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脑的机能也是不容易的, 而在普通的正常人身

上
,

进行这种区别就更是困难的了
。

二
、

听觉的左右差别 见图  

〔日〕 角田忠信

一
、

左右大脑活动的差异

连系左右大脑半球两者

之间有粗大的神经纤维束
,

这称之谓脑梁 前联合及脐

股体  
。

至今对这种粗大纤

维束 脑梁  的功能
,

还是

不十分清楚的
。

近十年来
,

尤其是最近

在美国用手术切断大脑两半

球之间的联系
,

分别对左右

大脑的活动
,

进行了详细的

研究
,

根据脑梁机能的动物

实验结果
,

得出言语机能局

限于左侧大脑皮层上这点来

看
,

左右大脑活动的功能差

别
,

是显著不同的
。

就语言机能在左脑的症

例来说
,

使其注视正中方向

而在右侧视野上使用瞬间显

示器
,

使其观看图画
、

图形

和文字
,

被试者则可以流畅

地读出文字和物品名称
,

用

右手也可以写出名称
。

但是

当将显示器置于左侧视野时
,

读 音 和 用 左手写

出名称都是不可能的
,

而对显示的文字及其对应

的物品
,

可以用左手选出来
。

由于左半球存在言语中枢
,

所以能理解所读

的文字
,

用书写文字和口头回答
,

亦 可 正 确 反

应
。

而在右半球方面
,

在某种程度上的理解亦是

可能的
。

但不能用言语和文字表达出来
。

在脑梁

完全健存的人身上
,

左视野所显示的文字
,

则能

正确读出文字
。

这是由于右脑传来的刺激
,

通过

脑梁传达于左脑语言中枢的缘故
。

这样一来
,

左脑分担着从知的方面来分析事

物
,

而右脑是不使用语言
,

却在感觉
、

理解
、

记

忆等方面是优等的
。

如外形轮廓
、

触觉的感知
、

空间的平衡维持及颜面容貌的识别等
。

从这些分

析中可以得出能发挥把握全体概貌特征的能力
。

这种情况即使在切断脑梁的患者身上区别出左右

图 显示出语言的末梢接受部位及听觉经路

的简图
。

听觉从左右外耳开始
,

经过外耳道
、

中

耳
、

内耳及耳蜗神经
,

在延脑处进入脑干
,

而又

在橄榄体处
,

左右听神经纤维则大部份交叉
。

听

神经也同运动神经和视神经一样
,

是以对侧支配

为主的
。

右耳。左脑和左耳。右脑的结合是其主

要形式
,

另一部份纤维却走向同侧大脑半球
。

右

耳与左脑的语言半球相对应
,

但这并不是说只在

右耳听到时
,

才能理解语言
,

左耳听到的就不能

理解了
。

从左耳听来的语言
,

经过右脑、脑梁
,

可以传递到左脑的语言中枢 ! 另外
,

经过同侧纤

维
,

亦可达到言语皮层中枢
。

因此
,

利用听法证

明语言机能的所在侧
,

甚至比视觉检 查 更 为 困

难
。

最为普遍的一种解决方法
,

那就是两耳同时

给与不相同的词句
,

让被试者尽可能地去回答这

两方面语言
。

这在加拿大已成为实际 应 用 的 方

法
。

右耳、左脑 言语脑  和左耳。右脑 非言

语脑  相结合
,

并使二者相竞争
,

以便查出那侧

耳 脑  是优位
。

在 日本这叫做
“
分 辨 能 力 试

验
” ∀ #∃%。 &#∃ ∋#( &∃ ) #) ∗ &∃( &  

。

就正 常 人来

说
,

用此方法调查语言的右左耳正确率
,

其言语

半球在哪侧呢 + 以言语半球和对侧耳相结合的方

法
,

其检查结果的成绩为最好
。

依此方法大部分

人都在右耳呈现优位
。

以同样方式
,

用非言语音

的音乐进行调查时
,

反以左耳。右脑 相 结 合 为

听觉优位性

于关脑大两半球的



“
优位

”
的居多

。

因此人类的大脑两半球
,

可分

为语言脑和音乐脑两种
。

三
、

大脑两半球优位性试验

人类从生下以来
,

持续不断地生活在各种音

调之中
,

而言语和自然音也在其中混杂
,

通过感

觉器官来认识这些自然界
。

最近作者从日本人及

日本文化的特点出发
,

发现了日本人大脑感知的

特有形式
。

对此作者发明了一种利用 ,’) 口打电纽

的 , − . 延迟音听觉反馈  效果
” 的检查法

。

让被试者单侧耳听取按一定模式叩打电纽所

产生的短音 /0 微秒  
,

并使其注意力集中
。

这

时
,

在用人的言语使构音结构运动而 发 出 的 声

调
,

在耳内处
,

显出类似调音器的模型作用
,

口

腔的活动由指尖的模式运动所代替
。

在这种情况

下
,

对侧耳听来的音调在性质上并不发生变化
,

然而却出现了妨碍电纽叩打的迟延音 0
1

2秒  
。

如果注意到
,

在电纽叩打的同时
,

所 发 生 的 声

调
,

虽然不受延迟音干扰
,

但是
,

那种粗大
、

正

规的叩打
,

却成为不可能的了
。

并以那侧耳对妨

碍音是否敏感
,

用来决定
“
优位

”
脑 耳  

。

作者应用这种方法检查了多数的 日本人和欧

美人
,

并做了比较
,

发现两者之间有显著差别
。

在日本人说来
,

虽分割了那种单一的
“啊 ”

的持续母音
,

却和子音一样
,

其优位存在于言语

脑
。

对此
,

欧美人种
,

其含有子音的音节单位音

调和与此相似的音调
,

其 “
优位

”
都在言语脑

,

只是其持续母音却在音脑呈现
“
优位

” 。

日本人

的母音在言语脑优位
,

这是和母音的基本结构有

关
。

亦即可以追溯到同
3

佛尔蒙特结构有关
。

佛尔蒙特结构
,

在 日本语言和欧美语言两者

间并无大的差别
。

日本语的特征是子音一定伴有

母音
,

各个母音具有单独的意义
,

进而组合母音

成为丰富有意义的言语音
。

这和欧美人种语言具

有不同的结构形式 见图 2  

四
、

日本人的音调优位特征和文化之间的关

系
。

如将日本人和欧美人的大脑进行 分组 比 较

时
,

欧美人其言语脑优位的音调
,

仅 限 于 言 语

音
,

担负计算和知识活动
。

其在音乐脑上分担着

自然界音调
,

乐器音
,

人感情上的音调
,

杂音及

机械音
。

日本人的言语脑
,

除负有知识活动作用

外
,

还进行处理感情的音调
,

动物的喊叫声
、

日

本的乐器音
,

根据实验也处理波浪音
,

风声
,

雨

声和河流水音等
。

上述的这种形式是 日本文化特征
,

日本人的

音乐脑优位
,

仅限于西洋乐器音及无 意 义 的 音

调
。

这是自然性
,

情绪性和非理论性相暗合的产

物
。

这种特征
,

或许是遗传因系
,

也许是环境因

素所造成
。 ,

在北美和南美等地生下来的 日本人

第二代和第三代所进行的调查说 明
4
一直到十岁

时被语言环境所左右
。

除西洋人外
,

对其他亚洲

人调查结果
,

并不具有日本人那种形式特征
。

在

世界语言上
,

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
4
一是 日本语

型一一单脑语言型
、

子音和持续母音都在 言语脑
“
优位

” ! 二是欧美语型一一复脑语言型
4

子音

在言语脑
,

而持续母音则在音乐脑优位
。

波罗洲

语其母音的音韵结构
,

很像日本语
。

作者最近调

查了南洋群岛的当地人语言
,

发现在波罗洲语言

环境下所生育的人
,

显示 日本语型的优位形式
。

而新几内亚岛
,

在其北岛城市周围所生下的以英

语作为国语的人
,

则类似欧美语型
。

欧美人和 日本人之间存在的自然音
,

言语音

的感知结构的差别
,

这意味着听觉经路和与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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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
4

佛尔藏特 .56 7 8 )&  是构成 母 音

特征的部分
。



管理者要胜任本职工作
,

要培养和发展管理人员

的专业能力
,

发动全体职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工作
。

斯坎隆计划在许多企业中得到推广应用
,

但它不是一种治百病的妙方
,

并非适用于所有的

企业
、

组织
,

也不存在通用的公式
。

在施行该计

划之前
,

首先要对所研究的组织进行详细的
“
诊

断” 户
一

了解问题所在
,

需要改革的迫切性
,

进行

改革的可能性等
。

为了取得一些感性经验
,

弗斯

特教授介绍我去一家生产家具的大公司
,

了解该

处具体实行斯坎隆计划的情况
。

我参观了解一般

生产情况并列席参加了该公司的董事会
,

旁听他

们如何在管理工作中贯彻斯坎隆计划
。

当时由该

公司斯坎隆计划办公室的专职人员向董事会汇报

了职工对生产财务计划的意见
。

会后他还要向职

工传达董事会讨论有关问题的意见
,

起一种上下

意见沟通的作用
。

他们认为公司财政状况对职工

公开有助于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
。

采用斯坎隆

计划后使公司的生产率有明显的增长
。

此外
,

还通过威格瑞教授 9 #∀ ∗∃ 6:
,

;
1

 

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进行了参观访问
。

威格瑞教

授是该公司所属的研究院的教师
,

他担任工业管

理系中组织行为这一门课
,

专门培养组织管理人

员
。

我们参观了该厂生产小轿车的内燃机车间
,

规模宏大现代化水平很高
。

厂的负责人和有关科

室负责人与工会代表都一起参加了我 们 的 座 谈

会
。

他们介绍了该厂进行的
“
工作生活质量

”
研

究
,

它类似于我国现在进行 的 全 面 质 量 管 理

< =>  
,

但不只关心产品的质量
,

还注意环境

的质量
、

工人生活的质量
。

该厂设有数十个委员

会每周开会讨论有关的问题
,

工人也参与质量管

理工作
,

在每个委员会下有一个组织叫
“
职工参

与组
” ? ≅Α  他们过问有关工作生活质量的各

项问题
,

如职业保证
,

生产安全
,

住房
,

工作分

配
,

产品质量等
。

有些工作由工人自己 管 理 质

量
,

工厂不设检验人员
,

有点像我们国家的
“
信

得过小组
” 。

也不设时间卡 在美国一般工厂进

门处有一打印时间的设备
,

每个工人上下工要在

自己的卡片上打印时间
,

防止迟到早退  
。

同时

及时把本工段的生产情况通报给工人
。

威格瑞教

授还研制
“
工作生活质量调查表

” ,

及时了解工

人的意见
。

他还在夜大学内讲授工业一组织心理

学
。

应他们的要求
,

我为夜大学讲了一堂课
,

内

容是介绍在中国工人的工作生活质量
。

他们对于

我国近年来组织广大职工参加全面质量管理
、

工

人选举厂长等感到很大兴趣
。

由于我在美国访问的时间不长
,

接触的人也

不多
,

所以以上的介绍是很有局 限 性 的
。

但 通

过亲身体验
,

我认识到工业一组织心理学是一门

很有前途的学问
,

因为它是密切结合实际的
,

经

过实践的考验而被人们肯定的
。

所以不论在管理

学院
、

工学院
、

文理学院都普遍开设这一课程
。

在我们国家这一新学科也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
,

但人们对它还不很熟悉
,

也还存在着一些疑问
,

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能否适用于我们社会主

义制度 + 我想
,

这要通过实践来检验
,

通过一段

时间的移植
,

介绍
,

试行
,

研究
,

我们将会了解

有哪些方面可以为我所用
,

又有哪些部分需要根

据我国的情况加以改造
。

无论如何
,

一些基本的

道理
、

一些普遍的规律总是有意义的
,

认真地加

以研究是一定能为
“四化

”
服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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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结构不相同所造成的
。

这也是带来了自然音

的听取方面和感知方面的差异
。

日本语言和欧美语言两者的心理上的结构模

式是否各有各的特征
。

如果说业童由言语环境所

决定的话
,

那么日本人的心理特征是同继承了日

本所具有的持续性相关
。

日本耳鼻咽喉 科会报 Δ 2 卷 2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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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 Χ Ε
,

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于国丰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