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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 究 以 义码为基码 而实现 了码的 相加
,

它在短 时记 忆
、

长时记忆和 自由回

忆下的系列位置 曲线等方 面都重 复出以 音码为基码 的加性研 究的 结果趋 势
。

由

此证 实 在语词记忆 中确 实存在 着码 的相加效应
,

这种效应表现 为
,

其一是

在信息花得过程 中
,

单一码与多个码都可用来表征一个词
,

并且具有大致 相等的

获得水平和短时保持量
。

因 而 可 以认为
,

相 加效应对于短时记忆影响 不 大 其

二是在信息的长时保持和提取 中
,

多个码对少数码 或单一码 的记忆优势 随 着编

码维量数的递增而加 强
,

从 而比较明显地反映 了码 的 多种信 息来源在长 时 记忆

中的效益
。

此外
,

本结果查明
,

编码维量数 与 自由回
,

乙下的系列位置 曲线 无关
。

两项研究结 果都一致表明
,

汉语语词确实能 为语词记忆的研究提供 新 的途

径和适合需要 的语词材料
。

前 言

术作者在前一项实验 以下简称
“

音码
”

实验 中已表明
〔, ,

所谓语词码的相 加 效应 指

的是
,

语词的三种编码维量
,

即语音
、

语义和词形
,

在记忆 中可分别单独表征一个 词
,

也 可

由一个以 上的码的结合来表征一个词 而以后的提取过程则可利用多个码的信息来源
,

从

而提高了记忆功能
。

以往的研究者
,

如  〔, , 、

等人
〔 ,以及 和

‘。在实现码的 相加上
,

无一例外地
,

是以感觉通道 的种类的数量来标 志 信息

的几种来源
。

认为语词材料的单独的视觉呈现是一种来源
,

也就是一种码 在视觉呈现上

同时附加听觉呈现就是两种码的叠加
。

这种凭借感觉通道的实验方法可能有其 弊 病
,

因

为它很难确定 在语词输入和提取过程中
,

究竟是哪种或哪几种码得到了编码和提取 更

不能确定
,

在某种通道呈现下
,

究竟是语词本身的哪种或哪几种码得到编码和提取
。

重要

的问题是
,

正如
“

音码
”

实验所指出
“

语词记忆就是对语词多种码的编码
、

贮存和提 取 等

一系列操作过程
。

呈现通道 变量基本上有如呈现时间等变量一样
,

只是作为影响这些过程

的条件而存在
,

它不能替代对语词码加 性的研究
。

为了研究语词码的相加效应
,

就更有必

要径直在语词材料身上实现码的相加
” 。

为了探求这一研究途径
, “

音码
”

实验曾以 汉 语双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本研究在实验场所
、

被试来源等方面曾得到北京市第五中学校领导和梁捷老师的热忱协助
。

在 这 里
,

谨向他

们致以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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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合成词为材料
,

在音码基础上
,

通过词与词之间在形码
、

音码和义码方面的关系
,

实现了

一个以上的码的相加
。

结果表明
,

语词的形
、

音
、

义中的任一种编码维量
,

在信息输入过程

中都能得到被试者 的编码加工
,

当然
,

这个编码输入操作是 由词表本身的特点所制约的
。

“

音码
”

结果还证实码的相加效应在语词记忆中的存在
。

本文试图在义码基础上
,

进一 步考查径直在语词材料身上实现码 的 加 性 的 研 究途

径
。

其次
,

在改变基础码而保持实验方法一致的条件下
,

本文试图验证
,

码的相加 效 应是

否可得到重复
。

实 验 方 法

材料

实验者选取一大批汉语的双音合成词 的同义词对〔注〕
,

然后将每一词对 拆 开
,

分别交

给两批高中生 一批 名
,

另一批 名 对它们 的熟悉性进行主观评定
。

实验者挑 出被这

些学生视为同一熟悉等级
,

即会读
、

会写又非常熟悉其词义 的词作为实验 用 词
,

再调整

每张词表的平均熟悉性水平
,

以便词表间的平均熟悉性相互接近
。

本实 验 与
“

音码
”

实验

一样
,

可按组织词表的编码维量数将所用词表分为如下三类 一码词表就是 由按不 同词

素的义码编制的同义词对所组成
。

它的一般模式为 一
。

因这类词表 的 成 分 只在

语义码上一致
,

而音码和形码都互不相同
,

故称为一码词表
。

二码词表即在义码基础上由

叠加形码而成
。

此时的同义词对 中有一个词素 或字 为两个词所共有
,

故在词形 上 有部

分重叠
。

它的一般模式为 一 或 一
。

三码词表是在义与形两个 码 的 基 础上

再叠加音码而实现的
“

三码
”

相加
,

此时的词对特点是
,

同音又同义且共有一个词素
。

它的

一般模式也是 一 或 一
。

每一类词表分别包括两张动词类的 词 表
。

而每一

张词表 由六个词对即十二个双音合成词组成
‘

全部实验用词见附录
。

词表熟悉性考查

见附录
。

被试

来自同一学校
、

同一班级的 名男女学生参加三类六张词表的全部实验
。

’

实 验 分为

三个小组进行
,

每组 人
。

实验方法

在实验方法和程序上
,

本实验与
“

音码
”

实验完全 相 同
。

在短时记 忆 方面
,

本

实验也进行 了立即自由回忆和 秒分心活动后 的延缓回忆 但在长时记忆 方 面只

测查了延缓 小时
、

天和 天共三种时间间隔的保持量
。

在作立即回忆实验中
,

按拉丁

方设计安排三类词表的呈现次序
。

对每张词表内的十二个项目的呈现次序注意了大致的

平衡
。

注 本实验所用的全部同义词均属词汇学定义的近义词
,

更确切地说是
“

表意 同义词
” 。

对于同义词 的 辨析
,

实

验在选词原则上考虑到除了词对的实质意义一致外 取其补充意义上存在细微差别 者 如 词义 的 范 围大小
和着重方面的差别 语气轻重差别以及词的搭配关系的区别

,

而舍弃感情色彩不同 如褒贬 和语 体 色彩相

异的词对 也不取并行可互相补充的词对 如风俗一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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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和 讨 论

本实验对于结果的处理和分析沿用产音码
”

实验中的那套方法
。

以下分析的全部数据

也是取 自同一类型的两张字表的平均结果
,

其次
,

对结果的分析 也 同 样 分 为 三 部 分
、

和两种记忆成分的数据
。

一 关于 下 数据

秒间隔下的立即自由回忆成绩表示记忆的短时获得量
,
从事 秒分心活 动后 的 延

缓回忆量表示短时保持最
。

三类词表在这两个测量项 目上的结果
,

见表
。

从表 可知
,

三

种 编码维量数的短时获得量比较接近
,

它们之 间的差 另
,

是不显著的〔
,

一 了
,

 〕
。

在短时保持量 匕三类词表的成绩也很接近
,

其差异同样 不 显 著〔
,

,

〕
。

表 所示短时遗忘速度也 都 没 达 到 显 著 水 平 如 一 码 与 二 码 的
, , , 。

总之
,

看来三类词表具有大致相等的 成绩
,

也就是说
,

在

中它们都能得到编码加工
,

并月没有显示随编码维量数的增加而获得明显效益的 趋 势
。

这一 结果与
“

音码
”

实验相一致
。

至于
“

音码
”

实验中分析过的另外两项指标 短时记忆恢复率和信息从 秒 间

隔下 向 小时间隔下 的转换率
,

在本实验中的表现
,

请见表
。

表 所示立即回

忆下没有得到回忆而在延缓 秒后得到回忆的恢复率
,

如果说
,

它在
“

音码
”

实 验 中
,

有一

种很微弱的随编码维量数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

那么
,

在
“

义码
”

实验中
,

连这种微 弱 趋势

也不复存在
。

这样
,

本实验可 以明确表明
,

短时恢复率受编码维量数影响不大
,

这 也 许是

由于这项指标同属 范畴之故吧
。

表 所示信息的转换率
,

仍有随编码维量数的 增加

表 编码维盗数对 的影响

编 码 维 址 数 码

测 量 项 目

一 ‘马 二 码 三 卫
甲

工确回忆百分数 多 …
·

。
·

短 时 获 得 址

—
—

—

—
一 一 一

’

一一
—斗

一

些垫擎掣邺丝上共止竺一牛竺竺斗一竺
一

正确 回忆百分数 多 叨 ,

短 时 保 持 量

————
——

一

—
匕竺些二塑二王塑些迥塑竺一匕一竺生卫一一竺生‘ 一兰竺 …

一 短 叮 产
一 忘 …售 黔卜

二 二

 !!
一
,
二

,

…

… !
 …

表 编码维量数与记忆恢复率和信息转换率的关系

测测 量 项 目目 编 码 维 皿 数数

一一一 码码 二 码码 三 码码

恢恢 复 率 另 了

转转 换
一

率 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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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加的趋势
。

二 关于  数据

本实验测量了 小时
、

天和 天三种 间隔时间下的长时保持量
。

现将三类 词 表的

长时保持曲线绘制成图
。

从图 可知
,

三条曲线的形状颇为类似
,

而且
,

在任一 时 间间

隔下
,

代表音
、

形
、

义三码相结合的曲线有最高的正确回忆百分数 或词数 义和形相结合

正确回忆词个数

小时

彭众防攀回锣曰

时间间隔

图 三类词表的长时保持曲线

表 编码维且数对 的影响

码一一

…
一

长

长 时 平 均 遗 忘 速 度 形

表 编码维蛋数对 和 容最的影响 单位 个词
四一一跪一月一口一左面一一只一的一司且一比翻一一,曰一住一,曰月任一民一件‘一时一‘品乃廿协一一片江一甘一心立一的一一勺‘一勺一,一八」口一一匀一一介乙一叨一一,一一斤一‘一一一‘一一‘上一孟‘

项
一一 码码 二 码码

,

一

交 斤斤 交

——一下万一一一一一一一
牲牲

一

飞行行 万
一

妙乙乙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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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曲线次高 单一义码的曲线最低
。

这一趋势与
“

音码
”

长时保持结果完全一 样
,

都表现了

明显的码的相加效益
。

编码维量数 与间隔时间 的两因素变异数分析
,

其 结 果表

明
,

编码维量数的效应是显著的 〔
·

,

一
,

〕
,

时间间隔的效应也 是显

著的〔
,

一
,

P < 0

.

01 〕
,

但 编码维量数与间隔时间没有交互作 j
一

月 (F (4
,

1 5 0 ) ~

。
.
1 23 < 1

,

不显著〕
。

在这里
,

时间间隔的效应显著
,

而在
“

音码
”

中不显著
。

这可能 与 本实

验第二次长时保持量的测查时间较
“

音码
”

实验延长了一天之久有关
,

因为按照艾 宾 浩斯

遗忘曲线所示卿
,

遗忘进程先快后慢
,

识记后的一天之差
,

对于保持见有着不可 忽 略 的影

响
,

而这两项码的相加实验都是采用对同一被试多次测查的方法
,

因每次的测查对于下一

次 的回忆都有很强的复 习作用
。 “

音码
”

实验的第二次测查时间早
,

保持量则高
,

且又带来

了以后较缓慢的遗忘速度
,

加之测量次数较多( 5 次)
,

这又使得遗忘速度更趋 平 缓
,

于是

时间间隔的效应就不显著了
。

与此相反
, “

义码
”

实验不仅第二次测查时间晚
,

而且测查次

数也较少 ( 3 次)
,

于是
,

随着保持时间的延缓
,

保持量上的差别就较显著
,

也就显示 出时间

阳息回林画肄�今�
内匕
J”隆

�次�戴佘随攀回侣日

间隔的效应
。

简明反映 L T M 中的码的加 性

效应的另一种处理数据的方 法 是
,

取三种长时间隔下的保持量的平均

值和它们的平均遗忘速度作进一步

的分析
,

其结果见表 3
。

可见
,

长时

保持量随编码维量数 的 增 加 而增

加
,

而从相反角度的长时遗 忘 速度

看
,

它随编码维 量 数 的 递 增 而递

降
。

此趋势与
“

音码
”

实验也是一致

的
。

总之
,

无论在S T M
,

或 L T M 成

绩上
, “

义码
”

和
“

音码
”

二项 实 验一

致表明
,

单一码与多个码的 语 词材

料在S T M 成绩方面没有 什 么 明显

的区别
,

这表 明在信息输入过程中
,

它们都得到同样好 的编码 力f!工
;
但

多个码对单一码的记忆优势主要表

现在L T M 方面
,

而 且还有 随 编码

维量数的增加而加强的趋势
。

( 三)关于自由回忆下系列位置

曲线的数据
、

本实验的系列位置曲线表示在

图 2 不「I表 4
}:J;

。

图 2 (a )表 示 0 秒

间隔下
,

三种 编 码维量数的系列位

置曲线
。

对于1一 4位所示的次级记

s沫R(
b)

介 Jl
.4

2—
一

3 4 5 6

系列位置

图 2 三种编码维皿数的系列 位皿曲线

图例
:
O 一O 一码 x 一x 二码 △一△ 三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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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SM )容量
,

三条曲线交错进行
。

这意味着
,

编码维量数对于 SM 没有影响
。

5 一6位所示

初级记忆 (P M )
,

二码与三码很 接 近
,

且高于一码
。

但任何两个P M 容量之差 的 t考 验表

明
,

它们的差异都不显著
。

这同样表 明
,

编码维量数对于 P M 也没有什么影响
。

图2(b) 表

示在20 秒延缓回忆下
,

此时作为自变量的编码维量数对于S M 与 P M 也是没有作 用 的
。

表

4 只是对图 2 所示结果的另一种表示方法
,

它所列数据取 自图 2 中1一4位与5一6 位 两段

曲线的平均值
。

_

L 述系列位置曲线的结果与
“

音码
”

实验非常一致
,

从而可以认为
,

作为自变量的编码

维址数与两种记忆成分 (P M 和S M )的假说无关
。

但需要指出一个 问 题
, “

音码
”

与
“

义码
”

两项研究所示三种编码维量数之间的相互关系
,

虽然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中是一致的
,

但
“

音码
”

实验的全部数据都系统地高于
“

义码
”

实验中的对应项 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
,

其

一可能与两个实验的语词材料的差异
,

特别是其熟悉性水平 之 差 有 关
, “

音码
”

比
“

义码
”

高出10 拓左右
;其二可能与两批被试的差异有关

。

)

,

而唯有立即回忆 下 的P M 容 量 是个

例外
,

两个实验的数据非常接近
,

见表 5
。

从它们的平 均 值 看
, “

音码
”

仅比
“

义码
”

高0
.
18

个词
。

可见
,

P M 容量是个相当稳定 的数量
。

关于P M 容量的稳定性在作者的另一篇报告

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卿
。

表 5 P M 容量比较 (单位
:
个词)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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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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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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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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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万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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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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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本研究在义码基础上实现了码的相加
。

实验结果表 明
,

码的相加效应确实存 在 于语

词记忆中
。

它主要表现为
: ( 1 )在信息的获得过程中

,

单一码与多个码都可用来 表 征一

个词
,

并且具有大致相等的获得水平和短时保持量
,

因而可以认为
,

相加效应对于 S T M 影

响不大
;( 2 )在信息的长时保持和提取中

,

多个码对少数码或单一码的记忆 优 势
,

随编码

维址数的增加而增加
,

从而比较 明显地反映了码的多种信息来源在 L T M 中的 效 益
。

此

外
,

本结果查明
,

编码维量数与 自由回忆下的系列位置曲线无关
。

木实验上述三方面的结果和以
“

音码
”

为基码的码的加性研究的结果趋势是 一 致的
,

由此证实
,

汉语语词确实能为语词记忆的研究 提 供 新 的 途 径 和 适 合 需 要 的 语 词材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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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词 表

一一
·

码码 表 111

表表表表 2222222

二二 码码 表 111

表表表 222

表表 111

浏览

鞭策

暗藏

知道

开辟

倾听

变革

表扬

溶化

变换

淹没

汇合

阅读

督促

潜伏

了解

开拓

聆听

变动

表彰

融化

变幻

湮没

会合

瓦解

考虑

憧憬

应付

抱怨

摸索

追求

磨炼

降伏

必须

化装

爆发

崩没

斟酌

向往

周旋

埋怨

探索

寻求

锤炼

降服

必需

化妆

暴发

出现

控制

相继

影响

调动

失落

腐蚀

觉醒

分辨

树立

考查

融解

发生

操纵

接睡

感化

调换

失踪

侵蚀

觉悟

分辩

竖立

考察

溶解

附录 2 词 表 熟 悉 性 考 查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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