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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概念特征自由列举实验范式 ,考察三类范畴 (动物、自然食物、人造物) 自然概念的语义特征提取反应时间

的范畴效应。结果表明 , ⑴语义特征提取的反应时间存在范畴效应 :提取动物特征的时间显著短于提取自然食物特征的时间 ,

提取自然食物特征的时间显著短于提取人造物特征的时间 ; ⑵三类范畴的特征提取时间模式表现出相同的规律 :先是显著降低

(第 1 到第 2 个特征) ,然后持续升高 (第 2 到第 10 个特征) 。语义特征提取的范畴效应反映了语义记忆组织的范畴特异性 ,有必

要进一步分析特征提取时间与特征类型、关联特征、独有特征之间的关系 ,以深入揭示语义特征提取范畴效应的产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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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自 1885 年德国心理学家 Ebbinghaus 发表其实

验报告以来 ,记忆成为心理学家十分关注和热衷的

研究领域之一。从 Ebbinghaus 的遗忘曲线 ,到记忆

的三级加工模型 ,研究者一般采用领域通用的研究

取向 (domain general approach) [1 ] ,将人的记忆过程

看作独立于记忆内容的、通用的认知加工操作。这

一研究取向隐含着一个假设 :人们学习和记忆的内

容是匀质的 ,用一套通用的规则或者记忆系统就可

以描述记忆的机制。Tulving 首先对这种单一记忆

系统的观念提出质疑。他认为神经生理学研究的证

据表明大脑的神经通路和皮质是高度系统化的 ,简

单的视觉功能 (如物体的识别和定位) 由不同的皮质

和通路来实现 ,那么较之复杂的记忆功能就更不可

能是由单一的系统来实现[2 ] 。他提出多重记忆系统
(multiple memory systems) ,区分了情节记忆和语义

记忆[2 ] 。

近年来 ,有关语义记忆缺失和遗忘综合症 (am2
nesic syndrome)的神经生理学研究[3 ]进一步为 Tulv2
ing 的多重记忆系统取向提供支持。语义记忆缺失

和遗忘综合症是两类不同的认知障碍。遗忘症患者

通常对事件和情景的记忆混乱 ,表现为情境记忆受

损 ,而语义记忆缺失患者是非特定时空框架下的一

般性知识的记忆缺失 ,表现为语义知识受损[3 ] 。对

有选择性语义缺失的脑损伤病人的研究进一步发

现 ,不但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存在分离 ,而且语义记

忆系统本身也存在生物和非生物语义知识的分离 :

某些脑损伤病人的生物知识缺失而非生物知识完

好 ,但是另一些脑损伤病人正好相反[4 ] 。

McRae 和 Cree[5 ]分析了大量有关语义记忆缺失

的研究 ,总结出三类可以独立受损的语义范畴 :动

物、自然食物和人造物。McRae 等人[5 - 8 ]对正常人

的概念特征常模的分析进一步发现 ,这三类范畴在

以下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首先 ,三类范畴的特征类

型分布存在差异 ,动物拥有较多的外部特征和实体

行为特征 ,但是拥有很少的功能特征和制成材料特

征 ;自然食物拥有较多内部特征和功能特征 ,但是拥

有很少的实体行为特征 ;人造物拥有较多的功能和

制成材料特征 ,但是拥有很少的实体行为特征。其

次 ,动物和自然食物的关联特征 (correlated feature)

比率显著高于人造物的关联特征比率。最后 ,人造

物的独有特征 (distinguishing feature) 比率显著高于

自然食物和动物的独有特征比率。因此 ,McRae 等

人[5 - 7 ]和 Moss 等人[8 , 9 ]进一步提出 ,语义记忆是分

布式的网络 ,所有概念都表征为许多语义属性或特

征的激活模式 ,因为相似的概念具有重叠的激活模

式 ,而且动物、自然食物和人造物的语义记忆表征存

在以上的结构差异 ,所以当分布式系统受损时 ,一个

范畴的概念可能会比另一个范畴的概念受到更大影

响。因此 ,正是不同范畴概念的结构差异导致了脑

损伤病人的范畴特异的语义记忆缺失。除了语义知

识组织的范畴特异性 (category specificity)研究 ,有关

推理和分类的研究进一步表明 ,人们推理和分类的

结果受到任务内容所属领域的影响 ,因此领域特异

性的研究取向 (domain specific approach) 越来越受到

研究者的重视[1 ] 。

Tulving 的多重记忆系统理论和范畴特异性研

究提示我们 ,记忆的认知过程可能受到记忆内容的

影响 ,其认知加工操作也可能存在领域特异性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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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精细水平的范畴特异性。根据以上研究 ,我们认

为当认知系统从语义记忆中提取相应范畴的知识

时 ,概念结构差异也可能在正常人的语义记忆提取

过程中表现出来。长时记忆的提取一直是认知心理

学家感兴趣的问题[10 ] 。但是以往研究者采用的研

究范式通常考察人们对当前识记项目的记忆成绩 ,

这种成绩本质上反映的是情景记忆提取的成绩 ,而

不是真正的语义记忆提取的成绩。虽然 ,有很多研

究者[5 - 7 ]采用特征列举的任务收集自然概念的语义

特征 ,以此考察语义记忆的组织 ,但是尚没有研究者

记录和分析被试列举特征的反应时间。因此 ,本研

究采用特征列举的实验范式收集概念的语义特征 ,

并记录列举特征的反应时间 ,比较动物、自然食物和

人造物三类范畴概念的特征提取的时间模式。

Van Overschelde 等[11 ]曾采用样例自由列举的

实验范式 ,记录被试列举不同范畴样例的潜伏时间。

他们记录反应时的方法如下 :范畴名称呈现到被试

输入第 1 个样例完毕按回车的时间为第 1 个样例的

反应时间 ;第 1 个样例输入完毕按回车到输入第 2

个样例完毕按回车的时间为第 2 个样例的反应时

间 ,依此类推。显然 ,Van Overschelde 等人[11 ]记录

的潜伏时间包括被试击键输入文字的时间。但是 ,

本研究认为 ,范畴样例或概念特征提取的反应潜伏

期不应该包括被试击键输入文字的时间 ,而且考虑

到被试击键输入文字的速度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 ,

击键输入不同特征的速度也可能不尽相同 ,因此 ,本

研究对 Van Overschelde 等人[11 ]的方法进行了改进 ,

采用如下方法记录 :物体词汇呈现到被试输入第 1

个特征时第一次击键之间的时间为第 1 个特征的反

应时间 ;第 1 个特征输入完毕按回车到输入第 2 个

特征时第一次击键之间的时间为第 2 个特征的反应

时间 ,依此类推。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被试在提取特

征时 ,可能会一次想到多个特征 ,而根据程序要求分

别依次输入 ,所以该方法记录的反应时不能精确地

反映被试从看到刺激到提取出各个特征的潜伏时

间。但是本研究中三类范畴的概念的特征提取均采

用相同的程序 ,因此其结果具有可比性。

2 　方法

2. 1 　被试 　31 名熟练掌握中文输入法 (智能 ABC)

的大学本科生自愿参加实验。

2. 2 　材料 　首先根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2 ]选取

词频相近的动物、自然食物和人造物的两字词汇 ,并

进行 5 点物体熟悉度问卷测试 ,从中选取每类范畴

的词汇各 16 个 ,合计 48 个物体词汇。三类范畴的

词汇所指称的物体熟悉度和词频情况见表 1。范畴

间的物体熟悉度没有显著差异 , F (2 , 45) = 0 . 15 , p

= 0 . 86。
表 1 　三类范畴的词汇所指称的物体熟悉度和词频

测量指标 动物 自然食物 人造物

熟悉度 M 4. 28 4. 18 4. 21

SD 0. 24 0. 21 0. 15

词频 M ax 0. 00563 0. 00563 0. 00472

Min 0. 00061 0. 00023 0. 00023

2. 3 　程序

实验程序采用 Delphi6. 0 编制。在计算机屏幕

上将 48 个物体词汇随机地逐个呈现给被试。要求

被试使用智能 ABC 的键盘输入法 ,在看到物体名称

后尽可能多地列举物体的特征 ,并且至少列举 10

个 ;每输入完一个特征按回车键 ,然后开始输入下一

个特征 ;一个物体概念的特征列举完毕 ,按功能键

“F12”进入休息页面。如果被试在尚未列举出 10 个

特征时就按了“F12”键 ,程序将提示被试继续列举物

体的特征。当被试列举了 10 个特征后 ,随时可以按

“F12”键进入休息页面。每个词汇的呈现时间没有

限制 ,被试自由控制整个实验的进度。

程序自动记录被试列举的所有特征 ,以及被试

提取特征所花费的时间 (简称为特征反应时) 。特征

反应时的记录方法如前所述。由于大多数被试只列

举出每个物体概念的 10 个特征 ,所以本实验只选取

每个概念的前 10 个特征的反应时进行统计分析。

本实验为 3 (概念所属的范畴 :动物、自然食物、人造

物) ×10 (特征列举的序列)的完全被试内设计。

3 　结果

　　按三个标准差的原则删除反应时的极端数据 ,

被删除数据的比率为 1. 92 %。三类范畴概念的特征

列举反应时如图 1 所示。以被试和以项目为随机因

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概念所属范畴

的主效应显著 , F1 (2 , 60) = 31 . 63 , p < 0 . 001 , F2

(2 , 45) = 21 . 08 , p < 0 . 001 ,提取动物特征的反应

时 ( M = 10 . 06 秒) 显著短于提取自然食物特征的反

应时 ( M = 10 . 78 秒) ,提取自然食物特征的反应时

显著短于提取人造物特征的反应时 ( M = 12 . 02

秒) ;特征列举序列的主效应显著 , F1 ( 9 , 270) =

53 . 88 , p < 0 . 001 , F2 (9 , 405) = 98 . 36 , p < 0 . 001 ,

提取第 2 个特征的反应时与提取第 1 个特征的反应

时相比有显著下降 ,从提取第 3 个特征开始 ,特征反

应时一直处于上升势态 (见图 1) ;范畴与列举序列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 , F1 (18 , 540) = 1 . 10 , p = 0 . 35 , F2

(18 , 405) = 1 . 13 , p = 0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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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类范畴概念的特征列举反应时

4 　讨论

4. 1 　三类范畴概念之间的特征反应时差异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当认知系统需要从语义记

忆中提取动物、自然食物和人造物范畴的语义知识

时 ,其特征提取的反应时间存在显著的范畴效应 :提

取动物特征的时间显著短于提取自然食物特征的时

间 ,提取自然食物特征的时间显著短于提取人造物

特征的时间。

本研究认为 ,自然概念语义特征提取时间的范

畴效应可能反映了不同范畴的表征结构存在显著差

异。首先 ,动物、自然食物和人造物的特征类型分布

存在差异。动物拥有较多的外部特征和实体行为特

征 ,较少的功能特征 ,而且不管是外部特征 (熊猫的

毛色是黑白相间的)还是实体行为特征 (蜻蜓会飞) ,

动物的大部分特征是确定的语义单元 ,特征之间没

有相互竞争。因此 ,被试在提取动物的特征时消耗

的认知资源比较少 ,从而提取速度也比较快。但是 ,

人造物拥有较多的功能特征和较少的外部特征。而

且其功能和外部特征的表征大部分是不确定的语义

单元 ,例如 ,冰箱的冷藏功能包括“储存肉类”、“储存

蔬菜”、“储存水果”等 ,以及大部分人造物都有“品种

多样”、“花色多样”这样的特征 ,在提取过程中这些

不确定的语义特征之间存在竞争 ,会消耗被试的认

知资源 ,致使提取的速度降低。自然食物介于动物

和人造物之间 ,不但具有较多外部和内部特征 ,而且

具有较多功能特征。其外部和内部特征是比较确定

的语义单元 (例如 ,南瓜是黄色的 ,有白色的瓜籽) ,

而功能特征是不确定的语义单元 (例如 ,南瓜“可以

食用”包括可以炖汤、可以蒸食等) ,因此自然食物特

征提取消耗的认知资源可能介于动物和人造物之

间 ,其特征提取时间也介于动物和人造物之间。

其次 ,动物和自然食物的关联特征比率显著高

于人造物的关联特征比率 ,而人造物的独有特征比

率显著高于自然食物和动物的独有特征比率[5 - 9 ] 。

动物和自然食物具有较多的关联特征 (例如 ,鲤鱼不

但“有鳍”而且“会游泳”,菠菜不但“富含维生素”而

且“补充营养”) ,这些关联特征之间存在一定的语义

联系 ,因此在提取特征时 ,特征之间的连结会有效地

促进提取的速度。而人造物拥有较多的独有特征 ,

缺乏类似的关联特征 ,所以由此获益的可能性较小。

综上所述 ,语义记忆的表征结构会影响语义特

征的提取速度 ,深入考察特征类型、关联特征和独有

特征与提取速度之间的关系 ,将有助于揭示语义特

征提取的范畴效应 ,并将有助于深入认识语义记忆

组织的范畴特异性。本研究的结果也提示我们 ,记

忆的提取过程会受到记忆内容表征结构的影响 ,因

此有关记忆的研究在选取实验材料和推广实验结论

时 ,应该考虑记忆内容的范畴特异性 ,以及记忆内容

所属范畴对记忆过程的影响。

4. 2 　三类范畴概念的特征反应时模式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提取动物、自然食物和人造

物范畴中每个概念的前十个特征的反应时变化模式

非常一致 ,这进一步说明了三类范畴的特征提取时

间存在系统的差异。

本研究发现 ,提取每个概念的第 2 个特征的时

间显著短于提取第 1 个特征的时间。其原因可能有

两方面 :首先 ,在看到呈现词汇的最初阶段 ,被试可

能会同时提取出两个特征 ,将其保持在工作记忆中 ,

并分别先后录入它们 ,因此提取第 2 个特征的时间

显著地短于提取第 1 个特征的时间 ;其次 ,也可能是

由于被试看到呈现的词汇时 ,需要一定的时间识别

和理解词汇的意义 ,并激活相应的语义特征 ,因此第

1 个特征的提取时间稍长 ,一旦词汇的意义被理解并

激活了语义记忆中的相关知识 ,那么随着激活的扩

散 ,被试比较易于从已激活的语义特征中提取出第 2

个特征。随着继续提取更多的特征 ,激活被进一步

扩散 ,激活的强度慢慢减弱 ,从已激活的知识中搜索

相应的语义特征会消耗较多的认知资源 ,提取难度

会越来越大 ,因此从第 2 个特征开始 ,提取特征的时

间逐渐增长。

4. 3 　小结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语义特征提取的反应时间

存在范畴效应 :提取动物特征的反应时间显著短于

提取自然食物特征的反应时间 ,提取自然食物特征

的反应时间显著短于提取人造物特征的反应时间 ;

三类范畴的特征提取反应时间模式表现出相同的规

律 :提取每个概念的前 10 个特征的反应时间模式相

同 ,先是显著降低 (第 1 个特征到第 2 个特征) ,然后

持续升高 (第 2 个特征到第 10 个特征) 。语义特征

提取的范畴效应反映了语义记忆组织的范畴特异

性 ,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特征类型、关联特征、独有特

征数量与特征提取时间之间的关系 ,将有助于深入

288　　 心　理　科　学　　　



认识语义记忆组织的范畴特异性。该研究也提示我

们 ,记忆提取过程会受到记忆内容表征结构的影响 ,

因此有关记忆的研究应该考虑记忆内容所属范畴对

记忆过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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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egory Effect on the Semantic Feature Retrieval of Natural Concepts

L i u Ye1 ,2 , Fu Xiaolan1

(1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 100101)

(2 Graduate School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 100039)

Abstract 　The researches of neuropsychology found there is a category effect on the organization of semantic memory. The present re2
search investigated the category effect on the semantic feature retrieval of natural concepts from the three categories of animals , natural

foods , and artifacts by natural concept feature listing tasks. The results showed : (a) There was a category effect on feature retrieval ;

the feature retrievals of animals were faster than those of natural foods , and the feature retrievals of natural foods were faster than

those of artifacts ; and (b) the feature retrieval times of the three categories changed in the same pattern with the first feature retrieval

times longer than the second one , and with the retrieval times delaying from the second feature to the tenth feature. The category ef2
fect on the semantic feature retrieval of natural concepts might reflect category difference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emantic memory. It

is useful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category effect on the semantic feature retrieval of natural concepts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a2
mong retrieval time , feature types , correlated features , and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Key words : natural concept , semantic memory , category specificity , feature retrieval , categor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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