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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 了不同场合下人脑理解模糊概念 (量词
、

修饰词 )的动态特点
,

并

卫考察 了不同赋值 区间 (论域 )
、

比较级的基数
、

上下关联 (C o n te xt )等变量 对

理解给定的摸糊概念的影响
,

特别考察 了上述问题上的年龄差异
。

前 合‘翻

!

L

人们普遍承认
,

凭着
”

矮胖个
、

勾鼻子
、

大鬃子
”

的摸糊信息
,

比告诉精确的身
.

高体 重
、

勾鼻的孤度以及锡子的根数更容易从人群中识别出所说的对象
。

这有力地提 示人 们
,

语

词充满含混性 (模糊性 )
,

但不失信息
。

人脑就是这样把它们巧妙而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

从

而有效而经济地进行着各种活动
。

应当说
,

研究人脑如何把握语义电模糊信息的特点
,

可

以 认为是探索人类智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

随着知识工程中自然语义的模糊表达的兴起
,

促进了对语义模糊性的研究
。

这 类 研

究表现为两个方面
:
一是旨在如何用模糊数学 表达 [“、一是通过赋值的统计

,

以确 立它

的经验基础‘卜“ , 。 本工作沿着后一方向
,

进一步探讨人脑理解辞义中模糊信息的动 态 与

发展特点
。

所说的动态与发展特点
,

指的是由辞义引出的模糊性的变化
。

而模糊性的量化 基 础

则是模糊集的隶属函数
。

本工作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对若干量词或修饰词的赋值作模糊

统计
,

以获得它们的隶属函数
,

然后
,

以此作为基础
,

进而推论作出结论
。

方 法 与 程 序

受试者
:

男女大学生 102 名
。

幼 )L6O名
,

年龄在五岁半至六岁半
,

是两个幼儿园 大 班

的儿童
。

试验材料
,
事先印好的试验表格

。

该表格包括三部分
:
修饰词赋值

,

如
:
较差〔 〕

、

差〔 工较好〔 〕
、

好〔 〕等 , 在不同条件下
,

对量词
“

几个
” 、 “

很多
”

赋值
,

如表 1 所
-

. 本工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裸尼

i )
.

本文 于1 9 8 9年 5 月 4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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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在系列变化的论域中
,

要求对最词
“

几个
”

赋值
。

该论域的系列为〔0
,

10 〕
、

仁。
, 2们 、

〔0 ,
3 0〕

、

〔0 , 4 0〕
、

〔0 , 5 0〕
、

[ 0
,

1 0 0 〕
。

表 1 量 词 赋 值 设 计

书一
一畏二件

泣

兰
⋯二二率弃二 J

赋值方法
:
要求被试依照指定词的辞义

,

选取一个适当的数字范围或一个 数
。

赋 值

规则为
:

辞义所含的属性越多
,

选取的数字应越大 ;辞义越含混
,

选取的数字范围 相应地

应更宽
。

如果自认定毫无含混
,

则可用一个数表示
。

对幼儿来说
,

赋值区间的确定与成人被试所作不同
,

即不作直接抽象地估量
,

而 是 从

一定数量的事物中
,

依照指定词捡出合适数量的事物来
。

对每一个词都务必作两 次捡 出

的操作
。

这两次操作的时距为两小时以上
。

实验时
,

物品被平摊在桌面上的特 定部 位
。

两次捡出操作所得数
,

被视为区间的两端 (方法学上的根据
,

见本文讨论部分)
。

由此构成

的区间可同成人被试估量的区间比较
。

试验程序
:

按照所述的方法
,

将10 2名成人被试
,

分期分批进行集体试验
。

幼儿 的 相

应试验在幼儿园里进行
。

进行试验的方式是在老师的指导语下单个独立完成
。

数据处理
:

把每个被试对特定词所作的赋值区间进行统计
。

步骤是
,

首先
,

找出数轴

上每个实数 (元素)的频数
,

然后
,

除以总数求得隶属频率
。

根据随机集落影理 论
〔日1 ,

这 种

隶属频率可视为模糊集的隶属度
。

一个元素的隶属度用以表征它对模糊概念 的 符 合 程

度
。

相应地
,

隶属频率分布被当作隶属函数的描述
。

城

加抽...,

,
、J

结 果 与 分 折

表 2 与表 3 分别列出了各种条件下对应于量词
“

几个
”

与
“

很多
”

的隶属频率分布及其

加权平均值至
. 。

在表 2 与表 3 所列数据基础上作如下分析
:

1
.

在不同赋值区间中
,

量词的隶属频率分布 表 2 与表 3 列出了〔0 , 1叼与〔0
,

2们的隶属频率分布
。

将它们两两对照 (即表 2 中序号 1 与 3 , 2 与 4 , 5 与 7
,
6 与 8 ,

么

及表 3 中的序号 1 与 3 , 5 与 7 各列数据) 可以清楚看出
,

不同赋值区间中的量词
“
几

个
” 、“

很多
”

的隶属频率分布是不同的
。

其特征表示在双对数座标纸上为一条直线
,

即幂

函数
,

如图 1 所示
。

·

卜万以。 在这里
, r . 代“给定。” ‘论域) 上 的实如 fl代表隶属, 率

。

具体的“计及“数据处理
,

参

见马 谋超
.

词义鼠 位的校糊统计 分析
,

心现学报 19 3 9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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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量词
“

几个
”

的辞义赋值统计结果

无无无 N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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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士士比比比 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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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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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序号 , 〔 〕表示赋值区间 , f成与了儿分别表示成人与儿童 的隶属频载 交表示加权平均么

表 3 垒词
“

很多
”

词义的赋值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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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注
: “ ? ”表示 作加权 平均值没有意义

。

2
.

不同比较基数中的量词隶属函数 表 2 与表 3 中分别列 出 了量词
“

几个
”

与
“

很

多
”

在比较基数 2 与 5 两 组 相应的隶属函数 (见表 2 与表 3 中序号 7 与 9 )
。

将它们的

加权平均值矛加以比较
,

可以明显看 出有 8 个单位的 相 差
。

可是
,

把比较基数 6 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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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点位移 3 个单位数与比较基数 2 的基点重合时
,

它们之间则显出良好的一致性
,

如图 2

与图 3 所示
。

这一事实可以作如下解释
:

两者相差的距离正好是被比较基数的差 数 本 身
。

实 际

上
,

这是实验条件给定的
。

而曲线的形状才是真正表征人脑对量词辞义的主观 反 映
。

由

_ _ _ ‘ 幼儿的

—
. 成人的

赋值区间

份燕峨拼

赋值区间
捆
今

图 : 位移后的
.

比 6 多几个
,

与
.
比 2 多几个

,

隶腾函数 的比软

J

瓜0.0.0-

粉感眺麟

赋值区 l’d

图 8 位移后的
‘

比 6 多很多
,

与
“
比 2 多很多

.

衰困 函数的 比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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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理 由认为
,

判别比较基数是 否 成

为制约人脑理解模糊概念的 变 量
,

其

判据应当是曲线的形状
,

而不是 它们

之间在数轴上的差数
。

图 2 与图 3 表
·

征出的一致性说明比较基数不是真正

心理语言反应的真正变量
。

另一点值得提及 的 是
,

以 2 与 5

作比较基数的论域
,

虽然在形式 上不

同
,

前者是[ 0 , 2 0〕
,

后者是〔o ,
2 3〕

,

但是
,

实际上
,

区间的差数均等于18
。

3
.

不同年龄被试的相应隶属函数

特征 在无比较基数条件下
,

由图1

表征的直线截距
,

幼儿的明显高 于 成

人
。

在表 2 中同样条件下的 矛值
,

也

表征出上述的特征
。

.

一
a
一

.

班一一 盆- 一 甘

成人

幼儿

哥肠峨棍

,’\;\
解值 区I’dJ [o

,

一。]

图 4 〔O
,

1 0〕论域上
, “

比 2 多几个
”

的隶属函效

在不同的比较基数条件下
,

相应的函数如图 4
、

图 5 和图 6 所示
。

.

—
, -

. 成人

挑一 ~ X

一
民 幼儿

�川月川川川门川月月
。

婚攀远暇

卜
、
尹

赋值区间[0
,

20]

图 6 〔O
,

2 01论域上
, “

比 5 多几个
,

的隶数函数

匕

图 4
、

图 5 和图 6 一致显示出幼儿的曲线高于成人的相应曲线
。

这个趋向还可 从 表

8 中〔0 , 1 0〕论域上
, “

比 2 多很多
”

的厉得到印证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0 ,

20 〕的论域和〔0 ,

23 〕的论域上
,

无论无比较基数条件
,

还 是 比

较基数为 2 或 6 的条件下
,

对于量词
“

很多
” ,

幼儿的曲线均没有象在〔0 , 1 0] 论域上 显 示

的那样有规律
,

并且它们的隶属度均没有能超出0
.

5的
。

如此低的函数值和无规 律 的 曲

线
,

有可能推断
,

在这些论域上
,

量词
“

很多
”

在幼儿的心理语言词汇表中尚未真正形成
。

4
.

关联 (C 。nt ex t) 因素对模糊集隶属函数的作用 所谓关联因素
,

在这里
,

指的 是

一个维度上
,

原词并存在着另一个量词修饰词
,

比如
,

在
“

累
”

的维度上
,

与原词
“

累
”

一起的

还有
“

很累
” ,

而在
“

好
”

的维度上
,

却仅有原词
“

好
” ,

而缺
“

很好
” 。

表 4 列 出两个维 度上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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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
,

2 3〕论域上
, 口

比 6 多九个
”

隶数函数

表 4 修饰词词义的赋值公

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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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阵一华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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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

—-

一一上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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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

二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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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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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卜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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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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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 :

.

!
一

_ :

“
·

22
:

}
_ .

8. 料

在表 4 中
, “

好
”

与
“

累
”

同是无量词修饰的原词
,

但是
,

它们的云却相差甚远
,

或者说
,

“

好
”

的刃更接近于
“

很累
”

的
。

图 7 示 出了
“

好
”

与
“

累
” 、“

很累
”

的隶属函数曲线
。

汉

—
X

—
X “

累
”

△
一

心一一必
“

很累
.

月‘

,

从
/

。

—
0

一
. “

好

/
乳

/

哥逛蜷拐

了 分 认
洲产 ~

_
。 声 , / , 、迭

:

丫— 户 ⋯ 卜 一

~
.

活二

4 6 8 10

reeeel卜俄.seL...‘..L
.JI1.00.80.60.20.4

赎伎区间协
, 10 1

修饰词
“

好
. 、 “

累
,

与
“

很累
,

的隶属函势

该曲线簇清楚表明
, “

好
” 的隶属函数曲线的形状

,

若说与
“累” 的类同

,

不如说
,

它同
“
很累

” 的更为相似或接近
。

习

讨 论

在本工作中
,

关于检测幼儿辞义模糊性的方法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

其要点是
,

给以一

个特定词的词义
,

幼儿必须分开进行两次操作
。

两次操作所得到的数据被分别作 为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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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量的两个端点
,

而摈弃将它们视为两次独立的随机试验结果
。

这种做法在方 法论 上的

根据是
,

词义本身不是分明的
。

因此
,

在评价量表上不该是一个点
,

应是一个区 间
。

实 际

上
,

幼儿从一堆扣子中
,

依照给定的量词
,

比如
“

几个
” ,

进行捡取的操作时
,

无论 如 何一次

只能是某个数量
。

但是
,

这决不意味着此时此刻
,

论域中的其它数量就不能成为
“

几个
”

(集合)中的一部分元素
。

从逻辑上说
,

在
“

几个
”

的命题下
,

既然一次操 作捡取 了 5 个
, 另

一次捡取了 2 个
,

那么
,

虽然没有捡出 3 个与 4 个
,

但是可以推断
,

它们也必然包含在其

中
。

因此
,

把 2 与 5 作为他对
“

几个
”

估量区间的两个端点是合理的
。

然而
,

两次捡取操作所得到的两个数据视为估督区间的两个端点
,

并不意味着真正的

端点不可能在这两点之外
。

从理论上说
,

确实
,

操作多次更能逼近于真实的界 线
。

不 过
,

这已不是问题的本质了
。

现在
,

让我们再讨论一下本文中图 l 所表征的下面一点
,

即在各个论域上
,

成 人 的 了

(对应于量词
“

几个
”
)

.

,

尽管随论域的扩大而增高
,

但是始终未能超出1。
。

对此
,

有两 个 解

释
:

工
.

在成人看来
,

量词
“

几个
”

与
“

十几个
”

是有严格界线的
。

其临界点正是 1 0 ; 2
.

在心理

语言的范畴里
,

它们之间的界线并非如此严格
,

正如图 1 中幼儿的万所表征的那样 (见〔O
,

一

1 0 0 〕上的 幻
。

由此
,

设想将论域进一步扩大
,

比方〔o , 1 50 〕
,

在此场合下
,

成人 的又 (
“

几

个
”
)也可能突破 10 的界限

。

究竟如何尚待证实
。

结 论

1
.

本工作经验地表征了人脑对量词
“

几个
” 、“

很多
”

以及
“

差
” 、 “

较 差
” 、 “

较 好
” 、“

好
” ,

‘不累
” 、 “

稍累
” 、 “

累
” 、“

很累
”

等辞义的理解具有典型的模糊性质
。

这些模糊性质受论域、

关联因素的影响表现 出动态的特性
。

与此联系
,

有如下 2
、

3 两点
。

2
.

给定量词
“

几个
” 、 “

很多
”

的范例研究指明妥论域的变化导致了相应的隶属函数的改

变
。

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在给定的范围内遵循幂定律
。

3
.

在心理语言的范畴内
,

词义的赋值存在关联(C
。nt ex t) 效应

。

4
.

年龄差异明显地表现在给定的量词
‘
几个

” 、 “

很多
”

的隶属函数上
。

成人被试在 给

定的所有条件下
,

对于
“

几个
” 、 “

很多
”

词义的隶属函数均显示出规律性
,
而幼儿 被试 只能

澎几个
”

的词义作出有效的赋值
; 至于对量词

“

很多
” ,

除了在小论域〔“
, ‘。〕外

,

均无有效

数据
。

由此表征模糊性的年龄差异
。

5
.

在本工作中
,

比较级的基数没有显示 出对给定量词
“

几个
” 、 “

很多
”

弓I出的模糊集函

教形状以实质性的影响
。

叹矛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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