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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 1999 年进入老龄社会，老

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老龄化程度日

益加深。黄立鹤副教授的著作《老龄

化与老年语言学引论》从学术理论的

角度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对相关问题

的讨论，并辅以临床实践的应用概述，

为我国的老年语言学发展系统地指引

规划了一条清晰的路线。

老年语言学的兴起，与语言学学

科的自身完善、脑认知等相关科学的

发展、临床诊断与康复的实际需要以

及老龄化社会的社会背景等诸多因素

有关。为推进我国老年语言学的发

展，本书介绍了国际上老年语言学的

发展态势及学科知识体系的“一体两

翼”格局。“一体”是研究老年人语言

衰老与障碍的特征及机制，包括因正

常生理及认知老化导致的语言衰老及

罹患精神或神经退行性疾病导致的语

言障碍表现及机制研究。“两翼”分

别是研究和解决老龄社会中的各类语

言交际问题，以及研发延缓或改善老

年人语言能力退化的服务或技术。同

时，本书系统阐释了老年人在个体身

心衰老及老龄社会背景下的语言交际

特征、规律及影响因素，介绍了老年

语言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临床应用价

值及其与老龄社会治理的关系，突出

了老年人语用层面的研究内容及多模

态研究方法，并对发展中国特色老年

语言学提出了学科规划。笔者主要从

衰老与老年语言现象、多模态语言研

究方法、中国特色老年语言学三个角

度略谈本书的贡献。

衰老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

伴随年龄增长，除生理老化之外，认知

能力也会不断衰退，表现为老年人认

知加工时拥有的资源（包括工作记忆、

注意力、加工速度、执行功能等）减

少，同时也会产生心理变化。进入老

年阶段后，个体面临的语言问题主要

是生理性和病理性衰老导致的语言能

力退化与临床语言障碍，以及社会角

色变化造成的语言交际问题。由正常

衰老或其他原因诱发的语损称为“语

蚀”（language attrition），而由生理

或心理疾病导致的语言能力退化则是

“语障”（language impairment）。在正

常老龄的状态下，老年人的语音感知

能力的衰退会造成理解障碍，甚至进

一步导致产出障碍；在词汇层面，“舌

尖现象”即词汇提取困难是生活中常

见的退化现象，流畅性也会有所降低；

同时，老年人在产出认知载荷较高的

形态句法时会遇到困难，比如对复杂

程度高、使用频率较低的句法结构把

控能力下降；在语义层面，虽然过往认

为语义加工能力在年龄增长的过程中

保持相对稳定，但仍有一些研究表明

老年人在个体层面会出现语义密度下

降，语义启动效应也会受到影响；最

后，在语用话语层面，蚀失主要表现在

语篇理解预测、语篇产出离题啰嗦，语

篇衔接性和连贯性较差等方面。影响

语言的老年性疾病主要包括脑卒中、

认知障碍、帕金森病等。通常情况下，

脑卒中患者会由于左侧大脑损害产生

理解和运用语言符号的障碍，并且其

右侧运动技能的减弱会影响发音器官；

患有认知障碍（如阿尔茨海默病等）的

老年人会出现词汇提取困难和语义流

畅性受损等现象，一般认为与脑区受

损而导致相关机制错误有关；帕金森

患者主要面临的语言障碍问题包括由

运动障碍所导致的语音生成、构音困

难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在详细阐述老

年语言学的考察维度与研究方法的同

时，也凸显了作者研究团队秉持多模态

视角、基于多模态数据开展老年语言学

研究的特色。言语交际具有多模态本

质，不同的感知信息具有不同的神经机

制，因此，不同的多模态感官系统都有

自己的编码系统和处理方式。从老年

语言学角度来看，老年人会通过语调、

面部表情、手势等模态资源辅助情感表

达效果。例如，有研究者发现患有认知

障碍的老年人常常利用身体接触来发

起、加强和保持与他人的会话沟通。在

这一过程中，老年人积极使用和解释他

人的非言语行为，加强自我意识和维

持人格意识。本书还介绍了多模态视

角下的阿尔茨海默病老年人言语行为

研究，以实例分析展现了语用障碍的各

种表现与机制。这些分析给老年人语

言能力评估带来了新的启示，加深了对

多模态语用交际的理解。同时，本书还

提出了关于多模态语料库建设的问题

和规范，其中包含采集与转写和语料切

分、标注及建库，值得对此领域有兴趣

的学者学习与借鉴。正如作者在书里

指出的那样，虽然多模态语料库建设近

年来方兴未艾，但仍需解决在建设过程

中的数据统计、标注方案、加工效率等

诸多问题。

面对老年语言学在我国仍处于襁褓

阶段的客观现实，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

作者应当基于国情，探索中国特色的老

年语言学发展之路。本书倡导在研究老

年语言学这一独特领域的过程中，应加

强老年语言学学术思想、研究方法或技

术的创新，率先集中精力解决中国老龄

化进程加速背景下的各类实际问题，加

紧开展对母语是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的

老年人语言问题的研究。在此，笔者也

想谈论一下相关看法。首先，大多数认

知障碍的评估测试发源自西方，当中涉

及的文化和语言与中国相差甚远。西方

的测试通常借助于西方语言词汇和拉丁

字母以及西方人常见的意象。因此，对

中国社会而言，发明一套既与中国语言

和文化相融，又与西方的诊断测试结果

具有可比性的诊断方案至关重要。其

次，中西方文化中的非言语行为也存

在着诸多差异，通常认为西方人较中国

人的面部表情更为丰富，肢体语言也更

多，相同的手势或身体行为在不同的文

化下也可能会表达不同的含义。因此，

我国开展老年人语言的多模态研究，需

要关注不同文化的多模态内涵差异，充

分体现人文关怀与临床价值。

老年语言学是在世界人口老龄化

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诞生的，是语

言学等领域的学者对老龄社会及老年

个体语言问题的探究，旨在描写老年

人的语言现象，揭示语言蚀失机制并

服务于临床应用，切实提高老龄人口

生活质量，服务老龄社会发展和健康

中国建设。《老龄化与老年语言学引

论》构建了老年语言学的学科体系、研

究范畴、研究方法等，梳理了经典和前

沿领域，设置若干学术议题，并介绍了

常用的老年语言学研究方法，为广大

读者提供了立足语言学服务老龄社会

的多种路径，具有充分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长远来看，将老年语言学发展

为成熟的语言学分支离不开更具科学

性的研究，例如老年人语言衰退的神

经机制、大脑的功能性补偿与可塑性

发展等等。借助于脑成像、电生理、基

因检测等先进技术，建构人类大脑模

型和基因图谱，有助于提供人类认知

变化的新见解，日益接近进化的奥秘。

期待更多的学者关注老年语言学的建

设，让所有的生命阶段都富有意义，于

岁月感恩，护余下光阴。

（刘卓娅，香港理工大学语言、认

知与神经科学研究中心）

于岁月感恩，护余下光阴
——评黄立鹤著《老龄化与老年语言学引论》

刘卓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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