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 EFL 学习者的派生限制习得研究
*

———以动词前缀 un-为例

韩百敬 曾 涛
( 湖南大学，长沙 410082)

提 要: 本文以动词前缀 un-为例，通过语法判断和跨通道启动诱导产出任务考察中国 EFL 学习者的派生限制习得

情况和语义限制、前摄、固着 3 个因素的作用。研究表明: 综合习得与语言水平正相关，但合格产出呈 U 型趋势，反映出

派生产出自动化进程的缓慢与滞后。派生词的判断和产出总体上与语义限制正相关，与固着和前摄负相关; 语义限制效

应相对普遍、持久，而前摄、固着效应复杂多变。3 因素的协同互补机制及其作用强度、范围、动态变化和交互情况可在

FIT 框架内得到有效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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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FL Learners’Acquisition of Derivational Constraints
— A Case Study of the Verbal Prefix“un-”

Han Bai-jing Zeng Tao
(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verbal prefix“un-”using a grammaticality judgment task and a cross-model priming production
task，this paper investigates Chinese EFL learners’acquisition of derivational constraints and the effects of semantic constraints，
preemption and entrench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neral acquisition parallels with language proficiency，while the gram-
matical production develops in a U-shaped way，which mirrors the slowness and lagging of the productive derivational automatiza-
tion． Both the judgement and the production of derivatives are，on the whole，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semantic constraints，and
negatively with preemption and entrenchment． The effect of semantic constraints is global and steady，but the preempting and en-
trenching effects are complex and variable． The coordinating and complementary mechanism of the three factors，with their pat-
terns in terms of strength，scope，variation and interactions，could be accounted effective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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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英语中的否定前缀集能产性、多义性、同义性

和限制的诡异性于一身，是一组既重要又棘手的派

生词缀( Hatch，Brown 2001: 268 －275) 。本文仅研

究 un-对动词词根的选择限制问题，并将此时的

un-称为动词前缀，简称 unv-，将对应的 un-V 格式

的派生词或派生结构简称为 un-V． unv-的语义功

能是逆返，与其相容的词根动词必须隐含某种非永

久的可逆性结果状态( 同上) ，但这并不能保证

un-V的合格性，如例①所示。因为 unv-的派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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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隐型语义范畴( semantic cryptotype) ，仅呈现

出一种模糊的概率家族相似性，无法用确切的语义

特征来描述( Whorf 1956: 71) 。
① a． unlock the door

a’． * unburn the dinner
b． unclench sb’s fists
b’． * unsqueeze sb’s hands( Clark et al． 1995)

因此，unv-成为英语派生限制习得研究的优

选案例。但此类研究目前仅偶见于母语习得领

域。Bowerman 发现 3 － 7 岁儿童的语义限制( se-
mantic constraint，即隐型语义范畴) 习得与语言水

平正相 关，但 un-V 的 泛 化 习 失 呈 倒 U 型 趋 势

( Bowerman 1982: 319 － 346) 。Clark 等发现 4 － 5
岁儿童 的 un-V 产 出 存 在 前 摄 效 应 ( preemping
effect) ( Clark et al． 1995: 633 － 662 ) 。Ambridge
( 2013: 508 － 543) 通过语法判断任务调查语义限

制、前摄和固着( entrenchment) 3 个因素对派生限

制习得的影响，Blything 等用判断和产出两种任

务进行重复研究( Blything et al． 2014: 1 － 11 ) 。
他们发现对 un-V 的判断和产出在整体上与语义

限制正相关，与前摄和固着负相关; 但低龄儿童对

语义限制不够敏感; 而前摄和固着的作用似乎因

语言水平和目标词的合格性而异，但研究结果

不一。
本研究仍以 unv-为例，通过可接受性判断任

务和跨通道启动诱导产出任务来考察我国 EFL
学习者的派生限制习得情况及其语义限制、前摄

和固着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 1 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采用“语言水平( 低、中、高) × 合格性

( 合格、不合格) × 语义限制( 强、弱) × 前摄( 高、
低) × 固着( 高、低) ”的多因子混合设计。研究假

设为: ( 1) 派生限制习得与语言水平正相关，即语

言水平与合格 un-V 的判断和产出正相关，与不合

格 un-V 的判断和产出负相关; ( 2) 语义限制与合

格、不合格 un-V 的判断和产出正相关; ( 3) 前摄和

固着与合格、不合格 un-V 的判断和产出负相关。
2． 2 变量操作和材料构建

所有组内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和数据源于 Am-
bridge( 2013: 508 － 543) 和 Blything 等( 2014: 1 －
11) ，并将连续变量转换为分类变量，以便用方差

统计来分析它们的交互特征。具体如下: 根据

《韦氏 新 大 学 词 典 ( 第 9 版) 》和 布 朗 语 料 库

( 1967) 选取合格、不合格目标词根各 24 个。15

名成年母语者判断各词根是否具有该隐型语义范

畴相关的 20 个语义特征，所得数据用主成分分析

法浓缩成唯一特征值，以示词根的语义限制特征

的强弱。15 名母语者最为公认的两个近义词作

为对应un-V目标词的前摄词项，它们在 BNC 中的

频率之和即为前摄频率。各词根在 BNC 中的频

率即为固着频率。
实验材料借鉴 Blything 等( 2014: 1 － 11) 改编

而成。把 48 个目标词根分为两组，各有合格、不合

格词根 12 个。以 mask 为例，用词根对应的 un-V
目标词构造出 Bart unmasked the cat 格式的判断

测试句。再用非目标词生成句式多样的填充句

24 个，其中 12 句的谓词屈折形态不合格。最后

将各组测试句和共用填充句随机排序，生成两套

判断材料。
产出材料仍分为两套，各含 24 对测试句和 3

对练习句。每套中的 24 个测试产出句分别由两

套判断材料中对应的目标词根构成。24 个测试

启动句和练习句由其它合格的非目标词( 根) 构

成，且两套共用。以( un) load 和 mask 为例，启动

句和产出句的格式分别为 Marge loaded the basket
and then she unloaded it 和 Bart masked the cat and
then he． ． ．

2． 3 被试选择与研究过程

选取高中二年级学生、已通过 CET-4 的英语

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和已通过 TEM-8 且获得英

语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位的高校英语专业教师

各 40 名，分别作为低、中、高 3 个水平组。所有被

试均为汉语母语者且没有英语国家生活经历。
实验分组集中进行，各组被试分为两个次小

组，交叉接受两项任务的两套材料，以避免目标词

( 根) 的重复处理。两项任务都通过 PPT 呈现。
产出任务中的启动句用美籍外教录制的听觉音频

形式呈现，产出句用视觉文字形式呈现。当进入

播放状态两秒后，先自动播放一句启动句，两秒后

自动呈现产出句，要求被试在答题卡上对应的序

号后尽快写出补充成分。完成后手动点击下一

页，如此反复。
在练习句和测试句之间加入一张页面，询问

被试是否已熟悉操作程序，被试可以点击不同按

钮返回练习句或进入测试句。产出任务结束后，

被试自行继续判断任务。判断任务中每张 PPT
上呈现 1 个句子，其中谓词加粗凸显，且句后附有

简短问题: Is the predicate verb acceptable? 要求被

试在答题卡上的 5 级量表中尽快做出判断，之后

手动播放下一页。所有被试可在 45 分钟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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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测试。

3 研究结果
3． 1 语言水平相关的数据

以语言水平、合格性、语义限制、前摄和固着

为自变量，判断和产出为因变量的多元方差分析

显示，语言水平( p = ． 000) 和合格性( p = ． 000) 均

有显著主效应，且两者有显著交互 ( p = ． 000 ) 。
对应的单元方差分析显示: 语言水平的主效应在

判断中 不 显 著 ( p = ． 423 ) ，产 出 中 显 著 ( p =
． 000) 。Scheffe 事后检测表明，在产出中高二组

分别与大二组( p = ． 000 ) 和教师组( p = ． 000 ) 有

显著差异，但大二组和教师组间( p = ． 919) 并无显

著差异。合格性在判断( p = ． 000 ) 和产出( p =
． 000) 中均有显著主效应。且语言水平和合格性

在判断( p = ． 000) 和产出( p = ． 006) 中均有交互。
结合描述数据可知，合格 un-V 的接受程度和

产出概率都普遍高于不合格 un-V，表明各水平组

对派生限制均有一定程度的习得。语言水平与不

合格 un-V 的判断和产出负相关; 与合格 un-V 的

判断正相关; 但合格产出呈 U 型趋势，大二组和

教师组的合格产出概率显著低于高二组，而教师

组的产出概率相对于大二组仅略有回升，差距不

大。实验结果与研究假设( 1) 基本一致。
3． 2 语义限制相关的数据

在多元方差中，语义限制的主效应显著( p =
． 022) ，与合格性有交互( p = ． 000) ，与语言水平无

交互( p = ． 634) 。单元方差显示，语义限制效应在

判断中 不 显 著 ( p = ． 127 ) ，在 产 出 中 显 著 ( p =
． 017) 。与合格性在判断中有交互( p = ． 000) ，产出

中无交互( p = ． 523) ; 与语言水平在判断( p = ． 731)

和产出( p = ． 403) 中均无交互。
结合描述数据可知，语义限制与( 合格、不合

格) un-V 的产出正相关( 语义限制特征强、弱 un-V
的均值分别为． 48586、． 35178) 。与不合格 un-V 的

判断仍为正相关( 均值为 2． 2333、1． 7611) ，但对合

格 un-V 的判断没有显著影响( 均值为 3． 7519、3．
4278) 。实验结果与研究假设( 2) 基本一致。

3． 3 前摄、固着相关的数据

在多元方差中，前摄主效应非常显著 ( p =
． 000) ，且与合格性( p = ． 029 ) 和语言水平 ( p =
． 001) 均有交互。单元方差显示，前摄效应在判

断( p = ． 000) 和产出( p = ． 031) 中均达显著水平。
与合格性在判断中有交互( p = ． 035 ) ，产出中无

交互( p = ． 081) ; 与语言水平在判断( p = ． 009) 和

产出( p = ． 003 ) 中均有交互。描述数据显示，前

摄与 判 断 ( 高、低 前 摄 un-V 的 均 值 为 2． 394、
3． 1556) 和产出( 均值为． 2028、． 3222 ) 均为负相

关。但在判断中仅对不合格 un-V 有显著影响

( 均值为 1． 3410、2． 5152) ，对合格 un-V 的作用不

显著( 均值为 3． 6394、3． 6974 ) 。另外，前摄频率

较高时，前摄效应在判断中与语言水平负相关( 3
组被试的均值分别为 2． 3083、2． 4000、2． 4750) ，在

产出中随语言水平的提高呈倒 U 型回落趋势( 均

值为． 2250、． 1875、． 1958) ; 前摄频率较低时，前摄

效应在判断( 均值为 3． 1875、3． 1583、3． 1208) 和产

出( 均值为． 4542、． 2708、． 2417) 中均与语言水平正

相关。
在多 元 方 差 中，固 着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 p =

． 016) ，且与合格性( p = ． 000 ) 和语言水平 ( p =
． 000) 均有交互。单元方差显示，固着效应在判

断中显著( p = ． 011 ) ，产出中不显著( p = ． 143 ) 。
与合格性在判断中有交互( p = ． 000) ，产出中无交

互( p = ． 626) ; 与语言水平在判断中无交互( p =
． 566) ，产出中有交互 ( p = ． 000 ) 。描述数据表

明，固着与判断负相关( 高、低固着 un-V 的均值

为 2． 0986、3． 4514 ) ，但只对不合格 un-V 有显著

影响( 均值为 1． 5111、2． 9556) ，对合格 un-V 的作

用较小( 均值为 3． 6370、3． 7722 ) 。在产出中，固

着频率较高时，固着效应随语言水平的发展呈倒

U 型 回 落 ( 3 组 被 试 的 均 值 为． 1583、． 1125、
． 1250) ; 固着频率较低时，固着效应与语言水平

正相关( 均值为． 5208、． 3458、． 3125) 。实验结果

与研究假设( 3) 也是基本一致。
3． 4 语义限制、前摄和固着作用的强度比较

及其二维交互

就多元方差中的主效应而言，前摄效应最大，

固着效应次之，语义限制效应最弱。多元方差还

显示，语义限制与固着无交互( p = ． 772 ) ，但前摄

分别与语义限制( p = ． 000) 和固着( p = ． 009) 有交

互。单元方差显示，语义限制与固着在判断( p =
． 765) 和产出( p = ． 525) 中均无交互; 但前摄与语

义限制在判断( p = ． 000 ) 和产出( p = ． 022 ) 中均

有交互; 而 前 摄 与 固 着 在 判 断 中 无 交 互 ( p =
． 331) ，产出中有交互( p = ． 004) 。

描述数据说明，前摄对语义限制特征较强的

un-V 的判断( 高、低前摄 un-V 的均值为 1． 7289、
2． 9259) 和产出( 均值为． 0822、． 2481 ) 均有显著

影响，但对语义限制特征较弱的 un-V 的判断( 均

值为 3． 3933、3． 4037 ) 和 产 出 ( 均 值 为． 3767、
． 3937) 均无显著作用。同时，前摄在产出中对高

固着 un-V 的作用显著( 均值为． 0867、． 2074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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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低 固 着 un-V 的 影 响 较 小 ( 均 值 为． 3911、
． 3963) 。

4 讨论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我国 EFL 学习者对派生

限制已有一定的习得，其综合习得程度与语言水

平正相关，但合格产出呈 U 型趋势。对派生词的

判断和产出总体上与语义限制呈正相关，与前摄

和固着呈负相关。但从作用强度看，前摄效应最

大，固着效应次之，语义限制效应最小。从作用范

围看，3 个因素在判断中仅对不合格派生词有显

著作用，在产出中对合格、不合格词均有影响。从

动态变化看，语义限制的作用相对普遍、持久，对

不同水平学习者的判断和产出均有显著影响; 而

前摄、固着效应比较复杂，但也呈现出清晰的动态

趋势: 当相应频率较高时，前摄、固着效应随语言

水平的发展呈倒 U 型回落趋势或逐步淡化; 当相

应频率较低时，效应随语言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

强; 前摄效应的动态变化在判断和产出中都比较

明显，但固着效应的类似趋势仅限于产出任务。
从交互看，判断和产出中的前摄作用受语义限制的

影响，语义限制特征较弱时前摄效应较大，反之亦

然。产出中的前摄效应还受到固着频率的强化。3
个因素协同互补，共同作用于派生限制习得。

那么，EFL 学习者的 U 型合格产出与母语儿

童的 U 型泛化习失有何不同? 语义限制、前摄和

固着 3 个因素为何可以协同互补? 其作用的强

度、范围、动态变化和交互等特点又如何产生?

4． 1 U 型合格产出的成因

Bowerman( 1982: 319 － 346 ) 等认为，母语儿

童在起始阶段把派生词当成不可分析的词项单位

来整体处理，不会产生泛化; 当识别出派生词缀和

派生结构、且意识到派生能产性之后才出现泛化;

但随着派生知识的调整与重组，泛化又被逐步习

失。而我国低水平学习者虽已认识到派生能产

性，但语言产出的自主性受语言水平的制约( Ha-
yashi，Murphy 2011: 105 － 120) ，更易受到启动效

应的影响; 且语言资源匮乏，只能过度使用( over-
use) 目标结构( Gass，Selinker 2008: 237) 。而中

水平学习者已明显意识到派生限制，但习得尚不

充分，产出相对保守。高水平学习者的派生产出

稍有回升，形成合格产出的 U 型趋势。
但高、中水平学习者的产出并无显著性差异，

与判断中表现出的和语言水平正比发展的限制习

得相比，则更加凸显显性教学虽可促发我国 EFL
学习者的元形态意识、但产出性派生知识严重滞

后的不足( 王栋 张彩霞 2013: 403 － 410) 。因此，

二语词库的发展绝不是母语词库初级版的延续，

而是 一 个 动 态 的 重 构 过 程 ( Hayashi，Murphy
2011: 105 － 120) ，其派生产出的自动化是一个缓

慢的渐进过程。
4． 2 3 因素的协同互补机制及其作用特点

Ambridge 和 Lieven ( 2011: 256 － 265 ) 的 FIT
框架为 3 因素的协同机制提供恰当的理论基础。
FIT 主张语言使用的合格性取决于词项( item) 和

结构模板( template) 之间的特征适配度( fit) 。既

定信息的表达形式取决于相关候选词项和结构的

激活竞争，其激活水平由语义相关性、词项—结构

( 共现) 频率、特征适配度 3 方面共同决定，且彼

此的 激 活 水 平 具 有 传 递 性 ( MacWhinney 2004:

883 － 914) 。从激活竞争的角度审视 FIT 可以发

现，在以下 3 种情况下会产生泛化错误: ( 1 ) 尚未

习得词项或( 和) 结构的相关特征; ( 2 ) 虽能意识

到当前的词项—结构组合仅是勉强适配，但尚未

习得更佳的词项或( 和) 结构; ( 3 ) 当前组合由于

该词项或( 和) 结构的语义相关性或( 和) 频率方

面的激活优势而胜出。
可见，语言结构限制习得的根本仍在于对词

项、结构特征的习得，语义限制是克服泛化的直接

动因和根本保障，作用相对普遍、持久。但隐型语

义范畴是一种隐性的极为复杂的语义网络，就连

语言学家也难以捉摸，对 EFL 学习者来说则更是

诡异莫测、敏感性不足。前摄作用源自语义相关

性和词项—结构( 共现) 频率等多方面激活合力

的竞争，如 un-V，dis-V 和 vanish 3 种形式都与

the reversal of appearance 这一语义高度相关，其

余两项的频率越高，产生泛化错误 unappear 的几

率就越小。固着效应则是相关词项( 如 appear)
的频率单方面引发的激活竞争。因此，前者的作

用强度大于后者。
此外，Boyd 和 Goldberg ( 2011: 55 － 83 ) 认为

语义限制作用仅在典型语言项目中才能得到充分

的发挥，在边缘乖戾项目中只能求助于前摄和固

着等频率因素。但在语言( 特别是二语) 习得研

究中，语言项目的典型性不能只限于对成熟语言

系统的静态客体性分析，更应基于发展中的中介

语状态进行动态的主体性判断。高频词根动词对

低水平学习者而言可能仍是边缘项目，频率效应

因语言输入的加大而增强，但随着进一步的习得，

对其使用规范的依据逐步从频率转向语义，因此，

固着频率较高时固着效应随语言水平的提高呈倒

U 型回落趋势; 但低频词根对学习者而言比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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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习得较差，其使用情况主要根据频率而定，且

对频率的敏感程度随语言输入而加强，所以固着

频率较低时固着效应与语言水平正相关。
前摄效应的动态趋势同样是因为高频前摄词

项的习得随语言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完善，频率效

应随之淡化; 低频前摄词项的习得普遍较差，但其

频率效应因语言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增强。另外，

随着习得的深入，高频前摄词项与对应派生词的

区别也逐渐明晰，语义相关性引发的激活竞争作

用随之下降; 但低频前摄词项更易与目标词相混

淆，产生更大的语义竞争。这说明固着效应的动

态性源于词根动词的习得差异引发的分工变动，

而前摄效应既受前摄词项自身习得程度的调节，

还和前摄词项与目标词之间的区别度紧密相连，

因此，前摄效应的动态性既见于判断也见于产出，

而固着效应的动态性仅限于产出中，前者比后者

更为多变。
其次，从激活竞争的分析视角看，语义限制、

前摄和固着，尤其是后两者，直接作用于产出而非

判断。且合格派生词的频率较高，不合格派生词

极其罕见，其频率远不及敏感阀限。据此推测，之

所以 3 个因素的主效应在且仅在合格派生词的判

断中未达显著水平，可能是因为它们的作用被目

标词自身的频率效应所掩盖，致使 3 因素的作用

范围因任务和合格性而异。
最后，边缘词项的使用主要依据频率，且前摄

的作用大于固着，因此，前摄就成为语义限制特征

较弱的词项中求助的主要对象，出现前摄—语义

限制交互。同时，词根的激活水平会传递给前摄

词项，且前摄和固着直接作用于产出而非判断，两

者仅在产出中出现显著交互。

5 结束语
本研究以 unv-为例，通过可接受性判断和启

动诱导产出两项实验任务考察中国 EFL 学习者

对派生限制的习得情况及其语义限制、前摄和固

着的作用。结果显示: 语义限制和前摄、固着协同

互补，共同作用于派生限制习得。语义是构建语

法的首要依据，也是语法成熟的主要标志( 韩百

敬 薛芬 2014: 759 － 770) 。而语言的组织规律源

于对输入特征的统计分析，频率是语言习得的重

要因素( Ellis，Collins 2009: 329 － 3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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