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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大脑

• 人脑的专化

• 人脑的结构与人脑语言组织

• 布洛卡(Broca)区和魏尼克(Wernicke)区

• 失语症与痴呆

• 语言理论与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



左脑





颅相学主要理据

1. 大脑是思想的器官。

2. 人的心理、智力等是由多种不同的官能组成的，每个官能

在大脑中会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位置。

3.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的心理、智力等能力可以根

据其器官的大小来推测。

4.大脑的形状是由各种器官的发育决定的，头骨的形状由大

脑功能决定，因此头骨的表面情况可以被用来判断心理能力

和倾向的指标。



颅相学的头盖骨分区



1. 爱情Amativeness

2. 慈爱、怜爱Philoprogenitiveness

3. 专注Concentrativeness

3a.爱家不移 inbabitativeness安居
乐业

4. 黏着性Adhetiveness

5. 斗志、好斗Combativeness

6. 破坏性Destructiveness

6a. 食欲Alimentiveness

7. 秘密Secretiveness

8. 占有欲Acquisitiveness

9. 建设性Constructiveness

10. 自尊Self esteem

11. 随大流Love of Approbation

12. 谨慎Cautiousness

13. 仁慈Benevolence

14. 崇敬Veneration

15. 坚毅Firmness

16. 尽责Conscientiousness

17. 希望Hope

18. 好奇Wonder
19. 理想Ideality 想象

19a.无主见 (Not determind)
20. 智慧Wit
21.模仿Imitation
22.个性Individuality
23.外形Form
24.大小Size
25.重量Weight
26.着色Coloring
27.位置Locality
28.数目Number
29.秩序Order
30.不测Eventuality可能性
31.时间Time
32.和谐Tune
33.语言Language
34.比较Comparison
35.因果Causality  /kɔːˈzæləti/ n. 因果关
系 ; 因果律



除了上述38中心理、行为性质，还有10多种，具体如下：

1. 人的本性Human nature

2. 有利的Approbativeness

3. 灵魂Spirituality

4. 温和Suavity /ˈswævɪti/ n. 柔和，温和；愉快

5. 连续性Continuity 

6. 崇高Sublimity

7. 高兴Mirthfulness 

8. 友谊Friendship

9. 婚姻之爱Conjugal love

10. 热爱生命Vitativeness

11. 回忆Memory

12. 历史History 

13. 计算Calculation



301.左右脑的专化

• 人脑的专化⊕左右分工⊕不对称性

左脑 右脑

控制性的（⊕） 服从性的（⊕）情感表达
音乐，复杂视觉图形

左半球损伤都伴随感情上的失落感，
似乎来自于严重的伤痛。忧虑，情
绪低落。

右半球损伤的患者对自己的
情况漠然处之。
对自己的情况做出不恰当的
感情反应，也妨碍辨别他人
的感情。

不能够理解句子，但是可以辨别出
这句话的感情声调。

可以理解话语的意思，但无
法辨别这句话是生气的口吻
还是幽默的口吻。



302.语言功能区域

布洛卡区1860 维尼克区1874

对话语的产生有影响，但是对理解力影
响甚少。

使得语言的所有方面都发生混乱

说出的话像是打电报。书写时也是如此。
说话吃力，很缓慢，发音不清
回答问题时，意思基本可解，但不能说
出结构完整、合乎语法的句子
动词的屈折形式、代词、连词、复杂语
法结构困难很大

发音、语法都正常
屈折形式正确无误
语义失常
词汇选择不适合，夹杂无意义音节

【预约】是---星期一---爸爸和迪克-
--星期三---九点钟---十点钟---医生-
--和---牙齿

【看图说话：两个小男孩在一个妇女身
后偷吃小甜饼】
妈妈不在这儿，她干使她变的更好的工
作，但当她看两个男孩时，她看其他地
方。她在另一个时间工作。

教材p12,1.2.2



303.人脑的结构、认知与人脑语言组织

字母B代表负责言
语计划和输出的
布洛卡(Broca)区;

字母W代表与言语
理解相关的魏尼
克(Wernicke)区;

B区和W区相邻的
上方区域是与复
述能力有关的弓
形神经纤维束;下
方区域是听觉输
入处理器;图中脑
半球右下方区域
是书写输入处理
器。



关于“语言学习关键期”的问题，有人认为7岁时一个关键节点，7岁之后可能语
言学习能力就会下降，刚刚王士元先生PPT中显示，2-12岁还是关键期。那么，
想请问王老师，您对这个“语言学习关键期”的时间节点是怎么看的？大概多少
岁之后人类学习语言的能力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谢谢。之所以提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身边有些小朋友，其实已经过了7周岁了，还是存在一些语言习得问
题。

语言习得的确有很大的个别差异，因为即使是成年人，学习能力之间也有众
多差异，所以用简单的年龄为界限，来概括何时某种能力会开始下降，不可能很
准确。况且语言包含了多种能力，如语音、语义、句法、语用等。

很多人觉得语言习得没有达到一定水平，都只着眼在语音方面，例如学习说
外语时的腔调，常成为很多人无法克服的难题。但问题是，即使一个人说外语免
不了有母语的腔调，他对该外语的语义理解不一定会有问题，况且他也能透过大
量阅读，充分掌握这个语言并能书写优美的外语。

因此，关键期只是一个参考指标，不应成为语言学习的障碍或借口。不过，
生理发展在学习上的确也是个重要因素，如两岁时幼儿语言的词汇暴增，青春期
、成年期及老年期的大脑结构会有较大的变化而影响语言等。

因此如果对任何阶段的语言使用能力有疑虑，还是可以适度寻求医学上的建
议。



304.人脑中话语产生的模式

• 话语的基本结构产生于维尼克区。这个结构通过
拱形神经束传到布洛卡区，在那里引起一个详尽
的联合程序构成话语。然后，这个程序被送到相
邻的运动中枢面部区，由它选择相应的发音器官，
口腔肌肉、嘴唇、舌、喉等，来表达话语。



• 为了解右半脑与语言能力的关系,研究者还对幼年期接受
过大脑半球切除术(hemispheretomy)的儿童进行了观察。
结果发现:不论被摘除的是左脑还是右脑,儿童都能习得语
言。

• 已摘除右脑的儿童在语言方面无异于正常儿童;而已摘除
左脑的儿童表现出微妙的语言能力障碍。以上研究对
Lenneberg提出的两侧脑半球/完全均等0的假说提出了疑
问;同时也确定了右脑承担语言功能的重要性。

• 此外,对实施过脑半球外科分离手术的脑分裂病人的研究
也表明右脑确实表现出一些原始的语言能力。

• 实验研究表明正常的成年人右脑在某些方面确实参与了语
言的产生和理解,但是右脑并不主导正常人的核心语言能
力(如语音、词汇和句法),而是跟一系列副语言学现象发
生关系,许多语用能力损害包括理解幽默、讽刺、含意及
话语适切性等似乎都是右半脑损伤(而非左半脑损伤)引起
的。



• 人脑分为几个不同部分。大脑(cerebrum)是人脑中与语言

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中央纵沟将大脑分割为两个半球,即

大脑的左半球和右半球。

• 借助脑半球表面的脑皮层上盘绕的沟、回,脑半球又可分

为颞叶(temporal lobe)、枕叶(occipital lobe)、顶叶

(parietal lobe)和额叶(frontal lobe),分别具备以下功

能:听觉功能、视觉功能、躯体感觉功能及躯体运动功能。



305.七种失语症

• 失语症是一种因脑损伤而导致的语言障碍。由于损伤部位、
程度的不同,病人表现的症状也多种多样。因此,对失语症
的分类是研究者的主要任务之一。下图所示的脑损伤部位
为依据。

• 成年失语症实际上是人脑的语言区域出现故障的结果,不
同类型失语症与左半脑不同区域所受损伤相关。

• 与布洛卡区脑损伤相关的语法缺失(agrammatism)现象,

• 与沃尼克氏失语症相关的词汇替换现象,

• 与传导性失语症相关的音位替换(phonemic 
substitutions)现象。

• 这三种现象分别与大脑的布洛卡区、沃尼克区及弓形神经
纤维束相关,一旦这些区域受损,就会产生语言缺陷。



• 尽管有许多例外,但绝大多数由于脑损伤导致的失语症患

者的脑损伤部位都是早已确定了的布洛卡区和沃尼克区的

内部或边缘。



306.病理语音

• 声母-辅音举例【粤西】



脑瘫脑成像病例【9岁】



脑瘫
• 脑瘫的典型MR表现是脑室扩大，蛛网膜下

腔增宽，脑室周围脑白质软化。这个小孩
有轻微的脑室扩张，其他表现不明显。

• 有的患儿会因为缺血缺氧形成的软化坏死
灶，这个病例没有看到

• 大家认真听，他至今没有发出“妈妈音”
只有鼾声一样的声音，现都已经错过了语
言发育时期。患者从半岁开始一直有康复
。可惜等到现在，九岁才找到我，进入暨
大康复科康复【陈教授说】



307.语言能力和神经系统组织之间的关系



308.痴呆症(dementia)

• 痴呆症(dementia)是由于脑功能障碍产生的获得
性智能障碍综合症。痴呆症是由脑组织退化导致
的。不同的痴呆影响人脑的不同部分,但不会导致
失语症那样明显的某一脑区域的损伤。

• 痴呆症可分为两种类型:皮质型痴呆症和皮质下型
痴呆症。最常见的皮质型痴呆是阿尔茨海默式痴
呆,而常见的皮质下型痴呆症可见于大约三分之一
的帕金森病患者。



• 皮质型痴呆症,特别是患者在相对年轻时期患病的,语言问题更为明显。虽然

患者在音位、表层句法、诵读等方面基本无障碍,但是在词汇和语义方面严重

受损。

• 在早期、中期阶段,患者简单的语用能力(如回答提出的问题、谈话时保持目

光交流)得以保留,但复杂的语用能力(如推理、观察谈话对方所了解的内容)

消失。

• 认知的非语言因素(特别是记忆衰退、注意力衰退、处理概念能力衰退)促使

明显的语言衰退。

• 这些现象与发生严重细胞变化的额叶、顶叶及颞叶相关联。皮质下型痴呆症

的语言障碍在自由话语和自由写作中更易察觉。

• 主要表现在:构音障碍、轻度命名困难、词汇选择困难、写作中的词缀形态错

误(如主谓不一致现象、屈折变化误用等)以及句子理解困难。



309.神经语言学的研究

• 语言学理论对于神经语言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对语言障碍的本
质认识，语言学理论还为神经语言学理论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和语言障碍的描述框架。

• 神经语言学的研究价值不外乎以下几点: 

• (1)为我们探索语言的生物学基础提供有效途径; 

• (2)对语言障碍患者的研究为患者语言功能恢复提供理论基础;

• (3)神经语言学研究为语言学理论提供验证基础,为语言学理论
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从而推动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完善。

• Jakobson(1971)就曾对神经语言学研究价值作过精辟论述,他认
为:

• 不仅语言学能对理解脑损伤引起的语言障碍的性质做出贡献,而
且这种“自然实验”能使我们获得独到的见识,这种见识既能为
各种理论语言学的假设提供验证基础,又能丰富语言理论。



• Chomsky的生成语法理论在语言障碍研究中具有重

要意义。

• 对于在生成或理解单方面语言能力出现障碍的失

语症患者来说,他们深层的“能力”(competence)

得以保留,只是表现为“行为”(performance)的

障碍。

• 但是对于语言生成和理解双方面都产生障碍的病

人来说,“能力”和“行为”都会受损。



神经语言学

• 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 也称作neurological linguistics（神经语言学）。

• 研究语言发展和使用的神经基础，试图构建一个大脑控制
听、说、读、写和打手势等过程的模型。

• 迄今为止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假设一个“神经程序”分为若
干阶段，以此来解释言语产生过程中观察到的各种现象，
如时间上的发音协调，定序和其他特征。

• 这种方法主要依靠两大领域的研究和发现，一是临床语言
学对诸如失语症、发音困难、结巴等症状的研究，试图通
过分析言语故障的各个阶段来推演出底层系统的性质;二
是用参项发音语音学的方法来研究言语产生，特别是研究
言语中出现的“正常”语误，如舌头打滑的口误和支吾。



310.心理语言学

• 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

• 语言学的-个分支，研究语言行为和假设为 这种行为基础的心理过程
之间的联系。

• 可以有两种研究方向，一种是借助语言 来阐述心理理论和心理过程
（如语言在影响记忆、知觉、注意、学习等方面的作 用），这种研
究有时称之为心理学的语言学（psychological linguistics）;

• 另一种 方向是研究心理制约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如记忆限度如何影
响言语产生和言语 理解）。

• 后者是语言学集中关心的问题，因为语言学认为这个分支主要是研究
基 于言语计划、产生、知觉和理解的心现过程。心理语言学发展最
充分的分支是儿童语言习得研究,但还有好些问题也很受关注（例如
语言复杂性的概念，语言共项和与认知共相的关系，阅读研究等）。

• 相关条目：发展语言学条（DEVELOPMENTAL LINGUISTICS）。



311. 脑科学研究

1.fMRI* image

2. Brain testing/scanning

3.Neuron

4.Neural framework

5.Electrodes

A

B

D
E

F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http://uk.wrs.yahoo.com/_ylt=A0S0zuwxi5tMTA8AxaFWBQx./SIG=124lpnrv7/EXP=1285348529/**http:/www.mindcreators.com/Images/NB_Neuron.gif


Neuroscientist

Brain Scans

CT Images



Brain’s Emotional System (Limbic System)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mygdala



脑磁共振局部解剖功能图谱
https://mp.weixin.qq.com/s/36UOGLe9CdulxbwqPV_kOg

材料来源：zongmiao 我爱脑科学网
https://mp.weixin.qq.com/s/36UOGLe9CdulxbwqPV_kOg

https://mp.weixin.qq.com/s/36UOGLe9CdulxbwqPV_kOg
https://mp.weixin.qq.com/s/36UOGLe9CdulxbwqPV_kOg
https://mp.weixin.qq.com/s/36UOGLe9CdulxbwqPV_k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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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

• 题目建议一个月做一次，原因有三：

• （1）7天或10天间隔有点短，很多指标变
化趋势不会太明显；

• （2）间隔时间太短有可能产生学习效应；

• （3）考虑到认知障碍干预研究的前中后测

一般也是以一个月为测量周期，所以为了
跟后续可能要做的干预研究衔接，建议一
个月测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