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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跨语言词汇激活模型是当下语言认知与计算研究的热门话题。本研究运用事件相
关电位技术嬨孥孶孥孮孴嬭孲孥孬孡孴孥孤 孰孯孴孥孮孴孩孡孬孳嬬 孅孒子孳嬩 探索了二语学习者在识别二语嬨孳孥季孯孮孤
孬孡孮孧孵孡孧孥，简称孌嬲嬩词汇时激活母语嬨孮孡孴孩孶孥 孬孡孮孧孵孡孧孥，简称孌嬱嬩 词汇表征的路径。研究
设计了隐性启动范式来开展两个实验，通过观察被试能否感知只有激活孌嬱词汇表征才
能发现的对译词重复情况这一隐性条件来推测激活结果。脑电结果显示，实验一的被
试在执行语义判断任务时，对译词重复与否产生了显著的孎嬴嬰嬰差异，这表明被试经由
概念表征激活了孌嬱词汇表征，进而证明了激活路径子孡孴孨嬭嬱（孌嬲->孌嬱）的存在；实验二
的被试在执行书写形式判断任务时，在没有语义启动的情况下，同样感知到了对译词
这一隐性条件，这表明他们可以由孌嬲词汇表征直接激活孌嬱词汇表征，从而证明了激活
路径子孡孴孨嬭嬲（孌嬲->孌嬱）的存在。总体而言，词汇识别过程中从孌嬲词汇表征到孌嬱词汇表
征的激活路径与修正层次模型（孴孨孥 孒孥孶孩孳孥孤 孈孩孥孲孡孲季孨孩季孡孬 孍孯孤孥孬嬬 孒孈孍）描绘的词汇
产出过程的激活路径类似。据此，本研究推测，尽管大脑在词汇识别和词汇产生过程
中采用不同的处理机制，但在跨语言词汇激活过程中，它们依然存在某些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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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孃孲孯孳孳嬭孬孩孮孧孵孡孬 孬孥學孩季孡孬 孡季孴孩孶孡孴孩孯孮 孭孯孤孥孬孳 孡孲孥 孡 孨孯孴 孴孯孰孩季 孩孮 季孵孲孲孥孮孴 孬孩孮孧孵孩孳孴孩季 季孯孧孮孩孴孩孯孮
孡孮孤 季孯孭孰孵孴孡孴孩孯孮 孲孥孳孥孡孲季孨嬮孔孨孩孳 孳孴孵孤孹 孵孳孥孤 孴孨孥 孅孒子孳 孴孯 孥學孰孬孯孲孥 孴孨孥 孰孡孴孨孷孡孹 孢孹 孷孨孩季孨
孌嬲 孬孥孡孲孮孥孲孳 孡季孴孩孶孡孴孥 孴孨孥孩孲 孌嬱 孬孥學孩季孡孬 孲孥孰孲孥孳孥孮孴孡孴孩孯孮孳 孷孨孩孬孥 孲孥季孯孧孮孩孺孩孮孧 孴孨孥孩孲 孌嬲 孷孯孲孤孳嬮
孔孨孥 孩孭孰孬孩季孩孴 孰孲孩孭孩孮孧 孰孡孲孡孤孩孧孭 孷孡孳 孤孥孳孩孧孮孥孤 孴孯 季孡孲孲孹 孯孵孴 孴孷孯 孥學孰孥孲孩孭孥孮孴孳嬬 孩孮学孥孲孲孩孮孧
孴孨孥 孡季孴孩孶孡孴孩孯孮 季孯孮孤孩孴孩孯孮 孢孹 孯孢孳孥孲孶孩孮孧 孷孨孥孴孨孥孲 孰孡孲孴孩季孩孰孡孮孴孳 季孡孮 孰孥孲季孥孩孶孥 孴孨孥 孩孭孰孬孩季孩孴
季孯孮孤孩孴孩孯孮 孯学 孲孥孰孥孴孩孴孩孯孮 孯学 孴孲孡孮孳孬孡孴孥孤 孷孯孲孤孳 孴孨孡孴 季孡孮 孯孮孬孹 孢孥 学孯孵孮孤 孡学孴孥孲 孡季孴孩孶孡孴孩孮孧 孴孨孥孩孲
孌嬱 孬孥學孩季孡孬 孲孥孰孲孥孳孥孮孴孡孴孩孯孮嬮 孅孅孇 孲孥孳孵孬孴孳 孳孨孯孷孥孤 孴孨孡孴 孷孨孥孮 孰孡孲孴孩季孩孰孡孮孴孳 孩孮 孅學孰孥孲孩孭孥孮孴 嬱
孰孥孲学孯孲孭孥孤 孴孨孥 孳孥孭孡孮孴孩季 孲孥孬孡孴孥孤孮孥孳孳 孪孵孤孧孭孥孮孴 孴孡孳孫嬬 孴孨孥孲孥 孷孡孳 孡 孳孩孧孮孩嬌季孡孮孴 孤孩嬋孥孲孥孮季孥 孩孮
孎嬴嬰嬰 孢孥孴孷孥孥孮 孷孨孥孴孨孥孲 孴孨孥 孴孲孡孮孳孬孡孴孥孤 孷孯孲孤孳 孷孥孲孥 孲孥孰孥孡孴孥孤 孯孲 孮孯孴嬬 孷孨孩季孨 孩孮孤孩季孡孴孥孤 孴孨孡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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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孡孲孴孩季孩孰孡孮孴孳 孡季孴孩孶孡孴孥孤 孴孨孥孩孲 孌嬱 孬孥學孩季孡孬 孲孥孰孲孥孳孥孮孴孡孴孩孯孮 孴孨孲孯孵孧孨 孴孨孥 季孯孮季孥孰孴孵孡孬 孲孥孰孲孥孳孥孮嬭
孴孡孴孩孯孮嬬 孰孲孯孶孩孮孧 孴孨孥 孥學孩孳孴孥孮季孥 孯学 子孡孴孨嬭嬱 嬨孌嬲->孌嬱嬩嬻 孷孨孥孮 孰孡孲孴孩季孩孰孡孮孴孳 孩孮 孅學孰孥孲孩孭孥孮孴 嬲
孰孥孲学孯孲孭孥孤 孴孨孥 孯孲孴孨孯孧孲孡孰孨孩季 孪孵孤孧孭孥孮孴 孴孡孳孫嬬 孴孨孥孹 孡孬孳孯 孰孥孲季孥孩孶孥孤 孴孨孥 孩孭孰孬孩季孩孴 季孯孮孤孩孴孩孯孮
孯学 孷孯孲孤 孴孲孡孮孳孬孡孴孩孯孮 孷孩孴孨孯孵孴 孳孥孭孡孮孴孩季 孰孲孩孭孩孮孧嬬 孷孨孩季孨 孳孵孧孧孥孳孴孥孤 孴孨孡孴 孴孨孥孩孲 孌嬱 孬孥學孩季孡孬
孲孥孰孲孥孳孥孮孴孡孴孩孯孮 季孯孵孬孤 孢孥 孤孩孲孥季孴孬孹 孡季孴孩孶孡孴孥孤 学孲孯孭 孴孨孥孩孲 孌嬲 孬孥學孩季孡孬 孲孥孰孲孥孳孥孮孴孡孴孩孯孮嬬 孴孨孵孳
孰孲孯孶孩孮孧 孴孨孥 孥學孩孳孴孥孮季孥 孯学 子孡孴孨嬭嬲 嬨孌嬲->孌嬱嬩嬮 孏孶孥孲孡孬孬嬬 孴孨孥 孡季孴孩孶孡孴孩孯孮 孰孡孴孨孷孡孹 学孲孯孭 孌嬲
孬孥學孩季孡孬 孲孥孰孲孥孳孥孮孴孡孴孩孯孮孳 孴孯 孌嬱 孬孥學孩季孡孬 孲孥孰孲孥孳孥孮孴孡孴孩孯孮孳 孤孵孲孩孮孧 孷孯孲孤 孲孥季孯孧孮孩孴孩孯孮 孩孳 季孯孮嬭
孳孩孳孴孥孮孴 孷孩孴孨 孴孨孡孴 孯学 孷孯孲孤 孰孲孯孤孵季孴孩孯孮 孤孥孳季孲孩孢孥孤 孢孹 孴孨孥 孒孈孍嬮 孁季季孯孲孤孩孮孧孬孹嬬 孴孨孩孳 孳孴孵孤孹
孳孰孥季孵孬孡孴孥孤 孴孨孡孴 孡孬孴孨孯孵孧孨 孴孨孥 孢孲孡孩孮 孡孤孯孰孴孳 孤孩嬋孥孲孥孮孴 孰孲孯季孥孳孳孩孮孧 孭孥季孨孡孮孩孳孭孳 孩孮 孴孨孥 孰孲孯嬭
季孥孳孳 孯学 孷孯孲孤 孲孥季孯孧孮孩孴孩孯孮 孡孮孤 孷孯孲孤 孰孲孯孤孵季孴孩孯孮嬬 孴孨孥孹 孳孴孩孬孬 孨孡孶孥 孳孯孭孥 季孯孭孭孯孮孡孬孩孴孩孥孳
孤孵孲孩孮孧 孴孨孥 季孲孯孳孳嬭孬孩孮孧孵孡孬 孷孯孲孤 孡季孴孩孶孡孴孩孯孮嬮

Keywords: 孌孥學孩季孡孬 嬬 孁季孴孩孶孡孴孩孯孮 嬬 子孡孴孨 嬬 孍孯孤孥孬 嬬 孎嬴嬰嬰

1 引引引言言言

不同语言之间的激活状态（简称跨语言词汇激活）是当下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关注的
焦点，同时，跨语言词汇激活模型也是语言认知与计算研究的热门话题。以往国内外语言学家
们对此不遗余力地开展了众多研究，发现并多次验证了二语学习者在识别孌嬲词汇时，会自动激
活孌嬱词汇。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对词汇识别时的激活路径则少有涉及。鉴于激活路径亦是心
理词典模型结构中的关键细节，本研究将对此开展进一步探索，试图为词汇识别过程中的跨语
言词汇激活模型提供一些新的见解。

语言学家威尔金斯曾言：孜如果没有语音和语法，我们所能表达的内容寥寥无几。但若没有
词汇，我们则很难传递任何信息嬨字孩孬孫孩孮孳嬬 嬱嬹嬷嬲嬩。嬢特别是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词汇学习是语
言学习过程中关键且费时的环节。并且，在早期阶段，孌嬲词汇的掌握也倾向于依赖孌嬱词汇的使
用。于是，在研究跨语言词汇之间关系的话题上，语言学家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跨语言词汇激
活模型。其中，最为经典的三个模型分别是孋孲孯孬孬 嬨嬱嬹嬹嬴嬩 提出的孒孈孍，孄孩孪孫孳孴孲孡 嬨嬲嬰嬰嬲嬩 提出的
双语交互激活模型嬫（孂孩孬孩孮孧孵孡孬 孉孮孴孥孲孡季孴孩孶孥 孁季孴孩孶孡孴孩孯孮 孍孯孤孥孬嬬 孂孉孁嬫）和孇孲孯孳孪孥孡孮 嬨嬱嬹嬸嬸嬩 提出
的词汇访问双语模型（孂孩孬孩孮孧孵孡孬 孍孯孤孥孬 孯学 孌孥學孩季孡孬 孁季季孥孳孳嬬 孂孉孍孏孌孁）。

图 嬱嬺 孒孈孍两条路径示意图

孒孈孍在描述词汇产生时明确区分了概念表征和词汇表征，并描绘了孌嬱 词汇表征和孌嬲词
汇表征之间的两条路径嬬 如图嬱嬬 嬨嬱嬩 经由概念表征间接激活的路径嬨子孡孴孨嬭嬱嬩，嬨嬲嬩 直接激活的路
径嬨子孡孴孨嬭嬲嬩。然而，孒孈孍是否适用于词汇识别目前尚未可知。孂孉孁嬫则基于词汇识别而提出，
它认为双语词汇信息的激活是从最基础的信息嬨字形和字音嬩到嬨最终嬩语义的自动激活，词汇激
活不仅受到另一种语言词汇书写形式的影响，还受到跨语言的语音和语义表征的影响。遗憾的
是，该模型的构建仅基于拥有同种书写形式的不同语言，不足以阐释其它语言之间的激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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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孂孉孍孏孌孁描述的激活过程与孂孉孁嬫类似。值得关注的是，它对语言模式进行了更清晰的交
代：单语语言模式下的目标语言网络会被激活得比较强烈，而非目标语言网络被激活的程度则
相对较弱；但在双语模式下，两种语言网络可以同时被激活。

通过对孒孈孍、孂孉孁嬫和孂孉孍孏孌孁三个模型的分析，本研究发现，不同词汇表征之间的激活
路径在语言模式得到控制的前提下还有待进一步探究。以往的研究分析表明，孒孈孍清晰地反
映了双语心理词典的结构，即二语学习者不同语言的词汇是分别表征的，但它们的概念是共同
表征的嬨李荣宝，彭聃龄，郭桃梅嬬 嬲嬰嬰嬳嬻 孚孥孥孬孥孮孢孥孲孧 孡孮孤 子孥季孨孥孲嬬 嬲嬰嬰嬳嬻 孌孩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嬰嬹嬻 子孥孲孥孡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嬱嬩。例如，彭聃龄等曾经运用脑电技术探索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词汇的表征情况。结果
显示：反映语言书写形式加工的子嬱嬹嬰脑电波在汉英两种词汇加工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差异；而
反映语义加工的孎嬴嬰嬰脑电波在不同语言的词汇中则没有显著的差别嬨李荣宝，彭聃龄，郭桃梅嬬
嬲嬰嬰嬳嬩。综合来看，该研究结果清晰地展现了在词汇记忆中，词汇表征与概念表征的分离，以及
不同语言词汇表征之间的区分。

基于此，本研究推测孌嬲词汇表征和孌嬱词汇表征之间也存在两条关联路径，子孡孴孨嬭嬱和子孡孴孨嬭
嬲，但这两条路径是否可以作为词汇之间的激活路径还尚未可知。以往研究表明，当二语学习者
在二语模式下阅读孌嬲词汇时，大脑会自动激活母语词汇中的对译词嬨孔孨孩孥孲孲孹 孡孮孤 字孵嬬 嬲嬰嬰嬷嬻 字孵
孡孮孤 孔孨孩孥孲孲孹嬬 嬲嬰嬱嬲嬻 肖巍，倪传斌嬬 嬲嬰嬱嬶嬻 肖巍嬬 嬲嬰嬱嬸嬩，这为从孌嬲词汇表征到孌嬱词汇表征的激活
结果提供了实验证据。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本研究将重点观测从孌嬲词汇表征到孌嬱词汇表征的两
条路径孛子孡孴孨嬭嬱（孌嬲->孌嬱）和子孡孴孨嬭嬲（孌嬲->孌嬱）孝是否可以激活。

2 研研研究究究问问问题题题

为了控制语言模式从而营造单语模式，避免双语模式下两种语言同时激活给跨语言词汇激
活路径的观测带来干扰，本论文计划采用只呈现目标语言的隐式启动范式作为词汇呈现的方
式。在该范式中，存在一个只有翻译成非目标语言后才能觉察到的隐性因素（例如，孷孩孮孤孯孷嬭
季孵孲孴孡孩孮，窗户嬭窗帘）。实验通过观测被试能否觉察到该隐性因素（例如，窗），来推测非目标
语言是被否激活。

针对子孡孴孨嬭嬱（孌嬲 -> 孌嬱），本研究将通过开展实验一，运用语义判断任务来检测它的激
活情况。因为在语义判断任务中，被试只有调用了词汇的概念意义，才能得出正确的反应。
所以本研究假设，如果语义判断任务下的孌嬱词汇表征被激活，那么，该激活过程必然会经
过子孡孴孨嬭嬱。鉴于孌嬱词汇概念的激活可能会同时经过两条路径，而经过子孡孴孨嬭嬱的激活就必然会启
动概念表征。因此，为了探索子孡孴孨嬭嬲（孌嬲->孌嬱），本研究将采用一个抑制概念意义加工的书写
形式判断任务来开展实验。孖孡孬孤孥孳 嬨嬲嬰嬰嬵嬩 和孓孰孲孵孹孴 嬨嬲嬰嬰嬹嬩 发现，语义启动可以通过对被试注
意力的分配进行调节，控制甚至抑制。孍孡孲孩嬭孂孥嬋孡 嬨嬲嬰嬰嬵嬩 也发现，当被试的实验任务与语义启
动无关时，大脑的控制机制将抑制语义的激活。因此，本研究将设计一个引导被试关注词汇书
写形式特征而非语义的任务，简称为书写形式判断任务。它要求被试判断连续呈现的英语词对
（启动词和目标词）中是否有且只有一个英语单词中有两个元音字母相邻，其中，满足以上情
况的有两种（如孩孮孴孥孲孶孩孥孷嬭孲孥孰孯孲孴孥孲，第一个单词中存在两个相邻的元音字母；孡孲孭嬭孳孨孯孵孬孤孥孲，
第二个单词中存在两个相邻的元音字母）。不满足也有两类（如孢孥孤孲孯孯孭嬭孷孨孥孥孬，都存在两个
相邻的元音字母；孮孥孴孷孯孲孫嬭孴孥孮孮孩孳，都不存在两个相邻的元音字母）。本研究通过观察在语义没
有启动的情况下孌嬱词汇表征的激活情况，来推测该激活是否经过子孡孴孨嬭嬲。

鉴于事件相关电位（孥孶孥孮孴嬭孲孥孬孡孴孥孤 孰孯孴孥孮孴孩孡孬嬬 孅孒子）具有毫秒级的分辨率，能更精确地记
录数毫秒内大脑神经活动的细微变化，本研究将把它作为实验的研究技术。其中，作为最广
泛的参考脑电成分之一嬨孓孩孬孶孡嬭子孥孲孥孹孲孡 孥孴 孡孬嬮嬬 嬱嬹嬹嬹嬻 孌孡孳孺孬孯 孡孮孤 孆孥孤孥孲孭孥孩孥孲嬬 嬲嬰嬱嬱嬻 孔孩孥孤孴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嬰嬩，孎嬴嬰嬰可以反映大脑对词汇的概念和形式加工。例如：当两个词语先后呈现给被试时，
不存在语义关联的词对将比存在语义关联的词对诱发更负的孎嬴嬰嬰波幅嬨孔孨孩孥孲孲孹 孡孮孤 字孵嬬 嬲嬰嬰嬷嬻
孊孩孡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嬱嬳嬻 孆孲孩孥孳孥孮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嬱嬶嬻 孙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嬱孢嬩。类似的，不存在形式关联的词语
（例孜兔子嬭课桌嬢）将比存在形式关联的词语（例孜小说嬭小孩嬢）诱发较大的孎嬴嬰嬰波幅嬨孔孨孩孥孲孲孹
孡孮孤 字孵嬬 嬲嬰嬰嬷嬩）。另外，当多个与孎嬴嬰嬰相关的语言现象同时出现的时候，孎嬴嬰嬰有可能会出现
叠加和覆盖的现象嬨孙孥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嬰嬶嬻 孙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嬱孡嬩。据此，本研究将该脑电成分作为分析词
汇加工的特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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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实实验验验一一一

3.1 语语语料料料设设设计计计

表 嬱嬺 实验一语料设计范例

实验一使用了嬱嬲嬰组英文单词词对（嬲嬴嬰个单词）作为实验材料，包含嬲个变量：语义相
关性和对译词首字重复情况，如表嬱所示。嬲×嬲组成嬴组实验材料（孓孥孭孡孮孴孩季：孓嬫代表语义相
关，孓嬭代表语义无关；孒孥孰孥孴孩孴孩孯孮：孒嬫代表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孒嬭代表汉语对译词首字不重
复）。孓嬫孒嬫代表语义相关词对且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的词对；孓嬫孒嬭代表语义相关词对且汉语
对译词首字不重复的词对；孓嬭孒嬫代表语义无关词对且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的词对；孓嬭孒嬭代表语
义无关词对且汉语对译词首字不重复的词对。实验材料的范例如表嬱所示。其中，每组包含嬳嬰个
英语单词词对。

实验一从词频、词长、具体度、孌嬲与对译词的一致性和词对的相关性五个方面对实验语料
进行控制。由于单词以成对的形式出现，因此在控制词频时，研究一将词汇呈现的顺序（简称
为词序）也作为一个因素纳入分析。针对词频，本研究以孖孡孮嬭孈孥孵孶孥孮 嬨嬲嬰嬱嬴嬩 新改进的英语词
频数据库为参考。以语义相关性、对译词首字重复情况和词序为三因素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任何交互作用和主效应均不显著嬨ps > 嬰.嬵嬩。对于词长，本研究计算了作为语料的英语单词的
字母数。以语义相关性、对译词首字重复情况和词序为三因素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任何交互
作用和主效应均不显著嬨ps > 嬰.嬵嬩）。为了确保英文单词翻译和中文词语的一致性。本研究邀
请了嬱嬶名大学生对英语词语进行翻译，并观测他们在看到英文单词时，首先想到的中文翻译是
否与本研究中采用的中文词语相同。除了汉字拼写错误以外，每个词语的一致性均在嬷嬵嬥及以
上。

此外，本研究招募了嬱嬵名大学生使用嬵点李克特量表对英语词对的语义相关程度进行了评
估。其中，嬵分代表语义相关性最高，嬱分代表语义相关性最低。将评估数据收集完之后，研究
一将语义相关性和对译词首字重复情况这两个条件作为两因素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语义
相关性的主效应显著孛F 嬨嬱, 嬱嬱嬶嬩 嬽 嬴嬱嬲嬴.嬰嬹嬴, p < 嬰.嬰嬰嬱, η2p 嬽 嬰.嬹嬷嬳孝，此外，语义相关性和对译词

首字重复也存在交互效应孛F 嬨嬱, 嬱嬱嬶嬩 嬽 嬵.嬴嬴嬸, p 嬽 嬰.嬰嬲嬱, η2p 嬽 嬰.嬰嬴嬵孝。配对孴检验显示，孓嬫孒嬫的
语义相关性高于孓嬭孒嬫的语义相关性孛t嬨嬲嬹嬩 嬽 嬳嬱.嬱嬴嬸, p < 嬰.嬰嬰嬱孝嬬和孓嬭孒嬭的语义相关性孛t嬨嬲嬹嬩 嬽
嬳嬸.嬳嬰嬰, p < 嬰.嬰嬰嬱孝；孓嬫孒嬭的语义相关性高于孓嬭孒嬫的语义相关性孛t嬨嬲嬹嬩 嬽 嬶嬲.嬰嬵嬸, p < 嬰.嬰嬰嬱孝嬬 和孓嬭
孒嬭的语义相关性孛t嬨嬲嬹嬩 嬽 嬱嬰嬰.嬱嬱嬶, p < 嬰.嬰嬰嬱孝。但是，孓嬫孒嬫的语义相关性与孓嬫孒嬭的语义相关性
差异不显著孛t嬨嬲嬹嬩 嬽 −嬱.嬲嬸嬲, p 嬽 嬰.嬲嬱嬰孝。值得注意的是，孓嬭孒嬫的语义相关性高于孓嬭孒嬭的语义相
关性孛t嬨嬲嬹嬩 嬽 嬲.嬴嬱嬴, p 嬽 嬰.嬰嬲嬲孝。

在具体实验中，由于满足实验方案要求的英语词对数量有限，实验中的所有材料重复呈
现嬲次，以保证测量次数。一共有嬲嬴嬰个试次。在呈现的过程中，所有的实验材料均以伪随机的
顺序呈现。

3.2 被被被试试试

实验一一共招募了嬲嬲位大学生参加了此次实验。所有的被试皆为大陆学生。其中嬲位被试的
脑电数据无法提取和使用。最终有嬲嬰位被试（嬹位男生）的数据进入后续分析。他们的年龄范围
在嬱嬹岁～嬲嬶岁之间。其中，女性的平均年龄是嬲嬲嬮嬲嬷岁，男性的平均年龄是嬲嬱嬮嬲嬲岁。根据爱丁堡
的惯性测试，参加实验的被试都属于右利手嬨孏孬孤嬌孥孬孤嬬 嬱嬹嬷嬱嬩。另外，在实验之前，所有被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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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或矫正视力均正常。他们在参加实验时身体健康，且没有任何神经或精神疾病的病史。所
有被试均获得了《赫尔辛基宣言》（孈孥孬孳孩孮孫孩 孄孥季孬孡孲孡孴孩孯孮）的知情同意。为了控制英语水平，
在选取的被试中，所有被试都参加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且分数都在嬵嬵嬰分以上。所有被试都获
得了等额的现金报酬，并同意了当地伦理委员会批准的实验方案。

3.3 实实实验验验流流流程程程

图 嬲嬺 实验一试次的流程图范例

被试坐在离电脑屏幕嬸嬰 季孭左右的椅子上完成操作。本研究运用心理学软件工具孅嬭子孲孩孭孥
嬲嬮嬰将任务要求和实验材料均呈现在电脑屏幕上。屏幕背景为灰色，而作为实验材料的英语词
对均以白色嬳嬴号的字体呈现。被试被告知实验一的操作任务（即判断前后呈现的词语语义是否
相关）后开始实验。首先是练习模块。屏幕向被试呈现了嬲嬰对英语词对，包括与正式实验材料
类似的四种类型分别嬵对。被试在练习实验任务的过程中，只有正确率达到了嬹嬰嬥及以上之后可
以进入接下来的正式实验。实验试次的流程图范例如图嬲所示，每个试次的流程如下：首先，
一个提示符号孜嬫嬢呈现在屏幕中央，持续时间为嬲嬰嬰 孭孳，提醒被试集中注意力；其次，第一个
英语单词出现在屏幕中央，停留时间为嬵嬰嬰 孭孳；之后是一个空白屏幕，停留的时长是嬵嬰嬰、嬶嬰嬰
或嬷嬰嬰 孭孳中的任意一个；最后，第二个词出现在屏幕上，直到被试对此反应后才消失；被试作
出反应后，空白屏幕再次出现。此处空白屏幕的停留时间是随机的，可能停留嬲嬰嬰 孭孳，也可能
停留嬳嬰嬰 孭孳 或嬴嬰嬰 孭孳。到此为止，一个实验任务便完成了。所有词对均以伪随机顺序呈现。研
究结果的数据分析仅基于正式实验。

3.4 数数数据据据采采采集集集与与与分分分析析析

实验一使用嬶嬲 孁孧嬯孁孧孃孬 电极弹性帽来记录被试在参加实验过程中的脑电数据。该电极帽
上配备着国际嬱嬰嬭嬲嬰电极放置系统（孅孡孳孹季孡孰；孂孲孡孩孮 子孲孯孤孵季孴孳 孇孭孢孈，孇孩孬季孨孩孮孧，孇孥孲孭孡孮孹）。
设备中的孆孃孺和孁孆孺电极分别用作参考电极和接地电极。两个眼电极用于测量垂直和水平眼电
图，分别放置在左眼下方和右眼外侧嬨子孩季孴孯孮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嬰嬰嬩。在准备正式实验前，电极阻抗保
持在嬱嬰孫Ω以下。在孂孲孡孩孮 孖孩孳孩孯孮 孒孥季孯孲孤孥孲软件（孂孲孡孩孮 子孲孯孤孵季孴孳，孍孵孮孩季孨，孇孥孲孭孡孮孹）的控制
下，研究使用带通为嬰嬮嬰嬱嬭嬱嬰嬰孈孺的孂孲孡孩孮孁孭孰孄孃放大器系统（孂孲孡孩孮 子孲孯孤孵季孴孳 孇孭孢孈）记录被
试的孅孅孇数据。电生理记录的过程严格遵循以往已发表并被公认的流程嬨孙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嬱孢嬩。

在 收 集 完 数 据 之 后 ， 使 用孂孲孡孩孮 孖孩孳孩孯孮 孁孮孡孬孹孺孥孲软 件 （孂孲孡孩孮 子孲孯孤嬭
孵季孴孳，孍孵孮孩季孨，孇孥孲孭孡孮孹）来分析孅孅孇数据，分析的过程分别是调整参考、眼电矫正、
过滤、分割、基线校正、伪影剔除和平均。调整参考：脑电图数据被重新引用到关联的乳
突，然后在预处理后引用到所有脑电图通道的平均值。眼电矫正：使用嵌入在孂孲孡孩孮 孖孩孳孩孯孮
孁孮孡孬孹孺孥孲软件（孂孲孡孩孮 子孲孯孤孵季孴孳，孍孵孮孩季孨，孇孥孲孭孡孮孹）中的基于独立成分分析的程序校正眼部
伪影。过滤：孅孅孇数据从嬰嬮嬱到嬳嬵孈孺离线进行带通滤波。分割：从目标词开始前嬲嬰嬰 孭孳到开始
后嬸嬰嬰 孭孳的孅孅孇被分割成主要观测并呈现在脑电图上的窗口（嬲嬰嬰 孭孳目标前基线）。伪影剔
除：剔除可能由肢体等外部运动引起的伪影（电压超过±嬸嬰µ孖）波段。平均：将处理好的脑电
进行叠加平均。

本研究需要分析的数据包括行为数据和脑电数据。其中，行为数据包括反应时间和反应正
确率。反应时间取的是每个被试在同种条件下所有反应时间的中位数（由于样本容量较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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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选择中位数，是因为其排除有效被试中的个别极端数据，更能反映整体水平）。反应正确
率是同种条件下正确反应的次数与该条件下所有反应次数的比例。
对于脑电数据，本研究主要观测和分析孃孺、孃嬱、孃嬲、孃嬳、孃嬴、孆孃孺、孆孃嬱和孆孃嬲这嬸个电

极记录的孎嬴嬰嬰成分。孎嬴嬰嬰成分被认为是反映词汇语义相关性和重复启动的脑电成分嬨孔孨孩孥孲孲孹
孡孮孤 字孵嬬 嬲嬰嬰嬷嬻 字孵 孡孮孤 孔孨孩孥孲孲孹嬬 嬲嬰嬱嬰嬻 孌孡孵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嬱嬳嬻 孙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嬱孢嬩。该电极簇是通过观
测孎嬴嬰嬰的脑电地形图分布来确定的。孎嬴嬰嬰的分析窗口为嬳嬰嬰～嬵嬰嬰 孭孳。该时间窗口与之前研究
所取的时间窗口近似嬨孔孨孩孥孲孲孹 孡孮孤 字孵嬬 嬲嬰嬰嬷嬻 字孵 孡孮孤 孔孨孩孥孲孲孹嬬 嬲嬰嬱嬰嬻 孌孩孡孮孧 孡孮孤 孃孨孥孮嬬 嬲嬰嬱嬴嬩。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采用的孎嬴嬰嬰 是分析窗口中电极簇（包含嬸个电极点）的平均振幅。
数据分析采用的是双因素（语义相关性×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情况）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当自由度大于嬱时，则采用孇孲孥孥孮孨孯孵孳孥嬭孇孥孩孳孳孥孲 法校正。如果交互作用显著，则继续进行简单效
应分析或孴检验。

3.5 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

3.5.1 行行行为为为数数数据据据结结结果果果

实验一记录了被试的正确率和反应时间。孓嬫孒嬫的平均正确率为嬹嬰嬮嬱嬥（孓孄 嬽
嬱嬮嬲嬥）。孓嬫孒嬭的平均正确率为嬹嬶嬮嬱嬥（孓孄 嬽 嬱嬮嬱嬥）。孓嬭孒嬫的平均正确率为嬹嬶嬮嬷嬥（孓孄 嬽
嬰嬮嬷嬥）。孓嬭孒嬭的平均正确率嬹嬸嬥（孓孄 嬽 嬰嬮嬵嬥）。每种条件的平均正确率均在嬹嬰嬥 以上，保
证了数据的有效性。
反应时间从第二个英语单词（目标词）出现的时候开始记录。孓嬫孒嬫的反应时间为嬷嬵嬶

孭孳（孓孄 嬽 嬲嬸）。孓嬫孒嬭的反应时间为嬷嬲嬲 孭孳（孓孄 嬽 嬲嬶）。孓嬭孒嬫的反应时间为嬷嬹嬴 孭孳（孓孄
嬽 嬳嬲）。孓嬭孒嬭的反应时间为嬷嬴嬰 孭孳（孓孄 嬽 嬲嬹）。研究采用双因素（语义相关性×汉语对译
词首字重复情况）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方法分析反应时间。结果显示，语义相关性有接近
显著的主效应孛F 嬨嬱, 嬱嬹嬩 嬽 嬳.嬳嬱嬵, p 嬽 嬰.嬰嬸嬴, η2p 嬽 嬰.嬱嬴嬹孝。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的主效应显

著孛F 嬨嬱, 嬱嬹嬩 嬽 嬱嬹.嬳嬶嬶, p < 嬰.嬰嬰嬱, η2p 嬽 嬰.嬵嬰嬵孝。

3.5.2 脑脑脑电电电数数数据据据结结结果果果

实验一嬸个电极点各自的孎嬴嬰嬰波幅（孅孒子）、孎嬴嬰嬰平均波幅（孎嬴嬰嬰 孁孭孰孬孩孴孵孤孥）和脑电地
形图（孔孨孥 孓季孡孬孰 孔孯孰孯孧孲孡孰孨孩孥孳 孯学 孎嬴嬰嬰）如图嬳所示。分析结果显示，语义相关性的主效应显
著孛F 嬨嬱, 嬱嬹嬩 嬽 嬳嬴.嬷嬴嬵, p < 嬰.嬰嬰嬱, η2p 嬽 嬰.嬶嬴嬶孝，并且，语义相关性×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的交互
作用显著孛F 嬨嬱, 嬱嬹嬩 嬽 嬵.嬳嬴嬳, p 嬽 嬰.嬰嬳嬲, η2p 嬽 嬰.嬲嬱嬹孝。在语义相关的情况下，汉语对译词首字引

发的孎嬴嬰嬰有显著差异，其中，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条件引发的波幅比不重复条件引发的波幅
更负孛F 嬨嬱, 嬱嬹嬩 嬽 嬷.嬰嬹, p 嬽 嬰.嬰嬱嬵孝。但是，在语义无关的情况下，统计结果没有表现出显著差
异孛F 嬨嬱, 嬱嬹嬩 嬽 嬰.嬳嬵, p 嬽 嬰.嬵嬶嬰孝。在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的词对中，语义无关条件引发的脑电波
幅明显比语义相关条件引发的脑电波幅更负孛F 嬨嬱, 嬱嬹嬩 嬽 嬱嬰.嬹嬶, p 嬽 嬰.嬰嬰嬴孝，在汉语对译词首字不
重复的词对中也如此孛F 嬨嬱, 嬱嬹嬩 嬽 嬴嬳.嬸嬰, p < 嬰.嬰嬰嬱孝。

3.6 讨讨讨论论论

实验一结果中的正确率均在嬹嬰嬥 以上，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行为实验结果显示，被试
在语义相关性上表现出了接近显著的反应时间差，在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与不重复的两种情况
下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反应时间差。据此可推测，被试在进行语义判断过程中不仅觉察到了语义
相关性因素，而且也激活了英语词对的汉语对译词。这契合嬨孔孨孩孥孲孲孹 孡孮孤 字孵嬬 嬲嬰嬰嬷嬻 字孵 孡孮孤
孔孨孩孥孲孲孹嬬 嬲嬰嬱嬰嬻 肖巍，倪传斌嬬 嬲嬰嬱嬶嬻 肖巍嬬 嬲嬰嬱嬸嬩的研究结果。
在脑电数据结果中，只有在语义相关的情况下，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的变量才会引发显著

的孎嬴嬰嬰差异，在语义无关的情况下则没有显著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语义相关的词对中，
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条件引发的波幅比不重复条件引发的波幅更负。显然，这是汉语对译词首
字重复导致的波幅差异。但是，在语义无关的词对中，无论汉语对译词首字是否重复，都会因
为语义无关而引发一个显著的孎嬴嬰嬰效应。并且，语义无关引发的孎嬴嬰嬰波幅比汉语对译词首字重
复引发的波幅明显更大。由以往孎嬴嬰嬰成分意义的综述可知，孎嬴嬰嬰是脑与语言研究中反映语义信
息加工和反应重复启动的脑电成分嬨孔孨孩孥孲孲孹 孡孮孤 字孵嬬 嬲嬰嬰嬷嬻 孊孩孡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嬱嬳嬻 孆孲孩孥孳孥孮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嬱嬶嬻
孙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嬱孢嬩。当多个与孎嬴嬰嬰相关的语言现象同时出现时，孎嬴嬰嬰有可能会出现叠加和覆
盖的现象嬨孙孥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嬰嬶嬻 孙孡孮孧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嬲嬱孡嬩。因此，本研究推测，此处母语对译词首字重复条
件引发的孎嬴嬰嬰很可能与语义无关引发的孎嬴嬰嬰重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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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嬳嬺 实验一脑电结果图

总之，结合反应时间的结果来看，当被试在加工二语词汇的语义内容时，大脑可能自动激
活了它在母语中的词汇。并且，结合实验一的假设和实验设计可知，该激活过程必然经过不
同语言共享的概念表征。因此，本研究推测，从孌嬲词汇表征到孌嬱词汇表征的激活过程可能经
过子孡孴孨嬭嬱（孌嬲->孌嬱）。

4 实实实验验验二二二

4.1 语语语料料料设设设计计计

实验二共设置了嬳个变量，分别是语义相关性，对译词首字重复情况和元音字母
相邻情况。如表嬲，嬲×嬲×嬲组成嬸组实验材料（孓孥孭孡孮孴孩季：孓嬫代表语义相关，孓嬭代表语义无
关；孒孥孰孥孴孩孴孩孯孮：孒嬫代表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孒嬭代表汉语对译词首字不重复嬻 孁孤孪孡季孥孮孴嬺
孁嬫代表有且只有一个英语单词中有两个元音字母相邻，孁嬭代表不满足有且只有一个英语单
词中有两个元音字母相邻的情况）。孓嬫孒嬫孁嬫嬺 语义相关词对、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有且只
有一个英语单词中有两个元音字母相邻；孓嬫孒嬫孁嬭嬺 语义相关词对、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不
满足有且只有一个英语单词中有两个元音字母相邻的情况；孓嬫孒嬭孁嬫嬺 语义相关词对、汉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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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嬲嬺 实验二语料设计范例

译词首字不重复、有且只有一个英语单词中有两个元音字母相邻；孓嬫孒嬭孁嬭嬺 语义关词对、汉
语对译词首字不重复、不满足有且只有一个英语单词中有两个元音字母相邻的情况；孓嬭孒嬫孁嬫嬺
语义无关词对、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有且只有一个英语单词中有两个元音字母相邻；孓嬭孒嬫孁嬭
嬺 语义无关词对、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不满足有且只有一个英语单词中有两个元音字母相邻
的情况；孓嬭孒嬭孁嬫嬺 语义无关词对、汉语对译词首字不重复、有且只有一个英语单词中有两个元
音字母相邻；孓嬭孒嬭孁嬭嬺 语义无关词对、汉语对译词首字不重复、不满足有且只有一个英语单词
中有两个元音字母相邻的情况。

由于实验二仅关注语义相关性和对译词首字重复情况这两个条件的行为数据和脑电数据，
元音字母条件的设置仅仅是为了制造一个加工书写形式的任务而非研究目的，因此，实验二没
有考虑它的统计数据。与实验一类似，实验二也分别从词频、词长、具体度、孌嬲与对译词的一
致性和词对的相关性五个方面对实验语料进行了控制。

4.2 被被被试试试

实验二一共招募了嬲嬳位大学生作为被试。所有的被试皆为大陆学生。其中，嬳位被试的脑电
结果干扰信号太多，数据无效。最终有嬲嬰位被试（嬱嬰位男生）的数据进入最终的统计分析。他
们的年龄范围在嬱嬹岁～嬲嬶岁之间。其中，女性的平均年龄是嬲嬲嬮嬱岁，男性的平均年龄是嬲嬱嬮嬳岁。
根据爱丁堡的惯性测试结果，参加实验的被试都是右利手嬨孏孬孤嬌孥孬孤嬬 嬱嬹嬷嬱嬩。另外，在实验之
前，所有被试的视力或矫正视力均正常。被试在参加实验时身体健康，且没有任何神经或精神
疾病的病史。所有被试均获得了《赫尔辛基宣言》（孈孥孬孳孩孮孫孩 孄孥季孬孡孲孡孴孩孯孮）的知情同意。为了
控制被试整体的英语水平，研究记录了他们的语言成绩。被试都参加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且
分数均在嬵嬵嬰分以上。所有被试都获得了等额的现金报酬，并书面同意了当地伦理委员会批准的
实验方案。

4.3 实实实验验验流流流程程程

除了实验任务以外，实验二的实验流程与实验一的实验流程大体相似。在实验二中，被试
被要求执行书写形式判断任务，即判断连续呈现的英语词对（启动词和目标词）中是否有且只
有一个英语单词中有两个元音字母相邻。

4.4 数数数据据据采采采集集集与与与分分分析析析

实验二的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与实验一一致。

4.5 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

4.5.1 行行行为为为数数数据据据结结结果果果

实验二记录了被试的正确率和反应时间。孓嬫孒嬫的平均正确率为嬹嬰嬮嬱嬥（孓孄 嬽
嬱嬮嬲嬥）。孓嬫孒嬭的平均正确率为嬹嬴嬮嬶嬥（孓孄 嬽 嬱嬮嬲嬥）。孓嬭孒嬫的平均正确率为嬹嬵嬮嬹嬥 （孓孄 嬽
嬱嬮嬲嬥）。孓嬭孒嬭的平均正确率嬹嬲嬮嬸嬥 （孓孄 嬽 嬱嬮嬱嬥）。每种条件的平均正确率均在嬹嬰嬥 以上，保
证了数据的有效性。反应时间从第二个英语单词（目标词）出现的时候开始记录。孓嬫孒嬫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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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间为嬱嬱嬵嬹 孭孳（孓孄 嬽 嬸嬸）。孓嬫孒嬭的反应时间为嬱嬱嬶嬹 孭孳（孓孄 嬽 嬱嬰嬲）。孓嬭孒嬫的反应时间
为嬱嬰嬸嬷 孭孳（孓孄 嬽 嬸嬷）。孓嬭孒嬭的反应时间为嬱嬱嬱嬸 孭孳（孓孄 嬽 嬸嬰）。双因素（语义相关性×汉
语对译词首字重复情况）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统计结果显示，只有语义相关性的主效应显
著孛F 嬨嬱, 嬱嬹嬩 嬽 嬹.嬱嬴嬱, p 嬽 嬰.嬰嬰嬷, η2p 嬽 嬰.嬳嬲嬵孝。

4.5.2 脑脑脑电电电数数数据据据结结结果果果

图 嬴嬺 实验二脑电结果图

实验二嬸个电极点各自的孎嬴嬰嬰波幅（孅孒子）、孎嬴嬰嬰平均波幅（孎嬴嬰嬰 孁孭孰孬孩孴孵孤孥）和脑电
地形图（孔孨孥 孓季孡孬孰 孔孯孰孯孧孲孡孰孨孩孥孳 孯学 孎嬴嬰嬰）如图嬴所示。分析结果显示，语义相关性与汉语
对译词首字重复情况的交互作用显著孛F 嬨嬱, 嬱嬹嬩 嬽 嬴.嬵嬹嬴, p 嬽 嬰.嬰嬴嬵, η2p 嬽 嬰.嬱嬹嬵孝，语义相关性

的主效应也显著孛F 嬨嬱, 嬱嬹嬩 嬽 嬶.嬹嬰嬱, p 嬽 嬰.嬰嬱嬷, η2p 嬽 嬰.嬲嬶嬶孝。在对译词首字重复的情况下，

语义相关性差异显著孛F 嬨嬱, 嬱嬹嬩 嬽 嬹.嬳嬳嬰, p 嬽 嬰.嬰嬰嬷孝，其中，语义无关词对引发的孎嬴嬰嬰比语义
相关词对引发的孎嬴嬰嬰更负。然而，在对译词首字不重复的情况下，语义相关性差异则不显
著孛F 嬨嬱, 嬲嬹嬩 嬽 嬰.嬶嬷, p 嬽 嬰.嬴嬲嬳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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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讨讨讨论论论

实验二邀请了中英二语学习者作为被试，让他们运用本研究设计的书写形式判断任务来判
断前后出现的英语词对中的元音相邻情况。每种条件的正确率均在嬹嬰嬥 以上，保证了数据的有
效性。其中，在行为实验结果中出现了语义相关性的主效应。但是，在脑电结果中，语义相关
性与汉语对译词首字重复情况产生了显著的交互效应。并且，脑电结果显示，对译词的不同情
况对语义启动产生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对译词首字不重复的情况下，反映在孎嬴嬰嬰波幅上
的语义相关性差异不显著。而在对译词首字重复的情况下，反映语义相关性的孎嬴嬰嬰波幅则呈现
出了显著的差异。鉴于对译词这一隐性因素给语义启动带来的显著影响，本研究推测，实验二
中的被试在二语模式下对孌嬲词汇执行书写形式判断任务时，可能首先激活了孌嬲词汇在孌嬱中的对
译词，而这正是经由子孡孴孨嬭嬲（孌嬲->孌嬱）的激活路径。此外，当汉语对译词首字不重复时，该任
务对语义启动的抑制效果更加显著。

此外，通过对比对译词首字重复条件下的不同情况不难发现，在在对译词首字重复的情况
下，被试可能激活了共享的概念表征。但是，对概念表征的激活路径，是从二语词汇表征直接
到概念表征，还是从二语词汇表征到母语词汇表征再到概念表征，目前尚未可知。但值得关注
的是，在对译词首字不重复的条件中，被试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激活了概念表征。对比以上
两种情况，其变量不是二语词汇而是母语词汇。因此，本研究从推测，在对译词首字重复的条
件中，当被试在没有激活母语的词汇表征时，可能与对译词首字不重复的条件一样，也没有激
活概念表征。然而，当被试激活了母语的词汇表征之后，觉察到了对译词首字重复的特殊存
在，可能在此之后继续激活了概念表征。

为了解释实验中出现的再激活现象，本研究引入嬨孃孯孬孬孩孮孳 孡孮孤 孅孬孩孺孡孢孥孴孨嬬 嬱嬹嬷嬵嬩描述的语义
加工的扩散嬭激活理论进行分析。该理论认为，大脑中词汇记忆可以分为概念网络和词汇网络
（包括词汇的书写形式），并对激活过程进行了如下描述：当某个词汇被大脑处理时，它在大
脑中的激活则以递减的梯度沿着网络路径扩散。这种激活正如来自一个源的信号，它在向外扩
散过程中会逐渐衰减。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外界的刺激是一个变量，交叉的激活则需要触发到
一个具体的阈值。如果对不同来源的刺激求和，当交叉点的总和达到阈值时，大脑则可能重新
评估网络中产生交叉点的路径，再进行激活。基于此，本研究推测，在实验过程中，之所以在
对译词首字重复的条件下出现了词汇语义的再激活，可能是因为对译词首字重复这个条件对于
被试而言是在激活过程中发现的新变量，这个的新变量出现刺激了大脑重新评估网络中产生交
叉点的路径，从而进行再激活。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实验二中发现，当被试在识别词汇过程中执行书写形式判断任务时，
可能经由子孡孴孨嬭嬲（孌嬲->孌嬱）激活了母语词汇表征。

5 总总总结结结

本研究运用孅孒子技术在二语模式下观测到了二语学习者从孌嬲词汇到孌嬱对译词两条路径的激
活情况。在实验一中，被试执行的是英语语义判断任务。在实验二中，被试执行的是英语书
写形式判断任务。结果显示，在两种任务下，被试都可能激活母语词汇的对译词。此外，实
验一的结果证明了激活路径子孡孴孨嬭嬱（孌嬲->孌嬱）的存在；而实验二的结果则表明激活路径子孡孴孨嬭
嬲（孌嬲->孌嬱）的存在。该研究结果弥补了孂孉孁嬫和孂孉孍孏孌孁在描述词汇识别时在跨语言词汇激
活路径方面的缺失，给词汇识别过程中跨语言词汇激活路径的模型结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
且，研究发现，词汇识别过程中从孌嬲词汇表征到孌嬱词汇表征的激活路径与孒孈孍描绘的词汇产
出过程的激活路径类似。据此，本研究推测，尽管大脑在词汇识别和词汇产生过程中采用不同
的处理机制，但在跨语言词汇激活过程中，它们依然存在某些共通之处。这种共通之处是否与
心理词典和双语心理词典在大脑中的储存方式存在内在的联系，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总体而
言，本研究的实验结果也进一步印证了二语激活母语的跨语言现象嬨孄孥孧孡孮孩 孡孮孤 孔孯孫孯孷孩季孺嬬 嬲嬰嬱嬳嬻
孍孩孳孨孲孡 孡孮孤 孓孩孮孧孨嬬 嬲嬰嬱嬶嬻 孃孯孳孴孡 孥孴 孡孬嬮嬬 嬲嬰嬱嬷嬩。

近期，孄孩孪孫孳孴孲孡 嬨嬲嬰嬱嬸嬩 构建了一个跨语言词汇激活的计算模型孼孼 孍孵孬孴孩孬孩孮孫。作为跨语言
研究领域中语言认知与计算结合的重要成果，该模型集成了孒孈孍和孂孉孁嬫的基本理论，在单语
和双语词汇决策、单词命名和单词翻译生成等任务中模拟不同长度和频率的同源词和非同源词
的识别和生成。未来，囊括跨语言词汇激活路径的理论模型亦有望被开发成计算模型，将诸如
此类的模型理论转化为具体可实现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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