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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识别中的语音效应
”

张武田 冯 玲 何海东
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

,

北京
,

1 0 0 0 12

摘 要

该实验用启动掩蔽法探讨 了汉字词 识别 中语音的作用
。

以五类 高
、

低频 汉

字词对为材料
,

在三种启 动时间条件下发现
:

高频形似音 同 目标字在 25 毫秒启

动下有显著促进效应
,
而 形异音同 目标字在 25 和 35 毫秒有显著抑制效应

。

在低

频情泥下与上述相应的 目标字表现 出不 显著的促进和抑制效应
。

此 结果似乎表

明汉字词识别过程具有程度不 同的语音 自动激活效应
。

关键词
:

语音
,

汉字
,

识别
,

启动

在书面文字识别中
,

语音 是否起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是颇有争议的问题
。

以英文词为

材料进行的研究提出了双路线模型
〔” 2 ’。 它认为识别英文词有两条通路可以 选择

,

一是

由书面文字符号直接通向词的心理表征
,

一是经由语音的中介通达词的心理表征
。

对于一

个词来说究竟哪条路线起作用
,

这要取决于哪条路线加工的较快
。

此双路线模型受到较广

泛的支持
。

但近来的研究发现
,

在同音词的词义类别判断中和在视觉后掩 蔽条件下的词

识别 中
,

语音中介作用的广泛性显著表现出来
,

从而加强了单路线模型的观点
,

即在词识

别中
,

语音是 自动激活的
,

它与词的频率及拼 写与读音是否一致没有关系 〔3 , ‘’石

汉字词属表意文字体系
,

其文字符号本身无一定发音规则可循
。

识别汉字词时
,

语音

似乎不起中介作用
,

也就是说它不能在前词汇 (p r ele xi ca l)= 阶段发生作用
,

而只 能与词义

同时或在其后产生
。

这是一些实验所得到的结论〔”, 6 ’
。

但是郑 昭明用词汇决择实验 (l e x i-

。al d e o
isi on ) 发现不管汉字词的字形是否相似

,

只要语音相似的词都得到促 进反应 [ ’〕
。

表明语音在词识别中起着中介作用
。

造成上述不同结论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

但是作

为语言符号的汉字词
,

在其识别中语音的作用与英文 是否完全不同
,

这是个问题
。

因为假

若说汉字词无发音规则可循
,

那么英文词中也有相当多的词是拼写与读音不一致的
。

如果

这些英文词的语音能自动激活
,

汉字词也应该是可能的
。

Pe
r fe

tti (1 9 9 1 )用掩蔽和启动实验法发现
,

英文词的识别具有前词汇语 音 自动激活效

应 [ 8 ]
。

他认为这是由于构成书面英文词的音素 (p ho
ne m e ) 成分在短时呈现中受到激活

,

因而促进了有关词的识别
。

中文词书面符号本身不表现出音素成分
,

人们识别中文词时
,

不能从正字法上得到音素的激活效应
,

因而它不会引起前词汇语音加工效应似乎是合乎

逻辑的
。

但是中文字有相 当数量的合体字是形声字
。

其中许多形声字的声旁具有表音功

能
,

对这类字的识别是否也应表现出前词汇语音加工效应
。

Se id e n
be

r g (1 9 85 ) 的实验表

明有这种可能 [ ”’
。

他用有表音和无表音偏旁的高频及低频汉字作命名反应实验
。

发现低

1) 本文于 1 9 9 2 年 9 月 17 日 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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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字中有表音偏旁的字比无此种偏旁的字反应快
,

错误少
。

高频字则无此差别
。

这表明汉

字声旁的表音功能在词识别中起一定作用
,

不过只限于低频形声字
。

这种作用是属前词汇

还是后词汇的尚难说清
。

因为有一种看法认为下述实验范式包括词汇决择
、

类 别 选择甚

至命名等都依赖对词的完全通达 (a cc es s) 和对决择的检验
。

这就意味着这些方法不易分

出前或后词汇加工
。

若用上述方法得出语音中介效应的结论
,

其可 靠性就会成为问题
。

Pe rf ett i认为词识别掩蔽法或启动掩蔽法对早期的前词汇加工是敏感的
。

因为其设想是

正处于加工过程中的词
,

在识别完成之前被突然的掩蔽刺激所中断
。

在此种实验条件下
,

如果被中断加工的词对随后呈现的同音词有促进效果
,

则可认为先呈现的词的音素起了

作用
,

表现出前词汇效应
。

如果对后来呈现的同音词无效果则可得出没有前词 汇 效应的

结论‘
、

本研究采用上述启动掩蔽法探讨高
、

低频汉字词的语音作用
。

用 形异音同字 和形

似音同字为主要材料
。

按照上述推理
,

实验中所用形异音同字因为在正字法上 无相 同音

旁可作依据
,

故对 目标字的反应可能无促进效应
。

而形似音同字 (形声字) 则可能表现出

类似于英文词识别中的前词汇效应
。

此效应可能不象 Se ide nb er g 的实验所表明的那样
,

只在低频字中表现出来
,

因为从字识别中信息激活的时间进程来看
,

高频字比低频字激活

闭限更低
,

因而在快速掩蔽条件下
,

高频字声旁的识别和 激活作用比 低频可能更有效
,

其

促进作用可能更显著
。

实 验 方 法

实验材料和设计

依照
“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并参照
“

汉字声旁读音便查
〔
川

”

及
“

同义词辨识〔‘“1”选取

五类字对
,

即形似音异 (如
:
旱 早), 形似音同 (如

:
注 住 )

,

形异音同 (如
:
地 弟 )

,

义

近 (如
:
压 按 )及形

、

音
、

义无关字对 (如
:
吹 松 )各 30 对

,

它们的笔画数平均为 7 画
,

图 1 掩蔽符号

又各平分为高频字(频率范围为 2
.

5 6 0 2 4一0. 0 9 0 1 9) 和低频

字 (频率为 。
.

0 8 3 3 2一0
.

00 31 4 )( 参见附录)
。

上述五类字各

由 1 5 个启动字和 15 个目标字组成
,

启动字为正楷字体
,

目

标字为仿宋字体
。

实验中使用的掩蔽符号
,

其大小尺寸如

同刺激字
,

形状如图 1
。

启动字呈现持续时间分三种
,

即25

毫秒
,

35 毫秒和 45 毫秒
,

目标字持续时间固定为 40 毫秒
。

(经过预试
,

在无启动刺激时
,

汉字词呈现时间在 40 毫秒有

掩蔽条件卞
,

识另lJ正确率达 40 帕一60 帕)
。

本实验五类字和

高低频变量为被试内重复量数
,

三种启动时间为被试间变量
。

实验程序

采用 Pe rf e
tti (1 9 9 1) 实验三的启动掩蔽方式

。

实验时
,

首先同时呈现视听 预备信号
,

间隔一秒种
,

在 A ST 2 86 微机屏幕上呈现启动刺激
,

紧接着呈现 目标刺激
,

随后是掩蔽

符号
,

此掩蔽符号保留在屏幕上直至下次实验开始
。

实验前将刺激的呈现顺序告诉被试

并要求他们在掩蔽符号出现后即将看到的字写出来
。

因为在本实验条件下被试一般分不

出启动字和 目标字呈现的先后次序
,

因此统计结果只以目标字反应为准
,

实验中五类字阵
机呈现

,

高低频字分开进行
,

二者使用先后次序在被试间作了平衡
。

正式实验前先进行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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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

被试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 91 级学生 60 名
,

年龄为 19 一20 岁
。

实 验 结 果

只对 目标字的正确反应进行统计处理
。

在三种启动条件下
,

五类目标字的平均正确反

应率列如表 1
。

由表的上半部分高频字的结果可以看到形异音同字的反应正确率在三种

启动时间条件下和五类目标字中都是最低的 ; 而形似音同字在 25 毫秒启动条件下正确率

最高
。

由表 1 下半部低频字的结果可以看到形似音异和形似音即标字的正确率都高于

形异音同和义近 目标字的正确率
。

形异音同 目标字在全部低频目标反应结果中正确率是

尾低的
。

表 1 五类高低频字在三种启动时间条件下目标字正确反应百分数

词频 启动

时间

形似

音 异

形似

音 同

形异

音同 同义 无关

2 5 0
。

3 7 0
.

4 7 * 0
.

27 * 0
。

3 4 0
。

3 7

高频 3 5 0
. 2 7 0

.

2 6 0
.

17 * * 0
.

2 6 0
.

26

4 5 0
。

2 3 0
。

2 7 0
。

2 1 0
。

3 2 * * 0
.

2 3

25 0
.

4 0 *

低频 35 0
。

4 1* *

4 5 0
.

3 4 * *

0
。

4 6 * *

0
。

3 8 * *

0
。

3 3 * *

0
。

2 5

0
。

1 1

0
。

1 6

0
。

3 0

0
。

25 * *

0
。

24 *

0
。

3 2

0
。

14

0
。

17

注 : * 和 * * 表 明该 目标字与无关 目标字正确率相 比在 0
.

0 5 和 0
.

0 1 水平上差异显著
。

对实验结果进行总体变异数分析 (五类字
,

三种启动时间以及两种频率 )
,

结果表明不
:

同字类之间有显著效应 F (4
, 2 2 8) = 36

.

61
,
P< 0

.

00 1 ; 三种启动时间之间也有显著差异 F

(2
, 5 7 ) = 1 4

.

6 6 ,
P( 0

.

0 0 1 ; 高低频字之间无显著差异 F (1
, 5 7 ) = 0

.

0 2 :,
P < 0

.

8 9
。

字类与三

种启动时间以及字类与频率都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

前者 F(8
,
2 2 8) 二 3

,
P < 0

.

003 ; 后者为

F(4
, 2 2 8 ) = 1 5

,

5 8 ,
P< 0

.

0 0 1
,

而启动时间与频率交互作用无明显效应 F (2
, 5 7 ) = 0

.

6 3
,
P<

0
.

5 4 ,

三变量间交互作用显著 F (s
,
2 2 8 ) = 2

.

3 1
,
P < 0

.

0 2 1
。

进一步分析以无关词对的目标字识别结果为对照
,

考察在三种启动时间条件下
,

另外

四类字启动效应的状况
。 ·

t 检验的结果表明
,

在高频条件下
,

只有形似音同字在 25 毫秒

以及同义字 目标在 45 毫秒时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

它们分别为 t (1 9) = 2
.

40
,
P < 0

.

05 ; t (1 9 )

二 2. 8 ,
P< 0

.

0 1
。

而形异音同字
,

在 25 毫秒和 35 毫秒启动条件下有显著抑制效应
。

t 检验

分别为 t (1 9 ) = 2
.

2 8 ,
p < 0

.

0 3 4 ; t (1 9 ) = 3
.

4 ,
p < 0

.

0 0 3
。

其它的结果都与无关 目标字的反应

正确率无显著差异
。

在低频条件下
,

形似音异
、

形似音同 目标字识slJ. 正确率在三种启动时

间都显著高于无关目标字
。

形似音异与控制目标字比较在三种启动时间的 t 检验分别为
t (1 9 ) 二 2

.

2 6
,
p < 0

.

0 3 6 , t (1 9 ) = 7
.

1 3
,
p < 0

.

0 0 1 ; t (1 9 ) = 5
.

0 5
,
p ( 0

.

0 0 1 ; 形似音同分 别为 t

(1 9 ) = 3
.

9 1
,
P< 0

.

0 0 1 ; t (1 9 ) = 7
.

2 6 ,
P< 0

.

0 0 1 ; t(1 9 ) = 6
.

3 3 ,
P< 0

.

0 0 1
。

形异音同字在三种

启动时间条件下都与无关 目标字无显著差异
。

同义词在 35 和 45 毫秒启动条件下有显著

促进效应
。

一

由上述统计分析可 以看出
,

我们所关心的汉字词识别中的语音效应
,

在高频条件下与

无关目标字的结果相比形似音同字在 25 毫秒启动时间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

此结果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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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预期一致
,

表明汉语形声字显示出类似于英文的音素激活效应
。

而形异音同字在 25

毫秒和 35 毫秒则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效应
,

此效应同样显示出在字识别中语音的作用
。

在

低频条件下
,

形似音同字与无关 目标字相 比有显著差异
,

但这种差异可能主要不是音同效

应的表现
,

因为它与形似音异字目标的识别结果无显著差别 (经成对 t 检验
,

在三个启动

时间 p 值都大于 0. 05 )
。

从形异音同结果看
,

它虽与无关目标无明显差异
,

但却是各类字

中成绩最低的
,

因此语音可能起了沐显著的抑制作用
。

「 一
,

’
一

讨 论

本研究用启动掩蔽法对语音在汉字词识别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

结果表明在高频条

件下
,

形似音同和形异音同 目标字的识别正确率都显示出了语音在字识别中的重要作用
,

而在低频条件下未显示出语音的明显作用
。

由此引起如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解

释
。

首先本实验中字识别的语音作用是否产生在前词汇阶段 ; 第二形异音同目标的抑 制

效应是如何产生的
;
第三低频形似音异和形似音同目标字为什么看上去与高频的同类 目

标识别正确率有某些差异 ; 第四语音对低频目标字是否起作用
。

下面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

以英文词为材料进行启动掩蔽实验
,

得到相同音素启动对 目标词的促进效应
,

并且由

此认为这是
“

早期的前词汇
”

语音效应
。

上述汉字词的语音效应是否也是前词汇的呢 ? 根

据词汇通达的理论框架
,

语义通达与否是确定语音作用属前还是后词汇的一个重要标志
。

在本实验中
,

高频条件下语义的显著效应仅在 45 毫秒时表现出来
。

这就是说形似音同启

动 目标字的显著促进作用在语义的通达之前已经出现
。

在这个意义上说
,

形似音同字的

激活可看作是前词汇的
,

此结果与把中文字词
,

的语义识别看作是先于字音识别这样一个

广泛流传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

同时也不支持下述看法
,

即认为识别中文字词时
,

字义与字
‘

音是同时激活的
。

一

: 形异音同高频目标在 25
、

和 35 毫秒启动时间也得到显著的语音效应
,

但它表现为 目

标正确识别率显著下降
。

这个现象似乎可以用语音干扰来解释
。

由于两个形状不同的字

用同一个名称来表示
,

当启动词激活这个名称时
,

目标词亦激活这同一名称
,

二者出现竞

争
,

结果造成对目标字保持和提取的干扰
。

此干扰效应也可看作是前词汇的
,

因为它同样

是出现在语义效应显现之前
。

此现象正好说 明识别字的语音作用不限于形 似 音 同
,

对于

形异音同字前词 汇的语音激活也自动地起作用
。

此结果不同于 Per fe tt i 等人的有关结

果[0]
,

他们未发现形异音同汉字的抑制效应
,

这可能是由于方法的差异造成的
。

首先他们

是用四个启动字对应于一个目标字
,

这就难以避免对 目标字学习效应的影响
。

其次他所选

的字
,

高
、

低频混在一起呈现
,

这就可能影响对某些现象的揭露
。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频率的

字分别使用和混合使用其结果是不同的 [ ‘’〕
。

本研究结果也不同于 Se id e
nb

e rg (1 9 8 5) 的

结果
,

后者未发现高频形声字的促进效应或 抑制效应
。

这可能是因为他用的是 呼名法而

且采用无掩蔽的慢速呈现 (词呈现持续达 3 秒钟)这可能是造成实验结果不同的原因
。

在

低频条件下
,

形似音异和形似音同二组目标字的识别率未显出明显差异
,

而他们都表现出

显著的形似效应
。

为什么形似音同字不象高频同类字那样在短的启动时间产生明显的语

音促进效应了
‘

对于此何题似乎可以用
,

字识别时信息激活的时间进程来解释
。

一般认为低

频字比高频字加工要慢 、而低频字由字形到语音的转换则要求更多时间 [l4 ’。 根据相互作



4期 张武田等
:

汉字识别中的语音效应

用激活理论
,

启动字激活头脑中相似的字或部件
。

而与启动字字形相似的目标或部件
,

在

启动字转换为语音的过程完成之前已受到激活
,

因而语音的作用不明显却表现出明显 的

形促进效应
。

与此相反在高频条件下形似音异组
,

由于启动字字形的激活能较快转换为语

音
,

语音的出现限制了启动字向相似字形的扩展激活
。

因而目标字即使与启动字形状相似

也得不到促进效应
,

其识别率只能达到控制组水平
。

由此可见实验中未表现出明显语音效

应的字识别结果
,

并不等于语音未起作用
。

同样道理在低频 中亦可看到语音在不同程度

上起作用
。

例如形异音同 目标字在三种启动条件下和五类 目标字中都是正确率最低的
。

其原因很可能如同高频形异音同目标字一样是同一字音代表两个不同的字形所产生的相

互竞争造成的
。

低频形似音同字在 25 毫秒识别正确率是五类字目标在三种启动条件下

成绩最好的
,

这表明除了同字形的促进之外
,

字音相同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尽管未达

到显著水平
。

由上述实验结果和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在本实验条件下
,

汉字识别有自动的语音激活

作用
,

但这种作用可表现为程度的不同
,

它取决于识别字的熟练程度
、

任务要求和语境的

作用条件等
。 几

_

结
‘

论
’

1
.

在启动掩蔽条件下
,

高频形似音同 目标字在 25 毫秒启动时间有显著的语音促进效

应
。 ,

2
.

高频形异音同字在 25 毫秒和 35 毫秒启动时间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

_

: 。
_

。3
.

上述促进和抑制效应在同义字出现明显促进效应之前
,

因而是前词汇语音激活效

应
。

4
.

低频形似音异和形似音同目标字主要表现出显著的形似效应
。

5
‘

低频形异音同表现的不显著抑制效应和形似音同在 25 毫秒所表现的较高识别率

都反应了语音在汉字识别中具有程度不同的自动激活作用
。

一

。
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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