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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词素重复启动的方法考察合成词的心理表征
。

目标刺激为 �0 个语义透明度词
、

�0 个不透明词以及 0. 个

非词 !都是两个字∀
。

启动刺激有 / 种
#

!1∀ 目标词本身
,

!�∀ 目标词的第一词素
,

! ∀ 目标词的第二词素
,

!0∀ 由 目标词

的两个词素颠倒后形成的非词
,

!/∀ 包含 目标词的一个词素的非词
。

启动刺激的呈现时间是 ∃�� 毫秒
,

随后是 目标

刺激 0 �� 毫秒
。

被试的任务是尽快准确地按键判断目标刺激是否是一个词
。

研究发现
,

!�∀
、

! ∀
、

!/∀ 条件下的重复

启动中
,

透明度表现出显著的效应
#

透明词的启动量显著大于不透明词
。

结果支持合成词的表征受语义透明度的影

响
,

透明词和不透明词的词素和整词在心理表征中的关系可能不同
#

前者是一种兴奋性的连接
,

后者是一种抑制性

的连接
。

关键词 合成词
,

词素
,

心理表征
,

语义透明度
,

重复启动
。

分类号 2 .0 �

引 言

有关合成词的表征问题的争议已经持续 �� 多

年了
。

曾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
#

一种观点认为所

有合成词都是 由分离的词素来表征的
3 另 一种观点

认为无论单纯词还是合成词都是以整词为单元来表

征的
。

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在通达表征中词

和词素单元都存在
,

绝对的整词表征观点和绝对的

分解存储观点都是不恰当的
。

支持词素分解 的证据很多
。

4 ( 5∋ 和 6+ 78 ∋9 7 早

在 ∃ : % / 年的研究中就发现真词素的加工 明显地不

同于假词素的加工
,

从而表明词素是作为独立的单

元存储在心理词典中的 ;1<
。

以后的研究 中证明词素

表征存在的证据很多
,

主要来 自于  个方面
#

!1∀ 词

素累积频率效应
。

当一个合成词 的表面频率受到

控制 时
,

它的词素 的频率越高
,

加 工就越快 ;�<
。

!�∀

词素的重复启 动效应
。

合成词 的词素对整词有很

强的启动效应
,

且这种启动效应不 同于简单的形或

音或义 的重复启 动 ; <
。

! ∀ 临床证据
。

有 一些病人

在加工非词时受词素结构的影 响
#

读完全可分解的

非词好于仅含一个词缀的非词
,

又好于无词素的非

词 ;0<
。

然而
,

在各种语言中都大量地存在着语音透明

度和语义透明度 的问题
,

也就是说一个合成词的语

音或语义不能简单地由其词素的语音或语义相加而

得
,

因此
,

如果否认在心理词典中存在整词的单元
,

那么语音不透明词的语音以及语义不透明词的语义

的影射将无法完成
。

即使对于语义透 明的合成词来

说
,

整词的意义也不完全是词素的意义的简单组合
。

从完成语音和语义 的影射的角度说
,

整词单元的存

在是有必要的 ;/<
。

支持词素表征存在的大量实验证据并不一定否

认整词表征存在的可能性
。

在变化词素累积频率的

实验中
,

固然发现存在词素频率效应
,

但与此同时
,

也发现存在表面频率的效应
。

几乎没有实验能否认

表 面频率的作用
=

在重复启动的实验中
,

尽管有可

信的词素启 动存在
,

但整 词的启动量总是最大的
。

因此我们在承认词素单元存在 的同时
,

不应否认整

词单元的存在
。

如果在词汇加工过程中没有词素分解 的过程
,

那么词素对整词就不会有启动作用或者启动很小
。

然而
,

大量的研究都发现词素对整词有很强的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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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种启动效应不能简单地归 因于形和义的作用
。

词素的启动效应是一种独立于形
、

音
、

义的现象
。

这

些研究都表明在词汇 的加工过程 中词素确实起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1<
。

王春茂和彭耽龄 Α>< 提出在通达表征中词和词素

单元在同一层次而不是相继的两个层次
,

且词和词

素单元之间有着一定 的联系
,

这种联系还受到语义

透明度的影响
− 。

根据这个假设
,

一个合理的推论就

是
,

对于透明度不同的词语来说
,

词素对整词的启动

应有不同的表现
。

对于透明词来说
,

词素的激活有

利于整词 的激活
,

启动量是 正的
3
对于 不透明词来

说
,

词素的激活可能会阻碍整词的激活
,

启动量是负

的
。

考虑到无论是透明词还是不透明词
,

词素重复

启动作业中形 的特征的激活是不可避免的
,

我们可

期望透明词的词素对整词的启动量要大于不透明词

的词素对整词的启动
=

在本实验中
,

我们用重复启动的方法考察词 素

和词 的关系
。

目标词分作透明和不透明的两组
。

如

果透明度不影 响词 的表征
,

那么它们的词素对整词

的重复启动的趋势是一致的
3
反之

,

将表现出不同的

模式
。

� 方 法

�= ∃ 被试 北京师范大学的 Β 名本科生参加了该

实验
。

他们的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

�= � 材料和设计 在本实验中
,

词素的重复启动采

用了 / 种方式
#

整词重复启动
、

首字重复启动
、

尾字

重复启动
、

首尾字颠倒 !非词∀的重复启动
、

词素相关

的重复启动
。

例如
,

对于 目标词
“

快乐
” ,

/ 种启动刺

激分别是
#

快乐
、

快
、

乐
、

乐快
、

快车
。

启动刺激和 目

标诃的呈现用不 同的字体
。

我们用中性符号
“

ΧΧ
”

作

为这 / 种条件的共同的基线
,

整词和词素的启动效

应是用整词与词素启动条件与符号启动相 比较来度

量的
。

为此
,

我们选了透明的和不透明的双字词各 � 0

个
,

它们在词频
、

词素累积频率
、

笔画数
、

部件数
、

构

词能力
、

义项级等维度上都得到 了平衡
。

在全部启动刺激中
,

除了词素相关组
,

其他四组

的材料的准备都是唯一 的
,

这里不作过多 的介绍
=

在词素相关组中
,

有 0 种可能的情况
#

启动词和 目标

词 的第一个字或第二个字相同
3
启动词和 目标词 中

相 同的字的位置相同或不同
。

比如
,

对于 目标词
“

快

乐
” ,

词素相关的启动词可能有
“

快车
” 、 “

特快
” 、 “

欢

乐
” 、 “

乐群
” 。

在本实验中
,

这 0 种情况是平均分配

的
,

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加以考察
。

由于一个被试不能对一个 目标词作一次以上的

判断
,

因此这 > 种条件 !/ 个实验条件和 ∃ 个基线 ∀要

分配到 > 组被试 中去做
,

也就是说实验分作 > 个版

本
,

每组被 试 ∃> 个
。

每个版本中 目标词都是一样

的
,

启动刺激也有 > 种
,

即每 ∃ Δ> 的 目标词用一种启

动刺激
。

至于每个版本哪 ∃ Δ> 的 目标词用哪一种启

动刺激是随机分配的
=

对于每个实验版本
,

都加了同等数量的非词
,

它

们在单字的频率上和 目标词相匹配
,

在形
、

音上不与

任何一个真词相同
=

这些非词对于 > 个版本都是同

样的
。

非词的启动刺激也有 > 种
#

非词的第一个字
、

非词的第二个字
、

非词首尾字颠倒组成的非词
、

重复

非词其中一个字的双字词
、

非词本身
、

符号刺激
=

每

种情况对应 . 个非词
,

共 0. 个非词
。

实验的 > 个版本都包含 0. 个真词和 0. 个非词
,

它们随机混合在一起
。

在每一个版本的前面都有 0

个准备刺激
,

� 个真词 � 个非词
,

启动刺激分别为首

字
、

尾字
、

目标本身
、

目标颠倒
。

在实验前还有一次

练习
,

共 �� 个真词
、

�� 个非词
。

启动刺激和实验顺

序的安排都与正式实验一样
。

�=  仪器和 实验程序 刺激 的呈现和数据的收集

都在 Α2 Ε 兼容机上 由 Φ Γ (8 ∋9 7
软件完成

。

刺激呈现

在 Η Ι ϑ 监视器的中央
,

黑底 白字
。

每个字的视角约

为 �� Κ Λ+ !水平 Κ 垂直 ∀
。

主试在另一个房间的另

一台监视器前观察被试的反应
。

刺激的呈现序列是这样的
#

先是一个 / �� 毫秒

的图形掩蔽
,

紧接着呈现启动刺激 ∃�� 毫秒
,

然后是

目标刺激呈现 0 �� 毫秒
。

启动刺激的字用 的是楷

体
,

目标词用的字是宋体
。

所有 的刺激都呈现在屏

幕正 中央
,

对于单字 的启动也一样
。

要求被试尽快

对呈 现的 目
’

标刺激进行真假词判断
,

方法同前
。

目

标词呈现完毕到下一次刺激开始呈现之间的间隔为

 秒
。

−

所谓语义透明度
,

指的是复合词的语义可从其所组成的各个词素的语义推知的程度
,

其操作性定义为整词与其词素的语义相关程度
。

实验选材中透明度得分的依据是刘颖用 : 点量表所评定的结果
=

量表中包含 ∃/ �� 个双字词
,

被试为 � �� 名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生
=

要求他们

在一个包含 ∃/� 个词的 : 点量表上对词本身与第一词素和第二词素的意义相关程度作出评定
。

如对
“

草率
” ,

评定
“

草
”

与
“

草率
” 、 “

率
”

与
“

草

率
”

的语义相关程度
=

每个词由 �� 个被试进行评定
,

对 �� 个评定分数进行平均作为得分
。

对第一和第二词素的平均得分作为整词的语义透明

度得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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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分析和讨论

只有真词的数据参加 了分析
。

表 ∃

两个词 !
“

幅员
”

和
“

婉转
”

∀的错误率大于  � Β
,

在分

析中被删掉
,

没有参加随后 的分析
。

这样不透明组

在不透明组有 的项 目就由 �0 个减为 �� 个
。

平均的反应时和错误

不同重复启动条件下的词汇判断反应时和错误率

统计项目 启动类型 整词启动 第一词素启动 第二词素启动 颠倒词素启动 词素相关启动 基线

反应时 不透明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毫秒∀ 透明 / ∃�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

>

错误率 不透明 ∃
=

0 � �名0 /
=

> . 0
=

.  ∃ �
=

/ ∃ >
=

� /

透明

�急砌�咧辞懊蓄翅喊

整词启动 首字启动 尾字启动 顺倒启动 词素启动

图  不同重复启动条件下的反应时启动量 !毫秒 ∀

�攀�喇辞饵僻呜犯

整词启动 首字启动 尾字启动 颠倒启动 词紊启动

图# 不同熏复启动条件下的错误率启动量 !∃ ∀

率见表 %
,

启动量见图 %
、

图 #
。

明词和透 明词之 间无差异
。

% % 整词重复启动 错误率的分析结果和反 应时的分析一致
。

项

以 目标词 的透明度 !不透明一透明 ∀和启动的 目分析和被试分析都发现
,

启动类型有显著 的主效

类型 !整词启动一图形启动 ∀为 自变量
,

对反应时的 应 &∋( ) ∗ +
,

+ −
,

. !  
,

/ / ∀ ∗ 0
,

/ %
,

1 ∗ +
,

+ + / 2 ∋( )

以项 目为 随机变 量 的方差分析 !以下 简称 项 目分 ∗ +
,

%+
,

. ! %
,

0 3∀ ∗ %+ ,# #
,

1 ∗ + ,+ + #4
。

项 目分析

析 ∀和 以被试为随机变量的方差分析 !以下简称被 发现 目标词透明度 和启动类型 的交互作 用不显著

试分析 ∀ 都发 现
,

启 动类型 有显著的主效应 〔∋ ( ) !1
, 5 6 +

,

%∀
,

透 明 度 的 主效 应也 不 显著 !1
’
5 6

∗ %# 7 + %#
,

/ 3
,

. !  
,

/ / ∀ ∗ % − 7
,

0 #
,

1 ∗ +
,

+ + + 2 ∋ ( ) +
,

− ∀
,

被试分析发现 目标词透明度和启动类型的交
∗ 3 + / %+ 7

,

% #
,

. !  
,

0 3 ∀ ∗ 7 #
,

8 8
,

1 ∗ +
,

+ + + 4
。

也就 互作用不 显著 !1
’
5 6 +

,

+ 7 ∀
,

透明度的主效应也不

是说
,

有 明显的重复启动效应
。

透 明度的主效应也 显著 !1
’
5 6 +

,

% ∀
。

不 显著 !1
’ 5 6 +, #∀

。

项 目分析和被试分析发现 目 从显著的整词重复启动 中可以看到
,

当在一个

标词透明度和启动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1
’
5 6 目标词呈现之前呈 现该刺激的另一种字体时

,

对它

+, #∀
。

、

这表明在这种整词重复的启 动条件下
,

不透 的反应要比在它之前呈现一个中性刺激时快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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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受到很大的易化
。

但也可以看到
,

这种启动条件 间有较强 的兴奋性连接
,

不透明词 的词素和整词之

和 仅提前呈 现 刺激的作 用 是 不 一样 的
。

Μ Ν ϑ 为 间有 的连接较弱
,

或呈负性
=

∃� � 毫秒的整词重复启动并不等于提前 ∃� � 毫秒呈 透明词和不透明词的词素重复启动的差异在其

现
,

否 则应该有 ∃� � 毫秒左右的启动量
,

而此时的 他语言的研究 中也有发现
。

Μ(Ο Π7( 发现透明词的两

启动量仅为 %0 毫秒
。

这是因为启动刺激和 目标刺 个词素对这个合成词的词汇判 断都有促进
,

而不透

激的字体不 同
,

它们之 间的启动效应不是发生在形 明词和假合成词都无促进;%1
。

的具体刺激输人阶段
。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实验中 Μ Ν ϑ 为 ∃�� 毫秒
。

透明度 的主效应 以及交互 作用不显著
,

表明在 彭耽龄等发现
,

当 ΜΝ ϑ 延 长到 � 0� 毫秒时
,

透 明词

重复整词的启动条件下
,

透明度 的作用不强
。

这可 和不透明词的词素重复启动的差异消失了 ;.<
。

这表

能是 由于整词 的启动效应掩盖了词素的启动
,

而后 明随着时间的延长
,

整词的作用越来越强
。

者是造成透明度影响启动量大小的原 因
。

 = 0 颠倒词素重复启动

 = � 首词素重复启动 对反应时的项 目分析和被试分析都发现颠倒重

统计分析方法 同上
。

对反应时的项 目分析和被 复启动的主效应显著 〔ΕΜ Θ 二 � 0 > > .
=

%/
,

6! ∃
,

0 0∀ Ρ

试 分 析 发 现 首 字 启 动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ΕΜ Θ Ρ  �
=

: .
,

) Ρ �
=

� � � 3 ΕΜ Θ Ρ ∃ ∃ ∃ �   
=

. ∃
,

6!1
,

: / ∀ Ρ

 %  > >
=

� ∃
,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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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试分析接 近 显著 ;ΕΜ Θ Ρ �
=

� /
,

6!1
,

: / ∀

首词素和尾词素的重复启动中都发现了比较强 Ρ  
=

  
,

) 井 �= �川
。

的交互作用 !反应时 ∀
,

这 与我们的假设相符
。

也就 词素重复 启动 中在反应时上有较强的交互作

是说
,

透明词的词素对整词的启动 !平均为 /� 毫秒 ∀ 用
,

这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

值得注意的是
,

此

比不透明词 的词素对整词 的启动 !平均 为 � 毫秒∀ 时透明词 的词素对整词的启动是正的
,

而不透明词

大
。

这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

透明词的词 素和整词之 的词素对整词的启动是负的
。

这暗示 了不透 明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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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启动作业中词的语义透明度的作用

词素和整词的连接可能是抑制性的
。

在首尾词素的

重复启动 中得到的正性启动可能包含了几方面的效

应
#

来 自较初级层次的形 的启动和来 自通 达表征 中

的词素的启动
。

形的启动也许是首尾词素重复启动

中 比较强的一个因素
,

从而掩盖了不透明词的词素

对整词 的抑制
。

在词素重复启动 中
,

形 的启动也许

相对比较弱
,

从而使词素的作用 比较显著
,

在不透明

词 的词素和整词之间出现了抑制
。

 = > 完全启动 ς 部分启动 ς

以启动类型 !整词启动一部分词素启动 ∀和透明

度为 自变量
,

考察整词与词素启动量的差异
。

分析发现
,

只有在错误率中首字和整 词的启动

量差异不显著
3
透明词的尾字和整词重复 启动 的错

误率差异不显著
。

而在其他的条件下
,

整词和词素

的重复启动差异都是显著的 !)
’ 8 Τ �= � /∀

=

总之
,

结

果不支持完全启动
。

彭聘龄
、

李燕平
、

刘志忠等 ;:< 发

现整词重复启动和词素重复的启动量无差异
,

从而

推出
“

完全启动
”

的结论
。

但在我们的这个实验 中
,

完全启 动并不是必然的
,

它要受到透明度 等因素的

影响
。

是一种抑制性的连接
。

这样
,

在重复启动作业中
,

透

明词的词素对 目标词的加工起促进作用
,

而不透明

词的词素对目标词的加工起抑制作用
。

致谢 刘颖在透明度的测量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

刘

颖
、

丁国胜
、

Ε ( 7& Ω8 4 ( Ο 等给作者提出了许多有价

值的建议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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