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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程式语是指日常使用的套话以及具有相对固定的句

法和语篇结构的各种口头或书面话语 [1]17。实际上，在

语言的表达中，程式语随处可见：不管是在日常交流

中，还是在书面表达里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存在。Erman

和 Warren 在选定的一些语料中对不同类型程式语的出

现比例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程式语在英语口语语篇中

占比 58.6%，在书面语篇中占比 52.3%[2]37。Altenberg 和

Granger 发现一场普通演讲中程式语的占比甚至能达到

75%。我们可以发现程式语的使用有助于本族语者自由

而流利的表达。因此，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要想

在语言产出中接近本族语者的流利性和准确性，就必须

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这些程式语 [3]。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二语习得领域中，程式语

作为一项研究重点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二语程式语

的研究热点主要涉及程式语概念的重新定义、程式语加

工、程式语与二语语法能力的发展等领域。而程式语加

工的研究主要聚焦了影响程式语加工的因素和程式语整

体加工及整体表征这两个问题。本文将从影响程式语加

工的因素这个方面来对国内外近十五年有关二语程式语

的研究进行综述。

2　概念界定

根 据 Wray 和 Perkins[4]， 程 式 语 这 种 现 象 可 以

用 Amalgams；Automat ic；Chunks；Col loca t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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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es；Fixed expressions；Formulaic language；

Formulaic speech；Frozen phrases；Idiomatic；Idioms；

Lexicalized phrases 等术语进行表述。有时除此之外，这

一语言现象也可以表述为“chunk”（语块）[1]39。

为了方便研究，本文选用了 Wray 对程式语的定义，

即程式语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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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通过语言的语

法生成或分析的”[5]9。

本文探讨的是程式语加工，其主要指人们对程式语

存储和提取的过程 [6]。

3　影响二语程式语加工因素的研究综述

近年来很多学术研究着眼于不同影响程式语加工的

因素，运用了多种范式。而这些因素主要包括频率效应、

二语学习者的目标语水平及其第一语言的影响、程式语

的语义透明度和所在语境等等。

3.1 频率效应

频率效应是指二语学习者对程式语的输入和使用频

率。在这一因素对二语程式语加工的影响方面，许多学

者都有自己的观点。

Ellis N C，Simpson-Vlach R 和 Maynard C 的研究显示，

影响本族语者对程式语掌握的语言因素与影响高度熟练

的二语学习者的因素是有一定差异性的，即单词之间语

言连贯性更可能对前者产生更直接的影响，而对后者造

成绝对性作用的因素则是程式语的输入和实际生活中该

程式语的使用频率 [7]。Durrant 和 Schmitt 的研究也表明对

二语熟练度更高的学习者对频率效应更加敏感。在这项

研究中，作者调查了输入频率怎样影响成人二语学习者

对新颖搭配模式的记忆，研究发现，当同时学习伴随着

形容词出现的名词和无形容词伴随的名词时，学习者对

于与形容词同时出现的名词的记忆力更加正确。在此基

础上，他们得出结论：学习者若无法很好地掌握程式语，

很可能是对该类语言接触不足造成的 [8]。

Siyanova-Chanturia，Conklin 和 Van Heuven 使用了眼

睛追踪技术进行实验，比较了英语母语者和熟练程度较

高的的二语习得者处理二项式短语（如，all or nothing）

和相同名词组颠倒形式（如，nothing or all）的速度，结

果显示前者明显快于后者。因为这些二项式短语由同

样的词组成，所以他们得出结论，对于二项式短语来

说，整个短语的使用频率是快速对其进行加工识别的核

心。相比之下，这样显著的差别却没有出现在低水平二

语学习者对于不同频率程式语的加工之中 [9]。Valsecchi et 

al. 的眼动研究也显示，在同一控制条件下，无论是面对

高频程式语还是低频程式语，较低水平学习者在阅读中

的理解能力无显著差异，高频率的程式语并没有产生较

大的优势作用 [10]。

詹宏伟和宋慧娜通过自定步阅读实验，比较了两组

水平差异较大的二语习得者对语块的认知加工过程，高

频语块和低频语块对两组受试产生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

差异，并且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作用，与高水平组相比，

无论相关语块出现频率的高低，低水平组更容易对该语

块进行加工 [11]。

3.2 学习者的二语水平

关于学习者的二语水平对二语程式语加工是否有影

响也一直饱含争议。

钟志英和何安平的研究内容为二语熟练程度和程式

语加工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对象为中国英语学习者、在

美国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并通

过 E-Prime 程序的在线语法进行了判断考察。该试验发

现：在受试语言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其需要的加工

时间会逐渐缩短，错误率也不断降低；对于同一程式语

的加工来说，本族语者可能会比中国英语学习者耗费的

时间少一半左右 [12]。Siyanova-Chanturia et al.（2011）研

究结果也表明，更熟练的二语学习者阅读二语短语的速

度快于那些不太熟练的学习者 [9]。

然而，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学习者的语言水平

对程式语的整体加工并无显著影响。李红和缪道蓉的研

究对象为水平差异较大的两组二语学习者，语料采用了

Sosa 和 MacFarlane 中 的 24 个 含“of” 的 双 字 词 程 式 语，

并就受试对该语料的反应时间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显

示，语言水平效应对受试的反应时间来说并没有显著的

影响。虽然大部分的高水平受试对不同频率段程式语中

“of”的平均反应耗时稍多于低水平受试，但是两组受试

的平均反应时相差并不明显。由此可见，他们的研究结

论无法证明二语学习者语言水平的高低会对程式语的整

体加工产生重要影响 [13]。

3.3 二语学习者第一语言的影响

在二语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二语学习者的

第一语言对二语程式语的加工过程有一定的影响。

Brent Wolter 和 Henrik Gyllstad 的研究结果表明二语

学习者的第一语言对其第二语言程式语的处理有相当大

的影响，即使对较高水平的二语学习者来说也是如此 [14]。

Lauro，J 和 A.Schwartz 也发现，在言语加工过程中，二语

学习者的第一语言和目标语言是同时发挥效能的，即使

学习者对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较高，也无法完全不受到

其第一语言的影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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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莹莹和王同顺的研究结果显示受试在早期语块习

得过程中，母语知识产生的影响可能较大，但随着学习

过程中目标语的不断输入，母语的影响会不断下降。研

究者发现在一致性条件下，较高水平和较低水平两组受

试虽然在反应时间的区别上并无明显差异，但他们却在

正确率上存在明显区别。并且得出结论，母语与习得语

之间的共性因素几乎均匀影响着两组受试，二语学习者

的水平越低，该因素对其的影响也越大 [16]。

就二语学习者来说，在言语加工过程中，激活的一

语语义和句法知识对二语语义信息处理可能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但反之也能成为阻碍。曹宇采用启动式词汇判

断任务发现，在受试对词汇搭配进行学习的过程中，中

国英语学习者如果无法脱离一语词汇语义所产生的影响，

那么他们可能会导致中介语搭配偏误形式，并可能会造

成一语的语言信息负迁移至二语词汇搭配中的现象。因

为在二语习得前，一套完整的一语词汇语义系统在中国

英语学习者大脑中已经形成，所以一语词汇语义很可能

会对二语程式语的成分词习得产生干扰 [17]。魏兴和张文

霞的研究表明，二语习得者可以将汉语思维作为一语策

略进行运用，以更高效地确定和产出目标词 [18]。但是，

若学习者已接受的知识无法满足输出所需知识时，那么

他们在产出相应目标语块时也有可能出现错误搭配。

3.4 语义透明度

Slobin 曾指出，学习者对结构简单、语义清晰的语

言更容易接受，而对学习者来说，若习得语言晦涩艰深，

他们通常无法直接通过其结构成分理解整体含义，这导

致习得难度的增加，所以也不为他们所青睐 [19]。

周榕和李丽娟的研究表明，若习得语块的语义透明

度较高，二语学习者对语块只需阅读字体结构就能完全

理解其表达的含义，而特别的解析和推断在此过程中并

不必要，因此学习者具有较快的反应速度和较高的正确

率。然而，在相反的情况下，习得者对其的加工过程会

更加复杂和艰难，耗时更长。若受试对语块的字面结构

逐个分析，在时间急迫的情状中，则很容易判断失误，

错误率增高 [20]。房艳霞和江新的研究也显示，语块的语

义透明度和受试识别该语块的正确率是成正比的关系。

该研究还发现，对于更高透明度的语块，受试的记忆能

力更差，而随着语块透明度的降低，受试的遗忘速度变

慢，记忆也更加稳定 [21]。在汉语作为二语学习的领域，

宋贝贝和王意颖调查了初、中和高三个等级的汉语学习

者的推理合成词的能力，结果表明，随着未知合成词的

语义透明度提高，这三个层次的学习者的推理能力也有

所增强 [22]。

3.5 语境

虽然语境一直是研究二语程式语加工所忽略的一个

影响因素，但是它在近年来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郑航，李慧和王一一将语境条件作为变量进行了

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当语块处于语境条件中，所处语

境对该语块的加工效率有显著的优势作用，且该作用均

匀地影响着母语者和中级二语学习者；但其中，语块的

加工优势会有所减弱或消失 [23]。Ming Tang 和 Shui Duen 

Chan 探讨了在不同语境长度中，二语学习者对汉语双音

节复合词汇推理的准确性。研究发现，上下文长度对学

习者的推理准确性影响显著：在较长上下文语境中推断

所有类型的目标词的准确率均高于在较短上下文语境中

推断的目标词的准确率，并且在篇章语境中推断半透明

词和不透明词的准确率均高于句子语境中推断的准确率。

虽然长语境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但研究也表明并不是

语境中所有的信息都能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所理解，而无

法正确理解的附加线索可能对学习者的词汇推理没有帮

助或起到消极作用 [24]。

4　结语

二语程式语加工因素的研究一直是语言学界的一个

热点话题并且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程式语一直

是二语习得领域和外语教学中的一个重难点。通过程式

语加工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揭示潜藏在日常话语中的

语言功能和规律，并且能帮助二语学习者发现并创造更

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和学习方法，也对外语教师的教学具

有启发意义，可以有效地辅助教材和教学大纲的编写。

不过，二语程式语加工因素相关研究受试大多以不

生活在二语为母语语言环境下的学生为主，少数涉及在

二语母语环境下生活的二语学习者和二语母语者。且学

习者大多处于有意识的学习条件下，而附带性习得条件

下和半附带性习得条件下的受试较少。同时，大多研究

的二语程式语主体语种为英语，其他语种则较少涉及。

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研究的受试范围，并且进一步细分

类型，同时应该对多个语种进行研究，观察在不同语种

的环境下，学习者对二语程式语加工的因素是否有共通

之处。

从研究结果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大多集中

在对频率效应、二语学习者的二语水平和其第一语言的

影响这几个因素上，而对语义透明度和语境因素的研究，

社会文化和跨文化语用视角下的研究，以及不同因素之

间相互作用对学习者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则较少。所

以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程式语的语义透明度和其所

处的语境因素对二语程式语加工的影响，从社会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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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语用的视角进行探讨，并且不同因素可能产生的

交互效应也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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