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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道了一例汉语命名性失语症个案 ,他在口语命名图形与口语产生句子时均表现为对名词的作业能力差于动词 ,而且

这种动 - 名词分离现象仅局限在语音输出通道上。初步推测 ,他在语音输出通道存在名词特异性损伤 ;动、名词信息的表征具

有相对独立性 ;词汇与句子水平的损伤彼此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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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学家已经把词汇分为动词、名词、形容词等词

类 ,但在真正人脑的心理词典 (mental lexicon)里是否也

有这样的区分 ,至今还没有明确答案[1 - 2 ]。由于动、名

词隶属于两种语法功能重要的词类 ,所以它们之间存

在差异与否便成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的突破口之一。为

此 ,人们利用现代脑成像技术直接比较了动、名词的脑

激活情况 ,结果在英文[1 ,3 - 4 ]和汉语[5 - 6 ]中都得到了

彼此矛盾的结论。另外 ,人们也利用脑损伤病人进行

了分析 ,结果发现 ,有些患者加工动词差名词好 ,表现

为动词特异性损伤 (verb specific deficits) [7 - 11 ] ,而有些

却加工动词好名词差 ,呈现为名词特异性损伤 (noun

specific deficits) [7 ,12 - 14 ]。但汉语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

病例还存有异议[15 ]。

总之 ,对于动、名词是否存在心理差异 ,目前研究

者还没有达成统一共识 ,还亟待收集更广泛的证据 ,特

别是汉语方面的证据尤为重要。这是因为不仅汉语的

相关研究尚少 ,而且汉语动、名词具有非常独特的语法

属性[7 ] ,它将为探讨词类差异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就病人的研究来说 ,大量动 - 名词分离现象相继被报

道 ,但有人认为一些研究中用以发现该现象的动、名词

材料匹配得不太严格 ,所以有些现象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词类分离。另外 ,有关研究多集中在词汇水平上 ,还

很少涉及句子。本文将报道一例汉语名词特异性损伤

者 ,我们既对关键材料尽量做了相对严格的匹配 ,也对

词汇和句子水平都进行了尝试性研究。

2 　方法和结果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患者 ZBL 的历史背景。他是

一位 47 岁右利手男性 ,初中毕业 ,病前在北京某工厂

从事宣传工作 ,语言功能正常。1997 年两次因脑梗塞

入院。头颅 CT 显示左侧颞、枕叶大面积脑梗。

SPECT发现 ,左脑额、顶及枕叶和全部颞叶梗塞 ,左侧

颈内动脉狭窄 ,右侧大脑中颈内动脉、大脑前动脉虹吸

部中重度狭窄。出院后至今 ,病情基本稳定 ,主要症状

以命名性失语并伴随轻微头痛。本研究的所有数据结

果均在这段时间获得。期间 ,我们共完成了三个测验 ,

下面将对各测验的方法和结果逐一介绍。

2. 1 　基本语言能力测验

该测验的目的是通过全面测查各项基本语言能

力 ,初步了解 ZBL 失语的整体状况。据目前比较认可

的词典理论 ,词典系统最基本的成分包括语音输入/ 输

出词典、字形输入/ 输出词典以及将它们连接起来的语

义系统 ,从而组成四个主要的认知通道 :听觉理解、视

觉理解、口语产生 (语音输出) 、书写产生 (字形输

出) [16 ]。因此 ,我们的测验也着重探讨这四个通道的

损伤情况。我们使用了一套汉语临床语言检查测验。

结果表明 ,ZBL 的词典外系统 (如 ,视力、听力、面部肌

肉、肢体运动能力、以及短时记忆容量等) 比较正常。

另外 ,他的语音输入系统和语义系统也相对正常 ,但其

字形输入系统可能有轻微损伤以及字形输出与语音输

出两系统均存在障碍。其中一个有趣的结果是 ,在语

音输出任务中 ,他对 80 幅名词图形 (实物图形 ,如 ,狗)

命名正确率 (30 %-24/ 80) 极显著低于对动词图形 (动

作图形 ,如 ,跑)的正确率 (76 % - 38/ 50) (χ1
2 = 26. 099 ,

p < 0. 001) ,显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名词特异性损伤病

症。这一发现便成为了下文研究的焦点。

2. 2 　词汇水平的动 - 名词比较测验

该测验旨在进一步确定 ZBL 的动 - 名词分离现

象是来自认知层面上的词类选择性受损 ,并在此基础

上考察他在其它通道上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词类分离现

象。我们共用了四个典型的认知神经心理学任务 (图

形命名、图形写名、听觉图形核证、视觉图形核证)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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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考察四个词典通道上 (语音产生、字形产生、听觉理

解、视觉理解)是否存在动 - 名词分离。
2. 2. 1 　方法

图形命名 我们首先获取了一套动、名词间匹配较
好的黑白线条图形 ,其中每类词包含 20 幅单字词图形
(如 ,熊、爬)和 14 幅 VN 型 (动词素 + 名词素) 双字词

图形 (如 ,插头、滑冰) 。两类词间匹配了标准名称、名

称一致性值、概念一致性值和熟悉性 (这些值遵照舒华
等人[17 ]的方法获得)以及标准名称的基本频率 (名词

或动词的词频)和累积频率 (所有词性的词频和) 。测

试时 ,主试每呈现一幅图形 ,要求患者大声说出图中内
容 (名词/ 动词)的汉语名称。

图形写名 材料和方法基本上同于上任务 ,只是要
求患者用笔把图中内容 (名词/ 动词)的汉语名称写出

来。图形命名与图形写名测试间隔 4 月之多。
听觉图形核证 我们也使用了名词和动词两种材

料。名词材料为 162 幅实物图形 ,其中 30 幅为关键材
料 ,每一图形 (如 ,鱼)匹配三种条件词 ,分别为目标词
(如 ,鱼) 、语义相关词 (如 ,虾)和形音相似词 (如 ,云) ,

三种条件词之间频率相当 ,且均为高表象的具体名词。

动词材料为 48 幅动作图形 (如 ,撕) ,其中 30 幅为关键
材料 ,条件词的匹配等基本上与名词材料相同 ,只是将
条件词改为高表象的具体动词 (如 ,撕、剪、撒) 。施测

时 ,主试每出示一个图形 (如 ,鱼) ,并说出它的一个条
件词 (如 ,虾) ,要求患者判断看到的图形与听到的词是

否表示同一内容。同一项目的三种图形 - 条件词组合
在不同时间段完成。计分时 ,把患者第一反应计作他

对该项目的反应 ,而且只有他把一个项目的三个条件
词都准确判断的情况下 ,才把这个项目算作正

确。　　　　　　　　　

视觉图形核证 材料和方法基本上同于听觉图形

核证任务 ,只是把条件词以书面形式直接呈现。条件
词和图形置于同一纸面。两核证任务测试间隔近两
月。

2. 2. 2 　结果

在对动、名词材料进行了严格匹配后 ,ZBL 在图形

命名任务中名词产生正确率 (44 % - 15/ 34) 仍显著地

低于动词 (76 % - 26/ 34) (χ1
2 = 7. 433 , p < 0. 01) ,再次

表现出对名词的选择性障碍。然而 ,尽管图形命名与

图形写名使用了完全相同的测试材料 ,但在后者中 ,他
对动词的正确率 (29 % - 10/ 34) 却与名词 (32 % - 11/

34)较为接近 (χ1
2 = 0. 069 , p > 0. 05) 。而且 ,在听觉图

形核证时 ,动词的正确率 (83 % - 25/ 30) 与名词 (93 % -

28/ 30)间差异也不显著 (χ1
2 = 0. 647 , p = 0. 421 > 0.

05) 。同样 ,在视觉图形核证时 ,动词的正确率 (73 % -

22/ 30)与名词 (80 % - 24/ 30) 也无明显差别 (χ1
2 = 0.

373 , p > 0. 05) 。可见 , ZBL 在字形输出、语音输入、字

形输入三条通道上都表现为动、名词均势 ,只有在语音

输出通道上再次表现出名词特异性损伤。

2. 3 　句子水平的动 - 名词比较测验

我们共设计了两个任务 ,分别为限定性句子完成

和事件描述 ,尽管二者都在探讨患者在句子中对名词
(实施者、受事者)与动词 (动作)的口语产生能力 ,但前

者比后者对被试反应的约束力要相对强一些。

2. 3. 1 　方法

限定性句子完成 共使用了 28 幅图形 ,每一图形

描述的是两个事物间发生的事情 (如 ,警察枪击骆驼) ,

这样每幅图形可用一个简单句来描述 (如 ,警察枪击骆

驼) 。所以 ,每个句子包含 3 个内容词 ,分别为 1 个动

词和 2 个名词。施测时 ,每次给 ZBL 呈现一幅图形
(如 ,警察枪击骆驼) ,然后 ,主试指定其中的一个事物
(如 ,骆驼) ,要求患者说出这个事物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 ,被警察枪击) 。这样 ,同一幅图形 ,由于主试限定

的对象不同 (实施者或受事者) ,患者产生的句子也有

主、被动句各一个。因此 ,28 幅图便要求 ZBL 完成 56

个句子。也就是说 ,总共需要说出目标动、名词各 56

个。

事件描述测试时 ,主试执行一个包括两个实物间

关系的事件的动作 ,要求患者用一句话把这个动作完

整地描述出来 ,描述中需要包括动作的两个对象/ 名词
(施事者和受事者)和动作本身/ 动词。例如 ,主试执行

的动作是用钥匙开锁头 ,则两个名词为“钥匙”和“锁

头”,动词为“打开”。主试共执行 30 个动作 ,包含了 30

个目标动词和 60 个目标名词。

2. 3. 2 　结果

限定性句子完成时 ,ZBL 产生目标动、名词的正确

率分别为 88 %(49/ 56) 、75 %(42/ 56) ,二者差异达边缘

显著 (χ1
2 = 2. 872 , p = 0. 09)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

产生名词比动词相对困难。例如 ,当给 ZBL 呈现一幅

解放军砍木头的图形 ,并限定“木头”时 ,他的反应是 :

“用这个砍木头 ,转着砍”。事件描述任务中 , ZBL 产

生目标动词的正确率 (50 %- 15/ 30) 明显高于名词
(25 % - 15/ 60) (χ1

2 = 5. 625 , p < 0. 05) ,再次出现了提

取名词比动词困难。例如 ,当主试用钉书器敲击椅子

时 ,他描述为 :“敲击 ,用这个敲击这个”。总之 ,在口语

产生句子时 , ZBL 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名词特异性

损伤效应。

3 　讨论和结论

　　词类信息的心理机制是前沿课题之一。有人主张

人脑中存在词类信息的表征 ,因为正常被试的动、名词

脑激活模式不同[3 ,5 ]与脑损伤病人的词类特异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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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7 - 14 ] ,但另外一些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 ,认为动、名

的脑激活模式无明显分化[4 ,6 ] ,研究者观察到的动、名

词分离现象 ,其实并非来自动、名词本身不同 ,而是源

于动、名词之间材料匹配不当或语素曲折变化方面的

差异[1 ]。而汉语几乎没有所谓的曲折变化形式[7 ] ,所

以如果能在这一语言中发现动、名词分离现象 ,将为词

类信息具有心理现实性的观点提供有力的证据。本文

ZBL 就是一例汉语名词特异性损伤的患者 ,且这种损

伤形式仅限于口语输出通道 ,并在词汇和句子水平加

工水平上都同时并存 ,分析如下。

3. 1 　通道与词类特异性损伤

本文 ZBL 的名词特异性损伤应该反映了人脑知

识的分离 ,而与材料因素关系不大。这是因为 ,ZBL 在

测验一、二的图形命名中 ,均一致表现为对名词项目的

作业成绩差于动词 (而且测验二对材料匹配了多种影

响因素) 。其次 ,他在与图形命名使用了相同材料的图

形写名任务中 ,动、名词差异不明显。再者 ,他不仅在

词汇加工时 ,而且在句子加工时也为名词差于动词。

这多方证据表明 ,ZBL 确实存在名词特异性损伤。这

与西方语言患者[9 - 10 ,12 ]较相似 ,说明这种损伤模式具

有一定的语言普遍性。

我们也发现 ZBL 属于通道特异性的名词损伤 ,即

名词选择性障碍仅限于语音输出通道。在那些凡需要

产生语音的任务 (如 ,图形命名、限定性句子产生、事件

描述)中 ,他均呈现出对名词的作业能力差于动词。这

与患者 EBA[10 ]、KSR[12 ]较为类似。

如何对 ZBL 的模式做出解释呢 ? 有研究表明 ,语

音输出通道上动、名词信息的表征存在分离[9 - 10 ,12 ] ,

脑损伤恰好主要影响了 ZBL 的名词表征或/ 和加工过

程 ,这样一来 ,他在语音输出时就显现出更明显的名词

损伤。据此可推 ,汉语的心理词典应该存在词类信息

的表征。

3. 2 　词汇水平的损伤对句子加工的影响

ZBL 在两个句子产生任务中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

了名词特异性损伤的趋势。由此可见 ,在词汇水平上

不同的损伤模式 ,对句子加工也有所影响 ,大体呈现出

一种彼此对应的关系。对此的解释是 ,按一些口语句

子产生模型 ,人类在说出一个句子时 ,动词与名词信息

的提取也是相对独立的。这样 ,在语音输出词典中 ,当

名词的表征或通达受损较严重的情况下 ,就也会影响

到句子加工中名词语音的提取 ,所以患者会出现词汇

与句子的损伤一致性。

本研究的初步结论为 ZBL 在语音输出通道存在

名词特异性损伤 ;动、名词信息的表征具有相对独立

性 ;词汇与句子水平的损伤彼此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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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60 - 64 岁、65 - 69 岁年龄组被试对特定情境记

忆能力评价最高 ,而 70 岁以上老年人与年轻组被试

对特定情境上记忆能力评分无差异。

5. 2 　年轻组被试对记忆的控制感要低于老年各组

被试。

5. 3 　研究并没有发现被试在一般记忆能力信念上

的年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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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Differences in Self2referent Memory Bel ief s

Zhang Jinying1 , Tang Dan1 , S hen Jiliang1 , Zhou L iqing1 ,2

(1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 100875)

(2 Hangzhou Normal College , Hangzhou , 310005)

Abstract 　Much of work on aging and metacognition has focused on memory. 94 60～852year2old and 38 20～232year2old adults were

examined in their self2referent memory beliefs. The results showed : 1) with regard to age differences in the specific memory efficacy ,

the 60～64 age group and the 65～69 age group rated highest than other groups , and no age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above270 age

group and young adults ; 2) young adults rated lower than older adults ; 3) no age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general memory effica2
cy.

Key words : memory beliefs , self2referent memory beliefs , age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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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Chinese Noun Specif ic Def icits

Han Zaiz hu , S hu Hua
( Institut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Learning , School of Psychology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 100875)

B i Yanchao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 Harvard University , Cambridge , USA , 02138)

B ai Xiaoli
(Neurological Department ,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 , Beijing , 100050)

Abstract 　A Chinese anomic aphasic patient is reported to exhibit in oral modality greater selective impairment in producing nouns than

verbs , and the dissociation does not occur in other modalities. It suggests that the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of nouns and verbs are rela2
tively independently represented. There is a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airments of word and sentence processing lev2
els.

Key words : grammatical category information , noun - verb dissociation , modality - specific deficit ,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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