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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写 汉 字 识 别 中 的 语 境 作 用 浅 析

周 昌 乐

【内容提要 】 研究语言信息处理 中语境的作用
,

是 目前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

已越来越引

起语言学界的重视
。

本文针对手写汉字识别间题
,

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不同尺度上语境所起的作用 主要

包括作为字形结构整体的字境作用
,

作为语言上下文的词境和句境作用 并强调了不同层次语境跨越尺

度的相互作用 一般而言
,

本文中所给出的主要观点
,

也是适用于其它语言现象中类似语境作用分析的

一
、

引言

日本学者西棋光正在 《语境研究论文集 》的前言中指出
“

人机对话是人类美好的科

学未来
,

可语境却成为了这一尖端信息工程中的一个老大难
,

目前还没有一个科学且系

统的语境理论
,

因而还做不出足以应付千变万化的语境来实现人与机器之间的应用 自如

的对话程序
’, ① 。

实际上
,

不仅对于人机对话是这样
,

即使对书面汉语的单字识别
,

也同

样如此
。

也即
,

语境在手写汉字识别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

不同的是
,

手写汉字

中的语境
,

不但指一般的语言上下文
,

而且也指字形整体结构中的上下文 我们称为字

境
。

这样对于手写汉字的识别而言
,

根据作用范围的不同尺度
,

语境可以分为字境
、

词

境和句境三个不同层次 而对于手写汉字的正确识别
,

也就成为一种大语境套小语境
,

多

层次跨越尺度相互作用的结果
。

二
、

整体字境作用

有关研究业 已表明
,

汉字虽然可以看作是笔画
、

部件构成的
,

但当一组笔画以一定

关系构成汉字后
,

随着作为一个整体反复认读的经验的逐渐积累
,

在识别时会表现出一

种整体关联性
。

比如罗春荣的阅读材料实验 ②证实了在汉字识别中存在着
“

整体优先
”
原则 汉字识

别是一个从整体到局部的过程
。

郑昭明 ③和陈煊之 ④的两项研究也为汉字的整体性作用提

供了直接证明 一方面
,

自上而下信息对个别部件识别具有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
,

结构

整体性产生的一种
“

抗分解
”

倾向
,

对单个部件识别起抑制作用
。

这一结论也为喻柏林

等人的实验 ⑤所证实
。

另外
,

虽然尚无一致的结论
,

但字形结构方式 也称为组合图式

对单字识别结果产生作用的可能还是存在的 ⑥一 。 。

实际上
,

很早的研究就发现气 学生在认字过程中
,

对字形并不作专门分析
,

而是把

多个因素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感知
。

例如
,

对视觉呈现的一个熟字
,

学生一般不作细致的

横竖撇捺笔画和上下左右结构的分析
,

而是在瞬间便能把握这一字形
。

对此问题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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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从整体辨认过程来说
,

学生首先辨认出字形的大致轮廓
,

然后才是各组成部分及

其关系
,

而字的细节部分常常被忽略
。

比如对于书写潦草的 “ 楼 ” 字
,

即使右下方的
“

女
”
部写得很模糊

,

由于字境中整体结构关系的作用
。

同样能正确识别其为
“
楼

”
字

。

汉字识别研究中字境作用的另一个结论是
,

在认字过程中
,

部件重要性程度的空间

分布是对称破缺的
。

一般说来
,

一个字的不同笔画或部位所提供的信息量的多少与重要

性程度是有区别的
。

据早期周先庚 。的研究发现
,

字的上半部对识别更为重要
。

赵振飞 。

进一步指出
,

字的上下端之间的信息量分布差异比左右之间更是悬殊
。

彭瑞样
、

喻柏林 ⑦

把一个字划分为四个相等面积的部位
,

发现对合体字来说
,

左上角包含的信息量最多
,

右

下角最少 而对于独体字则无差异
。

刘英茂 。也证实了字的各部位的这种线索能力极大地

依赖于字形结构形式
,

部位的重要性与笔顺次序相一致
。

也即字形辨认顺序通常是
,

先

整体后局部
,

先轮廓后内含
,

先上部后下部
,

先左部后右部
,

先熟悉后生疏
。

另有研究

发现 。 ,

被试对汉字的识别首先获得清晰印象的是字形的边角突出笔画 头尾
,

偏旁
,

外

框等
。

在阅读时
,

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把每个汉字的字形都看得很清晰
,

而是根据获得

的整体轮廓的模糊印象去迅速而有选择地加以认识的
。

综上所述
,

就形状知觉而言
,

人类识字是经由整体属性及分层结构的选择等字境
,

以

多种途径综合而成的
。

汉字结构的整体性和有选择的可分解性是字境作用法则 中两个

相互关联的方面
。

很明显
,

对于一个复杂整体的识别
,

必须通过对这一整体的各组成部

分进行分析把握之后才能完成 然而
,

如果在分析时没有一个整体字境作为指导
,

对这

个复杂整体的识别就连一步也不能深入下去
。

比如
,

对于手写的
“

地
”
字

,

要将该字当作为
“
地

”

识别出来
,

就必须把构成该字

的
“ 土 ” 和

“

也
”

识别出来 而要把
“

土 ”

识别为提土旁的
“

土 ” 而不是 “ 士 ” ,

反过来

又离不开 “ 地 ”
这个字的整体字境

。

就像词句的理解依赖于组成词句的字义理解
,

而字

义的确定反过来同样也依赖于词句上下文语境一样 汉字识别是离不开作为整体结构信

息的字境作用的
。

正如格式塔心理学家所强调的
,

形状知觉产生于该形状部分之间的关

系中
,

而部分特性就人们所确定的内容来说
,

依赖于它们所处整体的全部关系
,

部分只

在整体之中起作用
,

离开了整体的部分是没有意义的
。

可见
,

那些反映整体字形结构和

全部组元之间关系的字境在汉字识别中至关重要
。

三
、

词句语境的作用

除了字境所起的作用外
,

在手写汉字的识别中
,

语言上下文中的词句语境也起着相

当重要的作用。 。

特别是对于形似汉字的区分和疑难汉字的确认
,

更是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
。

这一点同确定任何语言片断的结构和意义时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⑩ 。

通常
,

单字识别是在一定的词句语境中进行的
。

识别过程往往是 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

上两种加工共同作用的结果
。

这不仅表现在单字的整体结构中
,

也同样表现在词句语境

中
。

不同的是此时单字只是作为词句语境的组成部分而出现
。

有许多研究 ⑧一 ⑧证实
,

双字词境
、

句子语境和课文语境等各种尺度类型的语境都对单

字识别有显著的影响
。

当然就影响强度而言
,

不同类型的作用是不同的 ⑧ 。

另外
,

朱晓平

的研究 结果也表明
,

受到语境 自身条件和单字特点的影响
,

语境效应在字形特征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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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到达及后期整合的各阶段都有可能发生
。

虽然
,

语境作用范围和利用语境信息的策

略是依赖于条件的
,

但不同尺度的语境单位都对单字识别起着影响作用是肯定的
。

双加工理论认为。 ,

语境对单字识别的影响是通过两种不同的加工方式进行的
,

一种

是 自动的激活扩散加工
,

另一种是有意的注意加工
。

当 目标刺激正好是预期要出现的刺

激时
,

语境会起促进作用 而当目标刺激与所预期的刺激不一致时
,

语境则会抑制 目标

的认同
。

这也为 所作的工作所肯定。 。

例如在识别形似汉字
“ 士 ” 或 “ 土 ” 时

,

如

果有上下文的语境
“

战士 ” 或
“ 土地

” ,

那么因为
“

战土 ” 和
“
士地 ”

的构词预期可能性

很小
,

于是当在 “ 土 ” 和 “ 士
”

之间选择时
,

这样的词境上下文就成为一种关键的指导

信息
。

更一般地
,

如果遇到 “ 州 ” 这样的搭配时
,

对疑难字
‘

,
” 的识别必然可以限在

州名中寻找
,

并从这些构成州名中的字集里产生一个指导信息去指导单字的识别
。

不过
,

当考虑到字词搭配的多重性问题
,

比如像
“

土兵 ” 和
“

士兵
” ,

前者可以指少数民族的兵

士
,

后者则用于一般正规军的兵士称谓
。

那么此时词境信息不足以起到有效的作用
,

因

此就必须进一步借助于句境上下文信息
,

甚至文本上下文信息
。

同样的道理
,

句境甚至

文本语境
,

也将对单字的识别产生影响作用
。

归纳起来
,

词句语境可以对汉字识别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
,

特别是对形似汉字

的区分
,

疑难汉字的确认以及加快一般汉字的识别速度等
,

尤为重要
,

这也 已为我们手

写汉字机器识别的实验所证实
。 。一 。

四
、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
,

字境
、

词境
、

句境等不同层次的语境信息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手写汉

字的识别起到重要作用
。

特别是按照双加工观点
,

对于每一层次的语境作用
,

都可以看

作是 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二个方面相互影响的结果 或者按乔姆斯基的后期语言理论。 ,

看作是支配和约束的结果
。

于是如果采用吴长安 自足语境的说法 理解一个语言单位所

涉及该语言单位上下文的范围
,

称为该语言单位的 自足语境。 ,

那么不同层次的语境反

映的是不同尺度的影响作用
。

这样
,

汉字识别过程 中的语境作用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多层

次跨越尺度的多重语境作用
,

是一种大语境套小语境的自相似性体系
。

这正是我们所要

阐述的观点
。

①西棋光正 《语境研究论文集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 ,

北京
。

②罗春荣
、

纪桂萍
、

房路江 《从汉字识别看视觉信息检测的整体优先性 》, 《心理学报 》,

第二期
,

第 一 页
。

③高尚仁
、

郑昭明 《中国语文的心理学研究 》
,

文鹤出版有限公司
, 。

④ 邑
, , , ,

, 。

⑤喻柏林
、

冯玲等 《汉字的视觉一知觉任务效应和汉字属性效应 》, 《心理学报 》, ,

第

一 页
。

⑥郭德俊
、

彭聪龄
、

张素兰 《汉字字形特征及使用频率对汉字识别的影响 》, 《普通心理学与实验

心理学研究进展 》 成都科学出版社
。

⑦彭耽龄 《阅读的认知心理学研究 》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

,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杭 州 大 学 学 报 第 卷

⑧彭瑞祥
、

喻柏林 《不同结构的汉字再认的研究 》
,

《中国心理学会普通和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 》,

。年学术年会论文
。

⑨彭瑞祥
、

张武田 《速示条件下再认汉字的某些特征 》
,

《心理学报 》
, ,

第 一 页

⑩喻柏林
、

曹河析等 《汉字形码和音码的整体对部件识别的影响 》, 《心理学报 》, ,

第
一 页

。

, , ,

剖
,

” 玫
,

⑩曹传泳
、

沈哗 《小学儿童分析概括和辨认汉字字形能力的发展研究 》
,

《心理学报 》
,

年第
、

期
。

⑩
,

周先庚
,

界
, ,

一
。

⑩赵振飞 《汉字的不同部位对再认的影响 》, 《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学士论文 》,

年
。

⑩
, 一 刘英茂

, ‘ 一 ,

, , 一

⑩杨继本 《汉字心理在汉字信息输入编码上的应用 》
,

, 合理科学通讯 》,

年第 期

⑩路浩如
、

杨源远 《手写体汉字识别间题综论 》,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
,

年第 期
。

⑩谭力海 《现代心理学关于单词再认的研究一影响单词再认的因素 》
, 《心理学探新 》,

年第
期

。

⑩张志公 《现代汉语 》 第四章
“

语义与语言环境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

北京
。

⑩张普 《汉字信息处理与语境研究 》,

西棋光正编《语境研究论文集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年
,

北京
,

第 一 页
。

⑧朱晓平 《课文语境条件下的单词识别 》
,

中国心理学会工业心理学会专业委员会 年学术年

会论文
。

, , 一 。

, , ,

界
, ,

一
。

⑩郑绍明和 一 , , ,

一 ,

,

谭力海
、

彭耽龄 《中文语词识别过程 对语境和词频的作用机制的探讨 》
,

《心理科学通讯 》
,

年第 期
。

⑩谭力海
、

彭聘龄 《快速呈现条件下语境和词频对中文语词识别的影响 》
, 《心理科学通讯 》

,

年第 期
,

第 一 页
。

⑩朱晓平 《汉语名字语境对单词识别的效应 》
,

《心理学报 》,

年第 期
。

⑩朱晓平 《语境条件下的单词识别 》,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博士学位论文 》
, 。

⑩
, ,

,

公 〕 ,

,

⑩
, ,

一 ,

, ,

一

⑩苗兰芳
、

张森
、

周 昌乐 《基于 联字的汉字识别后处理研究 》
,

《中文信息学报 》
,

第 卷第 期
,

年
。

金雄伟
、

苗兰芳
、

周昌乐 《一种汉字识别疑难语段的确认方法及其实现 》, 《中国青年计算机研

究新进展 》,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

年 月
。

⑩张雄伟
、

周 昌乐 《一种形似汉字区分识别原理 》
,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 》
,

第 卷第 期
,

年
。

⑩诺姆
·

乔姆斯基 《支配和约束论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
,

北京
。

吴长安 《语境的范围及其在语法分析中的作用 》
,

《语言学通讯 》
,

年第 一 期
。

贵任编辑 陈晓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