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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进步，教育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在母语基础上掌握了第二语言。而在使用非母语的时候，

不同的语言是否会改变我们的思维，进而改变我们的决策与判断成为了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有研究者

发现，相对于使用母语，人们在使用外语思考时，确实会减少决策偏差的出现，因而这一现象被称为“外

语效应”(Foreign Language Effect)。综合近几年来的研究，外语效应已被证明是稳定存在的，其研究

范围已从最初的决策偏差领域扩展到道德决策等其他领域，其表现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虽然研究者们

对外语效应的内部机制尚未达成共识，但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解释：直觉加工被弱化和审慎加工被增强。

本文旨在回顾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以期对外语效应深入了解，并对未来研究予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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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mas-
tered a second language on the basis of their mother tongue.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topic whether different languages will change our thinking and then change our deci-
sion-making and judgment when using non-native languages.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people 
actually have less decision-making bias when think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than in their native 
tongue, a phenomenon known as the “Foreign Language Effect”. Foreign language effect has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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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d to exist stably, and its research scope has expanded from the initial field of decision bias to 
other fields such as moral decision making, and its manifestations have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Although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effect, there are 
two main explanations: the weakening of intuitive processing and the enhancement of delibera-
tive processing.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in order to gain a better un-
derstanding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effect, and to shed light on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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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维和语言是人类反映现实的意识形式中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它们的统一构成人类所特有的语言

思维形式。思维是人脑的机能，是对外部现实的反映；语言则是实现思维、巩固和传达思维成果即思想

的工具。思维通过语言表达出来，那不同的语言表达是否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思维呢？对于双语习得者，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我们的心理感受会因使用语言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在

母语和外语的对比中体现得最为强烈。大量的双语研究已为此提供了证据，使用不同的语言会深刻地影

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和生理状态。Keysar 及其同事的研究发现，用外语思考会降低决策偏差，使个体更

加科学地权衡风险利弊，并将这一发现称作“外语效应”(Foreign-Language Effect, FLE) [1]。 
外语效应一经提出就引发了许多研究者的验证和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该效应不仅表

现在风险决策上，还表现在道德决策等其他领域。随着它表现范围的扩大，研究者们也意识到该效应对

现实生活的重要影响。它不仅为进一步探索语言与认知的关联提供新的视角，而且对个体和社会来说也

具备极其深远的实践意义。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日常消费，涉及到使用外语的决策都有可能因此而受到

影响。鉴于此，本文回顾梳理了外语效应自提出至今的相关研究，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外语效应的

含义、机制及其对现实生活的启发。 

2. 外语效应的相关研究 

2.1. 外语效应概念的提出 

外语效应概念最早由 Keysar、Hayakawa 和 An 于 2012 年提出，他们发现在决策过程中使用外语可

以降低决策偏差的影响[1]。实验结果显示，双语被试在使用外语时，对方案的选择几乎不受框架效应的

影响。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使用外语时被试的损失厌恶也有显著降低。因此，研究者们提出，在

风险决策情境下，双语者或多语者可以通过使用外语思考来降低决策偏差对决策的影响，作出更科学的

判断。 

2.2. 风险决策领域的外语效应 

在研究初期，有关外语效应的支持证据主要集中在决策判断领域。首先，在决策领域，大部分研究

的关注点都在外语效应的稳定性及其表现范围上。Costa 等人重复了 Keysar 等人的研究，得到了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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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即在外语条件下框架效应明显受到了削弱[2]。此外，他们还设计了一系列实验，以检验其他的决

策偏差是否也会受到外语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有关框架效应和损失厌恶的经济危机问题(Financial 
Crisis Problem)，涉及心理账户(Psychological Accounting)的打折问题(Discount Problem)，体现风险厌恶

(Risk Aversion)的 Holt-Laury 测试(Holt-Laury Test)和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的埃尔斯伯格悖论

(Ellsberg Paradox)中，外语条件下，被试的决策判断较少受以上直觉偏差的影响。 
Hadjichristidis、Geipel 和 Savadori 通过风险–收益判断检验外语效应的稳定性。研究发现，用外语

描述的刺激，会引发更积极的整体影响，并由此诱发更低的风险判断和更高的收益判断，从而导致更加

冒险的行为[3]。Vives、Aparici 和 Costa 的研究结果发现，使用外语并不能减少人们受结果偏差和代表性

启发式的影响，也不会对哲学情境中的决策产生调节作用[4]。Karatas 的研究结果显示，当买卖双方使用

外语交流沟通时，卖家对产品的估值会降低，禀赋效应减弱[5]。Bodig、Toivo 和 Scheepers 探讨了外语

效应是否可以降低最优性偏差(Optimality Bias)对决策的影响[6]。研究结果发现，外语条件下的被试给出

了更高的责备评分，同时，在责备归因领域，外语的弊大于利，并认为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情绪参

与在责备归因中的益处，包括共情和换位思考等因素。 
也有研究者考察了不同母语(汉语、孟加拉语)但第二外语均为英语时外语效应是否存在，研究结果与

前人一致[7]。虽然大部分研究已证实外语效应存在的稳定性，但在一些不同语言为母语的研究中却得到

相反的结果。例如，Winskel 等人以泰语–英语的双语者为被试，研究了风险决策中的外语效应[8]。两

种语言条件下，被试都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外语效应并不存在。Miozzo 等人在精通威尼斯语和贝加玛

斯克语的双语者中，也未发现外语效应[9]。 
由此可见，在决策判断领中，外语效应的存在具有一定稳定性，且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一致性。但少

量的研究中没有发现外语效应，证明决策判断领域的外语效应的边界条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索。 

2.3. 道德决策领域的外语效应 

除风险决策领域的研究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聚焦于道德决策判断领域，其研究数量现已远超于风

险决策中的相关研究，并提出了“道德外语效应”的概念。道德外语效应最初是指，在道德两难困境下，

使用外语会使人们做出更加功利性的决策与判断。 
该效应的研究一般是以道德两难困境为实验背景，例如经典电车问题(Trolly Dilemma)的人行桥版本

(Footbrige Version) [10]，被试使用外语进行道德判断时会做出更多功利性的选择，即选择牺牲一个人来

拯救五个人[11]。Geipel 等人为了拓宽道德外语效应的适用范围，让被试对一系列私人行为(例如，兄妹

乱伦)的道德败坏程度进行判断[12]。在实验材料的描述中，这些私人行为并没有对自己和他人造成危害

(例如在兄妹乱伦的例子中，兄妹俩都做了安全措施并且保证不会发生第二次)。一般人们从直觉上会认为

这些行为是违反道德规范的，即便他们之后很难为自己的判断提出正当的理由，这一现象被称为道德失

声(Moral Dumbfounding) [13]。然而，Geipel 等人的研究结果发现，在外语条件下，被试做出了更宽松的

道德判断。 

3. 外语效应的心理机制 

外语效应的心理机制主要基于社会认知领域的双加工理论(Dual-Process Theories)，该理论将信息认

知过程划分为认知加工和情绪加工两个子过程。研究者们围绕双加工理论提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直觉

加工被弱化和审慎加工被增强[14]。 

3.1. 直觉加工的减弱 

基于双加工理论的基本假设，有研究者提出了两种解释：直觉加工被弱化和审慎加工被增强(也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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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称为“控制加工假设”和“直觉加工假设”)。决策行为领域诸如框架效应、风险厌恶、损失厌恶、

模糊厌恶或热手效应的削弱或消失，以及道德判断领域的道义论或严苛度的削弱或消失等外语效应的形

成，是外语阅读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事件自动化情绪加工被弱化的结果，也称为直觉加工被弱化的解释观

[4]。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上述外语效应的形成，是外语阅读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事件的控制性审慎加

工被提升的结果，称为审慎加工被增强的解释观[1]。根据该观点，相对于母语语境，外语语境提高了人

们对文本的理解难度，不得不投入更多认知资源对社会事件的语义进行精细而审慎的理性分析，从而增

强了审慎加工在决策或判断过程中的权重。显然，基于双加工模型系统考察决策中外语效应的心理机制，

不仅有助于阐明语言表达形式如何影响日常生活中的决策或判断行为，而且对深化理解双加工模型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 
来自不同语言形式对情绪加工存在影响的研究为直觉加工被弱化的解释观提供了间接支持。研究者

发现，不同语言形式对相同事件的描述所诱发的情绪强度不同，相对于母语表述，采用外语表述的刺激

可降低人们的情绪激活强度，尤其是可减弱负性情绪体验[15] [16]。 

3.2. 审慎加工的增强 

然而，并非所有的证据都支持直觉加工被弱化的解释观。Geipel 等人认为，在绝大多数社会中，无

论什么形式的乱伦，或者基于任何理由的杀人，都是社会规范所禁忌的不道德行为[12]。由于该类规范主

要通过母语习得，因此在母语情景的道德判断中更容易受这些规范的制约。Bialek、Paruzel-Czachura 和

Gawronski 通过建立道德决策的 CNI 模型，结果表明，外语降低了人们对决策结果和社会道德规范的敏

感性，即支持上述结论[17]。审慎加工被增强的观点则认为，外语的使用增加了人们对文本的理解难度，

使得人们不得不投入更多认知资源进行精细而审慎的理性分析，从而增强了审慎加工在决策或判断过程

中的作用。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例如，Gao 等人(2015)的研究发现，使用外语表征进行决

策时，引发了被试更大的脑电 P300 振幅，表明外语语境下对文本的语义理解消耗了被试更多认知加工资

源[18]。 

3.3. 两种观点并存 

上述两种解释观，其实并非相互排斥[19]。因为根据双加工模型，直觉加工和审慎加工并存且相互竞

争，对于一个特定的决策或判断效应，人们既可以将其解释为审慎加工的增强所致，也可以解释为直觉

加工的衰弱所致，且一旦直觉加工被削弱，决策或判断过程有可能更多依赖于审慎加工，因此更可能的

解释是两种加工通路综合影响所致[2]。 
近期，越来越多关于外语效应的神经机制研究支持两种解释观并存的结果。He 等人通过功能磁共振

成像技术研究了语言和情绪在决策中的交互作用的神经机制[20]。研究结果显示，在第二语言环境中，损

失厌恶是由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介导的，它也显示出与视觉皮层的强烈功能连接，这表明在外语条

件下存在一种对负刺激的回避机制。然而，实验研究也发现，第二阶段中获胜反馈比安全反馈更容易激

活海马体，最终导致更大的赌博倾向。因此，外语通过降低对消极刺激的情绪反应和增强对积极刺激的

情绪反应来影响决策。 
Liu 等人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技术研究了情绪与认知负荷对外语效应作用的神经机制[21]。研究结果显

示，在母语条件下，高认知负荷加负面情绪的词汇语义任务后，被试的风险寻求倾向增加，左侧杏仁核

和右脑岛激活增加。进一步研究表明，认知负荷的增加可以增强母语条件下的情绪感知，而对外语条件

下的情绪感知无影响。换言之，母语中的认知负荷提高情绪敏感性，从而导致冲动决策；而外语中的认

知负荷则会减弱情绪敏感性，从而导致理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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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akawa 等人利用过程分离技术，发现使用外语会减少义务论反应，但不会增加功利主义反应[19]。
研究表明，使用外语思考时：一方面，使用外语的难度会放慢人们思考的速度，增加审慎加工，使最大

化福利的功利性思维占优；另一方面，使用外语会阻碍情感处理，削弱义务论规则的考虑。这表明，外

语使用对道德决策的影响，不是通过增加深思熟虑，而是通过减弱与违反义务论规则相关的情绪反应而

实现的。 
Costa、Vives 和 Corey 回顾了外语效应研究的相关文献证据，聚焦于不同的决策领域，在双系统决

策理论的背景下解释了这些发现，使用外语通过降低了直觉的影响并增加了深思熟虑对人们的决策产生

影响[22]。 
关旭等人于 2017 年研究中提出，关于外语效应心理机制的争论是由于研究范式局限所致[23]。继而，

该研究团队在 2018 年将加工分离范式引入外语效应的实验研究中，研究结果发现：1) 相对于母语语境，

外语语境下人们更倾向于结果论道德判断，表现出显著的外语效应；2) 相对于母语语境，外语语境削弱

了直觉加工的贡献系数，而增强了审慎加工的贡献系数。因此，直觉加工被削弱和审慎加工被增强均是

导致道德判断外语效应的重要机制[24]。 

4. 未来研究的启示 

自外语效应的概念提出以来，已有十年时间，大量的实验研究对该效应进行了验证和拓展。总体而

言，外语效应已被证实是稳定存在与风险决策、道德决策等其他决策判断领域中的一种现象，其内涵还

在随着研究的深入在不断丰富。与此同时，在对外语效应理论机制的研究中，虽然尚未达成一致观点，

但双加工理论下，直觉加工被弱化和审慎加工被增强并存的解释观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结论支持。虽然

外语效应的相关研究不在少数，但国内对其的研究尚不充分，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首先，外语效应的定义有待完善。当前，研究者们笼统地把在风险决策、风险–收益判断、道德判

断等领域中出现的使用外语和母语导致的不同结果概括为外语效应。虽然外语效应的核心内涵是使用外

语思考使人们做出与母语有差异的决策或判断，但这个差异性在不同研究中已表现为不同的倾向。最初

在决策领域中外语效应的定义是用外语思考可以减少决策偏差，增加系统科学决策的可能，但在道德判

断中则表现为使用外语增加了功利性选择，或者更为宽松的道德判断。虽然研究者们已将道德领域的外

语效应命名为“道德外语效应”(The Moral Foreign-Language Effect)，但这种更加功利性的判断并不代表

是“正确”的判断。未来的研究需要对决策和判断领域的外语效应进行更细致的区分。 
其次，外语效应的实验需要进行更精细地设计与控制。当前研究中变量的复杂性影响了外语效应发

生机制的解释。来自被试的变量，例如语言能力、学习环境、成长环境等以及来自实验的变量，例如使

用的实验范式、实验材料、实验情境、被试心情和焦虑水平等，在不同的研究中差异较大。这些因素都

需要进行准确的测量和细致的考虑，这样才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适用性和推广性，并且为研究之间的

比较提供可能性。 
再次，外语效应的理论机制还有待论证统一。虽然目前的研究倾向支持“直觉加工被弱化和审慎加

工被增强并存”的解释观，但依旧需要更多的研究结论支撑。同时，近期也有研究者对外语效应的产生

机制提出质疑，认为外语效应产生并非由于使用外语，而是由于在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所致[25]。这种观点

无疑是对外语效应存在与否的根本性质疑，也引出了语言转换是否会影响决策判断的新研究领域。 
最后，虽然外语效应的研究已有一定进展，但其理论成果大多来自于其他国家，而中国的本土化研

究尚不充分。Chen 等人比较了小样本的汉语–英语双语者在决策行为上的差异，却发现这些双语者在汉

语情境下更少受到决策偏差的影响。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中西方文化差异产生了影响[26]。另外，张积家

认为语言关联性假设认为，语言影响非语言的认知过程，讲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看法不同[27]。汉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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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者和英语讲话者由于语言差异，思维方式也不同。因此，在中国文化情境下考察汉语–英语双语者的

外语效应显得十分有必要。在应用层面上，Caldwell-Harris 提出可以考察外语效应在一些现实情境中的表

现，比如平常生活中的决策和判断行为，多语言环境下的国际裁定、法庭审判和广告宣传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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