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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们经常混淆左右
,

而较少 混淆前后或上下
,

这种

现象称为方位效应
。

空间物体定位和物体搜索对人类的生存和 日常生

活非常重要
。

自我中心结构 中

的物体定位是指计算出某个物体在 自我中心结构 中的

位置
,

而物体搜索指 的是计算 出 自我 中心结构 中某个

位置的物体是什么
。

大量研究发现人在进行物体定位和物体搜索时存

在明显 的方位效应
,

对于这些方位效应 的研究有 助于

揭示人对环境中物体相对于 自己 的空间位置关系 的表

征的结构和性质
。

方位效应的研究分为知觉空间中方位效应 的研究

和想象空 间 中方位效应的研究 前者主要集 中于方位

概念 的学 习 和方位 的知觉判断 后者 主 要研究故事阅

读产生 的空 间场景 中物体定位和物体搜索的方位效

应
。

知觉空 间中的方位效应

空间方位概念的形成和方位辨别

基本的空 间方位概念有上
、

下
、

左
、

右
、

前和后
,

语

言学 和 心理语 言学对 它们 的研究 开 始于 七 十年代
。

盯 发现儿童能 区分前后 的年龄小于儿童能区 分左

右的年龄
。

人类对 左
、

右 的 区 分更 为 困难 和

的研究发现 岁以下 的儿童不会区分朝右的 形和朝

左的 形 发现 以左或右为起点画 圆 比以上或

下 为起点画 圆更慢
,

和 发现核对两

个水平排列符号的位置 比核对两个垂直排列符号 的位

置更难 发现用左或右来指导注意的转移比用前

或后来指导注意的转移花费的时间更长
。

但在另外一些研究中
,

左
、

右并不 比上
、

下难

和 发现在镜像 图形 识别 的任务

中
,

如果不出现
“

左
”
和

“

右 ”语言标识
,

则不 出现左右更

难的现象 用顺序的数字线索作为
“

上 ” 、 “

下 ” 、

“

左 ”和
“

右
”
的标识

,

发 现被试把注 意转移到左右位置

的速度与把注意转移到上下位置的速度一样
。

上述研究结果表 明 空间概念 的参与是产生左右

难于上下 的必要条件
。

方位效应的原因分析

提出空间方位如果离开具体的参照系
,

就没

有实际意义
,

参照 系可 以是点
、

线和面
。

由于重力 的普

遍存在
,

且方 向始终不变
,

所 以地平面是 自然参照面
,

上下轴 纵轴 是 自然轴
,

向上为正 向 由于人的大多感

觉器官在人体的前部
,

并且人一般向前运动
,

把人体分

为不对称 的前后两部分的平面是另一参照平面
,

前后

轴为另一轴
,

向前为正 向 另一参照平面把人体分成左

右两部分
,

左右轴为第三轴
,

人体的左右是对称 的
,

所

以没有方向
。

空 间语言和空间知觉在结构上有对应关

系
,

由于重力和直立人体的纵轴方向一致
,

重力始终向

下
,

人体的头部和下部不对称
,

而人体的前后轴的方向

随着身体转动 而改变
,

所 以上下名词 比前后名词习得

早 由于人的大多感觉器官在人体的前部
,

并且人一般

向前运动
,

前后不对称
,

而人体的左右是对称的
,

所 以

前后名词 比左右名词习得早
。

想象空间中的方位效应

等和
一

提出 在故事理解过

程 中
,

人们会建立故事的场景表征
。

等把场景表征分为五个维度 时间
、

空 间
、

因果

关系
、

意图和 主角
,

其中空间场景表征最重要
,

也是研

究最多的维度
,

空 间场景表征包括故事中主角和物体

的空间位置关系
。

九十年代以来
,

空间认知领域的心理

学家对这种空间位置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
。

和 研究了想象空间 中物体搜索

的方位效应
。

在他们的典型范式中
,

被试对上 下维度

的反应最快
,

其次为前 后
,

左 右维度最慢
。

他们认为

故事描述的主角和周围的物体的空间关系是在以身体

为中心的坐标下计算 的
,

物理世界 的不对称
,

人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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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觉及运动中的特性导致不同维度的可接近性有所

差别
。

上下位置容易区分是因为有两个不对称线索
,

重

力作用和头脚的差别 前后较容易区分是 由于前后在

知觉和运动中的不对 称性 而左右没有 明显 的不对称

线索
,

所 以难 以区分
。

等研究 了想象空 间 中物体定位 的方位效

应 研究方法与 空间物体搜索任务大体一样
,

唯一 的差别是要求被试 回答物体相对 于身体的位置
,

而非 回答身体不 同方位物体的名称
。

得到的反应时模

式仍为上下维度的反应时最快
,

其次为前 后
,

左 右维

度最慢
。

想象空间中方位效应的原因分析

空间框架结构解释 提出上述反应时 的模

式反映了以 自我为 中心 的空 间表征 的不变 特性
,

它不

受刺激通道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

注意效应的解释 等研究 了由知觉形成

的以 自我为中心的空间方位表征的方位效应
。

结果发

现 对 目标物体的反应时随 目标物体与注意点 想象面

对的物体 角度的增大 而加长 但当 目标物体位于注意

点的对面时
,

反应时 突然缩短 对前
,

后
,

左
,

右 的物体

的反应时
,

为前 后 左一 右
。

当要求被试想象某一物

体在身体的左方或右方
,

而不是前方时
,

反应时的模式

发生改变 注意点在左方
,

为左 右 前 一 后 注意点

在右方
,

为右 左 前 后
。

所 以
,

当被试想象的身体

朝向和注意的朝向不一致时
,

注意的朝向是决定因素
,

反应时的模式可表示为注意点 注意对面 注意点左

侧 注意点右侧
。

如果注意效应也适用于想象空间中

物体搜索和物体定位 的实验 中
,

注意的效应可导致反

应时的模式是 主角前方的物体恰好是注意的物体时
,

对物体的提取时间模式应是注意点 注意点对面 注

意点左侧 注意点右侧
,

刚好与反应时 的标准模式中

前 后 左 右相吻合
。

语言学效应 由于名词编码 速度 的差 别
, “ 右 ”和

“左 ”的编码速度慢于“

前
”和“后 ” 。

名词标识和空间匹配效应 由 于在名词标识和拓

扑空间方位相转化时
,

左右 比前后难 等的研

究让被试报告场景中物体相对于身体的方位
,

用语言

报告
,

左右 比前后难
,

而用方向键反应
,

则出现另一种

反应时模式
,

这是因为方 向键和空 间方位直接对应
,

不

涉及名词标识和拓扑空间方位的转化
。

笔者认为两种表征系统 的转换是产生方位效应的

原因 空间位置关系的知觉表征

是两维
,

维或三维的空间物体和表面 的类比数

组
。

它是视觉 自动并行加工的结果
。

知觉表征包含了物

体和物体间空间关系识别的信息
,

但这些信息是隐含

的
。

这些空间信息的显式化需要外加的计算过程
。

外加

的计算过程需要其它的表征形式
。

空间位置关系的概

念 表征 是表达空间关系的

一个
,

两个或三个位置的标志 概念表征识别了物体的

空 间关系 比如
,

区分
“
上

”
和“ 下

,

它区分了空间关系

的各个参数
,

区分了参照物体 和位置

物体
。

概念表征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它是

通过语言来表达的
。

概念表征和语言是可以相互转化

的 参照系 是定义 原点
、

朝 向
、

方向

和尺度 的三维 坐标系
,

它是概念表征和知觉表征之间

的连接
,

建立 了概念表征和知觉表征之间的对应关系
,

参照系赋予知觉空间 以方 向
,

定义 了“ 上 ” 、 “

下 ” 、 “ 左
” 、

“
右 ” 、 “

前
”
和 “ 后 ” ,

它使观察者可 以在知觉空间定 向
,

参照 系可分为 以 观察者为 中心 的
、

以 物体为中心 的和

以环境为中心的几种
。

在 自我中心的结构中
,

参照系是

以观察者为中心的
,

观察者为参照系的原点
,

观察者的

上下轴 纵轴
、

左右轴和 前后轴构成参照系的三个朝

向
,

观察者身体的前
、

后
、

左
、

右
、

上和下构成 了参 照 系

的六个方向
。

由于物理世界的不对称性
,

人体设计和人

体知觉及运动的经验
,

导致 自我 中心结构 中三个轴的

不对称
。

想象空间中物体搜索和物体定位的实验中
,

知觉

表征和概念表征 的转换是必要的过程
,

而观察者为中

心 的参照 系是知觉表征和概念表征相转换的纽带
,

由

于观察者为中心 的参照系上下轴不对称性最明显
,

前

后轴其次
,

左右轴没有明显的不对称性
,

所以在想象空

间 中物体搜索和物体定位 的实验 中均表现 出方位效

应
。

在
、

和 的指向 实

骏中方向键和空间方位直接对应
,

不涉及空间概念
,

也

就没有涉及参照系三轴的不对称性
,

所以没有标准的

方位效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