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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发现
: 1

.

在三种非速示的特定知觉任务下
,

认知汉字

反应 时的长短依次是
:

识别汉字两个部件的反应 时> 识别整体字的反应时> 辫

认字的结构方式的反应 时
,

在错误率指 标 上 也 获得 了同样 的结果模式
。

这表

明
,

在汉字的视知觉中存在知觉任务效应
,

而这些任务标志着不 同复杂程度的加

工水平
。

2
.

对于左右 和上下结构的字
,

’

在辫认其结构方式上无差异
。

3
.

在命名

整体字中
,

汉字的表层属性
,

如结构方式和表音特点对整体字的识别没有影响
,

这表明 整体字是正常阅读 条件下 的知 觉单位
。

4 一在知觉分解 整体字和命名识别

其部件中
,
(1 )泞的结构方式有相 当大的影响

:

上下结构字的反应时远远
一

长于 左

右结构字的反应 时
。

( 2 )字的表音特点对部件识别也机有影响
,

知形声字的反

应时和错误率都远远短于和少于非形声字
。
( 3 )在误操作中, 存在着大量 整体

字的命名现象
。

以上表明的汉字属性效应
,

都是发生在汉字知觉的分解过程 中
,

它们反映 了整体对部分 的强烈影响
。

一个熟练的阅读者
,

识读每一个常用汉字
,

似乎是一种毋须思考
,

在一瞬间 自动 完 成

的过程
。

但是人们可 以问
: 汉字的字音

,

字形和字义三属性在识别过程中各自有无作用
,

成是在什么条件下起作用 ? 其次
,

从结构组成的观点来看
,

整体字中的部件
,

特别是成字

部件
,

它们的音
、

形
、

义属性和整体字的识读又有什么关系 ? 显然
,

这些问题涉及汉字识别

中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

本文的目的在于初步探讨这一问题
,

并把注意力集中在 字 形和

字音属性
—

即字的表异特征对汉字识别的影响上
。

此外
,

本文还试图考查非速示条件下加工水平与汉字识别的关系
,

在实验操作上尝试

从控制被试知觉任务人手
。

面对视觉上呈现的每一个合体汉字 (例如
,

研 )
,

实验者给予被

试的知觉任务可以有
:

,

(l )快速识读它的字音 (丫6n 研)
,

这就是所谓整体识别
。

(2 )快速

辨认它的字形结构方式—
结构方式识别 (左右型 )

。
‘

( 8 )快速识读组成该字的两个部件

1 ) 本文于 1 9 8 9年 7 月 1 8 日收到
。

. 本研究为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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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音
—

部件识别 (S h丁石一K引开)
。

可以认为
,

这三种任务相应于复杂程度不同的三种
‘

加工水平
。

整体识别是在命名水平上完成的
。

字形结构方式的辨认只须对部件构成整体

豹方式做出反应
,

而无须达到字的命名水平
,

因而
,

它比整体识别似乎要简单一些
。

部 件

识别则包括一系列更为复杂的过程
,

其中包括
:
对整体字的分解

,

即将合体字一次切分为
’

两个成字部件
,

以及对这两个部件的命名识别
,

最后是两个字音的相继输出
。

如果被试的

识别潜伏期是加工水平的函数
,

那么可以预侧
,

三种知觉任务下的潜伏期
,

其长短依次

是 : 部件识别 > 整体识别 > 结构方式辨认
。

而且
,

反应错误率的高低次序也理应如此
。

这
就是所谓的知觉任务效应

。

本研究由三个实验组成
。

每一实验分别属于一种知觉任务
,

标志着一种加工水平
。

实 验 方 法

依照知觉任务或被试反应的不同划分为三个实验
。

三个实验在被试
、

实验材料 和 实

验程序等方面基本一致
。

在这里
,

先叙述它们在实验方法上的共同点
。

被试 男女大学生共十五名
,

年龄为20 岁左右
。

每人均参加三个实验
。

实验个 别 迷
行

。

材杆 本研究的1 35 个汉字全部选自《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汉字处编

,

语文出版社
,
1 9 8 8年 )

,

即均属常用汉字范围
,

其笔画数在六至十二画之间
,

均是
:

合体字
。

而其中的形声字
,

它的声符读音即是该字的读音
,

可谓标准的形声字
,

如柑
、

球
、

驶
、

盯等等
。

由这1 35 个汉字组成三张字表
。

每张字表 45 字
,

其中形声
、

非形声的左右型

结构字
,

上下型结构字
,

各15 个
。

而同一种笔画数的字数
,

在每一字表内三类汉字上的分
-

布和三张字表间的分布都被调配成基本相等
。

设计
:

为了尽量减少被试和材料的差异可能给实验带来的影响
,

本研究采用被 试 内

和被试间混合设计
,

就每一被试而言
,

面对三张字表要分别完成三类知觉任务
; 就每一张

字表而言
,

它经受不同被试分别对它做出的三种反应
。

此外
,

为了平衡字表间和任务 (或

反应)间 出现的先后次序
,

本研究采用了双层拉丁方安排
。

仪器
:
一台IB M PC xt / 2 8 6微机和C o lo r 4 00 高分辨彩色显示器以及声音开关

、

话

MMM
一
17 2444444444

打打印机机机 权权

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
CCC 0 1O比0 00000 键键

高高分辨彩彩彩彩彩

色色显示器器

图 1 仪器连接图

筒
、

控制键
、

打印机等外部设备
。

各仪器的连接如图1所示
。

一个实验内的全部汉字 由微机
一个个地随机呈现在显示器上

。

被试的声音反应由计算机自动收集和记录
,

而错误反应贝止

由主试操纵控制键输入计算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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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距显示器2 6c m
,

每个汉字的大小 为 0
.

6 。m x

0
.

7 e m ,

在视 网膜上的张角呈 1
.

5 4
“
x l

.

3 2
。 。

程序

每一汉字出现前的预备信号同时采用声音和视符
·

@ 两种刺激
。

视符还兼有注视点的作用
。

由计算机实

现的每一刺激的呈现和反应的记录
。

实验是在半暗室内进行的
。

被试入室后
,

一方面进

行暗适应
,

另一方面接受实验指导语
,

并熟悉实验 情

景
,

为了使被试熟悉实验 中出现的汉字字体和大小
,

被

试要一一指读静止呈现在显示器上的几十个汉 字 (内

含少量正式实验用字 )
。

之后
,

被试按正式实验程序和

方法完成一系列 10 个字的练习性作业
,

在计算机控制

下
,

随即打印出每个字的反应时以及10 个字的平 均 反

应时
。

主试告知被试结果
,

并肯定和鼓励他的 又 快又

准的反应
。

接着
,

又进行另外 15 个字的再 练 习
。

至此

才着手准备正式实验
。

在每一实验开始之前
,

显示器

上均显示知觉任务的说明
。

确认被试了解任务和应做

出的反应后
,

主试按控制键发动该实验
。

一个实验结

束后
,

被试休息几分钟
,

再进行下一个实验
,

直至第三

个实验完成
。

最后显示器上显示
“

实验结束
”

字样
,

全

部实验历时 15 一18 分钟
。

响铃同时呈现

注视点
“

@
”

20 0 m s

呈呈现刺激字字

...

清刺激字字

记记录反应时时

实实脸结束束

图 2 刺激反应流程图

实验一 整 体 字 识 另

汉字的合体字是由大小不同的结构单位按一定组成方式构成的
。

据统计〔’] ,

汉字的
_

结构方式至少有十五种之多
。

其中左右结构方式的字为数最多
,

其次是上下结构的字
。

结构方式对汉字的识别或知觉再认有无影响呢 ? 彭瑞祥和喻柏林 (1 98 3) 〔2〕曾发现
,

左右

字无论是在速示识别下
,

还是在对不完整汉字的复原可认性操作下
,

都 较上 下字易 于认

知
。

这表明结构方式对汉字知觉有一定影响
。

但在非速示正常快速识读下
,

其结果是否

仍然如此呢? 这是本实验要探索的一个问题
。

其次
,

字音属性
,

特别是成字部件的读音对
‘

该字识读速度是否有影响
,

这是需要考查的另一个问题
。

实验方法和程序如上所述
。

每个刺激字一出现
,

被试尽快进行命名式识读
,

随后该字

即从监视器上消失
。

通过预试规定
, 1 秒半钟为计算机收集声音信号的最长时限

,

即凡在

1 秒半内发出的声音都可被记录下来
,

超时反应或无反应一律被计算机判为误操作
,

计入

错误数
。

实 验 结 果

一
、

15 名被试对三类汉字识别的平均反应时
,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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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宇的结构方式和部件表音特点对汉字识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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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件不表音的非形声字中
,

左右和上下结构的字
,

其识别反应时仅差 7 毫秒
,

差

异不显著 (t : ‘= 0
.

7 32 < 1 )
。

这表明
,

结构方式的差异不影响人们对字的整体加工识 别 时

间
。

也就是说
,

整体识别与字形结构方式无关
,

至少是
,

识别整体时对结构方式不敏 感 或

是没有做出识别
。

由此可以推断
,

整体识别下的知觉单位不是字形的结构方式
。

2
.

在左右结构条件下
,

部件表音的形声字和部件不表音的非形声字
,

两者具有几乎相

等的识别时间 (仅差0
.

8毫秒 )
。

这表明
,

部件读音与整字读音的一致性问题不影响整体字

的识别时间
。

换言之
,

整体识别与部件读音无关
,

至少是识别整体时对部件读音不敏感
,

或根本没做出识别
。

因而同样可以认为
,

汉字的知觉单位不是部件的字音信息
。

二
、

错误率如表 1所示
,

上下结 构 字 与 左右 结 构 字 在 错误 率 上 的 差 异 不 显 著

(t : ‘= 1
.

3 5 5
,

P) 0
.

0 5 )
。

部件表音与不表音之差亦不显著 (t : ‘= 1
.

8 3 5
,
P) 0

.

0 5 )
。

这样
,

结构方式和表音特点对整体识别的影响问题
,

在错误率指标上分别重现了在反应时 指 标

上的结果模式
。

总之
,

在识别整体字的 (即正常识读)条件下
,

汉字的结构方式和部件的表音特点对整

体字的加工识别都没有影响
。

这表明
,

汉字的这些局部 因素此时可能都没得到人们 的 识

别
,

因而它们就构不成此种情景下的知觉单位
。

此时
,

只有作为知觉对象的整体字才是人

们的知觉单位
。

实验二 结构方式辨认

实验一已表明
,

在整体字识别中
,

人们对字的结构方式的差异根本不敏感
,

或者没有

做出辨认
。

如果把知觉任务或 目标定向在结构方式上
,

那么此时结构方式的差异是 否 会

制约人们的识别反应时呢 ? 这是本实验要探讨的问题之一
。

此外
,

本实验还要比较结构

方式辨认与整体识别在加工活动上的差异
,

以便考查两种知觉任务的复杂程度
。

本实验欲比较汉字的左右型与上下型两种结构方式
,

所以
,

就排除了左右型中的形声

字
。

这样
,

本实验的三张字表都只含左右型和上下型的非形声字各 15 个
。

被试面对 快 速

呈现的左右型字或上下型字
,

一律只须发 出一个音
: “

左
”

或
“

上
” 。

一旦被试做 出反应
,

该

刺激字即刻从显示器上消失
。

计算机收集和记录在 l 秒半内的声音信号
。

’

超过此时限
,

计算机一律判为误操作
,

计人错误数
。

实验结果
:

、

_

辨认结构方式的结果
,

见表 2
。

从中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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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辨认两种结构方式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结 构 方 式
总 平 均

指 标

反 应时 (毫秒)

错 误率 (多)

左 右 型

5 5 6
。

4

1
。

3

上 下 型

5 5 8
。

8

一 1
.

8

55 7
。

6

1
。

5 5

1
.

左右型字和上下型字在反应时上获得 了几 乎相等的 结果 (仅相差 2
.

4 毫秒
, t : ‘ “

0
.

37 8 < 1 )
。

在错误率上
,

两种结构方式之差也不显著 (t : ‘ 二 0
.

32 3 < 1 )
。

可见
,

这两 项指

标共同表明
,

字的组成方式的差异不影响人们对方式的辨认
。

2
.

辨认结构方式的平均反应时
,

如表 2所示
,

为55 7
.

6毫秒 ; 平均错误率为 1
.

55 %
。

而

表 1 所示识别整体字的平均反应时为60 7
.

6毫秒
,

平均错误率为4
.

0 %
。

可见
,

辨认结构方

式比识别整体字
,

其反应时快5 0毫秒 (t
, ‘ = 2

.

6 0 9
,

P< 0
.

0 5 ) ; 错 误率小 2
.

4 5 % (t l‘=

3
.

3 2 6 ,

P< 0
.

0 1 )
。

这表明
,

在这两种独立的知觉任务下
,

辨认结构方式是一种比命名识别

整体字较为简单的加工过程
。

确实
,

辨认结构方式只需被试辨认两个部件组成整体 的 方

式
。

这是对字形视觉码的一种简单加工
。

它不需要被试对语音码加工
,

并以命名形式反

应整体字是什么
.

,

或每一部件是什么
。

而命名作业除了需要加工字形信息外
,

还需加工字

音信息
。

这一过程就比加工单纯的字形信息
,

特别是字形中组成方式的简单辨认要 复 杂

得多
。

因而就造成了两者在加工快慢
、

反应正误上的差异
。

实验三 部 件 识 别

冬

卖验一是以字形 (结构方式)和字音为变量
,

考查它们对整 体识别 的影 响
,

这是着 意

探讨部分对整体的作用
。

本实验反其道而行之
,

意在探讨整体对部分的影 响
。

这 是通过

被试从整体字中分解出两个成字部件的知觉任务来实现的
。

在这里
,

自变 量仍然是 结构

方式和字音特点
。

被试面对每个合体字 (如研
,

某) 应快速连读发出两个成字部 件的 读

音
,

并一律 按书写 顺序进行识读
,

即先左
“

字
”

后右
“

字
”

(石一开 )
,

或 先上
“

字
”

后 下
“

字
”

(甘一木 )
。

通过预试
,

规定 2 2 0 0 m s
为计算机记录反应的最长时限

。

在 此时限内
,

被试发出

一个音后
,

监示器上的刺激字也不消失
。

这是为了给第二个部件的识别提供跟 第一个部

件以及跟前两个实验同等的视觉条件
—

现实的感知刺激
。

在本实验中
,

凡被试 正确发出两个字音
,

则记作正确反应
,

并一律参与反应 时计 算 ,

而两个字音中有一个错误者以及非两个字音者一律判为误操作
。

对于部件识别中出现的

整体字识读
,

主试除当时按键记入错误数外
,

还进行登记
,

并将其错误数输人计算机
。

实验结果如下
:

~
、

正确反应时

1
.

识别两种结构方式字的部件的平均反应时见表 3
。

从中可见
: ( 1 )在分 解和识 别

两类结构方式的字的部件时
,

上下字的反应时比左右字慢得多 〔相差1 8 2
.

沈毫秒
, t : ‘=

6
.

0 8 6 ,
P < 0

.

0 0 1〕
。

在这里
,

结构方式的效应是极为明显的
。

而在整体字识别下
,

结 构方

式是不起作用的
。

(2 )在以部件为识别 目标时
.

左右型和上下型的字比 表 1 中各 自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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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字识别
,

其反应时要长
,

且约长一倍左右
。

表 3 结构方式和表音特点对汉字部件识别的影响

19 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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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表音特点对左右字部件识别的影响
,

其结果见表 8
。

( 1 )分解和识别形声 字的 部

件
,

其反应时比非形声字来得快 〔相差1 0 3
.

3毫 秒
, t , ‘二 3

.

4 5 9 ,
P< 0

.

02 〕
。

而 且
,

在 本实

验使用的全部 45 个形声字中
,

44 个字的第一音 (即左
“

字
”
)都是该整体字的义旁

,

而非声

旁
,

即使如此
,

表音特点对第一音的输出似乎仍有促进作用
。

( 2 )分解和识别形声字的两

个部件
,

其潜伏期比表 1 中识别整体的形声字也要长
,

约长1 / 3倍
。

总之
,

部件识别需要更

多的加工时间
,

从其总平均值 1 04 7
.

53 来看
,

它是结构方式识别的1
.

88 倍
,

整体识别的1
.

7 2

倍
。

二
、

错误反应率

1
.

表 3 所示两类结构方式下的错误率
,

其差异不显著 (t
:‘ = 1

.

0 47
,

P> 0
.

05 )
。

这表

明
,

结构方式对部件识别的误操作基本无影响
。

换言之
,

错误率指标对于揭示部件识别中

的结构方式效应远不如反应时敏感
。

2
.

在部件识别下
,

表 3 还表明左右型形声字的误操作大大低于非形声字
,

其差异显著

(t , ‘ * 5
.

7 7 3
,

P< 0
.

00 1 )
。

这反映出形声字的表音功能对于正确识别部件大有裨 益
,

以 致

使得它在与整体识别下的错误率 (2
.

7 % )作比较时
,

也无逊色 (t
, 4 = 。

.

69 5 < 1 )
。

3
.

表 3 所示总平均错误率为1 0
.

22 %
,

它远比整体识别和结构方式辨认下的总平均错

误率大得多
,

即是整体的2
.

6倍
,

结构方式的 6
.

6倍
。

这表明
,

从整体中分解 和识别 部件的

作业
,

其难度和复杂性远 比结构方式和整体识别要大得多
,

因而错误率 骤增
。

可见
,

错 误

率指标在揭示知觉任务效应中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工具
。

此外
,

在各类误操作中
,

统计发现

整体字识读的次数 (49 次)竟占总错误数 (69 次)的71 %
。

而其中的
“

部件一整体一部件
”

式

误操作 (3 5次)又较
“

整体一部件一部件
”

误操作 (1 4次)多 (t
: ‘ = 3

.

1 4 6
,
P < 0

.

0 0 1 )o 这表明
,

在部件识别下
,

整体对部分的强烈影响
。

这一影响甚至大量发生于已完成 第一部 件正确

识别之后
,

而以整体识读替代了第二部件的识别
。

由此看来
,

错误率指标基本上获得了与反应时指标一致的结果模式
,

只是在结构方式

效应上反应时指标显得更灵敏
。

最后讨论一个问题
。

不论是以结构方式为变量
,

还是以表音特点为变量
,

识别部件的

乡
、

}】觉任务较之识别整体字或识别字的结构方式
,

在其潜伏期内完成的加工 过 程 较为 复

杂
。

其中可以肯定的过程有
:

首先是对合体字结构上的分解或切分
,

其中蕴 涵着 对字形

刊一种整体性质的辨认
,

即要辨认切分两个部件的界限
: 是左右还 是上下 方 向

。

由于结

构方式在这里不是辨认的目标
,

因而完成此举肯定耍快于结构方 式作为 识别目标下的速

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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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的视知觉—
知觉任务效应和汉字属性效应 14了

度
,

而且被试
一

也不易察觉 (或意识)这一过程
。

在对字形的这种整体辨认基础上
,

再前进到

从整体中分解出两个部件
,

并上升到命名识别的水平
。

在这一复杂的加工中
,

本实验已查

明
,

字形结构方式和字的读音特点
,

对知觉分解过程有明显的影响
。

这表明
,

在 汉字 部件

知觉中整体对部分 (局部)的影响
。

因为
,

结构方式效应是以字形结构的紧密 性或 整体性

的方式起作用的
。

上下字的结构较左右字紧密
,

于 是在知觉分解部件时遇 到的 阻力就

大
,

表现为反应时长
、

误操作多
。

而读音特点则更明显
、

更直接反映整体 对部分的 影响
。

因为
,

整体字与部件读音一致则促进部件的知觉分解
,

表现为形声字的部件识别比非形声

字快和准
。

至于影响汉字部件识别的因素
,

除上述两种参数外
,

还有字形属性中的部位问题 ; 部

位与字的表音特点的关系问题 ; 部件的语境问题
;
特别是字的语义属性等

。

这些都 是值

得研究的课题
,

就是本文已初步涉及的字形结构方式效应及其机制也还待进一步探 讨和

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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