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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作为情绪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研究语言中传递的情绪信息一直是情绪研究的热点。以往关于情绪

词的研究并未明确区分情绪词的类型，实验材料中常常混用。近年来，研究者对情绪词进一步进行区分，

在行为层面与神经电生理学层面都发现情绪词类型效应存在不一致的结果。本文整理了前人关于情绪词

类型的研究，提供了两种可能造成加工差异的理论解释，指出了该领域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展望了

以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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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 carrier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studying the emotional information con-
veyed in language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emotional research. Previous studies on emotional 
words have not clearly distinguished the types of emotional words, and experimental materials of-
ten mix them up.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have further distinguished emotional words and found 
inconsistent results in the type effects of emotional words at both behavioral and neuroelectrophy-
siological level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types of emotional words, pro-
vides two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that may cause processing differences, identifies the problems 
in previous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nd looks forward to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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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作为人类心理活动机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受到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多个领域的关注。语

言是情绪表达的重要载体，为研究情绪和认知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情绪词承载了语义信息和情绪信息，

将语言和情绪进行了整合，成为绝佳的实验材料。然而，前人的研究常常混用两类情绪词，可能是造成

实验结果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情感神经语言学领域对汉字情绪词类型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

段，缺乏并且亟待相关认知加工机制的研究。目前，外语对该领域研究较为丰富，而考察汉语的研究较

少。研究情绪词类型效应可以进一步探究影响情绪效应的因素，深入地揭示情绪词类型对情绪词信息加

工的调节作用，为推动情感神经语言学的发展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词汇的认知加工机制是阅读研究的基

础，研究情绪在阅读中起到的作用对阅读教学和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整理了前人关

于情绪词类型的研究，提供了两种可能造成加工差异的理论解释，指出该领域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并

展望以后的研究方向。 

2. 情绪词类型效应 

鉴于以往大量关于情绪词的研究并未明确区分情绪词类型，Altarriba (2006)建议情绪词应该从抽象词

中分离，单独作为一种词类，和以往的具象词与抽象词这两类词并列[1]。近年来，不少研究开始对情绪

词进行详细的区分。Pavlenko (2008)认为，不同语言中情绪词的数量差距很大，提出应该按照词汇功能

的不同进行划分，分为 emotion words 和 emotion-laden words，前一种词汇涉及特定的过程和情绪状态，

如快乐、悲伤，后一种词汇不直接表达或间接诱发个体的情绪状态，如婚礼、墓地[2]。Vinson 等人(2014)
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emotion words 是直接涉及情绪状态的词汇，emotionally-valenced words 则是包

含情绪效价的词汇[3]。这样的划分使得情绪词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Zhang 等人(2017)建议将这两类词

汇统称为情绪词(emotion words)，其中一类叫情绪标签词(emotion-label words)，另一类叫情绪负载词

(emotion-laden words) [4]。 
情绪词包含两个子类，一个是情绪标签词，另一个是情绪负载词，前人研究发现这两个子类的信息

加工存在不同的情绪词类型效应。下文就这两类词汇在行为层面和神经电生理学层面的加工差异进行梳

理。 

2.1. 行为层面的情绪词类型效应 

Altarriba 和 Basnight-Brown (2011)通过情感西蒙任务第一次验证了情绪标签词和情绪负载词的信息

加工差异[5]。被试需要根据词汇的颜色进行不一样的反应，如果颜色是白色，需要判断该词汇是积极词

还是消极词，并按下相应的按键；如果词汇是绿色或者蓝色，则需要判断该词汇的颜色，并按下相应的

按键。结果发现，不管是积极词还是消极词，都出现了情绪西蒙效应。这一结果不仅在英语单语者中出

现，并且这种效应在英语和西班牙语双语者中也稳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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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ickerbocker 和 Altarriba (2013)通过快速序列视觉呈现任务研究情绪词的重复知盲效应，实验材料

采用了中性词、消极负载词、消极标签词 3 种词汇[6]。结果发现，情绪标签词产生最大的重复知盲效应，

情绪负载词和中性词产生的效应并无显著差异。研究人员认为在这种任务条件下，语义相关性发挥了更

大的作用，并弱化了效价和唤醒度的作用。情绪标签词直接表达了情绪信息，导致更强的重复知盲效应

的出现。 
Kazanas 等人(2015)通过 2 类词汇的判断，研究了情绪词类型效应[7]。结果发现，在这两种任务中，

积极标签词、积极负载词、消极标签词和消极负载词这 4 类词均出现了启动效应，并且在这几种词汇中

情绪标签词的启动效应是最大的。Kazanas 等人(2016)后来重复了上述实验，将原实验中的启动词与目标

词之间的时间间隔从 250 毫秒增加到了 1000 毫秒，实验结果仍然没有变化，与情绪标签词对比，情绪负

载词有着更小的启动效应，即实验结果不会受到 SOA 长短影响[8]。 
Knickerbocker 等人(2015)通过眼动技术，探究被试在阅读句子时，对于情绪标签词加工的眼动指标

[9]。结果发现，在加工情绪信息的前期、后期和目标后区域，情绪标签词相比中性词均表现出明显差异，

体现出加工优势。Knickerbocker 等人(2019)使用同样的任务，探究被试在阅读句子时，对于情绪负载词

加工的眼动指标[10]。结果发现，在加工情绪信息的前期、后期和目标后区域，积极负载词相比中性词均

表现出明显差异，体现出加工优势。但是对于消极负载词，这种现象只出现在后期和目标后区域。积极

词在实验中的眼动指标非常类似；消极负载词在本实验的前期与消极标签词相比，并没有出现差异。 
叶烜辰和赵翠莲(2022)通过情感错误归因范式，研究情绪词类型的启动效应[11]。结果发现，情绪启

动效应只会出现在情绪负载词条件下，情绪启动的反转效应出现在了情绪标签词条件下。 
综上，在行为层面，不管是情绪标签词还是情绪负载词，由于任务的不同要求，使得情绪词类型效

应也出现了不一致的结果。这些不一致也证明了情绪标签词和情绪负载词在信息加工上存在差异。 

2.2. 神经电生理学层面的情绪词类型效应 

研究者们通过行为实验发现并证实了情绪标签词和情绪负载词信息加工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表现

形式不一。部分学者尝试使用 ERP 技术来更进一步研究两者的差异是有神经生理学基础，试图揭示情绪

词类型效应的时间进程与生理机制之间的关系。 
Zhang 等人(2017)第一次使用 ERP 技术为情绪词类型效应提供了神经电生理学层面的证据[4]。他们

要求被试判断两个字的汉语词汇是否为真词，结果发现，两类词汇引发的 N170 成分的波幅在大脑右侧

枕叶出现明显不同，相比于情绪标签词，情绪负载词的波幅明显更小。此外，消极情绪标签词引发的 LPC
成分的波幅也有明显差异，右脑比左脑更大。其他词汇并没有发现这种加工的不同。结果表明，在 L1 (第
一语言)中，消极情绪标签词在右脑加工更快。随后，Zhang 等人(2020)进一步研究情绪词类型效应在 L2 (第
二语言)是否也有体现，他们要求被试进行英语词汇的判断任务[12]。结果发现，在左脑枕颞部分，积极

情绪负载词诱引发的 N170 成分的波幅相比于积极情绪标签词更小，对于消极词，呈现的结果正好是相

反的。在大脑右半部分顶叶，情绪标签词引发的 LPC 成分的波幅小于情绪负载词。结果表明，在 L2 中，

情绪词类型效应同样会体现。 
Wang 等人(2019)通过词语的判断，研究情绪词类型效应[13]。结果发现，两类词在实验中均诱发了

更大的 P2 成分；而在 P2 成分上，积极情绪负载词和中性词差异并不显著。此外，标签词和负载词相比

于中性词均诱发了更小的 N400 成分。结果表明，积极情绪标签词相比其他词汇获得了更多的认知资源；

此外，和中性词相对比，标签词与负载词均出现了语义加工的促进作用。 
Zhang 等人(2019)使用 flanker (侧抑制)任务研究情绪词类型效应在冲突加工中的差异[14]。他们使用

情绪词作为中性刺激，使得原来单纯包含认知冲突控制过程中增加了情绪的冲突过程。该任务要求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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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被相同或者不同情绪效价垂直包围的目标词汇的情绪效价。结果发现，情绪负载词引发的 N200 成

分相比于情绪标签词更小，并且这种现象出现的位置不同，消极词发生在左半球，积极词发生在右半球。

结果说明，相比于情绪负载词，情绪标签词在冲突控制任务中加工速度更快。 
Zhang 等人(2019)同样使用 flanker (侧抑制)任务来研究第二语言中消极情绪标签词、消极情绪负载词

对情绪冲突控制的影响[15]。结果发现，当消极情绪标签词被当成目标词汇时，条件一致诱发的 N200 波

幅小于条件不一致；当消极情绪负载词或中性词被当成目标词汇时，条件一致和条件不一致之间没有明

显的不同。结果说明，在 L2 中，消极情绪负载词对情绪冲突控制的能力弱于消极情绪标签词的。随后，

Wu 和 Zhang (2019)同样使用 flanker (侧抑制)任务，这次他们改变了实验材料，换成了积极情绪标签词和

积极情绪负载词[16]。结果发现，仅有积极情绪负载词调节了早期和晚期冲突加工。 
Wu 和 Zhang (2020)使用启动范式，要求被试判断将情绪词用符号掩蔽之后，随后出现目标图片的情

绪属性[17]。结果发现，标签词比负载词对后面出现的图片有促进的作用，并且产生更大的 EPN 波幅。

EPN 波幅与早期的情绪激活相关，并且这种激活是自动的，还和选择性注意有关。结果说明，在掩蔽条

件下以标签词作为启动词，促进了后续图片情绪的判断。 
Wu 等人(2022)探究怎么感知 L2 中的消极情绪词，也是使用掩蔽启动范式[18]。他们要求被试判断使

用 L2 情绪词启动后出现的情绪图片的效价性。结果发现，被试判断消极标签词之后出现情绪图片的正确

率更高，反应时更短，并且诱发更小波幅的 N300 成分。N300 成分反映了对情绪信息的加工，N300 负成

分的出现，说明 L2 消极标签词可以加强被试对后来出现的情绪信息的加工。 
Liu 等人(2022)使用情绪 Stroop 范式和情绪辨别任务，探究情绪词类型对情绪信息加工的影响[19]。

他们要求被试对词汇进行颜色和效价的判断，结果发现，在两类任务中，N400 波幅总是标签词诱发的比

负载词的大。N400 波幅更大代表了一种认知的冲突，这一冲突是颜色和情绪信息引起的，这一冲突在标

签词中更加突出。 
综上，在神经电生理学层面，不管是情绪标签词还是情绪负载词，由于任务的不同要求，使得情绪

词类型效应也出现了不一致的结果。这些不一致进一步证明了情绪标签词和情绪负载词在信息加工上存

在差异。 

3. 情绪词类型效应的理论解释 

前人研究已经发现情绪标签词和情绪负载词存在信息加工的不同，但并没有专门的理论对这种差异

进行合理解释，研究者主要从两个方向对差异进行解释。 
第一个方向是密度假说，由 Unkelbach 等人(2008)提出，该方向从词汇属性的角度出发。这一假说详

细解释了积极的刺激和消极的刺激处理速度的不一致性的问题[20]。该假说认为不同的情绪词类型，它们

有着各自的存储密度，这种存储密度的差异，让词汇有了不同的词汇属性，即标签词和负载词有着不同

的词汇属性。密度较为集中比密度较为松散加工速度更快，因此信息加工会有差异。Zhang 等人(2019)
引入情绪词类型并对密度假说进行了拓展[14]。他们认为像开心、满意等这类积极情绪标签词拥有聚集的

密度，而像悲伤、恐怖等消极情绪标签词在存储上是离散的。因而积极情绪标签词相关性更高。然而，

像车祸、墓地、婚礼等这类情绪负载词并不可以直接地表达情绪，只会激发个体的情感。情绪负载词会

与很多情绪标签词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消极词。词汇的密度的差异导致了个体对于情绪信息的加工差异。

情绪标签词直接表达个体的情绪，但是负载词是通过和标签词的连接间接表达情绪。 
第二个方向是具身假说，由 Vigliocco 等人(2009)提出，该方向从词汇表征习得的角度出发，详细解

释了个体怎么获取词汇的意义这一问题[21]。该假说认为个体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对词汇进行理解和学习

的：第一种是个体的经验，这些信息包含个体与外界的各种感觉与互动，还包含个体自身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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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就包括情绪的体验。第二种是语言学的信息，这种信息来自这个词汇是在何种语言环境中出现的，

经由共现的模式和语句信息的互动产生对于词汇的联想。史汉文等人(2022)发现，情绪标签词和情绪负载

词在经验信息上的区别，导致两种词汇的语义表征是不同的[22]。情绪标签词的语义表征更多的源于经验

信息中的自己产生的或观察他人获得的情绪感受，而情绪负载词的语义表征则是一般词汇的表征过程，

随着语义表征的精细过程，渐渐发展出情绪感受。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对于不同的情绪词的

加工会包含自身独特的经历，使得不同情绪词类型的信息加工存在差异。 

4. 问题及展望 

本文回顾并梳理了前人关于情绪标签词和情绪负载词的相关研究。目前关于加工这两类情绪词的研

究结果尚未统一，尽管行为层面和神经电生理学层面部分证实了确实存在差异，但在不同研究中，表现

形式并不一致，未来需要更多研究来进行证实。 
第一，情绪标签词和情绪负载词究竟哪一种词更具有加工优势仍然存在矛盾。一些研究采用浅层的

加工任务，这些任务不涉及效价的加工；而有些研究需要被试对词汇进行深层次的加工，这种任务需求

的不一致可能会导致不一样的结论。加工深度是否是影响情绪词类型效应的因素之一在未来仍需要进一

步研究。 
第二，研究者选择的情绪标签词和情绪负载词是按照定义进行区分的，这种区分较为主观，使得某

些词在一些研究中是情绪标签词，而在另一些研究中被判定为情绪负载词。这种标准的不一致，可能会

导致实验结果出现差异。因此，未来可以建立专门的情绪词库，供研究者使用。 
第三，前人提出了许多可以合理解释情绪词加工差异的理论，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研究者提出能

够专门解释情绪词类型效应的相关理论。情绪词包含两个子类，一个是情绪标签词，另一个是情绪负载

词，这两子类的信息加工存在着差异，在许多研究中均有体现。无论是密度假说或者是具身假说，都未

能直接解释这两类词汇加工存在差异的具体原因。关于情绪词类型效应的研究都还停留在实验结果有差

异或者某种条件下有影响这种浅层方面，未来应该提出关于这种差异和影响的具体内部机制的理论解释。 
第四，现在的研究多采用行为、ERP 的方法研究情绪词类型效应的差异情绪词是语义信息和情绪信

息的整合体，通过研究情绪词类型的加工差异可以帮助我们理清脑功能的交互作用。未来可以采用更多

的技术手段来探究这两种词汇的神经电生理学机制，例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经颅磁刺激、功能性近红

外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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