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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助国内外４０多年来关于中介语僵化现象的研究成果，从定义、成因、种类三个方面入手，对僵化研究进行
系统的回顾，并指出现存研究中的分歧与问题，以期使读者能对中介语僵化这一语言现象有更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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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语（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又称过渡语，是二语习得研究中的重点。而中介语的僵化现象（ｆｏｓｓ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则是中介语理论研究中的热点。自ＬａｒｒｙＳｅｌｉｎｋｅｒ于１９７２年提出“僵化”这一概念至今，国内外学
者对这种语言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从现有文献看，涉及僵化的研究包括僵化的定义、僵化的

成因、僵化的种类等定性方面的研究。同时还有针对如何预防和减少外语学习中的僵化进行的一系列

实证研究。回顾４０多年来国内外有关中介语僵化研究的重要文献，旨在对这一语言现象的研究进行回
顾与思考。

１　相关研究回顾
１．１　中介语僵化现象的定义

１９７２年，Ｓｅｌｉｎｋｅｒ在《中介语》中对“僵化”定义如下：“僵化是一种存在于潜在心理结构中的机制”，
“语言僵化现象是指本族语者倾向于在外语习得过程中保留的类似于母语的语言项目、规则和次系

统。”［１］其实，与“僵化”定义相似的概念最早由Ｃｏｒｄｅｒ提出，他把学习者尚未达到目的语水平的外语能
力称为“过渡能力”（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２］，后又称为“特异方言”（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ｔｉｃｄｉａｌｅｃｔ）［３］。１９７８
年，Ｓｅｌｉｎｋｅｒ与Ｌａｍｅｎｄｅｌｌａ将“语言项目、规则和次系统”拓展为“语言结构的所有层面和语篇”。１９９２
年，Ｓｅｌｉｎｋｅｒ和Ｌａｋｓｈｍａｎａｎ指出僵化具有持久性特征。其他学者也给僵化下了定义，分歧主要在僵化的
语言形式上。

Ｖｉｇｉｌ，Ｏｌｌｅｒ［４］和Ｅｌｌｉｓ［５］都认为僵化包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语言形式。而 Ｓｅｌｉｎｋｅｒ，Ｌａｋｓｈｍａｎａｎ［６］则
认为僵化应限定在非目标语形式上。其中最全面的是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Ｈａｎ［７］给僵化下的定义。她从认知和
实证两个方面着手，指出在认知层面上，僵化是导致中介语的形式永久性固化的认知过程或潜在机制；

在实证层面上，讲话时一直保留在学习者口语或书面语中固化的过渡语形式，无论学习者以何种语言输

入或做出何种努力都不会改变。在《朗文语文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中，僵化是二语／外语学习者有
时出现的一个过程［８］。即在二语／外语学习者的口头或书面表达中始终伴有不正确的二语／外语语言
形式，有时这种不正确的语言特征将永久地成为一个人说或写的语言形式。

１．２　中介语僵化现象的成因
二语习得中导致中介语僵化的原因很复杂，有关其成因的理论探讨和研究也很多。不同研究者对

这一语言现象的成因做出了不同的论述。本文将列举其中一些代表性的观点。

Ｌｅｎｎｅｂｅｒｇ［９］认为年龄因素是导致语言僵化的主要原因。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者语言中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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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将难以改变，从而他提出“关键期”假设。

１９７２年，Ｓｅｌｉｎｋｅｒ在《中介语》中承认Ｌｅｎｎｅｂｅｒｇ提出的“潜在语言结构（ｌａｔｅｎ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他认为只有５％左右的学习者最终能熟练掌握第二语言，因为此潜在结构在学习语言时会被激活。而
约９５％的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容易被五个过程引发语言的僵化，分别是母语迁移、语言训练迁移、对语
言规则的过度概括、不恰当的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而这些过程的“一体化”会使中介语整体僵化。

Ｊ．Ｈ．Ｓｃｈｕｍａｎｎ［１０］认为，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实际上是学习另一种文化。学习者融入目标语社会
的程度将促进／阻碍第二语言的学习程度。他曾观察到一名美国移民的英语中有很多洋泾浜式英语，如
大部分否定形式都用“ｎｏ＋ｖ”结构（ＩｎｏｓｐｅａｋＣｈｉｎｅｓｅ．）；疑问句不用倒装结构（Ｙｏｕｃａｎｇｏｗｉｔｈｍｅ？）
等。Ｓｃｈｕｍａｎｎ认为，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这位移民与目标语文化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较大，对融
入目标语语言、文化和社会的愿望较小，所以语言学习就不容易取得进步。同样，如果第二语言学习者

也有类似的情况，并且不再以目标语系统为标准，那么中介语出现僵化现象就有极大的可能。

Ｖｉｇｉｌ和Ｏｌｌｅｒ［４］认为学习者的语言僵化与二语学习过程中得到的情感反馈和认知反馈密切相关。
Ｋｒｅｓｈｅｎ［１１］也从五个方面说明语言学习僵化现象的原因：目标语输入数量不足、目标语输入质量不适、
感情过滤器、目标语输出过滤和目标语语言变异形式的习得。

鉴于各学者对中介语僵化现象成因不同的解释，Ｅｌｌｉｓ［１２］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指出中介语僵化是
外、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是指诸如交际压力、缺乏学习机会和对学习者第二语言的反馈性质等因

素；而内因则指学习者的年龄、缺乏融入目的与社会或文化的愿望等因素。

１．３　中介语僵化现象的种类
针对现有文献中中介语僵化的研究种类，主要可分为口语僵化研究和书面语僵化研究两大类。

Ｌａｒｄｉｅｒｅ在１９９８年报道了一项为期８年的口语僵化研究。研究对象是一名叫 Ｐａｔｔｙ的华裔。语料是
Ｐａｔｔｙ的三次录音（前两次录音相隔８年，后两次相隔２个月）。研究重点是 Ｐａｔｔｙ口语中代词主语的格
标记和动词的形态标记。调查发现，Ｐａｔｔｙ对前种形式掌握很牢固，而后种却有很多错误，８年内几乎没
有改变。Ｌａｒｄｉｅｒｅ由此推断，这些语言项目在Ｐａｔｔｙ的中介语系统中已处于停滞状态。前者趋近于目的
语，而后者已发生僵化。２００３年，Ｌｏｎｇ报道了他对一名７５岁的日本女士Ａｙａｋｏ１６年的调查。研究语料
是Ａｙａｋｏ分别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和２０００年回答Ｌｏｎｇ提供的六项口语任务的录音。Ｌｏｎｇ主要针
对英语中“－ｓ”复数形式和动词过去式标记对录音进行分析。结果发现，Ａｙａｋｏ对一些日常名词的复数
和动词过去式使用正确，但对不常使用或不熟悉的名词复数和动词过去式则常忽略其特殊标记形式，并

且常变换使用一个词的多种变体标记（包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如“ｔｅｎｍｏｎｔｈｓｏｌｄ”与“ｔｅｎｍｏｎｔｈｏｌｄ”。
Ｌｏｎｇ称此类现象为“易变性”（ｖｏｔａｌｉｔｙ），并进一步指出语言学习中的僵化现象与学习中的稳定性有很大
的关系。

国内对口语僵化从事长期跟踪调查的实证研究几乎没有，主要集中在对口语僵化的缓解措施上。

如李秋会［１３］提出了预防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口语僵化的措施，主要从完善输入、激活输入、恰当反馈、消

除情感障碍、恰当运用交际策略及改革考试制度等６个方面进行。刘艳春［１４］、是文涛［１５］等也从不同的

角度对口语僵化现象提出了建议。

国外对书面语僵化现象研究最早且颇有影响力的是ＺｈａｎＨｏｎｇＨａｎ。她在１９９８年报道了一项２年
的书面语僵化研究。研究对象是２名中国成人高级英语学习者。其中一名是在澳大利亚从事电脑软件
的工程师，另一名是美国某大学从事天体物理学的研究人员。Ｈａｎ通过收集两名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
正式和非正式的书信，研究其中的三种过渡语结构，包括假被动、类似目标语的被动形式和非宾格动词

的被动形式。通过调查发现以上三种结构都存在于书面语中，而第一种形式在非正式书信中更常见。

Ｈａｎ认为，这是由于受汉语中主题－述题结构的影响而造成的。
国内对书面语僵化的研究成果颇多，但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的英语写作上。王顺玲和张法科［１６］以非

英语专业本科生大一大二的英语作文为语料，目的是比较不同时期的书面语错误。结果发现大学生书

面语僵化的程度非常严重。龙娜娜［１７］研究了大学新生书面语的僵化情况。发现大一新生英语学习中

的大部分语言项目已经僵化，且具有一定的顽固性，但不能将其定义为永久性僵化，而应为暂时性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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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思考与启示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中介语僵化的研究无论是时间跨度、研究规模或是研究成果都具有客观的成

效。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众多学者都给“僵化”下定义，研究者们各持己见，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易导致研究过程中对

象、语料、实验设计等各方面存在一定的出入，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

第二，关于中介语僵化现象的成因，研究者们从多视角给出了包括心理、认知、年龄、社会文化等各

层面的解释。而Ｅｌｌｉｓ则把所有研究者的原因综合起来，全部归为内、外因两大类，较为系统。但导致僵
化现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至今也无权威的定论。虽然某些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大多是理论性假设，

并没有经过实证研究。所以中介语僵化现象的成因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第三，僵化研究的种类太过单一。首先，中介语僵化研究只分为口语、书面语研究，为达到研究的科

学性，两大类下还应有更小的研究项目，如正式与非正式之分。其次，目前口语僵化的实证研究国外案

例的研究对象都为个例，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跨时很长的跟踪调查。但研究者最

终还是不能确定研究对象语言中的僵化项目的形成时间为多长、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哪些语言项目为暂

时性僵化和永久性僵化等。再次，目前的研究项目都为单语言项目，重点都集中在局部僵化，没有涉及

全局僵化研究。而国内的口语僵化实证研究则几乎为空白。虽然对书面语僵化的实证研究较多，但基

本是借鉴国外某学者的研究理论对大学生的英语作文进行调查，研究对象单一且研究方法简单，时间

短。那么其他年龄群体在语言学习中是否也存在僵化现象？特点又如何？如果能弄清各阶段学生学习

外语的僵化特点并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这对中国学生学好英语必有很大帮助，对推动英语教学也会有

不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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