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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
·

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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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 究选用视语的单字词 双字词
、

四字成语和七字句作为实脸材 料
,

考 查

这些 大小 不 同的语言单位对于 和 的影响
。

实脸禾用 自由回
,

乙的 设 计
。

结 果发现 ①单位大小 效应主要存在于 中
,

具体表现为 容 量 随 单 位

的扩 大而 降低
。

这意味着
,

语言的表层结构 主要是发 出 的 音 节 数 对

有重要影响
。

语言的深层结构语义对它们 的 容量也有一定的 影 响
。

否 则

容量应 更好地符 合 巴 德 利
·

,

的摸 式
。

②语 文 材 料 的

实验结果表明
,

单位大 小 效应 不存在于 中
。

对 有 重 要 作 用 的

是 各个单位 的语义特征
,

如语义的 紧密性 和确定性 等
。

这些语义特征 深受 各单

位在语言结构 中的地位
、

语用 习 惯以及语用频率等条件 的制约
。

③相 对无 意义

的数 目字的比较实验
,

其结果证实 了土述 关于有意义 的语文材 料所 作的分析 和

才你断
。

前 言

词
、

短语
、

句子等等
,

它们都是语言的单位〔‘ ’。

正如语言学界说的
·

词是
“

能伙立运用

的最小语言 单位
”

词组
、

短语是
“

小于句子而大于词的语言单位
”

显然
,

句子就是大 的 语

言单位
。

可见
,

这种单位大小的区分
,

是就组成它们的汉字字数以及作为汉语结构成分而

言的
。

本文所感兴趣的是以字数 或语素 划分单位大小的问题
。 ‘

由于汉语里一个字是一

个音节
,

此处的字数主要是指
,

在任何一个语言单位中
,

发 出的音节数 作为文字也包括书

写该单位的总笔划数
。

记忆中所谓语言单位的大小效应是指
,

语言单位大小的羞异对于

记忆成绩的影喇司题
。

喻柏林
、

荆其城和司马贺 〔“ 〕以及张武田
、

彭瑞祥和司马贺 〔, 〕曾研究过汉

语单字 音 词
、

双字 音 词和四字成语的短时记忆 广度
。

他们以不同的呈现方 式

共同发现
, “

双音合成词和四字成语在 中保持的总数不如单音词多
,

而四字成语 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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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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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双音词多
” 。

也就是说
,

他们在短时记亿中发现了语言单位的大小效应
。

可 是
,

在 这些
工作中

,

这三种材料的熟悉性不是放置在同一个标准下评定的
。

而喻文 〕的 另一项 结果
正好说明

,

刺激的熟悉性对 广度有较大的影响
。

所以
,

他们的发现还有 待在更 严 密

的实验条件下接受考验
。

此外
,

语音和词形是语言文字的外显的表层结构形式
,

也是其存在的物质外壳
。

语义
是语言文字的内隐的深层结构形式

。

喻柏林 〔‘ ’发现
,

表层结构一般能在 中得
到编码

、

贮存和提取 深层结构一般贮存在长时记忆
、

中
。

但这又不是绝对的
,

喻柏

林 〔“ 〕曾在有控制的编码条件下发现
,

语义信息也能和语音信息一样好地在 中

得到贮存和提取 同样
,

语音信息也能像语义信息一样好地贮存在 中
。

现在
,

本研究

试图在验证主要涉及语言表层结构的 单位大小效应的同时
,

还试图探讨作为语言深 层 结

构的语义对 容量的影响
。

此外
,

本研究试图分析各种大小的语言单位的语义特 征对

于 的影响
。

为此
,

在 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

本研究做 出了如下改进 , 材料 熟悉 性水

平是按同一个标准评定的 把语言单位扩展到句子 必 采用另一种回忆方式 —自由回

忆的设计
。

本研究包括两个实验
。

实验一旨在验证和考查 和 中单位的大小效 应
。

实

验二通过语文的和数目字材料的比较研究
,

进一步探讨语言的表层和深层结构 对单 位大

小效应的影响
。

实 验 一

在语文记亿的实验中
,

汉语的单字词
、

双字词 , 四字成语和多字的句子
,

作 为 语 言 材

料
,

它们独立于被试
。

在这种界说下
,

语言单位的大小是一种物理量 作为识记材料
,

它们

依赖于被试的加工
,

而成其为记忆贮存的单位 或叫组块
,

此时的单位大小是 一 种 心 理

记忆 量
。

从 有限容量的观点 出发
,

本实验欲求这种心理量与物理量之间的数量 关

系
。

换言之
,

就是探讨不同大小的语言单位
,

在一次超 容量的等项 目 如 个 的 短

时输 人下 它们在记忆中被加工贮存的数量
,

即 容量
,

有无差别
。

此外
,

本实 验 还 试

图探讨
,

在继 作业后的 作业中
,

是否仍然存在语言单位的大小效应
。

实验方法

语文材料 选用单字词
、

双字词
、

四字成语 以及七字句为实验材料
。

除成语 外
,

连 同

句子所用词汇
,

全部选自《常用字和常用词 》一书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 究所 编
,

年
。

它们都是频繁出现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用词
。

四字成语选 自《汉语成语词典 》 匕

梅教育出版社
,

年
。

这些材料通过了一项小学生的主观评估测定
,

是在同一 种熟 悉
‘

性标准和水平上被选用的
。

每一种材料组成一张字表
。

字表之间的平均熟悉性水平彼此

非常接近 见附录
。

每张字表包含十二个项 目 项 目间无意义联系
。

单字词之 间 避免
了语音和词形的类似性

。

单字词与双字词都是具体名词
。

句子为主动陈述式句式
。

每句

由 个汉字组成
。

各单位的平均笔划数见附录
。

被试 高中二年级学生
,

共 名 男 人
,

女 人
,

平均年龄 岁
。

实验程序 实验分为人数大致相等的两个小组进行
。

为了熟悉实验程 序和 要求
,

每

如神 卜 ”

少书两张 个项 目的单字词 平均三划者 字表的练习
。

一张字表呈现 时
,

要 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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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项 目书写在一张卡片上
,

向被试呈现 秒钟
。

两张卡片 约有不长于半秒 的 间隔
。

两张字表试验之间有 一 分钟休息时间
。

同一字表内十二个项 目的呈现次序
,

在 两 组

被试之间注意了夭致的平衡
。

在 实验结束后的 。分钟内
,

出其不意地要求被试对已试验过的四种材料 做一次

全面认真的回忆
。

然后在准备好的记录纸上
,

把回亿出的项 目默写在该类材料的位置上
。

实验结果与讨论

人的 和 平均成绩分别列人表 及图 中
。

此处所谓
“

正确回忆
”

的 标准

是全或无性质的
,

即要求项 目本身全部书写无误 , 如
,

句子必须连同标点符号 逐字 正确
。

表 各 个 语 言 单 位 的 记 忆 成 绩

记
‘

忆 成 绩
’

语 言 单 位 。 , 、 , , , ,

, 。
, , 、

, 。 、
、

—。 且 况奋琢 仁盯休付 里 仁盯理 芯迷胜 、为 ’

从 个项 目中正确 回忆数 个 】从 个项 目中正确回忆数 个 以 一 〕 ‘ “吓

‘箕望
”

—
全竺一一 一一一止竺 一

一

—
一
些一

一

一一牛裂一卜一一一二竺 一一‘ 一

一一兰竺一一一一 一尘二竺 一一兰竺燮 】—
一兰竺

——
兰 一 一 一

一
一一兰巴 一

七 丫 侧 ” “
· 连。

·

︵冷拟口冷职回尽日

业字词 双 字词 成 句 子 飞

单位大小 宇数

图 正确回忆项 目数是单 位大小的函数

首先分析 结果
。

表 所示 容量
,

有随语言单位的扩大而降低的趋势
。

这种

递减次序
,

经成对数据差异的七考验后
,

可用下列不等式表示
。

。 不等式两边项 目的记忆成绩
, 其差异显著 至 于

。
。 , 位于 同一个方框内的项 目 ,

其差 异 互不 显 著
。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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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字词‘双 字 词
扎宜困

句
·

钊
‘式 ‘ , 二

图 也显示
,

容量和语言单位大小之间有很好的线性关系
,

其拟合直线
容盘 吕 一 。 单位

的相关系数 一 达到显著水平
。

这表明
,

该直线方程有很好的拟合性
。

其次
,

分析 的结果
。

从表 及图 可见
,

四种语文材料在长时保持量上 的 高 低

次序
,

与 成绩相比较
,

发生了极大变化
,

最为明显的是
,

单字词由首位跌落到末位
。

经

成对数据差异的七考验表明
,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压 语
、

双 字 词 卜句 子
、

式

而在长时遗忘速度上
,

以快慢为序的关系是

单 字
‘

叫 双 字 词
、

句 子
卜仁二到

式 ,

这与保持量上显示的趋势是一致的
。

可见
,

它们都不是以语言单位的大小为序
。

在这里
,

显然不存在 中那种
“

记忆成绩是语言单位大小的线性函数
”

的关系
,

换言 之
,

中

没有单位大小效应
。

单位的大小效应在 和 中之所以有如此不同的表现
,

很 可 能 是 由 于 影 响

和 的主要因素之不同所致
。

本文所说的单位大小是指语言单位的表层结构 音

节和词形
,

特别是就音节数的多少而言的
。

表明的
“

记忆成绩是单位大小的函数
”

这

一结呆
,

反映了语言的表层结构对 的强大影响
。

它似乎基本符合巴德利

的 容量模式
,

即 容量受固定时间内发 出的音节数的限制 〔参见〔”〔 ’〕
。

因

为
,

在同样长的 作业时间内
,

音节数越少
、

占用发音时间越短者
,

在单位时间内得到贮

存和提取的数量 或容量 也就越多 如单字词 反之亦然 如句子
。

但是
,

在
“

容量
”

和
“

单位
”

这两个相关的量之间又不是严格按照反比例关系变化
,

而是表现为 容盘 一

。 摊
。

这表明
,

在 中除语言表层结构起重要作用外
,

深层的语义也 有 一 定 的作

用
。

语义对 的影响
,

已为许多工作所证实〔见〔‘ 〕〕
。

本实验 结果没有显示单位大

小效应
,

正是体现了语义的重要作用
,

对其具体分析留待稍后讨论
。

喻
, 口吞

, 胃 弓生

根据实验一的结果作者已提 出 在 中起重要作用的虽然是语言的表 层 结构 形

式
,

特另 是音节数
,

但是深层结构的语义也有一定的作用
,

否则 容量应符合

的模式
,

即容量受单位时间内发 出的音节量的制约
,

换言之
,

容量和单位大小按 反比 例 关

系变化
。

而在 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语义
,

所以就不呈现单位大小效应
。

实验二的 目的

就在于进一步证实这些推断
。

为此本实验选用相对无意义的数目字进行比较研究
。

因为

数 目字表示的数概念
,

其语义比任何一种语文材料都要抽象
,

都无确定的意义
,

极而言之
,

可认为是相对的无意义
。

当数目字作为识记材料
,

它的数位显示出单位 大小之 差
。

这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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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仅是发 出的音节数上的差别
,

而且也是其语义抽象性或无意义性难度 的 差 别
。

这

样
,

当其单位扩大时
,

可以预期
,

它对记忆的影响应和语文材料的结果有所不同
。

比如
’

,

在

容量上应更符合或接近 的模式 在 上其成绩应下降得更明显 。

实验方法 李

材并 个二位数和 个三位数各 自组成的一张字表
。

程序 被试与实验方法同实验一
。

在实验一句子的 作业结束后
,

即进行数 目字

先二位数
、

后三位数的 试验
。

而 测量是在 实验完成 一 分钟后进行的
。

与此同时
,

被试还要完成实验一对语文材料长时保持量的测查
。

实验结果与讨论

数目字的 和 成绩详见表
。

和表 表现的
一

单位大小效应一 样
,

数 目

表 数目字的记忆成绩

数 目字单位
记 忆 成 绩

容 量 个 长时保持及 个 长时遗忘速度 万

公公
。 。

。 。

字的 容量也是随其单位的扩大而降低
。

不过
,

这种下降和语文材料相比较又有 什么

特点呢 为了便于比较
,

不妨对数据进行归一变换
。

如果分别取欢字词和二位 数的 数据

作为基数
,

其它单位分别与它们相比较
,

则获得表 所示单位扩大倍数与记忆成绩变化的

表 单位扩大量与记忆成绩变化量的关系铸

分别以双字词和二位数的数据为基数

单位扩大倍数 名称

四字成语

。

七字句

‘ 三 位数

“ “ ‘ 降低倍数

⋯
长时保持 , 降低倍 , 长时遗忘速 降低 , ,

。
·

】 。

一一华品一卜一 一工一一‘ 卜‘一竺生一一一一
“ “

。

表 中的降低倍数
一

基数 记忆成坡 一 大单位记忆成绩 基数记忆成绩
。

负号表示 增长倍数
。

对应关系
。

从表 可见
,

数 目字单位仅扩大 倍
,

却使 容量 本 没 影 响 扩大 倍

后才使保持量下降。 倍
。

在毛 另一项指标 —遗忘速度的降低倍数上
,

两者更是大

相径庭
、

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 ,在单位扩大的条件下
,

数目字的遗忘速度不仅 没 有 降低
,

而且增加了。 倍 语文材料的遗忘速度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

这些结果表 明
,

材 料 的

意义性对于 是何等重要
。

由此可见
,

数月字的实验获得了上述预期的结果
,

并且证实了就语文材料所作的一些

乡笛断
。

最后
,

还须具体分析语义对汉语言文字的 和 的影响问题
。

本研究选用的汉

语言单位
,

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

而这些特点一方面深受各个单位在构成语言中的地位
、

使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心 理 学 年

用频率
、

以及语用习惯等条件的制约 另一方面
,

它们又影响着各个单位的记忆成绩
。

比如

单字词是构成语言的最基本的单位
。

在汉语中
,

它是一个数量相当大的类别
。

其 构 词能

力最强
,

也可说其语义最为丰富多样
。

·

与此同时
,

对于被试说来
,

单字词的语义的确 定 性
也是最小的

。

降低 。 倍
。

这表明
,

在无意义数 目学的 容量与其单位知
、之间 存在

着简单的反比例关系
。

也就是说
,

它的容量
,

正如 模式所述
,

受制子单 位 时间 内

发出的音节数 目
。

事实上
,

多位数在 作业中仅仅是能发 出几个音节的识记材 料
。

各

个数 目字之间都没有任何语义上的联系
,

所以
,

对于它们的容量比较严格地符 合 ‘

的模式
,

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

而对于语文材料
,

当其单位扩大 倍时
,

容量 也 只 降 低
。 倍 单位扩大 倍

,

容量才降低 。 倍
。

可见
,

容量降低倍数远远落后于其
一

单位扩大

的倍数
,

特别是与数 目字容量随单位扩大而骤然下降的变化趋 势 相 比 较 时
,

这 种 变

化就显得太缓慢了
。

其所以如此
,

正是因为语文材料具有语义性
,

因而它的 容 量 就

不像数目字那样儿乎完全受制于发出的音节数 目
。

在 上如表 所示
,

数 目字当单位仅扩大 倍时
,

保持量却下降 倍
。

在有意

义的语文材料上
,

这种大幅度的下降从未 出现过
。

如表 所示
,

语文材料的单位扩大一倍

对于保持量根在 作业下
,

被试取其语音就能很方便地编码贮存它们
,

而 不必 对其不

确定的语义多加思考
,

如
“

院
” ,

记 之音即可
,

而不会组成
“

大院
” 、 “

院落
”

等 等意 义去

识记
。

喻柏林 〔“ ’关于 语音混淆错误的分析能论证这一推断
。

于是
,

单字词在

中获得最大容量
。

可是
,

这种对语言表层结构的浅水平加工
,

不可能在 中留下

多深的痕迹
,

这就成为单字词的 成绩低下的原因之一
。

其次
,

单字词的数量大
,

意味

着在 中一个大的搜索空间的存在
。

这无疑增加了 搜索提取的困难
,

于是直接影

响了 成绩
。

再次
,

在 日常用语上
,

人们习惯使用双字词
,

而很少单独使用单字词
。

这

样单字词的使用频率就不如双字词高
。

如此众多的语义特点对于单字词 成绩 的极

端低下
,

可能都是有作用的
。

双字词丫般由单字词组合而成
。

两字 语素 在语义上紧密相连
,

构成一个确 定 的意

义
。

’

这样作为语言单位
,

双字词语义的确定性比单字词大
,

而且 由于它们符合人们的语用

习惯
,

所以语用频率非常高
。

在 中尽管它需要发两个音节的音
,

但是这种语义 紧密性

强以及语用频率高等特点
,

致使它能获得稍低于单字词的容量
。

同时
,

作为语言单位的一

个类别
,

双字词的数量之大可堪称冠首
。

这样在 中
,

随之而来的搜索提取困难
,

也是

显而易见的
。

这一语义特点也许影响到 它的
,

致使它的成绩没能超过四字成语
。

成语一类的词组是两个或更多的词的组合
,

这样它们发 出的音节数是单字词 或 双字

词的一定倍数
。

但是
,

成语语义的紧密性一般不如作为具体名词的双字词强
。

这 些 特征

影响到它们的 容量低于双字词
、

更低于单字词
。

但又不是单字词的 或双 字 词 的

‘ “ ,

实测比例为“
·

”倍和“· “倍
。

它之所以能保持这么高的容量
,

王可不考虑 它独 有的

语义特征
。

成语经人们长期习用
、

约定俗成后
,

其语义确定单一
,

而且精辟
,

一般还都有出

处
,

形式又简洁
。

这些特征有助于短时贮存和提取
,

更有利于
。

因为 更 有赖于

语义编码
。

造成成语 相对的高水平
,

除上述它的独特语义特征外
,

作为一 个 语 言单

位的类别
,

它的数量问题也可能是其原因之一
。

成语的数量远不如单字词
、

更不如双字词

广大
。

这种比较小的数量
,

同样意昧着 的一个狭小搜索空间的存在
,

而这对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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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提取是有利的
。

句子是 由词或谕举所组成
。

组成本实验句子的全部用词
,

其使用频率和被试对 它 打
、

的熟悉性都可以与向‘个实验中的单
、

双字词相媲美 而且
,

句子语义的确定性 可以 说是

唯一的
。

这种语义的确定性大大超过单
、

双字词的
、

甚至成语的
。

但是
,

第一
,

句子语义的唯
一性只是存袅于被试一次性使用币

,

而成语语义的唯一性是经约定俗浅
、

反复使用的唯‘

性 第二
,

句子各个成分之间在语义联系上的紧密性则大大不如成语
,

也不如 双字词 强
。

句子语义的这两个特征意味着
,

被试对于句子的熟悉性不如 成 语 , 也不如 双 字 词 高
。

加上句子含有的字数多
、

占用的发音时间长
,

所以
,

它的 容量较低 , 但又由于 它 有‘
个完整的

、

唯一的语义
,

致使它的容量能达封单词的 。 倍
,

或为双字 词的 倍
。

转入

之后
,

句子语义唯一性的特征天大胜过单荆司语义的不太确定性
,

因 而它的 成

绩竟然能超过单字词
。

但在语义熟悉性上的相对劣势
,

终归使它落后于成语 和双 字词
。

附录
‘

实
一

验 字 表 的 参 数

平均熟悉性水平 多
字表类型

项
‘处

目 含
一 一

一一今 , 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 项 目 举 例
平 均 数 标 准 差 单字 音节 数 平均笔划数

单单 字 词词
。 。

斌 竹 ,

诚献电、、

广广广广广广广 叶
、

船
、

军
、

河
、

护护
双双 字 词词

。 。

海徉
、

学狡
、

飒屯屯
,,,,,,,

朋弃
、

树林
、 一

身体 ··

四四 字成语语
。 。

人 山久海
、

正大光 明 、、

万万万万万万万 众‘ 臼
、

一 目了然 。。

七七 字 句句句句 小刀划破 了书包
。。

燕燕燕燕燕燕燕子 找到 了干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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