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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项实脸通过部件识别法探讨了知觉经验对字形知觉整体性的影响
.

实脸一要求三组不同发展水平

的被试命名单独呈现的部件字
,

结果证实了本实验所用的各组部件字之间的识别难度均等和小学三年级

学生的字识别技能明显不如小学六年级和大学学生
.

实脸二使大学生在三种字度和两种字组条件下
,

分

别进行单
、

双部件的命名
,

主要得到非字中的部件命名反应时快于假字
,

后者又快于真字的
‘

字劣效应
’

以及在真
、

很字姐中的
‘

左 > 右
.

或
‘

上 》下
,

的
‘

部位效应
’ ,

但未发现字翔对部件命名的效应
.

实脸三比

较了三组不同年级被试的部件命名作业
,

发现小六和小三学生在真
、

彼字中的部件命名反应时无明显差

异
,

而大学生较明显
,

说明前者受字形整体知觉的影响比后者小
.

这些结果支持了字形知觉整体性随字

的知觉经珍增长而加强的假设
,

并在一个基于联结主义框架的字词识别模型中得到了较好解释
.

关性词 : 仅字识别
.

整体与部分
,

知觉经验
,

联结主义

人类知觉过程中的信息加工单位一直是认知心理学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

通常
.

若以知觉对象和

整体为加工单位
,

就称知觉的整体加工或知觉整体性; 若以知觉对象的局部为加工单位
,

就是知觉的部

分加工或特征分析
.

在汉字字形知觉研究方面
,

存在着二种顷向
: 一是强调字形知觉的整体性

,

即汉字

作为一个整字单位识别; 二是注重字形知觉的特征分析
.

即识别汉字时
,

须经字形特征分析
.

许多研究表明这两种知觉加工方式并非对立
.

如郑昭明用 R e ic he r 范式征实汉字识别的
‘

字优效

应
, .

同时还发现高翔字不显示这种效应
.

陈煊之用课文阅读中的部件检侧法证实
“

字劣效应
’ .

同时又发

现字劣效应随字绷升高而增大
.

这两种效应分别说明速示和非速示两种条件下字形知觉的整体对部分的

优先性
.

可见从两种角度都证实了这种优先性随字频或人对字的熟悉度的提高而增强
.

黄荣村发现汉字

知觉的可分离性随字频提高而减弱
.

朱晓平
、

沈烈敏和温世颂发现的笔画数效应随字颇升高而消失的结

果都从不同侧面支持了这个现象
.

熟悉度反映了人的一种知觉经验
.

因此
.

从以上研究我们推侧 : 人类识别汉字时所表现出的字形知

觉整体性将随学习和使用汉字经验的增长而提高
,

即知觉的加工方式或加工单位大小将随知觉经验而改

变
.

但是对于这个结论尚需有更多的实验材料来支持
.

本研究的目的也即在于利用喻伯林等人提出的
‘

部

件识别法
’

探讨汉字识别中的字形知觉整体性如何随知觉经验的发展而变化
.

喻伯林等人发现
: 正常阅读条件下

,

整体知觉是一个知觉单位
,

具体表现为独体字命名不同于成字

部件命名的知觉任务效应
,

单部件命名中不同部位之间的部位效应 ; 以及双部件命名中顺读和逆读的分

解方式效应和上下字不同于左右字的结构方式效应
.

它们的实质是部件识别主要受到了字形整体知觉的

牵制
‘

显然
,

这种字形知觉整体越强
,

上述效应就表现得越明显
.

据此
,

我们假设 : 如果这些效应的大

小随人们识别汉字和使用汉字的经验而增强 ; 那么
,

我们便可以肯定
,

字形知觉的整体性是随着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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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知觉经脸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

本研究通过选用真字
、

假字和非字三类字度
,

真字中区分高
、

低两种字叔
,

以及三年级小学生 (以

下简称小三)
,

六年级小学生 (以下简称小六) 和大学生三组不同发展水平的被试来操作读者对汉字识别

的知觉经验
,

研究在不同知觉经验条件下
,

字形知觉整体性对部件识别的影响
.

实验一分别要求三组被

试命名独体字
,

实验二让大学生被试分别在三种字度和两种字频条件下
,

进行单
、

双部件的识别 ; 实验

三分别要求小六和小三学生在真假两种字度和两种字频条件下进行单双部件的识别
.

实 验 一

本研究选用 40 个字的基本材料
,

其中每个字由两个成字部件或部件字组成左右或上

下结构
.

假字和非字由这些成字部件的不同组合而成
.

假字的组合符合一般汉字构字的原

则
,

非字则不符合
,

实验一的任务是分别要求大学生
、

小六和 小三学生对部件字进行命

名
,

其 目的有三 : ¹ 检验在不同条件下部件字之间的差异
,

以确保部件命名中的部位效应

并非由于部件字之间差异所至 ; º 确定部件字命名的速度
,

以便与在真字
、

假字和非字条

件下单部件命名速度作比较 ; » 检验三级发展水平的被在单字识别技能上的差异
.

方 法

材料 : 从 《现代汉语词频词典》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
,

19 86 ) 中选出 40 个字

为本实验真字组字表
.

根据字频和结构方式的 2 x Z 组合
,

将它们分成 4 组
.

各组的平均

字频和笔画数为 : 高频左右字
,

每一百八十万字中出现 179 3
.

7 次
,

9. 2 画 ; 低频左右字

1
.

1 次
,

9. 5 画 ; 高频上下字 20 56 次
,

9
.

1 画 ; 低频上下字 1
.

9 次
,

10
,

3 画
.

选择上述字

的标准是 : 每个字是 由两个不可再分的独体字组成的合体 ; 所有部件字都是高频字
,

属

《按字音查汉字频度表》 (郑林义
、

高景成 19 80 ) 中的 1
、

11 级字
.

在每组字表中
,

将同一部位的部件字视为一组
,

因此共有 8 组正式实验材料
.

另选择

8个无关独体字为练习材料
.

被试 : 17 名大学生
、

17 名小六学生
、

20 名小三学生
.

仪器 : 美国 R al ph G tr b re m ds 公司的 G ll78 三视野速示仪
,

G 1290 三野速示仪示仪

控制器
,

G 136 反应时仪
,

G 1270 数字毫秒计时器和 G 134 1T 音键各一台
,

它们被联接成语

音反应时实验系统
.

程序
:
本实验采用彼试内设计

.

所有被试都接受随机出现的 8 组材料的实验
.

实验用

的刺激字被制成黑字白底幻灯片
.

另有【
. 1和空 白片子各一张

.

实验时
,

由处于常开状态

的 1 视野呈现空白片子 ; 2视野呈现【
*
】; 3视野呈现刺激字

.

实验在半暗室内进行
.

被

试距显示屏 36 cl 。
,

显八屏上的字体大小为 1
.

0 x l
.

Zc m
,

在 现网膜上的张角呈 1
.

5 80 试

1
.

9 0 0
。

每个被试单独进行实验
.

被试进人实验后
,

先看 书面指导语
.

然后
,

主试进一步解

释
.

接着
,

被试开始做 8 次练习
。

最后进行正式实验
.

舟一次实验前被试看到的是一幅与

其它视野等亮度的空屏幕
,

以免现觉疲劳
。

主试启动速示仪后
,

即转入 亡视野的〔
‘ 1

,

该

符号出现在屏幕中
.

灾
: ,

并持续 1秒
.

其作用是作为注视点和预各信号的指示 ; 【
*

1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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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出现了视野的刺激字
,

同时
,

钊泛;
器和音键均被启动

.

被试对着话筒尽快地读出刺激

字后
,

通过音键
,

使计时器停止计时
.

刺激呈现时间为 1
.

5 秒
,

之后再回到 I视野的空屏

幕
.

全部实验历时 15 分钟
.

结果和讨论

表 1 是三组年级被试命名各类部件字的平均反应时和错误率
,

以及有关的统计分析结

果

表 1

部 } 商

三组年级被试对部件字命名的平均反应时 (。) 和错误率(.)

频 低 频

位 } 左 右 上
.

大 盯 5 33
.

4 3 ‘2 6
,

18 5 6 0
.

0 4

下 左 右 上 下

.0
.

4 2 5 3 3
.

54 5 5 1
.

8 2 5 6 7
.

66 5 4 1
.

4 6 0
.

4 7 ) 0
.

1 5 4 0
.

4 3

生 ER

小 耽

2
.

8 5< 0
.

0 5 1
.

0 0

4 9 6
.

1 8 5 09
,

0 0 5 36
.

5 0 ‘0 6
.

2 5 50 1
.

6 6 5 34
.

4 8 5 4 5
.

7 7 4 83
.

4 2 0
.

0 7> 0
.

1 5 14
.

0 3

六 ER 6 1 2 1 1 1 8 4
.

0 1< 0
.

0 1 2
.

6 3

小 RT

三 ER

7 0 6
.

7 8 7 26
.

6 , 74 9
.

2 3 69 7
.

5 7 7 0 7
.

6 9 7 6 7
.

6 2 7 18
.

‘4 70 7
.

1 1 1
.

1石> 0
.

1 7 2 2
.

65

1
.

3 1> 0
.

1 1
.

63

1
.

每组被试在各组部件字上的平均反应时之间均未显著差异
,

这表明在反应时指标

上
,

各组部件字的识别难度均等
,

但在错误率指标上
,

大学生和小六组的结果达到了显著

水平
.

经检查分析发现
,

这是由于个别片子制作质量上的问题造成个别部件字错误率较

高
。

2
.

三个年级被试的平均反应时和错误率如表 1 所示
.

虽然
,

大学生组的平均反应时

比小六组更慢 (tm = 2
.

975
,

p 二 < 0
.

0 5)
,

但由于后者的错误率较大
,

这样便赢得了较快的

反应时
.

所以我们推测 : 这两组的平均反应时可能并不存在区别
.

小三组的平均反应时明

显慢于大学生组和小六组 (tm = 19
.

17
,

p < 0
.

0 01
,

tm = 17. 94
,

p < 0
.

00 1 ) 说明小学生的汉

字识别技能明显不如后两组被试
.

实 验 二

本实验要求大学生被试在三种字度和二种字频条件下
,

对其中部件字分别进行单双部

件命名
.

其目的为 : 1
.

检验真字中部件命名难于假字中的
,

假字中的
.

又难于非字中的
,

即

字劣效应
.

2. 检验不同知觉任务之间的差异
.

3
.

检验整体知觉对部件识别的影响大小是否

随字频而改变
.

4
.

检验单部件命名中的部位效应和双部件命名中的分解方式效应和结构

方式效应是否随不同字度而变化
.

一 !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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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材料 : 实验材料分真字
、

假字和非字三类
.

真字字表如实验一所述
.

假字由每一真字

组中 20 个部件字重新搭配
,

但不改变其在原来字中的部位而形成
,

如
“

动
’

和
“

料
’

重新配

合成
‘

云斗
’

和
‘

米力 : 非字由对调假字中两个部件字位置而成
,

如
“

斗云
”

和
‘

力米
” .

因此

真字
、

假字和非字各 40 个
.

另外选真
、

假
、

非字各 8个作为练习材料
。

仪器 : 同实验一 :

被试 : 120 名大学生参加实验
,

其中男女各 60 名
.

他们均未参加过实验一
,

并被均

分成 6 组
.

程序 : 本实验包含字度
、

字频
、

结构方式 (上
、

下
、

左
、

右) 和实验任务 (单部件和

双部件命名) 四个变量
.

其中字度和实验任务采用组间设计
,

其余采用组内设计
.

根据两

个组间变量
,

共产生出 6 组实验
.

每组 20 名被试参加
.

每组实验中
,

一半被试按
“

左~ 右

~ 上 ~ 下
’

(或左右~ 右左一上下~ 下
.

上读)
,

另一半按 (右~ 左~ 下
一 ,
上

“

(或右左一左

右~ 下上~ 上下读)
’ .

在改变每种部位或分解顺序时
,

都由主试给予指示
.

本实验的呈现条件和一般过程都同实验一

结果与讨论

1
.

字度对部件识别的影响

表 2
.

不 同字度和实验任务条件下部件命名的平 均反应时 (m8 )

单部件命名

双部件命名

7 8 8 3 4 7 0 0
.

4 1 6 7 1
.

7 0 5 4 0
.

4 3

, 3 1
.

6 2 8 8 5
.

0 2 8 4 3
.

6 3

*

自表 1
.

大学生组的平均值
.

非
、

假
、

真三种字度的字所代表的知觉经验是逐渐增加的
.

表 2 显示 : 在两种实验任

务中
,

部件命名的平均反应时都随字度从非字到真字的变化而逐渐增大
,

表现出
‘

字劣效

应
’ .

其中单部件命名的真字与假字
,

真字与非字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t 3 ,

p < 0
.

02 ;

t3 6
.

0 8 ; p < 0
.

00 1)
.

双部件命名中只有真字与非字差异显著 (t3 二 4
.

1 2 3
,

p < 0 00 1)
.

这些

结果珍明 : 随人对字的知觉经验逐渐增加
,

从字形整体分离部件或者说整体字形知觉对都

件的牵制将逐渐提高
,

即字形知觉的整体性越来越强
.

因此
,

支持了宁形整体性随字的知

觉经验增长而增强的假设
.

表 2 还指出 : 不论哪种实验任务
,

假字的平均反应时虽比非字长
.

但差异不显著

(ts 二 1
.

27
,

0
.

2 < p < 0
.

3;t , 二 2
.

08
,

0. 05 < P0 < 0
.

1)
.

这似乎表明汉字构字法知识对字形知觉

整体性的作用不很明显
.

2
.

知觉任务效应

本研究采用的三种知觉任务代表着复杂程度递增的加工水平
.

表二指出
:
部件字命名

明显快于单部件命名
,

后者又均快于双部件命名 (t 3 二 6
.

‘63
,

t3 = 7
.

7幻
,

t3 = 9. 247
,

均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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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1) 这一知觉任务效应重复了喻伯林等人的结果
.

值得注意的是 : 即使在整体性最差的

非字中进行单部件命名
,

其速度也比独体字命名慢 (差值为 130 2 7m s,

t3 = 10
.

97
,

p <

0. 00 1) 显然非字中的单部件命名仍受某些它因素的制约
.

喻伯林等人发现人工非字中的

单部件命名却与部件字相差无几 (555 .0 0 m s 和 5 54
.

90 m s)
.

其人工非字用成字部件和非文

字符号组成
,

这样就失去了由汉字字符形成的结构
,

而本文的非字是由两个成字部件构

成
,

仍保留着汉字字符形成结构
.

因此这种字形结构经验也是导致其知觉整体性的一个重

要因素
.

3
.

字频对部件识别的影响

字频在理论上代表着人对字的熟悉度或知觉经验多少
.

但表 3 却未显示部件识别反应

时随字频而改变
.

这可能意味着由部件命名法反映的字形知觉整体性较多发生在字频产生

作用之外的言息加工过程中
.

表 3
.

两种字孩和两种实验任务条件下部件命名的平均反应时(m s)

高频 低频

单部件命名 7”
·

“

双部件 命名 ” 0
.

”

7 7 7
.

, 8

9 3 2
.

3 4

0
.

7 1 0
.

7 6 8 > 0
.

心

1
.

4 4 0
.

0 6 ) 1
.

0

4
.

不同字度条件下的部位效应

下面把两种字频的结果综合在一起来分折
.

从表 4 的反应时教据看
,

真字组具有明显

的上
‘

上 > 下
”

的部位效应
,

假字组有
“

左 > 右
’

和
“

上 > 下
”

的部位效应
,

非字组无任何部 =

效应
.

从错误率看
,

没有得到任何部位效应
,

另外由反应时揭示的上下字部位效应大小

看
,

真字(70
.

17m s) > 非字卜39
.

47 m s)
.

因为部位效应反映了字形整体知觉对不同部位的部

位产生的不同影响
,

所以从理论上讲
,

一定大小的部位效应对应于一定强度的字形知觉整

休性
,

而不同大小的部位效应即反应着字形知觉整体性对部件识别的不同影响或不同强度

的字形知觉整体性
.

上述结果表明
,

字度确实影响部位效应的大小
.

因此这个结果再次证

实字形知觉整体性随着经验累积而加强
.

假字组存在明显的部位效应
,

非字组则不存在
.

这一结果似乎与这两种材料的平均反应时无显著差异相矛盾
.

但事实上正因为存在明显的

部位效应
,

才便得假字组的反应时与之大体相同
.

表 4
.

三种字度条件下的部位效应
’

左
”

—
‘

右
’ “

上
”

—
“

下
”

D t p D t p

RT
一

2 7
.

2 6 0
.

6 5 8 > 0
.

0 5 7 0
.

1 7 6
.

3 2 4 < 0
.

0 0 1

真字一

—

—
E R 0

.

0 2 0
.

3 2 3 > 0
‘

0 5 0
、

0 1 5 1
.

3 2 4 > 0 0 5

R T 6 ,
.

7 3 2
.

4 1 2 < 0
,

0 5 6 2
.

0 8 2 3 1 8 < 0 0 5

假字

—
E R 0

.

0 1 2 0
.

5 6 5 > 0
.

0 5
一

0
.

0 1
一

0
.

0 3 5 > 0
.

0 5

R T 1 6
.

4 7 0
.

5 3 7 > 0
,

0 5
一

3 9
.

4 7
一

1
.

4 1 5 > 0
.

0 5

非字

—
E R

一

0
.

0 3
一

1
.

4 1 2 > 0
.

0 5 0
.

0 3 7 1
.

6 3 > 0
.

0 5

一 ! 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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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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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三

无疑
,

人对文字的知觉经验随人的阅读经验发展而提高
.

本实验试图以不同阅读技能

被试来操作他们对字的不同的经验水平
,

观察字形知觉整体性是否有所变化
,

由于大学生

组的结果已在实验二获得
.

另外
,

大学生对非字组也没有表现出部位效应
,

所以本实验仅

要求小六和小三被试在真假二种字度下进行部件命名
.

方 法

材料和仪器 : 同实验二

被试 : 32 名小六学生
,

40 名小三学生参加了实验
,

他们均末参加过实验一
试均被平分成二组

.

程序 : 对每一年级组被试
,

除不接受非字组材料实验和双部件命名实验外
,

于实验二
.

各年级被

其余均同

结果与讨论

1
.

字度对各年级组被试部件命名的影响

表 5 是本实验的两组被试在真假两种字度条件下部件命名的平均反应时
,

和实验一
、

二的有关结果
.

从中发现了两个明显趋势 : 第一
,

不论是哪种显现条件
,

被试阅读技能

高
,

部件命名的平均反应时便短
.

除部件字条件下
,

大学生和小六学生之间无差异外
,

其

余平均数之间均达到显著差异 (至少 p < 0
.

0 5)
.

这说明阅读技能对部件识别影响较大
.

第二
,

对每个被试组来说
,

随着呈现条件从部件字到假字
,

再到真字
,

培件命名的平均反

应时逐渐增大
.

除小六和小三学生在真字假字呈现条件下的结果未显示显著差异外
,

其余

情况下的结果均很明显
,

这表明
,

随着阅读技能的降低
,

相对于假字呈现条件
,

真字整体

字形知觉对部件识别的影响将越来越小
.

表 5
.

不同字度条件下三组年级被试的平均反应时 (m s)

真字 假 字 部件字
·

小 三 1 0 2 2
.

3 6 9 5 5
.

3 2 7 2 2
.

6 6

小 六 9 0 5
.

4 0 8 6 5
.

1 9 5 1 4
.

0 3

大 学 生
t . 7 8 8

.

3 8 7 0 0
.

4 6 6 4 0
.

4 3

二 取 自表 l 的平均值
.

. *
.

取 自表 2 数据
.

上述两项结果似乎有点矛盾
,

但是阅读技能影响到部件识别的整个过程
,

如整体字形

码的表征与切分
,

部件字形码的表征与部件字音码的提取等
.

正是部件识别的全过程被放

慢后
,

便减少了整体对部件的限制
.

因此
,

小六和小三学生在真假字度条件下就不表现出

一 1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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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竺二二 二巴二二巴二巴巴巴 二二二二巴二二二 二二二二二二二巴二 二巴二二

一
一

一
= 二

一
二二二二

=
二二

差异
.

这与字形知觉整件性随字的知觉经验的提高和增强的猜想一致
.

但小六和小三学生

在假字和部件字之间仍有明显差异
,

又说明即使对于阅读技能不高的被试
,

在部件字命名

中仍然受到整体加工策略的干扰
.

因此
,

从总体上看
,

小六和小三学生在部件命名中受到

字形整休知觉的影响相对地变小了
,

2
.

各年级组在不同字度条件下两组被试的部位效应

表 6 是本实验条件下两组被试的部位效应和实验 2 大学生组的相应结果
.

结果表明不

是哪种字度
、

哪组被试
,

均表现出
‘

上 > 下
”

的部位效应
,

而左右字实验结果无甚规律
.

所以
,

以下仅就上下字结果进行讨论
.

部位效应是字形整体知觉对不同部位部件产生的不同牵制作用所致
.

因此
,

它的存在

在与否是反映字形整体知觉是否有影响的指标
.

上述结果表明 : 三组发展水平不同的被试

在真 x
、

假字度呈现条件下的部件识别都受到某种字形整体知觉的影响
,

这与他们的假字

和部件字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所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
.

同时也说明字的知觉经验并没有改

变
‘

上 > 下
.

的部位效应大小
.

但是
,

这些结果并不意味着字形知觉整体性与字的知觉经

验 x 无关
,

我们认为 : 出现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是 : ¹ 部位效应在反映字形知觉整体性上

远不如平均反映时敏感 ; º 即使对阅读技能不高的小六
、

小三学生
,

假字的字形知觉整体

性也较强
.

表 6
.

各年级组在不同字度条件下的部位效应

真 字 假 字

“

左 一
“

右
’ “

f 一
‘

下
’ ‘

左 一
‘

存
‘

上 一
‘

尸

d t p d t p d t p d t p

RT
一

27
.

26 0
.

658 >
.

05 70
.

17 6
.

324 <
.

00 1 6 9
.

73 2
.

412 <
.

0 5 62
.

0 8 2
.

318 <
.

05

大学生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R 0

.

02 0
.

323 >
.

05 0
.

015 1
.

116 >
.

05 0
.

0 12 0
.

565 >
.

0 5
一

0
.

0 1
一 0

.

35 >
.

05

RT
一 53

.

2,
-

一
<

.

01 58
.

84 - -

一 <
.

05 一 5
.

17 一 104 >
.

0 5 10 7
.

55 2
.

291<
.

01

小
/ 丫一- 一- - 一-
既 0

.

00 1 -

一
>

.

0 5 0
.

06 -

一
>

.

05 一 0
.

01 二 249 >
.

0石 一0
.

0 2 一 86 , >
.

05

RT
一

, 4
.

03
- -

一 <
.

0 5 89
.

02 - -
一 <

.

0 5 一27
.

7 一 080 )
.

0 5 10 4
.

1‘ 2
.

47 1<
.

0 5

小

—
ER

一 0
.

0 36 - -

一 >
.

0 5 0
.

00 1
- -

一 >
.

05 一 0
.

01 一 455 )
.

05
一 0

.

06
一2

.

16 <
.

0 5

一 般 讨 论

本研究通过部件识别探讨在整体字形知觉对部件命名影响中所反映出的字形知觉整体

性与字的知觉经验之间的关系
.

结果支持了字形知觉整体性随字的知觉经验增长而加强的

假说
.

那么如何从人的识别文字的认识机制上来看待这种字形知觉的整体性及其随人的知

觉经验而改变的现象? 这里
,

我们试图参照联结主义的认知框架(Mcll cll an d 等 19 86) 来解

一 2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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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

我们设想
,

在字词命名任务中
,

人的信息加工系统将按图 1 模式来工作
.

首先
,

信息

加工系统登记来自外界的字词视觉刺激
,

而后在特征模块中进行特征抽取
,

接着字形码模

块中既有包含各激活特征的字形结点 (每个结点可代表一个字或一个部件) 被不同程度地

激活了
.

它们又不同程度地分别激活字音模块中对应的读音结点
.

这样
,

字音模块中激活

程度最高
,

最早达到兴奋阂限的结点被作为刺激字的读音来命名
.

在这个加工系统中
,

各

层次的信息表征是通过各模块众多结点的激活模式实现的
,

加工过程通过各层结点之间的

兴奋性传导和层次内各结点之间抑翻性传导进行
.

系统的加工不仅受当前刺徽信息的引发

戒启动
.

也受脚事先知遨的任务要求和过去的有关知觉经脸的形晌
。

其中任务要求通过人

的认知监控不旋有 . 向性绝改变目标的徽活值来实现
,

而人的有关字词知觉经脸俐通过和

结点之姆不同的暇给权重来反映
。

基于这个框架
,

如果字词视觉刺激
‘

析
,

经过感觉登记后
.

其中的特征几乎被同时抽取

或激活
.

在字形码模块中包含有最多激活特征的结点的激活值也相应地达到最大
.

这时
.

析
.

的字形就有最大的可能得到表征
。

最后
. ‘

析
.

的读音也有最大可能被翰出
,

这就表现

出整体的字形加工方式
.

另一方面
,

如果特征模块中的特征抽取相继地进行
,

既在字

...

: 叔
·

,.:
‘

1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

犷\
。 ’ ...

。。 .

长不犷丫下兀兀兀 - 户
·

沙
仁 ’ 。 ...

‘‘ \ \。 八叹
’ 矛矛矛矛

一- - ~ ~ 一- 一- 州9 0 备二...

〔〔〔〔 J . ““

。。
飞

。

与与
ooo

“
OOO

CCC 心心

视觉刺激

图 1 字形知觉整体性对部件命名影响的联结主义解释

形码摸块中首先达到最大激活值的可能不是
‘

析
” ,

而是
“

木
’

或
“

斤
’ ,

那么
,

只有等到

所有的特征抽取都完成后
. ‘

析
’

的激活值才有可能达到最大
,

这就是表现出部分加工的方

式
.

具体采用哪种加王
.

方式决定结点之间的联结权重
.

亦即
,

知觉的加工方式受到经验的

影响
.

本研究和其它有关研究一致发现字形整体知觉会对部件识别产生抑制作用
.

那么这种

影响到底发生在哪里? 如何产生 的? 是否反映字形整体知觉的优先性? 根据上述模型
,

它可

能有二个来源 ; 一是在形码模块中整字字形结点和部件字结点之间的竟争 ; 二是在音码模

块中整字读音结点和部件字读音结点之间的竟争
.

本研究发现假字和非字呈现乐件下部件

一 2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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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明显慢于部什字的结果
,

和喻伯林等(1991 )发现的假字识别慢于独体字的结果
,

事实

上排除了第二种可能
.

因为假字和非字在音码模块中无对应读音结点
.

那么
,

在形码模块中这种结点之间的竞争又怎样产生呢?假设发现的是一个真字刺激
,

则通过特征模块和字形模块一系列j书工
,

整体字形结点和相应的部件结点都不同程度地在

字形码模块中得到激活
,

由于受反映字的知觉经验的结点之间联结权重的影响
,

整字字形

结点的激活程度明显优于部件结点
,

而实验的任务要求又通过认知监控系统的作用
,

使目

标部件又逐渐得到自上而下的激活二在同一字形码模快中各结点之间形成抑制性联接
,

这

样就产生了结点之间的竞争
.

一方面加工任务设法提高部件结点的激活值 ; 另一方面
,

整

字宇形绒点又抑制部件件结点的激活
.

所以
,

相对于单独呈现的部件字的命名
,

在字中的

部件命名被显著地减慢了
.

显然
,

,

这种影响正反映了字形知觉的整体优先性
.

根据这个模型
,

部位效应可用整字字形结点与各部件结点之间不同的联结权重来解

释
.

以前的研究证明在汉字识别中
,

左部位 比右部位
,

上部位比下部位重要
.

这种字形知

觉经验必然会异致整字字形结点对左诚上 )部件结点的抑制性联接权重大于布诚下)部件

结点
.

这样不同部件就会遭受来自整字字形结点不同的抑制作用
.

因此就导致部位效应
.

就真
、

假
、

非字三种呈现条件下的部件命名差异来说
,

主要是由于真字比假字
、

假字比非

字在整字字形结点的激活强度及其与部件字结点之间的联接改变来得大
.

对部件命名产生

的干扰也更大之故
,

这种联结权重的大小与人的学习经验呈正比
.

所以
,

随着学习经验的

增长
,

这种字形知觉整体性就会表现得更明显
.

实验二发现由字频表示的人对字的熟悉度经验并没有改变字形知觉整体性对部件识别

的影响
.

这似乎与本研究假设相矛盾
.

但根据上述的联结主义模型
,

这个结果并没有否定

我们的假设
.

因为
,

人的经验有很多不同的方面 ; 不同的经验以图 1 中不同的结点之间联

接权重来表示
.

其中字频这类验经 主要反映了不同层次结点之间的联接权重上
.

而由部件

命名法反映的字形知觉整休性经验则通过字形模块内部结点之间的联接权重来表达
,

自

然
,

在这里字频就不起作用
,

但这井
一

不意味着高频对字形知觉整体性没有影响
,

而是部件

命名法不能显示出字频的作用
.

实验二还发现
,

非字中的部件字识别明显慢于单独呈现的部件字识别
,

而喻伯林等

(199 1)用人工非字却没有发现这种差异
.

这一现象很容易用上述模型来解释
.

因为本研究
x 的非字仍有整字字形结点存在

.

尽管它的激活强度及其与部件结点的联结权重都较真
、

假字来得弱
,

但毕竟对部件字结点激活产生 了抑制
.

此外
,

非字中的非目标部件也会对目

标部件结点的激活产生抑制 ; 而包含非文字符号的人工非字则不可能存在相应的整字字形

结点
,

并且
,

非文字符号和文字符号可能是由两个不同的识别系统来识别的
,

它们之间就

不可能产生彼此的抑制
.

总之
,

本研究结果证实部件识别受到了字形整体知觉的影响
,

这种影响反映了字形知

觉的整体优先特征
,

并且
,

这种特征随人的字知觉经验的增长而加强
.

上述结果在基〕
1

联

结主义框架的字词识别模型中得到了较好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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