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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以前的语言迁移研究相比，认知理论指导下的语言迁移研究更注重学习者作为认知主体的作用。本文从制约迁 

移的因素、可迁移性分析和作为策略的语言迁移几方面分析了这一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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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 Heng-jing 

(D甲田删 ofrore~ 矾 la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ng 400067，Ch／na) 

Abs嘣 ：~npafing with the studies oflanguage砸呱 rin early stages，the study of1aI1guage wal~exfrom cognitive framework pays nm  

attention on the role oflearner in determining when and how the native language is transferred、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is feature from several as— 

pects，such as c0Ils昀ints on language transfer，aIlaIy s of1a age tran4erabilJty，1a age tra~ er as conmaunicative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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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母语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的作用一直是语言教学研究者 

关注的焦点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就围 

绕这一焦点展开，而且它至今还是学术界争论较集中的一个 

领域，不过研究重心转为“母语怎样影响二语习得”。在总结 

近半个世纪的语言迁移研究时，Gass(1996)认为语言迁移研究 

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母语作用受到肯定，这一期间以 

Lade(1957)为例；第二阶段，母语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被最小 

化，这期间以Dulay和 Btm(1974)等一系列研究为代表；第三 

阶段，对母语作用的研究向定性研究发展。对二语习得感兴 

趣的研究者不再简单地全盘接受或否定母语在二语习得过 

程中的作用，而将重心转移到探究、揭示哪些因素制约着二 

语学习者使用母语的时机和方式；第四阶段，对母语作用的 

研究明显受到当前一些语言和语言习得理论的导向。王文 

宇(1999)也对近 50年来的语言迁移研究划分了三个大类：(1) 

对比分析假设和语言迁移现象研究；(2)标记理论和语言迁 

移现象研究；(3)认知理论和语言迁移现象研究。本文探讨 

的重点是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语言迁移研究。 

二、作为认知活动的语言迁移 

从70年代末、8o年代初至今，学者们从语言学、心理语 

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多角度研究迁移现象。语言迁移也被 

重新定义，Odlin(1989)认为语言迁移是学习者以前所学的任 

何语言与目标语之间的相似和差异给二语习得带来的影响。 

可见，迁移的定义更加宽泛，它既包括学习者所有以前的语 

言知识，也包括学习者对二语还不完善的了解(Gass，1996： 

324)，进一步解释了“先前所学的知识不仅包含母语知识和其 

它所学语言的知识，也包括我们 日积月累的目标语规则。我 

们需要对语言迁移现象进行动态研究”。 

(一)制约迁移的因素分析 

在行为主义理论框架下，对比分析假设着重比较母语与 

目标语的异同，以期获得对迁移的预测能力。而认知心理学 

理论指导下的语言迁移研究更注重学习者作为认知主体的 

作用，研究者既不认为迁移现象无处不在，也不认为它根本 

不存在，而是将注意力投向是哪些因素制约着母语的哪些方 

面易发生迁移、决定母语信息可迁移性的潜在准则是什么。 

Eills(1994)Y0出了制约迁移的 6个因素：语言的不同层面，如 

音系、词汇、语法、语篇等；社会因素，如不同的交际对象与学 

习环境的影响；标记性，如某些语言特征的特殊性；原型概 

念，如某个词的某一涵义与其它意义相比在多大程度上被认 

为是核心、基础的；语言距离和心理语言类型，如学习者对一 

语和二语之间距离的心理感受；发展因素，如对中介语发展 

的自然过程的限制。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探讨制约迁移现 

象的第 6个因素，即发展因素。 

70年代末期，Corder、Taylor等研究者认为中介语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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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重构的连续系统(continuum)，其起点为学习者的母语， 

随着习得的深入，它将会被 目标语言说替代。这种观点认 

为，迁移现象在中介语发展的初期比晚期更明显。后来，研 

究者们发现显然中介语不是什么连续系统，在某些情况下， 

迁移反而在中介语发展的后期很突出，或者迁移现象始终从 

未削减。Zobl(1980a，1980b，1982)并不把迁移和发展中影响视 

为两个对立的过程，而是两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学习二语 

的过程中，如果目标语的自然发展阶段和学习者的母语中某 
一 模式吻合，比起那些母语中没有该模式的学习者，他们的 

母语模式将伴随很长一段时间的二语发展过程。例如，母语 

为西班牙语和日语的英语学习者都会经历一个 no+verb阶 

段，由于西班牙语允许该形式的存在，因此，西班牙语的学习 

者在英语学习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会使用 no十verb形式；然 

而，在日语中没有该种形式，母语为 日语者便很快跨越了这 

个阶段。Ellis(1997)也指出极有可能语言错误是受双重因素 

影响，即“自然因素”和母语影响，他所说的“自然因素”就是 

发展中的影响。Hatch(1983)、Anderson(1983)都表达过类似 

的观点。还有一些研究表明母语的影响是受到一定牵制的， 

它只在语言学习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即学习者能意识 

到一语和二语有非常相似之处的时候(wate，1976)。换言之， 

语言迁移不是出现在二语学习的最初阶段。Wode从德国孩 

子学英语过程中的一些语言产出提供了一些例证。在英语 

学习的稍晚期阶段，学习者会产出类似 d、e的语句，说明学 

习者将德语中允许的在主句中的动词后使用否定标记的规 

则迁移到了英语学习中。 

早期阶段 a．no sleep 未发生迁移 

b．no bread 未发生迁移 

c．that’s no right 学习者的语言形式和母语体 

现出相同处 

稍晚期阶段 d．Everybody catch no the fish． 出现语言迁移 

e．John go nottothe schoo1． 出现语言迁移 

(二)语言可迁移性分析 

语言迁移出现在语言分析的各个层面，如音韵，形态、句 

法以及语义等。迁移程度在说话者的中介语中差异很大。 

语音迁移是母语中最普遍的，也是最没有争议的。听话者根 

据说话者的外国腔就可确定他是中介语说话者。而有些中 

介语说话者的外国腔特别重 ，原因是他们不能把其发音器官 

调整到同母语发音一样的程度。语法(形态和句法)的迁移 

涉及到从严格模仿第一语言词序到第一语言语法特征能够 

在第二语言话语中运用自如。因此，迁移研究的中心问题之 
一

是处理迁移出现的有利与不利因素，这就是可迁移性分 

析。Faereh和Kasper(1987)对此提出了三个准则：语言准则、 

心理语言准则和社会准则。 

1．语言准则 

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特征可解释语言迁移现象。表面 

上，有标记的语言形式可能发生迁移。实际上，一种结构的 

有标记性特征，由于它的显性和语义透明性，使学习者对迁 

移颇为敏感。恰恰是一种结构的语言共性而不是它的特性 

更可能导致迁移的发生。 

2．心理语言准则 

判断语言项目是否迁移的心理指标是 KeUerman提出的 

学习者对一语和二语之间距离的心理感受。在语言输出时， 

尽管两种语言有本质区别，但如果说话者感觉到两种语言极 

为相近，他就可能把第一语言成分迁移到第二语言中。例如 

荷兰说话者更可能把荷兰语特征迁移到德语中介语而不是 

英语中介语中。讲瑞典语的芬兰双语者可能把瑞典语的语 

言成分而非芬兰语的语言成分迁移到英语中，而芬兰的单语 

者却更依赖他们的母语迁移(Rin击orn，1987)。可迁移性的另一 

个重要心理准则是说话者对语言特定特征(1angI】a specific) 

和语言中性特征(1anguage neutra1)的感悟，即KeUerman所指的 

母语结构的有标记程度，它会导致两种情况出现：(1)不迁移。 

某些具有特性的语言项目一般不会发生母语迁移现象，如谚 

语、俚语、习语、警旬、具有屈折变化的词法等等。(2)易迁 

移。某些中性的语言项目往往发生母语迁移。这些项目既 

包括母语中一些带有语言共性特征的内容，又包括国际性 

的、源于拉丁语的词句以及从其他当代语言中借来的外来语 

等。在有些情况下，语言的标记性、语义透明性和说话者对 

可迁移的感知会极大重叠。因此，语言迁移的制约因素往往 

难以确定。 

3．社会心理准则 

社会心理因素较复杂。除了说话者的身份这一因素外， 

“言语附合”理论(Accommodation Theory)所描述的“趋 同” 

(conver nce)与“趋异”(divergence)也可能对说话者是否求助 

或回避第一语言特点产生影响。说话者的年龄、学习风格、 

第二语言水平和其他第二语言知识对迁移也起作用。其理 

论假设：(1)成年人学习者比儿童更依赖先前的语言学习经 

验，这就使成年人比儿童在语言学习中更经常地出现迁移。 

(2)由于中介语说话者有更多的时间对话语内容进行加工， 

而且又可能“借用”第一语言形式，因此，Js~-r过的话语比“即 

兴话语”更具迁移性。(3)由于中介语说话者所得到的第二 

语言知识不能完全用来构建第一语言规则，早期阶段的语言 

学习更可能出现迁移。(4)单项学习，如词汇项 目等，比系统 

学习更可能出现迁移。 

根据 Faserch和 Kasper的观点，上述语言、心理语言和社 

会心理因素能够促进或制约语言迁移。 

三、作为交际和语言学习策略的语言迁移 

以Selinker(1972)为代表的语言学家认为，不应该把母语 

对二语习得产生的影响看作是“干扰”(interference)，而应该看 

作是“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一种策略或是一种“调解” 

(intercession)。学习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克服母语的“干扰” 

或“消极转移”，而是在认知过程中采取有效“策略”或“调解” 

手段，尽快掌握 目标语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迁移作为 

“策略”看待，又分为作为交际策略的迁移和作为学习策略的 

迁移两种。 

(一)作为交际策略的语言迁移 

Corder(1981)认为如果母语与目标语相似，它能帮助学习 

者沿着二语习得的“普遍道路”走得更快，所谓母语“干扰”造 

成的错误并非源于负迁移，而是源于母语的“借用”。即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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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由于缺乏必要的目标语知识在交际中遇到困难时就会 

求助于母语去弥补这种不足。因此，“借用”母语是学习者试 

图用目标语完成交际任务而主动采取的一种策略，或一种 

“调解”(intercession)。他还强调说借用是一种“运用现象”，而 

不是学习过程，是语言使用的特征，而不是语言结构的特征 

(Corder，1983：92)。当然 ，作为交际策略的迁移也有可能转变为 

作为学习策略的迁移，Corder解释了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在交际过程中，多次成功的“借用”母语知识会反过来影响二 

语习得，那些被成功借用的语言形式(包括正确和错误的形 

式)将会并入学习者的中介语语法。Schacher(1983)的看法跟 

Corder稍有不同，她并未区分作为交际策略的迁移和作为学 

习策略的迁移，但她也认为中介语说话者在交际时会求助迁 

移，例如，第二语言的输出和输入。输出中的迁移是要激活 

第一语言知识以达到交际目的。输人中的迁移是在理解话 

语时依赖第一语言形式，对话语进行“语际推断”(interlingual 

inferencing)。推断过程在学习过程中起中心作用，所以学习 

者使用他的第一语言知识来建构第二语言规则。 

(二)作为学习策略的语言迁移 

二语习得者的语言输入和输出过程中的一些迁移案例 

可视作交际策略，但我们更有必要认识母语对二语习得起到 

的一个更直接作用，那就是作 为学 习策略的迁移现象。 

Schachter(1983)在她的论文“语言迁移新解”中指出，直接的学 

习迁移屡有发生，可用认知理论给予解释：认知心理学将学 

习过程视为学习者构建假设并对假设进行验证的过程。 

Schachter提出学习者的认知初始状态是一个“假设集(a uni— 

vel"se of hypotheses)”，这些假设分属各个 自然的类别，称为域 

(domain)。这些域和抽象的语言类别如从句、短语类型存在 

着对应关系。域的大小不同，而且可分成更小的域。当学习 

者选择了一个域，在其中构建假设并依据输入的内容一一验 

证这些假设时，学习就发生了。母语作为学习者现有知识的 
一 部分，既影响对域的选择，也影响将被验证的假设。因‘此， 

迁移是学习者用来建构假设、验证假设的一种学习策略，母 

语的影响既可导致学习者建构正确的假设，也可能使其建构 

错误的假设。 

四、结束语 

较之行为主义理论框架下的语言迁移研究，认知理论指 

导下的迁移研究是一大进步。首先是关于迁移的定义更宽 

泛、更客观。以前的定义侧重母语与目标语两种语言间的异 

同对二语习得带来的影响(多为负面影响)，而认知理论指导 

下的迁移研究中，将迁移视作学习者已有的语言知识对新学 

习的--1"3语言的影响，有的学者甚至主张采用一个更为中性 

的概念，如用跨语言影响来代替语言迁移。它们都看到了先 

前的知识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但行为主义却把母语知识看成 

是“祸水”，要摒弃以前学习的东西才有助于目标语习惯的形 

成；而认知心理学认为学习者的现有知识是一种财富、一种 

资源，是他们建构假设、验证假设的依据。其次是研究的重 

心不同，行为主义侧重于母语对二语习得所起的负面影响， 

多数研究集中在“母语干扰”上。认知心理学对人类知晓事 

物的心理历程进行探索，作为认知心理学研究领域之一的语 

言认知就是人在特定环境中处理语言信息的过程(程琪龙， 

2001)，强调人在认知过程中的主动性和目的性。为此，认知 

理论指导下的语言迁移研究突出了学习者作为认知主体的 

作用，研究制约学习者的中介语体系中迁移发生与否的各种 

因素和潜在准则，研究迁移是怎样作为交际策略和学习策略 

被学习者使用的。当然，也因为这一时期的语言迁移研究考 

虑了学习者的因素，使迁移研究变得更复杂、更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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