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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和人工
“

字
”

部件识别的比较研究
’

喻柏林 冯 玲 曹河场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李文玲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 )

〔摘要〕作者曾在汉字部件知觉实验中发现
,

字形码中的结构方式和部位因素
,

以及字音码

都参于并影响部件知觉
。

这意味着
,

形码和音码在认知过程中能以相对分开的形式
、

自动地得

到内部表征
。

而且
,

推断这些内部特征受到汉字整体知觉的制约
。

本文采用人工
“

字” 部件知

觉的对照实脸证实了这一分析
,

并揭示形码整体知觉对包含形
、

音
、

义三结合整字知觉的依存

性
,

以及 汉字码加性效应在知觉水平上的表现
。

前 言

在汉字视知觉实验中
,

本文作者 ( 1 9 90 ) (1) 发现
,

被试识别整体汉字远比识别整休字的

部件要容易得多
。

其所 以出现这种整字优
、

部件劣的知觉效果
,

是因为它们两者经历的认知

过程所有不同
。

整体识别的认知任务制约着字的整体的而非成分的编码
。

而且实验结果表明
,

整字知觉成绩既不受字结构方式的影响
,

也不受整字与部件读音关系的影响
。

这样看来
,

整

字在非速示条件下很可能是作为一个整体单位被感知的
。

而部件识别要求被试首先从整体字

中分离出部件
,

然后再进行识别
。

这个过程就较整字识别复杂
,

因而造成部件劣
、

整字优的

知觉效果
。

同时
,

在那项工作中作者初步发现
,

字形码和语音码对部件识别有相 当 大 的影

响
。

这 些结果一方面意味着
,

形码和音码的相对独立性
,

以及人类信息
、

加工系统中存在着相

对独立的编码机制
,

使得它们能以相对分开的方式表征和处理这 些 信 息
、

〔参见卡 ( T
.

H
.

C arr )(1 98 6) (2 ) 〕, 另一方面反映了汉字部件知觉中整体对部分的影响
。

因为
“汉字字 形 的

完整性
、

语音的单一性和语义的特定性
,

相对于部件知觉而言
,

汉字这
‘

三性
’

都具有相对独

立的整体知觉性质
,

也即它们都可分别表征整体汉字
。 ”

辞于这种分析
,

作者 ( 1 9 90 )( 3) 继续

深入探讨汉字整体知觉对部件知觉的影响
。

结果在单与双部件识别法
一

「一致发现
,

音码和形

码
,

特别是 形码中的部位 因素和结构方式因素都能以相对独立的形式
、

户动参于并影响部件

知觉
。

这 些实验结果与冯内〔D
.

V a n o n (1 9 7 7冰4 ) 〕如下观点是相当接近的
:

在处理视觉刺激

的细部信息时
,

好像无法忽略轮廓的存在
。

在这里轮廓是视知觉的一种整体性质
。

但是
,

对

于上述字的整体性及其整体知觉影响部件知觉的推断
,

还需要实验的验证
。

可以设想
,

如果

字的整体性遭受某种程度的破坏
,

于是随之而来的字的整体知觉也将遭到破坏
。

进而受字的

和字形整体知觉制约的结构方式效应和部位效应
,

也将随之减弱或消失
,

〕
飞

是就将出现 部件

知觉的易化现象
。

人工
“
字

” 即是汉字整体性遭破坏的产物
。

对比试验人工
“
字

”
部件识别

活动
,

则有助于为上述推断提供佐证
。

这是本文研究人工
“
字

”
部件识别的目的之一

。

本文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
,

尽管在部件知觉中能相对分离出形码和 音码
,

但就梅一个汉

本研 究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墓金和圆家高技术发展计划的资助
。



字而盲
,

它是形
、

音
、

义多重码的统一体
。

在这个统一体中
,

我们推测
,

在形码 (如结构方

式
、

部位等因素 )影响部件知觉的活动中
,

其中可能包含整字知觉的其他整体特性的参与
,

或者说
,

其中可能包含形码对音码和义码的某种依存性
。

为了探讨这样的问题
,

需要分离出

独立的形码
。

‘

若是径直以汉字为实验材料
,

·

在实验操作上似乎很难完成这一任务
。

但是采用

编制人工
“
字

”
的技术则可成功地克服这个弱点

。

这就是本文研究人工
“
字

”
部件识别的目

的之二
。

本研究试验的人工
“
字

”
都是既无音码

,

又无义码的非现实的文字符号
。

按其与汉字构

字规则的关系可粗分为假字与非字两类
。

假字符合汉字构字规则
,

组成它的两个部件 (都是

独体字 ) 总是出现在汉字许可的空间部位上
。

因而在字形上
,

似字酷似真字
,

并具有汉字字

形的完整性
,

是熟练阅读者熟悉的视刺激物
。

非字则不符合汉字构字规则
。

本文编制的非字

是由一个独体字和一个非文字符号组成
。

这样
,

非文字在字形上也与真字 相 距 甚 远
。

人工

“
字

”
在结构方式上也分上下型与左右型两类

。

本研究包括两个实验
。

实验一重点考查部位效应
。

为了与部件效应显著的上下型真字作

比较
,

该实验以上下型假字和非字为实验材料
。

实验二除了试图印证实验一真字与非字相 比

较的结果模式外
,

还旨在考查人工
“
字

”
的结构方式效应

。

实验二 以左右型和上下型的非字

为实验材料
。

实 验 一

作者 ( 1 9 9 0 )( ,
,

3) 发现
,

汉字部件所在部位对识别成绩有很大的影响
,

特别是对于上下

结构的字
,

上部件远比下部件难于分解识别
。

当时曾推断
,

这种部位效应很可能跟字的或字

形的整体知觉有关
。

本实验采用人工
“
字

”
部件识别的对照研究来验证这一 推 断

。

可 以 预

测
,

由于假字失去语义也失去了语音的整体性
,

而只残留字形的完整性
,

这样形
、

音
、

义三

结合的字的整体知觉就遭到很大破坏
,

因而它的部位效应相对真字就将有大幅度下降, 相对

于非字它可能残存一部分
。

而非字因为它连字形的完整性也丧失殆尽
,

可以预见非字就将不

会有部位效应了
。

实脸方法
:

本研究既然是为了与真字作比较
,

所以在实验条件和实验程序方面
,

尽量与作者 (1 9劝 )(3)

真字单部件识别工作保持一致
。

材料
:
由自行编制的上下型假字与非字各自组成两张字表

。

组成字表的规则详见附录
。

每张字表含 15 个项目
,

其中10 个为实验项目
,

5 个为插入项目
。

擂入项目的构成与实验项目

类似 (如两个独体字构成一个假字 , 一个独体字非文字符号构成一个非字
。

独体字一律为部件

识别中的目标部件 )
,

但它又不受组成字表规则的约束
。

这样安排插入项目是为了排除被试对

字表规则的掌握
。

实验结果只计算对实验项 目的反应
。

每个人工
“
字

”
的视角为 0

.

85
。

(高 )

x 1
.

0 1
“

(宽 )
。

仪器
:
包括一台 A S T 2 86 微机和一台高分辨彩色显示器

,

以及声音开关
、

控制键和打印

机等外部设备
。

被试
:
15 名男女大学生

,

年龄为18 岁左右
。

双眼视力正常或矫正到正常
。

设计
:
识别假字上或下部件与识别非字上或下部件共四种实验条件的被试内设计

。

四种



条件的实验次序
,

在被试间按拉丁方排列、

程序
:
实验在半暗室内进行

。

被试入室后先进行暗适应
,

并相继进行两张各含10 个汉字字

表的练习
,

以熟悉试验程序和训练又快又准的命名反应
。

每一张正式字表承担一 种 实 验 条

件
。

在进行试验前
,

显示器上出现项目的样例
,

并有认知任务的文字说明
,

如
“
读假字中的

上字
”
或

“
读非字中的下字

” 。

每一张字表内的 15 个人工
“
字

” 以随机方式一个个地出现在显

示器上
。

每一个项目进行的步骤如下
:

伴有声音信号和视符的复合刺激物共同作用 20 Om s ,

间隔 700 m s 后人工 “
字

”
出现在视符所在位置上

,

并持续呈现 1 5 o om s
。

被试一见
“
字

”
就

要按认知任务又快又准地读 出部件的字音
。

被试在此时限内的声音反应
,

其反应时和音长均

可 被二计 算 机采集
。

在人工
“
字

”
消失空屏 1 秒之内

,

被试若有错误反应
,

主试则操作控制

键通知计算机登记
。

此数据不参予正确反应时和音长的计算
,

只计错误数
。

空屏 1 秒毕即又

开始下 一个
“
字” 的试验

。

两张字衷试验之间有几分钟的休息时间
。

实验结果和讨论
:

一
、

汉字和人工
“
字

”
部位效应大小的比较

:

为了便于和真字作比较
,

表 1 除列出人工
“
字

”
在反应时

、

音长和错误率三项指标上的

识别成绩外
,

还列出作者 ( 1 9 90 )( “) 实验二识别上下型真字单部件的结果 ( 注’)
。

同类字上与

表 1 识别真
、

假和非字部件的比较

目 标 部 件

反 应

一
非 ‘

宇
”

彼
“
字

, 真 “
宇

”

指 标

均值 差 值 均值 差值 均值 差 值

反应时 ( m s ) 5 5 4
。
5 5 5 5

。

5 5 5 5
。
0 1

。
0

音长 ( m s ) 2 2 2
。
5 2 16

。
6 2 19

。
6 一5

。

9

错误率 ( % ) 1 0
.

7 1 2
.

7 1 1
。

7 2
.

7

5 9 6
。

6 5 8 2
。

2 37
。

7 2 3 4
。

4
。

0 5
。

5 8 9
.

8 一1 3
。
7

2 3 6
。

1 一3
。

3

4 。

7 1
。

3

8 1 6

2 3 1

。
5 7 1 7

。

。

0 2 2 5
。

7 6 6
。

8

2 2 8
。

0

1 0
。

0

一9 9
。

4

一6
。

O

一4
。
6

下部件在这些指标上的差值
,

则标志部位效应的大小
,

即部位影响部件识别难度的大小
。

在

音长指标上
,

三类字各自的部位之差异都不显著 ( t< l )
。

这表明
,

发音操作时间不受字的性

质和部位的影响
。

可见音长是部件知觉中一个相当稳定的参数
。

就错误率而言
,

三类字各自

部件识别的差值
,

即使是对于真字也没达显著水平 ( t: : ~ 1
.

0 4 3
,

P>
.

0 5 )
。

现就反应时这一

主要指标看 ( 注 2 ) ,

识别真
、

假
、

非三类字的部位效应大小次序是
:

真字 ( 9 9
.

dm s ) > 假字 ( 1 3
.

7 m s ) > 非字 ( 1
.

om s )

此结果与预期完全一致
,

从而论证了字的整体性及其整体知觉影响部件知觉的推断
。

此

外
,

对这一推断我们还可做点细致的论 证
。

因为从上述不等式可知
,

真字部位效应是假字的

7
.

3倍 ( 99
.

4 /l 3
.

7 )1 如此 巨大的差异表明
,

义码和音码不仅参予了部位效应
,

而且在其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

因为真字与假
“
字

”
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义码和音码

,

而形码是它们所共

有的
。

这个结果还隐含着
,

在真字部位效应中
,

似乎还有一种形码对字的其他整体特性的依

存性
,

而不是形码单个的作用
。

否则
,

真字就应表现出假字一样的部位效应
。

上述不等式还

表明
,

假字相对于非字还有微弱的部位效应
。

这一现象意味着
,

孤立的字形完整性也确实对

部位效应有贡献
。

因为假字与非字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形码
,

而音码和义码是它们共同缺

乏的
。

只是
,

在影响部件知觉的威力上
,

看来义码加音码的共同作用要大于形码 的单 一 作



用
。

这就是汉字码的加性效应在知觉水平上的一种表现
。

上述部位效应中反映的字的整体性对部件知觉的作用
,

还清楚地表现在 表 1 均 值 栏 目

中
。

均值是指分解识别同类字的平均成绩
,

而不问部位之差别
。

看来
,

它可作 为 识 别 真
、、

假
、

非字部件难度的标尺
。

二
、

汉字和人工
“
字

”
部件识别难度的比较

:

1
.

假字与真字的比较
:
从表 1 均值栏中可见

,

它们在音长上基本无差别(t
: 。一 。

.

3 60 <

1 ) ; 在错误率上假
“
字

” 比真字低 5
.

3书 (t: 。~ 4
.

2 4 6
,

P(
.

0 0 1 ); 在反应时上快 1 7 7 m s (t Z。=

8
.

10 3
,

P<
.

00 1 )
。

可见
,

在部件识别难度上
,

、

假字易于真字
。

2
.

非字与假字的比较
:
在错误率上两者之差不显著 ( t : ‘一 2

.

1 45
,

P>
.

0 5) ,
音长上非

字比假字快 1 7
.

5m s (t: . 二 2
.

9 5 6
,

P<
.

0 5 ) , 反应时上也快 3 5m s (t
: ‘
= 5

.

0 9 7
,

P <
.

0 0 1 )
,

这

些结果表明
,

非字又易于假字
。

3
.

非字与真字的比较
: 两者在音长和错误率上均无 差异 (t

: .

< 1)
,

但在反应时上
,

非

字比真字快 2 n
.

8m s( t:

一 8
.

01 1 ,
P<

.

。。1 )
。

可见
,

非字部件的识别得到 了极大的易化
。

总之
,

主要指标反应时表明
,

三类字部件识别的难度
,

其大小次序也是
:

真字 (7 6 6
.

sm s )) 假字 (ss g
.

sm s )> 非字 (5 5 5
.

o m s )
。

也即
,

随着标志字整体性的音 码

和义码
、

直至形码的逐渐丧失
,

部件知觉也随之得到不同程度的易化
。

这一结果 从 反 面 证

实
,

音码和义码在字知觉中原本起着维系和强化字的整体知觉的作用
,

因而给部件知觉带来

很大的阻力
。

同时
,

相对独立的形码也是字的整体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

因而它对部件知觉也
.

起阻抑作用
。

只是音码加义码的共同阻抑作用 〔反映在真
、

假字部件识别难度的差值( 1 7 7m s)

上〕
,

较之孤立单一的形码作用〔反映在假字与非字差值 (35 m s ) 上〕
,

要大得多
。

前者 是 后

者的五倍I 在这里
,

再次显示了汉字码在知觉水平上的加性效应
;
也同时表明

,

汉字各属性

在部件知觉中的自动表征和它们间的相互作用
。

由此可见
,

部件知觉的实验可给汉字属性心

理表征的研究提供另一种途径
。

实 验 二

实验一揭示 的真字与非字在分解识别部件难度上的巨大差异
,

是否仅为
.

上下 型 字 所 特

有
,

还是对左右型字也如此 ? 这是本实验研究左右型非字的目的之一
。

其次
,

作者曾多次发
_

现
,

在分解识别真字部件时
,

其活动还受真字结构方式的影响
,

比如
,

按阅读方向与笔顺次

序连续分解识别两个部件时
,

上下字比左右字难度大得多
; 又如

,

识别单一部件时
,

上
’

一

卜字
,

1
,

的上部件就 比左右字中的左部件难度大得多
。

这种结构方式效应是否依然存在于人工
“
字

”

之中 ? 这是本实验研究左 右型和上下型非字的另一目的
。

实脸方法
:

材料
:

上下型非字字表一张
,

即实验一中上部件为独体字的非字字表
。

另有一张左右
子份

非字字表
。

该类非字左偏旁为独体字右偏 旁为非文字符号
。

该字字表长度与构成同
_

L I; 型非
-

字字表
,

并详见附录
。

被试
,

仪器设备及实骏程序均 同实验一
。

实脸结果与讨论
:

一
、

识别非字 与真字左部件的结果 比较
:



为了与真字进行比较
,

表2一 1同时列出作者(19 90 )( 3) 识别真字左部件的结果
。

从表 2一 l

表2一 l 识别非字与其字左部件的比较

字 的 翻 徽 性 质

反应指标 统 计 参 狡

非 字 X 字

—
差 值 t : 6 P

反应时 ( m s ) 5 6 6
。
7 7 2 2

。

2 一1 5 5
。

5 6
.

0 4 3 <
。
0 0 1

音长 ( m s ) 2‘9
.

9 2 4 7
.
0 2

.

9 ( 1 不且 ,

抽误 率 ( % ) 9
.
8 6

。

2 3
.
6 < 1 不且 ,

可知
,

就音长和错误率而言
,

非字与真字基本无差别
。

但从主要指标反应时看
,

非字较真字

快 1 55
.

5m s 。

如此大的差异表明
,

和实验一上下型真字与非字相比较的结果模式一样
,
非字

部件的识别极大地易于真字部件
。

可见
,

非字与真字间存在的这种差别
,

独立于字的结构方

式
,

而有一定的普遍性
。

二
、

非字与真字的结构方式效应 比较
:

为了比较便利
,

表2一 2同时列出作者 (1 99 0 )( 3) 表 2一 1中的以及本文表 l 中的有关数据
。

表 2一 2 非字与真字结构方式效应的比较

反应指标

目 标 部 件

非 “
字

” 真 “字 ,,

差值 差值

反应 时 ( m s )

音长 ( m s )

怕误率 ( % )

5 6 6
。

2 4 9
。

一1 2
。
2

一2 7
。 4

0
。

9

8 1 6
。

2 3 1
。

94
。

一 1 6
。

6
。

从表2一 2可知
,

识别非字左与上部件的活动
,

在反应时和错误率上均没有多大差异 (t
, ‘

< 1) ,

即使是在差值较大的音长上
,

其差异也不显著 (t
工‘~ 1

.

7 5 9 ,

P>
.

05 )
。

这些结果表明
,

识别

非字部件不受其结构方式的影响
。

而识别真字左与上部件的活动
,

虽然在音长和错误率上的

差值都分别不显著(t
, 2
一 1

.

3 5 7 , 1
.

8 9 7 ; P>
.

0 5 )
,

但两者在反应 时上的差异却极其显著 (t : 2 二

5
.

32 7 ,

P<
.

。。1 )
。

这意味着
,

真字部件的识别活动随字的结构方式的不 同而 有所不同
。

而

字的结构方式负载着字形的总体轮廓信息
,

是字形完整性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
。

本实验结果

表明
,

不具有字形完整性的非字就不存在结构方式效应
,

从而再次证实字形整体性在部件知

觉中的自动参与
,

以及字形码在人类信息加工系统中有着相对独立的内部麦征
。

而且结合上

述部位效应 的对照研究
,

可以看出
,

真字形码作用既不 如音码和义码的共同作用大
,

而且在

部件知觉中还表现了对音码和义码的依存性
。

因此可以说
,

形
、

音
、

义三属性既可相对分开

地
、

又可相互协同地 以整体知觉的形式制约着汉字的部件知觉
。

附 录

关于假字两张各10 个实脸项目的字表的构成有两个约定
: 1

.

同一结构单位即独体字
,

也即识别的目标

部件为两张字表所共有
,

但它出现在不同假字的不同部位上
。

如
“

木
”

在字表 1 中含于
“

圭
” ,

在字表 2 中含

于
“

条
” 。

2
。

假字中的目标与非目标部件在同一字表中都只出现一次
。

构成非字各10 个实脸项目的规则是
:

1
.

每个非宇中的独体字为目标部件
,

非文字符号为非目标部件
。

同一个非字中的目标部 (下转第 10 页 )



通过这一初步分析后可以认为
,

在这个较大的儿童常模样本测验结果中反映了儿童记忆

发展的一般规律和 自己的一些特点
。

再袄说明在临床上解释记忆测验结果时一定要结合受试

者的年龄
、

性别
、

智力水平等作全面的评估
。

总 结

通过本研究表明
,

儿童在韦氏记忆量表中各分测验成绩均随年龄而增长
,

某些分测验成

绩有性别差异
。

还表明儿童记忆发展分三种方式
: (1) 第一种

:

记忆发展达到高峰时间早
,

减慢或停止发展时间也早
; (2) 第二种

:

达到高峰期较晚
,

减慢或停止的时间也较迟 , (3)

第三种
: 达到高峰期更晚

,

发展期很长
。

并认为儿童记忆发展和性别差异的形成与记忆种类

和测量到的其他因素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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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字表 1 内位于上部位
,

如奏
,

而在字表 2 内则被置换到下部位
,

如盆
。

2
.

在同一张字表内
,

侮一 个 日

标部件只 出现一次
,

而充当非目标部件的非文字符号则不重复出现
。

注 I
:

汉字和人工
“
宇

” 在呈现时间与笔西致上郁相近
。

而且人工 “
字

” 视角 ( O
.

BS
. x 1

.

01
.

r 1
.

54
. x l

。

32
.

)
。

所 以人工 “
字

”
部件识别的二化不是由于视角大小的效应

。

注 2
:

作者(1 9 9。》(3 )已论证
,

在反映部件知觉方面
,

反应时比音 长和错误串更为灵峨和主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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