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前言

同音含旁字又称规则字 (例如菟与兔同音),

其他为异音字。 “规则性效应”指命名规则字词的

速度比异音字词快的现象。命名英文低频词有规则

性效应, 因为低频词的语义识别须经语音中介 [1];

然而低频汉字中不存在规则效应, 因为高频字读音

以直接提取为主, 低频字读音以声旁类似推理策略

为主 [2]。近期研究表明亚词汇水平的语音激活促进

规则字整字读音信息的提取, 抑制异音字整字读音

表征的激活 [3]。在高频和低频汉字加工中, 均存在

整字与声旁水平语音激活 [4]。关于规则性效应尚有

下列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启动—命名范式缺乏对目标字形旁 信 息 的 控

制, 且因引入了新的语义、字形信息而可能混淆结

果。其次, 比较整字和声旁语音信息对目标字的启

动, 证实整字掩盖声旁激活, 但字音占优可能与整

字命名任务有关。若在命名声旁任务时观察到整字

的易化或干扰, 则直接证明声旁语音信息提取受整

字影响, 同时避免了任务混淆。

声旁规则性至少有四个水平: 同音 (声、韵相

同)、部分同音 (声或韵相同)、不同音 (声、韵均

不同) 以及声旁失去发音功能。命名声旁和整字是

否会出现对应规则效应的变化? 声旁频率与规则性

之间是否有交互作用? 部件组合在汉字识别中具有

与部件类似的作用 [5]。汉字声旁为部件组合时, 是

否同样有规则性效应? 本研究探讨在速示和慢示条

件下, 声旁规则性对命名声旁和整字的影响。

2 实验一、速示条件下命名声旁

2.1 方法

被试为北京某大学本科生, 男 19 名、女 18 名;

文科 18 名、理科 19 名。实验由微机 (E -Prim e 编

程) 控制呈现刺激、话筒和声控开关触发记录反应

时; 根据G B13000.1 [6] 和 G F3001-1997 [7] 选取 96

个汉字。三因素为声旁规则性 [同音 (嘿)、部分

同音 (患)、不同音 (拐)] ×声旁部件数 [单部件

(扣) 和多部件 (繁)] ×声旁频率 [单部件和多部

件 声 旁 组 字 频 率 分 别 为 40 以 上 ( 渔 ) 、 24 以 下

(钙) 和 9 以上 (悟)、4 以下 (帮)]。屏幕中央呈

现 箭 头 1000m s 指 示 待 命 名 的 声 旁 位 置 , 间 隔

200m s 后呈现注视点 “+”300m s; 随后出现刺激字

57m s; 要 求 被 试 快 速 准 确 地 命 名 声 旁 , 有 练 习 。

再间隔 1943m s 后下一箭头出现。被试单个测试,

完成实验约需 20 分钟。

2.2 结果与讨论

删除被试错误反应 (犹豫、读整字、读整字中

除声旁外其他部分或读与声旁形似的其他部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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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及三个标准差以外数据 (表 1)。

表 1 速示条件下声旁命名反应时与错误率 (M ±SD )

M A N O V A 检验表明, 声旁规则性对反应时的

主效应显著, F (2,35) =4.00, p<0.05; 命名同音、

部分同音和异音字声旁反应时分别为 683、708 和

712m s, 683m s 与后两者差异显著。声旁规则性对

错 误 率 的 主 效 应 亦 显 著 , F ( 2,35) =11.88, p <

0.001; 命名同音、部分同音和异音字声旁错误率

分 别 为 27% 、34% 和 36% , 27% 与 后 两 者 差 异 显

著。其他各因素的主效应以及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声旁规则易化声旁信息的提取, 声旁不规则干扰声

旁信息的提取, 证实了声旁规则性对字音通达有重

要影响。速视条件下声旁语音信息的自动提取不受

部件频率与部件数的影响, 不同于一般汉字部件。

3 实验二、速示条件下命名整字

3.1 方法

被试、仪器与设计同实验一, 另选 128 字。声

旁规则性增加 “不发音”水平, 如 “拜”。要求被

试迅速、准确地读出汉字, 无箭头及间隔。其他同

实验一。

3.2 结果与讨论

删除被试错误反应 (犹豫、读声旁、读形似整

字、读整字中除声旁外其他部件) 及三个标准差以

外的数据 (表 2)。

M A N O V A 检验表明, 声旁规则性对反应时的

主效应显著, F (3,34) =7.67, p<0.001; 命名含同

音、部分同音、异音和不发音声旁字的反应时分别

为 559、556、561 和 545m s, 545m s 与另外三者差

异显著; 声旁频率主效应显著, 命名含低频、高频

声旁字的反应时分别为 544 和 567m s, F (1,36) =

64.59, p<0.001。

对错误率的 M A N O V A 检验表明, 声旁规则性

主效应亦显著, F (3,34) =44.25, p<0.001; 命名

含同音、部分同音、异音和不发音声旁字的错误率

分别为 11% 、18% 、15% 和 7% ,各水平间差异均显

著 ; 声 旁 部 件 数 主 效 应 显 著 , F (1,36) =20.51,

p<0.001, 命名含单部件、多部件声旁字错误率分

别为 11% 和 15% ; 声旁频率主效应也显著, F (1,

36) =23.89, p<0.001, 命 名 含 低 、 高 频 声 旁 字 的

错误率分别为 10% 和 15% 。

表 2 速示条件下整字命名反应时与错误率 (M ±SD )

速视条件下命名多部件合体字有规则性效应,

将前人研究结论推广至多部件合体字。单部件或高

频声旁规则则干扰整字命名; 多部件或低频声旁规

则却易化整字命名。这与以往使用整字频率的规则

性研究结论不同。

4 实验三、慢示条件下命名声旁

4.1 方法

被 试 为 北 京 某 大 学 本 科 生 , 男 19 名 、 女 16

名; 文科 17 名、理科 18 名。刺激字呈现 900m s,

间 隔 1100m s 后 呈 现 下 一 箭 头 , 要 求 被 试 命 名 声

旁。其余同实验一。

4.2 结果与讨论

删除被试错误反应 (同实验一) 及三个标准差

之外数据 (表 3)。

对反应时的 M A N O V A 检验表明声旁部件数与

声旁频率交互作用显著, F (1,34) =4.6, p<0.05;

其他各因素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对错误率

的 M A N O V A 检验表明声旁部件数与声旁规则性交

互作用显著, F (2,33) =4.38, p<0.05; 命名单部

件声旁存在规则性效应, F (2,32) =5.17, p<0.05,

同音声旁的命名错误率显著低于部分同音和异音声

类型 声旁规则性
单部件 多部件

低频 高频 低频 高频

反应时 (m s)

同音 679±104 665±82 698±96 688±105

部分同音 690±121 732±79 715±79 707±111

异音 695±124 735±97 695±102 720±88

错误率 (% )

同音 29±15 27±22 23±22 28±17

部分同音

异音

36±17

38±18

32±16

31±18

32±21

39±16

36±20

38±15 结果 声旁规则性
单部件 多部件

低频 高频 低频 高频

反应时 (m s)

同音 569±61 575±64 555±70 536±43

部分同音 554±58 529±59 584±63 556±66

异音 562±79 549±57 599±173 533±43

不表音 557±60 540±54 552±62 534±55

错误率 (% )

同音 11±13 17±14 08±09 09±12

部分同音 12±11 11±12 28±15 19±14

异音 17±14 05±07 30±16 08±13

不表音 08±10 05±10 06±10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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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 命名多部件声旁无规则性效应。慢视条件下,

声旁规则可易化声旁命名, 声旁不规则则干扰声旁

命名, 但无对应规则性水平的连续变化。与速视条

件不同的是, 对多部件声旁的命名不受整字影响。

表 3 慢示条件下命名声旁的反应时与错误率 (M ±SD )

5 实验四、慢示条件下命名整字

5.1 方法

被试、仪器和刺激字呈现方法同实验三, 其余

同实验二。

5.2 结果与讨论

删除被试错误反应 (同实验二) 及三个标准差

之外数据 (表 4)。

表 4 慢示条件下命名整字的反应时与错误率 (M ±SD )

对反应时的 M A N O V A 检验表明声旁规则性主

效应显著, F (3,32) =4.24, p<0.05, 命名声旁同

音、部分同音、异音、不表音字的反应时分别为

581、574、574 和 555m s, 555m s 与其他三个差异

显著; 声旁频率主效应显著, 命名含低、高频声旁

字的反应时分别为 562 和 581m s, F (1,34) =5.13,

p<0.05。对错误率的 M A N O V A 检验表明, 声旁频

率的主效应显著, F (1,34) =10.06, p<0.01, 命名

含低频、高频声旁字错误率分别为 23% 和 26% 。与

速视实验结果相似, 单部件、高频声旁规则可干扰

整字命名; 多部件、低频声旁规则则易化整字命名。

6 总讨论

在速视条件下命名声旁不受部件频率与部件数

的影响, 而在非速视条件下只有单部件声旁的语音

提取存在规则性效应, 说明整字提取可能优先于部

件提取。随着时间延长, 加工延展到声旁的下一级

部件, 从而产生部件数效应。

声旁规则性对整字命名是易化还是干扰, 取决

于声旁部件数及声旁频率的不同组合水平。由于在

声旁单部件且低频、声旁多部件且高频两类组合上,

干扰和易化作用相互抵消, 所以并未出现规则性效

应。如图 1 所示, 阴影重叠部分表示能够产生干扰

作用的条件, 空白表示能够产生易化作用的条件。

单部件 多部件

高频

低频

图 1 声旁的部件数与频率对声旁规则性效应的影响示意图

规则效应未表现出同音、部分同音、异音与不

发音四个水平相应的连续变化, 说明决定规则性效

应的因素仍是声旁与整字发音相同或不同两个极端

状态。在各个组合水平上, 命名声旁不表音字的反

应时与错误率都显著低于其他三种规则性水平字,

或无显著差异。将缺乏声旁语音信息的不表音字作

为基线, 声旁可发音的整字命名反应时与错误率都

高于这一基线, 说明声旁语音信息对整字语音识别

的干扰作用要大于促进作用。

人类的视觉存在对刺激某一方向或位置的选择

性偏好, 声旁位置对声旁语音提取乃至整个汉字语音

通达的影响, 需要进一步探讨。声旁的语义激活、形

旁的语音激活已得到证实, 其作用模式已经得到定性

类型 声旁规则性
单部件 多部件

低频 高频 低频 高频

反应时 (m s)

同音 705±119 680±76 704±144 660±121

部分同音 680±86 723±83 719±114 689±157

异音 735±116 725±97 695±131 676±100

错误率 (% )

同音 25±17 25±17 32±14 29±20

部分同音

异音

33±15

34±17

31±18

28±19

28±18

29±18

25±18

33±17

结果 声旁规则性
单部件 多部件

低频 高频 低频 高频

反应时 (m s)

同音 593±97 608±87 580±84 545±86

部分同音 564±78 558±100 608±129 567±101

异音 578±105 571±76 599±88 551±87

不表音 579±85 558±73 546±92 541±99

错误率 (% )

同音 22±13 25±15 21±19 27±16

部分同音 25±16 20±17 34±16 25±17

异音 30±17 20±15 32±19 20±19

不表音 23±15 23±14 23±17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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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 但具体作用模式的定量研究尚需采用多元回归

或结构建模方法进一步探讨。作为特殊部件的声旁,

其认知作用与普通部件的异同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7 结论

本研究结论如下: (1) 速示和慢示呈现条件

下, 命名整字 (或声旁) 的规则性效应模式相似;

(2) 声旁规则性易化声旁命名。 (3) 声旁规则性

对整字命名的影响 (易化或干扰) 取决于声旁的部

件数及其频率的不同 (组合) 水平,反映被试采用

了不同策略,但未表现出对应同音、部分同音、异

音与无法发音的连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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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FE C T O F PH O N E T IC C O R R E SPO N D E N C E B E T W E E N R A D IC A L A N D
C H A R A C T E R O N N A M IN G T A SK S

M u Jin, H an Buxin, Chen Tianyong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A bstracts

Effect of phonet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adical and character on nam ing these units were observed. Pho-
netically identical, partial identical, different, unreadable radicals or characters were presented either 57m s or
900m s and nam ed in four experim ent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Identical correspondent radical facilitated radi-
cal nam ing while partially identical and different correspondent radical inhibiting it. The unreadable radicals
showed facilitating effect on character nam ing, while the other three types of correspondences showed inhibiting
effect with the identical correspondence had the highest effect. The conclusion is correspondences of radicals
showed facilitate effect on radical nam ing, but inhibitory effect on character nam ing depending on the num ber of
com ponents in and frequency of the radical.
K ey w ords radical nam ing, character nam ing, phonet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adical and character, frequency

effect, num ber of com ponent

附录:

实验一 实验三使用汉字及其属性特征

实验二 实验四使用汉字及其属性特征

声旁规则性 声旁频率低 声旁频率高

单部件

同音 菟 钙 瓴 灸 苯 莱 政 邬 渔 嘿 髦 纨 顶 忠 贡 扣

部分同音 歉 患 晃 词 刎 却 睛 拟 顿 跳 邯 短 歧 败 垃 皇

异音 汨 删 贬 勘 到 形 往 灼 柔 扔 辣 艳 针 鸡 皂 墨

多部件

同音 慰 哼 桩 帮 装 蒋 燃 倒 搜 凳 彰 悟 案 勇 霉 郊

部分同音 剩 岿 穗 惩 哟 教 盟 挝 躺 剃 矫 寄 顽 纵 胡 魂

异音 御 怪 繁 撑 涤 拐 熊 茬 敦 掉 愁 债 鸥 柴 刽 岔

声旁规则性 声旁频率低 声旁频率高

单部件

同音 谨 窜 垄 拌 铲 致 笙 钨 茅 殃 铺 牦 毖 仕 放 盅

部分同音 拯 邻 泛 唇 忽 静 讲 钵 槐 短 秘 射 垦 此 欣 计

异音 拽 萧 彤 悉 劫 拨 料 邢 甜 辞 颗 宰 项 栗 衬 队

不发音 拜 鹤 切 姬 叫 殷 拣 犯 肆 朽 汇 律 焦 外 姜 私

多部件

同音 褂 悠 熟 歌 型 稼 蝈 镀 鸬 蕉 桥 飘 宵 置 雌 期

部分同音 颓 港 剿 腺 捌 您 统 坠 俺 崇 烧 惹 酗 靠 邵 颂

异音 姹 熨 凝 绵 滞 吼 别 撮 涛 撞 语 顾 数 盗 治 都

不发音 鄙 毅 黎 盐 临 修 碍 探 谬 叔 歇 诊 脸 掌 轻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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