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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汉字整体呈现时对某部位上部件的识别成绩可能优于

或劣于另一部位上部件, 这种现象称为汉字部位部件效应,

简称部位部件效应。目前有四种作业方式可以观察到这一

效应:整字呈现时识别指定部位部件;整字呈现时搜索指定

部位部件[ 1] ;速示方式下抽取汉字构件(笔画的部分、笔画和

笔画组合等) [ 2, 3] ;微观发生方式下抽取汉字构件[ 4]。部位部

件搜索时,右部件比左部件容易[ 1] ;在速示方式下, 往往抽取

左右结构字的右下角的笔画[ 2] , 微观发生方式下经常首先从

左右字的右部件或上下字的下部件中提取笔画或笔画组

合[ 4]。总之,识别左右字的左部位、右部位、上下字的上部

位、下部位, 一般的结果是下比上容易和右比左容易。对这

一现象的解释因人而异, 本文作者假设, 在汉字早期字形加

工中,大多数字形属性效应的成因可归结为通透性的影响作

用,所以本研究将尝试根据通透性解释部位部件效应。通透

性的概念与计算方法见5速示重复和非速示呈现下的汉字结

构方式效应6
[ 5]
。

2  实验方法

211  实验设计  2种判断类型 (即/ 是0和/ 否) @4 个部位

(即左、右、上、下)的被试内重复测量。

212  被试  中科院心理所研究生 10 名。他们的视力或矫

正视力正常。

2. 3  实验材料  从5汉字信息字典6 [ 6]中挑选由两个成字部

件构成的左右字、上下字各 40 个(下文统一称为合体字) , 它

们在字频和笔画数上匹配, 它们的成字部件即部件字, 去掉

重复的部件字以后,共有 111 个部件字, 它们作为搜索目标。

在Windows95 附带产品/ 画笔0中生成刺激字, 字体的型

号为加黑 26 号字;此外在画笔中对上下字、左右字进行部位

部件分离,对部分笔画进行修正;然后利用 DOS下自编程序

计算部位部件通透性。部件字为 16 @16 点阵宋体字, 字模

来自希望汉字系统。每一个实验用字要生成 4 个刺激对, 即

每一个合体字与其中 2 个部件分别构成刺激对 (相关刺激

对) ,此外, 也与其它 2 个无关部件分别构成刺激对 (无关刺

激对)。无关刺激对是因被试随机生成。

214  实验程序  被试水平注视屏幕, 距屏幕 90cm。先呈现

部件字 500ms, 空屏 500ms,出现合体字。同时计算机开始计

时。要求被试在合体字中搜索部件字;如果部件字在合体字

中,按/是0键,否则按/ 否0键。被试一旦按键,计算机停止计

时,并由计算机判断和记录被试的判断是否正确。然后开始

下一对刺激的实验。

3  实验结果、分析与结论

  表 1 为 10 名被试对部件字是否被包括在合体字中作

/ 是0判断和/ 否0判断的正确反应时(ms)和错误率(% )。

对反应时的相关样本 t检验表明, / 否0判断中对上下字

的搜索难于左右字, t ( 9) = 5. 77, P< . 000, 这也是一种结构

方式效应;对上部位的搜索难于下部位, t ( 9) = 2. 60, P< .

05;对左部位的搜索难于右部位, t ( 9) = 2. 65, P< . 05。对错

误率的检验也表明上部位难于下部位, 左部位难于右部位。

表 1  部件字搜索的平均反应时(ms)和错误率( % )

目标部件所在汉字中的空间位置

/ 是0 上 下 左 右

判 RT 577(65) 548( 72) 521( 58) 501( 47)
断 ER 1115(512) 818(217) 71 0(416) 51 4( 210)

结构类型

/ 否0 上下字 左右字 差值

判 RT 612(94) 588(100) 24

断 ER 516(219) 516(314) 0

  上面的结果是否由部件通透性的差异所致呢? 各部件

的通透性见表 2。

表 2 合体字四个部位部件的通透性测量值(象数点数)

目标部件所在合体字的空间位置

上 下 左 右

水平维度 8183 8163 5150 51 93
垂直维度 4155 4198 9120 71 70

  根据/ 较差值决定论0分别比较上下部位和左右部位的

通透性。上部位的通透性劣于下部位, t ( 79) = 2. 71, P< .

05;左部位劣于右部位, t ( 79) = 2. 47, P< . 05。可见, 通透性

差异和搜索成绩差异是完全一致的。

以上实验结果表明,汉字识别中的部位部件效应可以根

据通透性解释。它提示我们,在形状知觉中,最先看清的既

不是整体也不是部分, 而是最为通透的地方。当然, 关于这

一推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和直接的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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