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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实 验在速示 条件下探讨认读作为表意丈 字符号的汉字和阿拉 伯数 字 时
,

视野 �大脑半球�一侧化问题
,

实验结果表明
,

单个阿拉伯数字不表现 出大 脑 一

侧 化 �
单侧视野 呈现汉字或双字词 以及双侧视野同时分别呈现汉字和阿拉 伯 数

字时
,

表现 出右视野 �左半球�认读的正确率显著的高
�
在双侧 同时分别呈现双字

词和数字以及 中央视野与单侧视野同时呈现汉字时
,

左右视野差别虽不显著
,

但

仍表明左半球在汉字
、

词的认读 中起主要作用
。

,�卜

一
、

前 台‘二翻

人们在认读文字的过程中�大脑两半球的机能关系是怎样的
,

近百年来临床和行为的

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
。

最 初人们从临床观察发现大脑左半球在认知活动方面
,

特别 是 在

语言活动中�包括认读文字�处于优势地位
,

而右半球是不起作用的帅
。

随着材料的积 累
,

人们逐渐认识到左右半球在认知活动中各起着一定的作用
。

对于绝大多数右利手和许多

左利手的人来说
,

左半球在语言认知和记忆方面是特化的
,

而右半球则对于包 括 空 间 关

系
、

图画
、

音乐在内的非语言的认知和记忆是特化的
‘
咖

。

近年来关于大脑左半球 在 语 言

加土中起主要作用的观点逐渐加强“
〕, 同时

,

认为右半球也具有语言能力的观点
,

从 割裂

脑病人的实验研究中也提出了证据“‘, 〕
。

正常人在认读文字的过程中
,

大脑左右半球的机能关系的研究
,

是采用半视野呈现认

读材料的方法进行的
。

其根据是
,

呈现在左视野的刺激物将投射到右半球
,

而右视野的刺

激物则投射 到左半球
。

如果左半球负责对语言进行加工
,

那么当文字材料投射到 左 半球

时
,

其反应速度就快
,

正确率就高 � 而投向右半球的语言信息
,

因为要经过从右半球向左半

球的传递
,

所以反应时间就相对的慢和错误多
。

这正是大多数研究者用拼 音 文 字�如 英

文 �和音节文字�如 日本假名�所证明的
‘卜�� 

。

汉字是一种不 同于拚音文字的表意文字
,

对于不熟悉汉字的人
,

它们如同一个个的图

形
。

从已知的大脑两半球的功能推论
,

右半球对图画
、

空间关系具有加工优势
,

那 么 人们

� 本文于 � ���年�� 月 �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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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汉字的认知是否也由右半球来承担呢 � 有的研究者已经提出对单个汉字的认知是右半

球起优势作用
,

而对两个字的词的认知则是左半球起主要作用
〔
“”

。

我国临床研究 提 供

的资料证明
,

失语患者绝大多数是左脑发生病变
,

而且他们对单个字像对两个字的词一样

具有阅读障碍�� ,
’
�,� ”

。

这些结果和认为认读汉字是右脑优势机能的看法似不一致
。

此外
,

有人研究提出双侧视野同时呈现刺激项 目时
,

优势半球的反应成绩将会提高�� 〕, 而当中央

视野和单侧视野伺时呈现同类刺激项 目时
,

则优势半球的反应成绩下降卿
。

本研 究 的目

的在于用不同的呈现刺激物的方法反复探讨正常中国人 �汉族�左右视野认读汉字时大脑

半球的机能关系
,

同时考查做为表意符号的阿拉伯数字的认读与左右半球的机能关 系
。

本实验包括三种条件
�

�
�

单视野呈现汉字
、

双字词或阿拉伯数字 �

�
�

双侧视野同时分别呈现汉字和数字或双字词和数字
�

�
�

中央视野和单视野同时呈现汉字
。

二
、

实 验 方 法

·

材料和仪器
�

单个字和双字词都是从小学
‘

�一� 年级语文课本中选取的
。

单个字分属于三大词类

�名词
、

动词
、

形容词 �
,

其中包括相等数量的具体名词和抽象名词
。

所有的单个字经 与 汉

字频度表 �内部资料 �校核
,

都属常用字
� 笔划在 �一 � � 划之间

,

平均为 � 划 � 包括三类字型

结构
,

即上下分割
、

左右分割和半包围字
关 。

双字词都是名词
、

皆为常用词
,

分属 于抽 象 名

词和具体名词
,

二者数量相等
。

单字和双字词分别为 �� 和�� 个
。

用中文打字机打印在白

纸上
,

然后剪贴于卡片的适 当位置
。

用于呈现在中央视野的汉字也是常用字
,

共十个
。

阿

拉伯数字为 �一� 共 � 个数字
,

用标准英文打字机打印
,

剪贴于卡片的一定位置
。

早现刺激项 目所用的仪器为一架机械遮挡式速示器
,

刺激项目通过窗口呈现 出 来
。 �

窗口遮挡板中心有一红点作为注视点
。

从刺激项 目中心到往视点的距离为 �
�

�
。

视角
。

单

字和阿拉伯数字的尺寸分别为 �
�

了
“

和。
�

��
。

视角犷双字词上下排列
,

所占空间上下为 �
。

视

角
,

左右为 �� �
“

视角
。

视野亮度为��
�

� � � � �
“。 �

被试

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共�� 人
,

分为两组
,

各为 �� 人和 �� 人
,

年龄为�� 一�� 岁
�
�

经被试

主诉和有关鉴定他们都被确认为右利手
。

视力正常 �包括校正视力在 �
、

。以上 �
。

实验程序

被试坐在速示器前
,

将头放在头架上
,

眼睛对准呈现刺激物的窗口
,

其距离为 � 。。� ‘

指导语要求被试听到预备信号时
,

·

将视线固定在速视器挡板的中心注视点上
,

同时兼顾注

视点的两侧
。

要求看 到刺激项 目时立即读出来
。

在字与数字或双字词与数字 同 时 呈现

时
,

以及一侧视野与中间视野同时呈现单字时
,

要求被试先报告侧视野的字或 词
,

再 报告

数字或中间视野的字
,

二者都反应正确才予 记分
。

刺激项 目呈现时间
,

经预先 试 验
,

选定

铃
字的不同结构

,

对辨认有影响
�

左上角在辨认中是重要的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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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毫秒 �在此速度卞
,

正确辨认率可达 �� 解⋯
�

左右�
。

正式实验前先用十张卡片进行认读

方法的训练
,

直 到对其中八张卡片反应正确
,

即正式开始实验
。

左右视野分别
‘

呈 现 �� 个

�单字�或�� 个 �双字词 �项 目
。

它们的呈现顺序是半随机的
,

同一侧视野连续呈现最 多不

超过三个字或词
。

左右视野呈现的字或询在被试间进行 了平衡
。

被试反应的正确数做为

记分依据
,

每侧视野最高记分为�� 分�单字�
、

�� 分�双字词��

三
、

实 验 结 果

长

�一 � �� 名被试 �男女各半�所做单视野呈现单个字的实验及 �� 名被试 �男女各半�所做

的单视野呈现双字词的实验都表现为右视野 �左半球�的成绩优于左视野 �右半球 �的成绩

�表 � �
。

单字实验的左右视野变异数分析为 � ��
,

� �� � ��
�

��
,

� � �� ��
�
双字词的左右视

野变异数分析为 � ��
,

��� 一 ��
�

��
,

�� 。
�

��
。

在两种材料分别实验的情况下
,

左右半球的差

别是显著的
‘

。 �

表 � 左右视野分别呈现单个字
、

双字词或单个数字时
,

正确反应平均百分数

刺刺 激 项 目目 左 视 野野 右 视 野野 ����

平平平 均 数数 �
�

�
���

平 均 数数 �
�

�
�����

单单 字字
�

弱
‘

了了
、

� �
�

��� 了�
�

了了 � �
�

��� �
�

����

双双 字
卜

词词 � �
�

��� �� �
‘‘

� �
�

��� ��
�

��� �
�

����

单单 个 数 字字 �了
�

��� �
�

��� ��
�

�
··

�
�

了了 不显著著

,

左右视野分别呈现阿拉伯数字的条件下
,

其差别是不显著的 �表 � �
。

左右视野 正 确

认读数字的平均百分数分别为 卯
�

� 和 ��
�

�
。

这说明在本实验条件下
,

单个阿拉伯数字做

为刺激项 目
,

左右半球的反应基本上是相等的
,

不表现出大脑偏侧优势
。

�

�二 �一侧呈现阿拉伯数字
,

另侧视野同时呈现单个字或双字词的实验结果显示 在 表

�
。

结果表明
,

单个字和数字同时呈现的情况下
,

对单个字的认读成绩为右视野优于左视

野
,

其变异数分析为 ���
,

� ��� ��
·

��
,

�� �
�

��
。

说明左右视野的差别显著
。

�

而对数 字的
反应上视野差别却很小、 在双字词和数字同时呈现的条件下

,
’

左右视野对词的认 读
‘

成绩

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别
,

但仍可看出右视野 �左半球 �的反应成绩比左视野�右半球�的好�表
� �

。

左右视野对数字的反应几乎相等
。

�

表 � 左右视野同时分别呈现数字和汉字
,

数宇和双宇词时
,

正确反应平均百分数

一�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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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侧视野和中间视野同时呈现单个汉字的条件下
,

左右视野的差别也不显著
,

但

同样表现为右视野较左视野成绩稍好 �见表 � �
。

表 � 中央视野和一侧视野同时呈现汉字时正确反应平均百分数

�
�

�
�

右右 视 野野

平平 均 数数 �
�

�
���

��
视一
�

�
��

�
�

�刺 激 项 目

平 均 数

四
、

讨 论

�
�、,

在拼音文字系统中
,

阿拉伯数字是一种表意符号
。

用这种材料来探查视野偏侧化
,

有

人得到右半球优势卿
,

也有人得到左半球优势的结果伽
〕。

本实验结果证明
,

在单侧视野呈

现阿拉伯数字时
,

左右视野的认读正确率都很高
,

没显出优势差别
�
在双侧视野同时 呈 现

数字与汉字或数字与双字词时
,

所得结果进一步证明数字不表现出明显的视野 差 别
。

这

个结果和多数人把数字看作是偏侧化不大的一种材料的观点是一致的
〔队 ’的 。

因 此
,

可 以

认为在大脑机能一侧化的实验中
,

阿拉伯数字是一种 中性刺激物
。

这个 观 点 也 符 合 在

多数大脑一侧化的实验中
,

把数字当作中性刺激项目
,

用来控制注视点的作法
。

在速视条

件下
,

左右视野分别认读汉字的研究中
,

用双字词作为实验材料所得结果都表现为右视野

�左半球 �优势�� 
,

哟
。

在本实验第一种条件下
,

用双字词所得的结果和这个 结论 是 一 致

的
。

一般认为左脑有对语言进行分析加工的能力
,

而两个字组成的词具有完整的词义
,

有

利于左脑的加工
。

在本实验中
,

被试主诉
,

在�� 毫秒的呈现速度下
,

一般能看清双 字 词中

的一个字
,

另一个字则只能看清轮廓
,

要确认该字有时靠推测
,

故对双字词语言分析 能 力

的要求就提高了
,

因此左脑表现出较大优越性
。

在实验条件一 中
,

单个字的认读结果表现为右视野 �左半球� 优势
,

这个结果与临床对

失语症患者的观察所得材料是一致的�� 〕,

而与 � �� �� 及 � � � � � 的左视野优势不相符
。

� � � � � 的实验所用的刺激是 日本汉字
,

被试为日本人
。

日本汉字有非常多的 同 音 异 义

字
。

有人认为日本人辨认汉字字义往往靠字的视觉形象
,

无需通过字音转换眺
〕。

这
一

或 许

是速视条件下 日本人辨认汉字表现为左视野 �右半球� 优势的原因
。

‘

但是也有人得到不同

的结果
,

如日本神经心理学家�
�

� 。
��

关 的实验证明日本人辨认单个汉字是右视野 �左半

球�反应快
。

而另一 日本学者 � � � � � � � � 〔�� 却得到认读汉字有左视野 �右半球 �的不显著

的优势倾向
。

看来
,

日本人认读单个汉字的实验结果还有待进一步确 证
。

� � “ � � 用中国

人做被试
,

同样得到对单个汉字辨认的左视野优势的结果
。

他认为在要求被试尽 快 读出

所呈现的单个汉字的条件下
,

汉字是作为整体图形被认知的
,

所以就得到右半球优势的结

果
。

可是本实验在同样的指导语的条件下却得到相反的结果
。

我们认为�
� � � � 的左视野

优势结果或许是由于刺激项 目本身造成的
。

他选用 了�� 个字
,

分为抽象和具体 两 类
。

同

时
,

它们又被平分为有声音线索的形声字和有象形根源的象形字
。

我们知道象形字都 应

日本千叶大学心理系教授
,

私人通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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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具体字类
,

而形声字
,

如他本人所举之例表明
,

其中也有一部分属于具体字类
。

因此
,

在其所用的实验材料中
,

具体字类的总量多于抽象字量
。

有人已经实验证明
,

人们对具体

字的认知是右半球优势而对抽象字是左脑优势勿
·

助
。

如果事实是如此
,

� 巍 � � 的结 果 就

可能和所选取的刺激项目本身的性质有关
。

我们认为本实验所得结果
,

右视野 �左半球�

优势或许可以从中国人学习书面语言的过程得到解释
。

学习汉字总是要将其音
、

形
、

义三

者结合在一起进行
,

因此汉字作为语言符号不会只当作一种图形被认知
。

尤其是在 要 求

被试大声读出所呈现的字时
,

左半球的 参与就更为直接
。

在这种情况下汉字就如同作 为

语言符号的拼音文字一样表现出左脑优势
〔川

。

在双侧视野同时呈现汉字和数字的条件下
,

汉字辨认的右视野 �左半球�优势进 一 步

得到证明
。

但此结果与单侧视野呈现汉字的结果相比�对照参阅表 � 和表 � �
,

优势 半 球

的辨认成绩并不象有人认为的
,

可 以得到更高的成绩
,

相反
,

非优势半球 的 成 绩反 而 提

高
。

‘

这个现象在双字词与数字同时呈现时表现得 更为明显
。

其优势半球的成绩与单侧视

野呈现双字词时的成绩相 比
,

并未提高
,

而非优势半球的成绩反而提高
。

�注意
,

其成绩仍

然不如优势半球好�
。

正因为如此
,

所以在双字词与数字同时呈现时左右半球的优势差别

消失
。

实验证明
,

半球认读成绩的提高或降低
,

是与有关半球的容量限度及其机能状态有

关
。

例如�
�

��� �沙�,�
的
提出在较容易的语言记忆负有下

,

可以改进优势半球的作业水平
,

而在复杂的记忆负荷下
,

则降低优势半球的作业
。

前种结果称为激活或点燃效应
,

后者称

为过载效应
。

在前述双侧同时呈现双字词和数字的条件下
,

左视野 �右半球�成绩 的 改进

似乎可以用激活说解释
。

当数字呈现在右视野时
,

由于这是一种较易认读的刺激项 目
,

所

以左半球处于激活状态
,

这就使投射右半球的双字词
,

语言信息的转换效率提高
,

表 现 为

左视野 �右半球 �的认读成绩改善
。

在与此相反的情况下
,

右视野呈现双字词
,

它 与数字相

比是一种较难辨读的材料
,

从而加重了左脑的负荷
,

而同时呈现在左视野的数字也要求传

递到左半球作出 口头报告
,

这样就可能使左半球出现超负荷现象
,

结果表明其成绩与只是

单侧呈现双字词时相比有所下降
。

这种超负荷现象在本实验条件 � 中得到进一步证实
。

由于中央视野和单侧视野同时呈现汉字
,

它们属于同种刺激材料
,

因此就有可能要求在同

一半球进行加工
,

这也就可能加重有关半球的负荷
,

从而降低该半球辨认汉字的正确率
,

这恰好是条件 � 中右视野 �左半球�的反应结果
。

而其左视野 �右半球 �的反应结果与单视

野呈现单个汉字的左视野相比
,

基本无变化 �对照参阅表 � 和表 � �
。

这个结果 与� ��
。。 �

� �� � �咖〕用英文所得结果相一致
,

表现出同一类的刺激材料是由同一半球进行 加 工 的 特

点
。

这又一次证明对汉字的辨读加工是右视野左半球为主的功能
。

五
、

小 结

〔一�在本实验条件下
,

左右视野单侧呈现单个汉字或双字词的认读都表现出右 视 野

�左半球 �的优势效果
�
作为表意符号的单个阿拉伯数字未表现出视野偏侧化

。

�二�双侧视野同时呈现单个汉字和数字时
,

同样表现出右视野 �左半球�优 势
�
左

、

右

视野分别同时呈现双字词和数字时
,

这种优势效果消失
,

表现为左半球的成绩稍有下降
,

而右半球的认读成绩得到改善
,

此种现象似乎可以用优势半球的负荷过重和激活 的 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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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解释
。

�三 �中央视野与单侧视野同时呈现单个汉字的条件下
,

右视 野�左半球 �的成绩下降
,

而左视野�右半球�的成绩没变化
,

进一步证明左半球对汉字加工起主要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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