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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组合一潜在的汉字结构层次

韩布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要 】本文提出了汉字结构 中的一个潜在层次一部件组合
,

并对其在汉字编码字符

集 基本集 中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
,

发现绝大多数组合的组字次数和频率都很

低
,

高频组合很少 文中列 出了低频组合中的 叨 个高频部件
,

以供汉字编码输入参考

最后讨论了部件组合在汉语教学及认知 心理学研究等方面 的应 用 意义

一
、

问题的提出

在已公布的 多种汉字编码输人方案中
,

形码方案占绝大多数
“

形码
”

之形
,

指笔

画
、

部件等字形特征
,

但有一个重要的结构层次尚未被注意
,

那就是介于整字和部件之间

的一个层次一部件组合
, “

部件组

合
’

是指汉字中同时存在的一组部件
,

比如
“

部
”

字有三个部件
,

可形成三个部件组合
,

即
“

立一 口
” 、 “

立一 卜
”

和
“
口一 卜

’ 。

提出
“

部件组合
”

这一概念是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①它是

不同于部件和整字的一个中间结构层次 ②它可能是一组汉字的共同特征
,

具有区别价

值
,

因此在人类汉字识别中可能有重要作用 ③它在汉字计算机输人编码
、

汉字学和汉字

教学等方面有应用意义

英文字词识别研究表明熟悉的字母串是字词知觉的基本单位之一
,

识别字母串的概念

是其使用频率的单调递增函数 ‘’〕
。

按照 的初级知觉和记忆

模型
,

熟悉单元是最大的刺激成分
,

而频率则是熟悉性的一个 良好的指标 ⑦ 汉字中与

字母串相当的结构层次是部件组合
,

它的作用又如何呢 部件和部件组合作为一个整体反

复认读的经验积累
,

使得它们在整字识别时表现出一种整体性
,

可以成为信息加工时的基

本表征 由于汉字独特的二维平面特征
,

其整体和局部的结构联系可能要 比英文更加紧

密

因此
,

对于汉字集合中部件组合的统计分析
,

将可为汉语信息的计算机处理 编码和

自动识别 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闭
,

并为开展有关人类汉语言认知机制的心理学实验研

究 准 备 必 要 的数据 资料 本 文 报 告 了对
“

信 息交换 用 汉 字编码 字符集一基本集
’

一 中 个汉字部件组合特征的统计研究结果
,

并讨论 了该结果的应用意

①本文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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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统计方法

根据 《汉字信息字典 》对部件的界定
, 一 的 个汉字中可拆分出 个

部件
,

包括独体字
、

部首和最小不可切分单位
,

比如
“

木
’ 、 “

字
’ 、 “

此
”

等 闭 整字频率数

据引用 工程的统计结果 〔’ “

部件组合组字次数
”

是指 一 中含有某部件组合

的汉字个数
“

部件组合频率
”

是指在 工程所统计的各类书面材料中含有某部件的汉字

个数与总字数 万 的比率
,

实际是 一 中所有含该部件组合汉字的字频之

和 如 一 中含有
“

佳
”

和
“

页
”

的只有一个
‘

颧
”

字
,

所以该部件组合的组字次数为
,

组合频率就是
“

颧
”

的字频 编
。

以 上 海 交通 大 学 计算 机 科学 系建立 的
,

汉 字属 性信息数据 库
”

为基 础 ‘ , ,

用

的有关命令编程运算
。

从部件集合中随机选出两个部件分别作为部件 和部件
,

再在
“

汉字属性库
”

中检索出含有部件 的所有字形成一个新的数据库
,

新库的平均容

量是前者的百分之一左右
,

再用部件 在新库中与各记录进行字符串比较运算 两个部件

分别判定的算法较之同时判定某字中是否存在两个部件的算法大大提高了运算速度
。

另外

利用微机的扩展内存 虚拟盘 工作以避免硬盘读写操作和提高运算的速度
,

有效地提高

了统计效率

三
、

统计结果

、

部件组合在 一 中的分布特征

本项统计生成了
“

汉字部件组合信息数据库
” 。

该库含有每个部件组合的
“

组字次数
”

和
“

部件组合频率
”

信息
。

统计结果表明
,

在 一 的 个汉字中实际存在的两部

件组 合 有 个
,

部 件组 合 组 字次 数和 组合频率 有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

相 关 系数 为

, 表 列 出了出现次数最多和最少的部件组合各 个
,

以及它们的有关各

项数据
。

表 部件组合有关参数举例

部部件 部件 组宇次数 组合频率 陆 部件 部件 组字次数 组合频率《练

口口 一 【【 」」 佳 食 ⋯⋯
口口 一 里 佳 矢 ⋯⋯
口口 十 厄厄忍 ,, 争 末 二
口口 砚砚翻戈戈 , ,, 佳 牙 毛毛

口口 门 里里目目 ,, 佳 页
口口 木 恶恶口口

。

净 今
。

口口 丁 ‘国国, 争 犬
曰曰 一 翻翻吕 ,,, 佳 止 ⋯⋯
口口 土 日日‘ ,, 已已 生 匕
口口 月 心翻翻 口口 , 佳 门
口口 岁狡 习习匀匀, 告告 佳 守

。

,,

口口 亨 习习, 件里里 佳 才 ⋯⋯
一一 人 盆盆, ,,, ,, 佳 万
口口 了 习习名名已 ,,

,

吕 佳 , ·· ,

曰 吕吕吕吕吕亏 ⋯⋯ 争 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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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件组合的频率分布情况如图 和 图 所示 从图 可以看出
, 一 中组

字次数越高的部件组合越少
,

而组字次数仅为一次的部件组合却有 个 部件组合在

书面统计语料中的分布情况与此类似
,

如图 所示
,

即高频组合很少
,

绝大多数为低频组

合

、

认八

产
口

产
‘

、
。

部

件

组

合

数

厂卜
几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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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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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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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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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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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 件 组 合 组 字 次 数

臼 臼 上 一 一 一 一

部 件 组 合 颇 率 《 编

图 部件组合组字次数分布图
说明

“ 组字次数
”
是指 一 中

含有某部件组合的仅字个数

图 部件组合频率分布图
说明

“颇率 ” 是指在 工程所统计的各类书面材料中

含有某部件的汉字个数与总字数的比率

、

低频部件组合中的高频部件

在 个由两个部件形成的组合中有 部件组合的组字次数为
,

也就是说

个汉字中只有一个字含有这种组合
。

用这样的部件来编码当然就不会有重码 如果将这些

低频部件组合中的高频部件挑选出来
,

则一方面可以保证单个部件码元的覆盖面尽量大
,

一方面又可以有效地减小部件编码的重码率
。

表 列出了前 个这种部件的组字次数
。

表 低频部件组合中的前 个高频部件的组字次数

部部件 组字 组字 部件 组字 组字 部件 组字 组字

宇宇
、

,
,

足 ,, 辛 右右

全全 , ‘ 山 妇妇 广
一一 广 右右 酉 右弓

乍乍 目 旧旧弓弓 岁毛 艺

木木 曰 旧旧 牛
虫虫 了了 米 , 与与 人
可可 吕 公公 贝 , 与与 尸 ,,

口口 鱼 与与 门 召 ,,

女女 八 又
车 毛 十 ‘

乡乡 , 心 毛 文 ,

竹竹 ,‘‘ 百 ‘日日 ,

石石 ,, 一 毛右右 一 弓

月月 艺, ,, 八 盛妞妞 口
土土 胜胜 生 力 艺

下下 压 马 生 佳
于于 , 下 禾 性 匕
火火 , 鸟 右 ,, 食
允允 大 穴
王王 田 压 兀

说明 ‘组字 为该部件在‘ 一。中的组宇次效 ,

组字护 为该部件在二“ 个低翻组奋中的组字次致 ,

农那件很扭曰宇 降序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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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讨论

汉字部件组合的频度特征可以在下列三个方面得到应用
、

人类识别和 阅读汉字

部件组合作为一种新的变量
,

在人类汉字识别中有一定的作用 特别是在研究整体和

部分的关系时
,

部件组合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因为同一个部件组合在不同的汉字中既

可能是整体特征 比如在两部件合体汉字
“

另
’

中的
“ 口一力

” ,

也可能是局部特征 比如

在三部件合体汉字
“

别
’

中的
‘ 口 一力

”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

部件组合频率在汉字识

别中有易化和干扰两方面的作用
,

位于汉字左边或上边的部件组合频率越高
,

则汉字识别

的反应时越短 而位于右边或下边的部件组合频率越高
,

则识别反应时越长 巾
。

这从结

构层次认知方面解释 了彭瑞祥等 发现 的汉字的左上象限对识别最重要的现象

〔 〕

在识别汉字中
,

出现次数不同的部件组合显然具有不同的信息量
,

其区辨价值也有所

不同
。

这里以本文开头所提到的
“

部
’

字中的三个部件组合为例做一简单说明 三个部件组

合中
, “

立一 口
”

的组字次数为 含有该组合的有
‘

赔
、

倍
、

剖
’

等 个汉字
,

组合频率

为 喻
“

立一 吓
”

的组字次数为 含有该组合的只有
‘

部
、

陪
’

二字
,

组合频率为

编
“ 口一 卜

’

的组字次数为 含有该组合的有
‘

邵
、

郡
、

阿
、

陨
’

等 字
,

组合频

率为 编 显然识别时以
“

立一 肠
”

为单位最不容易混淆
,

而以
“

立一 口
、

口一 肠
”

为识别单

位则需要做出许多排除工作才能找到目标汉字
。

如此说来
,

似乎是部件组字次数越高
,

则

识别时越困难
。

这个推论同前面所叙述人类识别汉字的实验结果并不矛盾 因为首先部件的
“

组字次

数
”

和
‘

部件频率
”

是不同的概念
,

前者是一个静态的指标
,

和单个汉字的使用情况无关

而后者则是一个动态的指标
,

直接受含有该组合的各个汉字之使用频度的影响 显然这两

种指标在人类和计算机识别汉字中的作用有所不同
。

虽然都是要达到唯一地确认某个汉

字
,

但机器识别时往往只是根据形态特征的区别来实现这一 目的
,

部件组字次数可以满足

这一要求 人类识别时则常常利用语境 在上下文中的字义特征
、

字的使用频度 对字

的熟悉度 等等特征
,

并结合字型特征进行综合判断
。

那么人类识别汉字时的这种
“

自上

而下
”

和
“

自下而上
”

相结合的高速判断能力
,

是否可以应用到机器识别之中 象人类那样

利用语境信息是不是消除机器识别时那 以下的错误率的有效办法 这些都需要进一步

研究
。

、

汉字信息的计算机输人

在选择部件作为小键盘上配置的码元时
,

以词为单位的汉字计算机输人方法不仅可以

使输人速度大为提高
,

同时也可以降低文本录人的重码率 部件组合次数可作为简码字或

简码词输人的定量测量指标
,

作为优化编码方案的依据 这么说有两方面的理由 一是部

件组合次数表示了该组合在多少个汉字中存在
,

而简码字或简码词输人是将频度最高的汉

字或词用一个字母键加空格键或一个选字数字键来选择上屏 部件组合次数低可以保证较

低的重码率
,

而含有这种低频部件组合的高频汉字就完全可以考虑用简码输人了 二是根

据部件组合次数可以合理地安排汉字输人时小键盘上的码元配置
,

使连续输人编码时双手

合理分担敲键工作量
,

避免同一个字的码元一直用同一侧手输人 比如在汉字集合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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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件组合
,

其两个组成部件均作为码元时便不宜安排在同一侧键位上 已有研究表明
〔, 〕 ,

单字编码码元用双手轮流输人的速度和效率均比只用单侧手输人要高

另一方面
,

部件组合频率和次数作为汉字使用频度的相关指标
,

可为高频先见的智能

处理提供参考 同时
,

如前文表 所示
,

将低频部件组合中的高频部件选出作为形码输入

的首选码元
,

既可以扩大编码的覆盖面
,

因为高频部件在汉字集合中和汉语书面材料中使

用会有较多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汉字输人的重码率
,

因为这些部件组合只在很少一

些字中存在

从表 可 以看 出
,

在低频组合中抽取的 个高频部件基本上都在 《新华字典 》的

部首之内 这说明了两方面的间题 一是以部首作为汉字输人的码元有很强的可行

性 一是还有一些部首是不宜作为码元使用的
,

因为它们与其它部件所形成的组合在汉字

集合的很多字中都有
,

如果作为码元使用
,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输人文本重码率高
。

比如象
“

寸
、

刀
、

户
、

巾
、

小
、

皿
、

厂
、

门
、

字
、

子
、

丰
、

页
、

立
、

耳
、

欠
”

等部件
,

就不宜选作

部件

就是在表 列 出的 个部件中
,

也有一些值得考虑的问题 以部件
“ 口 ”

为例 它在
一 中的组字次数为

,

利用它确可对基本汉字集合中将近 汉字进行编

码 但是
,

这个数字同时也表明它可以与大量其它部件形成两部件组合
,

其中有不少是高

频组合 因此
, “

口 ”

这一部件作为编码键元是有一定局 限性的 〔 〕
。

类似这样的部件在汉

字部件集合中有多少 每个部件可能与其它部件形成组合的规律如何 这是需要进一步分

析的问题
。

、

汉字学研究
、

应用和教学
“

计量汉字学
” 、 “

工程汉字学
”

等新的边缘学科正在逐渐形成 〔‘。〕 ,

并在中文计算机
、

汉字信息处理
、

自然语言的阅读和理解等研究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对汉字部件组

合规律的探讨
,

必将在丰富汉字学研究成果的同时
,

促进这种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汉字教学中如加人有关高频部件组合的知识
,

结合汉字的结构组合特征 如上下
、

左

右和包围等 进行教学
,

并与小学计算机普及教育活动相结合
,

则既可以加强学生对汉字

形体结构的理解
,

促进汉字学习和记忆 〔‘’ ,

又可以促进青少年儿童对中文信息处理技术

的掌握和应用
,

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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