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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花园路径现象 ”是语篇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语义排歧现象。花园路径句容易造成读者解读语篇的路径失

误 ,并体现读者理解过程中大脑的语言处理机制。它的解读与认知框架、脚本及优先规则紧密联系。本文认为在语篇特

别是叙事文本内 ,读者对花园路径效应的认知机制是在优先原则框架下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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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gn itive M echan ism of“Garden2pa th Sen tence”in Narra tive Text
L iu Ying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The“garden path”effect is a special semantic ambiguity2solving phenomenon which m isguides the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text and reflects the language p rocessing of human brain during the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text. Under the op timum criteria

and the concep t of frame and scrip t, the paper exp lores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reader’s interp retation of“garden2path”sen2
tences in narrativ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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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花园路径句 ”透析
从术语“花园路径句 ”( garden path sentence)使用以

来 ,此种句式就成了认知科学 ,尤其是句法分析理论和心

理语言学的流行课题。

读者理解花园路句式的过程往往是一波三折 ,如同

在花园中寻找通向出口的路径 ,园中的主要路径往往并

不通向出口 ,而能够通向花园出口的正确路径 ,却是另一

条毫不起眼的荒僻幽径。因此 , 初读花园路径句常常使

读者感到扑朔迷离、难以捉摸 ,而句子的结尾却又让人恍

然大悟。

针对花园路径句 ,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的研究焦点

各不相同 :句法分析理论家们发明花园路径句 ,是为了检

验他们的句法分析规则 ;心理语言学家们用这种句子探

测认知策略的力量和局限 ;经验派研究者们则用以分析

眼球的运动和阅读时间等数据。贯穿这些不同研究焦距

的一个基本相同的对象是一般的花园路结构。例如 :

① They told the girl that Tom met the news. / /他们告

诉女孩汤姆遇到的那个消息。 / 他们告诉汤姆遇到的女

孩那个消息。

如同例 ①,以一个毫无意义的起始域 ( initial region)

“他们告诉女孩 ”( They told the girl )开始 ,紧挨起始域的

是一个时空歧义域 ,即“那个女孩遇到的那个 ”( that Tom

met ) ,由此进入花园路的歧异域 ———大部分读者会错误

地把这个句子当作间接引语继续读。然而 ,并非所有歧

义都有效 ,因此歧义域只是一种必要条件。事实上 ,读者

只是在按照某种认知优先选择 ( cognitive p reference)去解

读特定的歧义域 ,并在得到“正确的 ”读解后丢弃前面的

读解时 ,才陷入花园路。例 ①中的 that的歧异是功能性

的 ,它就是错误之源或之始。然而 ,歧异域持续存在的原

因就在于没有明显的标记表明 ,例 ①的实际句法与其表

面不同 ;读者大多会继续选择不正确的间接引语读法 ;但

是最终才会认识到错误所在 :例 ①中的读者碰到某人“遇

到一个消息 ”同样使语义蹊跷。

2　框架、脚本及认知的优先规则
读者在解读“花园路径句 ”歧义段的过程中 ,不同的

歧义结果之间存在认知优先性 ,有的歧义解释是人们乐

于接受的 ,有的歧义解释是人们不太愿意接受的。而认

知框架与脚本为读者运用优先规则提供了环境与条件。

“框架 ”作为一种认知模型 ,是具体情景的知识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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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表征。这个概念来自于明斯基 (M insky 1979)的“框

架理论 ”( frame theory)。我们不妨把框架看作一个节点

和关系网络。框架的“顶层 ”是固定的 ,它们代表那些对

于特定环境而言始终是客观真实的东西。下面的层次有

许多个终端 ,它们是必须用事例和数据予以填充的“嵌入

槽 ”。每个终端都具体规定其指定任务必须满足的条件。

指定任务本身通常是一些较小的亚框架。一般来说 ,框

架的终端已经装入了默认的指定任务。框架理论基本上

以命题形式构造 ,而多个命题则可以构成一个“脚本 ”。

“脚本 ”是一个言语社会进行某种特定活动 (如去餐

厅、看病、乘飞机 )时依循的、按时间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的

一个标准化、理念化的事件和状态系列 ;它在某个具体环

境中描述恰当事件顺序的结构 ( Schank & Abelson 1977)。

脚本也是一种情景模式 ,它是专门为经常出现的事件序

列设计的“知识结构 ”( Schank 1975: 213) ,即某一知识域

在大脑中储存的所有相关的知识表征及结构。根据

Schank & Abelson的理论 ,脚本由一些嵌入槽和对能够装

入嵌入槽的材料的要求条件组成。这种结构是一个内部

关联的整体 ,一个嵌入槽内的材料影响着能够装人另一

嵌入槽的材料。脚本作为行动序列对一熟知环境予以限

定 ,该序列是预定的、程式化的。所谓认知理解就是人们

将所见所闻与其已经储存的所经历的行动类型相匹配的

过程。新信息通过旧信息来理解。脚本具有动态性 ,它

以“预料 ”为基础。脚本不止描述事件本身 ,而且在描述

的同时规定一系列动作以及进入此脚本的条件、原因等。

Schank & A lbelson认为 ,人的头脑中存在许多脚本。根据

不同语境 ,人们可以预测事件的各个方面。

看来 ,框架基本上与状态和情境有关 ,而脚本则涵盖

程式化的行为序列 (如踢足球、去超市购物、参加生日聚

会 )。由于框架和脚本的复杂性表现为诸多层次 ,所以概

念上进一步整合就使框架插入脚本 ,脚本插入框架。叙

事情境的框架和叙事行为的特定体裁的脚本对于有关文

学花园路径现象的讨论具有极大助益。由于框架和脚本

必须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所以它们的认知力量

主要在于自身包含的非必要条件。

本文以下采用雷依 ·杰肯德夫的方法把框架和脚本

的非必要条件视为优先规则 ,这个术语能够与花园路问

题直接联系起来。优先规则通常以成对成组和对立的形

式出现 ,积聚为复杂的优先规则系统 ,其中的每一项规则

都按各自的优先性、可信度或稳定性等级而排列在不同

位置。优先原则系统是一个经过仔细校准的仅限于认知

决策领域的操作模型。 ( Jackendoff 1983)。杰肯德夫进

一步详细说明 ,优先规则系统能够对诸多领域认知决策

予以形式化处理 ,譬如原型印象、范畴化判断、分类模式、

词语的意义、标记程式、启发式句法分析等。杰肯德夫指

出 ,“从底层的直觉机制到我们意识生活里突出的社会政

治问题 ,在整个心理过程中 ,到处都能看出优先规则系统

的特点 ”(1983: 156)。

3　实证分析
许多文学叙事文体都有“花园路径 ”现象出现 , 如小

说、笑话、谜语。而读者对于这些体裁中花园路径句的解

读体现优先原则下的认知过程。针对花园路径句 ,读者

常遵守节点保守性原则 (NC) 和节点局部性原则 (NL )。

Bever (1970, 294)就曾经分离出这样一种读解策略 : 先假

定 N. . . V. . .中的 N是主句。同样 ,乔姆斯基设想的紧贴

语境的“严格再分类 ”和“筛选限制 ”规则也可以转换为认

知语境中的优先原则 ,他后来提出的“管辖与约束 ”理论

中所谓“θ栅格 ”限制法也可以进行这种转换。例 ①里 ,

“那个女孩遇到的那个消息 ”让人莫名其妙 ,是动词“遇

到 ”的限制被违反的结果 ,“遇到 ”应该是人类行为者之间

发生的事情。从更高层次看 ,说话人或听者的假定和言

语行为的得当性、最大限度的会话合作很容易转变为以

听者或读者为取向的优先规则。简言之 ,框架和脚本告

诉我们数据是什么 ,数据告诉我们所选的框架和脚本是

否合适。从功能上说 ,框架、脚本、优先规则消除结构、词

汇和言内行为等的歧义 ,提供填充话语空白的默认值和

得以解释话语意义的预设条件。总之 ,优先项之间的兼

容或对抗的不同程度决定着一个数据序列是否被读者感

知为标准、公式化、不确定的或始终歧义的序列。

詹姆斯 ·瑟伯的《瓦尔特 ·米蒂的秘密生活 》是一部

典型的花园路小说 ,故事将主人公米蒂一家人去沃特伯

利购物的日常世界里的行动线索与人物的白日梦并置。

开头部分就出现富有挑战性的花园路现象 ,这一叙事难

点值得注意。

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有这样一个情节 :成了战俘但

是决不认输的米蒂遇到一小队开枪的士兵。尽管这是一

种循环构架 ,但是普通的世界常识告诉我们 ,米蒂梦的存

在从本体上预设了他的虚构的现实存在 (惧内的米蒂驾

车向沃特伯利开去 )。因此可以说 ,米蒂的白日梦嵌入小

说所再现的是米蒂的现实世界。那么 ,嵌入片断到底具

有什么样的叙事地位呢 ? 根据热奈特的说法 ,可以把梦、

白日梦和回忆 (主观倒叙 )当作“元叙述 ”(metadiegetic)叙

事 ,进行“故事内叙述 ”( intradiegetic)的叙述者讲述第二、

三或第四个叙事 ( Genette 1980: 231)。巴尔在《论叙事的

嵌入手法 》(1981) 一文中提出用 “亚 ” ( hypo) 而不是

“元 ”(meta) 作前缀 , 建议把梦看作“亚聚焦 ” ( hypofo2
Calization) 而不是“亚叙述 ” ( hyponarration)。那么问题

是 ,尽管虚构现实部分的叙述者的全知视角使他能谈到

主人公熟悉的“心灵航线 ”, 那么他与梦幻情节里的那个

僵硬的亚叙述者是否是同一个人。或者说 , 是面对 “复

杂的拨号键 ”表现得笨手笨脚的米蒂本人变成元叙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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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言人并将小说的最起始部分变成亚叙述以及亚聚

焦 ?看来 , 主人公米蒂的自日梦确实揭示出一些颇为棘

手的叙事学难题。

近来 ,一些指示转移理论家指出 ,如果叙事语篇把焦

点首先置于读者的协商任务 ,其次置于“本体领域 ”, 那

么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本体的堆栈 ,其最常见的路线是

从最底层的虚构现实或实际世界推进到人物对该世界的

感知领域 (用标准的叙事学术语讲 ,就是从“客观的 ”叙

述移到“反射的 ”叙事 ) , 进入人物的回忆或梦幻的想像

世界 ( Galbraith 1995: 47) 。而本体的各种弹出项则沿着

一条相反路线行进 , 将读者从人物的梦幻、回忆或想像世

界送回到最底层的故事的实际世界 , 或送回到叙述者的

评论或描述层面。显然 ,在故事或小说的结尾 , 一次最后

的弹出项或一系列弹出项将虚构作品的本体栈彻底清

除 ,将读者送回到实际世界。须要特别指出 ,故事的本体

堆栈的存在变成一种遵循优先规则的脚本化过程。具体

而言 ,一个默认的优先假定是 ,在一个叙事的开头 ,故事

的本体堆栈通过推进叙事情境和文本的实际世界装载起

来。读者将优先假定 , 任何附加的推进和弹出项都会在

文本里发出信号。据此 ,任何背离这一模式的文本都会

出现花园路现象。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为例 ,文本的

开头从爱丽丝的实际世界推进到梦幻世界 , 而读者对此

却浑然不知。如果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中花园路问题

只是局部现象 , 因为读者辨识爱丽丝所历奇境的梦幻性

质的必要推进和弹出项都不太费力 ,那么在篇幅较大的

文本中 ,花园路径现象有可能非常复杂。

事实上 ,前述各点都经过经典叙事学惯用的整体分

析过程。问题不是这种整体模式不充分 ,而是它忽略了

这一事实 :在叙事过程中 ,为了实现叙事最后的综合 ,必

须穿越花园路径。花园路现象不仅是功能性的 , 而且会

通向别处 ,因为人们往往在第二次阅读时 , 只有将前面阅

读时丢弃的读解至少部分地挽救回来 ,故事才能展示更

多光彩。

4　结束语
“花园路径现象 ”反映人类大脑在叙事语篇中处理句

子过程的语言认知机制。对花园路径句的认知与认知框

架、脚本及读者的主要优先规则紧密相连。这些第一优

先规则置于包含着第二、第三以及补足性优先规则的更

大的优先规则系统内 , 而这个系统又是框架、脚本配置的

一部分。由于每一个主要的优先规则都能在合适的语境

里生成花园路 ,所以出现于口头或书面文本、虚构或事实

文本特别是叙事文本中的花园路径现象可以为进一步分

析和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

参考文献

董希文. 文学文本理论研究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5.

戴卫 ·赫尔曼. 新叙事学 [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3.

马克 ·柯里. 后现代叙事学理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社 , 2003.

王 　寅. 认知语言学探索 [M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 2005.

B rown, G. & Yule, G. D iscourse A nalysis[M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Bever, T. G. The Cognitive Basis for L inguistic Structures

[A ]. In R. H. John. Cognition and the D evelopm ent of

L anguage[ C ]. London: W iley Press, 1970.

Clifton, C. J r. & Fernanda, F. Ambiguity in Context[A ].

In Clifton, C. J r. L 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 C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Cook, G. D iscourse and L iterature: The In terplay of Form

and M ind [ 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rystal, D. The Cam bridge Encycloped ia of the English Lan2
guage [M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David, H. N arratolog ies [M ]. Ohio State: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9.

Duchan, J. F. D eix is in N arra tive: A Cognitive Science Per2
spective [M ]. H illsdale, N. J. : Lawrence Erlbaum,

1995.

Emmott, C. N arra tive Com prehension: A D iscourse Perspective

[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Galbraith, M. Deictic Shift Theory and the Poetics of In2
volvement in Narrative [ A ]. In F. Duchan. D eixis in

N arra tive: A Cognitive Science Perspective [ C ]. H ills2
dale: Lawrence Erlbaum, 1995.

Genette, G. Fiction it D iction [M ]. Paris: Seuil, 1991.

Jackendoff, R. The A rchitecture of the Hum an Language Rac2
u lty [M ]. Cambridge: M IT Press, 1997.

M insky, M. Frame — System Theory [ A ]. In M. D ieter.

Theoretical Issues in N atura l Language Processing [ C ].

Cambridge: M IT Conference Proceedings, 1975.

Thurber, J. The Secret L ife of W alter M itty [M ]. Harmond2
sworth: Penguin, 1973.

收稿日期 : 2008 - 09 - 13 【责任编辑 　李洪儒 】

94

2009年 　　　　 　　　　　刘 　莹 　叙事文本中“花园路径句 ”的认知机制 　　　 　　　　　第 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