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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速示的方法
,

在单侧视野呈 现单字词 和双侧视 野同时呈现单字词的条件

下
,

比较 了有听力的被试和聋人被试在汉字识别时大脑两半球机能的非对称性
。

结果表明
,

有听 力的被试表现为右侧视野 (左侧大脑半球)的优 势效应
、

而聋人

被试则表现 出相反方向的大脑半球的优 势功能
。

但聋人被试左侧大脑
一

半球的 功

能明显降低
,
而 右侧大脑半球的功能与有听力的被试相 比 几乎是 同等的

。

表明

言语知觉的缺失严重地队碍 了以语音为中介的左侧大脑半球功能的正常发展
。

i

2 ! 生
.

J l 七J

近年来
,

在用半视野呈现不同类型的认读材料
,

以研究大脑两半球机能非 对 称 性 方

面
,

讨论较多的问题是
,

对书写形式不同的文字的识别显示出两半球不同优势效 应 的 机

制
。

在对以语音为基础的一些拼音文字 (如英语和 日本的音节文字)的识别
,

一般都 倾 向

于显示出右侧视野 (左侧大脑半球)的优势效应 [ ’一 ”〕
。

虽然有的研究者认为
,

这可 能 反 映
-

着左侧大脑半球的序列的分析加工机制 〔4 ’。

但在这里
,

从视觉到语音的转换似乎仍 起 着

重要的作用
。

然而在用汉字 (电国汉字和 日本汉字 )作为认读材料时
,

其结果就很不 一 致

了
。

有的结果是对单侧视野呈现单个汉字的识别表现为左侧视野 (右侧大脑半球)的优势
·

效应
,

他们都着重强调了在识别的过程中
,

由于对这些表意文字只是当作一个整体的图形

来识别的
,

所以才显示出了右侧大脑半球的优势功能〔“
, 。’。

甚至更有甚者
,

认为日本 人 在

识别汉字时
,

主要地是靠它们的视觉形象
,

而不是靠它们的音位特征 [ 7 】
。

但是
,

也有 的 研

究者却取得了与此完全相反的结果
。

认 为在学习汉字时
,

总是将其形
、

音
、

义三者结 合 在
.

一起进行的
。

因此
,

汉字作为一种表意符号不会是只当作一种图形 被认 知 的
。

所 以 对

汉字的识别
,

就如同对作为语言符号的拼音文字时一样表现为左侧大脑 半 球 的 优 势功
,

能
。

[ 3 , “, 。]

看来
,

问题的焦点似乎在于在对汉字的认知过程中
,

语音究竟起不起作用
,

尽管 也 有

的研究者引证了 日本人不同类型的失语症患者在使用 日本汉字和音节文字时选摔性地与

脑损伤的不同类型有关〔’。’
。

但是
,

我们想
,

在正常人身上探讨人们在学习书面语言时
,

字
-

的形
、

音
、

义三者的相互关系
,

聋人被试可能是最好的例证了
。

聋人的手势语无论是 在表

现形式上
,

还是在其内部结构上
,

都与常人的口语 是截然不同的
,

没有学过手语的人 是 看

本工作得到第二聋哑学校林涵瑾老师
,

校领导及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
,

在此谨致谢意
。

1 ) 本文于 1 9 8日年 6 月2 9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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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的
。

然而我们确与聋人都使用着同一种书面语言
,

不过在这里
,

通常学习语言文字时
·

字的形
、

音
、

义三者的结合
,

对聋人来说
,

便失去了语音的重要线索
。

有关中国聋人在对汉

字识别时大脑两半球功能的非对称性的研究
,

尚属少见
。

因此
,

对比有听力的被试和聋人

被试在汉字识别过程中语音的作用及脑功能的异同
,

便是本文的主要 目的
。

二
、

方 法

七

材料和仪器

刺激项 目是 80 个单字词和 8 个阿拉伯数字 ( 2 一 9 )
。

单字词包括动词和相等数量的

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的名词
。

使用的字是从聋校 1 一 3 年级的语文课本中选 出的
,

都 是

常用字
。

汉字和数字分别用标准中文打字机和英文打字机打印在 白纸上
,

并剪贴在 供 速

示器使用的卡片的一定的位置上
。

每个汉字的大小约 0
.

8
。

视角
,

数字约0
.

57
。

视角
,

从 字

的中心到中央注视点的距离约 2
.

3
“

视角
。

呈现刺激项 目所使用的仪器为一 日本制造的机

械遮挡式速示器
。

在适宜的 自然光的条件下
,

刺激项 目从速示器的小窗 口呈现 出来
。

被试 一
听力正常的被试是北京市西什库小学 4 一 5 年级的在校学生共 18 名

,

平均年龄 为 1公

岁
,

男女各半
,

14 名聋人被试是北京市第二聋哑学校 4 一 6 年级的在佼学生
,

平均年 龄 为

14 岁
,

男女各半
。

他们都是在 1 一 2 岁语言发育前由于疾病或药物中毒而致聋的后 天 性

耳聋者
。

所有的被试都是右利者
,

视力 正 常
。

实验程序

本实验包括三项 内容
:

(l) 单侧视野 (左侧或右侧视野 )呈现单字词 (每侧 20 个) ; (2 )

两侧视野同时呈现在意义上无关联的单字词 (每侧 20 个 ) , 以及 (3 )两侧视野同时呈现单个

阿拉伯数字 (每侧 8个 )
。

每个被试一次完成
,

但每项内容的实验一般间隔 3 一 5 分钟
。

.

实验时
,

被试坐在速示器前
,

将头放在头架上
,

两眼与呈现刺激项目的小窗口遮 挡 板
_

上的注视点保持平行
,

其距离为30 c m
。

开始实验前
,

先用手势语告诉聋人被试当看到预备

手势时
,

将两眼视线固定在速示器窗 口挡板上的中心注视点上
。

当刺激项目出现时
,

要求

被试把在单侧视野或两侧视野所看到的字或数字尽快地写在记录纸上
。

对有听力的被试
‘

则 用 口头告知上述要求
。

.

最后依被试记录到的正确反应数作为评分的标准
,

单字词 每 侧

最高20 分
,

阿拉伯数字最高为 8 分
。

刺激项目呈现的时间经预试平均为60 m s ,

出现的顺序是随机的
,

左右视野出 现 的 字
在被试间进行平衡

。

正式实验前
,

每个被试先进行一定次数的训练
,

使其熟悉整个实验的

要求后再正式开始
。

三
、

结 果

(一)在18 名听力正常的右利被试所做的单侧视野呈 现 单 字 词 的 实 验 中
,

有 17 人
_

(9 4
.

4 % )表现为右侧视野 (左侧大脑半球 )的成绩优于左侧视野 (右侧大脑半球 )的成绩
,

它 们的变异数分 析F (1
, 1 6) 二

24
.

9 3
,

P< 0
.

01
。

只有 1 人 (5
.

6 % )表现为左侧视 野 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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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优于右侧视野的成绩
。

在 14 名 后 天 性 耳 聋 的右利被试所做的单侧视野呈现单字词

豹实验中
,

有 12 人 (85
.

7 % )表现为相反方向的即 左侧视野 (右侧大脑半球)的成绩优于右

侧视野 (左侧大脑半球)的成绩
,

它们的变 异 数 分 析 F (l
,

川
二 6

.

9 1 ,

P < 0
.

05
。

有 1 人

(7
.

1 % )的成绩是右侧大于左侧
,

还有 1 人 (7
.

1 % )表现为两侧的成绩相等
。

上述两组 被

试左右半球的成绩差异是显著的
,

而各自所占的人数也是有统计学意义的
,

都在 1 % 的 水

平上 (见表 1)
。

表 1 听力正常人与聋人在单侧视野呈现单字词时的正确反应数

正 常 人
(17人 )

聋 人
(12人 、 场
(二) 18 名听力正常的右利被试做双侧视野同时呈现在意义上无关联的单字词的实验

时
, 1 4人 (77

.

7 % )表现为右侧视野 (左侧大脑半球)的成绩优于左侧视野 (右侧大脑 半 球)

的成绩
,

它们的变异数分析F (1
, 1 3) = 14

.

16
,

P< 0
.

01
。

另有 2 人 (1 1
.

1 % )的成绩是左侧

视野大于右侧
,

还有 2 人 (1 1
.

1 % )两侧的成绩是同等的
。

而 14 名后天性耳聋的右利 被试
一

做这一实验时
,

12 人 (8 5
.

7 % )显示出左侧视野 (右侧大脑半 球)的优 势效 应
,

F (1
, 1 1 ) =

1 3
.

19
,

P < 0
.

01
。

1 人的成绩是右侧大于左侧
,

还有 1 人是两侧的成绩相等
。

上述两组被

试左右半球的成绩差异也是显著的
,

而各自所占的人数也是有统计学意义的
,

分别 在5 %

和 1 %的水平上 (见表2)
。

表 2 听力正常人与聋人在左右视野同时呈现单字词时的正确反应数

右右右右右右 侧 视 野野

平平 均 数
-

一
-

—
- - t

p <<<

平平 均 数 { S
·

D
·

}}}

正 常 人
(1 4人 )

聋 人
(! 2人 )

1 3
。

5

(三 )在单侧视野呈现单字词和双侧视野同时呈现单字词的条件下
,

听力正常 组 显示

出右侧视野的优势效应
,

而聋人组则表现为相反方向的左侧视野的优势功能
。

但是
,

当我

们把两组被试同侧视野的得分进行比较时却发现
,

在这两种条件下
,

聋人组的左侧视野得

分虽略高于听力正常缉
,

但它们都没有达到在统计学上 有显著差 异 的水平 (P > o
·

05 )
。

表3 听力正常组与聋人组同侧视野得分的比较

—
厂飞

野
)
正 常 人 { 聋 人 { 订 、

‘
’

P

一

;扮
一

詹借
一

{一⋯
一普

一

⋯谁
一

⋯
一

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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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右侧视野得分聋人组确明显低于正常组
,

两组相比 有 明显 地差异 (P < 0
.

0 1 )
,

(见表

念)
。

(四 )在 15 名正常被试和 14 名聋人被试所做的两侧视野同时呈现阿拉伯数 字 的 实 验

中
,

两侧半球的功能均未显示出明显地差异
,

见表4 。

表4 听力正常组与聋人组左右视野同时呈现阿拉伯数字时的正确反应数
-

一
-

一一亡下
‘

一 扩矿矿茹一
‘

” ”

}一
’

一澡一矿
一

粼&--’’
’

一
’

一
’ L}- -

·

一一-

一被 试 组

! 平 药
一
氮一叮一云汤 平 均 数

否著显显不不
7

.

3 ! ,
.

2

}
:

.

9

5
.

D
.

O
。

3人人常正聋

四
、

讨 论

我们的听力正常的被试的实验结果与张所报道的结果是一致的
,

即以速示的方法
,

在

单侧视野呈现单个汉字和双侧视野同时呈现单个汉字的条件下
,

对它们的识别均显 示 出

右侧视野 (左侧大脑半球 )的优势功能〔3 , “, 。〕。 这再一次表明
,

对有听力的中国被试来 说
,

对作
、

为表意文字的汉字的识别
,

也像对拼音文字 (英语 )的识别一样是以左侧大 脑半球的

功能 为主
。

显然
,

这与有些研究者所报道的结果不一致〔“
) “, 。

但是
,

在这里使我们更为感

兴趣的是
夕

我们的与听力正常的被试完全相反的聋人被试的实验结果
。

在单 侧视野 呈现

单字词和双侧视野同时呈现单字词的相同的条件下
,

绝大多数聋人被试都表现为 左侧 视

野 (右侧大脑半球 )的优势效应 (表 1
、

2)
。

我们认为
,

对任何一种语言来说
,

语音是其最重要的特征
。

而对任何一种 言 语 的 学

习
,

也必定是通过他自身的听觉反馈进行不断地矫正和学 习记忆的过程
。

文字 是 在口语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语言形式
。

中国汉字虽不像拼音文字那样
,

只要懂得 拼 音规

则
,

即使不知道它们的意义
,

一般也可以拼读出它们的语音来
。

然而对中 国汉字 来说
,

在

我们学习文字时
,

字的形
、

音
、

义三者就已经融合为一体了
。

或者根据它们的字形
,

或者按

照它们的字义
,

每个汉字都已赋予它们一定的语音和语义
,

这是在我们学习和记忆的过程

中早已完成的
。

所以在以后的阅读活动中
,

当我们看到某些汉字时
,

只要是我们熟知的
,

那就不仅知道它们的意义
,

也会读出它们的语音来
,

否则我们的阅读活动将成为不可能的

了
。

这正像有的研究者已经指出的
,

中国汉字和英语单词在运作记忆中 的 视 觉 加 工 是

相似的
,

两种过程都包含着对视觉所呈现的符 号 的 语 音 再编 码￡” J 。

同 时
,

S a s a n o m a

(1 97 7) 〔“〕也曾提到
,
日本汉字虽基本上是一种具有不同图式的表意符号

,

但另一方 面
,

每

一种图式不仅与它们固有的意义相联系
,

而且也与一种甚至多种音位代表相关联
。

因此
,

在 日本汉字的识别过程中
,

也可能伴随着某种音位的活动
,

甚至在某种条 件 下
,

后 者 也

可能成为主要的因素
。

这正像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
,

虽是让被试把他们所识别 出的 字 写

下来
,

但是
,

我们注意到
,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

几乎每个有听力的被试
,

在对汉 字识别的 同

时都在默默地甚至小声地读着每个要写的字
,

这特别是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 ; 而聋人被

试则缺乏这一过程
。

谁都知道
,

聋人发出的语音是极其单调的
,

而 聋人之所以
“

哑
” ,

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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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他们在言语的学习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的听觉反馈
。

如果说
,

在言语的学习过程中靠

的是视觉形象的话
,

那么聋人便是最典型的了
。

不过在这里
,

通常学习书面语言时字的形
、

音
、

义三者的结合
,

对聋人来说便失去了语音的重要线索
。

看来
,

在汉字的识别过程中
,

哪

一侧半球的功能占优势
,

语音可能起着相当重要的中介作用
。

这一点我们的聋人 被 试 的

实验结果
,

也许会给予我们更好地回答
。

,

表3是听力正常组和聋人组两组被试的右侧视野得分和左侧视野得分分别 进行 的比

较
,

在这里
,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

不论是在单侧视野呈现单字词还是在双侧视野 同时 呈

现单字词的条件下
,

均显示出聋人被试左侧视野得分虽略高于听力正常被试同 侧视 野的

得分
,

但它们都没有达到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的水平 (P > 0
.

05 )
。

然而
,

两组被试 的右

侧视野的得分确有着极显著的差异 (P < 0
.

0 1 )
。

这表明
,

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
,

对汉 字的

识别
,

聋人的右侧大脑半球的功能与听力正常的被试的右侧大脑半球的功能相比 几 乎是

同等的
。

而 以语音为中介的左侧大脑半球的功能
,

聋人组与听力正常组相 比确有明显地

降低
。

这就是说
,

在我们的实验结果中
,

聋人被试对汉字的识别所表现出的右侧大脑半球

功能的优势
,

实际上是由于他们 自身的以语音为中介的左侧大脑半球功能的降低 而造 成

的
。

近年来
,

对聋人大脑两半球机能非对称性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的兴趣
。

因为通过

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揭示人们的认知机能
,

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在大 脑 两

半球机能专门化的正常发展过程中
,

哪些因素是重要的
。

在以往的一些研究 中
,

尽管有的

研究者认为
,

由于聋人丧失了外界的听觉信息
,

因而他们的大脑两半球机能的 非 对 称 性

降低了〔‘“, 。

但是
,

比较多的人还是认为
,

正常的听觉经验对大脑两半球机能专 门 化的 发

展不是必需的〔‘’
,
“〕

。

而 R os s 〔‘”, , 6 , 等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则认为
,

聋人被试不只 是 右 侧

大脑半球具有一定的语义加工的能力
,

而且他们的左侧大脑半球也发展了与听力正 常 的

被试具有同等水平的语义加工的能力
。

因此
,

他们认为
,

言语知觉的缺失并没有阻碍左侧

大脑半球对某种语义加工能力的发展
。

目前有关阅读系统的双重编码模型认为
,

它包括两种不同的加工机制
,

即以直接词汇

方式进行的直接的视觉加工机制和 以非直接的音位活动的加工机制
。

前者要求同时的
,

整体的或格式塔式的加工过程
,

而后者则依赖于从字母到音素的转换
,

从而要求按音段序

列进行
。

相继的分析加工过程
。

从 当前人们对大脑两半球认知加工能力的了 解 普 遍 认

为
,

以直接词汇方式的视觉加工主要是右侧大脑半球的功能
,

而以非直接的语音活动的加

工则主要是由左侧大脑半球完成的〔‘7

飞 这种模式已被来自大量的正常的和临床 的 不 同

病理条件下的研究所支持
。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

听觉经验的缺失并没有影响大 脑 两

半球功能专门化的发展
。

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听觉经验的缺失会影响到右侧大脑

半球的功能
。

所以与R os s 〔‘“J (1 9 7 9) 的结果不同
,

我们的结果表明
,

聋人被试除了仍 保 持

着与听力正常的被试具有同等水平的以直接词汇的方式进行语义加工的右侧大脑半球的

功能外
,

而以语音为中介的左侧大脑半球言语加工能力的发展却由于言语知觉的缺 失 而

受到了严重地阻碍
。

我们想
,

从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在中国汉字的认读过程中
,

语音在决

定优势半球的活动中起有相当重要的中介作用
。

另一方面也表明
,

这也许正是作为 表 意

符号的中国汉字和拼音文字的不同之处
。

因为对拼音文字来说
,

除了语音的线索外
,

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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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字母的顺序排列的相继加工过程同样也是左侧大脑半球的优势功能
,

所以在一些聋 人对

英语拼音文字识别的研究中
,

同样表现出左侧大脑半球的优势效应〔‘卜‘“, ,

也就可以理 解

了
。

此外
,

在聋人被试和有听力的被试对言语或非言语材料的加工有时显示出优 势 半球

的差别
,

也常被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在信息加工时所使用的策略的不同
,

而不是大脑两

半球组织结构上的差别 〔‘“,
。

但是
,

我们的结果可能向人们提示
,

聋人被试和有听力 的被

试在汉字识别时所表现 出来的相反方向的半球优势
,

可能并不是由于他们在识 别过 程中

所使用的策略的不同
。

因为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
,

聋人被试所表现 出来的右侧大 脑半 球

的优势
,

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左侧大脑半球功能的降低而造成的
。

而更重要的是
,

两

组被试的右侧大脑半球的功能几乎是同等的
。

这似乎又向我们提示
,

尽管聋人 被试 比有

听力的被试更多地依赖于视觉信息
,

但右侧大脑半球直接用词汇进行视觉加工的方 式 和

能力两组被试可能仍是相同的
。

这或许表明
,

大脑两半球机能上的非对称性
,

正反映着大

脑组织结构上的差别
。

阿拉伯数字也是一种表意符号
,

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
,

当应用分听的方法
,

两耳 呈 现

不同的数字时
,

多表现为右耳 (左侧大脑半球 )的优势效应万
‘”, ‘。’

。

但在识别半视野 速示条

件下呈现的不同的数字时
,

其结果就很不一致了
。

有的人认为右侧大脑半球对数字 有 着

特殊的密切关系
,

但它只发生在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时
,

表明这不是一种语 义的效 果
,

而是

一种表音法形式 的作用
〔“0 ’。 也有的人在有听力的人身上取得了左侧大脑半球的 优势 效

果
,

而在聋人身上没有显示出半球的差别
〔‘“〕

。

还有的人则认为在视觉加工上阿拉伯数字

是一种偏侧化不大的材料〔9 〕
。

我们的结果也表明
,

无论是有听力的被试还 是 聋人被试左

右视野对数字的认读正确率都很高
,

没有显示出大脑半球的优势差别
。

对上述 结 果 目前

还没有更好地解释
,

这也许和该种认读材料在形式上比较简单有关
。

七L‘.rL氏L甘甘rL‘

)
五

、 z
J
、 结

(一)以速示的方法
,

在单侧视野呈现单字词和双侧视野同时呈现单字词的条件下
,

对

它们的识别有听力的被试表现为右侧视野 (左侧大脑半球)的优势效应 ; 而在同样 的 条件

下
,

聋人被试则表现为相反方向的优势效应
。

(二 )听觉经验的缺失没有影响大脑两半球机能专门化的正常发展
。

(三 )有听力的被试和聋人被试同侧视野得分的比较结果表明
,

两组被试左侧视 野 的

得分几乎是同等的
,

而右侧视野的得分两组被试有着显著的差异
。

表明聋人被 试 的左侧

大脑半球的功能 由于言语知觉的缺失而受到了严重地阻碍
。

同时也表明
,

对中国 汉 字的

识别
,

在决定优势半球的活动中
,

语音可能起有相当重要的中介作用
。

(四 )听力正常的人和聋人两组被试对阿拉伯数字的认读没有显示出左右视野偏侧化

的效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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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 n g N a iy i

I月; t‘tu te o
f P ‘y c ho lo g y

,

A e a d e m 犷a s犷”iea

A bs tr a e t

T h e a s y m m e tr y o f h e m is p h r ie fu n e tio n in r e匕o g n iz in g C h in e s e sin g le

w o r d s b y n o r m a l h e a r in g 5 5 a n d p r e lin g u a lly d e a f 5 5 w e r e e o in p a r e d by

u s in g ta e h is t o s e o p ie m e th o d
.

T h e r e s u lts in d ie a te d th a t th e tw o g r o u p s

h a d o p p o s ite h e m is Ph e r ie a d v a n ta g e b o th w h e n th e te st w o r d s w e r e p r e s e n 一

te d u n ila te r a lly a n d w h e n th e y w e r e p r e s e n te d s im u lta n e o u s ly t6 th e r ig h t

a n d le ft v is u a l fie ld
,

i
.

e . , th e d e a f 5 5 s li o w e d th e le ft v is u a l fie ld a d v a n一

ta g e
一

(th e r ig h t h e m isPh e r e )a n d th e n o r m a ls sh o w e d th a t o f th e r ig h t v is u a l

fie ld (th e le ft h e m is p h e r e )
.

H o w e v e r , th e fu n e tio n s o f th e le ft h e m isp h e r e

in th e d e a f d e e lin e d w h ile th e ir r ig h t he m is p h e r e fu n e tio n e d a s w e ll a s th任

n o r m a ls ’ ,

w h ie h s u g g e s te d th a t th e a b s e n e e o f t晚
s p e e e h p e r e e p tio n im p -

e d e d s e v e r e ly th e n o r m a l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th e le ft h e m is p h e r e fu n e tio n m e -

d ia te d b y p h o n o lo g ie a l a n d p li o n e tie in fo r m a tio n p r o e e s sin g
.

In r e e o g n itio n

p r o e e s s in g o f C h in e s e e li a r a e to r s , t h e s p e e e h s o u n d w a s p r o b a b ly a n im -

p o r t a n t fa e to r to d e te r m in e e e r e br a l la te r a liz a tio n
.

T h e r e w a s n o d iffe r e n e e

be tw e e n th e r ig h t a 力 d le ft v is u a ] fie ld s in th e r e e o g n itio n o f A r a b ie n u m 一

e r a ls fo r b o th g r o u p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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