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 期

年 一月

心 理 学 报
,

全视野汉字词义联想的 特征 与

汉字认识的 甄别
‘’‘

魏景汉 匡培梓 张东松 潘鑫天
中国科 学院 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实验刺激模式为
“

预备信号纯音一屏幕呈现一个提示字一屏幕呈现一个操作 字
”

令被试

者用操作字联想出另一个字以组成词
,

并口述之 实验组依联想性质分为具体与抽象二项
,

另

进行一项对照实验 每项实验的操作字皆分为认识与不认识两类 脑 电记录点为
, , ,

一 中点
, ‘ 一 中点 主要观察到 词义联想引起 与正慢波 波幅增大

不认识字联想可导致 波幅极显著地增大和潜伏期极显著地 延 长 无 论汉字是否认

识
,

对照组 波幅较两个实验组皆高 从 中提取出了反 映汉 字认 识与否的纯心

理性 成分
。

对照组的 始潜时较两个实验组皆长 这些实验结果表明
,

除前人提

出的 具有信息加工完成之认知含义外
,

尚与汉字形音认知
、

联想 等多重信息加工

相关
,

很可能是复合波 汉字的形音义加工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

难以分割 在本实验条件

下可使用 或 成分作为甄别汉字是否认识的客观标志

关键词 汉字
,

认识
,

事件相关电位
,

正慢波
,

成分

引 言

事件相关电位
一 ,

简称 是一项客观指标
,

是现代研究

认知科学的有效途径之一
,

并可用于测谎 ‘ 。

关于 与人类语言信息加工的关系近年

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

但多限于英语语种
,

对于汉 语的 研究甚少
。

在汉语语义认

知中
,

字的认识与不认识
,

其脑机制有何区别
,

乃是心理生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

本实验

拟研究汉字词义认识与否的 变化规律
,

从而为汉字认知的脑机 制研究及 测谎

研究提供新的证据
。

此外
,

已有的研究表明
,

意义具体的词与意义抽象的词的脑机制是不

同的
,

本实验拟探索其差异是否可在 上得到反映
。

汉字象其他文字一样
,

也是形

体 形
、

语音 音 和语义 义 的统一体
,

但为了探索机理
,

常常需要对此三要素分别进行

研究
,

这就需要适当的实验模式
。

目前在语义 研究中常用的模式是 等的畸义

字模式
,

以该模式发现了 及其与语义的相关性
,

至今仍不失为重要 研究方法
。

但

该方法有其局 限性
,

主要在于它必须使用的畸义现象为 自然语言所罕见
,

有时会给正常语

义的 研究带来困难
。

杨仲乐等的汉字词义联想模式 〔 ’已在脑磁 研究中证明

是研究汉字词义的有效方法
,

本实验即采用之
。

” 本文修 改稿 于 年 月 日 收 到
。

, 国 家 自然科 学 基 金 资助 项 目
。

梁 红 与靳 海燕参加 了 技术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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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方 法

被试者为 名健康大学生
,

年龄 一 岁
,

皆右利手
,

男女各半
。

实验在半隔音的

实验室内进行
。

被试者坐在沙发椅内
,

头部以下领架固定
。

其面前桌上放着计算机的显

示器
,

供显示汉字之用
。

显示屏面与被试者距离
。

被试眼睛转动以 监视
,

以保

证数据均系全视野下所得
。

记录部位为 一 系统
, , ,

一
。 连线中点和

一
。
连线中点

,

共五点
。

记录部位为右眼外侧 与眉上 。
。

接地点为前

额发际下 处
,

参考点为双侧乳突
。

与 记录电极为 熔结式乏

极化电极
。

以 专用清洁剂清理记录点皮肤
,

以 导电膏与棉纱小垫将电

极牢固地固定在头皮记录点上
。

无头发的皮肤记录点用专用胶圈固定电极
。

电极间电阻

。
。

与 皆用
一

型高增益直流放大器放大
,

频率响应为

一
。

触发信号
、

刺激标志信号和实验刺激 皆由 兼容 型计算机产生与控制
。

实验时将
、 、

触发信号
、

刺激标志
、

分类标志等全部记 录在
一

型

磁带记录器中
。

实验后 以 兼容 型计算机和 卡离线 式 采 样
,

并以本实验室

之软件包进行自动校正或排除各种伪迹 包括
、

直流漂移
、

溢 出
、

体动等伪迹
、

数字

滤波
、

分类分导叠加
、

测量
、

绘图等一系列数据处理
。

采样
,

点间距
,

分析

时间
。

叠加次数 一 次
。

取刺激前 为基线
。

波幅为峰一 峰值
,

峰潜时为

波峰与刺激呈现之间隔
,

始潜时 对正波原称始降时
,

现统一之 为 波动开始 上升

或下降 与刺激呈现之 间隔
。

本实验采用 的刺激呈现模式为
“
纯音一提示字一操作字一被试述词一 ⋯ 下次纯音

” 。

纯音由计算机喇叭发出
,

为
,

持续
。

提示字与操作字皆呈现于计算机荧屏中

央
,

呈现时间为 。。。 ,

字体大小与被试者构成的视角为 度
。

纯音与提示字之 间隔为
“ ,

提示字消失至操作字出现之间隔为
,

每二次 刺激之间隔为

实验依联想性质分为具体与抽象两项
,

并设一项对照实验
,

每项实验中的操作字皆分

为认识与不认识两类
。

主试根据实验前对被试者的测试
,

对认识的操作字和不认识的操作

字做相应调 整
。

具体字联想实验 每次刺激中的提示字与操作字音同形似
,

例如
,

提示字为
“

丁
” ,

则

操作字为
“

钉
”

提示字为
“

防
” ,

则操作字为
“

房
” 。

认识的操作字皆为
“

具体字
” ,

即由它组成

的双字词只能是具体的东西 包括动物
。

令被试者听到短纯音时集中注意力并眼盯荧屏

中央
,

提示字出现后识记其读音与字形
,

操作字出现后根据其义联想出另一个字
,

且组成

双字词
,

并尽量在头脑中再现该词所代表的事物的形象
。

由于在操作字出现前被试者 已

根据提示字知道了操作字的音和部分形状
,

因此
,

当操作字出现时
,

被试减少了对操作字

形与音的认知而突出了对义的认知
。

对不认识的字
,

令被试者根据提示字提供的形
、

音信

息尽量猜测字义并进行联想
。

在操作字从荧屏上消失后
,

令被试者 口头报告他 她 组成的

词
。

遇不认识的操作字
,

则说
“

不认识
” 。

本项实验共进行 次刺激
,

即操 作 字 与提示

字共 对
。

其中操作字认识与不认识者 各 个
,

以伪随机顺序呈现
。

在数据处理时将

认识字与不认识字所引起的 分别叠加
, 以便对比

。

正式实验前令被试者练习 余

次
,
以学会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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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字联想实验 其认识的操作字皆为
“

抽象字
” ,

即由其联想出的另一个字组成的

双字词词义只能是抽象的
。

不要求被试者在头脑 中再现形象
。

余同具体字联想实验
。

非提示对照实验 提示字与操作字形音义皆异
,

即操作字的联想前并无形与音的预

加工
,

余同具体字联想实验
。

每名被试者都做上述三项实验
。

实验顺序在被试者间作了平衡
。

数据统计采用

法
。

实验结果与讨论

将全部 名被试者的 做总平均
,

总汇为图
。

该图纵列三项实验
,

横排 个记

录点
。

图 为具体词义联想 点放大图
,

作为范例标出了有关波名及刺激的呈现
、

消失时

刻
。

纯 多
呈现

提示
“

金
呈现 消

夫

操
一

字
呈现

奖

认识字

矿叹﹃,吃协

厂
︺反一洲扮囚撤一尸

‘

撤反应

、

不 、识字么二
了

擞反应

叭

熟
护,

·
一粼

︸净

、
, ‘

厂

图 全视野汉 字具 体词 义联 想 总 平均图

视觉 的撤反应

从图 中可 以明显看 出
,

提示字与操作字的消失皆诱发出了一组
,

这是视觉

的撤反应
。

经测量
,

其最大的 波幅为刺激呈现时的约
,

各记录点不同
,

较大
。

如

果这种撤反应发生在被研究的 成分出现之时
,

则互 相重 叠
,

使被 研究 的 成分

失真
。

为此
,

本实验采用长达 秒的汉字呈现时间
,

以避免撤反应对 各晚成分的影

响
。

操作字与提示字 之差异
,

与饲义联想的相关性

在三项实验中无论操作字是否认识
,

它与提示字引起的 皆出现了显著差异
。

其

主要差异在于操作字引起了较大的 与正慢波
,

通称
。

从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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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图可 以观察到
,

提示字的 后肢 升肢 发育完善
,

在 与 恢复到了 起始水

平
。

在顶部三点
,

一
。 , ‘

一
,

提示字的 后肢虽受 出现的影响未恢复到起

始水平
,

但 后肢得到了较充分的发育
。

而操作字 的后肢刚一出现
,

就扭转 了方向
,

诱发电位 转而向下 正
,

形成
。

未待 后肢充分发育
,

方

向再次扭转而 向下 正 偏转
,

直至达到峰顶
,

然后 向上 负 偏转
,

从而形成 了明显的
。

该 于认识的操作字呈现后约 达到峰顶
,

在不 认 识 的操作字呈现后约 了

达到峰顶
。

提示字与操作字的物理属性相同
,

区别仅在于它们启动了不 同 的认知过程
。

对

提示字
,

被试者的任务是认识 它
,

包括认识其形
、

音
、

义
。

对操作字
,

被试者的任务是在已

知形
、

音 部分 的基础上
,

认识其义
,

并据此联想出另一个字
,

组成双字词
。

可见
,

在本实

验条件下 与 的增大主要与词义联想相关
。

与 早 已被区分为两种波 〔 】,

并

各含不同的成分
、

及 后 出现的其他正成分可统称后正 复合 体
。。 ,

通称 〕,

因此
,

本实验结果可描述为 与词义联想相关
。

操作字后 的特征
,

与词义加工相关

实验结果表明
,

于 “ 左右达到峰值
。

认识的操作字所 产生的 波幅大于不

认识的操作字所产生的 波幅
。

在
, 一 。 , 一 。

三个点达到了统计学显著水平

。
。

本实验室关于情绪 的研究 〔 及 等的系统研究结果 一致证明
,

是

在被试完成了分类或评价后才出现的
。

尚提 出 波幅反映 表征更新【“ 。

以此

解释本实验结果
,

可 以认为
,

若操作字是认识的
,

则进入工作记忆的信息较多
,

表征更新量

较大
,

于是 波幅较高
。

若操作字是不认识的
,

在短暂的呈现时刻难以 记忆其字形
,

进入

工作记忆的信息较少
,

表征更新量较小
,

致使 波幅较低
。

虽然这种理论对文字认知的

直接解释有待进一步实验验证
,

但是
,

操作字认识与否所产生的 波幅不同则说明在

时程内已经进行了词义加工
。

操作字后 的特征

在认识字联怒与不认识宇联怒时之差异
,

与 词义 后 的联想加工相 关

表 列 出了 的波幅与峰潜时平均值
。

从图 与表 都可以明显地看出
,

在三项

实验的五个记录点上
,

不认识的操作字所产生的 波幅皆显著大于认识的操作字所产

生的
,

各项实验的各个记录点皆达统计学非常显著水平
。

前者的峰潜时 也

显著长于后者
,

各项实验的各个记录点也皆达统计学非常显著水平
。

这些变化

规律与上述 或者相反或者不同
,

这说明 与 代表的不是同一认知阶段
,

在

出现时 所代表的认知阶段已经完成而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联 想阶段
,

很可能在 时

程内已经完成 了词义加工
。

统计结果表明
,

汉字认识与否引起的 的始潜时间并无差

异
。

从图 也可看出
,

二者是在前肢发育中才发生分歧的
,

前者先向基线折返
,

后者在其

后 以后折返
,

可见认识字与不认识字引起的 是同一种波
。

由于汉字认识与

否的联想引起的 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
,

所以 不仅反映联想本身
,

还反映汉字认

识与否在联想阶段的区别
。

在本实验中
,

当遇到不认识的操作字时
,

被试者的任务不是停

止汉字认知活动
,

而是要根据提示字所赋予的形 与音去尽量猜想词义并联想
,

这种认知加

工较操作字认识时的认知加工消耗的资源大
,

恢复或反弹随之也大
。

这应该是造成

波幅更高
、

峰潜时延长的原 因
。

同时这些实验结果表明
,

在本实验条件下可使用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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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的波幅与峰潜时平均值

波 幅 “

其 体词 联 想 抽象 词 联 想 非提示 词 联 想

认识 不 认识 认识 不 认识 认识 不 认识

一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土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土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土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土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峰 潜 时

具 体词联 想 抽 象词 联 想 非 提示 词 联 想

认识 不 认识 认 识 不 认识 认识 不认识

名

一

一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日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土

士

注 。 表 内致位为均值 土 标准 误
。

为判断被试是否认识各个汉字的客观标志
。

的组 间差异
,

与形音加工相 关

从表 可 以看出
,

在三项实验联想中
,

无论汉字是否认识
,

对照组的 波幅较两个

实验组皆高 差值平均 林
。

统计结果显示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 。
。

在本实

验 中
,

对照组缺少形音的预加工
,

是它与实验组的唯一区别
。

因此只能认为这种波幅差异

系 多余的形 音加工所致
,

说明 尚与认知中形音的加工相关
。

的分布及 其非特异性
,

很可 能是 复合波

从表 可 以看出
,

波幅在各记录点的分布并不一致
,

其波幅多以 点较大
,

但

点间差异在统计学上未达显著水平
。

是脑内神经元 动作电位的综合结果
,

各波与脑

内结构的对应关系是很复杂的
。

波幅最大处不 在 接 近 高 级整合区的
一 。

或
。,

而在头皮中线
,

可能意味着 象 的不少其他波一样
,

不是特 异性波
。

上述结

果 与 证明 既与词义后的联想加工相关
,

又与形音加工相关
,

也说明它

与脑内多重信息加工过程相关
,

为非特异性波
,

很可能是复 合波
,

对它进行进一步分解是

必要的
。

一般认为
,

与信息加工完成相关 ’。 ,

本实验结果表明该提法应予补充
。

成分之获得及其含义

现 以不认识的操作字引起的 为被减数
,

以同项实验认识的操作字引起的相同记

录点 为减数
,

进行相减
,

则此差值只 与汉字认识与否相关
,

其他因素皆被减掉 此差

值构成的成分为纯心理性成分
,

绘为图
。

从图 可以看出
,

三项实验全部记录点均千操

作字后约 出现了一个相似的正成分
,

说明这是一种规律
。

在此将该差异成分标记

为
,

将其波幅
、

始潜时
、

峰潜时的测里数据列于表
。

从表 可 以看 出
,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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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音

呈现

提示字

呈现

操作字
呈现

纯音

呈现

提示字

呈现

操作字

呈现

纯音

呈现

洲 ‘
‘

产户、、 ,

尸户、、、
、、 ,,

子子 曰户曰自自 ”
一

丫丫
、、、

户、、、 诀 ‘一一 月 口口

、二尸尸

⋯
’

犷犷卜卜 “创内、 匕 冲、、

一 一

⋯⋯⋯⋯⋯丫丫
‘‘‘‘‘ , 户、

,

了了

」」」

二二
尸护 ,,, ,, ’

丫丫
七七

‘ ‘ 刀砂‘ , 八 广广日日日日卜了 , , 洲洲洲一一 , ,,,

「「 盯丫丫一一一

陈陈
娜。

一一

一
一“

以以
‘‘ 妇妇妇妇妇妇一一

犷了
’’

八 尸 ,,

提示字

呈现

操作字

呈现

一

一 。

召

图 权字认识 与不认识的 差值总平均图

左列为其体字联想实脸
,

中列为抽象字联想实脸
,

右列为非提示 对照实脸

表 的波幅
、

始潜时与峰潜时平均值和标准差

波 幅 林 始 潜 时 峰 潜 时

其体联 想 抽象联 想 非 提示 联 想 具 体联 想 抽象联 想 非提示联 想 具体联 想 抽象联 想 非 提示 联捆

一

一

。

士
。 。

土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士 。
士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士
。 。

士
。

士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士

士

土

土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的始潜时较两个实验组皆长
,

相差约
,

统计结果显示达到了非常显著 的水平
。

三组的峰潜时未见显著差异
,

后肢恢复时间亦未 见 显 著 差 异
,

即差异仅发生在

前肢
。

在本实验中
,

对照组缺少形音的预加工是与实验组的唯一区 别
。

因此这个现

象可能意味着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
,

汉字认识与否的形音加工具有更大的区别
,

或者意味

着 中具有其他与形音加工相关的未知成分 在此形音义认知后 的联想期又出现形音

加工
,

意味着形
、

音
、

义和联想加工的反复与重叠
,

形音义关系错综复杂
,

难以分割
,

值得重

视
。

无论如何
,

反映的是汉字认识与否的词义加工的区别
,

可作为判断被试是否认

识所用汉字的客观标志
。

由图 可以看出
,

每条 曲线在操作字后约 处 即 波峰处 均出现了一

负偏转形成的波峰
。

参照图
,

可看 出这是 因汉字认识与否而产生的差异
。

这是 与

变化规律不同的又一证据
。

由图 可知
,

操作字前未产生差异波
,

表明本实验模式

具有可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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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可 以着出
,

在认识的操作字引起的 波幅 中
,

具体字联想时有大于抽象字联

想的趋势
,

尤 以后部三个记录点
, 一 , 一

为甚
,

但未达统计学之显著水平

。
。

具体字与抽象字联想之差异在于是否可以再现表象
,

因此
,

这一结果提示
,

在

本实验条件下 未能明确反映这一差异
,

不过尚可就这一问题继续开展研究
。

结 论

在本实验条件下的汉字认知过程中
,

与 具有不同 的认知 含义
。

不仅反

映着信息加工的完成
,

而且与字词形音认知
、

联想等多重认知过程相关
,

并从中提取出了

成分
,

说明 可 能 是 复合波
。

的特征说明脑内汉字形音 义加工关系错综

复杂
,

难以分割
。

在本实验条件下可使用 或 成分作为甄别 汉字是否认识 的客

观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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