的尝试* 主观因素方

面#被试的双语本质$双语的习得背景,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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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语言水平#甚至更微观层面的词汇表征的稳

健度$#%J:$=2"$$%G7"U8517#">#"$"2=1=8%2&亦是不容

忽视的关键因素* @56Q8"="#S@:2;"#012$&''V&

以及杨雯琴和李荣宝$&'B&&均指出#只有当某词

汇的表征达到了一定的稳健程度或阈值#巧妙的

实验设计才有可能测度到反映在该项目上的平行

激活#否则平行激活只是一种潜在存在* 此外#被

试的语音敏感度,词汇量的大小等对相关实验效果

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总之#这些主客观因素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双语加工中平行激活的强度和时

间进程#操纵控制它们的效应是解决分歧的关键*

双语加工中的语言激活问题是双语认知研究

的核心问题#对该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双语加

工控制等一系列问题研究的出发点* 未来研究在

内容上#需要关注的不仅是激活的选择性问题#还

有平行激活与特定激活的关系问题%不仅关注平

行激活成立与否#亦应关注激活的不同层面以及

平行激活的限制因素* 在手段上#不仅更巧妙的

设计及实验范式会不断涌现#而且学科间的整合#

如认知神经科学,脑成像等先进方法的引入也会

带来新的研究证据和开创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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