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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句子理解中语义分析

与句法分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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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个实验研究 了中文 句子理解中句法分析与语义分析的关系
。

实验 1 禾用

被试者 自控 阅读速度 的方法
,

要求被试者对每个 句子 (合理句或不合理句 )进行

语法判断
。

结果表明
,

在歧义词 (人W )和解歧词 ( D AW )上
,

合理 句 与 不 合 理

句的错误率存在显著差异
,
而反应时差异不 显著

。

实验 2 研究了语境对句子理

解的作用
。

结果表明
,

在有语境和无语境条件下
,

两 类句子在歧义词和解歧词

上 的反应时
,

均有明显的差异
。

这些结果支持 了句子理解 中句法与语义加工 的

弱相互作用模型
。

关键词
: 句法分析

,

语义分析
,

被试者 自控阅读速度
,

弱相互作用模型
。

心理学关于句子理解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句法分析过程
。

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

句法理论的影响下
,

许多研究探讨了句法分析中转换的作用
,

提出了复杂性派生理论 (M i卜

l e r ,

M e k e a m
,
s l o b i n 2 9 6 2 )

。

到了七十年代中 期
,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
,

复杂性派

生理论不足以解释各种实验的结果
,

而原来似乎支持这一理论的大多数实验结果不 能排

除语义因素的作用
,

很多结果用语义因素来解释显得更加 自然
。

由于这一认识
,

研究的重

点转向语义和语用因素在句子理解中的作用
,

尤其是语义分析和句法分析的关系
。

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句法分析的最终结果要受到语义因素的影响
,

同时语义的 作 用

表现在对每个短语甚至每个词的分析上
,

而不是在确定整个句子的结构之后才进行
。

但

是
,

对于语义分析如何影响句法分析的问题
,

研究者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

从七十年代

到现在这种争论一直没有平息
。

归纳起来
,

有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
。

一些研究者认为
,

句法

分析过程是
“

自主
”

的
,

它基于某些内在的原则进行
,

语义和语境的作用只是发生在最初的

结构建立之后
,

它提供这种结构在语义上是否合理的信息
。

这种理论敏称为
“

句法自主
”

理论
。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句法分析不是自主进行的
,

语义分析和句法分析之间存在着

相互作用
。

、

这种理论称为相互作用理论
。

根据语义和句法分析的相互作用的方式
,

这一

理论文可分为
“
强相互作用

”

理论和
“

弱相互作用
”

理论
。

前者认为
,

语义信息直接引导句法

分析
,

存在两种以上可能的分析时
,

语义和上下文决定着句法分析只能得出其中的一种结

丫
本文 子 19 9 2 年 7 月 1 5 日收到

。

本研究得到科学院认 知科学 开放实验 室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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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这种相互作用的方式计算起来极为复杂
,

甚至无法进行
,

所以多数研究者不赞成这种

理论
。

弱相互作用理论认为
,

存在两种以上可能的分析时
,

句法分析模块同时给出各种结

构分析
,

而语义信息的作用是在多种结构中即时地选择一种语义合理 的结构
。

为了解决这一理论争论
,

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
。

R ay en
r
等人 ( R ay en

r ,
C a r l -

son 和 F ar iz er ` 19 83 ) 在他们的实验中发现 : 语义的限制在句法分析的第一阶段是不起

作用的
,

因而支持了句法自主理论 〔̀ ’
。

而 cr
a in 和 tS e e dm a

n( 19 8 5) 的实验发现语义对句

法分析有影响
,

因而支持 T 相互作用理论 t “ ]
。

另外 T y l e r
等人 ( T y l e r 和 M a r s l e n 一

w i xs o n ,

19 77 ) 的研究也支持了语义对句法分析有即时的影响 t 3 1
。

C ar in 等人的实验虽然说明了语

义在句法分析中起作用
,

但他们采用的实验方法不能直接揭示对句子中的各个单词 的加

主情况
,

因而结论不能令人十分信服
。

本文拟以汉语句子为材料
,

考察语义因素对句法分析的影响
。

为了揭示对句子中各个

单词加工的情况
,

本研究采用了被试自控阅读速度 ( S
u b i

e e t s e l f一 P a e e d r e a d i n g )的方法
,

实验一采用句法判断作业
,

实验二采用阅读理解并回答提问的作业
。

实 验 一

一
、

方法

1
.

被试
:

28 名北京师范大学 90 级本科生
,

随机分为两组
,

每组 14 人
。

2
.

实验材料
: 两组成对的实验句

,

每组由 10 个中文句子构成
。

每一对句子
,

除主语

不同之外
,

其它词完全相同
,

如句 ( 1) 和句 (2 )
:

( 1) 董事长解雇了李经理十分信任的一个工人
。

(2) 车间主任解雇了李经理十分信任的一个工人
。

二
;

. .

1

每个实验句都 包含暂时的结构歧义
。

在第一个动词之后的名词既可解释为直接宾语
,

也可解释为宾语 的修饰成分
,

这个名词称为结构歧义词
:
如句 (劝和句 (2 ) 中的 `李经瑾

· ;

歧界词 之后是解歧词
,

它能消除歧义
,

如句 (1 )和句 (2 ) 中的
“

十分
” 。

在第一组实验句中
,

句子的主语使得将歧义词作为宾语在意义上是合理的
,

如
“

董事长解雇了李经理
”

在语 义

上是合理的
,

我们将第一组实验句称为合理句
。

在第二组实验句中句子的主语使得将歧

义词作为宾语在意义上不合理
,

如
“

车间主任解雇了李经理
”

称为不合理句
·

所有的实验句

的句型都和句 ( z ) 和句 ( 2 ) 的句型相同
。

在两组实验句中掺入 50 个相同的干扰句
,

每两个实验句之间至少有 3个干扰句
。

干

扰句的句型有多种
,

并且有一半为长句
,

一半为短句
。

加入干扰句是为了避免被试熟悉实

验句的固定句型
。

.

由于是句法判断作业
,

所以 50 个干扰句中有 20 个句子含有语法错误
。

语法错误包括词序错误
、

句子成分缺失
、

词性错误
、

多余成分等多种类型
。

语法错误一部

分发生在句子中部
,

一部分发牛在句子尾部
。

这样设计是为了避免被试在进行语法判断
时采用某种固定的策略

。

3
.

实验程序
:
一组被试阅读包含合理句的 60 个句子

,

另一组被试阅读包含不合理句

的 6 0 个句子
。

阅读采用被试 自控阅读速度的方法
,

实验在东海 2 86 型 微型计 算机上进

行
。

句子在监示器屏幕上呈现
,

被试每按一沐 L 键
,

就会出现一个单词
。

句子从左 到右呈
’

现
,

每个单词出现后仍保留在屏幕上
。

若被试热人键
,

或句子最后一个单词出现超过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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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计算机进行清屏
,

句子从屏幕上消失
。

要求被试对每个句子进行语法判断
,

指导语如

下
: “

请你在屏幕上阅读中文句子
,

阅读是由你自己控制的
。

你每按一次 L 键
,

就会出现

一个单词
。

要求你在每次按 L 键看到一个新的单词时判断句子到此为止是否在语法 上仍

然正确
,

是否出现了语法错误
。

如果发现语法错误则按 A 键
,

打断句子呈现 ; 如果认为没

有语法错误
,

则继续按 L 键
,

看下一个单词
。

请按你的正常阅读速度阅读
” 。

微机自动记录被试在每个句子中对每个单词所按的键和对每个词的判断时间
,

判断

时间就是反应时
。

二
、

结果与讨论

这里我们只关心被试对歧义词和解歧词的反应情况
。

表 1 列出了两组被试在歧义词

和解歧词上句法判断的错误率和反应时
。

表 1 歧义词与解歧词的语法判断错误率和反应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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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看到
,

在歧义词上
,

合理句的错误率低于不合理句
,

差异显著 (t = 一 .2 94
,
P <

.

0 1 )
,

而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t = 一 .0 78
,
P >

.

0 5 ) ; 在解歧词上
,

合理句的错误率高于不合

理句
,

差异显著 (t 二 .2 4 1
,
P <

.

05 ) ,合理句的反应时也高于不合理句 ( t = 2
.

1 1
,
P <

.

05)
,

差异也显著
。

根据句法自主理论
,
不论是在合理句还是在不合理句中

,

被试都会对歧义词作同样的

分析
,

即把它当作第一个动词的直接宾语
,

合理句和不合理句的主语所提供的不同的语义

信息不起作用
,

只有在读到解歧词时才发现和原来的分析不匹配
,

这样不合理句和合理句

一样都需要更改原来的分析
。

因此
,

不论是在歧义词上还是在解歧词上
,

合理句与不合理

句的反应时和语法判断错误率都应当没有差别
。

这种预测与我们的实验结果是矛盾的
。

按照弱相互作用的观点
,

被试读到歧义词时
,

句法分析模块同时给出两种分析
,

一种

将其作为主要动词的宾语
,

一种将其作为宾语的修饰成份
。

由于主语提供的语义信息的

作用
,

对合理句选择前一种分析
,

对不合理句选择后一种分析
。

这样
,

在歧义词上
,

合理句

和不合理句的语法判断错误率和反应时都应当没有差别
。

但在合理句中
,

由于被试对歧

义词的最初分析是错误的
,

以后读到解歧词时需要更正
,

所以在解歧词 上合理句的反应时

和错误率应该比不合理句高
。

实验一的结果和这一预测基本吻合
,

只是在歧义词上不合

理句的错误率高于合理句
。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
,

实验一的结果基本上支持了弱相互作用理论
,

即句法分析子系

统给出了所有可能的分析
,

而语义信息使得在各种分析中作出即时的选择
。

但弱 相互作

用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实验一的结果
,

即为什么在歧义词上两类句子的错误率有显著差异
,

对此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做进一步的分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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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
,

不同句型结构的使用频率是不同的
,

一些结构比另一些结构的使用频率高

( T a y l o r a n d T a y l o r 1 9 8 3
,

G o l d m a n 一 E i s l e r a n d C o h e n 1 9 7 0 ) [4 ]
。

这样
,

我们可以假

定
,

由句法分析模块同时给出的各个分析在权重上可能不同
,

结构的使用频率高
,

其权重

也大
。

如果一种分析的权重较大
,

即使它和语义信息矛盾
,

结果也可能被选中
。

在本实验

材料中
,

歧义饲作宾语比作宾语的修饰成分使用频率高
,

在分析中的权重较大
,

因而前者

被选中的可能性较大
。

在不合理句中
,

从语义上看
,

把歧义词当成宾语是不合理的
,

但由

于其权重大
, 和语义信息竞争

,

因而有时也可能被选中
。

此时被试发现语义错误
,

却误以

为是句法错误
,

结果导致在不合理句中对歧义词的判断错误率较高
。

弱相互作用理论没

有区分同时给出的各种分析的权重
,

因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不合理句中对歧义词的 句法

判断的错误率高于合理句
。

这里我们引入了分析权重的概念
,

考虑到分析权重与语义信

息的相互竞争
,

对弱相互作用理论作了一点补充
。

实验一采用逐词语法判断作业
,

这有利于直接研究句法分析的过程
。

但这种作业与人

的正常阅读差别较大
,

由此得出的结论还需用其他方法进行验证
。

为此
,

我们进行了实验

二
。

实验二仍采用被试自控阅读速度的实验方法
,

但被试的作业改为逐词 阅读并 回答提

问
。

除进一步考察语义分析和句法分析的关系外
,

实验二还探讨了语境对 句法分析的影

响
。

实 验 二

一
、

方法

1
.

被试
:

48 名北京师范大学 90 级本科生
,

随机分为 4 组
,

每组 12 人
。

2
.

实验材料
:
本实验为 2 x Z 的被试间设计

。

实验材料分 4 组
,

每组 10 个 中文句

子
。

其中两组句子和实验一中的两组实验句相同
,

它们构成无语境条件下的语 义合理句

和语义不合理句 ; 另两组句子是复合句
,

分别 由前两组实验句加上语境句构成
,

一组为有

语境条件下的合理句
,

如句 (3 )
,

另一组为有语境条件下的不合理句
,

如句 ( 4 )
。

(3 ) 不称职的工人可以被解雇
,

董事长解雇了李经理十分信任的一个工人
。

(4 ) 不称职的工人可以被解雇
,

车间主任解雇了李经理十分信任的一个工人
。

每组实验句均掺入 4 0’ 个干扰句
,

每两个实验句之间至少间隔三个干扰句
。

前两组实验句

的干扰句为单句
,

后两组实验句的于扰句为复合句
,

由两个子句构成
。

干扰句的句型不同
,

长短也各不相同
。

各个句子都有一个检查句
,

其意义或是和原句相符合
,

或是不符合
。

例

如句 ( i )
、

( 2 )
、

( 3 )
、

( 4 )的检查句皆为
:
一个工人被解雇 T

。

它和原句意义相符合
。

加入检查句是为了保证被试在阅读原句子时确实理解了原句

的意义
。

3
.

实验程序
:
要求被试阅读并理解句子

,

阅读采用被试自控阅读速度的方法 (同实验

一 )
,

按 L 键呈现单词
。

指示被试按正常速度阅读
。

每读完一个句子后屏幕上 自动呈现一

个检查句
,

要求被试判断它和原句在意义上是否一致
。

如果一致则按 L 键
,

不一致则按 A

键
。

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阅读每个单词的时间 (即反应时 ) 以及对检查句的判断
。

二
、

结果与讨论

这里我们只关心被试在歧义词和解歧词上的反应时
。
表 2给出了在各种实验条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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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歧义词和解歧词的平均反应时
。

图 1 和图 2分别为歧义词和解歧词反应 时的 图形 表

不
。

.

表 2歧 义 词 与 解 歧 词 的 反 应 时 (毫秒 )

语 境
歧 义 词 解 歧 词

语义合理 语义不合理 语义合理 语义不合理

无 }
7 7 5

有 1 67 2

6 1 1

6 3 7

7 17

6 3 1

5 3 2

万6 0

语义合理

尸一一一一一
心语义不合理

蓄侧喊

一一
沪

产习 语义不合理

训700660800
盆目以

无 有 语境

图 1 歧义词反应时

语境

图 2解歧词反应 时

方差分析表明
,

在歧义词上
,

合理句的反应时高于不合理句
,

语义因素的作用显著
,

F ( 1
,

44 ) = 4
.

92 7
,

少<
.

05
。

这一结果与实验一的结果不一致
。

语境的作用不显著
,
F ( 1

,

4 4 ) =
.

4 8 6
,
P >

.

0 5
,

语境和语义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
F ( 1

,
4 4 ) = 1

.

8 0 7
,
P >

.

0 5
。

在解歧

词上
,

合理句的反应时也高于不合理句
,

语义的作用非常显著
,
F ( 1

,

44 ) = .7 6 98
,
P <

.

0 1
,

这一结果与实验一结果是一致的
。

而语境作用不显著
,
F (1

,
4 4 ) 二 0

.

2 6 3
,
P >

.

0 5
,

交互作

用效果也不显著
,
F ( i

,
4 4 ) = 1

.

6 2 9
,
p )

.

0 5
。

按弱相互作用理论
,

在合理句中被试读到歧义词时会将其解释为宾语
,

这样完成了一

个句子
,

因而需要对句子进行整合
,

而在不合理句中
,

句子未完成
,

整合没有进行
,

因而在

合理句的歧义词上可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停顿
。

实验结果表明
,

在歧义词上合理句比不

合理句的反应时长
,

是与这一理论吻合的
。

在实验一中
,

合理句和不合理句在歧义词上的

反应时无差异
,

这是因为作业的不同
。

实验一的作业是语法判断
,

不需要进行句子的语义

整合
,

因而在歧义词上两类句子没有差别
。

另外
,

根据弱相互作用理论
,

由于被试对合理

句中的歧义词作了错误的分析
,

在解歧词上需要更改原来的分析
,

因而在解歧词上的反应

时较长
,

这与实验结果也是一致的
。

由此可见
,

本实验进一步支持了弱相互作用理论
。

如果语境句对句法分析起作用
,

那么语境在合理句中应当引导被试得出正确的分析
,

使被试在歧义词和解歧词上的反应时缩短 , 另外
,

由于语义信息本身提供了正确的选择
,

语境句不应对不合理句产生影响
。

由此可见
,

语境的作用应当表现为语境和语义 之 间的

交互作用
,

但实验发现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

这似乎表明语境对句法分析不起作用
,

但

仔细分析实验结果可以看到
,

不论是在歧义词还是在解歧词上
,

语境和语义都存在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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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倾向
。

如在歧义词上
,

合理句有无语境的反应时相差 83 m “ ,

而不合理句只差 28 m s( 见

表 2 )
,

从图 1 上也可以看出语境和语义有交互作用的倾向
。

在解歧词上也有类似的结果
。

可见
,

仅仅根据本实验中交互作用不显著即认为语境对句法分析不起作用是不慎重的
,
对

语境的作用需进一步开展研究
。

如果加强语境的提示作用
,

则语境的作用可能会显 示 出

来
。

总 的 讨 论

我们以中文句子为材料考察了语父分析和句法分析的关系
,

在我们的实验中
,

暂时的

结构歧义是 由名词引起的
,

而在国外的研究中结构歧义往往由动词引起
。

我们选
.

择这种

句子主要是考虑到中文的一些特点
,

如中文的动词没有形态变化
,

中文句子具有左修饰的

特点
,

这与英文是不同的
。

另外
,

国外的研究者在语义分析和句法分析上虽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
,

但结果往往相互矛盾
,

因此有必要结合我们的实验对问题作一全面的分析
。

rP
a iz e r

等人认为
,

句法分析最初是自主进行的
,

不受语义的影响
。

句法分析遵循最

简附着原则 (M i n im a l A t t a e h m e n t P r i n c i p l e )
。

当一个结点 (单词或短语 )存在多种可能

的分析时
,

人们倾向于在这一结点和已建构的部分短语表示 (P
a r t i al p h r a s e m a r k e r )中

间插入最少的结点
。

如在句 (5 ) 中
:

( 5) T h e h o r s e r a e e d P a s t t h e b a r n f e l l
。

被试倾向于将
r a c “ d 当作主句的动词

,

而不是当作简缩的 (
r e d u c e d) 定 语从句的动 词

。

F r a z i e r
等人认为

,

这是由于句法分析遵循着最简附着原 则
。

(见 F r a z i e r , 1 9 7 5 , F r a z i e r

和 R a y n e r ,
1 9 8 2 ; F r a z i e r ,

1 9 8 7 )
。

F r a Z i e r
等人进行的一系列实验支持 T 句法自主理论

。

但是句法自主理论不能解释我们实验的结果
。

按最简附着原则
,

实验句中的歧义词

都应解释为宾语
,

这样在合理句和不合理句中被试对歧义词和解歧词的分析应当没有差

别
,

这 一预 测 和我们两个实验的结果矛盾
。

我们的实验结果支持了 rC
a in 等人提 出的

弱相互作用理论
。

C ar in 等人认为
,

被试对一些句子的分析之所以表现出服从 最 简附着

原则
,

是因为所谓的中性语境实际上并非中性
,

如在句 (5 )中
,

由于没有语境提示存在一群

马
,

因而倾向于将
r “ “ “ d 作为主要动词而不是宾语 从句 的 动 词 (见 rC

a in 和 tS
e e d m a n ,

1 9 8 5 ; A l t m a n 和 S t e e dm a n , 1 9 8 8 )
。

C r a i n 和 S t e e d m a n 1 9 5 5 年的实验表明
,

语义信息和

语境都影响被试对句子的语法是否正确做判断
。

C r a in 等人的实验采用的是 R S v P 方法
,

测量的是语义和语境对句法分析最终结果的作用
,

而我们的实验采用被试自控阅读速度

法
,

发现语义不仅对句法分析的最终结果有影响
,

而且能即时地影响到对歧 义部分 的 分

析
。

某些研究者认为 R S v P 方法不适合于研究句子理解过程
,

如 lC if t on 等人 (见 lC i f -

t 。 n 和 F e r r e i r a ,
1 9 5 9 )

。

F e r r e i r a 和 C l i f t o n ( 1 9 5 6 ) 用眼动记录的方法
,

记录了被试在歧

义部分的眼动情况
,

结果发现
,

语义和语境的限制并没有改 变眼动的模式 61[
。

由此
,

他们

对弱相互作用理论提出了质疑
。

但在 另一项研究中
,
T ur

e s w el l 等人 ( 1 9 8 9) 使用了更强的

语义限制和眼动记录方法
,

却得到了支持弱相互作 用 的 结果
。

另外
,
s切 w e

和 C uP p les

( 1 9 8 9) 用被试自控阅读速度的方法进行实验
,

得出了和我们实验类似的结果
。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到
,
语义分析是否起作用依赖于一系列的条件

,

如作业的性质
、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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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限制的强度等
。

在实验一中
,

我们假设在语义信息和与之矛盾的权重较大的句法结构

分析之间存在着竞争
。

利用这一假设
,

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在 R ay ne
r
等人 (1 9 8 3) 和 eP

r -

er ir a
等人 ( 1 9 8 6) 的实验中没有发现语义信息的作用

。

在他们的实验材 料中
,

导致错误

的结构分析的权重较大
,

而导致正确分析的语义信息较弱
,

两者竞争的结果是前者占了优

势
,

因而表现出服从最简附着原则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语义信息对句法分析过程的作用是即时的

,

对每

个子句
、

短语直至每个词的分析都受到语义限制的影响
。

句法分析子系统对每个词 的分

析都同时给出所有可能的结构
,

但各种结构的权重可能不同
。

语义的作用是在各种结构

中选择一个与之匹配的最佳结构
,

而这种选择可能受权重大的结构的干扰
。

语境也可能

对句法分析过程有影响
,

但这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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