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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字形属性、字音属性和字义属性对汉字识别的影响以及汉字识别与大脑等四个方面, 对 90年代

以来我国心理学界在汉字识别领域取得的新研究结果进行了介绍, 同时指出了今后研究中需注意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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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表意文字, 与 直线形 的拼音文字相比, 方块汉字有二维图形特征, 字形和字音

之间的对应关系很弱。那么对汉字的视觉识别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和对拼音文字的视觉识别过程相比有何不

同?近几十年来,有许多心理学研究围绕汉字识别问题展开。本文旨在对我国心理学界 90年代以来在这个领

域的新进展作一述评。

1 主要研究

1. 1. 字形属性对汉字识别的影响

受西方已有研究理论的影响, 长期以来关于汉字识别的加工单元也有两种观点: 一是

认为识别汉字要先对笔画、部件等汉字的字形特征进行分析, 然后将分析的结果整合从而识

别整字。那么, 在汉字识别过程中就会存在笔画数效应、部件数效应等。二是认为识别汉字直

接以整字为单元, 强调字形知觉的整体性。到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已有许多研究表明在汉字

的视觉识别过程中, 要经过特征分析
[ 1]
。近 10年以来,汉字识别的特征分析观点得到了更多

的研究结果的验证:

首先是采用不同的方法证实了笔画数效应的存在。如喻柏林等[ 2]采用命名识别法, 发现

在 2至 15画的范围内,汉字的命名反应时随笔画数的增加呈台阶状上升趋势; 张武田等 [3 ]发

现在高频字当中存在笔画数效应; 彭聃龄等 [4 ]采用命名作业和真假字判断作业也发现有显著

的笔画数效应。

其次是发现部件因素对汉字识别的影响。有研究发现了启动部件对合体汉字识别的影

响 [5 ] , 提示汉字的部件作为单个结构反复认读, 有可能成为汉字识别的加工单元之一, 而

且比笔画更符合简约的原则。张武田等 [3 ]、彭聃龄等[ 4]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部件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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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存在。

不仅部件的数量影响汉字识别, 研究证明部件频率 (即在合体汉字中出现的次数) 也

是影响汉字识别的因素之一, 但其作用受到整字频率和结构类型的影响
[ 6]
。黎红等

[ 7]
的研

究也发现, 在速示条件下, 部件频率影响汉字识别的准确性, 而且部件频率对汉字识别的

作用模式与刺激字及其组成部分的空间排列有关。

在汉字的构造部件之间还存在不同的组合以及组合频率。采用整字识别和整合识别等

实验任务的研究表明, 部件组合与部件有类似的频率效应, 而且部件组合频率的作用也受

到正字频率和结构类型的影响
[8 ]
。

第三是证实了结构方式效应的存在。喻柏林、冯玲等 [9 ]和喻柏林、曹河圻[ 10]在不限时

呈现整字条件下, 分别令被试对双部件和单部件做命名反应, 结果一致发现存在结构方式

效应, 命名上下字的反应时要明显长于左右字的部件。陈传锋、黄希庭
[11 ]
进一步研究发现

了结构对称性效应, 识别结构对称性汉字的加工明显快于非对称性汉字, 而且这种结构对

称性效应在低频字中起作用, 而在高频字当中不起显著作用; 在多笔画字中起作用, 在少

笔画字中不起显著作用。

独体字直接由笔画构成, 不存在部件这一结构层次, 而且许多独体字本身就是构成合

体字的部件。那么在对独体字进行认知加工时, 是必须经过特征分析还是直接以整字为单

元? 肖崇好等人
[12 ]
将独体字中除去点、钩、提、短的横竖撇捺以外的其它笔画作为该汉字

的框架笔画, 把每个独体字的结构分为框架结构和非框架结构。研究结果发现, 在速示条

件下, 独体汉字的识别从识别笔画开始, 经提取框架结构后, 才完成识别过程。与 框架

结构 的观点相类似, 沈模卫, 朱祖祥
[13 , 14 ]

研究结果也表明, 在含有十或口的独体汉字中, 十

与口是该类汉字的突出视觉特征的理论。这些结果表明对独体字的加工也经过特征分析。

但是特征分析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汉字识别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如笔画、部件和字频

的关系还没有研究清楚, 有的研究发现存在笔画或部件和字频的交互作用
[3 ,4 ]

, 有的研究则

没有发现
[2 , 15]
。有的研究还发现, 整字频率对于局部知觉 (部件识别) 有制约作用

[6 ]
。仅

用整字加工观点也很难加以解释。因此喻柏林等提出了汉字识别的平行加工假说 [2 ] , 认为

被试识别每个单字经历着两类平行加工的过程: 一类是识别整字的加工; 另一类是笔画及

其组合的加工。笔画及其组合的加工与整字加工发生分享有限注意 (或知觉) 资源的竞

争。高频字被整字识别而低频字要经过特征识别。因而笔画数效应只存在于低频字当中。

这种新观点不仅有很好的解释性, 而且得到了一些研究结果的支持
[ 16 ,17 ]

。但是这种假设本

身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1. 2语音在汉字识别中的作用

汉字是表意文字,其书写形式不能直接、透明地表征语音。在近十年来有关汉语字

词识别过程中的语音中介问题依旧是争论的焦点, 即在字词视觉识别中, 是否必须通过音码

为中介来实现对词义的提取? 从理论上来说, 语义的激活可以有两条途径: 一是由视觉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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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心理词典中的字形表征后, 直接激活语义表征; 二是以语音为中介, 字形表征的激活

首先传输到语音表征上, 然后激活语义表征。与此对应, 目前对语音中介问题主要有两种

观点:一是强语音作用观, 认为在视觉汉语字词加工中, 语音激活部件是自动的, 而且在时

间上也特别早, 由字形到字义需要经过语音为中介。另一种观点是强字形作用观, 认为汉

语字词加工中的语义激活过程不同于拼音文字, 主要由字形 语义之间的直接激活传输(或

计算)决定, 语音信息在视觉字词加工中虽然自动激活, 但对语义激活作用很小
[18 ]
。两种

观点各自得到了一些研究结果的支持:

谭力海、彭聃龄[1 9]采用启动条件下的词汇判断法, 发现启动词中的多音字不但会促进

被试对和其适当读音相近的目标字的反应, 而且会促进被试对和其不适当读音相近的目标

字的反应, 表明熟悉的中文字词的语音特征在到达心理词典之前就已经得到了激活。张武

田等[ 20]采用启动掩蔽 (书写) 法也发现, 形似音同字的启动效果早于语义的启动效应, 因

此认为形似音同字的激活可以看作是前词汇的。

而金志成等
[21 ]
分别进行了音同、形似、义近和无关四种条件下的目标字的启动识别和

倒掩蔽识别的研究, 结果表明对目标字尚未完全加工时, 形似倒掩蔽促进对目标字的进一

步加工, 说明形码在到达心理词典之前就被激活; 在汉字视觉识别中字音的作用确实存

在, 但是因为音同倒掩蔽效果不显著, 表明音码不是在到达心理词典之前被激活, 因而不

存在语音转录现象。林仲贤等
[ 22]
采用汉字词形、音、义特征匹配任务, 发现无论是速示还

是非速示条件下, 在汉字词的形、音、义特征中, 都存在着编码加工深度的差异, 音码的

信息提取是最难的, 反应时最长, 而词形、词义信息的提取则相对容易。这个结果说明,

在他们的实验条件下, 是不可能有语音转录的。

对语音、字形在汉字阅读中的作用的发展变化的研究发现, 初学阅读者更依赖语音,

而熟练阅读者更依赖字形
[23 ]

, 但是周晓林等
[24 ]
发现即使对年幼儿童来说, 在强调语音而非

语义的实验任务中, 语义激活的强度和时间进程也不弱于语音激活。并且认为这是由于字

形到字音到语义以及字形直接到字义的计算速率 ( computat ional ef f iciency) 。由于汉字

的形音对应的任意性, 降低了字形到字音的计算速率或激活传输速度。而且由于汉字中同

音字很多, 一个激活的语音表征对应着许多语义激活模式, 从语音激活难以得到确切的语

义。另一方面, 汉字的字形 (特别是形旁) , 能够提供大量的语义信息, 直接从字形到语

义是一条迅速有效的途径。

林泳海、张必隐
[2 5]
研究了中文音韵在词汇通达中的作用。在词汇判断任务中, 单字词

的音韵没有启动效果, 说明中文视觉认知是直通语义的, 而单字词在命名任务中以及同韵

双字词在词汇判断任务中存在启动效应, 结果表明音韵在词汇通达中存在一定的作用, 表

明在中文阅读中语音的通路是存在的, 尽管这条通路较弱。研究者进一步认为, 中文词的

认知可以说两条通路都存在。但是, 尽管这个研究说明了语音通路的存在, 却并没有说明

语音和语义激活的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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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汉字识别有自动的语音激活作用, 但是这种作用可表现为程

度的不同, 它取决于识别字的熟练程度、任务要求和语境的作用条件等
[20 ]

, 因此每一个研

究只是揭示出某一个条件下的规律。

1. 3 语义在汉字识别中的作用

汉字识别的目的是提取汉字的意义。而字义提取和其存贮方式有关。在心理词典中,

每一个词条都包含了与这个词相应的语音、形状和意义。在汉字心理词典中, 语义激活并

不封闭在语义系统内, 而会立即自动扩散到相应语音和字形表征。启动词不仅对其语义相

关字有启动效应, 而且对相关词同音词、形似同音单字词的命名也有显著促进作用; 对与

相关词形似音不同的词有抑制作用[ 26]。

朱晓平
[27 ]
则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研究。他将语境划分为相关、无关和中性三种, 还将

语境限制强度分为高、低两种, 目标字词的笔画数分为多、少两组。采用在句子语境中的

汉字命名作业研究了语境效应的作用点。实验一以大学生为被试, 发现三个变量的主效应

均极其显著, 语境与词频的交互作用也显著。在高限制语境中, 语境与词频有限制交互作

用, 而在低限制语境中, 两者呈相加关系。说明高限制语境信息作用在词汇提取阶段, 低

限制语境信息作用在后词汇处理阶段。实验二以小学四年级学生为被试, 发现在高、低两

种限制条件下, 语境和词频的交互作用均存在。这可能是因为小学生加工单字 (词) 的速

度较慢。实验三在降低了目标字 (词) 呈现亮度的条件下重复实验一, 得到仅在高限制语

境下语境类型与笔画数之间存在明显交互作用。说明在字词的视觉编码由于亮度而变慢

时, 语境效应可能发生在视觉编码阶段。从三个实验的总结果来看, 语境确实能够影响词

汇的加工, 而且语境效应的作用点是灵活的。

采用 ERP 方法的研究发现, 具体字联想引起的 PSW (正慢波) 波幅和 P800潜伏期

分别大于抽象联想字引起的 PSW 波幅和 P800潜伏期, 从而提示具体字联想和抽象字联想

的脑机制有所不同
[28 ]
。但是到底有何不同, 尚待进一步研究。其研究结果还表明, 汉字的

形音义加工之间存在再加工的反复过程, 其关系错综复杂, 难以分割。证实了以前有关研

究的结果。

1. 4 汉字识别与大脑

由于汉字本身的独特性, 识别汉字时, 是否还像识别拼音文字那样, 左半球占优势?

高定国等[ 29]曾对汉字认知与大脑两半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顾, 基本上有两种观点: 一是

认为汉字认知主要是左半球的功能 , 另一是认为汉字是大脑左右半球并用的 复脑文

字 。高定国等人倾向于后者, 后者也得到有关研究结果的支持: 郭可教、杨奇志
[30 ]
以大

学生和小学生为被试, 采用同一的汉字对刺激材料, 让被试进行字形、字音、字义的异同

判断, 结果发现, 字形、字音和字义的认知均与大脑两个半球有关, 显示出汉字认知的复

脑效应。用汉字- 图形意义整合判断的实验进一步验证了字义认知的复脑效应。张武田等

人 [31 ]研究结果也显示, 当对汉字字音或字义进行匹配时, 两半球之间的加工优于半球内的

加工, 即两侧大脑半球协同活动要比单侧半球加工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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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脑成像技术开始应用于与汉语字词识别有关的领域, 使研究者可以对汉语字词

识别的脑内加工过程直接进行研究, 不再仅仅通过观察行为来推测大脑中的活动。脑成像

技术包括事件相关电位 ( event related potent ial, ERP)、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positr on e

m ission tomography, PET)、功能磁共振成像( funct ional magmnet ic resomance imag ing ,

FMRI)等。目前我国运用 ERP 方法对汉字识别进行研究的较多, fM RI 的运用开始起步。

汉语单音节较西文丰富, 有利于用 ERP 方法进行研究。魏景汉、匡培梓等采用汉字形

音义正启动和词义联想方法, 对汉字的形音义进行了全视野和半视野系统研究, 发现汉字认

知始于 100- 160ms之间,大脑两半球在汉字认知过程中存在着差异,在约 200- 270ms之间

左脑加工占优势; 左脑可能需要右脑传来必要的信息后才开始加工, 但是左脑开始加工后即

占优势 [32 ]。这个结果与行为研究 [30 ]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

魏景汉、罗跃嘉采用提高非注意纯度的跨通路延迟反应实验模式, 对汉字形音识别的跨

通路注意 ERP 的研究 [33 ]结果表明, 听觉 N 1最大峰均位于额中央部, 视觉 N1最大峰位于两

侧枕部与颞后部, 具有明显的通路差异性。近一步的研究 [34 ]采用汉字形音判断作业, 又发现

N 1头皮分布表现出明显的通路间差异: 听觉 N 1最大波峰均位于中央部, 视觉 N 1分布于两

侧枕部, 这一结果与非语言实验结果不同, 与英文实验结果也不同。从而提示: 对汉字字形

(视觉)的最初加工可能发生在视觉初级中枢(两侧枕部) ,而对汉字字音(听觉)的初步加工可

能是在整合中枢(中央部)而不在听觉初级中枢(颞叶)。

2评论与展望

从以上综述来看, 近十年来汉字识别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研究中更多地考虑到汉字

本身的特点, 而不仅仅是将汉字作为拼音文字的对比材料来进行研究; 提出了针对汉字特

点的成分和整字平行加工说; 研究更加细化, 如在字形加工中, 注意到部件及部件频率、

部件组合频率等因素的作用; 采用新技术进行研究, 如脑成像技术, 眼动技术, 增加了对

汉字识别研究的角度、途径; 计算机对刺激的呈现、结果的记录也更加精确。

但是目前研究中尚存在一些问题: 在各个研究中所用的作业任务不同, 由此反映的字

词识别的内部加工过程也有不同, 如命名作业, 偏重语音加工, 而范畴判断作业则偏重语

义的加工; 各个研究中所用的实验材料也不一样, 如实验用字的笔画数、部件数、结构方

式、字频、是否形声字、字义、单字还是词等不尽相同。而且由于汉字本身各种属性的复

杂性, 看起来一样的材料, 各研究者使用的很可能有很大出入。如对字频的确定, 有的研

究者按照三千常用字中的  、 !、 ∀级来划分, 有的则按照各种字典中给出的字频来确

定; 对部件的划分, 有的研究采用一级部件, 有的研究者划分到末级部件。这些原因使得

许多研究所得结果只适用于其具体实验条件下, 不能扩大化, 很可能是许多研究结论相差

如此之大的原因; 多以成人为被试; 目前运用新技术的汉字识别研究还是以描述性研究为

多, 对行为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字形加工单元、语音转录等争论还不能予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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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的研究中, 我国汉字识别研究应继续重视加强对实验任务、实验材料的选择。

要选择对欲探查的内部心理过程敏感的实验任务和材料, 各个研究选择实验材料的标准尽

量统一, 增强实验结果的可比性; 加强汉字识别和大脑功能关系的研究。目前脑功能的研

究是国际热点, 学习汉字能否促进大脑功能也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可以从儿童发展的角度进

行研究, 从而将儿童的汉字识别特点与成人的汉字识别特点进行比较, 并可以将研究结果运

用到汉字教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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