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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包含了词汇、短语、句子、段落、语篇等各种不同的层面，作为语言产生的一个重要层面，句子加

工一直是认知神经科学、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等研究领域的焦点，而句法启动和语义启动是研究句

子加工的重要范式。构式结构提出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是形式与语义的匹配，

在语言本体研究中，虽能将二者分割成不同的层面来进行研究，但在语言实际运用中，语言的产生是一

个复杂的过程，二者并不能完全割舍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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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启动（+,-./0.10 23141-5），亦称结构启动（+.360.63/7 23141-5）或句法坚持（+,-./0.10 283+1+.8-08），由

9:0; 最先提出，指语言使用者在理解和产出句子时，倾向于重复使用先前出现过或使用过的句法结

构 <&=，例如，在语言交际中，一方使用被动结构的句子来表达，另一方也倾向于使用被动结构的句子来表

达。句法启动通过研究启动句对理解和产出目标句的影响来探讨句法机制，主要揭示了句子理解与产生

的认知加工机制和句子加工过程中句法表征的特点。

对于句法启动的研究源于探讨是否存在纯粹的句法启动。9:0; 的研究最早证明了句法启动效应的

存在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试验首先要求被试复述一些句子，包括主动句、被动句、介宾（以下简称 >?

句）、双宾语（以下简称 @? 句）四种结构，然后要求被试描述图片，结果表明，被试倾向于使用先前所复

述的句子的句法结构来产出新的句子。例如，被试先复述包含介宾结构（>?）的句子“A10:7/ 5/B8 .C8 D::;

.: E/3,”（启动句），在接下来的语言产生中，被试使用介宾结构的可能性增大；相反，如果被试复述的句

子是双宾语结构（@?）“A10:7/ 5/B8 E/3, .C8 D::;”（启动句），则产生包含双宾语结构句子的可能性更大。

后期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启动句与目标句之间的一致并不是由词汇、题元或韵律的重复引起的，而是确

实存在于句法层面<!=，<*=。随着新的研究技术的介入，一些研究者采用眼动技术考察了语言理解过程，发现

无论启动句和目标句是否有词汇重复，启动句的句法结构对目标句的信息加工都有着显著影响<F=，<'=。然

而，也有一些研究揭示句法启动是由词汇（动词）所驱动，动词一致时，句法启动效应更强，但动词的时

态、体、数等方面的特征并不影响启动效应<)=。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方法———事件相关电位 GH> 技

术在这一领域的运用为句法启动本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法。GH> 技术能将句法加工与语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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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分离，"#$$ 是衡量句法加工的重要指标，%!$$ 效应代表语义加工。有研究表明句法启动在本质上是句

法的、结构的，启动句与目标句之间单纯的词汇重复（句法结构不一致）并不能促进目标句的加工&'(。目

前，关于词汇与句子产出的心理机制问题，有两大理论模型：一是以 )*+*,- 为代表的模块理论，认为动词

激活句法结构，句法编码由词汇编码驱动&.(；二是以 /*,, 为代表的互动理论，认为句法框架搭建在先，具

体词汇选择在后，如一些封闭词汇（代词、数词、量词等）的选择建立在句子结构建立的基础之上&0(。

在证实了句法启动效应的存在后，研究开始探讨句法启动是否独立于语义层面。一些研究认为句法

启动是独立的句法表征，不受论旨（题元）、生命性信息等语义因素的影响，只要启动句和目标句句法结

构相似，即使论旨结构不一致，仍然存在句法启动&1(，&2(，&3(。例如，包含方位介词 -4 的结构，能够启动介宾与

格的结构：

!5"678 94:*; <4+*= ->?,* -4 -@* ,A+A:B 744<8!#$%"

!C"D@* B>+* > ?44E -4 <*8!&'%"

第（5）句和第（C）句的句法结构相似，但论旨完全不同，而结构启动仍能得以实现。然而，也有研究表

明语义加工也会影响句法加工过程&5F(。G@>:B 等人研究表明，当启动句与目标句题元顺序一致时，启动效

应更大，说明题元因素处于激活状态，启动句的概念信息映射到目标句句子结构产生的过程中&55(。例如，

试验中所采用的句型为：

启动句：D@* ,4>=*= -@* H>B4: HA-@ @>I8 J D@* ,4>=*= @>I 4:-4 H>B4:8

目标句：K* ;L7>I*= -@* H>,, HA-@ L>A:-8 J K* ;L7>I*= L>A:- 4:-4 -@* H>,,8

根据构式语法的理论，实验句中的“,4>= HA-@J;L7>I HA-@”和“,4>= 4:-4J;L7>I 4:-4”的句法结构一致，但

所表达的概念却不同，“,4>= HA-@J;L7>I HA-@”属于“方位M受事”构式，强调“整体”的概念，如上句中的

“,4>=*= -@* H>B4: HA-@ @>I”表示“装满”，而“,4>=*= @>I 4:-4 H>B4:”则可能表示只装一部分。如果只是单

纯的句法启动，那么“,4>= HA-@”和“,4>= 4:-4”启动“;L7>I HA-@”和“;L7>I 4:-4”的可能性和程度应该是一样

的，但结果显示，“,4>= HA-@”更容易启动“;L7>I HA-@”，“,4>= 4:-4”更容易启动“;L7>I 4:-4”，表明启动过程

并不是单纯的句法启动，还有语义启动。国内学者姜琳通过图片描述任务的方式考察了中国英语学习者

的双宾N介词与格结构的启动情况，结果显示结构启动是句法和语义共同作用的结果，离开语义的单独

句法启动是不存在的，更好地支持了构式启动中形式与意义对应的观点&OC(。

目前，解释句法启动的认知观点主要分为三种理论模型：程序启动模型、结构启动模型和词汇层P句

法激活模型。

程序启动模型。Q4RE S )4*?*,, 认为句法启动的认知机制是一种内隐的程序启动机制&2(。语言使用者

看到或听到启动句后，从存储库中提取了相似的短语结构片段，并以相似的方式将这些片段组合起来，

从而产生了目标句与启动句在句法结构上的一致。这一过程对语义信息不敏感，所以启动句与目标句的

语义相似程度并不影响句法启动过程。该理论模型虽能从认知的角度解释结构启动现象，但也有不完善

之处：一是该模型完全将句法层面与语义层面隔离开来，前提是结构启动完全不受语义启动的影响，而

正如上文所提到，有研究表明句法启动是句法和语义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该过程未考虑启动句与目标

句在结构上的细微差异，如形容词或助动词的增减等；三是模型未详细解释程序启动发生在哪个加工层

次（如词汇层面或句法层面）。

结构启动模型，亦称作语言产生的联结计算模型，由 G@>:B 等人提出&O2(。与程序启动一样，结构启动

亦属于内隐学习论，反映了人们隐性的、自主的、长久的语言学习机制，不同的是，该模型认为启动过程

是语义与结构配对的结果。联结计算模型包含三个基本假设：一是句子的产生开始于表达命题内容的信

息；二是这些信息元素可能具有能促进结构选择的不同的可通达性；三是句子的产生以词逐渐增加、逐

个选择的方式，从左至右进行，后面的选择受前面选择的制约。结构启动模型运用一种循环网络，学习如

何从静态的概念信息映射到词的序列。该模型认为句法启动来自向后传播的学习算法。比如，产生启动

句时，与“概念信息P句子结构”的映射相联系的权重所发生的变化会泛化到结构相关的句子中，如此一

来，如果后面的概念信息（目标句）与多个句子结构相联系，语言使用者更倾向于使用启动句的结构来进

行语言编码。由于该模型假设句子理解与句子产生密切联系，两者之间有着共用的背景单元，所以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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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解释了在句子理解与句子产生之间存在跨通道的句法启动#$!%。

词汇层&句法激活模型。'()*+,(-. / 0,1-(.1- 提出的这一模型将词汇信息分为词条层（句法信息）、

概念层（语义信息）和词的形式层（词形语音信息）#2%。词条层包括词条节点（每个词汇概念都有一个词条

节点）、句法属性节点（如性、数、时态和体等）和组合节点（表征动词的句法结构信息）。词条层通过词条

节点与概念层和词形层（词的形态和语音）相连接，在特定的结构中产生一个词会激活词条层中与其相

联系的节点，例如，3,(-. 这一词汇与介词宾语结构和双宾语结构相连接，在处理句子“4+ 3,56.78 1 36-)7

59 9:5;+,< 85 7(< ;(9+”和“4+ 3,56.78 7(< ;(9+ 1 36-)7 59 9:5;+,<”时，词条层 3,(-. 以及组合节点（介词宾语

结构和双宾语结构）会被分别激活。这些节点以及联结的激活程度会逐渐减弱，但不会消失，随后的句子

加工会增强这些节点在心理的活化程度，加速对这种结构的加工。因此，词汇与组合节点，即词汇层面与

句法结构层面之间的激活导致了结构启动的产生。动词句法表征这一模型假设听与说之间、理解与产出

之间都共用相同的句法表征，所以，该模型也能用于解释跨通道句法启动。

!!""#$%

语义启动，也称为概念启动，指先出现的语义信息对后出现的语义加工过程的影响，语义信息对句

子理解至关重要。例如，人们头脑中所储存的“31::”和“35=”的语义关系影响着对句子“>7+ 31:: *()*+?

87+ 35=”这句话的理解，当语言使用者遇到此句时，潜意识里很自然地认为该句的正确形式是“>7+ 35=

*()*+? 87+ 31::”。语义启动最早起源于对遗忘症患者的脑损伤研究，后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被运用于语

言学习研究，最早由 @+=+, 等人提出，启动刺激与目标刺激既可以是语义相关，也可以是联想关系，所以

起初也被描述为“语义的效应”或“联想的效应”#$"%。语义启动是以启动刺激的语义、概念特征为启动条

件，使对目标刺激的反应得到促进的过程，即个体先前接触到的语义信息对后来的语义加工过程所产生

的作用，一般包括词汇判断任务、类别样例产生任务、一般知识性问题测试任务、概括词汇联系任务#$2%。

以词汇判断任务为例，要求被试判断目标词，目标词与启动词可能语义相关或具有联想关系（如雪&雨；

雪&冬天），也可能不相关（如雪&桌子），如果被试对语义相关目标词的辨认速度比对语义不相关的目标

词的辨认速度更快，则认为产生了语义启动。

语义启动模型主要有三种#$"%：激活扩散模型#$A%、复合线索理论#$B%、分布记忆模型#$C%。激活扩散模型把

记忆看作是由许多结点组成的网络结构，每个结点是一个概念的表征，这些概念结点又相互联结，形成

一种局域性表征。当启动词呈现时，记忆中这一启动词的概念结点被激活，从而扩散到与之相邻的有关

概念结点上，所以，当与启动词相关的目标词出现时，由于目标词的概念结点得到了预激活，从而出现了

启动效应。例如，当听到“<)755:（学校）”这一启动词时，记忆中关于“<)755:（学校）”的概念结点被激活，并

激活与之相关的概念结点，如“8+1)7+,（教师）”、“<86?+-8（学生）”、“):1<<,55D（教室）”等，即预激活了这些

目标词，产生了语义启动。复合线索理论认为相关的启动刺激和目标刺激会在短时记忆中形成一个用来

到达长时记忆的熟悉的复合线索，和那些没有语义关系或联想关系的词对相比，它们和长时记忆中的表

征更匹配，启动词和目标词联想强度越大、熟悉程度越高，则反应时间越短，从而出现了启动效应。例如，

与“<)755:（学校）&<*=（天空）”这组词相比，“<)755:（学校）&8+1)7+,（教师）”这组词在长时记忆中是直接相

连的，因而通过“<)755:（学校）”一词能更快地产出“8+1)7+,（教师）”一词。分布记忆模型是对语义启动提

出的一种联结主义模型，词汇是以音、形、义的形式分别存储于语音模块、正字法模块和语义模块，而每

个模块包含一系列彼此相连的加工单元，每个概念又是通过很多加工单元的特殊活动模式来表征的，相

关概念的表征有相似的激活模式。例如，当呈现启动词“<)755:（学校）”时，正字法单元（<)755: 词形）确认

启动词，语义单元（关于 <)755: 的抽象概念）向着激活模式变化；当目标词“8+1)7+,（教师）”出现时，它的

正字法（8+1)7+,）替代了启动词的正字法（<)755:）激活模式，大脑开始更新语义和语音单元的激活模式

（由 <)755: 向 8+1)7+, 转换）。由于启动词和目标词的语义激活模式相似，所以可以很快地完成目标词的

语义和语音激活，从而产生启动。

!&"'()*+",)*

语言学和心理学领域都将语言分成两个层次的表征———句法表征和语义表征。前者体现语言的形

式，如音素、词素、词的形态、句子结构等，是语言的外部表征；后者则是概念和命题，指语言形式所指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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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是抽象的，是语言的内部表征。句法和语义的启动范式是探讨句法与语义关系的常用方法之一。对

于二者的关系，一直以来存在着三种理论解释：传统的模块化理论（句法优先理论），认为句法加工优先

于语义加工，句子理解过程由句法结构而非语义信息主导；"#$ 交互理论，认为句法与语义交互作用，共

同完成句子理解与产生过程；%&'()(&'*' 的三阶段模型+,-.，认为句子理解的最初阶段是独立于语义加工的

句法构建，第二阶段是语义加工，第三阶段是对句法的再分析和对整个句子的分析与整合，这一整合阶

段是句法与语义的共同作用阶段，既有语义对句法加工的调控，也有句法对语义加工的影响。

虽然 "#$ 等科技手段能将语言分隔成不同的层次来进行研究，但事实上句法与语义很难完全分离，

句法启动和语义启动同时存在于句子启动中，语义启动对句法启动有影响。二者的关系也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而是动态的，会根据句子本身的结构以及前后语境的变化而做出调整，一些情况下可能是句法支

配语义，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相反+,/.。对于双语者的句法和语义心理表征，目前存在着“同一表征说”和

“独立表征说”两种观点。在“同一表征说”理论中，双语使用者的概念表征是共享的，形式转换过程为“语

言形式 0—概念—语言形式 ,”。例如，当看到汉语中的字“花”（语言形式 0），英汉双语使用者便会调取

“花”在认知头脑中的记忆概念，再用英语（语言形式 ,）“1234(&”将这一概念表达出来；而在“独立表征说”

理论下，双语的概念表征是分别独立的，其转换过程为“语言形式 0—概念 0—概念 ,—语言形式 ,”+,,.。

语言使用者先将一种语言形式（“花”字）转换为此种语言形式在人们认知中所对应的概念（“花”在人们

头脑中的概念），然后在记忆中搜索到另一种语言形式所对应的相同概念（“1234(&”在人们头脑中的概

念），再用另一种语言形式（1234(&）表达出来。由此可见，形式是概念的体现，概念通过形式这一外部表征

得以表达和体现，将抽象的命题具体化，转换成句法结构的形式和语音计划，最终转换成声音信号。

!"#$!%&'()*+,-./

综合目前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句法5语义启动的认知研究过程中，实验研究常用的句子结构包

括双宾结构和介宾结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名词短语结构、补语标志成分、关系从句+,6.。就研究的实

验范式而言，通常有四种：句子复述5图片描述范式、句子补全范式、句子回忆范式和视觉情境眼动范式。

在语言学和心理学领域，这些句子结构和实验范式通常被用于研究语言理解和产出的内在认知与心理

机制。

句子复述5图片描述范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听觉的形式向被试呈现具有特定结构的启动句（如

$7（介宾）、87（双宾）结构），如 93:; <3=>:? @ )&(AA ?3 :(& 或 93:; <3=>:? :(& @ )&(AA，被试复述出该句，然

后给被试呈现一幅图片，要求被试描述图片中的事件+0.。这一实验范式的目的是考察被试是否会使用听

到的句子结构（即启动句的结构）来产出句子、描述图片，从而判断是否产生了句法启动效应；另一种是

模拟真实对话场景展开的同盟者脚本技术，同盟者（假被试）和被试之间用间隔物隔离，双方在彼此看不

见对方的情况下相继用动词卡片描述给出的图片，展开交流。同盟者（假被试）根据实验设计说出不同结

构的启动句，如被动句、主动句、关系从句、双宾结构句等，以影响被试目标句的产出，这种实验范式也是

以听觉为主，以判断在语言交流过程中，语言使用者的一方是否会根据另一方所说的句子结构来表达。

虽然这两种方法都以听觉为主，但由于后者更接近真实的语言对话交流情境，因而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出

语言使用者句法表征和句子加工的认知特点，更适合开展跨语言句法启动研究+,!.。

句子补全范式中，启动句的结构是不完整的且受句法限制，如被试只能用 $7（介宾）或者 87（双宾）

中的一种句法结构来补充。例如，被试要求只能用 $7（介宾）补全句子“B'*32@ >@C( ?:( <33D EEEEE”，或

者只能用 87 补全句子“B'*32@ >@C( F@&GEEEEE”，然后研究者向被试呈现只包含主语和动词的目标句片

段，如“H( <&3=>:? EEEEE”，要求被试补全该目标句，被试可以选择使用 $7（介宾）或 87（双宾）中的任意

一种结构来补全目标句。结果发现人们补全目标句时，更倾向于使用与补全启动句时相同的结构，且与

启动句与目标句的动词不一致时（如启动句中动词为 >'C(，而目标句中的动词为 <&';>）相比，当启动句与

目标句的动词相同时（如同为 <&';>），启动效应更强，证明了结构启动现象的存在，且动词重复能增强启

动效应，但不受时态、数、体等形式的影响。这种实验范式主要以视觉的方式呈现，既适用于语内句法启动

研究，也适用于跨语言句法启动研究，实用性强。例如，被试可以选择介宾或双宾句式来补全句子“B'*32@

>@C( ?:( <33D EEEEE”I“B'*32@ >@C( F@&GEEEEE”（启动句），然后被试需完成句子翻译“他给妻子买了一束

杨慧等：句法 -语义启动的认知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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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若被试选择介宾结构补全启动句，随后的句子翻译也采用了介宾结构，则认为产生了句法启动效

应；相反，若被试选择双宾结构补全启动句，但随后的句子翻译则采用的是介宾结构，则认为没有产生句

法启动。这一研究范式对于解释翻译过程中的语法错误、表达生硬、不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母语迁移、

双语句法表征等问题的内在认知机制有着实际指导作用。此外，该研究范式的操作性强，实验设计和材

料易准备，且易于开展，在无高科技设备的情况下也能捕捉和察觉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和心理机制。

句子回忆范式是用来检验句法启动是否是由记忆中句子语义的外显记忆和句法启动的内隐记忆联

合作用的结果的#$"%。该范式把句法启动看作是一种记忆效应，尽管人们不会对表层句法结构形成外显记

忆，但是会对最近加工的句法结构产生内隐的记忆痕迹，当再产出句子时，这种存在于记忆中的内隐痕

迹会对句子结构的产出产生影响，从而表现出句法启动效应。此研究范式中，研究者通常采用快速系列

视觉呈现方法（&'()）。首先以词为单位快速向被试呈现目标句，然后要求被试阅读启动句，启动句与目

标句的结构一致或不一致，接着回忆目标句，最后回忆启动句，结果显示被试更倾向于使用启动句的结

构重新产生目标句，从而证实了句法启动是一种记忆效应，很好地解释了句子产生的认知过程。这一研

究范式与前两种范式最大的区别在于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句法启动的认知机制，将句法启动归结为内隐记

忆，而不是简单的程序激活过程。

视觉情境眼动范式采用眼球运动追踪技术实现跨通道研究，将听觉与视觉结合，实时监控被试在理

解听觉语言的同时对于视觉情境的注视，从而考察自然情境中口语语言理解的认知加工过程。'*+,,-,./

等人的实验中，被试大声阅读启动句，然后以听觉方式呈现目标句，与此同时呈现一幅描述两种事件的图

片，发现被试对图片的注视轨迹受启动句的句子成分顺序影响#$0% 102314"。这一实验范式对研究设备和技术的

要求比较高，但同时通过视觉、听觉、自然语言情境的结合，也能更科学、更准确地研究语言产出者的心理

和认知加工过程，同时也实现了听觉与视觉的跨通道研究，使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入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综上所述，结构启动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是多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词汇重复是句子理解和

产生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句法启动的效应具有促进作用，但结构启动并不等同于简单的词汇驱

动，还包含句法和结构因素的驱动。对于句法启动的本质，早期的研究认为句法构建先于语义加工，句法

启动在句子理解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而后期的研究则认为句法与语义交互作用，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共同完成句子加工，现代的 5&) 技术更是认为二者的关系和地位并不是静态的、永恒的、一成不变的，

而是动态的、变化的，即在句子产出的不同阶段，二者所起的作用和启动力的大小是不同的，如在句子产

出的初期阶段，句法启动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后期阶段，则句法启动和语义启动同时存在，甚至语义启动

作用更大。句法启动和语义启动这两个研究层面能很好地解释和阐述语言产生的认知过程，但两者并不

是完全对立的二元关系，而是相互呼应的、共同存在于语言中的形式与意义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语言实体。句法启动的认知模型研究很好地解释了语言产生的认知机制，将这一

过程呈现为两大类别：内隐学习和残余激活。前者认为语言使用者的语言学习机制是隐性的、无意识的、

长久的；后者认为词汇与句法结构之间的激活导致了结构启动的产生，通过结构的重复实现意义的重

复。对于二语学习者的双语表征，无论是同一表征说，还是独立表征说，都是基于语言的句法表征和语义

表征两个层面之上，故语言的产出过程仅仅依靠某一个表征是难以实现的，但二者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

作用和扮演的角色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对于句子加工的研究范式主要基于认知加工模型，

通过不同的句型语法结构和实验范式来探索语言理解和产生的认知过程，语言使用者对目标句结构和语

义的选择反映了句子加工的内在过程，这一过程是隐性的、不易捕捉的，因此，这些不同的实验范式各有

侧重和优势，通过研究语言使用者在完成各项任务时的显性和隐性表现，能科学合理地解释句子加工的

内在认知机制。

!"#$%&'

回顾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尽管对句法与语义启动的研究起步于 $6 世纪 46 年代，已历经近 !6 年的

发展，但仍存在着一些颇具争议和需要完善的地方，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17从语言类型上看，从研究回顾可以发现，目前已有的研究语言类型相对单一。目前的研究大多集

中在母语内研究（如，英语8英语句法语义启动；德语8德语句法语义启动等）或同一语系的双语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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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德语"英语句法语义启动；英语"西班牙语句法语义启动研究等），而对于跨语系（如印欧语系与汉藏

语系）的研究比较少，以汉语为二语的跨语言句法语义启动的研究更不多见。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

和留学生学习中文及汉语和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与推广，现阶段对汉语学习的研究很有必要，英语与

汉语（汉语作为二语）之间的跨语言句法与语义启动研究将对国际汉语教学与汉语学习有着重大的实际

指导意义。因此，今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尝试比较不同语系间的跨语言句法和语义研究，探讨语言学

习者的不同语系句子加工模式是否相同、两种语言在句子加工过程中的相似和不同、同语系之间的跨语

言通道反应与不同语系间的跨语言通道反应相比，句子理解和产生的认知机制是否一致及所需时间是

否一样。这种跨语言、跨语系、跨通道的研究对于二语学习、母语迁移、翻译研究、交际能力等都有理论解

释和实际指导意义。

#$从研究方法上看，在实验范式和实验方法上都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上述的实验范式和方法

大多都产生于心理实验室，对很多条件和因素都进行了人为控制，从而脱离了实际的语言使用情境，而

且对可能影响语言理解和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和变量（如语言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年龄、记忆力等）控制有

限。因此，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真实的语言对话环境中句子加工模式的研究，如搜集研究日常对话

语料、课堂话语等，从同伴与同伴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中提取语料分析句子理解和产出的过程，

将会更有说服力。同时，句法与语义启动的研究还可以探讨不同语言水平的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以

研究是否存在句法语义启动、双方的话语是如何启动的等问题，如，究竟是高水平的语言使用者句法能

启动低水平的语言使用者目标句的产出还是正好相反。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二语习得的研究，对教师

的二语教学和学习者的二语学习都有重大意义。此外，除了研究语料和研究情境外，目前研究的实验范

式中所使用的句子结构类型也比较有限，主要集中在对双及物构式结构和从句的研究，而实际的语言结

构复杂而广泛，今后的研究可以扩大和延伸句子结构的类型，引入某种语言中的特殊句型的研究，如英

语中的疑问句、倒装句、分词结构等，从而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另外，就研究对象而言，目前的研究对象

多为成年语言使用者，主要以大学生为研究群体，所以后期的研究可扩大研究对象，研究儿童的母语或

二语习得过程中的语言产出模式、儿童的句子产生中是否存在句法%语义启动、不同年龄阶段的语言使

用者之间的句法加工模式有何相似性与差异性等。

&$就研究范围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启动本身，对其外围因素的分析还不多见，从而将句法

启动与其它因素隔离开来。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与事物之间、因素与因素之间都存在千丝

万缕的联系，语言的理解和产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启动过程与其他外界

因素的交互关系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面和趋势，如影响语言使用者句法和语义加工的因素有哪些、这

些因素对启动程序的影响力有多大、这些因素是否具有可控性、分别有什么特点、是主观因素还是客观

因素、哪种因素影响较大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就研究结果来看，对句法加工和语义加工关系的研究还未得出完全一致的结果。目前的研究表明

句法加工与语义加工在句子加工中同时存在，但二者的地位和关系还存在争议，没有统一的定论，如在

句子加工过程中，是句法加工决定语义加工还是语义加工优先于句法加工、在启动过程中谁的作用更大、

在语言理解和产出中二者分别是通过何种机制实现启动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和论证。此外，目

前的句法%语义认知研究机制多集中在探索是否存在启动，而对于启动效应或启动力的研究是值得进一

步探索的方面，如对结构启动中句法和语义的启动力分别有多大或谁的启动力更强等这些问题的研究还

有待进一步扩大和深入。

'$就研究应用来看，句法%语义启动研究目前与语言，尤其是二语习得的应用结合还不甚紧密，今后

的研究可以尝试将句法与语义启动的认知机制研究放在整个母语或二语习得系统的框架下进行，如果

跨语言启动确实存在，句法启动确实是一种内隐学习，其势必会成为语言习得的重要机制，会与学习系

统中的多重因素产生复杂的交互关系。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这一现象是否存在，以何种形式产

生，好比置之于“真空”环境之中，忽略了人的个体差异性、社会文化、语境、语篇、语言类型等多种因素。

同时，现有的研究多为纯理论型研究，可进一步将研究结果运用于语言学习和使用的实践中。如，句法启

动如何运用于语言学习中；对句子结构的学习是否有帮助；如果双语之间也存在句法%语义启动，那是否

杨慧等：句法 -语义启动的认知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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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解释或者如何解释母语迁移现象；如何将双语句法#语义启动运用于翻译；反之，一些翻译现象或语

言特征是否能用跨语言句法#语义启动理论来进行解释；同时，对于写作中的句法错误，是否也可以借助

该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更贴近实际，将句法#语义启动的相关理论运用于语言的

学习与教学之中。

综上所述，分析现有的句法#语义启动认知机制研究，展望未来的研究趋势，可以做如下尝试：首先，

将语言类型和研究对象丰富化，从研究不同语系（如汉藏语系#印欧语系）的启动到研究不同语言变体

（如方言、粤语#普通话）的启动；从研究不同年龄层次（如儿童#中学生#大学生）到研究不同语言水平

（如初学者#高语言水平者）、从研究跨语言启动到研究不同语言通道的启动（如听、说、读、写、译之间的

跨通道启动），从单纯地研究词汇产出或句子产出到研究词汇产出与句子产出之间的认知机制关系。其

次，将研究情境和场所真实化，尝试对真实情境中的语言理解和产出进行研究。最后，将研究范畴扩大

化，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会受到认知、文化、社会、情感、历史、政治、环境等诸多可控或不可控

因素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追根溯源，探究影响句法#语义启动的因素。

!! " # $"

$%& '()* + ,-./012)13) 456737150)5 30 8209:295 46(;:)13(0$+&-<(90313=5 47/)>(?(9/，%@AB，（C）-

$D& '()* + ,-<?(75#)?277 EFF2050)5 30 .50150)5 46(;:)13(0$+&-<(90313(0，%@A@，（D）-

$C& '()* + ,，8(5G5?? H-I62F309 .50150)57$+&-<(90313(0，%@@J，（D）-

$!& K623 L，M(FN5? O 4 M，.)>55N567 <-463F309 P316207313=5 .16:)1:657 30 <(FN65>5073(0$+&-<(90313=5 47/)>(?(9/，DJJQ，（C）-

$"& <26F30213 L R，M(FN5? O S，.)>55N567 <，51 2?-./012)13) 463F309 30 <(FN65>5073(0：T>5 O(?5 (U K69:F501 V6;56 20; K03F2)/$+&-+(:602? (U

WXN563F5012? 47/)>(?(9/：85260309，L5F(6/，20; <(90313(0，DJJA，（"）-

$B& 43)*56309 L +，'6203920 H 4- T>5 O5N657501213(0 (U S56G7：W=3;50)5 U6(F ./012)13) 463F309 30 8209:295 46(;:)13(0$+&-+(:602? (U L5F(6/ 20;

8209:295，%@@A，（C）-

$Q& 85;(:X ,，T62X?56 L +，.Y22G T Z-./012)13) 463F309 30 <(FN65>5073(0：W=3;50)5 U6(F W=501#O5?215; 4(150132?7$+&-47/)>(?(93)2? .)350)5，

DJJQ，（D）-

$A& 85=5?1 [ + L- .N52*309：I6(F E015013(0 1( K613):?213(0$+&-R#8209:295 46()5)309，%@A@，（D）-

$@& P5?? M .-K .N652;309#2)13=213(0 T>5(6/ (U O51635=2? 30 .50150)5 46(;:)13(0$+&-47/)>(?(93)2? O5=35Y，%@AB，（C）-

$%J& H265 L 8，M(?;G569 K-.16:)1:62? 463F309：4:65?/ ./012)13)\$<&-46()55;3097 (U 1>5 <(90313=5 .)350)5 .()351/，%@@@-

$%%& <>209 I，'()* ,，M(?;G569 K W-<20 T>5F213) O(?57 852=5 T62)57 (U T>536 4?2)57\$+&-<(90313(0，DJJC，（%）-

$%D& 姜琳-双宾结构和介词与格结构启动中的语义启动$+&-现代外语，DJJ@，（%）-

$%C& <>209 I，P5?? M .，'()* ,，M63UU30 ] L-.16:)1:62? 463F309 27 EFN?3)31 85260309：K <(FN2637(0 (U L(;5?7 (U .50150)5 46(;:)13(0$+&-+(:602?

(U 47/)>(?309:3713) O57526)>，DJJJ，（D）-

$%!& '6203920 H 4，43)*56309 L +，<?5?20; K K-./012)13) <(#(6;30213(0 30 P32?(9:5$+&-<(90313(0，DJJJ，（D）-

$%"& 王青，杨玉芳-语义启动模型以及启动范围$+&-心理科学进展，DJJD，（D）-

$%B& 宋娟，吕勇- 语义启动效应的脑机制研究综述$+&-心理与行为研究，DJJB，（!）-

$%Q& <(??307 K L，8(U1:7 W I-K .N652;309 K)13=213(0 T>5(6/ (U .5F2013) 46()577309$+&-47/)>(?(93)2? O5=35Y，%@Q"，（B）-

$%A& O21)?3UU O，L)*((0 M-K O51635=2? T>5(6/ (U 463F309 30 L5F(6/$+&-47/)>(?(93)2? O5=35Y，%@AA，（C）-

$%@& L277(0 L W +-K P37163G:15; L5F(6/ L(;5? (U .5F2013) 463F309 $+&-+(:602? (U WXN563F501 47/)>(?(9/：85260309，L5F(6/ 20; <(90313(0，

%@@"，（%）-

$DJ& I635;563)3 K P，,(1^ . K- T>5 '6230 '2737 (U ./012)13) 46()57757：I:0)13(02? EF29309 20; 8573(0 .1:;357$+&-R5:6( EF295，DJJC，（C）-

$D%& 徐晓东，刘昌-句子理解的关键———对句法和语义关系的再探讨$+&-心理科学进展，DJJA，（!）-

$DD& 李荣宝-双语者的语义表征$+&-现代外语，%@@@，（C）-

$DC& 陈庆荣-句法启动研究的范式及其在语言理解中的争论$+&-心理科学进展，DJ%D，（D）-

$D!& 贾月芳，陈宝国-双语跨语言的句法启动$+&-心理科学进展，DJJ@，（%）-

$D"& 4(1156 L <，8(FG26;3 8- Z012)13) 463F309 30 EFF5;3215 O5)2?? (U .50150)57$+&-+(:602? (U L5F(6/ 20; 8209:295，%@@A，（C）-

$DB& .)>55N567 <，<6()*56 L [-<(07131:501 V6;56 463F309 U6(F O52;309 1( 837150309：K S37:2? [(6?; .1:;/$L&__L <26653627，< + <?3U1(0（5;7-），

T>5 V0#?305 .1:;/ (U .50150)5 <(FN65>5073(0：W/5162)*309，WO4 20; '5/(0;-H(=5：47/)>(?(9/ 46577，DJJ!-

%&'()*+,,-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