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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形码和音码的整体性

对部件识别的影响
’ ‘’

玲冯杯喻柏林 曹河析
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

,

李 文 玲
北京师范大学心 理系

摘 要

本实验从分析汉字整体知觉的具体表现形式 入手
,

通过三个实验 探讨 字的

整体知 觉对部件知觉的影响
。

实验一 以分解方 式为变量
,

考查字形 整体知 觉对

部件识别 的影响
,

发现识别 不同结构的 字的部件之活动 受知觉分解路 线 (如顺

读或逆读 )的影响
。

作者认为这种分解方式效应很可能跟部位有关
。

实验 二证

实 了这一分析
,

并进而认为部位效应又跟部位与字形 整体知觉 的 紧 密 程 度 有
-

关
。

实验三以语音码为变量
,

发现成字部件的字音与整体字语 音一 致 者 (形 声

字)
,

其分解知 觉成绩比不一 致者 (习卜形声字)有明显 的优势
。

这意味着
,

整 体字

音知觉的单一性对部件知觉的作用
。

最后
,

本研究还考查 了部件识别 法 的 有走

性
,

并认 为在研究知觉的 整体与部分关 系问题时
,

该 法不失为 一种 新 的 实 脸 范
.

型
。

前 言

每个汉字有一特定完整的字形
。

一般说来
,

一字还有一个字音和 某 种 字 义
。

音
、

形
、

义三者结合为一个整体
。

喻柏林
、

冯玲等人 (1 99 0) 〔’]指 出
,

在正常阅读条件下
,

整体汉

字是一个知觉单位
。

但是
,

每个汉字还为人的信息加工系统提供相对独立的视觉的
、

语音

的
、

和语义的信息
。

正如〔C ar r (19 8 6) 〕〔
2 ’指出的那样

,

人的信息加工系统
,

包含许多相又独 :

立的编码机制
,

以相对分开地处理这些信息
。

这一总结性的结论也得到了喻柏林 (19 86 〔3 ]
、

1 9 86 〔喀〕
、

和 19 86 〔5

]) 关于汉语语词记亿研究结果的支持
。

现在
,

在认知汉字的知觉水平上
,

这三种码是否能得到相对独立的加工? 作者前文 (实验三 )t
’1通过部件识别的实验初步查

明
,

整体字的形码和音码在知觉分解部件中各自有 自己明显的作用
。

这一方面表明
,

形码
·

和 音码的相对独立性 ; 另一方面反映了汉字知觉中整体对部分的影响
。

这一观点无疑是正
确的

,

但还需细致分析汉字整体知觉的表现形式
,

以及它们对部件知觉的影响
。

完成这一

任务则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

如果说
,

上述汉字字形的完整性
、

语音的单一性和语义的特

定性
,

相对于部件知觉而言
,

汉字的这
“
三性

”
都具有相对独立的整休知觉性质

,

也 就 是

本研究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
) 本 文于 1 98 9年 8 月 1 2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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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它们都可分别表征整体汉字
,

或者说
,

它们各 自是汉字整体知觉的具体表 现 形 式
,

刃价

么
,

本研究继续探讨汉字知觉 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

则可具体化为汉字
“
三性

”
对部件知

觉的影响问题
。

为此
,

本研究用头两个实验着重探讨视觉形码的作用
,

第三个实验则探讨

音码的作用
。

至于义码作用限于篇幅
,

容另文再议
。 ‘

此外
,

关于试知觉中整体和部分关系问题
,

因它涉及语词信息加工中的许 多理 论课

题 (如加工方式和过程等)
,

从而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
,

但国外大多数人
,

如 M ar m 盯一

e k (1 9 5 6 ) t“, ,

J。 h n s o n (2 9 8 6 ) t’1在解决这个I’ed 题上采用的是 a 同一异”
判断的实验范型

。

该范型要求被试判断向他呈现的两个语词项目是否相同
,

或者它们之中是否有某个 共 同
-

的项目
。

然后根据被试的反应推断其加工的方式或过程
。

所以这种范型包含了识别和在
其基础上作 出比较等复杂的过程

。

当然
,

它不失为一种有用的研究手段
。

但如果 能 在同

一个词身上研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

这样对于解决该课题似乎更为直接明了
。

而此 处 的
“整体” 与 “部分 ” ,

在语言单位上又须能够相匹配
。

哪种语言文字能担 负 此重担呢?

最好的
,

他许是唯一的候选者
,

就是具有高度构字智慧的汉字
,

特别是其中的合 体字
。

因

为它们的最大结构单位

—
成字部件

,

和它们的整体字一样
,

也是一个独立存 在 的 汉 字
’

(独休字 )
。

这样在一个i司身上就实现了整体与部分在语言单位上的相匹配
。

同时
,

也 恰

恰是汉字的枚字智慧极大地启迪了作者这个另辟蹊径的构想
。

这个构想在作者前文部件
·

识别实验中已获得初步实现
。

本文的另一 目的就在于继续考查
“部件识别

”

实验范型的可

行性
。

因而在实验一中仍安排双部件识别法
;
实验二和三则改换为单部件识别法

。

实 验 方 法

本研究的三个实验在仪器设备
、

实验材料来源 (((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8

1) 以及 实验 程

序的安排上都是共同的
。

而且是由同一批十三名大学生来完成
。

至于各个实验的细节详
-

见后文
。

仪器 包括一台IB M 一PC xt 么86 微机和C ol or 40 0高分辨彩色显示器
,

以及 声 音开

关
、

控制键
、

打印机等外部设备
。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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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试每次命名

的声音反应由计算机 自动收集和记录
;
错误反应则 由主试操纵控制键输人创算机

。

实验在半暗室内进行
。

被试双眼距显示器2既 m
,

观察宽 o
.

6c m
,

高 o
.

7c m 的 刺 激 字

(即字的视角为 1
.

54
0

x l
.

32
。

)
。

正式实验前
,

被试经过充分的暗适应和练习
。

三 个实验

连同按制组独体字实验按拉丁方排列其 进行顺序
。

每两个实验间有几分钟休息
。

全部实

验历时约 15 分钟
。

实 脸 一

作者前文已查明
,

在连续分解识别两个部件中
,

上下结构字比左右字所需反应时慢许

多 (约慢 1 82 毫秒)
。

那时作者认为
,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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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看来
,

这一解释是否合理
,

是否有普遍性还 待 商 榷
。

因 为
,

第
·

一这一现象是在非速示条件下获得的
,

因而不存在清晰辨认对字的结构紧密性 的依赖问
.

题
。

字形对于速示下的视觉辨认
,

正如彰瑞祥
、

喻柏林 (1 9 8 3) 侧指出
,

是有影响的
。

第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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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还是在顺读式分解整体字下获得的
。

所谓顺读式是指
,

被试分解活动的 路 线跟

书写笔顺和阅读方向一致
:

从左至右 ;从 上至下
。

如果令被试的认知操作逆顺读式而行
,

面对这两种结构的字
,

其分解知觉成绩仍然会是左右字优于上下字吗 ? 此外 面对 同一结

构的字
,

顺
一逆的不同操作其认知成绩会怎样 ? 如有不同

,

原因何在 ? 与字形知 觉的 整体

性有何关系? 这就是本实验试图通过分解方式效应所要探究的问题
。

为了验证作者前文

的发现
,

也为了与逆读式作比较
。

本实验再次进行顺读式实验
。

其次
,

在实验技术上
,

本实验还较前文多采用了一项指标一一发音持续时
,

即 音长
。

其 目的在于进一步考查结构方式效应是否延续至发音操作时相
。

实验方法

材料
:

共有四张汉字字表
,

其中左右字与上下字各两张
。

每张字表含15 个 由 两个成
一

字部件组成的合体字
,

其笔画为 5 一 12 画
。

同一种笔画的字在四张字表间其字 数大 致接

近
。

设计
:

四种实验条件的被试内设计
,

即同一被试接受四张字表的实验
。

对 于 其中同

一结构方式字的两张字表
,

一张做顺读式
,

另一张做逆读式的分解操作
。

顺一逆 操 作次序

在被试间保持平衡
。

程序
:

四种实验条件的程序相一致
,

即每一汉字呈现 前有同时出现的声音信 号 和一

特定形状的视符
。

视符兼有注视点作用
。

在它们共同作用2 00 m s后
,

刺激字出现 在 视 符

位置上
,

持续 2 2 o o ms
。

在此时限内对两个部件的命名反应
,

其反应时
、

总音长和错 误率三

指标都能为计算机收集记录
。

本实验没有发生超时限的反应
。

刺激字消失后空屏 1 秒
,

随后又开始下一个字的试验
。

每种条件的实验进行前
,

显示器上有说明分解模式的字样
,

二

如
“下一上读

”
或

“左一右读
” ,

以确保被试在反应类型上不发生错误
。

例如当刺 激字 为

“音
”
或

“
研

” ,

反应分别为
“ 日一立

” 或 “
石

一开 ” 。

实验结果

分解方式对识别活动的影响
,

可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

一
、

分解方式对结构方式效应的影响
:

两种分解方式下的结构方式效应互表 卜1
。

1
.

顺读下
:

( 1 )在部件识别的反应时上
,

上下字比左右字慢 1 48 m , ,

显示左右字又

土下字有分解知觉的优势
。

这一强烈的结构方式效应完全重现了作者前文的结果
。

( 2 )
一

在错误率结果模式上亦是左右字优于上下字
。

( 3) 在总音长上
,

上下字较左右 字占 有较

表卜 1 两种分解方式下 的结构方式效应

民直三
.

一罗翼址}止里兰
一

}军琴 }竺竺
.

{
一

翌生
.

}二竺
-

}全巴兰衅全兰卜竺二}望1 卜宜二兰
蛾误 举 {羚 ) } 艺0

。

5 } 1 0
。

3 1 1 0
.

2 } 2
。

4 9 7 1 (
.

0 5 少 1 0
。

8 ! 16
。

4 ! 一 5
‘

6 1 1
。

7 6 9 1 乏
。

0 5

一
.

一山一
~

一
_ 蕊_ _ _

_
_ _

⋯
月 1 1 1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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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少的发音时间
。

这似乎表明
,

部件识别的加工活动有可能延续至发音时相
,

至少反应时快

的左右字是如此
。

但是即使如此
,

总音长的量值
,

不论是左右字还是上下字
,

对比 其 反应

时都要小许多
,

所以仍然是左右字总的费时少
,

占有知觉分解的极明显优势
。

2
.

逆读下
:

( 1 )其反应时却是上下字比左右字稍快
,

占有分解优势
, 但它 又 不如

顺读下左右字的优势大
。

( 2 )其错误率两类结构的字的差异不显著
。

( 3 )在总音长方面

两者差异也不显著
。

但它们在反应时上的差异却是显著的
,

而且它们各 自的总音 长 都较

其反应时小得多
。

这些结果似乎意味着
,

对部件的知觉分解可能没有延续到发音期
,

而是

在反应潜伏期内完成的
。

总之
,

逆读下
,

上下字比左右字略 占优势
,

至少能与左右 字 相媲

美
。

可见
,

分解方式决定着结构方式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
,

而不可用一种结构方式效应替

代其它可能存在的形式乙

二
、

分解方式对同类结构字的部件识别的影响
:

整理表 1 一 1 数据
,

可得 出表 1 一 2所

示分解方式效应
。

从中可见
,

对于上下字
:

‘

顺读比逆读反应时慢 1 34 m s ;
错误 率 也 高一

点
。

这表明
,

顺读难于逆读
,

即逆读有明显优势
。

而对于左右字
:

顺读比逆读反应时快一

些 ;
错误率也少一点

。

这表明
,

顺读易于逆读
,

即顺读有微弱优势
。

最后
,

两类字在总音长

的比较上有两个共同点
:

其一是顺
一逆读差值均不显著

,

即顺一逆读难易相当
。

这表明
,

分

解识别同一结构字的加工似乎没延续至发音期
;
其二是这种差值远不如反应时上的差值

大
。

这一结果与上述结构方式效应 中表述的音长与反应时的量值关系是一致的
。

由此看

来
,

在揭示分解方式效应上
,

反应时较之总音长是更为敏感和主要的指标
。

而且似乎可以

认为
,

部件知觉是或至少主要是在反应的潜伏期 内完成的
;
而发音期主要为言语运 动器

官所 占有
。

但是
,

仍然不能完全排除发音期内存在继续加工第二个部件的可能性
。

表卜 2 两类结构字的分解方式效应

反应 指标

顺 读 与 逆 读 的 比 较

上 下 字 } 左 右 字

薰i三l呈牵莺泣{耸口⋯耸兰竺竺二翌- }一二竺一{一二竺兰一}一二竺一}一一兰生一}一上竺一 !一全生
甚

_

错误率 (多) <
。

0 5 >
。

0 5

总之
,

本实验通过分解方式效应查明
,

字的结构方式对部件知觉的影响取决于分解方

式
,

具体表现为
:

顺读式的操作使左右字占有加工优势
,
而逆读卞则反转为上 下 字占优

势
。

看来
,

作者前文的
“
结构紧密性

”
之说对于解释逆读下的结果已无能为力

。

至 于 用

它来解释对同类结构字的分解知觉成绩更是行不通
,
那么

,

分解方式效应的成因 之 一是

否与认知操作有关呢 ?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部件知觉的实际操作
。

首先
,

它要有对 整 体字

形的 “
整体编码

” ,

随后才有从知觉上对整体字形进行分解的切分
,

即寻找切分界限 (上

下分或左右分)
。

在初次切分阶段
,

字形的结构方式的作用即使存在
,

在量值上也是微乎其

微的
,

否则
,

不应 出现随分解方式而变化的结构方式效应
,
也不应出现同类结构字随分解

方式不同而有大相径庭的认知成绩
。

因而
.

结构方式似乎不是影响部件知觉的独立而又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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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变量
。

也许它是与字形的部位因素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
。

因为分解方式直接碰到

的问题
,

实际上就是字形的部位
。

不过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认知任务是要识别两个部件
,

其

操作较复杂
。

如果任务简化为仅识别整体中位于特定部位上的一个部件
,

这样部位画素

可能显得更为突出单一
。

到那时较易于考查部位和字形整体的关系是否为影响部件知觉

的一个因素
, 同时也可为本实验的分解方式效应与部位有关的推断提供佐证

。

这就是实
验二须完成的任务

。

.

实 验 二

在探究部位是否为影响部件知觉的独立变量时
,

本实验不用实验一的双部件
,

而用单

部件识别法
,

即面对整体呈现的合体字
,

令被试只分解识别位于指定部位上 的 部件
。

单一

* 双部件识别法有加工繁简之分
,

但认知操作的本质都是从整体字中分解知觉 部 件
。

如果
“
单部件

” 下获得与 “
双部件

”
基本相同的结果模式

,

则表明部件识别法有一定 的 普遍
·

性
,

因而它不失为一种研究有关知觉中整体与部分关系课题的有效实验范型
。

此外
,

本实

验还试图进行识别独体字的控制实验
。

目的在于
,

其一是与
“单部件

” 识别做比较
,

在同
’

是识别一个
“
字

” ,

发一个音的条件下
,

考察两者有何差别
;
其二继续考查作者前文的知

.

觉任务效应
。

实验方法
:

实验材料为四张新的字表
,

其中左右字和上下字各占两张
。

每张 字表 含

15 个合体字
,

其笔画为 5 一12 画
。

它们都是非形吉字
。

实验规定每张字表以一个 部 位作

为识别 目标
,

其上的部件在同一张字表中只出现一次
。

目标部位
“上 ” 与 “下” 、 “左‘

与
“
右

”
在实验中出现的次序在被试间保持平衡

。

实验程序完全同实验一
。

只是每一刺
.

檄宇呈现的时限改为 1 5 0 0 m s 。

独体字共30 个
,

笔画在 2 一 5 画间
。

实验结果

一
、

表 2 一 1 就三项指标比较部位对部件识别的影响
:

1
.

对左右字
,

识别右部件比左部件需要稍长的反应时
,

但其差异不显著
。

在音长与

错误率上
,

左右部位之差亦不显著
。

这表明
,

在仅分解识别一个部件时
,

左右部位 之 差对

于其部件知觉没有多大影响
。

2
.

对上下字
,

就反应时而言识别下部件远比上部件省时
,

13 人中无一例外
。

这表明

下部件对上部件有极明显的知觉优势
。

在错误率与音长上两者差异不显著
。

这表明两者

之差存在于分解识别的反应时上
。

表2一 1 部 位 对 部 件 识 别 的 影 响

识 别 部 位

反应 J旨标

反应时 (m s)

音 长 (m s)

左

}
。

}一
‘

牟燮半一
~

}
上

}
下

卜- 黔戮一

—卜{遭竺
-

阵上一卜竺- ⋯{
-

一}—}j壑愁卜止
一二

{止二
~

竺兰生匡望生卜
一兰生卜立匕{里迥里

一

{兰兰二 }竺止阵竺二}二里生}粤理
二竺二

一

{二兰兰}二竺
.

{竺生{立兰]二竺土 }
,

竺翌引二兰当二二
一

}二星竺
错误率 (多 ) < 1 1不显著 1 2

。

3 1 7
.

7 1 一 4
.

6 { 1
‘

0 4 3 1>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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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州~ ~一
.

一一
一一 - - - - - 一

总之
,

两种结构字在分解识别一个部件时
,

所表明的各自的部位效应与分解识别两个

部件下
,

各 自的分解方式效应是一致的
。

从而一方面表明部件识别法的一定普遍 性和有

效性
, 另一方面论证了上述关于分解方式效应与部位有关的推断

。

而部位的作用看来不

是孤立的
。

它与结构方式有关
,

是指一定结构下的部位 , 其次
,

部位作用的机理很可能受部

位与字的整体知觉的关系制约
,

特别是受部位与字形整体知觉的关系的制约
。

可以想象
,

部位与字形整休知觉关系越紧密
,

分解知觉过程遇到的阻力则越大
,

如上 下 字 中 的
“
上

一

字
”
就比

“下字
” 、

顺读就比逆读难分解 , 反之亦然
。

而左右字
,

左与右两部位与其整体

的紧密关系相当
,

或是右比左稍显紧密
。

这样就有
“
右

” 比 “左 ” 、

逆读比顺读稍显分解

困难之势
。

这种关于部位作用的解释有待作者提出新的实验论证
。

二
、

关于知觉任务效应
:

本研究采用的三种知觉任务 (识别独体字
、

识别一个及两个部件)代表复杂程 度 递增

的三种加工水平
。

表 2 一 2 表示
,

随任务复杂性的递增
,

在主要指标反应时和错误率上
,

都

有非常明显的递增
。

这一知觉任务效应重现了作者前文的发现
。

在这里任务复杂性居中

的
“
单部件

” ,

其认知成绩也居中
。

这一方面表明
,

它与
“
双部件

”
有加工难易之分

,

同

时表明它也能承担于合体字 中分解部件的任务
;

一

另一方面在同是发一个音的 两 种 任 务

下
, “
单部件

” 比 “
独体字

”
竟慢 1 83 m s ,

如此大的时滞固然能表明从整体中分 解部件的

加工难度
,

但也不排除整体中的非 目标部件对加工目标部件的干扰抑制 作用
。

如何进一

步查明这种干扰抑制作用的机理是作者另一报告的任务
。

表2 一2 知 觉 任 务 效 应

{
’ 一 ’ 一 :

一

该 别 任
一

务
’

反应指标 }
一

—
-

一一一
独 体 字 单 部 件

如

双 部 件二

一卫望竺翌一一
目

⋯一
- - 里二一‘{—

里工- 一1二
神竺l兰

—舰卿卿 ! 竹
_

}_
一

扁一
8

.

‘
_

卜
_

1 ‘ .5
:

.

取自表 2 一 1 两类字于四 个部位 的平均值
。

二 取 自表 1 一 1 两类字于两种分解方式下的 四 个数据 的平均值
。

综合实验一与二
,

似乎可以说
,

部件知觉与其说是依赖于字形的结构 方式因素
,

倒 不

如说是依赖于字形的空间部位
,

更确切地说
,

是依赖于部位与字形 整 体 知 觉 的 紧密 程

度
。

实 验 三

本实验旨在考查整体字的单一字音对其部件识别的影响
。

本实验以形声字的合体字

为 对象
,

具体比较
: l

、

形声字的左与右部位在识别中的优势
; 2

、

形声字与非形声 字 在

部件识别 中的优势
。

本实验程序完全同实验二
。

实验材料为两张新的
“
左义旁

、

右声旁
”

的形声字字表
。

每张字表只承担一个部件的识别
。

它们各含20 个形声字和 5 个插入的非

形声字
。

实验结果只取形声字的反应
。

插人非形声字是为尽量排除被试对形声字右声旁

部位的定势反应
。

实验结果
:

为了比较的便利
,

表 3一1同时列出表2 一1中非形声字左右 部 件 的 识 别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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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首先看形声字结果
。

在三项指标上
,

表音的右部位对非表音的左部位都只 有极 微弱

的优势
,

其差异都分别不显著
。

这表明
,

形声字也遵循非形声字的识别规律
,

即 部位 效应

不明显
。

其次
,

表音钓优势作用
,

主要而明显地表现在两类字对应部位认知结 果 的 比 较

表3一 1 整体字表音特点与部件识别的关系

二舀于万重
一兰三竺竺上 -

卜一燮竺

—
}一

兰竺生一一卜一二生生一一卜一-
,

兰兰生- - 一

箱 误率 (外 ) }
“

·

G
l

“
·

l } “
·

“
}

上
。

如表3 一1所示
,

形声字的右声旁比非形声字不表音的右部位
,

其主要指标反应 时 快约

SOm s (t
, : = 3

.

8 9 0
,

P< 0
.

0 1 ) ; 在同是不表音的左部位上
,

形声 字
,

也 快 5 2 m s (不 过 t ; 2 =

2
.

1 1 7 ,

P> 0
.

0 5)
。

错误率上呈现类似的结果模式
。

这意味着
,

作为一个整体字的 形声字

的语音对部件 (右或左)知觉有易化作用
,

从而体现汉字整体语音知觉对部件知觉的影响
。

该结果也重现了作者前文关于识别两个部件下形声字对非形声字的分解知觉优势
。

最后
,

在音长上
,

无论是在形声与非形声字的各自两部位间的比较上
,

或者是在形声与非形声字

对应部位的比较上
,

其差异都不显著
。

可见
,

音长数值在同一种知觉下是相当恒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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