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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字识别看视觉信息检测的整体优先性
‘’

罗春荣 纪桂萍 房路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摘 要

本实验 以 汉字组成的 复合汉字为材料研 究 了不 同视 角下辫别整体结 构和辫

别局部特性 的反应 时差异
。

实验发现
,

在正常情况下对整体 的辫别反应 时 要 显

著低 于对局部进行辫别 的反应 时
,

并且时象的不 同大 小 对这种差异没 有显 著 影

响
。

这一结果表明整体和局部的
“
相 对大小 ”

不是造成反应时差异的主要 原 因
,

提示视 觉信 息检测是一个从 大 范 围的整体到局部的过程
,

即存在整体优 先 性
。

实验还 发现在作 为局部的汉字和 构成整体的复合字相 同时
,

无 论注意对 象 是 局

部还是整体
,

反应 时均较不 同时 为小
,

这一结果表明整体和局部的作 用 是 双 向

白勺
。

在视觉过程的最初阶段
,

视觉信息的检测是一个从局部到大范围的整体的过程
,

还是

反过来先检测大范围的视觉特性
,

然后才有局部特性的知觉 从格式塔学派正式提出知觉

的组织原则以来
,

知觉的整体性和组织性问题一直受到心理学家的重视
,

许多研究表明整

体对部分在很多情况下有易化作用
。

如对象优势效应
、

图形结构优势效应 及字词优势

效应 等 的 发现
,

都倾向于说明整体在知觉中的重要作用
。

整体性有益于对部分的知觉

是否意味着视觉信息的加工最初是从整体发动的 盯 用 很 多同样的小字母组成

一个复合字母
,

以此做为刺激材料
,

他发现在速示条件下被试对复合字母再认的反应时明

显低于对小字母的反应时
,

据此他提出了知觉的
“

整体 优 先 性
”

原

则
,

认为加工过程在时间进程上是整体结构先于局部特征
。

但是
,

在当前流行的特征分析

理论和计算理论学派看来
,

信息检测只能是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的过程
,

这种先大范围的整

体而后局部的加工几乎是不可能的
,

难以理解的
。

一些研究者 也 对 这一效应的普遍性

提出质疑
,

或把这种效应归 因于整体和局部的大小不同
,

以及其它原因
。

本实验试图以汉

字为材料进一步研究这一
“

整体到局部还是局部到整体
”

的问题
,

探讨相对大小等因 素 是

否足 以解释 的实验结果
,

为澄清视觉过程是从局部到整体
,

还是先整体后局部
,

这

一问题提供实验证据
。

实 验 方 法

仪器和材料

本文 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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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装置 由速示器
,

电钟
,

反应键
,

支架等组成
。

被试坐在速示器前面的桌子旁
,

用支

架固定好头的位置
,

以便恰好平视速示器的屏幕
,

同时被试的两手分别放在两 个 反 应 键

上
,

从被试眼睛到刺激 的 距 离 为
。

刺激材料是由许多相同的小汉字组成的复合汉

字
,

如用多个
“

中
”

字组成一个
“

天
”

字
。

组成复合字的小字的间隔与小字的宽度 相 当
。

刺

激材料分为四组
,

从第一组到第三组
,

大字和小字的相对大小比例不变
,

均为
,

但绝对

大 , 自大而 , 变化
,

复合字
·

小字分别为 么、

和 气
用视角表示则分别 为 补斌

。 ,

,
·

。
。

和
。

。 。
。 ,

也就是说
,

第一组是第三组

字的 倍大
,

第二组是第三组字的 倍 大
。

在第四组材料中
,

复合字和小字的相对大小

比例变为
,

绝 对 大 小 包 括 两 种
, “ 和

,

用 视 角 来 表

示即为
。 。

和 了
“ 。 。

小字和 由它们组成的复合字的关系可分为两种情况
,

一种是两者相 同
,

如用小的
“

今
”

字组 成 大 的
“

今
”

字
,

另一 种 为 两 者 不 同
,

如 用
“

王
”

组

合 出的
“

开
”

字
。

每种材料包括 个项目
,

个为大字和小字两者相同
,

个为两者不同
。

实验 中使用的汉字是根据使用频率统计表 选择的
,

为 一 划的最常用字
。

实验设计和程序

实验采用被试内设计
,

每个被试参加所有 种材料的实验
,

为消除顺序效应
,

对 每 个

被试的实验次序做了仔细安排
。

在每种材料下
,

被试按要求或者只 注意整体即只对 作 为

模式的整体的复合字作反应
,

或者只注意局部即只对作为局部的小字作反应
。

两种 注 意

条件按 序列进行
,

以 消除顺序效应
,

每次试验时呈现 个项 目中的哪一个是事先

随机确定的
。

每个项目重复呈现一次
。

因此整个实验中被试共需做 丫 次

辨别反应
。

实验时在被试面前的桌子上有一张字表
,

每行两个字
。

每次实验时要求被试在 刺 激

呈现后立即作出这两个字中的哪一个是刚才呈现的项目的判定
。

下次则对下一行的两个

字作判定
。

每次试验开始前先给被试一个预备信号
,

秒钟后在屏幕中央呈现刺激
,

要求

被试对辨另对象 按要求或者对整体
,

或者对局部 是字表 中的哪一个尽 快 做 出 按 键 反

应
,

是字表中左边那个字就按左边的键
,

是右边那个字就按右边那个键
。

按左和按右的几

率相等
。

刺激的呈现时间为
。

被试

被试共 人
,

男女各半
,

是高中生和大学生
,

视力正常
。

实验要求被试在保证正 确 反

应的前提下越快越好
。

正式实验前
,

每个被试都作了多次练习
。

实 验 结 果

不同刺激材料下
,

注意对象分别为整体和局部时的平均反 应 时 如 表
,

图 所

示
,

统计时剔除了错误反应的反应时
。

重复测量设计时的 考验表明
,

①不同注意条件下的反应时差异非常显著
, ,

。

但 进 一步的检验表明
,

在第四组材料下
,

不同注意条件下的差异却不

显著
,

一
。

②不同刺激材料 ’的差 异 不 明 显
, ,

、 。

③注意条件和刺激材料 两 因 素 间 也 没 有 明 显 的 交 互 作 用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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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视角材料和注意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 ,

试 苏竺乏 平 均 值

‘的浦,阿‘,自内休部整局

一
尸 “童‘ ”

’

一
部

一一一一

此助“‘︶留创以

溢 —
尸尸 整体

冬

图
一一 一 ’

乏

“
声 材料

不同视角材料和注意条件与反应时的函数关系

表 不同注意条件下局部和整体间的

一致性对辨别反应时的影响

注盘对象

一局部

︵爸衬盆切以

整 体
户 份汾

亡 簇朴

〕一
井份 朴

相 同
“ “

不同 二致性

图 不同注意条件下局部和整体间一致性
与反应时的函数关系

闷 一

‘‘口﹄‘匕尸口仁口︵。日︶岔侧以

表 不同注意条件下不同视角下

的反应时

视
注意瘫

体

部

注意对象

一局部

—整体

大 小 视角

图 不同注意条件下视角大小与反应时的 函 数 关 系
。

从刺激材料一到材料三
,

局部和 由之组成的整体有两种关系 相同和 不 同
。

在

这两种情况下
,

当注意对象分别为整体和局部时的反应时如表
,

图 所示
。

进行刺激材料四的实验还包含两种视角的项目
,

在这两种项 目下
,

当注意对象分别为

整体和局部时的反应时如表
,

图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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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被试的错误反应情况如表 所示
。

总错 误 数 为
,

由于总实验次数为
只 一 次

,

所以总错误率为 士
。

表 错误反应的分布

总总 数数

了了

一一

、一

材材
“

总 数数
注注意对蒙

一 ’

一
料料料料料料料

整整 体体 了了

局局 部部

总总
、

数数

讨 论

由实验结果 可知
,

两种注意条件下的反应时差异非常显著
,

也就是说被试对整体的

辨别明显快于对局部的辨别
。

根据 了 的 看 法
,

这一结果反映了视觉加工是

大范围的整体优先于局部发动这一事实
,

即知觉过程是一个
“

整体到局部
”

的过 程
。

由 于

整体总是大于局部
,

两者在反应时上的差异会不会是这种
“

大小不同
” ,

即
“

小
”

造成可辨性

差
,

而不是所谓的
“
整体到局部

”

的加工造成的 可以推想
,

如果反应时的差异可以归结为

局部和整体两者大小的不同
,

那么
,

改变它们的视角大小应该能引起各自的反 应 时 的 变

化
。

由图 和表 可知
,

从材料一到材料三
,

在相对大小不变
,

整体和局部的绝对大 小 都

由大到小变化的时候
,

无论是对整体还是对局部进行辨另
,

其反应 时都没有表现出系统的

变化
。

因此可以断定
,

对象的大小并不是 引起反应 时差异的重要原因
。

虽然在材料 四 的

情况下
,

对整体和对局部进行辨别的反应时表现出差异
,

但这个差异却没有达 到 显 著 水

平
。

和前面 的三种材料相比
,

材料四 下对整体的反应时变高了
,

而对局部的反 应 时 变 低

了
。

我们知道
,

第四组材料和前面材料的不同在于其整体和局部的相对大小与前面 的 不

同
,

由 , 变为
,

组成局部的项 目变得比较大
。

大小变化以后便引起了反 应 时 的 变

化
,

这一结果不是和前面的结论相矛盾吗 材料四 的实验也包含相对大小不变的两 种 项

目
,

让我们看看图 和表 的结果
。

由图表 可知
,

在这两种情况下反应时差 异 也 不 显

著
。

由此可见
,

整体和局部的绝对大小似乎不对辨别产生大的影响 当然不能过小
,

重要

的倒是两者的相对大小
,

也就是说用什么样大小的局部去组成什么样大小的整体
,

对两者

的加工有重大影响
。

如何解释这种情况 实际上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惊奇
,

因为当整体和局

部的相对大小过小即组成整体的局部要素相对过大时
,

整体往往出现变形
,

从而造成辨别

的 困难
。

了
,

一再强调“
,

, ,

用
“

局部
”

组合出属于同类的
“

整体
” ,

如用小字

组合出大字这种办法来研究所谓的
“

整休优先性
”

效应时
,

必须尽量保证两者 的同等性
,

也

就是说
,

整体优先性是整体和局部在其它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才成立的
。

实验中保证 整 体

和局部具有相同的可辨别性就是这样的条件之一
。

对汉字而言
,

组成汉字的笔划的 长 短

粗细和字的大小通常有一个 比较正常的 比例
,

超出一定的范围
,

写的字就出现变 形
,

不 易

辨认
。

因此
,

本实验中材料四下整体和局部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可能与此时复合字 和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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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比例较小有关
。

也就是说
,

在整体和部分大小比例变小时没有表现出反应时的差异
,

并不意味着整体优先性现象就不存在
,

可能是被此时整体的可辨别性差这一不平等 因 素

掩盖了
。

由于复合字和小字的大小比例对可辨另性的影响的研究
,

未见有报道
,

这个问题

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

综上所述
,

可以认为
,

在其它条件保持一致的情况下
,

整体的辨 明显快于对局 部 的

辨别
,

这种差异不能归结为两者大小之不同
,

而是 由整体加工先于局部加工造成的
。

从材料一到材料三
,

刺激材料按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可分为两类
,

一是相 同
,

一 是

不同
。

由图 和表 可知
,

无论是对整体还是对局部进行反应
,

当两者相同时
,

辨别 的 速

度明显要快一些
。

这一结果与
,

功的实验结果不同
,

他只在被试对局部进

行辨别时发现反应时有差异
,

从而认为被试知觉局部时撇不开整体
,

知觉整体时却可以超

越部分
。

从我们的实验结果来看
,

在知觉整体时
,

局部对它也有影响
,

否则
,

在 局 部 要 素

和整体模式相同与不同这两种情况下
,

辨别整体的反应时应该没有差异
。

因此可以认为
,

整体和部分的作用是双 向的
,

不仅整体有助于部分的知觉
,

部分也对整体的知 觉 产 生 影

响
,

尽管和整体对局部的影响比起来要小一些 由图 和表 可知
,

对整体知觉时反 应 时

差异小一些
。

以上结果提示
,

视知觉的加工可能从大范围的整体开始
,

不是 整 体加工完

了才加工局部
,

局部的加工在整体加工结束前也已开始
。

也就是说两种加工 是 部分平行

的
,

不然的话
,

双 向的作用就难以发生
。

这一结果进一 步 证 实 了 认 为
“

整

体优先性并不是说局部加 工一定要在整体加工结束后才开始
”

的想法
。

从反应错误数分布来看 表
,

注意对象为局部时
,

其错误数远较注意整体时为

大
。

对局部进行辨别时错误反应多
,

这是不是表明
“

局部
”

的可辨别性比
“

整 体
”

差 呢 如

果局部的错误反应多可以归因于其可辨别性差
,

那么可以推想
,

在局部及整体的视角大小

发生变化时
,

其错误数应随对象的变大而变少
。

由表 可知
,

并没有这种趋势
,

错误 多
’

少

和视角大小并无系统的关系
。

由此可见
,

辨别局部时错误率高很难说是其可辨别性 差 的

缘故
。

可能的解释是
,

由于整体先于部分而加 工
,

又由于在速示条件下刺激呈 现 的 时 间

短
,

这样
,

和整体相比局部得不到精细加工的几率也就高一些
,

从而造成错误反应 率 高
。

观察表 和表 的结果
,

可以发现
,

对整体的反应快而且错误少
,

对局部的反应 慢 而

且错误多
,

并无所谓的
“

速度一准确性权衡
”

现象出现
,

两者 收敛一致地表明知觉加工中存

在整体优先性现象
。

结 论

辨别大范围的整体特性的反应时显著小于辨别局部特性的反应时
,

在视角 大 小

发生变化时对如上的反应时差异并无显著影响
。

这一证据表明
,

整体和局部间大小 或 可

辨别性的差异不足以解释两者的反应时差异
。

它提示
,

在视觉过程的最初阶段
,

视觉系统

先检测大范围的视觉特性
,

然后才进行局部的精细加工
,

即存在整体优先性
。

在某些情况下
,

如组成整体的部分过大时
,

没有表现出明 显 的 整 体 优 先 性 现

象
,

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效应就不存在
,

可能是被不平等的可辨别性掩盖了
。

无论是往意整体还是注意局部
,

刺激的整体和局部要素相同时反应时要比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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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时明显地低
,

但注意局部时两者差异更大
。

这一结果表明整体优先性并不意味着局 部 加

工一定是在整体加工结束后才开始
,

可以是部分平行的
。

这一结论 证 实 了 的 想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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