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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汉字家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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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快速命名实验范式 ,采用 4类 80个汉语形声字 ,探查了汉字形声字声旁家族大小对整字语音

通达的影响。通过反应时分析发现 ,汉字阅读中也存在家族效应 ,但是与拼音文字正好相反 ,声旁家族越大 ,

反应时越长 ,在不规则汉字阅读中表现更为明显 ,显示了汉字语音通达有别于拼音文字的特殊性。作者提出

了一个汉字形声字阅读的模型 ,以期更深入地揭示汉字形声字阅读的认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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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phonetic radicals on the whole characters in Chinese reading was exp lored by fast na2
m ing experimental model. The materials in the experiment were 4 types’characters with each including 20 item 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lso effect of neighborhood size in Chinese, but it was exactly contrary to that of the

alphabetic language. The bigger the neighborhood size was, the longer the reaction time was, especially for irregular

Chinese characters. In addition, one model about Chinese semantic - phonetic compound characters’reading wa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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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拼音文字中 ,“家族 ”是指保持字母位置不

变的情况下只变化一个字母的一组正字法相似单

词。有关拼音文字的大量研究 [ 1～5 ]表明 ,有很多

正字法邻近词的单词 (或非词 )的阅读要快于邻

近词少的单词 (或非词 )的阅读 ,即拼音文字阅读

中的“家族效应 ”。

汉字在声旁的中介作用下 ,形成了一些形声

字的家族 ,即包含了同一声旁的所有形声字 ,例

如 ,“炬、距、钜、拒、讵、柜 ”是一个家族。不同家

族的大小存在差异 ,即声旁的构字能力存在差异。

汉语形声字的声旁构字范围在 1～23之间 ,平均

构字数为 12. 5
[ 6 ]。

汉语形声字语音通达的研究发现 ,形声字的

读音不仅受到字下水平的语音线索 (如声旁 )的

影响 ,规则性效应体现的就是这个问题 ,即声旁和

整字发音一致的形声字 (规则字 )比声旁和整字

发音不一致的形声字 (不规则字 )阅读快。而且

汉字的阅读还可能受到邻近字读音的影响 ,“一

致性效应 ”[ 7, 8 ]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既然这样 ,

那么 ,汉语形声字声旁家族大小对整字语音通达

是否有影响 ? 这是本研究的主要问题。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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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语言专业大学生 29名 ,男 13人 ,女 16人 ,

平均年龄 21岁 ,视力正常 ,普通话标准。

2. 2　实验设计和实验材料

采用 2 (声旁家族 ) ×2 (规则性 )两因素重复

测量的被试内实验设计。声旁家族有大、小家族

两个水平 ;规则性有规则和不规则两个水平。根

据下列标准分别从大家族和小家族中选择中频

字 : ①声旁独立成字 ; ②非一致家族中的形声字 ;

③单字具有意义 ; ④非多音字 ; ⑤左右结构 ,且左

形右声 ; ⑥没有相同声旁的刺激字。大家族声旁

构字个数为 15～23个 ,小家族声旁构字个数为 5

～9个。规则字和不规则字各半。每类刺激 20

个汉字 ,共 80个汉字。同时对大家族和小家族中的规

则字和不规则字的比例进行了统计分析 ,差异不显著。

2. 3　刺激呈现方法

用 E - Prime软件编制程序。对于每一个被

试 ,汉字呈现顺序是随机的。刺激呈现在微机屏

幕中央 ,不同字之间用“ + ”符号隔开 ,大小均 60

磅。被试距离屏幕约 40cm。每个字最长呈现时

间可达 2 000m s,被试反应 ,汉字就消失 ,随即出

现“ + ”符号 ,“ + ”符号呈现 500m s。

2. 4　实验程序

预备实验 :每个被试在正式实验之前先进行

预备实验 ,目的在于让被试理解实验。预备实验

的刺激材料是 5个高频独体字 ,其他条件和正式

实验完全一样。

正式实验 :在被试明白实验的基础上 ,进行正

式实验。实验过程中 ,计算机自动记录反应时。

实验中要求被试又快又准地读出汉字。

所有实验数据都用 SPSS 10. 0进行处理。

3　实验结果

剔除错误反应时和平均值加减 3个标准差以

外的数据 ,结果如表 1。
表 1　被试在各种条件下的

平均正确反应时和标准差 ( x ±s) 　 (m s)

刺 　　激 规 　　则 不 规 则

大家族 565 ±56 611 ±69

小家族 568 ±63 596 ±70

　　分别对数据进行以被试为随机变量的分析

( F1分析 )和以项目为随机变量的分析 ( F2分

析 )。结果显示 :规则性主效应非常显著 , F1 ( 1,

28) = 135. 74, P < 0. 001, F2 (1, 76) = 49. 506, P <

0. 001,规则字的反应时明显短于不规则字 ;家族

的主效应不显著 ,被试检验处于不肯定区间 F1

(1, 28) = 3. 182, P = 0. 085,项目检验中 , F2 ( 1,

76) = 1. 783, P = 0. 183;被试检验中家族和规则

性的交互作用显著 , F1 (1, 28) = 6. 666, P < 0. 05,

项目检验中虽未达到显著水平但处于不肯定区

间 , F2 (1, 76) = 3. 157, P = 0. 08。

对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 ,结果 :对于规

则字 ,大家族和小家族形声字的反应时之间没有

显著差异 ,而对于不规则字 ,小家族形声字的反应

时明显短于大家族。

4　讨论

从表 1可以看出 ,规则性效应非常显著 ,即规

则字的发音快于不规则字 ,这在许多汉字认知实

验中都得到了证实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实验

的合理性。

实验中未发现声旁家族大小对汉字阅读的显

著影响 ,但声旁家族大小和规则性之间存在交互

作用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 ,对于不规则字 ,声

旁家族小的反应快 ,在规则字的阅读中没有家族

效应。这说明当声旁与整字发音一致时 ,声旁对

整字发音的促进作用明显 ,家族中其他字的作用

不明显 ;当二者发音不一致时 ,家族中其它字的作

用明显 ,即家族效应显著 ,家族越小 ,反应时越短。

这一结果与西方拼音文字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

对于拼音文字中的家族效应 , 双通路瀑布式

(DRC)模型 [ 9 ]给出了很好的解释。此模型认为 ,

在语音通达过程中 ,任何字词的输入都会同时激

活词典通路和非词典通路 ,两条通路共同影响语

音的提取。该理论对家族效应的解释 :模型允许

非词象真词在正字法词典中那样正字法式的激

活 ,这种激活向下传到语音词典 ,最后到音素系

统。因为一般情况下 ,被非词激活的正字法单元

代表的是与非词邻近的真词 ,这些真词一般和非

词有许多共同的音素 ,从词典通路产生的音素的

激活 ,再加上正确的非词典通路加工 ,就会促进非

词的命名。对于真词其作用机制也是如此。

汉字的阅读正好相反 ,同一声旁的汉字越多 ,

反应时越长 ,尤其表现于不规则汉字的阅读中 ,这

充分表现出汉字认知与拼音文字的不同之处。众

所周知 ,汉字阅读中没有遵从拼读规则的非词典

通路 ,只能从词典通路解释这种家族效应。本实

验刺激材料均来自非一致形声字家族 ,即每个汉

字都有与其声旁相同而发音不同的形声字存在。

由于词典通路的存在 ,每个形声字的视觉输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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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激活同样声旁的其他字 ,于是产生了形声字阅

读中的家族效应。然而 ,汉字形声字阅读中 ,词典

通路中被激活的正字法临近字发音一致性差 ,在

汉字形声字阅读中 ,不一致发音的正字法临近字

越多 ,产生的干扰作用就越大。本实验结果说明

了汉字同声旁家族中的字的干扰作用更加明显 ,

即家族效应表现为干扰 ,而非促进。

基于本研究 ,我们提出一个关于汉语形声字

阅读的模型 (图 1) ,供商榷 :

图 1　汉语形声字命名模型

此模型的本质特点是形声字阅读的语音通达

都是词典通路 ,没有非词典通路。词典通路有四

条 :图中左边两条与 DRC模型中的词典通路没区

别 ,一条是从字形直接激活字音 ,另一条是通过语

义中介激活字音 ;右边两条通路则是汉语形声字

阅读所特有的 ,是通过声旁作用的通路。在汉字

中 ,有些声旁独立成字 ,有些则不是。对于独立成

字的声旁 ,其对整字语音通达的影响与整字基本

相同 ,即既可以直接通达语音 ,也可以借助语义中

介 ,另外还可以通过联想其它同声旁形声字的发

音而获得 ;而对于不成字的声旁 ,其作用必须通过

推理或联想其他同声旁或相似正字法的字的读音

来对整字读音产生影响。

在通达语音的过程中 ,四条通路是并行竞争

的。声旁对整字发音的影响在许多规则性效应研

究和亚词汇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 ,这些都说明了

声旁通路的存在。本研究中家族效应的存在表明了

声旁对整字发音的影响也可以通过整字的作用机制。

正是因为左边两条词典通路中激活了大量正

字法临近字 ,而这些正字法临近字的发音一致性

很差 ,汉字阅读的家族效应更多表现为干扰作用。

在规则字阅读中 ,声旁通路起促进作用 ,可以在某

种程度上抵消前两条词典通路所带来的消极影

响 ,而对于不规则字阅读声旁通路也是干扰作用 ,

这样家族效应就更充分地显示出来。

5　结论

汉字形声字的阅读中存在家族效应 ,家族越

大 ,反应时越长 ,即家族效应为干扰作用 ,这种效

应在不规则汉字的阅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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