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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认知过程中大脑两半球机能

不对称性的实验研究
‘’

郭念锋 尹文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以往我们的实验表 明
,

大脑 两半球在认知单个汉字时
,

’

没 有表现 出任何认知

忧 势
,

但这并 没有使我们得 出最后 的结论
。

’

该项 实验中
,

我们选 出八个汉字并把 它们放在四种噪音背景上
,

它们的 信 噪

比分别为&&
,

.
/

..
,

0 1和
/

−2
。

被试 为3 名 大学生
,

别 。名
,

·

女 +3 名
,

年龄在 +, 至

忍3岁
。

/

刺激呈现时间为 .3 4 5 。

实验结果如下
6

7 +8 无噪音干扰情况下
,

左
、

右视野在认知上 无差别
。

信噪比 为 ./ .时
,

差
·

异不明显
。

7 8 只是信噪比为 0 时
,

认知难度达到相 当水平以 后
,

右视野的优势才变

得 明显起来
。

7 9
’

8 无论在哪种难度水平上
,

左视玲的反应时都比右视野快
,

但反应的准

确 度
,

右视野却占有优势
。

问 题 提 出

大脑半球在认知过程中的机能不对称性问题
,

曾引起各方面学者的注意并进行 了 大

量研究
。

他们依据自己的研究结果也 曾提出过若干种理论和假设
〔卜幻

。

至七十年代末
,

在

这一领域中已形成 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
,

: ; <

=> ?5 ≅
/

∀?
; Α Α ΒΧ 。 7+ , Δ Δ8 对此曾 有 过 一

个很好的总结说明锄
。

上述问题所涉及的领域很广
,

而我们深感兴趣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

一 汉字认 知 过

程中的脑机能分工问题
。

自从人们把汉字认知与英文以及 日文假名认知进行比较研究之后
,

发现对汉字 的 认

知过程
,

其脑机能方面存在某些独特的地方
7Δ
一

。

似乎右脑对单个汉字的认知具有某些方

面7如认知速度方面8的优势
。/

但也有的研究证明就认知的正确率方面
,

似乎两半球
Ε

之 间

Χ8 本文于 + , − .年 +月 2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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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差异帕
。

随着人们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加
,

实验研究的模式不断改变
,

关于单个汉字与

双字的比较研究
、

形象程度对认知的影响
、

简单认知和意义判断的比较研究
、

认知材 料 负

荷对认知的影响等研究报告相继发表7Χ3 一川从某些有关的文献和我们 自己的研究工 作 中
, Φ

我们觉得在认知的过程中
,

两脑都在起作用
,

所谓一侧优势
,

恐怕只有其相对的意义
,

也就

是说
,

只是在某种认知条件下
,

才能显示出某种认知能力的重要性
,

而认知汉字做为 一 种
’

复杂的
、

综合的认知活动
,

缺少那一侧半球的工作也都会给认知带来缺陷
。

这一点可 以由

一侧半球全摘除的病例证 明枷
, 。

目前我们的任务便是从与汉字认知有关的各个方面进行实验
,

证 明这一假设的 正 确
,

程度
。

我们考虑到了刺激物的认知难度对认知优势的影响
。

既然所谓优势是指某侧半球认

知能力的高低
,

那么
,

这种能力的显示必然与客观刺激所提出的认知要求有关
。

在极容易

辨认的刺激物呈现出来时
,

特殊的能力恐难得到表现
。

比 如 Γ < Η < ? !
/

7+, Δ 38 曾经使用

字母
、

单词和句子为刺激物分别呈现给被试的左视野和右视野
,

以便测定左
、

右脑认知 活

动的不对称性7ΧΧ , 。

但是
,

这三类刺激除了数量上的差别之外
,

还包含意义上的差 另Ι≅
,

虽 然

可以看 出在难度不同的情况下左
、

右脑的认知优势的不同
,

但由于刺激物包含 的 因 素 较

多
,

分析起来便很不易
。

本研究便是要在保持刺激物意义程度相同的情况下
,

改变认知 7辨认 8难度
。

以 求 明

了左
、

右半球在此情况下的相对认知优势
。

材 料 与 方 法

7一8被试

大学二年级学生
,

3 名 7男 + 3
,

女 + 38
。

年龄在 +, 一 岁之间
1
健康

1
视力正常 7+

/

3一
+

/

28
1
右利手 7按国内利手测定 +3 项标准划定 8

。

7二8刺激材料

按辩认难度可把材料分为四类
6

7 + 8 无噪音干拢的八个汉字
1

7 8 信噪比为 ./ .. 的八个汉字 7汉字与第 7 + 8类材料的相同8
1

7 9 8 信噪比为 0 的八个汉字7汉字同上 8 1

7 0 8 信噪比为 / −2 的八个汉字 7汉字同上8
1

所使用的八个汉字
,

其笔划相近
,

字频相同
。

用做掩蔽的黑点
,

由计算机 ∀ϑ ∀+9 按随机程序打 印在 白纸上
,

它们 的 ∀ 值 为 3
/

+ 2 1

3
/

2 1 3
/

9 2
。

八个汉字认知的置信度
,

在无噪音干拢的情况下为 +
。

刺激物为
’

+> 4
“

的卡片
,

卡片
Κ

∋印有各类材料
。

7见例图 7 + 88
。

全部材料为 9 张
。

7三 8实验条件
‘

刺激物用半反光式速视箱呈现
1 呈现时间.3 4 5 1 视距 ,2> 4 1

视角7由注视点到刺激物

中心8 9
/

2
。 1室 内无照明

,

呈半暗室状态
。

7四 8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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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8 调查被试的利手状况
1

7 8 视力检查
1

7 9 8 向被试说明实验要求
6 眼睛盯住中间的注视点

,

当注视点消失时将出现 一 个

汉字
,

请马
Κ

∋把它读出来
1

708
+

将刺激物 79 张卡片 8在中间视野全部呈现一次
。

呈现的顺序是乱数表随机排

列的
。

记录认知结果和反应时
1

7 28 将3 名被试分为两组
,

交叉进行实验
。

+3 名被试先给左视野呈现刺激
,

另+3 名

被试先给右视野呈现刺激
。

记录认识结果和反应时
。

结 果

7 + 8

+ 和图 + 1

7 8
/

度无差别
.

7 9 8

7∀ Λ 3
/

2 8
1

7 0 8

随着认知材料的辨认难度增加
,

中间视野认知的正确率逐渐下降
。

结果 见 表

在无噪音 干拢的情况下
,

左脑认知汉字的准确程度和右脑识知汉字的准 确 程

但是
,

右脑的认知速度比左脑快 7差数为 0!
/

−9 4 5 ∀ Μ 3
/

3 3 +8
1

当信噪比为 .
/

.. 时
,

左脑和右脑的认知准确度略有 差 别
,

但 差 异 很 不 显 著

但反应速度
,

右脑比左脑快 7差数为 90
/

00 4 5 ,

∀Μ 。
/

32 8 1

当信噪比为 0 时
,

左脑和右脑的认知准确度有差别
,

右脑 错 误 率 比 左 脑 高

表 Χ 不同信噪比情况下
,

3名被试的中间视野认知成绩

认知正确率

兰干
Ν

一

,

介州一李竺一Ο一立
Φ

一竺
多 + + 3 3 】 , −

·

Δ 2 Ο , 3
·

3 3 + − +
·

2

∀ 8 3
/

3 .

考 验 ∀ Μ 3
/

3 3 +

∀ Μ 3
·

3 .

ΠΧΟ率确八Θ8

−
/

+ 多 7∀ Μ 3
/

3 +8 1
但反应速度却仍然

是右脑比 左 脑 快 7差 数 为 0,
/

+− 4 5 ,

∀ Μ 3
/

3 8 1

7 2 8 当信噪比为
/

− 2 时
,

左 脑

和右脑在认知的准确度方面
,

有 很 大

差别
,

左脑明显地 占优势
,

右脑错误率

比左脑高 + +多7∀Μ 3
/

3 8 1 就 反 应 速

度方面
,

右 脑 仍 然 占优 势 7差 数 为

Δ 3
/

= ? # ∀Μ 3
/

3 8
。

结果 7 87 9 87 0 87 2 8的比较见

表
、

表 9 和图 图 9
。

、 、从

Ρ

肪 价噪七匕

图 + 不同信噪比时中间视野认知成绩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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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条件下右脑和左脑认知汉字的错误率

一一一,

民一一一自 !∀一一一、护,曰一一一#∃

一一∀叨一,一升工一竹‘一
一

,声一勺自一

信 噪 比 %
&

% %

视 野 左 右

错 误 率

∋ 考 验

(
&

)∗ + ∗
&

% ,

− .
&

。。

⋯
/ 0 ∗

·

∗ −

右

1
&

, 2

3 仁一

勺

− −
&

2 ∗

/4 ∗
&

)

5一6

表 , 不同条件下右脑和左脑认知汉字时的反应时

信 噪 比

视 野

%
·

% % ( 2 )

右 右 右

反 应 时 7 8
) ∗ 9

&

% : ) ) (
&

) ; ) ,1
,

2 1 % : 9
&

, ∗ )2 9 ;( % , ,
&

( − % 9(
,

9 −

标 准 差 − ∗ )
&

9 ∗ − % ,
&

9 % − − )
&

2 ( − ),
&

9 ) − 9 2
&

, ∗ − : %
&

9 : − 2 (
&

) )

6

+ 右

⋯
:‘“

‘

% ,

⋯
( % (”‘

考 验 /0 ∗
&

∗∗ − /0 ∗
&

∗ ) / < ∗
&

;= /0 ∗
&

∗ (

6一5一·一⋯一⋯

豆要已
字义和语

二
子帅勺加 6

附例图

刺激字
.
王

背景噪音分 布 / 3 ∗& − )
&

无噪音情况下
,

汉字认知的

字形的 精细辨认 置信度 = 二−
&

信噪比“
。

人
)

5冬>形和愈义

的初步加
?

≅.

图形和念义

的初步加工

噪行的滤过 噪 汗的滤过

火脑左
’

卜球 大脑右
‘

卜球

左视野 右视里子 城城城
刺激物 < 汉

’

产

图 ( 汉字认知的脑加工过程模式



期 郭念锋等
6

汉字认知过程中大脑两半球机能不对称性的实验研究

讨 论

7一 8使用反应时和错误率为指标来 观察实验结果
,

有可能出现两者的交互 影 响
。

对

此
,

我们在设计本实验时已有所考虑
,

并且在实验过程中尽量通过指示语的指导避免被试

的内部倾向性的影响
。

虽然上述方法不能完全控制被试的内部状态
,

但从最后的实验结果

看
,

交互影响没有明显的表现
。

无论左视野还是右视野
,

它们的反应时和错误 率 都 是 随

着任务的难度增加而呈递增趋势
。

至于左视野反应速度比右视野快些
,

这在任何条 件 下

都如此
。

并非是以较高的错误率为前提的
,

因为在两侧视野之间的错误率无任何差别时
,

也是左视野反应速度快
。

为什么左视野认知单个汉字时反应
0

速度较快呢 Σ & Τ? Υ ! Α ς = Ω 7+, − 8曾经 根 据
“

脑

功能一侧化
”

理论提出
,

中文单字的辨认是一种 图形辨认
,

所 以擅长整体
、

图形
、

空间 等 分

析的右脑自然 占优势中
。

这种解释不无道理
,

但是
,

既然右脑辨认单个汉字占优势
,

为什么

又有较高的错误率呢 Σ 可见
,

单个汉字认知
,

也不单纯是右脑的功能
,

为要确定字意 和 读

出字音
,

必须有左脑的参加
,

也就是
,

当单个汉字作为刺激作用于视网膜传入中枢神 经 系

统之后
,

左
、

右两半球为判明它的含意
,

须有信息的互相传递和交换
,

我们设想
,

反应 时 的

成份之中
,

主要应是中枢加工所用去的时间
。

从下面的脑加工过程的模式图来看
,

进入右

脑的信息
,

经 字形的辨认加工后便直接送入左脑进行字义加工和语音加工而后做出 口 头

报告
1
而进入左脑的信息

,

经字形和意义的初步加工后
,

必须送入右脑进行字形的精 细 加

工
,

而后再经拼抵体送回左脑
,

最后进行判读
。

这样
,

在神经传导方面
,

左脑比右脑费时找
长

。

这可能是反应时较长的原因之一
。

致于左脑认知的准确度较高
,

可能是汉字在 左 脑

经初步加工后直接进行字义和语言加工
,

而在右脑初步加工后
,

必须经脱脉体送入 左 脑
,

这样
,

在传递过程 中信号强度的减弱和失真总是难免的
。

故而右脑认知准确度便 受 一些

影响
。

上述讨论当然是 以我们提出的模式为基础的
,

然而
,

这一模式的提出虽然根据 了以往

的某些观察和研究
,

但进一步证实和修正
,

还有待今后 进一步获取实验资料和临床观察的

支持
。

7二 8本实验的刺激材料是在噪音干扰下的
’

汉字
。

因此
,

左脑认知准确程度较高 的 原

因
,

不排除左脑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
。

’

! Β % 二 二%
Β; , 盆

,

%
/

Ξ 7+ ,了98 曾提出
,

在中枢神经

系统 中
,

可能具有与无线电滤波焦用类似的抗干扰功能和结构
,

他并且在神经科临床方面

进行研究
,

证实了这种 抗干扰能力可因脑的局部损伤而降低伽
〕。

从本实验的结果来看
,

如

果这种抗干扰能力确实在 中枢神经系统中存在的话
,

那么
,

左脑所具有的这种能力可能 比

右脑强些
。

当然
,

这也只是一个推断而不是最后结论
。

某些文献饥
‘,

,
’2〕
认为

,

左脑主要是对文字的意义进行加工
,

所以认知准确性要比 右 脑

高
。

但在本实验中
,

对单个汉字的认知
,

主要是字音和字形的联系与认知
,

意义的认 知 并

不重要
。

考虑到这一点
,

我们提出抗干扰能力较强作为左脑认知
/

单个汉字准确性较 高 灼

主要原因之一应当是合逻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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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本实验结果表 明
,

在噪音背景上认知单个汉字时
,

左脑认知的准确度 比右脑高
。

右脑

在认知准确度方面较差
,

但认知速度方面总 占优势
。

以上结果提示
,

可能左脑的抗干扰能

力较强
,

而右脑认知速度较快一方面反映出认知的笼统性
,

另外可能与神经传 导 通 路 有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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