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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典 本研究从认知神经心理学的角度
，
根据有关语育产生和词汇认知的理论

、
对一例脑损伤

病人的命名津碍进行了较为细致的个案分析
。

研究表明
，
���命名障碍可分为语义性和非语义性两

类����病人 �� 的命名无能主要不是因为其语义系统受到损害
，
而是因为其语音提取受到了损害

，

以致于恰当的语义激活不能激活恰当的语音表征 ������ 在汉字阅读中的表现也表明了字形信息

在词义激活中的重要性
。

关位词
�

失语症 非语义性失语 语官产生 视觉词汇认知

语言产生和词汇识别

一般认为语言产生包含三大方面
�

最高层的过程称为概念化�����
������

�������
，

此过程确立

说话的意图和想表达的概念 �中间的过程则是言语组织���
����������

，

即把要表达的概念转换为语

言学形式 �最后一个过程是发音�����
���������

，

涉及到更为具体的语音和发音的计划
。

言语组织主要就是选词和组句
，

而脑损伤病人的命名困难��������主要发生在选词阶段
。

它

具体表现为在脑滋血
、

中风或受外伤后
，

病人不能命名物体或其图形
，

在 自由谈话中常常说不出或

说错想表达的词���
。

虽然关于语言产生中词汇激活������������
���的过程有着多种理论图阁

，

这些

理论都认为词语产生是一个两阶段过程
�

第一阶段为语义激活和特定词汇选择
，

即心理词典中的语

义 表征被激活并传播到 中间层 的特定词汇表征 ������� 上 �第二阶段是语音形式 ����
���

或

��������������
���选择

，

即中间层的激活进一步传输到特定词汇的语音表征上
，

使得说话者能够

提取词汇的语音
。

有许多证据支持词汇产生的两阶段理论���
，

这些理论为我们探讨脑损伤病人的命名困难提供

了明确的框架
。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

从认知神经心理学的角度
，

这些命名困难可分为两类
，

分别对应

于词汇产生的语义激活和语音激活这两个阶段
�

第一类命名困难可称为语义性命名无能
，

集中表现

为病人不能激活恰当的语义表征 �第二类命名困难可称为非语义性命名无能
，

表现为病人知道词的

精确意义
，

但在语音激活上有困难
。

支持语义性命名无能的最为确凿的证据来 自对特定语义类别

���������
一���������障碍的研究����‘�，

有关非语义性命名困难的研究却较为少见
。
���和 �������

，�描

述了一个病人 ���
，

他知道词的确切意义
，

能完成各种语义任务
，

但难于提取 目标词的语音信息
。

因此
，
��� 的问题似乎出在语音层次而不是语义层次

。

本研究要报告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病人

��
，

他的命名困难进一步证明了非语义性命名障碍的存在
，

也反证了词语产生两阶段理论的心理

现实性
。

�� 的阅读困难也为我们探讨字词加工中音
、

形
、

义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证据
。

字词加工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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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激活既可以通过从字形到语义的直接激活传输 �或计算�
，

也可通过以语音为中介的间接激

活传输
。

同样
，

语音信息的激活既可通过从字形到语音的直接激活传输
，

也可通过以语义为中介的

间接激活传输
。

虽然阅读拼音文字时词义的激活主要依赖于语音的中介作用���
，

但阅读表意文字的

汉字时
，

字形与词义之间的直接激活传输起了主导作用闭
。

这反映在脑损伤病人身上就是某些病人

能知道字词的意思
，

但不知道这些字词的发音
。

事实上
，

有证据表明
，

在汉字阅读中
，

在字形一字义

上出现问题的脑损伤病人多于在字形一字音上出现问题的病人 〔 ’ 〕 。

� 病例简介

�� 为 �� 岁的男性右利手患者
，

接受系统文化教育至初 中毕业
，

参加工作后曾到延安鲁迅艺

术学院进修
，

之后在文工团和国家机关担任领导干部
。
����年 �� 月 �� 日

，

因右侧肢体无力现象反

复发作并伴有不全混合性失语在北京友谊医院住院治疗
。

头颅核磁扫描
、

����头颅核磁动脉扫

描�及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摄影术�检测均表明其脑部�以左半球为主�有大面积的血栓

堵塞
，

造成脑血管血流量减少
。

病人人院两星期之后我们开始了对他的个案研究
。

在自发谈话中
，

我们发现
，

病人基本能理解谈话的意思
，

并能够流利地说出一些 日常用语和句子
，

但有明显的找词

困难现象
，

如停顿
、

绕着弯子表达或者说出一些别人无法理解的新词�虽然这些词符合汉语的音节

结构�
，

偶尔还有词汇结构错误�如
�

将
“
椅子

”
读成

“
子椅

” ， “
礼帽

”
读成

“
帽丰�，’�

。

� 测验

我们对 �� 的测验可分为两部分
。

第一部分主要是检查 �� 在词汇产生和词汇阅读时是否有

系统的语音障碍
，

第二部分主要是确定 �� 的语音障碍是不是因为他的语义加工系统受到了损害
。

�
�

� 图片命名

我们从标准化�‘�〕的 ��������� 和 ����������图库中选择了 ��幅常见物体的图片
，

其中 ��幅

是动物
。

我们把图片依次呈现给 ��
，

要求 �� 说出物体名称
，
�� 有足够的时间识别图片

。

病人完

全靠自己命名正确的图片有 �幅
，

占���
。

另外两幅图片�
“
飞机

”
和

“
菠萝，’�在提示追问的情况下

也做对了
。

�对
“
飞机

”
的起初反应是

“
手机

” ，

提示
“
对吗

”
之后

，

读出
“
飞机

” �对
“
菠萝

”
的反应先是

“
吃

的枣
” ，

提示
“
吃的什么东西

”
之后

，

读出
“
菠萝��

。

但其余 �� 幅图片���
�

���即使在追问提示的情况

下也依然命名错误
。

在此任务中
，

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
�

一是 �� 竭力表示他知道图片上的物体
。

除了说
“
这个没问

题
”
外

，

他还能模仿物体�如
，

青蛙
，

火车�发出的声音
。

二是 �� 的错误发音在很多情况下接近正确

名称的发音
，

如把蝴蝶发成
“ ���� ” 。

这些现象暗示着 �� 在词汇产生时能激活适当的语义表征�见

后面的测验�
，

但不能完全激活正确的语音表征
，

虽然他能提供部分语音信息
。

�
�

� 语词命名与复述

我们考察了 �� 对汉字和语词的识别
。

要求 �� 分别读出三十个具体名词和 �� 个双字抽象词

�如
“
真理

”
�

，

如发生错误
，

则重复跟读主试的正确发音
。

三十个具体名词大部分是测验一中用到的

物体的名称
。

结果 �� 能 自己读对 � 个词 ���
�

���
。

在追问提示下能读对 �� 个词���
�

�写�
。

在 ��

做出错误反应的 �� 个词中
，

有 �个反应的韵母和 �个反应的声母是正确的
。

在跟着主试复述时
，

�� 做对了 �� 个具体名词 ���
�

��写�
。

在对 �� 个双字抽象词的命名中
，
�� 做对了 �个���写�

，

复

述时做对了 �� 个�����
。

�
�

� 汉字命名

为了考察 �� 从字形激活语音的能力
，

我们选择了 �� 个左右结构的复合字
，

一般左边为形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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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为声旁
，

其中包括 �� 个规则高频字�出现频率高于百万分之 ����
，

�� 个规则低频字�出现频率

高于百万分之 ���
，

�� 个不规则高频字
，

�� 个不规则低频字
。

规则字定义为整字读音与声旁读音完

全一样
，

不规则字定义为整字读音为声旁至少在声母或韵母上有所不同
。

结果 �� 共读对了 �� 个

字���
�

���
，

其中高频字 � 个
，

低频字 �个 �规则字 �� 个
，

不规则字 �个
。
�� 在读字时

，

经常把目

标字组成词一起读
，

如在命名
“
城

”
时

，

读成
“
城市

”
�在我们的记分中

，

这种情况算正确�
。

有些命名错

误与目标字的正确读音有相似之处
。

�
�

� 同音字词判断

在这一测验中
，

我们要求 �� 判断每个单字词对或双字词对是否同音
。

这些字或词对中有的是

同音字或词 �如
“
力

” 、 “
立

”
或

“
捷径

” 、 “
洁净

” �
，

有的在发音上则毫无关系
。

结果 �� 无法执行这个任

务
，

为防止造成 �� 的过度挫折感
，

这个测验没有进行下去
。

由上述测验我们可以确定
，
�� 无论是在词汇产生还是在词汇识别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命名障

碍
。

这种命名障碍不是因为 �� 的语音系统本身或发音程序受到损害
。

�� 能说出许多正确的话语
，

在提供语音进行单词复述时
，

表现也近乎完美
。

问题在于 �� 在字词识别时
，

从字形到语音的直接

计算或激活传输受到了损害
。

但这几个测验不允许我们对 �� 在词汇产生时的命名障碍所在给出

精确的说明
。
�� 的图片命名障碍也许是因为他的语义系统受到损害

，

图片刺激不能激活恰当的特

定词汇表征
，

也许是因为他语义到语音的激活传输受到损害
，

使得恰当的语义激活不能帮助他提取

正确的语音形式
。

�� 能提取 目标词的部分语音信息 �如声母�以及他极力表示 自己知道图片上的

物体这一事实
，

暗示着 �� 的命名困难可能不是因为语义系统的障碍
，

而是因为语音表征激活的不

恰当性���
。

在下面的测验中
，

我们证明 �� 的语义系统确实是近乎完整的
。

�
�

� 图形分类

我们给 �� 呈现 �� 幅图
，

要求按
“
动物

”
和

“
非动物

”
分类

，

结果 �� 的正确率为 ����
，

说明 ��

语义系统完整的程度足以支持这种较为粗略的语义任务
。

为了防止 �� 的分类仅是根据一些图形

特征而非根据语义激活
，

也为了考察 �� 细致的语义表征是否受到损害
，

我们要求 �� 对 �� 幅图

�大部分与前面所用的图形一样�进行细致的分类
，

如把动物分为
“
家养动物

”
和

“
野生动物

”
两类

，

把

非动物类分为
“
水果

” 、 “
交通工具

” 、 “
衣服

”
等

，

结果 �� 除在
“
家养动物

”
和

“
野生动物

”
类各犯一个

错误�����外
，

其余各类近乎完美
，

即使分类错误的两个动物图片�
“
斑马

”
和

“
金鱼，’�在与剩余图片

重新混合后
，
�� 的第二次分类也做对了

。

这个结果说明图形的刺激能够激活 �� 的语义表征
，

语义

的激活足以支持 �� 做出较为精细的分类任务
。

�
�

� 词汇分类

我们要求 �� 把 �� 个具体物体的名称分成动物和非动物两组
。
��做对了 �� 个�������

。

当

把两个做错的词和其它词混在一起重新分类时
，
�� 全做对了

。

�
�

了 字图匹配

为进一步检查图形刺激能否激活特定词汇表征
，

我们同时呈现四幅图和一个词
，

要求 �� 找出

与词意义相同的图
，

这四幅图中
，

一是 目标图�如
“
狐狸

” �
，

一是语义相关图�如
“
松鼠

” �
，

一是语音相

关图�如
“
葫芦

” �
，

一是无关图�如
“
剪刀

”
�

，

完成这个词图匹配任务
，

需要知道词和图的精确意义
。

实

验共有 �� 组词图
，
�� 能做对 �� 组 ���

�

���
，

在追问情况下能做对 �� 组�����
，

其中没有做对的

一个词是
“
吉它

” ，

也许这个词对 �� 来说太低频了
。

在命名这 �� 个词时
，

他只能命名其中的 �� 个

�����
，

这进一步说明语义激活与语音激活在 �� 身上存在着分离现象
。

�
�

� 语义相关词判断

本测验考察 �� 是否保持了对词与词之间语义关系的认识
。

判断两个词意义之间相互关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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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词图匹配任务困难
，

因为词义之间关系繁多
，

两词语义特征之间既有重叠的部分
，

又有不重叠的

部分
，

然而实验任务都要求作出肯定的回答
。

我们选择了 �� 对单字语义相关词
，

�� 对双字语义相

关词
，

把它们与近 �� 对语义不相关的词混在一起
，

要求 �� 判断哪些词对意义相关
。

相关的词对中

有同义词
、

反义词
、

并列词
，

还有其它的关系
，

测验结果表明
，
�� 在严格打分情况下

，

单字词对的正

确率为 ��肠�������
，

双字词对为 ��
�

���������
。

如把他做错的词对再与无关词对混合起来
，

让他

再判断一次
，

他最终的正确率有很大提高
，

单字词对为 ����������
，

双字词对为 ��
�

���������
。

双字词对相对于单字词对来说正确率较低
，

这也许是因为汉语中少有双字同义词
。

�
�

� 口语一图片匹配

这个测验检查 �� 对听觉词汇的理解
。

�� 个具体词�如
�“
老虎

”
或

“
飞机

”
�由主试一一说给 ��

听
，
要求 �� 从四幅图片中找出与所听词汇同义的图

。
�� 正确率为 ��

�

�����八��
，

说明听觉语言

输人能够激活 �� 的恰当语义表征
。

� 讨论

首先
，

本研究证明了词汇产生两阶段理论及两种命名障碍分类的恰当性
，

并且证明了在以汉语

为母语的中国人中确实存在着非语义性命名无能
。

非语义性命名障碍有着与语义性命名障碍不同

的模式
，

这不仅表现在病人能够完成语义分类任务或其它需要精细语义知识但不需要 口头反应的

任务
，

而且也表现在病人部分知道 目标词的语音
，

有时发出与 目标词相近的语音���
。
�� 对图形和

词汇命名的正确率仅在 ��一 ���左右
，

但他对图形分类和词图匹配验的正确率却达到了 �� 一

���
，

尽管这几个测验中所用的图片和词语大部分是相同的
。
�� 对单字或双字词的语义判断也远

远好于语音判断
。

这种在命名和语义任务的分离现象说明了 �� 的命名无能主要不是因为他的语

义系统受到损害
，

而是因为他的语音提取受到损害
，

以致于恰当的语义激活不能激活恰当的语音表

征
。

其次
，

本研究为我们探讨语音在提取词义中的作用提供了证据
。

周晓林���用确凿的实验证据说

明
，

在阅读表意文字的汉字词时
，

意义的激活主要依赖于从字形到意义的直接计算
，

语音的中介作

用有限
。

周晓林�� ‘〕〔 ’�〕进一步证明
，

当语音与字形信息相互作用时
，

语音制约语义激活的作用也会有

所体现
。

这一强调字形与语音在语义激活中相互作用的观点不同于认为拼音文字阅读中语义激活

必须以语音为中介的观点
，

也不同于那种过分强调语音在汉字阅读中的作用的看法
。
�� 的阅读困

难说明他的字形—语音的通路受到了损害
，

如果汉字阅读中语义的激活主要取决于语音的中介

作用
，
�� 在语义任务上的表现应该受到同样程度的损害

，

但事实上 �� 在字图匹配任务中的表现

要远远好于词汇朗读任务
。

因此
，

在汉字阅读提取词义时
，

字形信息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语音信息
，

在

脑损伤时也不易受到损害川
。

本研究也例示了从认知神经心理学的角度对以汉语为母语的脑损伤病人的认知加工进行细致

考察的可能性
。

这种研究试图用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理论来解释脑损伤病人的认知功能障碍
，

用脑损伤病人的数据来验证补充认知科学理论
。

通过对中国脑损伤病人的认知神经心理学研究
，

我

们能为揭示语言加工的普遍规律和特定规律作出较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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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示重复和非速示呈现下的汉字结构方式效应 ���

两种实验范式下的
“
全

”
或

“
无

”
的绝对过程

，

而是存在于视觉不清晰条件下反映出来的汉字早期识

别过程
。

�
�

� 在变化呈现时间
、

汉字的视角和复杂条件下
，

反应时反映的两种结构汉字的差值表明
，

结构方

式效应量值随视觉清晰度的改善而逐渐减弱
。

这与结论 �联合起来
，

有力地证明了结构方式效应是

一个从有到无
，

由大变小的渐变过程
。

�
�

� 提出了影响汉字字形识别的重要物理特征—汉字空间通透性的概念及其算法
，

而它又与结

构方式效应的心理学结果相一致
，

从而给结构方式效应以客观的数量化的解释
。

�
�

� 提出了不同视觉清晰度下结构方式效应变化的一般模型
，

试图解释结构方式效应随视觉清晰

度的改善而逐渐减弱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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