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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们普遍认为词语提取过程中大脑会共同激活多个候选词。这一结

论主要是从英语等重音语言的实证研究中得出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世界

上大多数语言都是声调语言，利用声调来区分词义。汉语等声调语言词性

提取的性质仍有待充分理解。例如，在普通话口语词汇识别过程中，音段

与声调的相对权重和时间以及声 

调在激活候选词汇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 

更复杂的是，许多讲声调语言的人是双语者。双语者在词语提取过

程中会同时激活两种语言的词汇，但是声调在双语的共同激活中起到什么

样的作用尚不清楚。例如，对于拥有两种声调系统的双语者来说，目前还

不清楚这两种声调系统在词语提取过程中是否会被共同激活并相互影响；

如果是，双语者又是如何解决潜在的词汇冲突的。 

因此，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词汇获取，有必要考虑声调在母语和二语

词汇获取中的作用。本论文旨在通过深入研究口语词汇的识别和生成过程

来填补这一空白。本论文重点研究了三类声调语言使用者：普通话母语者、

普通话-西安普通话双方言者以及普通话-英语双语者。同时重点调研了四

个关键问题：声调在普通话口语词汇识别中的作用；双方言口语词汇识别

中的声调干扰；声调在双语口语词汇生成中的激活；声调对双语者心理词

库的影响。 

本论文一共由六章组成。 

第一章介绍了要探讨的研究问题，并简明扼要地预览了后面各章的

内容。 

第二章旨在研究声调在普通话口语词汇识别中的作用。具体来说，

我们研究了音节、声母和韵母的作用，以及在普通话词汇加工过程中加工

音段和超音段信息的时间过程。在实验一和二中，以普通话为母语的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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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单音节普通话词同时看到四张图片。这四张图片包括了被听到的目标

词，目标词的语音竞争项，以及两个无关的干扰项。竞争项与目标词在

（无声调）音节、声母和声调、韵母和声调或声调上重叠。 实验 一和二

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听到目标词之前，听者有多长时间可以预览屏幕上的

图片。实验一和二的眼动结果都证实了（无声调）音节竞争项的强大竞争

效应。实验三通过调整声学线索中音段与声调信息的分歧点，研究了音段

与声调信息利用的时间过程。我们发现，不管是音段还是声调信息，分歧

点的早晚决定了竞争效应的大小和时间进程：分歧点越早，词汇竞争的干

扰作用越早。这表明尽管无声调的音节在词语识别起着主导作用，普通话

听者会在音段和声调信息可用时立即使用它们来限制词汇激活。 

第三章旨在加深对双方言口语词语识别中声调干扰的理解。具体来

说，我们研究了普通话和西安普通话双方言者的口语词语识别过程。我们

使用眼动跟踪视觉世界范式，让普通话和西安普通话双方言者听普通话或

者西安方言句子，并从屏幕上显示的四个汉字中识别目标词。这些汉字包

括目标词、两个不相关的干扰词和一个语音竞争项。在语音竞争者中，除

了与目标词至共享音段不共享声调的音段重叠干扰项外，还有在共享音段

和声调的跨方言同音竞争项，以及与目标词的方言翻译共享音段和声调的

跨方言翻译同音竞争项。我们假设，如果两个方言的声调系统都被激活，

那么跨方言同音竞争项和翻译同音竞争项将比音段重叠干扰项引发更大的

竞争效应；如果只有目标方言的声调被激活，音段重叠干扰项将引发最大

的竞争效应。听者的眼球运动表明，与跨方言同音竞争项和翻译同音竞争

项相比，音段重叠干扰项对受试者目光关注的干扰明显更大，这表明被试

的口语词语识别并没有被跨方言同音词干扰。这一发现标志着双方言和双

语语音处理的不同。基于这些发现，我们提出了一个双方言口语单词识别

的初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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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旨在通过研究普通话和英语的双语者在非声调口语产出中声

调的作用，探索声调在双语口语产出中的激活作用。具体而言，我们提出

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普通话和英语双语者在英语单词生成过程中同时激

活了普通话和英语名称，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声调是否被共同激活和利用？ 

在四个图片词语干扰实验中，普通话和英语双语者被要求在忽略普通话干

扰词的情况下说出英语图片的名称。根据干扰词与目标词的关系，本实验

共有以下四个实验条件：翻译条件，目标词的普通话翻译；声调共用条件，

其第一个音节与目标项翻译的声调和音段重叠；无声调共用条件，在其第

一个音节与目标项翻译的音段重叠；无关条件，与目标语及其翻译没有语

音或语义上的关联。实验结果发现，相对于无关条件，翻译条件明显加快

了英语图片命名的速度，而声调共用条件则明显抑制了这一过程。重要的

是，声调共用条件引起的命名潜伏期明显长于无声调共用条件，这表明在

英语口语词语产出过程中，汉语声调被同时激活。这些结果表明，普通话

和英语双语者在英语图片命名过程中不仅共同激活了对应的普通话翻译，

也共同激活了其声调。 

第五章旨在探讨声调对双语心理词典的影响。具体来说，我们询问

了普通话和英语双语者在非声调词语产出过程中，声调是否影响了音高加

工。采用图片词语干扰范式，我们请普通话和英语的双语者以及英语为母

语的单语者说出英语图片的名称，同时忽略同时播放的跨语言普通话同音

词。这些同音词要么具有降调（四声），要么具有升调（二声）。 我们假

设，如果声调确实会影响双语者在非声调第二语言中的音高表征，那么升

调与降调对英语图片命名的作用在汉语英语双语者和英语单语者之间应该

有所不同。结果显示，与无关条件相比，降调和升调汉语同音词都有助于

汉语英语双语者进行英语图片命名。最重要的是，普通话英语双语者在听

到降调同音词时的图片命名时间明显长于其听到升调同音词的时长，而英

语单语者则没有表现出这种命名模式。这一发现体现了汉英双语者与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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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语者在英语词语产出中音高感知的显著差异，为双语者两种语言在超音

段层面上的交互作用提供了证据。 

第六章回顾了本论文中每项研究的研究问题和主要结论。 

总之，本论文证明了声调在词汇获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普通话 

口语词语识别中，尽管音段音节具有优势作用，但一旦声调可用，就会被

及时用来限制词语激活。普通话双方言者能够调控声调引起的词汇干扰，

表明两种方言系统之间存在动态互动。在双语口语词语产出过程中，普通

话和英语双语者会自动激活其普通话翻译的声调。此外，普通话-英语双

语者和英语单语者在英语词语产出过程中的声调处理差异表明声调可能在

双语者的心理词典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总之，本论文通过实验证据证明了

声调在语言内和跨语言间词语识别与产出中的重要作用，加深了我们对词

语提取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