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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视觉外周 呈现光点以控制注意的方法
,

对识别具体和抽象性汉字的脑功能偏侧化进行了

研究
。

注意线索与刺激字在同侧视野呈现的间隔时间  分为 。
、

和 。。
。

结果表明
,

具体性

字在三种 都表现出右视野左半球优势 而抽象性字在 。 两视野的识别成绩一样好
。

因此在

偏侧视野识别汉字词中注意和脑结构因素似乎起着综合作用
。

关键词 注意 半视野识别 汉字

‘

目 吕

过去在进行大脑半球功能偏侧化的实验 中为了控制被试的眼睛运动
,

往往用速视技术
,

即要求

被试看着注视点的同时
,

对呈现在注视点一侧的刺激物作反应
。

已有的研 究表明
,

从注视点消失到

眼睛移向一侧视野的 目标字
,

大约需要 左右
。 〔‘」所 以许多研究都用小于这个参数的呈现时

间
,

以保证刺激投射的准确性
。 〔艺

·

〕但是对注意因素作用 的有关研究发现
,

当人们感知事物时
,

注意

中心从一个位置转移到另一位置可以不要移动眼睛
。

川 因此上述使用中央视野呈现注视点来拄制

眼睛运动的作法
,

似 乎并不能真正保证达到实验的要求
。

因为当人们经过一定的阅读训练后
,

变得

习惯于从左向右快速注意转移时
,

他们所表现的右视野 识别字词较左视野效果好的原因
,

就不能简

单地归为大脑半球功能上的差异而很可能是注意因素参与的结果
。

已有研究表明在决定视野不对

称的原因中
,

注意的分配似乎起着重要作用
。

例如 户〕在实验中 每次向被试呈现两个词
,

一

个词在视野中心
,

另一个在一侧视野
。

在速视条件下
,

要求被试判断底下画线的词是否属于动物类
。

结果表明呈现在视野中心的词受同时呈现在左视野的词的影响
,

而不受右视野呈现词的影响
。

此结

果支持视觉从左向右扫视的理论
。 〔〕因为当词同时呈现在左视野和视野中心时

,

被试首先扫视左

边
,

所以使视野中心的词的分类等受到干扰
。

等〔〕研究了视觉注意对单个字母识别以及词

汇选择任务的视野不对称性影响
。

他们用外周线索控制对刺激呈现位置的注意
。

外周线索的呈现

和刺激字的呈现之间的时间间隔 是变化的
。

实验结果表现
,

在短 时
,

右视野显示优势

效应
。

在较长的
,

两视野识别的一样好
。

但是 等人同样用词汇选择法却未发现注意的

作用
。
〔〕他们在监视眼动的条件下

,

向被试提供对一侧视野加强注意的信号或指导语
。

结果发现右

视野成绩总是高于左 视野
。

因此注意因素在大脑半球功能偏侧化中的作用仍是有待探讨的间题
。

关于汉字识别的半球功能研究得到不一致的结果
。

例如 等用汉字词作识别材料发现
,

右视野左半球反应时间短
,

正确率高
。

 等人闭总结了有关汉字识别偏侧化的研究
,

认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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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加工一般在左半球
,

表现为左半球优势
。

这似乎支持 等的结果
。

用 日本人为被试的

实验发现左视野右半球识别  汉字 具有优势效应
。
〔‘。〕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

,

但是被

试在实验过程 中
,

其注意的偏向性似乎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

例如 日本人读 表现为左视野 右

半球 成绩显著好
,

这是否可能与日本人的阅读习惯所造成的注意倾向有关呢 日文的印刷物传统

上多是竖行排版
,

阅读顺序是从右向左注意扫视
。

这意味着在速视条件下
,

注意力从注视点向左 比

向右转移速变快
,

因而造成左视野 比右视野识别效果好
。

而大陆中国人对中文阅读则习惯于从左向

右扫视
,

因此表现 出与日本人不同的视野优势似乎就不难理解了
。

但是注意因素在偏侧视野识别汉

字中的作用
,

其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还有待实验验证
。

此外
,

已有研究表明字词本身含义的具体性和抽象性影响视野的偏侧优势
。

例如抽象字造成右

视野视别较好
,

而具体性字则可能是左视野较好
。
〔“〕据说这是因为具体性含义的字在识别时能够

引起形象性联想
,

而右半球具有空间表象功能
,

故右半球识别具体性字表现出较好的效果
。

这似乎

表明脑功能本身的特点可能对汉字识别的偏侧化有重要作用
。

本研究在于探讨注意因素与脑功能

本身的特性对半视野识别汉字的影响
。

实验 中选用两类汉字
,

即抽象性字和具体性字作为视觉半视

野识别用刺激
。

同时用刺激字呈现前在不同时间问隔预先呈现注意信号的方法
,

控制被试对刺激字

出现位置的注意
。

根据已有研究结果
,

如果注意因素是造成半球差别的重要原因
,

那么当刺激字与

注意信号同时呈现时
,

注意信号将不起作用
。

但中国人从左 向右扫视的习惯可能造成对两类字的识

别成绩一致地表现为右视野左半球好 随注意线索的呈现与刺激呈现之间间隔时间的延长
,

将为注

意转移提供了足够的条件
,

这时对两类字的识别可能不表现出视野差别
。

另方面
,

如果大脑半球本

身功能特点对两类字的识别有重要影响
,

则不管刺激与注意线索是否同时呈现
,

具体类字与抽象类

字应分别表现为右半球和左半球成绩显著好
。

再者
,

如果注意因素和脑功能特点对汉字半视野识别

都有影响
,

则在刺激字和注意线索同时呈现时
,

两类字表现出半球差异
,

而随注意线索提前出现 的

时
、

问加长
,

半球间的差别可能消失
。

实验方法

被试

名被试来 自 匕京农业大学
,

年龄 一 岁 男性
,

右利手
,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

实验材料

从炙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选取抽象意 义字 如权
、

时 和具体意义的字 如耳
、

杯 各 个
。

仁述字

的选取标准是以能否用图画丧示出该字的含义
,

作为鉴别具体性字和抽象性字的依据
。

具体字的频

率范围为百万分之 一 平均 为 抽象字的频率范 围是百万分之 一
,

平均为
。

经统计检验
,

具体字和抽象字的频率差异不显著
, 一 。 。

。

它们的笔画数
,

抽象字为 一 画
,

平均 画 具体字为 画
,

平均 画
。

实验设计和程序

本实验是字类
、

视野及 又 的三因素被试内重复测量
。

将上述抽象字类和具体字类

各分为三组
,

每组包括 个字
,

每个字在左右视野分别半随机各呈现一次
。

前后呈现的字之间排除

意义联系
。

一侧视野连续呈现字最多不超过 个
。

抽象和具体材料分开实验
,

它们的使用次序在被

试间平衡
。

实验中注意线索的出现与同侧视野刺激字的呈现之间 分为 。
、 、

和 三种 下面分

别简称为 。
、 、

级
。

每个被试完成全部实验条件
。

三种 的使用次序在被试间平衡
。

每

类字的三组字各用一种
,

三组字的使用次序在被试间也作了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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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时通 过 微机 控制呈现 注视点
、

注意线索及 刺激字
。

它 们的尺寸大 小分 别为

。
。 、 “

和
“

视角
。

注视点到注意线索间的距离为
“

视角
,

到刺激字 中心的距离为

视角
。

实验中被试平视显示器 实验所用显示器的刷新频率为 中心
,

下额放在头架上
。

铃声和

注视点同时呈现作为预备信号
,

注视点为 字
,

持续呈现
,

待其消失的同时
,

在一侧视野呈现

注意线索 光点
。

根据实验安排
,

此注意线索与其同侧刺激字的呈现或同步或滞后 一定时间
。

注意
·

线索和刺激字的持续时间分别为 和 阴
。

要求被试在预备信号出现后
,

双眼看注视点
,

同时

用眼睛的边缘视觉兼顾注视点两侧
。

当看见刺激字出现后
,

就尽可能又快又准确地读出该字
。

计算

机记录从字出现到被试开始读字的反应时间
,

同时主试记录反应错误数
。

实验结果

具体性字和抽象性字在 种注意时间条件
’
一 ,

左
、

右视野的正确反应时和错误率的实验结果见

表
。

表 两类字在三种注意持续时间 条件下

左右视野平均正确反应时 和错误率

字类 视野
级

 

级

 

左右
体具

心

级

  

由平均反应时结果可以看到两类字都表现

出左视野 比右视野反应时 间长
,

同时在两侧视

野都表现出 。级 比 级和 级 的反

应时问长
。

多变量变异数分析支持上述定性的

估 计
。

视 野 主 效 应 显 著 ,
· ,

三 种 效 应 显 著
,

,

字类主效应不显著
。

各种变量

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

两类字的左
、

右视野

识别结果进一步作成对比较
。

具体字在三种

左右
抽象

注 错误率 在括号内

条件下左
、

右视野都表现出显著差异
。

按照 。
、

和 级 的顺序它们分别是 一
,

尸 。 以 幼 一
。

。
。

表现为右视野较左视野反应时短
。

这表明

注意线索的提前出现似乎并未引起具体字视野偏侧化的变化
。

抽象字在 为 。级时未表现出

左
、

右视野的显著差异
,

在 级时表现出显著差别 一
,

在 级有接近显著的差

别
,

尸 显示为右视野较左视野反应时快
。

此结果似乎表明注意线索对抽象字的

视野偏侧有一定影响
,

表现出从无偏侧化变为偏侧化
。

上述分别对两类字在三种 情况下左右视野的反应时作了 比较
。

下边对同类字在同侧视

野不同的 条件下的反应时作成对
,
检验

。

目的在于了解注意线索的出现对偏侧视野作业成绩

改善情况的影响
。

具体字在左视野和右视野分别呈现时
,

同侧视野的 。级与 级和 级相比

都有显著差别
。

左视野分别为 , 一  !∀ 一 4
.
65

,

p ( 。
.
0 01

:
右视野分别为

,
(l 4)

一 3
.
46
.
p <0

.
01
;t(14 ) 一 3

.
68
.
尸 <0

.
01

。

都表现为随 SO A 等于和大于 1 级时
,

反应时显著变快
。

但

在左或右视野的 1级与 2 级 SO A 相比较则无显著差别
。

表明在识别具体字类时 SO A 为 1级时
,

注

意线索的作用已达到最大
。

抽象字在右视野如同具体字一样
,

o 级与 l级和 2 级 SO A 相比较有显

著差别
,

分别为 t(14) 一 2
.
2 1

,

p < 。
.
04
;t ( ltl) 一 2

.
68
.
P ( 0

.
02

。

而 1与 2级 SO A 反应时结果相 比

较则无显著差别
。

抽象字在左视野 。级与 1 级以及 1级与 2 级反应时相 比较都无显著差别
,

但 。与

2级相比表现 出明显差异
,

t
( 1

4) 一 2
.
14

,

P 拍
.
05

。

此结果表明左视野呈现抽象字时
,

在注意线索 比

刺激字提前 29 m
s
的情况下

,

其反应时结果如同无注意线索的结果
,

表现出注意 因素在 29 m
s 之 内

的作用不 明显
。

由表 l 也可以看到错误率的结果
。

总体变异数分析表明视野及 SO A 无显著效应
。

而字类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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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错误率主效应
,

( F ( l

,

1
4) 一 6

,

09

,

尸(0. 03
。

) 表明抽象字类较具体字类有更多的错误反应
。

抽

象字与具体字类在错误率上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哪侧视野呢 ? 进一步分析两类字在三种 SO A 条件

下
,

相同视野间的错误率 差异
。

发现在 。级 SO A 条件下两类字在左视野有 显著 差异 ( t(14) 一

2
.
8 1

,

p < 0

.

02
)

,

表现为抽象字错误率显著高
。

在其他条件下
,

两类字在相 同视野之间未表现出明显

错误率差异
。

上述统计分析表明
,

抽象字在左视野右半球 。级 SO A 的识别不如具体字好
。

此现象

揭示出两类字虽然反应时主效应未表现出显著差别
,

但错误率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它们所导致

的半球功能差异
。

值得注意的是
,

此差异随注意线索的呈现时间加长而消失
。

4 讨论

本研究用改变一侧视野注意线索的呈现与刺激字的呈现之间的时间间隔
,

探讨注意因素与脑

功能特性对具体性汉字和抽象性汉字识别的影响
。

实验结果表 明
:
¹ 对具体字的识别

,

右视野的作

业成绩优于左视野
,

而且此优势未随注意线索的提前出现而发生变化
。

º 抽象字在 SO A 为 。级时
,

左
。

右视野反应时和错误率都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而在 SO A 为 1 级和 2级时
,

右视野识别反应时成

绩显著或接近显著地优于左视野
。

这似乎表明
,

注意因素的参与增加了对抽象字识别的左
、

右视野

差别
。

» 具体字左
、

右视野和抽象字右视野识别
,

在 l级 50 八时注意因素的作用达到最大
;而抽象

字左视野识别在 2 级 SO A 时注意因素的作用才显示出来
。

上述结果表明
,

注意因素在半视野识别汉字中起一定作用
,

但其表现的规律性与 M
o
nd
or
等〔, 〕

的实验结果并不一致
。

M on
d or 等的实验表明

,

注意线索与刺激物呈现的 SO A 对偏侧化有重要影

响
。

短 SO A 表现出视野间的显著差别
,

而随 SO A 延长至 SOm
s (参考其实验 2) 此差异消失

。

但在本

实验中
,

具体字类在短和长 SO A 都表现出视野间的显著差异右视野左半球的成绩总优于左视野

右半球
。

抽象字在短 SO A 未表现出视野间的显著差异随 SO A 增加
,

其视野之间在识别反应时上

出现显著差别
。

此两项实验结果的不同可能与实验方法有关
。

M

o

ncl

o r

等用字母匹配和词汇选择

法
。

这类方法被认为属较低的词汇加工水平
,

其中注意因素可能起更大作用
。

而用呼名法 (如本实

验所用 )属较高水平加工
,

它更多的依赖左半球语言功能
,

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半球机能特化

而不是注意的不对称
。
〔, 〕此解释似乎适合于本研究中具体性字的结果

,

即注意 与其识别偏侧化无

关
。

但不能说明同样是呼名反应
,

为什么抽象字能从无视野差别到由注意线索提前出现而引起了视

野差别
。

这似乎表明用呼名法对汉字 的识别除了半球功能特化因素外
,

注拿因素也起一定作用
。

本结果不支持抽象字和具体字分别由左脑和右脑加工的观点
。

与其相反
,

具体性字表现为左脑

加工优势
。

这似乎是与传统的看法相矛盾
。

但近来的研究揭示出心理表象的产生是 由左半球所完

成的
。 〔‘2〕而且这种表象可能是抽象的视觉形状原形

。
[l 习因此具体性字在左半球 所激活的视觉形象

不管其具体性如何都将比右半球产生较好 的效应
。

而抽象性字在 0 级 SO A
,

注意因素未参与的情

况下
,

左
、

右半球表现出相似的功能
。

随 SO A 增加显示 出与具体性字相同的效应
,

即左半球优于右

半球
。

雌时注意因素故然可能对抽象字的加工偏侧化起一定作用
,

与此同时
,

左脑的言语功能在该

实验条件下对抽象字也可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由上述实验结果还可以看到
,

视觉扫视 习惯所显示的注意效应并不一致
。

尽管中国人在阅读

时
,

习惯于从左 向右扫视
,

但在本实验 。级 SO A 时
,

抽象字并未显示出右视野较左视野成绩显著

好
。

这提示扫视习惯于汉字侧视野识别中并非一定起作用
。

我们以前的一项研究结果也支持本结

论
。
l:i
‘〕在该研究中

,

中 日被试在相同条件下进行偏侧视野实验
,

得到了一致的右视野左半球优势
,

并未发现视觉扫视习惯对中日被试的不同影响
。

总之
,

本实验通过对具体性和抽象性汉字词的半视

野识别
,

揭示出注意因素和半球特性在汉字识别中起着综合性作用
。

此作用因实验材料的性质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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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持续时间的不同而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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