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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了汉语中常见的偏正和述宾两种能引起歧义的句型，以反应时和正确率作为因变量

探讨在这两种句型中句子理解的策略。采用 VB 编程语言，对所选句子用移动视窗的方法进行呈现。

实验结果表明：1在这两种句子中，被试的阅读时间和正确率均没有差异；2在这两种结构句子中，

歧义词和解歧词反应时上均有显著差异；3在两种句型中两个歧义词之间的反应时差异非常显著； 

4 偏正结构和述宾结构的句子在不同位置上的解岐词的反应时差异显著；5 性别因素的主效应不显

著，并且和句型之间也不存在交互作用。以上的实验结果证明人们在阅读刚开始时就已经建立起

句法结构，并且对句子的理解是整合的结果，但是对歧义部分的阅读却是即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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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汉语句子的理解中歧义句是客观存在的，一

个语句的歧义性表现在他有两种以上的解释，这就

给人们理解句子带来了困难。有的歧义句表现在词

汇的多义上，而有些歧义句则表现在句子的结构上。

心理学家对歧义句理解的心理机制进行解释，他们

认为在一个特定的语言范畴中人们可以对一个句子

进行句法分析，句法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编码，使得

人们能够利用词的序列去传达思想，对于句子中的

构成成分进行系统安排。在句法分析时有很多句法

分析的策略。句法分析的策略可以理解为人们在句

法分析时多数场合所采取的途径，每一种类型的句

法策略都可以提供某种句法上的解释，把各种句法

分析的结果整合起来才能够得到一种正确的解释。

除此之外，在歧义结构消除之后，不恰当的成分是

否仍然被激活也是这类研究的焦点。有研究者认为

在句法歧义消解后，不恰当分析将被彻底抑制掉,将

丧失所有激活。而另外一些研究则表明：句法歧义

消解之后，不恰当分析仍然维持激活。为了说明这

些问题，很多的研究者不断地探索，提出了一些具

有代表性的理论。 

在句子句法理解策略的研究中有五中具有代表

性的理论，分别是储存资源理论、整合资源理论、

词序理论、角度转换理论和填充词策略理论。这几

种理论认为句子的理解加工是依靠有限的心理资源

完成的，如果在句子理解中可利用的认知资源如果

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那么句子的理解就会出现困

难。其中储存资源理论认为理解的困难是由于在句

子中句法成分和他的修饰部分被分离引起的，整合

资源理论则认为这种困难主要是由于句法成分和他

的修饰词之间线性的距离长短引起的，词序理论提

出这种理解上的困难是因为句子中不同的词序引起

的，角度转换理论认为困难是因为被试在阅读过程

中总是根据主语在不同的句法成分之间进行切换，

句法成分相同的地方越多就越不需要转换，填充词

策略理论则认为这种困难是由于加工的不对应引起

的，这种不对应主要存在于句法上。同时，在句子

理解的时间进程问题上每个理论的观点也不尽相

同，储存资源理论和角度转换理论认为句子的理解

是即时的，读者在刚开始阅读句子时就会形成一个

比较简单的或者惯用的句法结构，在阅读的过程中

如果出现困难时读者会在第一时间对句子的句法结

构认知上进行调整进而进行理解，而整合资源理论

和填充词策略理论都认为句子的理解是整合的结

果，并且整合都是发生在句子理解的最后。词序理

论没有明确的说明句子理解的时间进程。 

“动词短语+第一个名词+的+第二个名词”是汉

语中最早发现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歧义格式，这个类

型的短语既可以按照偏正结构分析也可以按照述宾

结构分析，是存在句法歧义的。在这两种句型中读

者会使用什么样的句法策略，是否符合以上五种句

法策略理论呢？在本研究中以这两种短语为例，并

编制相关的材料来考察被试对这种特殊的歧义句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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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 

（一）被试 

60 名大学生，男女生各 30 人，年龄在 16 到 22

岁之间，均为自愿参加实验。 

（二）实验材料 

根据歧义短语生成偏正结构和述宾结构的句

子。在实验中采用偏正结构和述宾结构两种不同句

法结构的句子各 24 个，在实验开始时有四句为练习

材料（每种句型 2 句），每个句子都由五到七个词语

构成，随机排列。每个句子有两个问题，被试阅读

每个句子后随机出现一个问题。 

在编制材料时，有 32 名大学生参加了短语评定

测验。其中 16人参加了短语结构相对合理性的评定，

另外 16 人参加了短语事件典型性的评定。 

（三）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混合实验设计。2（句子类型：偏正

结构，述宾结构）×2（性别：男，女）,实验因变

量为反应时和反应正确率。 

（四）实验仪器 

采用移动视窗的实验范式,用 VB语言进行编程，

在实验室完成。所有实验材料的呈现位置以及被试

反应的记录均在电脑上完成,记录精确到十八分之

一秒。 

三、结果 

（一）继时加工的结果 

以回答正确率作为因变量对被试的答案进行统

计发现，被试在述宾结构和偏正结构的句子中回答

的正确率差异不显著。 

（二）实时加工的结果 

1.不同性别被试在两种不同句型上反应时及其

差异的比较 

被试在述宾结构和偏正结构的句子上的反应时

进行t检验(t=0.910,p=0.366),差异不显著。这表明

在汉语句子中并没有出现述宾结构的句子或者是偏

正结构的句子更容易理解的现象。 

对 男 女 生 的 反 应 时 进 行 比 较 (F=0.028 ，

p=0.867)，结果表明差异不显著。这也说明不同性

别的被试在句子理解中不存在差异。 

同时，男女生在述宾结构的句子应时比较中得

到t=0.028，p=0.867，男女被试在偏正结构句子反

应时比较中得到t=0.011，p=1.97。结果说明不同性

别的被试在这两种不同的句子的反应时上也不存在

差异，即他们不存在交互作用。 

2.相同句型中歧义词和解歧词反应时差异的

比较 

在反应时的比较当中，把句子中前三个歧义词

和之后的一个解岐词作为被试反应时的结果，因为

这部分最能代表句子的歧义结构。如果想要了解被

试在阅读中在什么地方出现了歧义就很有必要对述

宾结构的句子和偏正结构的句子中歧义词及解歧词

部分的反应时进行了比较（在实验中，将两个不同

的歧义词反应时的平均数作为歧义词的反应时，解

歧词部分的反应时是歧义词后第一个词语的反应

时）。在述宾结构句子中结果得到t=15.613, 

P=0.000<0.005；对偏正结构的句子中歧义词和解岐

词 部 分 进 行 t 检 验 ， 结 果 表 明 t=14.112, 

P=0.000<0.005差异显著。同时，在述宾结构的句子

中性别因素和句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在偏正结构

的句子中性别因素和句型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3.被试在相同句型上前两个歧义词之间的比较 

对被试在同样的句型上两个不同的歧义词的反

应时进行了比较，结果是，在述宾结构的句子中前

两个歧义词反应时差异非常显著（ t=7.319, 

P<0.001），在偏正结构的句子中两个歧义词反应时

差异也非常显著（t=4.731，P<0.001）。但是，性

别因素和句型的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4.不同句型的不同位置上歧义词的反应时比较 

对于不同类型句子不同歧义词的比较也能说明

得出句法加工出现困难的位置这个问题。 

对述宾结构的句子中第一个歧义词和偏正结构

的 句 子 中 第 二 个 歧 义 词 进 行 比 较 得 到

（t=6.376,p<0.001）差异非常显著。对述宾结构句

子的第二个歧义词和偏正结构的句子中的第一个歧

义词进行比较,差异非常显著(t=7.577,p<0.001)。

同时，不同性别的被试在不同类型句子中不同歧义

词上的反应时上没有差异。 

四、讨论 

首先，以正确率为因变量对句子继时加工的结

果表明被试对偏正结构的句子的理解正确率低于述

宾结构的句子，但并未达到显著水平。以反应时为

因变量对即时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偏正结构和述宾

结构句子在阅读时间上并不存在差异，这和上面的

结果是一致的。两个因变量的结果一致，这也说明

在本实验中实验结果是比较可靠的。同时，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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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并不是对单个的部分或

者歧义结构进行简单的加工，而是要在阅读结束之

后才能对句子的结构及语义做出一个整合的解释。

这符合整合资源理论和填充词策略理论的预期。根

据以上的结果，歧义结构只是在特定的位置中会影

响人们的阅读。同时，性别因素也不影响对句子的

理解，这和以前人们对男女性别之间存在语言能力

上的差异这一认识是不一样的。 

其次，为了更好的说明歧义句句法策略的问题，

本实验将句子划分为歧义词和解歧词两个不同的部

分。这样划分后比较的结果表明述宾结构的句子歧

义词和解歧词的反应时差异非常显著，解岐词前面

的部分阅读时间长于解岐词后面的部分，这说明被

试在阅读这样的句子时一旦看到不能理解的句法结

构时就会进行即时的反应而不会等到阅读完整合。

在偏正结构的句子中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是这

种差异却是解歧词后面部分的阅读时间长于前面的

部分，这说明被试在理解这样的句子时是在阅读完

之后才作出反应的，也就是在句子的结尾才作出理

解的。句子整合加工的结果支持整合资源理论和填

充词策略理论，这两种理论都认为句子的理解是整

合的结果。但是在出现困难的位置这个问题上，整

合资源理论认为，句子理解中出现困难是因为句法

主题和附属成分之间的线性距离太长引起的，但是

这个理论本身并没有指出这样的距离应该怎么样衡

量。填充词策略认为句子理解中出现困难是因为被

试对句子结构加工不对应引起的，但是这种理论更

多地应用于比较复杂的句型中，尤其是在从句的研

究中。因此，综合以上结果可以得知，在相同句型

不同位置的理解上更加符合整个资源理论的预期。 

接着对相同句型的不同歧义词进行比较，结果

表明第一个解岐词和第二个解岐词的反应时差异显

著，在语义因素一致的情况下也同样存在这样的现

象。因此，这里再次证明在歧义句的阅读是即时的

过程，被试在阅读中遇到和已有经验不同的结构时

会做出很明显的反应。因此，这样的结果又表明在

歧义句歧义部分的阅读中更符合储存资源理论以及

角度转换理论。其中资源储存理论认为句子阅读中

出现困难是因为句法主题和附属部分被分离，而角

度转换理论提出句子阅读中出现的困难是因为句子

的主语不断发生变化引起的。但是，本实验中的句

子材料都是简单句，因此不存在角度转换的问题。 

还有对不同句型的不同位置上的歧义词分别进

行比较（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在语义一

致），结果差异也非常显著。这样的结果说明在语义

一致的情况下，句法结构确实会影响被试的阅读。

而在这两种句型中最大的不同就是词序，因此，这

样的结果也证实了词序策略理论的预期。词序策略

理论认为，人们在阅读时是根据SVO的词序进行的，

如果不符合这样的词序那么阅读就会出现困难。词

序理论被广泛应用在字母文字的阅读中，例如英语。

英语的词序和汉语的词序是有不同的，汉语中主谓

宾的划分和英语中SVO的划分是有所区别的。因此，

这样的结果是否能说明汉语的阅读中确实存在这样

的词序还需要更多地证明。 

在以上的比较中，性别因素作为一个很重要的

变量，但是在结果中却没有出现任何差异的结果。

这也说明，在歧义句的阅读中性别并没有起到像人

们经验认为的结果。 

综上所述，人们在整个歧义句的阅读中并不是

对单个的部分或者歧义结构进行简单的加工，而是

要在阅读结束之后才能对句子的结构及语义做出一

个整合的解释。但是在歧义句，的歧义部分阅读中

确是即时进行的，无论是对相同句型的歧义词和解

岐词还是对相同句型的不同解岐词以及对对不同句

型的不同位置上词语的考察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可以知道人们在阅读刚开始时就已经开始建

构自己的句法结构了，在遇到歧义部分时会反应很

激烈，但是随着阅读的进行，这种困难会被慢慢消

除。但是，人们在阅读会建立什么样的句法结构？

这种结构是否具有普遍性？这种结构会有什么样的

特点？也是以后在研究中需要解决和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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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actic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in Chinese ambiguous sentences  

XU-Han-xiao 

(Fuqing Branch,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qing 3503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ed two kinds Chinese ambiguous sentence to discuss sentence comprehension strategy, 

from the view of reaction time and accuracy as dependent variabl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1. in both 

sentences, the subjects of reading time and the correct rate do not differ; 2. in both sentence structure, the reaction 

time of reconciliation words and ambiguous discrimination one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reaction time is very significant; 4. verb modifier structure and sentence structure in different locations on the 

reaction solution differ; 5. main effect of gender is not significant, and there is no interaction between sentences. 

These results prove when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read,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entence is the result of integration, but some ambiguity in reading is immediate. 

Key words: sentence comprehension, syntactic, strategic, ambig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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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arrative theme in The Call of the Wild and White Fang 

YANG Li, ZHANG Y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Jack London’s many novels contain the elements of Bildungsroman.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unique 

narrative theme--- binary opposition in The Call of the Wild and White Fang by combin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Bildungsroman. The purpose of it is to explain Jack London’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Bildungsroman and try to interpret his works from a new angle. 

Key words: Jack London, The Call of the Wild, White Fang, Bildungsroman, narrative the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