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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左右两侧视舒同时呈现单 字词 和双字词的条件下
,

以速示的方法
,

比较 了
‘

有听 力的被试和幸人被试汉字识 万lJ时大脑两半球机能的非对称性
。

结果表明
,

有听 力的被试对单字词和双字词 的识别均表现为右侧视野的优势
,
而聋人组解

、

表现为方向完全相反的左侧视野的优势
。

两组被试左侧视野的得分儿乎相等
,

右侧视野的得分则聋人组明具地低于听 力正常组
。

对抽象词
·

和具体词的识别两

组被试的 同侧大脑半球都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差别
,

表明大脑两半球对这两类词
、

的识别可能并没有特定的选择性
。

因此
,

用速示的方法所反映 出来的可能是在
-

认读加工过程中大脑两半球不同加工机制的差别
,

与字义可能无关
。,

一
、

问 题

近年来
,

人们就大脑两半球在语言的认知加工能力上由于书写系统或表音法的不咸
而对视觉的信息加工可能带来的影响展开了讨论〔” 2 ,

。

给本的印象似乎是
,

对拼音文字的“

认知加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左侧大脑半球的功能为主
。

而对表义文字的汉字的识别
,

看法就颇不一致
。

一种看法认为
,

对汉字的加工主要是右侧大脑半球的功能〔”‘1
。

另 一
种看法则认为

,

对表义文字的加工和对拼音文字的加工一样也是 左侧 大 脑 半 球 的 功
”

能〔卜 7 )
。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
,

由于汉字本身结构的特征使得大脑两半球在认知加工上处于

一种平衡的状态〔吕〕。 但是
,

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
,

根据临床的观察
,

绝大多数使用汉字的

中国人也和使用拼音文字的人一样
,

左侧大脑半球损伤后产生言语活动障碍t“〕
。

曾志朗种
,

洪兰〔。, (1 9 8 4) 在仔细地回顾了这些研究之后也认为
,

汉字的加工主要是左侧大脑半球的
:

功能
。

虽然用速示的方法做汉字识别的实验时
,

有时表现为右侧大脑半球的优势
,

但那多
;

半是由于非语言性质因素的影响
,

比如当呈现的时间缩短时
,

上述论证多半是出于对字兮

的语音和字形的考虑
,

而语义在大脑两半球认知加工过程中是否也具有机能一侧化也是
:

人们颇感兴趣的问题
。

有的人认为
,

对抽象意义的词的认知是左侧大脑半球的功能
,

而对
-

具体意义的词的认知则是右侧大脑半球的功能〔’。一 , ‘〕。 然而多数研究者却没有发现 视 野
二

与词的不同性质 (具体/抽象 ) 间的相关效应〔‘“一‘7 1。

.

我们认为
,

无论何种语言
,

语音都是最重要的
,

语言学习是通过听觉反馈不断地矫正几

和学习记忆的过程
。

文字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语言形式
,

它是音
、

形
、

义
-

三者的统一体
。

我们和聋人都使用同一种书面语言
,

不过聋人在学习文字时
,

缺乏语音这二

一重要线索
。

本文试图通过常人与聋人的对比
,

进一步探讨语义与大脑两半球机能的榔
关以及通过字形提取字义时语音可能起的中介作用

。

1 ) 本文于 1 9 9 0 年 1 0 月 2 6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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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方
·

法

被试

听力正常的被试为 12 名中学生
,

12 名聋人被试是相当于中学水平的聋校的学全
,

男

女各半
。

聋人被试为语言发育前的后夭性耳聋者
,

所有被试都是右利者 , 视力正常
。

材料和仪碍

刺激项 目分单字词和双字词
,

分别包括名词
,

形容词和动词
。

单字词是由 30 个抽象

意义的词和 30 个具体意义的词所组成
。

而 30 个双字词全是抽象意义的词
。

所选用的字

词都是 日常熟悉的常用字
。

单个汉字的大小为 0
.

8
。

视角
,

双字词为上下排列
,

左右为 0
.

犷

视角
,

上下为 2
。

视角
,

从字的中心到中央注视点为 2
.

3
。

视角
。

使用的仪器为一 日本制造

的机械遮挡式速示器
,

在适当的 自然光的条件下进行
。

实脸程序
.

、 ’

‘

左右视野同时呈现单字词和双字词的实验一次做完
,

但二者一般间隔 3 一 5 分钟
。 -

实验时被试坐在距速示器 30 o m 的前方
,

头放在头架上
。

实验前先用手势语告诉聋人 被

试每当看到预备手势时
,

即将两眼视线固定在中央注视点上
,

当刺激项目出现时
,

尽快地

把在两侧视野看到的字词写在记录纸上
。

对有听力的被试则用 口头告知上述要求
。

单字

词和双字词左右视野的呈现保持平衡
。

最后依正确反应数作为评分的标准
,

单字词每侧

60 分
,

双字词每侧 30 分
。

刺激项目呈现的次序是随机的
,

时间为 60 m s 。

三
、

结 果

(一) 在 12 名听力正常的被试所做的左右视野同时呈现单字词的 实 验 中
,

有 n 人

表现为右侧视野

—
左侧大脑半球的成绩优于左侧视野

—
右 侧大 脑 半 球 的 成 绩

。

F( 1
.

n ) = 8
.

97
, p < 0

.

01
。

有 1 人左右视野的成绩相等
。

12 名聋人被试所做的士述实验
’

中
,

有 n 人表现为左侧视野的成绩优于右侧视野的成绩
,
F (1

.

1 1 ) = 6. 1 4 , p < 0
.

0 5 。

有 1

人表现为右侧的成绩高于左侧
。

上述两组被试左右半球的成绩差异是显著 的 (表 1 )
。

表 1 正常人和聋人在左右视野同时呈现单字词和双字词时正确反应的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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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在 12 名听力正常的被试所做的左右视野同时呈现具有抽象意义的双字词的实

验中
,

有 10 人表现为右侧视野的成绩优于左侧视野的成绩
,
F (1

.

1 1 ) = 7
.

80
, p < 0

.

0 5 。

有 2 人为左右视野的成绩相等
。

在 12 名聋人被试所做的上述实验中
,

有 1主人表现出左血哆

视野的优势效应
,

F( 1
.

1 1 ) = 22
.

1 0
, p < 。

.

0 1
,

有 1 人表现出左右视野的成绩相等 (表 1 )
。

人们不难从表 1 看出
,

两组被试左侧视野的得分几乎是同等的 (单字词
:

df = 22
, t 二

0
.

641
,

P>
o

.

5
。

双字词
:

df = 22
, t 二 0

.

3 89
, ‘ p > 0

.

7)
。

而右侧视野的得分聋人组明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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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听力正常组
,

两组相比有明显的差异 (单字词
: t = 6

.

47
,
p < 。

.

01
。

双字词
: t = 6

:

58
,

P < 0
.

0 1 )
。

(三) 表 2 是两组被试的抽象词和具体词得分的比较
。

结果表明
,

听力正常组对抽象

词和具体词的识别都显示出右侧视野的成绩优于左侧视野的成绩
,

F (1
.

1 1 ) = 4
.

69
, p <

0
.

05 和 F (1
.

1 1) = 1 1
.

2
, p < 0

.

01
。

而聋人组则是对抽象的词表现为左侧视野的优势效

应
,
F (1

.

n ) = 12
.

1 , p < 0
.

0 1
。

而对具体的词的识别两侧视野的成绩没有差别
,

F( 1
.

n )告

1
.

4 5
, p > 0

.

0 5 (表 2 )
。

表2 正常人和聋人左右视野对抽象词和具体词得分的比较

项项 目目 左视野野 右视野野
平平平均数 SDDD 平均数 SDDD

抽抽 象 词词 1 9
。

2 3
。

1 111 2 2
。

5 4
。
3 333

具具 体 词词 1 9
。

1 3
。

6 666 2 3
。

8 3
。

1222

抽抽 象 词词 18
。
6 5

。

3 333 1 2
。

1 3
。

8 000

具具 体 词词 1 7
、

万 4
。

8 555 1 5
。
1 5

。

3888

四
、

讨 论

对单字词 的识别结果表明
,

有听力的被试表现为右侧视野
—

左侧大脑半球的优势

效应
,

而聋人被试则表现为完全相反方向的左侧视野-
右侧大脑半球的优势功能

。

但

是
,

当我们把两组被试同侧视野的得分进行比较时
,

却又发现他们左侧视野的得分几乎是

同等的
,

而右侧视野的得分聋人组明显地低于听力正常组
,

这再一次证实了我们以前的有

关研究报道〔7 〕。 表明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
,

对汉字的识别聋人被试的右侧大脑半球几乎

与听力正常的人具有同等水平的能力
,

而以语音为中介的左侧大脑半球的功能却由于言

语知觉的缺失致使与听力正常的人相比有明显地降低
。

这就是说
,

在我们的实验结果中
,

聋人被试对汉字的识别所表现 出来的右侧大脑半球功能的优势
,

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自身

的 以语音为中介的左侧大脑半球功能的降低而造成的
。

有关词义与大脑两半球机能相关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

虽然听力正常组对抽象意义和

具体意义的单字词的识别均表现为右侧视野的优势
,

而聋人组则表现为对抽象的词左侧

视野占优势
,

对具体的词两侧视野没有显著差别
。

但是
,

无论是听力正常组还是聋人组同

侧视野对这两类词的得分都几乎是同等的
。

这或许又向我们提示
,

大脑两半球对抽象词

和具体词的识别可能并没有特定的选择性
,

至少用速示的方 法没有显示出来
。

Saf fr a nt ‘妞

等 (1 9 8 0) 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

而 H at ta (1 9 了7) 则更明确地指出
,
日本汉字的不同 类别

(具体 /抽象 ) 对于揭示大脑两半球机能的非对称性可能并不是那样重要的因素
。

对双字词的识别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

有人认为
、

左侧大脑半球对双字词识别

的优势功能主要是由于提高了对语言分析策略的要求〔‘, ‘. ”
。

但是
,

令人不解的是
,

对同样

需要作出分析判断的两个在意义上无关联的单字或者甚至对有一定意义但其中一个字是

伺音异义的两个相反意义的字的识别却显示出右侧半球的优势或者两侧半球的功能没有

差别‘咤, “。’。 在我们的实验中所选用的双字词都是具有抽象意义的词
,

目的在于想由此更

加嗓讼左侧大脑半球的优势功能
。

结果正如前面所述
,

两组被试显示出完全相友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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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效应
。

但两组被试右侧半球的识别能力却是相同的
,

而左侧半球的功能聋人组明显

地低于听力正常组
。

对具有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单字词识别的比较结果表明
,

大脑两
夕

半球对这两类词可能并没有特定的选择性
。

而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听觉经验的缺失

会影响到聋人被试左侧大脑半球语言的分析能力
。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报道的那样〔“‘一 2 3

气

聋人和听力正常人对英语单词的识别同样反映出左侧大脑半球的优势
。

聋人被试的右侧

半球不仅具有一定的语义加工的能力
,

而且他们的左侧半球也发展了与听力正常的人具

有同等水平的语义加工的能力
。

.

因此
,

他们认为
,

言语知觉的缺失并没有阻碍左侧大脑半
球对某种语义加工能力的发展

。

而我们的结果却表明
、

以语 音为中介的左侧大脑半球言

语加工能力的发展却由于言语知觉的缺失而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

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
二
在

中国汉字的认读过程中
,

语音在决定优势半球的活动中可能起有相当重要的中介作用
,

另

一方面也表明
,

也许这正是表义文字与拼音文字的不同之处
。

因为对拼音文字来说
,

除了

语音的线索外
,

对字母的顺序排列的相继分析加工过程
,

同样也是左侧大脑半球的功能
。

至此
,

在汉字识别的研究中
,

我们的正常被试与失去语音知觉的聋人被试的比较研
一

究

结果 向我们提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

即有听力的被试和聋人被试的右侧大脑半球对汉字

的识别具有同等水平的能力
。

曾志即等人
〔” 2 ’曾认为

,

所谓语音的中介实际上是获取语
义的一种策略

,

而不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阶段
.

。

对单个汉字的识别就很可能不需要这种语

音编码的信息
,

而视觉加工是更为关键的
,

因此也就要求右侧大脑半球更多地参与
。

如果

是这样的话
,

那么失去语音知觉的聋人
,

在对汉字识别时则应比听力正常的人更多地依靠

他们的视觉加工
,

当然也就会更加突出地反映出他们的右侧大脑半球的参与
。

·

可实际上
,

正像我们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
,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
,

聋人组对单字词和双字词的识别都是

右半球占优势
,

但实际上这却是由于他们 自身的以语音为中介的左侧大脑半球功能的降

低而造成的
,

而他们的右侧大脑半球对汉字识别的能力与听力正常组相比却几乎是同等
的

。

也就是说
,

。

听觉经验的缺失并没有影响大脑两半球功能专门化的发展
。

所以按照双
重编码的假设

,

聋人的右侧大脑半球在视觉加工上
,

对直接以词汇的形式进行语义加工的

能力和方式与听力正常的人相比可能是相同的
。

而以语音为中介 的左侧大脑半球言语加 ;

工能力的发展却由于言语知觉的缺失而受到了严重阻碍
。

因此
,

可以设想
,

在正常情况下
,

,

对汉字进行视觉加工时
,

字音编码和字形编码两条通道可能同时在发挥作用
,

或者说
,

两
侧大脑半球处于一种协调的活动中

。

彭腆龄等人 〔2 ‘’ (19 8 5) 的研究结果也支持双重编码
,

的假设
,

即在从汉字提取字义时人们既具有形
、

音
、

义的通道
,

也同时具有形
、

义的通道
。

只不过我们想
,

在通常阅读的情况下
,

对汉字的识别在决定优势半球 (或两条通道 ) 的法

动中
,

语音可能起有相当重要的中介作用
。

如前所述
,

以速示的方法
,

在左右两侧视野同时呈现单字词和双字词的条件下
,

\、

有听

力的正常被试表现为右侧视野

—
左侧大脑半球的优势

,

而聋人被试则表现为方向完全

相反的左侧视野一一右侧大脑半球 的优势
。

但两组被试左侧视野的得分几乎是同等的
,

,

而右侧视野的得分聋人组明显地低于听力正常组
,

显示出聋人被试以语音为中介的左侧

大脑半球的功能由于言语知觉的缺失而受到了严重阻碍
。

因此
,

对中国汉字的识别
,

在决

定优势半球的活动中
,

语音可能起有相当重要的中介作用
。

而语义与大脑两半球机能相

关的结果表明
,

两侧大脑半球对抽象意义的词和具体意义的词的识别可能并没有特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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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
。

从上述结果可以设想
,

在正常的认读情况下
,

和字形编码两条通道可能都同时在发挥作用
。

因此
,

在认读加工过程中大脑两半球不同加工机制的差别
,

在从字形提取字义时
,

字音的编码

用速示的方法所反映出来的可能是

或许与定义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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