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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0年引进和出版了国外“当代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文库”首批54种，
次年再次推出58种，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雪中送炭，所引起的空前的反响足以为证。它
不仅仅成为语言学界的一件美谈，也不失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底层是中华学子对知识的渴求和力图
洋为中用、科学强国的治学动机。它使人们回想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情景：被船坚炮利的洋人攻
破国门，引发了中西文化史无前例的碰撞。采东、西洋谋自强很快成为国人共识。问题是采什么？如
何采？　“西学中源”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用夷变夏”论，等等，成为西学东渐
争论的焦点。　　以本人较为熟悉的修辞学为例。陈望道把五四新文化时期称为“中外修辞学说竞争
时期”。这是因为根据宗廷虎、李金苓（《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最早引进国外修辞学说的是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1905）。我们因此可以说，汉语古代修辞学
是土生土长的，只有输出，没有输入。输出的典型例子就是唐代来长安留学的日本僧人空海（法号遍
照金刚，追封尊号弘法大师，774～835）。他的《文镜秘府论》，“唐人卮言，近在其中”（王利器
校注，1983，前言引《半江暇笔》，第11页）。汉语现代修辞学是中外修辞学碰撞后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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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ISBN：9787560052168，作者：董燕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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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燕萍，1986年和1989年分获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理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心理语言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心理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近年在国内外发表论文多篇
，主持多项教育部课题。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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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按照现时世界事件的合理性，买花人给人送花是非常合理的，而演员接受献花也是非常合理的。
如果事件合理性在句法分析之前就影响了受试，那么前面一句的前一部分“The florist sent the flowers”
应该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这里实际上不是买花人送花，而是别人送花给买花人。同样，如果事件合
理性在句法分析之前就影响了受试，那么后一句的前一部分“The performer sent the flowers”就不应该
引起误解。但实验结果显示，受试在两个句子开始时都需要作分析，其眼睛固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
，事件可能性这种自上而下的语义信息并没有改变这里的句法分析。　　相反的互动论则认为（
如Taraban&.McClelland，1 988），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在理解过程中交互起作用。句子的处理以自下
而上的处理开始，听者的感觉器官首先发现和分析语音信号，然后往音素、词语、句子结构这个方向
发展，一直到辨认句子成分的语义关系，以产生句子的意义。同时进行的另一个过程是自上而下的过
程，即听者会利用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的信息来加快、澄清白下而上出现的信息处理。这就是自下而上
和自上而下的互动。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在听到一个词时，就会尽量地进行句法和语义处理。只要激
活了一个词，就能决定它的句法范畴，然后生成关于句法成分的假设。比如，听到the就能预测一个名
词短语。互动论不但假设话语意义随着句法分析同时展开，而且还假设以前语义操作可促使后面句法
分析的决策。在这样的系统里，所有的信息都会被使用上：包括可以帮助辨认词性的语法框架和从句
子意义中派生出来的语义制约；包括可以影响词语辨认的语音信息和语境信息。语境对词语辨认的促
进作用可以发生在感觉信息还没有接收之前，也可以发生在感觉信息接收之后。正是这些交互作用才
使得言语处理那么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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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几个模型可以写到论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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