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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记忆的组织方式一一来自语义范畴
特异性现象的证据
. 林楠

,

毕彦超
,

韩在柱

【摘要】 本文综述了人们通过语义范畴特异性 (se am nlt c
ca 七e gor y 一 sp ce iif c) 现象研究语义记忆组织

方式的最新进展
。

语义范畴特异性现象的脑机制研究证明语义记忆表征存在多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

中
。

这些子系统很可能是按照语义领域和 (或 ) 感觉
、

运动加工通道组织的
,

并可能与感觉
、

运动
、

心

理理论等认知系统存在特定的结构和功能联系
。

【关键词】 脑损伤
;
语义学

;
记忆障碍

;
模型

,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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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系统是参与人类认知活动的至关重

要的成分之一
,

它存在两个功能不同的子成

分
:

情景记忆 (e p i s o d i e m e m o r y )和语义记忆

(s e m a n t i e m e m o r y ) l’ 1
。

前者负责对个人亲身

经历过的
、

在一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或情

景的记忆
,

后者则是对词汇
、

概念
、

规律等各

种知识的记忆
,

与特定事件并没有联系
。

既然

语义记忆系统存储着非常繁多
、

重要的知识信

息
,

那么这些信息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 ? 这便

成为了研究者探索语义记忆机制的核心课题之

尽管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
,

人们曾提出了多

种语义记忆理论
,

如层次网络理论
、

激活扩散

理论
,

但随后发现的语义范畴特异性 (se m a nt ic

C a t e g o r y一 s p e C i f i C )损伤现象却使得人们对语

义记忆的机制有 了̀ 个全新的认识 ! 2 一 , }
。

所谓语

义范畴特异性损伤现象是指脑损伤患者对某

个语义范畴 (如生物 ) 的概念知识相对于其他

范畴 (如人造物 ) 表现出特异性的认知能力下

降
。

W盯 r in gt o n等!̀ 5!最先报道了这种现象
,

他

们发现一些脑损伤患者对生物与人造物这两个

语义范畴的概念存在选择性认知障碍
,

即有的

患者加工人造物类的知识好于生物类知识
,

而

有的患者却截然相反
。

通过剖析产生语义范畴

特异性现象的原因所在
,

研究者便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推测出语义记忆的内部组织方式日 7 }
。

国

内已报道了该现象的早期研究发现和不同理论

观点
,

并有力推动了国内语义范畴特异性研究

的进展 ! 8 ” }
。

近年来对语义记忆的研究出现了两个重要

的新趋势
,

使得人们对语义范畴特异性现象及

语义记忆的组织方式都有了更新的认识
。

首先
,



借助脑成像技术的支持
,

研究者对语义范畴特

异性现象的脑机制有了初步了解
。

其次
,

不同

研究方法 (如脑损伤患者研究
、

脑功能成像研

究 ) 和领域 (如语义记忆研究
、

视觉研究
、

心理

理论研究 )的研究相互影响
,

推动了语义记忆

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彼此整合
。

为此
,

本文围

绕语义记忆组织方式的两个核心问题
,

介绍语

义范畴特异性现象的最新研究发现和理论进展
,

并提出今后的一些研究思路
。

1 语义记忆组织方式的两个核心问题

自从语义范畴特异性现象被发现以来
,

关

于语义记忆信息的组织方式的争论主要围绕着

两个核心问题展凡 其一
,

语义记忆系统是否由

不同子系统组成
;

其二
,

如果它包含不同子系统
,

那么有哪些子系统
。

语义整体表征理论认为
,

语义记忆系统不

划分子系统
,

语义信息以语义特征的方式存储

在一个统一的系统中
,

其内部的组织是这些语

义特征共同出现频率的反映
,

语义范畴特异性

损伤是语义记忆系统整体损伤程度的反映
。

例

如
,

其中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一一概念结

构说 (e o n e e P t u a l s t r u e t u r e a e e o u n t )认为
,

当患者的语义记忆系统整体损伤程度较轻时
,

会出现生物范畴特异性损伤
,

但是当损伤程度

严重时
,

便会出现人造物范畴特异性损伤 }’ ]。

语义分离表征理论则主张
,

语义记忆系统

存在不同的子系统
。

但是
,

对于这些子系统的

划分却出现了理论分歧
。

一种观点一一通道

特异性理论 ( m o d a l i t y 一 s p e e i f i e t h e o r y )或

知识类型理论 (k n o
w l e d g e 一 t y p e th e o r y )认

为
,

这些子系统属于不同的信息加工通道
,

存

储着不同类型的语义知识
。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理论是w ar ir n gt o n 等匡习提出的感知 / 功能理

论 (s e n s o r

厂 f u n e t i o n a l t h e o r y
,

简称S F T )
,

主张语义记忆信息以语义特征的形式存储在感

知和功能两条通道内
,

它们具有相对独立的神

经和功能基础
。

感知子系统存储着有关事物的

感知性特征 (如形状
、

颜色
、

声音
、

味道 )
,

对

于表征生物类概念较重要
,

这类知识的选择

性损伤会导致生物范畴比人造物范畴更严重

的受损
;

功能子系统存储着有关事物的功用特

征 (如自身用途
、

与其他物体的联系 )
,

对于表

征人造物类概念较重要
,

其特异性障碍会造成

人造物范畴比生物范畴更严重的受损
。

另一种

观点一一领域特异性假说 (d o m a i n 一 s p e c i f i c

k n o w l e d g e h y p o t he s i s ) 认为
,

不同的语义子

系统分属于不同语义范畴 }6 1。 这种观点认为在

物种进化过程中
,

人类能否对动物
、

植物等范

畴的物体做出快速
、

有效的识别和反应
,

决定

了他们是否能够更好地回避捕猎者
、

觅取食物

和繁衍后代
。

在这种进化压力的驱使下
,

大脑

便对那些对个体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语义范畴

(即领域
,

包括动物
、

植物和人造物 ) 分化出了

在神经和功能上相对独立的子系统
,

某个子系

统的特异性受损便会引发相应范畴的选择性

认知缺陷
。

2 语义组织方式的最新研究进展

2
.

1 语义记忆系统包含子系统
:

来自语义范畴

特异性现象脑机制的新证据 近年来
,

依靠突

飞猛进的脑成像技术
,

人们对语义范畴特异性

现象的脑机制有了初步的了解
,

从而为人们检

验语义记忆系统中是否存在子系统提供了新

线索
。

对于语义记忆的脑机制
,

语义整体表征

理论和语义分离表征理论有着不同的预期
。

语

义整体表征理论认为语义范畴特异性损伤是

语义系统整体损伤的反映
,

它预期不存在语义

范畴特异性脑区
;

而语义分离表征理论认为特

定语义子系统的损伤导致了特定语义范畴的

特异性损伤
,

它预期大脑中存在与这些子系统

对应的语义范畴特异性脑区 11 ’ }
。

关于语义范畴

特异性现象脑机制的研究证据目前主要来自两

类方法 }’ 礴}
。

一类是考察脑损伤中受损功能和脑



区关系
,

另一类是对正常人进行功能脑成像研究
。

这两类研究均发现大脑中存在多处语义范畴特

异性脑区
,

从而支持了语义分离表征理论 ll3,
` , 381

。

首先
,

对脑损伤中受损功能和脑区关系的

研究发现
,

生物特异性损伤主要与大脑双侧颖

叶的前部内侧和下部有关
,

人造物特异性损伤

往往与左半球背侧脑区有关
,

植物特异性损伤

与左脑颖一枕区域的损伤有关 11 ’ 一
圳

。

动物特异

性损伤由于报告较少
,

其相关脑区尚未有确切

定论 16
·

” l
。

同时
,

大量的功能脑成像研究考察了正常

大脑的语义范畴特异性激活情况
,

多项研究重

复验证了的语义范畴特异性激活的脑区
。

脑功

能脑成像研究的结果验证了脑损伤患者研究中

的主要发现
:

生物的特异性脑区为双侧半球颖

叶前部内侧
,

人造物的为左半球背侧的颖中回

后部
、

顶内沟和运动前区腹侧等脑区
。

此外
,

功

能脑成像研究还发现了一些新的结果
,

即梭状

回后部的内侧和外侧分别对人造物和生物存在

特异性加工
,

而颖上沟
、

枕叶内侧和枕下回对

动物具有特异性加工
。

我们没有列举植物范畴

特异性激活脑区
,

这是因为多数功能脑成像研

究并未发现植物的特异胜激活脑团
,

,

2 ,
,

32 一 33
,

35J
。

曾经有研究报告了植物特异性激活脑区位于右

脑枕叶外侧
,

但其他脑功能成像和脑损伤研究

均未能重复出该结果 l27]
。

见表 l
,

2
。

上述语义范畴异性脑区的发现
,

有力的支

持了语义分离表征理论
,

证明了语义记忆子系

统的存在
。

但需要注意的是
,

语义整体表征理

论所提出的一些因素 (例如语义特征间的相关
、

语义特征的独特性 )在解释某些实验现象时可

能仍是很重要的
,

因而在研究语义记忆系统及

其子系统内部信息的组织方式时
,

这些因素仍

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旧
,

` 剑。

2
.

2 语义记忆子系统理论的新进展
:

兼并领域

和通道两种组织维度的语义理论 早期的语义

范畴特异性理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

它们试图

以单一的组织维度 (知识类型或语义范畴 )对

语义范畴特异性现象给出最简洁的解释
,

但均

难以解释所有的研究发现 !`呀}
。

要解决这一理论

问题可以有两种思路
。

一种思路是依靠扩充

维度内的水平数提高对实验现象的解释力
。

例

如
,

通过细致的划分更多知识类型提 出更为

完善的通道特异性理论网
。

但至今人们尚没能



沿此思路提出一个合理的理论模型 l`刁 l。

另一种

则是提 出具有多个组织维度的理论模型
。

其

中
,

整合通道和领域特异性两类理论是研究者

最常采用的思路 ! ’ 礴
,

j ’ 一 4 2 {
。

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
,

M
a h o n 和 e a r a m a z z a 提出的分布式领域特异

性假说是这种理论的最新代表
。

分布式领域特异性假说认为
:

语义领域

(动物
、

植物
、

人类
、

人造物 )和感觉
、

运动加工

通道都是语义记忆系统的组织维度
,

语义领域

是语义记忆系统第一级的组织维度
,

而在领域

特异性子系统中存在着按照加工通道组织的二

级子系统
。

同时
,

在语义记忆系统以外
,

语义领

域也是通道特异性表征 (如视觉输入表征 ) 的

组织维度
。

一个脑区所表现出的领域特异性既

可能源自其所加工信息的领域特异性
,

也可能

源 自它与其他领域特异性脑区间的结构与功

能连接回
。

与最初的领域特异性假说相比
,

分布

式领域特异性假说在3个方面有较大的发展
。

首

先
,

它对于语义记忆和感觉
、

运动系统的关系

进行了深人的思考
,

肯定了感觉
、

运动加工通道

是语义记忆系统的一个组织维度
,

从而使其可

以解释更多的实验现象
。

其次
,

它明确了领域特

异性子系统的脑机制
,

强调脑区间的功能连接

是领域特异性加工的重要实现方式队
” l 。 最后

,

它不断整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发现
,

将最初针对

语义记忆组织方式提 出的领域特异性假说逐

渐发展成为一个涵盖语义记忆
、

感觉
、

运动乃

至心理理论系统等不同认知成分的理论
。

比如
,

它将语义记忆和视觉研究所发现的语义范畴特

异性现象给予整合
,

提出语义领域是语义记忆

和视觉输人系统共同的组织维度网
。

又如
,

它

提出人类是以往研究中被忽略的一个具有重要

进化意义的语义领域
,

并将面孔识别
、

心理理

论等领域的研究加以整合叼
。



对通道和领域特异性理论进行发展和整合

或许并非语义记忆理论发展唯一的方向
,

但是

毋庸置疑的是
,

综合思考语义范畴特异性现象

和其它相关证据
,

并努力将其与更多其他研究

领域的发现进行整合
,

已经成为推动当前语义

记忆研究和理论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动力
。

对语义范畴特异性现象的认知和脑机制

研究表明
,

语义记忆系统可能包含着多个子

系统
,

这些子系统很可能是不同的加工通道和

(或 ) 语义领域
。

在此基础上
,

人们对语义记忆

与其他认知成分 (如视觉系统
、

运动系统
、

心

理理论系统 ) 间的关系进行了全新思考
,

整合了

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
,

提出了分布式领域特异

性假说等新的语义记忆理论
。

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不断进步正在

为语义记忆研究提供更多样
、

深人的视角和手

段
,

不断整合新的研究发现
,

建立更有效的理

论模型是研究者们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
。

在未

来的研究中
,

对语义记忆和感觉
、

运动
、

心理理

论等认知系统间关系的探讨正在最热点的问题
。

此外
,

在大量与语义记忆有关的脑区之间存在

怎样的神经及功能上的联系也是一个亚待探

讨的重要问题
。

最后
,

在认知神经心理学领域
,

新近兴起的对语义记忆通达机制特异性损伤

现象的研究也很可能有助于揭示语义记忆系统

内更加精细的组织方式 }”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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