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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的 目的是研 究金丝猴对于从三维客体 到其二维的照片及图片的概括

能 力
。

实验在三只未成年金丝猴 身上进行
。

在基础训练中
,

训练动物 辫 别墨水

瓶模型和 小房子模型
。

然后用它们的照片和 图画 进行刚验
。

实验表明三只 金丝

猴都不能把对客休 的辫别迁移到照片和 图画上去
。

0

前 言

对客观事物的属性以及它们的关系进行抽象概括
,

是有机体认识活动的高级形式
1
可

使有机体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加强
。

大量事实证明
,

灵长动物虽然能 对 具体的物体属性

及其关系进行抽象概括
,

但是还不能离开当时具体的情境
,

过渡到象人类那样以词为其支

柱的概念活动
。

所以它们的抽象概括还只是属于初级的
、

或者 说 是原始的形式
。

它们只

有思惟的萌芽
,

与人的抽象思惟有着本质的区别
。

从上述观点出发
,

为了对灵长动物初级抽象概括活动的一些方面进行 较为细致的比

较研究
,

以期对它的特点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

我们设计了几个实验
。

本实验是其中之一
。

目的在于探究我国所特有的金丝猴对于实物
、

实物的照片和图片的抽象概括能力
,

同时也

是对这种猿猴智能进行第一次实验研究
,

借以鉴定这种动物在智能演 化 阶梯上的地位
。

动物在其自然环境中是不可能接触到照片画片等二维度客体的
。

一般认为由三维度

的物体到代表它的二维度平面图象
,

是一个抽象概括的过程
。

在这一过程中
,

一些有关物

体的深度知觉的生动属性被取消了
,

个体只能从图象所能提供的有关 物 体的一部分特征

来认识它所代表的原来的对象
。

这对正常成人来说是不成问题的
,

但在 婴 幼儿和高等灵

俘动物
,

个体是否具有这种认识能力
,

众多的实验研究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

有的研究

证明幼儿川
、

甚至婴幼称猴帕在不经训练的情况下便能立刻认得他所熟悉的对象的照片
。

一些研究者肠
2〕证明

,

黑猩猩在经过学习之后是能认得客体的照片的
,

但是 也有作者证明

 / 本文于+ ,− +年 2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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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见过照片的成人在开始时不认得客体的照片帕1 还有研究者报告 说
,

郎使在经过+4 天

训练之后
,

黑猩猩仍然不认得它所熟悉的客体的照片0
。

0

本实验试 图焦刺激客体的几种不同层次的图象检验金丝猴所能达 到 的 抽 象概括水

平
。

用从学会在刺激客体间的辨别向有关图象进行迁移的方法进行检查
。

因为用辨别迁

移的方法能够保证被试在熟悉和确认原来客体的前提下
,

来辨认代表它的 图象
。

二
、

方 法

被试 被试为三只川金丝猴 .5 678 9 : 7;<=
= > ? ∀ 9 ≅ =   Α8 Α =

/
Β 4号

,

雌性
,

实验开始时约一

岁半
1 � 号

,

雌性
,

约二岁半
,

这两个被试均为野生自然猴
,

产我国陕 西秦岭 1 ΧΧ +号
。

雄性
,

约二岁
,

笼生人工饲养
。

以上被试在本实验前都没有经过任何实验训练
。

0

实验材料 在正式实验之前先给予适应性训练
。

训练课题是黑 白辨别
。

刺激物为两

块贴在 +4 厘米见方递 明有机玻璃上的黑圆和 白圆
,

直径均为 +Δ 厘米
。

正式实验分为基础训练和测验两个部分
。

基础训练中的两个刺激物为
Β
小房子模型

和墨水瓶模型
。

小房子模型底部大小为 3
0

?Ε Φ ≅ ΧΕ Φ
,

墨水瓶模型底部直径为 4
0

4Ε Φ
。

二

模型均漆以中灰色
,

按其外 形 看
,

二模型大小相等
。

每次呈现时
,

小房子模型都以固定的

角度朝向被试
。

测验材料均为基础训练中所用的刺激
,

即小房子及墨水瓶模型的平 面 图

象
,

分为四个层次
Β 黑白照片

、

黑色带 阴影的素描画
、

轮廓画和虚线轮廓画
。

它们都与实

物同大
。

其背景为白色
,

整个图片仍为 + 4Ε Φ 见方
。

实验装置和实验程序 参照%
0

Γ
0

% Α∀  9 Η 卿的Ι ( ϑ 八装置
,

我们设计制造了专门用

于灵长动物学习的推式辨别装置
,

装置中有一排四个抽屉式刺激物呈现盒 .本实验只用中

间两个/
,

,

盒正面嵌有机玻璃
,

其面积为 + 4Ε Φ 见方
。

刺激物呈现于盒内
,

被 试反 应时可从

正面往里将盒推向后方
,

于是在盒底露出食物坑
。

辨别装置前方有一不透明屏幕
,

可以通

过滑轮上下活动
,

在试验间歇可将屏幕放下
,

挡住盒子
。

整个辨别装置安在高 4 ΚΕ Φ 的 台

子上
,

台子下安有轮子
,

可以前后滑动
,

辨别装置本身高 ΛΚ
Ε Φ

,

实验时动物不易看到辨别

装置后方的实验者
。

而实验者则可以通过对面墙上的镜子来观察动物的行为
。

� 号及 4 号被试被关在特制实验用小笼内
,

动物的手可通过笼子铁栅进行反应
。

ΧΧ +

号被试在实验期间未被关进小笼
。

对该猴的实验是在兽舍现场进行的
。

也就是在自由活

动条件下进行实验训练
。

每次实验开始时
,

装置离笼子 + 米左右
,

先升起前面不透明的屏

幕
。

动物开始注意同时呈现在两个盒子有机玻璃后面的两个刺激物
。

然后把装置缓缓推

向笼边
。

动物反应后即把屏幕放下
,

并将装置拉回
。

以便实验者再准备下一试验
。

戒适应性训练的黑 白辨别中
,

黑圆为阳性
,

白圆为阴性
。

在基础训练时同时呈现的两

个物体中
,

小房子模型为阳性刺激
,

墨水瓶模型为阴性刺激
。

动物的 选择 如正确
,

则可在

露出的食物坑内取得食物
。

奖赏食物一般为小块水果
、

花生
、

核桃仁或饼干等
。

如动趣选

择错误
,

则另一盒子即被实验者锁上
,

使动物不得改正
,

即每次 试 验只允许作一次反应
。

每两次试验间歇大约为一分钟
。

每天每个被试一般共进行 ΛΚ 一 4Κ 次试验
。

每次试验阳性

和阴性刺激物都分别 随机出现在左边或右边
,

但一种刺激在一边连续呈现从未超过三次
,

并尽可能避免出现位置转换模式
。

0

在每天ΛΚ 一4Κ 次试验中
,

阳性刺激 在 左右两边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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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大致相等
。

在适应性训练的黑 白辨别中
,

以被试在一次实验系列中连续出现 2Κ 次正确反 应为达
’

到辨别的标准
。

在正式实验的基础训练中‘以连续 2 天达到 −ϑ
0

4形的正确反应 .即在每天

的 ΛΚ 次试验中
,

错误不得超过 3 次/为达到基础训练的标准
。

被试在达 到 这口
、

标准以后
,

为了有利于下一步测验的顺利进行
,

则继续四天进行间杂有不给奖赏试验的基础训练 .每

隔四
、

五次有奖赏的试验
,

进行一次无奖赏试验/
。

在此以后便进行平面图象的测验
,

即在基础训练中每隔 Λ一 4 次试验便插入一次一对

阳性及阴性刺激物的图象试验
。

为了避免学 习因素的影响
。

测验中的正确反应不给予奖

赏
。

同时
,

为了避免图象的四个层次间迁移效果的作用
。

把照片
、

素描画
、

轮 廓 画和虚线

轮廓画的顺序全部打乱
,

在测验 中随机出现
。

每一种测验检查均进行2Κ 次
。

被试在达到训练标准之前
,

常常会出现位置偏好
,

即顽固地连续对左边或右边进行反

应二遇到这种情况时
,

立即给予位置校正处理
。

每当被试连续 +Κ 次总是对一边位置反应

时
,

便将偏好一边的刺激物连同呈现刺激物的盒子和非偏好一边的刺激物全部去掉
,

再让

动物对非偏好一边的盒子进行反应
,

每一次都给予奖赏
。

然后进行训练
,

但头两次必须把
阳性刺激放在非偏好一边

。

如果被试反应正确
,

则恢复正常训练
。

在整个实验期间
,

对动物实行食物控制
,

每天上午实验开始时
,

一般都已 剥 夺食物十

六小时以上
。

实验期间每天喂给的食物一般略少于平时
。

三
、

、

结 果

+
0

三只金丝猴在适应性训练中的成绩如表 +
。

从表中可以看到
,

除了Χ+ 号以外
,

4 号和 � 号对实验的适应是很快的
,

它们的辨别学习

能力也是很强的
。

它们在适应性训练 中成绩的差别也在正式实验中得到反映
。

表 + 息只金丝猴在适应性训练中的成绩

动 物 达到黑白辨别标准所需试验次数 位置校正次数

了Χ + 号 + ΚΚΚ次仍达不到标准

�
0

在正式实验中
,

被试达到基础训练标准时所需的试验次数如表 �

表 � 三只金丝猴在基础训练中的成绩

达到基础训练标准所需试验次最 位置校正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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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础训练 中
,

ΧΧ +号也终于达到了标准
,

虽然所需的试验次数比其 它 二猴要明显地

多
。

我们所订的基础训练的标准比有的研究者 0 用的要高得多
,

这 是 本实 验的性质所规

定的
。

因为在基础训练之后还要进行繁多的测验
。

在基础训练之后有连续四天的间插不

予奖赏的训笋
。

但在这一训练和在以后的测验中
,

被试对原基础训练中的 刺 激物的反应

全都达到 + ΚΚ 万正确
。

可见在达到我们所规定的标准之后
,

基础训 练 的 效果是非常巩固

的
。

三只金丝猴在基础训练中的学习曲线如图 + 所示
。

由图中可以 看 到
,

4 号猴在基础

训练中进步最快
,

‘

只需 Λ 个实验序列便达到训练标准
。

� 号和了牡号在训练中则有明显波

动
,

分别需要 , 或 +Κ 个实验序列
。

而且
,

Χ Χ+ 号猴的每个实验序列包含有4Κ 一−Κ 次试验
,

远

比另二猴在每一序列 中包含的试验次数 .Λ 。次/要多
,

但它的作业水 平 仍在 � 号猴之下
。

这一结果同适应性训练的结果是一致的
。

2
0

从实物到图象的迁移
。

一
万号猴

” 0 确 � 号狠
, 二 , 朴号猴

嘿

/Β

ΒΒ

祷奈冲以假侧玛

�
·

2 Λ

实验序列

图 + 三只金丝猴在基础训练中的学习曲线

被试的测验成绩如表 2 所示
。

从表中可以

看到
,

每个被试对每类图象的正确 选 择反应几

乎全部都处于机遇水平
。

这就同在不强化的测

验中对原基础训练的刺激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
,

正确反应率从 +ΚΚ 拓降到机遇水平
,

表明

它们的反应并没有从实物迁移到图象上去
。

因

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
,

它们在 侧 验中并不认得

从实物抽象出来而又代表着实物的各种图象
。

从在测验中动物 行为的表现也 可 以 看 到这一

点
Β
在头几天的测验中

,

每当呈现图象刺激时
,

动物即有异常的表现
,

或蹲下注视刺激物
,

或连

声尖叫
,

或反应明显迟疑等等
。

表 2 被试在测验中对每类图象选择反应的正确串

Μ李、

·

动 物 Β 照
、

”

⋯
素 描

⋯
轮 廓

一

画

Ν
” 线 画

4 Χ拓

3 Κ书

多拓万开‘
口名8“� �匀心口� 拓拓多

 !∀#�,口叹!民!∃勺终拓拓
 %内# !匕&匀∋!工卜!( 号

) 号

了了∗ 号

四
、

讨 论

∗
�

金丝猴个体之间有明显的个别差异
,

形成辨别学习的速度有 快 有慢
。

在全部作

业中
,

了+∗ 号明显地比其它二猴差
。

它的低劣成绩可能同处于半放养的自由行动状态的实

验条件有关
。

在适应性训练中它虽然没能达到黑白辨别的标准
,

却以 比 适应训练要少得

多的试验次数达到了基础训练的标准
,

这不能不使我们设想它是得益于适应性训练
。

)
�

从基础训练的结果看
,

( 号和 ) 号猴达到预先规定的 ,+ �− 解以上的 正 确反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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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所需试验次数分别为+ 4Κ 次和Λ ΔΚ 次
。

前巳提到
,

我们规定的标准是偏高的
,

而且实

验中的辨别课题对动物来说是颇为困难的任务
,

而在它们达到标准后
,

学习的效果也是极

为巩固的
。

+ , 4 2年我们曾对恒河猴进行过困难程度与此相类似的 辨 别实验
,

它们多数要

在经过Λ ΚΚ 一 4ΚΚ 次试验后达到标准
,

个别成年猴则多达千次以上
。

因此
,

我们从本实验中

得到的初步印象是
,

金丝猴是学习效率较高的一种灵长动物
,

它们能很好 适 应 实 验室情

境
,

安静
,

合作
。

我们认为金丝猴是比较心理学研究的良好的实验对象
。

2
0

动物在测验中的成绩处于机遇水平
,

这从表面上看好象是同测验中 的 正确反应

不予奖赏而造成的一种消退有关
。

、

但仔细分析实验过程
,

我们觉得并 不 是这样
。

因为测

验是穿插在基础训练中进行的
,

这时动物对基础训练中的刺激客体的辨别几乎达到+ΚΚ 多

的正确率
,

而每天不奖赏的测验次数很有限
,

只有 4一−次
1
而且在这4一−次的测验中

,

每个

层次的项目只 出现+一�次
。

在对基础训练刺激客体的辨别非常巩 固的 情况下
,

为数不多

的不奖赏测验
,

不大可能对作业造成消退的效呆
。

相反
,

这种不连续强化的程式往往会有

更好的效果
。

如果说
,

这种不奖赏厕验程序会引出低水平的测验成绩的话
,

我们倒以为这

是因为动物对整个基础训练情境和测验情境形成了相继性辨别所致
。

如果是 这 样的话
,

那么我们认为这种辨别也是抽象概括的一种初级形式
,

因为动物把有奖赏的 基础 训练情

境同诸多无奖赏的测验情境区分开来了
。

我们也曾考虑到有奖赏的测验程序 .在测验中不管动物选择一对刺 激中 的哪一个都

给予奖赏/
,

但这种作法势必造成每个测验项 目内部成对刺激的分化
,

随之而来 的 便是学

习效果在测验中的不断积累
,

于是便会把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

这是一个可 供 进一步研究

和讨论的问题
。 ‘

Λ
0

虽然在实验中用于测验的照片和其它几类图象都十分清晰
,

人们 完 全看得出它

们是基础训练中刺激客体的代表
,

但从动物对它们反应的机遇水平和表现出的异常行为

来看
,

它们竟成了对被试不起作用的刺激物
。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

题
。

”在野外的自然条件下
,

一般来说
,

动物所感知的都是三维度客体
。

当然
,

在光线微弱的

黄昏或黎明
,

当缺乏阴影对比时
,

三维度客体也可能作为二维度的对象呈现在动物感知野

中
,

但这样的情况在动物的生活中毕竟不多
。

因此
,

动物虽然具有感知二维度对象的能力
,

但它们对动物的生物学意义是有限的
,

也就使之难于把三维客体抽象概括成二维的对象
。

但是也有材料表明
,

恒河猴不经训练能立即认出三维客体的照片闭 而又有工作
,

证明

连黑猩猩也不能认出原来熟悉的三维客体的照片0
。

这说 明此问题的本 身 是复杂的
,

企

图仅用一种研究结果将动物智能进化的过程排成从低到高的直线阶梯是行不通的
。

还需

要深入研究
,

以判明在人以下灵长动物身上
,

在某种观察条件下
,

识别照片 究 竟是初级的

泛化过程
,

还是更为高级的概括化过程 , 在另一种条件下
,

不能识别照片
,

是由于精细分化

的结果
,

还是由于缺乏高级概括能力呢 Ο

『 五
、

小

二
结

从本实验的初步结果看来
,

我国特产的金丝猴是学习效率较高的一种灵长动物
,

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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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动物智能的良好的实验对象
。

它们对三维度客体的实验性辨别
,

不能概括到代表这些

客体的照片和图片上去
。

0
翻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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