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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特异性损伤与人脑中一般知识的组织
’

张亚旭料 周晓林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

北京
,

阂 宝权 贾建平

首都医科大学宜武医院
,

北京
,

引言

记忆是多层面的
。

根据记忆中所存储的材料的

性质
,

人类记忆可分为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
。

其中
,

语义记忆是指被组织起来的
、

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
。

人脑中一般知识如何组织
,

是 当前认知神经科学争

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一 。

脑损伤病人身上所观察

到的语义记忆损伤模式
,

为 回答这一 问题提供了难

得的机会
。

范畴特异性损伤现象

年
,

著名认知 神经科学 家 和

在《 》杂志上
,

报告了他们在 四名曾经患

单纯疙疹性脑炎 的病人身上所做的研究〔“ 〕。

该研

究发现
,

同无生命物体相比
,

这些病人在产生和理解

有生命物体的名称时
,

表现出更大的困难
。

例如
,

病

人
,

只能识别或命名 个有生命物体 动物或

植物 中的 个
,

但正确地描述和命名了 个无生

命物体中的 个
。

类似地
,

病人 不能识别有

生命物体
,

但正确地识别了 个无生命物体 中的

个
。

和 的另两个病人
,

和
,

因为存在严重的语言产生损伤
,

所 以不能完成

下定义这种产生任务
。

但是
,

这两名病人在词 图匹

配任务上所表现出的模式
,

与 和 类似
。

换

句话说
,

相对于无生命物体来说
,

动物范畴的词图匹

配成绩更差
。

总的来看
,

相对于无生命物体来说
,

这

些病人 有 生命物体方 面 的知识
,

损伤更为严 重
。

和 将这种现象称作范畴特异性

的 语 义 损 伤 。 一

。

迄今为止
,

绝大多数发表的个案所描

述的脑损伤病人
,

有生命物体 如动物
、

水果和蔬菜

识别
,

选择性地受到损伤
。

问题是
,

这种现象是否可信 换句话说
,

脑损伤

病人身上所表现 出来的范畴特异性 的语义记忆损

伤
,

是否可以用其它一些混淆因素 而不是有无生命

这样的范畴 来解释 一些研究者提出
,

一些混淆因

素
,

包括名称频率
、

项 目熟悉度
、

视觉复杂度和可想

象力等
,

可能能够解释范畴特异性损伤现象
。

例如
,

脑损伤病人之所 以在有生命物体上
,

表现 出更严重

的损伤
,

并不是因为这些物体属于有生命这一范畴
,

而是因为相对而言
,

这些物体或者名称频率低
,

或者

熟悉度低
,

或者视觉复杂度高
,

或者可想象力差
,

或

者是这些混淆因素的混合作用
。

如果这些怀疑成立

的话
,

那么
,

范畴特异性损伤就至少不再是什么惊人

的现象
。

换句话说
,

这种现象完全符合人 的直觉
。

对于脑损伤病人来说
,

加工困难的材料 指名称频率

低
、

熟悉度低
、

视觉复杂度高
、

可想象力差 的材料

时
,

成绩当然要差
。

然而
,

偶尔 的个案
,

相对于有生

命物体来说
,

在无生命的或人造的物体上
,

表现出更

大的困难 ‘ 。

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混淆因素
,

显然无

法同时解释两种截然相反 的范畴特异性损伤模式
。

值得注意的是
,

许多近期的研究
,

使用名称频率
、

熟

悉度
、

视觉复杂度和可想象力等方面严格 匹配的刺

激
,

仍然发现了范畴特异性损伤现象
。

此外
,

还有一

些研究
,

采用回归分析这种统计技术
,

发现有无生命

这一语义范畴变量
,

影响病人的任务成绩
。

上述几

方面的证据提示
,

范畴特异性损伤现象
,

至少不能完

全用混淆因素来解释
。

病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

范畴特异性损伤
,

提示不同类型的语义知识
,

在人脑

中可能是分开来表征和组织的
。

一般知识组织的性质 三种不同的观点

范畴特异性损伤现象引发了关于人脑中语义记忆

或一般知识组织方式的理论和实验探讨
。

为解释这种

现象
,

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角度
,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

下

面让我们详细看一下几种不同的代表性的观点
。

分类学范畴说

这种观点认为
,

语义知识按分类学意义上 的范

畴 如有无生命 来组织〔‘ 〕。

它假设
,

生物的进化使

得人类发展了从知觉和概念两方面
,

区分有生命物

种与无生命物种的特殊的机制
,

从而导致大脑 中这

些知识按照范畴来组织
。

因为不同范畴的知识存储

在大脑的不同区域
,

所以
,

特定脑 区的损伤
,

将会造

成存储在该脑区 的特定范畴的知识
,

出现选择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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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
。

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脑损伤个案的支持
。

例

如
,

大多数有生命物体知识选择性受损病人
,

左侧颖

叶受损
,

或者在单纯疙疹性脑炎康复之后
,

右侧颖叶

受损
。

而人造物体知识选择性受损病人
,

典型地额

顶区受到损伤
。

不过
,

也有一些有生命物体知识选

择性受到损伤的病人
,

额叶和顶叶下部受损
,

或者在

经历脑外伤之后大脑广泛受损
。

此外
,

也有一些人

造物体知识选择性受损病人
,

颖叶受损
。

总的来看
,

有生命范畴的特异性损伤
,

通常同颖叶受损相联系
,

有时和额叶
、

顶 叶相联系
。

而无生命范畴的特异性

损伤
,

通常同颖
、

顶和背侧额叶的损伤相联系
。

语义知识按分类学范畴组织 的观点
,

也得到了

一些 脑 功 能成像研究 的支持
。

例如
,

最 近 的三 项

研究
,

直接比较 了有生命物体和人造物体的脑

区激活 〔“一 ‘“ 〕。

这三项研究
,

尽管彼此之间在所激活

的特定脑 区方面观察到不 同结果
,

但均显示 出不 同

范畴之间的分离
。

这三项研究有一些一致 的结果
。

例如
,

这些研究均发现
,

加工动物时
,

颖叶下部激活
,

而对于工具来说
,

颖叶中后部可能更重要
。

语义知识按分类学范畴组织这种观点
,

尽管对

范畴特异性损伤现象的解释简捷明了
,

但是
,

它难以

解释广泛性脑损伤病人所表现 出的范畴特异性损

伤
。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

经历脑外伤之后 大脑广泛

受损
,

能够导致有生命物体知识的范畴特异性损伤
。

另外
,

阿尔兹海默病
’

病人也能

产生范畴特异性损伤〔‘’〕
,

而这类病人 的病变通常是

弥散性的
,

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脑区
。

结构描述系统说

与分类学范畴说不同
,

结构描述系统说不是用

有无生命这样的二分法来解 释范畴特异性损伤
,

而

是强调视觉信息与有生命物体识别之间的关系
。

换句话说
,

有生命和无生命物体之间
,

在把范畴的一

个成员同另一个成员 区分开
,

所要求的视觉加工 的

程度和细节上
,

有重要 区别
。

同人造物体相 比
,

动

物
、

水果和蔬菜
,

有着更惊人 的范畴 内的结构相似

性
。

因此
,

这些物体的识别
,

对前语义的结构描述系

统 。 , 要 求较 高 , , 一 ‘ 。

这样
,

对于有生命物体来说
,

较高的范畴内的结构相

似性
,

容易造成
“

视觉拥挤
” 。 ,

使得

成员和成员之间难 以 区分
。

按照这种观点
,

脑损

伤病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有生命物体范畴的特异性

损伤现象
,

可以用结构描述系统障碍来解释
。

这种

观点实际上隐含地认为
,

没有必要假设两个分开 的

语义记忆系统
,

单一的语义记忆系统
,

完全能够解释

脑损伤病人身上所 出现的范畴特异性损伤
。

特征途径

第三 种 观 点 可 以 称 之 为 特 征 途 径
。

迄今为止
,

该理论 已 经 出现 了三种不 同

的版本
。

简单的通道特异性假设

最简单的特征途径认为
,

语义知识按照不 同的

感觉运动通道 如视觉或知觉语义知识与功能或联

想语义知识 来组织 , 〕。

按照这种途径
,

特定语义

特征对知识获得和描述来说
,

具有不 同的权重
。

对

有生命物体知识获得或有生命物体识别来说
,

同功

能特征 指做什么用的
、

在哪里用 以及什么时候用等

方面的语义特征 相 比
,

知觉特征 指一个物体看起

来
、

听起来或感觉起来怎么样等方面的语义特征 有

更大的权重
。

因此
,

在有生命物体范畴 内
,

概念 如
“

老虎
”

和
“

豹子
”

的区分和加工更多地依赖于它们

的知觉特征
。

然而
,

对人造物体来说
,

情况刚好相

反
。

换句话说
,

同知觉特征相 比
,

功能特征有更大的

权重
。

因此
,

在人造物体范畴内
,

概念 如
“

办公桌
”

和
“

饭桌
”

的区分和加工更多地依赖于它们的功能

特征 , ‘礴 。

这样
,

在这种简单 的特征途径 中
,

语义

记忆 由两个子系统构成
,

即知觉特征子系统和功能

特征子系统
。

有生命物体或人造物体两个不同范畴

的特异性损伤
,

分别是由知觉和功能这样两个子系

统分别受损造成的
。

也就是说
,

语义记忆的知觉

特征子系统受到损伤时
,

就会产生有生命物体范畴

的选择性受损
。

类似地
,

功能特征子 系统受到损伤

时
,

就会产生人造物体范畴的特异性损伤
。

显然
,

这

种途径既能解释大多数有生命物体范畴出现特异性

损伤的个案
,

也能解释偶尔发现的无生命物体范畴

选择性受损的个案
。

上述这种简单的特征途径
,

可看作是简单的通

道特异性假设
,

它反映了知识的起源或形成 如视觉

组织
。

同按分类学范畴组织知识相 比
,

用通道特异

性的语义表征来对知识进行组织
,

似乎更经济
。

这

种简单的通道特异性假设
,

得到 了一些不 同角度证

据的支持
。

例如
,

在 一个联结 主义 的计算模型上
,

和 证实
,

选择性地损 伤知觉或功

能特征
,

确实能够产生范畴特异性损伤〔‘ 〕。

另外
,

也有证据表明
,

许多有生命物体范畴出现特异性损

伤的病人
,

同完成有关功能特征的任务相 比
,

完成有

关知觉特征的任务
,

要困难得多〔‘ 。

这些病人甚至

在辨别人造物体 如不 同的轿车 时也有 困难
,

只要

这些物体视觉上容易混淆
。

简单的通道特异性假设
,

也得到了功能性磁共

振成像 舰 证据 的支持
。

例如
,

等人 于

年报告 的研究要求被试想象一个物体的知觉

属性 如颜色 或功能属性 如物体的典型行为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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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发现
,

知觉条件使腹侧颖 叶 当刺激是词 时为左

侧
,

当刺激是图时为双侧 出现加强 的激活
,

而功能

条件使左侧颖叶中后部活动增强
。

然而
,

简单的通道特异性假设
,

不能说明范畴特

异性知识损伤中的一种现象
,

即对有生命物体来说
,

知觉和非知觉 的知识都受到损伤 ,
。

因此
,

有生

命物体范畴的特异性损伤
,

似乎不能用知觉语义知

识选择性受损来解释
。

相互作用的通道特异性假设

另一种特征途径
,

实际上是在上面的简单的特

征途径基础上提出来的
。

它在承认知识按照不同的

感觉运动通道组织 的同时
,

认为知识表征是分布式

的和相互作用 的 , ‘ 。

这种观点假设
,

客体表征 的

每一个部分都为另一个部分提供附属 的激 活
。

因

此
,

一个部分的受损 可能影 响激活其它部分的能

力 〔 。

对于有一个优势表征通道的知识范畴来说
,

任何一个通道信息的提取
,

都可能要求优势通道信

息的提取
。

这种观点可称作相互作用的通道特异性

假设
。

它得到了一些不伺 角度证据的支持
,

包括行

为研究〔‘
、

神经心理学研究
、

计算模型 〔‘
、

功能

性磁共振成像 研究 和 研究
。

研究者发现
,

左侧梭状回的活动
,

能够在产生颜

色词和心理表象期间被观察到
,

说明该脑参与视觉

信息提取 过 程
,

甚 至 是 在 缺 乏外 显 视 觉 刺激 时
。

, , ’

和 使用
,

考察了左侧梭状回活动对有生命和无生命物

体信息提取的依赖性
。

按 照相互作用 的通道特

异性假设
,

即使是在提取有生命物体的非视觉信息

时
,

也会出现左侧梭状 回的活动
。

这一预期在该项

研究中得到证实
。

等人 的 研究
,

使用 了三种相似

性判断任务
。

其中
,

第一种任务是就物体的典型

颜色 视觉特征 进行判断 第二种任务是就物体所

处的典型空间位置 联想特征 进行判断 第三种任

务是就词 中所包含 的音节的数 目进行判断
。

此外
,

该研究所采用的实验材料
,

既包括有生命物体
,

也包

括人造物体
。

等人发现
,

两种范畴 即有

无生命 和两种特征 即知觉特征和联想特征
,

尽管

都激活了广泛的分布式的左半球语义系统
,

但是仍

然引起了某些区别性的激活
,

尤其是不同类型的特

征
。

具体地说
,

对于判断物体所处的典型空间位置

来说
,

左侧颜枕顶交界显示 出增强的活动
,

而颜色判

断激活了左侧靠前的颜皮层中部和尾状核
。

相比之

下
,

有生命与无生命两种范畴之间
,

所激活的脑区差

异较小
。

代表人造物体的词
,

使左侧靠后 的颖皮层

中部激活增强
。

这些结果表 明
,

在词所激活的分布

式概念系统中
,

更 占优势 的神经上 的区别与特征类

型有关
。

特征相关说

同样是采取特征途径
,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

有生

命和无生命两种物体之间
,

视觉特征和功能特征之

间的关系不同
。

有生命物体视觉和功能特征之间没

什么联系
,

而无生命物体则不然
。

这种观点能够解

释为什么有生命物体选择性地受到损伤
。

最近
,

一些基于分布式神经网络原则的解释
,

也

强调了两种范畴之间
,

在知识的不同成分间相互关联

的程度和模式上的区别 , ’ ,

,
。

具体地说
,

有生命

物体内部
,

特征与特征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 例如
,

有

毛皮的也有胡须
。

因此
,

对于有生命物体来说
,

少量

的损伤 即少量联结的丢失
,

通常不会影响一个物体

的识别
,

因为特征之间很强的相关会起到一种保护的

作用
。

然而
,

足够量的损伤
,

将导致一些特征的丢失
,

这会引起有生命物体范畴内
,

许多成员同时受到损

伤
。

然而
,

对于无生命物体来说
,

通常
,

一些特征对于

特定的项 目来说
,

恰好是关键的
,

但是与其它特征之

间并没有较高的相关
。

因此
,

这些特征的神经病理学

损伤
,

将影响特定项 目上的作业
。

这样
,

同有生命物

体范畴不同
,

在无生命物体范畴内
,

成员的损伤具有

逐个项 目 曰 ” 的性质
。

小结

人脑中一般知识如何组织
,

是 当前认知神经科

学的一个中心问题
。

脑损伤病人身上所表现出的范

畴特异性的语义记忆损伤
,

为 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

难得的机会
。

为解释范畴特异性损伤现象
,

研究者

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脑中一

般知识按分类学意义上的范畴来组织
,

第二种观点

强调视觉信息与有生命物体识别之间的联系
,

而第

三种观点则采用特征途径来解释人脑中知识系统的

性质
。

事实上
,

这些观点 已成为当前有关人脑中一

般知识组织性质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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