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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专业跨界研究心理学

    “人讲每句话的时候，嘴

唇的运动和传达的语音信

息，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最

近我就在研究这方面的课

题。 ”曾飚谈及自己正在研究

的“唇读”时说，这项研究很

小众，却非常有价值。

作为英国南威尔士大学

心理和治疗学院讲师， 曾飚
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心理学

打交道。

曾飚在北京大学完成本

科、硕士学业，又留学英国攻

读博士， 然后在当地大学任

教。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语言

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他所

做的语言障碍治疗项目评估，

受到英国教育部的资助，为英

国医院和学校选择语言障碍

治疗方法提供依据。

2013年，曾飚曾回国创

办了一家科技公司， 并于

2015年研发出一款“智能脑

电眼镜”，可帮助中风后的人

群、失语症、有语言障碍的人

群辅助交流。

曾飚

笸英国南威尔士大学讲师

笸浙江瑞安中学英国校友
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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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曾飚出生于温州瑞安，1995年

从瑞安中学毕业，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专业是汉语言学。大一时，曾飚读到一篇关

于认知科学的文章，对人是如何处理语言系
统的问题很感兴趣，于是 4年后，他跨系考

到了北大心理系研究语言心理学。
硕士毕业后，曾飚打算去英国继续深

造。但尝试申请了几所大学，都被要求先去

读一个英国的硕士学位，再申请博士。“我
觉得自己在国内经历了 3年的硕士训练，

已经足够了。”
最后，曾飚凭着明确的研究项目和扎

实的研究经验，获得英国政府设立的海外
学者奖学金（Overseas Research Scholar－

ship），前往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攻读心理学
博士。

曾飚从小对外国文学比较喜欢，对英
国影视和文化情有独钟，更是 007系列影

片的忠实影迷，而英国湿润的气候，也很像
家乡温州。他非常享受当地的生活，毕业之

后就决定留在英国，成为南威尔士大学心
理和治疗学院讲师。

“这是一份很有趣的工作，我家在布里
斯托，属于英格兰，大学在卡迪夫，也就是

威尔士首府，属于联合王国的另外一个国
家。在新冠疫情之前，我几乎每天开车经过

连接威尔士和英格兰的跨海大桥，‘出国’
工作。”曾飚开玩笑说。

从北京大学到英国南威尔士大学，曾

飚的学习、工作都与心理学相关。研究之

余，曾飚曾担任《英伦学人》杂志的主编。
《英伦学人》是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

办的刊物，旨在为在英求学与治学的华人

学生学者提供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我从
2004年开始给杂志写文章，换届的时候就

开始承担起主编的工作。”担任主编期间，
曾飚尝试着做了比较大的改革，将杂志从

季刊改为月刊，还做了一个网站。
曾飚还一边工作，一边给英国广播公

司（BBC）中文部和《金融时报》中文部供

稿。“最开始我是免费给 BBC中文部供稿
的，后来他们给我开了个专栏，主要内容是

‘一个中国留学生眼中的英国高等教育、科
研、时政评论类’等内容。”曾飚说，断断续

续写了两年后，BBC 开始给他发稿费，曾
飚也相当于成了 BBC专栏作家。2012年，

曾飚停下所有写作，将心思全部投入到工
作和研究当中。

去年开始，因为新冠疫情，曾飚只能居
家工作，授课也转为在线形式。“这给师生

都带来了新的挑战。过去，一堂 50分钟的
大课，我可以一气呵成，中间还可以插几个

玩笑。现在我要对着摄像头，自编自导录制
课程。考虑到学生看视频注意力维持不了

很久，录像一般就是 10分钟，短短时间里，
还要考虑讲得有深度。视频还需要加字幕，

因为有些学生是特殊人士，比如有听力障
碍。”

    “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是

语言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
学。”曾飚说，在这个领域里，

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
语言障碍治疗项目评估。这

项工作受到英国教育部的资
助，为英国医院和学校使用

的各种语言障碍治疗方法做

经济效益评估，以此为依据
选出最优方案。

除了论文之外，曾飚还
写了很多报告给英国议会和

教育部做参考。“这份工作在
学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这让我觉得，自己长时间待
在实验室里做的那些冷僻研

究，其实可以帮助有需要的
人群，语言和心理学这些相

对理论化的学科，也有一些
应用的价值。”

疫情给曾飚的教学增加
了很多挑战，但这一年多也

是曾飚职业生涯里最高产的
时间。“最近刚刚和学院开完

了工作会议，学院让我把重
点放在科研方面，领导学院

的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同
时筹备下一个 5年的科研评估。”

最近几年，曾飚正在研究一项有关
“唇读”的课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

可以通过嘴型是圆的，还是扁的，来判断
对方说的是‘啊’还是‘一’，但是普通话

有 4个声调，我们能够通过嘴唇特征来

区别吗？”这个问题，曾飚已经研究了 4

年，取得了一些小成果。

“事实上，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在
‘看’别人说话，而不只是‘听’人说话，我

们在与人交流时，会看人眼睛、嘴唇的不
同反应。”曾飚说，这种脸部表情变化，在

社交中，有着不同的效果。
曾飚的唇读研究，将特定的发音对

应特定的嘴型或者面部肌肉运动，让有
听力损伤和听力障碍的人可通过看说话

人的嘴型而明白话语。曾飚将自己的研
究课题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训练机器通

过对嘴型的识别来“听”懂人言，从而展
开更加便捷有效的人机交互体验。

2013年，曾飚带着自己在心理学领
域的研究成果，作为引进人才回国创立

了一家科技公司———伯恩脑电，从事脑
电波可穿戴设备的研究和开发。2015年

12月，曾飚和研发团队研制推出了第一
款产品———“智能脑电眼镜”。这款外观

貌似眼镜的产品，通过对采集到的脑电
波信号进行编码，对不同的问题进行回

答，能够辅助中风后的人群、语言障碍人
群和失语症患者与外界交流。

    旅英 10多年，曾飚还常常被妻子揶揄

“乡土气息浓厚”。曾飚将此归结于自己浓
重的家乡情结和不改的乡音。

2017年，曾飚发起成立瑞安中学英国
校友会。“我是一个对家乡方言很有感情的

人，经常会在网上用方言表达什么，我也希
望借助校友会，让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讲

讲方言。”去年 4月，曾飚还回到家乡，给大

家带来了一个题为《乡音难改：温州话的心
理学研究价值》的精彩分享。

“虽然没有刻意在海外传播温州方言，

但有机会我就会使用方言，大概有两点原
因：第一，由于专业的原因，我爱研究语言，

温州话作为一种方言，有文学美感，也有语
言学的价值。第二，对一个海外温州人来

说，方言是唯一的行李，是护照，也是回乡
证，我不想失去。”

瑞安中学英国校友会成立 4年多，多

次参与了与温州在人才交流合作方面的访

问接待。去年疫情期间，校友会还发动校

友，组织抗疫物资驰援温州，同时通过社交
网络、视频会议和实地拜访等方式，为在英

中国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提供咨询和帮助，
消除他们的顾虑和担忧。“目前英国疫情反

复，这项工作我们还会继续做下去。另外，
由于疫情，甚至还出现对华人乃至亚裔人

士的不友好态度，我们准备采取一些行动，

来抵制这种不良倾向。”
曾飚注重乡情。2003 年第一次到英

国，遇到一批劳务输出的温州老乡，因为他
们语言不通，曾飚常常帮他们做一些翻译

工作。“这对我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后来

一直保持着联系。十几年过去了，他们中不

少人成了老板，布里斯托一条最热闹的商

业街，就有他们 3家餐饮店。”曾飚还和瑞
安中学英国校友会成员参加“伦敦十公里

跑”慈善活动，为国内的自闭症儿童募捐。
除了帮助身边的人，曾飚也积极为当

地华人发声。2013年，曾飚受邀为一家华
人机构做社会调查，主题是英国警方对待

华人社团的态度和方式。最后这份报告出

来后，作为听证证据，被呈至英国议会。
过去四五年，曾飚每年都会利用假期

回国，一方面探望双方父母，另一方面也是
想让孩子们保持与中国的联系，让他们知

道，他们精神上的根在中国。

▲ 2017 年， 曾飚 40 岁生日

时， 爱开玩笑的同事们故意送
了一张“50岁”的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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