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3 卷 第 2 期 
Vol.33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2 0 1 7年 2 月 
Fcb.2017

论程式语的整存整取观

李更春

(泰 州 学 院 外 国 语 学 院，江 苏 泰 州 225300) *

摘 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程式语的心理表征与加工已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些研究基于某类

程式语显著的加工优势，或某些理论假设，得出 “程式语整存整取”的结论。然 而 ，通过对程式语整存整取观理论内

涵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些研究的设计只能考察程式语的加工速度，不能回答程式语是否整体存储与提取的问题。

未来研究应通过适当的实验范式，明确程式语的加工是否涉及对其成分单词的通达和句法和语义的分析，并据此

确定程式语是否整存整取于心理词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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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程式语已成为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所探讨的一个热点话题。研究表明，在本 

族语者的自发话语中，程式语要占到1/ 3到 1/ 2之多[1 2]。程式语有助于说话者的流利性[3]，促进实时交流 

的进行，减少对工作记忆的负荷[]。

关于程式语的术语及定义，学界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据统计，学者们用来指称程式语的术语多达57 

个[5]。其中，“程式语”（〇miulaic language/sequenccs)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术语之一。所谓程式语指的是“一 

个由单词或其它成分组成的连续或非连续的序列，该序列是（或看起来是）预制的，即在使用时是从记忆中整 

体提取或存储的，而不是通过语法生成或分析的。”[5]9该定义强调了程式语的两大属性，即程式语的多词属 

性和整存整取的加工特点。虽然它指明了程式语的心理语言学特征（即整体存储、整体提取），但也为其判别 

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如何判定程式语是整体存储并在使用时整体提取于心理词库中呢？本文拟就程式语整 

存整取观的理论内涵进行分析，并就以往相关的研究展开讨论，目的是认清已有研究的不足，为将来进一步 

研究打下一定的基础。

一、程式语的整存整取观及相关研究

在 Alison W a y 看 来 ，程式语是（或看起来是）“从记忆中整体提取或存储的，而不是通过语法生成或分 

析的”[5]9,其行为类似于单个语素[6]12。持有类似观点的并非仅 Alison W ra y—人 。在 W a y 的 《 Formulaic 
Language and th cL cx ico n》出版之前，尤其是该专著出版以后，许多研究者都提出，各类程式语是以整体形 

式存储与加工的[3][7 9]，但他们均对“整体存储与加工”这一概念缺乏明确的描述。

实际上，W a y 的定义[5 6]意味着，程式语是作为一个整体被理解和产出的，不涉及对其单个成分（indi
vidual component) 的通达或分析 。换句话说， 这种定义假定 ，程式语的表征与加工不受其单个成分的词汇 

的、语义的或句法属性的影响。举例来说，当我们遇到像 bad w eather这样高度复现的短语时，我们不尽然 

要从心理词库中激活或通达该短语的单个成分（即 b ad和 weather) , 而 是 将 bad w eather作为一个整体的， 

类似于语素的单位来处理或加工。

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基于不同方法，对“程式语是否整体存储与加工”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与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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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Underwood等人使用眼动跟踪技术研究了习语的在线加工，结果显示，在阅读过程中，习语的末尾词与 

出现在非习语语境中相同的词相比，得到注视的次数较少（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皆如此），注视的时间较短 

(仅就本族语者来说 ) [ 0 ] 。 J iang和 Nekrasova通过两项在线语法判断任务发现，英语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 

者对三、四词词束（如 the fact is)的反应比非词束（如 in your case)更 快 、更准确。据 此 ，研究者认为，程式语 

是以整体形式识别的，无须进行全面的句法分析[11]。在一项自定步速阅读实验 （ self — paced reading) 中， 

K i m 和 K im 研究了短语频率对二字动词加工的影响（如 find out, sort out)。与以上研究类似，该研究的结 

论是：高频多字动词是作为未经分析的单位存储的[12]。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应用语言学家（包括语料库语言 

学家）都认为，程式语“根本上是一个心理学概念”[13]，程式语整体存储的观点是一个在心理学领域提出的 

“心理语言学论断”[14]13°，但遗憾的是，他们本身并不重视引用心理语言学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例 如 ， Kim 
和 Kim[12]X 引用了 一篇发表在 《 Brainand Language》这 本 心 理 学 期 刊 上 的 程 式 语 研 究 论 文 ，即 Sosa &  

MacF arlane(2002)[ 5 ,而 没 有 引 用 近 几 年 发 表 于 心 理 学 期 刊 上 的 论 文 18]。再 如 ，Millar[14]虽然自称采用 

心理语言学视角，但也没有引用以上任何论文，甚 至 包 括 Sosa &  MacFarlane (2002)[13]这样早期的研究论 

文 ；而最近 Edmonds(201 4)[19]发表于 《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上的论文所引用的心理语言 

学文献也过于单薄。虽然程式语的在线加工是心理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研究领域近期的一个研究热点，但该 

领域的研究依然较少。由于此类研究相对较新、较 少 ，再加上程式语“根本上是一个心理学概念”13]7，研究 

者就更须熟悉并引用已有的研究成果，这不仅包括自己领域的研究成果，还包括相近领域（如心理语言学和 

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此外，有些研究者认为，仅（书面）语料库研究就可提供程式语整体存储的证据[20]。然而，正 如 Durnrnt指 

出的那样，“语料与心理的关系至多可能是一种间接的关系。”[21]132Durrant和 Siyanova — Chanturia进一步强调， 

那些试图得出心理语言学结论的语料库研究，其依据的理论假设常无定论，因此，这些结论应被视为试探性的； 

我们应避免在没有深人探讨的情况下，自动地将语料库发现的所有模式都归因到某些心理的特征上来[22]。

综上所述，研究者要么根据某类程式语显著的加工优势，要么基于某些理论假设，得出“程式语是整体存 

储的”结论。然而，这种加工优势本身并不能证明程式语一定是整体存储的。虽 然 Underwood等人[10]、 

J ia n g和 Nekrasova[11]、Millar[14]、K i m 和 幻 1̂ 12]都自称发现了程式语整体存储的证据，但其研究设计首先 

来说就无法回答程式语是否整体存储的问题。一方面，以上研究没有探讨程式语中单个成分的激活问题；另 

一方面，其研究设计回答的是程式语相对于匹配的控制短语的加工速度问题。这种加工优势只能说明，程式 

语的加工（即理解和产出）快于控制短语，即程式语加工的自动化程度高于控制短语。然 而 ，从这种优势的本 

身并不能直接得出程式语整体存储的结论。

二、程式语整存整取观的理论分析

如前所述，以往多数研究仅根据程式语加工速度（有时也包括判断正确率)上的优势，便得出程式语整存 

整取的结论。虽然事实可能确实如此，但这种推断在逻辑上是不甚严密的，且在我们看来至少存在如下的一 

些问题。

首先，仅凭程式语的加工优势并不能直接得出其一定是整存整取的结论。这是因为，这种加工优势可以 

由其他因素而产生。一般来说，程式语的使用频率高于控制短语，且程式语成分单词间的过渡概率（tra n s- 
tional probability)大于非程式语单词间的过渡概率，这种高频性和高过渡概率将导致程式语可预测性的增 

加 。也就是说，受试在加工程式语的部分单词后就能准确预测其剩余部分，进而缩短了其加工的时间，表现 

为程式语加工速度的提升。

其次，整存整取意味着语言使用者在加工（理解和产出）程式语时无须渐次通达其单个成分，而能绕开对程 

式语部分单词的识别、句法的分析和语义的整合等过程，从整体上将其与心理词库中的某个词条进行匹配，或 

根据某表达意图从心理词库中整体提取某程式语，而非根据语法规则将其成分单词进行拼装组合。程式语的 

整存整取将加速语言理解和产出的过程，表现为其相对于控制短语的加工优势，但从加工优势本身并不能推断 

程式语一定是整存整取的。换句话说，程式语的加工优势是其整存整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再次，理论上说，程式语的存取模式存在四种可能，即整存整取、零存零取、整存零取和混合存取。以往 

多数研究仅考虑了前两种可能性，且只考察了程式语的存储模式，并据此得出程式语整存整取的结论。换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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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说 ，先 前 研 究 仅 凭 语 言 输 人 条 件 下 受 试 所 表 现 的 程 式 语 “整 存 ”模 式 就 认 定 程 式 语 “整 存 ”且 “整 取 ”，这 是 不  

无 问 题 的 。 我 们 认 为 ，“整 存 ”并 不 一 定 意 味 着 “整 取 ” 而 “整 取 ”则 一 定 意 味 着 “整 存 ”。 所 以 ，要 想 明 确 程 式  

语 的 存 取 模 式 ，我 们 或 许 就 要 考 察 在 语 言 产 出 （包 括 书 面 和 口 头 产 出 ）条 件 下 受 试 对 程 式 语 的 加 工 模 式 。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程 式 语 的 存 取 模 式 并 非 一 成 不 变 ，而 是 会 随 语 言 使 用 者 的 个 体 特 征 （如 年 龄 、性 别 、阶 层 、受 教 育  

程 度 等 ）的 不 同 而 发 生 变 化 。 因 此 ，探 讨 不 同 人 群 （如 不 同 水 平 的 二 语 学 习 者 和 本 族 语 者 ）对 程 式 语 的 存 取 模  

式 或 许 更 有 理 论 和 实 践 价 值 。此 外 ，有 些 程 式 语 的 存 储 和 提 取 可 能 会 呈 现 出 混 合 模 式 ，这 种 可 能 性 在 以 往 研  

究 中 并 没 有 得 到 必 要 的 考 虑 。例 如 ，就 习 语 的 加 工 来 说 ，C u t t i n g 和 P o c k [23]提 出 的 “混 合 加 工 模 型 ”认 为 ，在 

习 语 理 解 中 ，习 语 及 其 成 分 单 词 同 样 起 作 用 。在 心 理 词 库 中 不 仅 存 在 习 语 整 词 的 语 义 和 句 法 节 点 ，也 存 在 其  

成 分 单 词 的 语 义 和 句 法 节 点 。在 理 解 过 程 中 ，既 存 在 自 下 而 上 的 （b o t t o m — u p )成 分 单 词 的 语 义 和 句 法 节 点  

的 激 活 ，也 存 在 自 上 而 下 的 （ top — d o w n )习 语 整 词 的 语 义 和 句 法 节 点 的 激 活 。

W a y 也 承 认 ，习 语 加 工 研 究 的 结 果 并 不 支 持 其 整 体 存 储 与 加 工 的 观 点 [6]。 为 此 ，她 提 出 了 一 种 习 语 加  

工 的 模 型 ，认 为 它 “对 习 语 是 如 何 加 工 的 难 题 提 供 了 一 种 解 决 方 案 ”[6]0。在 该 模 型 中 ，习 语 加 工 实 验 的 结 果  

被 解 释 为 “对 形 式 的 人 为 的 接 触 ”[6]32。 也 就 是 说 ，W r a y 认 为 ，如 果 我 们 要 求 受 试 在 脱 离 交 际 背 景 的 情 况 下  

阅 读 或 听 辨 习 语 的 话 ，那 么 他 们 处 理 习 语 的 方 式 自 然 就 不 同 于 其 在 更 为 真 实 的 语 境 下 处 理 习 语 的 方 式 （如 在  

会 话 或 阅 读 时 ）[6]。然 而 ，有 必 要 指 出 的 是 ，在 多 数 心 理 语 言 学 实 验 中 ，受 试 并 没 有 被 给 予 关 于 研 究 设 计 或 研  

究 目 的 的 任 何 信 息 （至 少 在 实 验 前 ），因 此 受 试 并 不 了 解 研 究 人 员 对 实 验 将 进 行 什 么 样 的 控 制 。 此 外 ，按 照 惯  

例 ，此 类 实 验 往 往 包 含 大 量 的 干 扰 项 （填 充 词 ），以 确 保 受 试 注 意 不 到 实 验 刺 激 的 存 在 。 W a y 也 对 实 验 操 作  

程 序 持 怀 疑 态 度 ，认 为 其 鼓 励 受 试 采 用 分 析 性 策 略 ，因 此 有 可 能 测 量 不 到 整 体 加 工 效 应 [5]。虽 然 事 实 可 能 如  

此 ，但 我 们 认 为 一 个 缜 密 的 研 究 设 计 和 敏 感 的 研 究 方 法 （例 如 眼 动 跟 踪 实 验 、E R P 技 术 等 ）可 以 克 服 很 多 与  

实 验 室 环 境 相 关 的 问 题 。再 者 ，我 们 也 只 能 通 过 仔 细 设 计 的 实 验 性 操 作 来 研 究 与 心 理 词 库 相 关 的 问 题 ，如 程  

式 语 的 加 工 及 其 整 体 存 储 与 提 取 等 。

最 后 ，就 程 式 语 本 身 来 说 ，它 是 一 个 涵 盖 较 广 的 范 畴 ，至 少 包 括 习 语 、言 语 程 式 （ sp e ech f o r m u l a s ) 、词 束  

( l e x i c a l b u n d le s) 、语 法 构 式 和 各 类 搭 配 等 。各 类 程 式 语 在 成 分 词 的 数 量 、使 用 频 率 的 高 低 、形 式 的 固 定 性 、 

语 义 的 完 整 性 和 透 明 度 或 单 词 联 结 强 度 上 存 在 较 大 的 差 异 ，应 加 以 区 别 对 待 ，而 不 应 过 度 概 括 ，以 偏 概 全 ，忽 

略 不 同 程 式 语 的 个 性 与 差 异 。此 外 ，同 类 程 式 语 的 内 部 也 并 非 完 全 同 质 。例 如 ，就 词 束 来 说 ，少 数 词 束 具 有  

相 对 完 整 的 结 构 和 语 义 ，而 大 多 数 词 束 则 桥 接 两 个 结 构 单 位 ，形 式 不 完 备 ，语 义 不 完 整 ；就 搭 配 来 说 ，有 的 搭  

配 的 形 式 相 对 固 定 ，而 有 些 搭 配 则 允 许 其 成 分 单 词 一 定 范 围 的 可 变 性 。 因 此 ，在 考 查 某 类 程 式 语 的 加 工 时 ， 

应 充 分 考 虑 以 上 因 素 对 该 加 工 模 式 的 影 响 。

三、结语

程 式 语 加 工 研 究 近 1 0 年 来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进 展 ，得 出 的 研 究 结 论 也 较 为 一 致 ，即 程 式 语 整 体 存 储 在 心 理  

词 库 并 提 取 于 心 理 词 库 中 。然 而 ，通 过 对 这 种 整 存 整 取 观 理 论 内 涵 的 细 致 分 析 ，我 们 发 现 ，以 往 多 数 研 究 的  

实 验 设 计 无 法 回 答 “程 式 语 是 否 整 存 整 取 ”这 一 关 键 问 题 。未 来 研 究 应 通 过 适 当 的 实 验 范 式 ，重 点 考 察 “程 式  

语 加 工 中 其 单 个 成 分 是 否 依 次 得 到 激 活 ”，“单 词 频 率 是 否 影 响 整 个 程 式 语 的 加 工 ”，或 “程 式 语 的 成 分 单 词 是  

否 可 以 改 变 而 不 影 响 其 整 体 加 工 ”等 具 体 问 题 。 唯 有 如 此 ，我 们 才 能 明 确 程 式 语 的 加 工 是 否 涉 及 对 其 成 分 单  

词 的 渐 次 通 达 和 句 法 和 语 义 的 分 析 ，并 据 此 确 定 程 式 语 是 否 整 存 整 取 于 心 理 词 库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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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olistic Storage and Retrieval of Formulaic Sequences
L I  Geng  一 chun

(School of Foreign L angu ages ,  Taizhou U n iv e rs ity ， Taizhou J ia n g su，2 2 5 3 0 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 n tu ry ，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form u

laic sequences (F S s  hereaft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psycholinguistics. Based on their appa--  
ent processing ad v antag es ， or even some theoretical assu m p tio n s， previous research has come to the con

clusion that F S s  are holistically stored in and retrieved from the mental lexicon. It is fou n d， h o w ev er， 
through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intension of this v ie w， that the research designs that have been 
employed can only be used to examine the processing sp eed， and not the holistic storage and retrieval of 
F S s . F u tu re  research needs to employ appropriate experimental p ara d ig m (s)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pro
cessing of F S s  involves access to the constituent w o r d s， or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nalysis of F S s ， and 

therefore determine whether F S s  are holistically stored in and retrieved from the mental lexicon.
Keywords: formulaic sequences; mental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processing advantages; holis

tic storage and 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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