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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平行分布处理模式是一种认知模式，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语言学家开始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语篇分

析，从而使平行处理模式应用于语篇认知成为可能，本文尝试从这个新的视角出发来探讨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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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行分布处理模式

大脑被称为“黑箱”。迄今为止，人们对大脑的工作过

程和工作的研究只是做出各种假设，提出各种模为基础去

解释某些现象。近年来备受外语教学和研究者关注的图

式论对研究外语教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图式相关的

信息处理模式是信息处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鲁梅尔

哈特（Ｒｕｍｅｌｈａｕｔ，Ｄ．）为完善这一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８６年，鲁梅尔哈特等人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认知模

式———平等分布处理模式（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Ｍｏｄｅｌ），它
涉及人如何处理信息、学会新技能及掌握知识的过程。它

认为：“…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ｂｙｓｅｖｅｒ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
ｏｆｔｈｅｍｅｍ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ａｓ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ｂｙｏｔｈｅｒｓ．”信息由记忆系统的几个组成部分同时处理，并
非像别的理论假设记忆系统的几个组成部分相继处理信

息。这构成了一个网络结构，其中包含“概念”（ｃｏｎ
ｃｅｐｔｓ），“结节”（ｎｏｄｅｓ），“主题”（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及“类似神经
的单元”（ｎｅｕｒｏｎｌｉｋｅｕｎｉｔｓ）。

“人们通常习惯用规则去解释和描述脑力活动，把活

动看作是受规则支配的，而规则只是从宏观上笼统、近似

地描述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过程由大量单个的微观要素

（ｍｉｃｒｏｌｅｖｅ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组成，每个微观要素本身的活动是随
机的，不能用规则去解释。微观要素在某种大网络结构的

支配下变化着，发生着作用，决定某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概率）。”（王初明，１９９０）网络结构中“类似神经细胞单
元”（ｎｅｕｒｏｎｌｉｋｅｕｎｉｔ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联结，有的单元能
够接受外来的输入或向处部提供输出，而许多单元仅仅是

相互联结在一起而已。理解始于标有词名（ｗｏｒｄｎａｍｅ）的
结节（ｎｏｄｅ），与此结节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所有结节都被
激活。结节之间的联系有强有弱，靠同义、析取等串联起

来。在学习某种行为时，行为样本作用于输入单元（ｉｎｐｕｔ

ｕｎｉｔｓ），逐渐改变网络联系中的权重（ｗｅｉｇｈｔｓ）。权重的改
变会在风格结构中蔓延传播。新的行为形式是否被掌握，

取决于权重的分布形式而非网络结构本身的固定联系形

式。已掌握的行为与某网络联系中的某一种权重分布形

式相对应。

斯波尔斯基（Ｓｐｏｌｓｋｙ，Ｂ．，１９９８）对此模式做过一个形
象通俗的比喻。气象动力移动的总趋势反应总的天气格

局，但总格局不能精确地预测地区性的天气变化。每个地

区的具体情况也会影响总格局，同时也会影响邻近其他地

区的天气。同理，无数个别要素的变化影响着整个认知过

程的变化。同时，它们之间也互相影响，认知科学家们试

图研究整个认知过程的个别要素的变化。按照平形分布

处理模式的观点，通常认为受规则支配的一些言语行为不

一定有规则在起作用，总的语言技能是被视为靠单个项目

的累加学习而发展起来的。

二、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进行的语篇分析

认知语言以经验主义哲学和非客观主义的经验现实

主义哲学为基础，与主流评议学有很大差别。以生成语法

为首的主流语言学有很大差别。以生成语法为首的主流

语言学认为生成语言的客观语义特征和语言规则存在于

人的大脑中，被称为语言能力，而认知语言学从人的经验

出发，完全摒弃了规则学说。

根据Ｆ．Ｕｎｇｅｒｅｒ和 Ｈ．Ｊ．Ｓｃｈｍｉｄ（１９９６），当今的认知
语言学主要有三种表征方法，分别是经验观、突出观和注

意观。经验观认为，语言使用者对事物的描写不局限于客

观描写。例如在对一辆小汽车进行描写时，人们会说它的

开关像盒子，有车轮，车门和车窗，同发动机驱使，还有方

向盘和刹车及座椅等。通常还会提到它的舒适，快捷，是

社会地位的象征。有人甚至会将小车和初恋或在某次车

祸中受伤联系起来。附加的这些特征有人们的共同经验，



也有像“初恋”和“受伤”这样的个人主观经验，远远超出了

坚持规则派的语言学家提出的客观描写。人们并非以理

论思考为基础去假设一些规则，所寻求的是一种实践和经

验的途径，对车的各种体验有助于人们以后碰到类似于车

的事物时对此加以辨别，与规则学派相比，经验观对词语

进行了更丰富更自然的描写。突出观认为语言结构中信

息的选择与安排是由信息的突出程度决定的。“Ｔｈｅｃａｒ
ｃｒａｓｈ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ｒｅｅ”就比“Ｔｈｅｔｒｅｅｗａｓｈｉｔｂｙｔｈｅｃａｒ”更自
然，原因是处于运动中的车是整个事件中最有趣最突出的

部分，故我们倾向于把车放在句首。说明主语的选择是由

情境中各因素的不同突出程度决定的。注意观认为，我们

用语言实际表达的只是事件中引起我们注意的那部分。

上例 “Ｔｈｅｃａｒｃｒａｓｈ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ｒｅｅ”只描写了引起我们注意
的一小部分，而其他部分，如小车突然转向，冲出了马路等

却未表达出来，突出观和注意观在句法分析方面的贴切程

度也不亚于规则语法的描述。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等人引入了射体（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和界标（ｌａｎｄ
ｍａｒｋ）这对术语。在任务关系结构中，前者代表图形或最
突出的成分，后者指此关系中的其他实体。“Ｔｈｅｂａｌｌｏｏｎｉｓ
ｆｌｙｉｎｇｏｖｅｒｔｈｅｈｏｕｓｅ”一句中 “ｂａｌｌｏｏｎ”是射体 “ｈｏｕｓｅ”是界
标。“在认知语言学中，句法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讲

话者对周围环境进行概念化过程的反映，突显的参与者，

特别是施事者，很可能成为分句的主语；不很突显的参与

者可能会成为宾语或其它成份。认知主体从不同的意象

出发来观察同一情景或事件便可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也

就突显了同一情景的不同侧面”（王寅，２００３）。
（１）Ｓｕｓａｎｒｅｓｅｍｂｌｅｓｍｙｓｉｓｔｅｒ．
（２）ＭｙｓｉｓｔｅｒｒｅｓｅｍｂｌｅｓＳｕｓａｎ．
由于它们所基于的“意象”不同，因而有了不同的表达

方式，每一句中被选定的主语成为“射体”，得到了突显。

语义问题即是一个“突显”的问题，这一点是适用于语篇分

析的。

Ｔａｌｍｙ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事件框架”（ｅｖ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的概念。一系列共同作用的因素构成了一个“事件
框架”，而使事件框架的某些部分前景化的认知过程被称

为注意的窗口化（ｗｉｎｄｏｗｉｎｇｏｆ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一般说来，一个
分句对应于一个注意窗 （ｗｉｎｄｏｗｓｏｆ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但有时人
们可能将一个以上的分句纳入一个注意窗或是将一个分

句拉开来置于数个注意窗中，此时补突显的内容就会有差

异，就涉及到整个表达可能解释成两个注意单位还是一个

完整的注意单位。每个注意窗代表被观察到的场景和听

说双方在特定时刻的行为场景，一个语篇就是由这种连续

的视窗构成，一个语篇中若干视窗的就对应着不断被更换

了的语篇空间（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ｐａｃｅ），如下图所示：

　　黑框表示当前的行为框架，称为焦点框（ｆｏｃｕｓｆｒａｍｅ），
也可称为零点框（ｚｅｒｏｆｒａｍｅ），其前有一个负框（ｍｉｎｕｓ
ｆｒａｍｅ），其后跟着一个正框（ｐｌｕｓｆｒａｍｅ），正是一种“瞻前顾
后的语篇动作机制”（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ａ
ｔｕｒｅ）。连贯的语篇由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分句组成，随着语
句的进展，每个分句都会提供一些新信息，帮助读者在心

智中不断建构和整合一个逐步的认知世界（王寅，２００３）。

三、平行分布处理模式应用于语篇认知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平行分布处理模式倡导

一种非规则支配的语言技能观，而在认知语言学领域所进

行的语篇分析也摒弃了规则学说，通过“射体”和“注意窗”

使语义突显，从而构成新的信息，在读者心智中建起一个

逐步完整的认知世界，这使得作为一种认知模式的平行分

布处理模式成为可能。

人们对语篇的理解是在一个情景空间里进行的，情景

空间里的某个点被一系列的主题化了，其中的射体是按时

间先后发生的情景序列。读者知晓一种情景的出现可能

会导致另一种情景的出现是由主观条件概率分布表现出

来的，它体现了读者的知识结构。在情景空间里语篇是一

个不完全被具体化的射体，因此语篇认知就变成了推测语

篇射体的最可能缺失特征。语篇理解始于结节，与此有直

接或间接联系的所有结节都被激活，这来源于读者的知识

结构。通过读者过去的经验和知识和业已建立的信息形

成了某些最终认知结果。

平行分布处理模式基于经验主义哲学产生，否定用规

则去解释脑力活动。在语篇分析方面，从上下文中寻找代

词确切所指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很多问题。

用平行分布处理模式进行语篇认知和语篇分析关键在于

解决推测语篇射体的最可能性的缺失特征。从认知语言

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仅仅简单地靠找出语篇中词与词之

间的连接，而且强调了心智与语篇之间的互动模式，用平

行分布处理模式分析语篇认知是一种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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