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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文阅读中，词汇识别离不开对汉字位置信息的编码。本文介绍了中文词汇转置效应的研究范式，包

括词水平下的单一呈现范式、掩蔽启动范式和句子水平下的自由阅读范式、边界范式；并介绍了词汇转

置效应的影响因素，有转置发生的位置、词边界、语境信息和年龄，综述了目前关于中文词汇转置效应

的研究成果，并对汉字位置编码的研究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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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ese reading, vocabulary recogni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encoding of positional infor-
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the Chinese lexical 
transposition effect, including the single presentation paradigm at the word level, the masking 
priming paradigm, the free reading paradigm at the sentence level, and the boundary paradigm.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lexical transposition effect, including the 
position of transposition occurrence, word boundaries, contextual information, and age. It reviews 
the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on the Chinese lexical transposition effect and provides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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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 position en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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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阅读作为一项复杂的认知活动，对人类的生活有着关键意义。阅读一般被认为是对文本信息的加工，

其目的是学习新的知识。成功的阅读不但需要词汇的识别，而且需要了解词汇之间的关系(Rayner et al., 
2016)。词汇识别是对词汇语音和语义快速检索的过程，也叫词汇加工(Perfetti, 2007)。词汇质量假说认为

词汇加工是阅读的基础，阅读的质量依赖词汇加工的质量。词汇加工离不开对汉字身份信息和位置信息

的编码。在中文阅读中，身份信息指该词汇包含什么字符，比如“故事”由“故”、“事”两个字组成；

位置编码指字符的相对位置，比如“故事”中“故”是第一个字，“事”是第二个字。一旦颠倒了位置，

身份信息不变，“故事”变为“事故”，位置信息发生改变可能使词汇本身意义发生改变。然而在实际

阅读过程中，有时候尽管句子中词汇位置信息发生改变，但仍然不影响我们对句子整体意义的理解。 
中文是一种非常不同的语言系统，它是由方方正正的汉字等距排列组成，与字母相比，书写更加复

杂，数量也更多，不同汉字在视觉复杂性和频率上差异很大，且没有专门的词间空格。在词汇水平上，

中文词普遍较短，双字词占 72%，而拼音文字的大多数词汇较长，且长短差异较大。这些特性可能会使

得汉字位置信息的编码具有不同于拼音文字的特点，需要专门进行研究。并且探究词汇转置效应对中文

阅读影响，有助于探索汉语中词汇加工的机制，可以进一步丰富中文阅读模型，对改善汉语教学提供科

学依据。 

2. 概念界定 

词汇转置效应是指相对于基词(正常呈现的词汇，如“否认”)而言，转置非词(将基词转换位置后形

成的假词，如“认否”)比替换非词(使两个字形完全不同的字代替基词中的两个字，如“言比”)更能促

进基词的加工。 

3. 研究范式 

3.1. 词水平 

词水平下对词汇转置效应的研究最常见的范式有单一呈现范式和掩蔽启动范式。 

3.1.1. 单一呈现范式 
单一呈现范式操作流程一般是给被试呈现一个字符串，让被试进行词汇命名或词汇判断，并记录被

试反应时和正确率。通过操纵呈现字符串的类型，比较被试在不同呈现条件下的反应是否存在差异。单

一呈现范式也出现在 Vergara-Martínez 等人(2013)的 ERP 相关研究中，重点关注处理呈现刺激本身时的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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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掩蔽启动范式 
掩蔽启动范式(Forster et al., 1987)的操作流程一般是首先给被试快速呈现一组字符串作为启动刺激，

接下来呈现第二组字符串作为目标刺激，使被试做出相应反应。在对中文词汇转置效应的研究中(顾俊娟

等，2020)，掩蔽刺激启动类型包括重复启动：启动刺激与原词相同(如，面黄肌瘦–面黄肌瘦)；转置假

词启动：启动刺激是原词中间的两个字位置互换之后的假词(如，面肌黄瘦–面黄肌瘦)；替换假词启动：

启动刺激为取代原词中间的两个字之后形成的非词(如，面朴密瘦–面黄肌瘦)。词汇转置效应是比较转置

假词启动和替换假词启动之间的关系。顾俊娟等人(2020)利用掩蔽启动范式研究发现一个四字词和两个双

字词条件下均表现出词汇转置效应。该范式重点揭示启动刺激对目标刺激的影响。 

3.2. 句子水平 

句子水平下对词汇转置效应的研究最常见的范式有眼动技术下的自然阅读范式和边界范式。 

3.2.1. 自然阅读范式 
自然阅读范式是直接呈现一个句子让被试自然阅读即可。句子中包含所要研究的目标刺激，分析被

试句子阅读的时间或者在这一刺激上的眼动指标。 

3.2.2. 边界范式 
边界范式的流程是在句子中目标词呈现位置的左边设立隐形边界。被试的目光越过边界之前，在目

标词存在位置显示预视刺激(基词、转置假词或替换假词)，一旦目光越过边界，预视刺激立刻被目标刺激

所取代(Rayner, 1998; 闫国利等；2010)。分析被试在目标词上的眼动指标，探究预视刺激对目标刺激的

影响。顾俊娟等(2022)的研究用该范式探究三字嵌套词的汉字位置加工机制，结果显示词汇识别过程中，

中文汉字位置信息得到加工，存在汉字转置效应。 

4. 理论模型 

4.1. 交互激活模型 

研究者提出多种模型来对拼音文字阅读中字母位置信息研究的结果进行解释。最早由 McClelland 和

Rumelhart(1981)提出的交互激活模型尝试对转置字母效应进行解释，该模型认为字母位置的编码是严格

的，词汇识别依赖于词汇中包含的字母信息和字母位置。字母位置固定且在其特有通道上得到独立加工，

与字母串中其他字母无关，因此并不能完全解释转置字母效应。 

4.2. 顺序编码模型 

顺序编码模型(Whitney, 2001)认为词汇加工有 5 个水平：节点、视网膜、特征、字母、双字母组合、

词汇。例如，对词汇“card”进行加工，形成的双字母组合包括“ca/cr/cd/ar/ad/rd”，它对应的转置非词

“crad”包含与原始词相同的双字母对，而替换非词“cald”，形成的双字母组合包括“ca/cl/cd/al/ad/ld”，

只包含三个字母对“ca/cd/ad”与原始词相同，因而转置非词比替换非词更接近原词，从而解释了转置效

应。 

4.3. 空间编码模型 

空间编码模型(Davis, 2010)认为字母位置编码是动态的，不同的字母位置被赋予不同的值。例如“card”
中，首字母“c”赋予的节点数值为 1，“a”赋予的节点数值为 2，以此类推。但是赋予的节点数值大并

不代表有更大的权重，空间编码的值只是表示位置。该模式可以用来解释转置效应。例如基词“pe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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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转置非词“pecnil”都是由相同的字母组成，虽然中间“n”、“c”两个字母位置发生改变，但二者空

间激活梯度模式仍存在相似性。而替换非词“pewail”与基词相比没有“w”、“a”两字母节点的激活，

二者的空间编码模式存在差异。因此转置非词对基词的激活程度更高。 
上述涉及到的字母位置编码模型均在一定程度上对转置效应进行解释，另外还有重叠模型、开放二

元模型等解释字母位置加工的灵活性。拼音文字中对位置加工的研究已经成熟，汉字位置信息的编码与

拼音文字有一定差别，还需要专门进行研究。 

5. 影响因素 

5.1. 转置发生的位置 

转置发生的位置指位置发生变化的字符在词汇中的哪一部分，可能位于词首、词中或词尾，另外转

置字符间的距离也不同，可能相邻、间隔一个字符或间隔两个字符。英文字母位置编码的灵活性受很多

因素的影响，包括字母在单词中的转置位置(外部还是内部)以及转置字母间的距离。以往研究一致表明，

对于字母顺序编码而言，外部字母比内部字母更重要(Milledge et al., 2021)。和单词内部两个字母调换位

置相比较而言，首字母位置调换使被试更难构建出正确词汇。在对中文的研究中，曹海波等(2023)发现无

论是词汇判断还是眼动证据均表明词首词素位置概率在词汇识别中发挥更大作用。 
Yakup 等人(2014)以维吾尔语作为实验材料，发现与词内部的换位相比，词首和词尾的换位对词汇识

别的破坏更大。Pagán 等人(2016; 2021)研究发现包含单词首字母的非相邻位置转置比仅包含内部字母的

相邻位置转置造成的阅读成本更高。Gu 等(2023)也探究了中文词汇加工过程中转置发生的位置和距离对

转置效应的影响。实验一将三字词作为目标词，目标词的呈现包括四个条件：正常呈现，如“燕尾服”；

1~2 开头相邻转置，如“尾燕服”；2~3 结尾相邻转置，如“燕服尾”；1~3 非相邻转置，如“服尾燕”。

结果发现转置距离对汉语阅读产生影响，非相邻转置的干扰比相邻转置更强；在相邻位置转置条件下，

开头转置的干扰比结尾转置更强。这些结果表明中文阅读中起始位置字符可能比词尾字符更重要。为了

进一步研究转置字符的位置是否与转置字符距离有关，实验二以四字词作为目标词，增加词汇长度使每

个目标词有五种呈现条件：正常呈现，如“目不转睛”；包含起始字符的相邻转置(1~2 转置)，如“不目

转睛”；包含起始字符的非相邻转置(1~3 转置)，如“转不目睛”；包含结尾字符的相邻换位(3~4 转置)，
如“目不睛转”；包含结尾字符的非相邻转置(2~4 转置)，如“目睛转不”。实验二与实验一得出相同的

结果，均发现起始位置字符转置的成本比结尾位置转置成本大，非相邻位置字符转置的成本比相邻位置

转置成本大。中英文研究结果均表明转置发生的位置对词汇转置效应产生影响。 

5.2. 词边界 

在字母书写系统中，如英语，词与词之间存在空格这类明显的边界信息，但是由于汉语存在特殊性，

词和词间无空格，不存在明显边界信息。以往有研究探究在中文句子中增加词边界信息是否会影响阅读

效果，在句子中加入词间空格发现人为加入空格并不会促进阅读。分析其原因研究者认为可能是成年读

者习惯了阅读无空格的文本，人为插入空格造成读者对词间空格促进效应和陌生文本排列方式的权衡

(Bai et al., 2008)，为了减少该因素的影响，研究者以三年级儿童为研究对象做了同样的实验，结果仍然

表明增加词边界信息并未对阅读效果产生影响(沈德立等，2010)。 
对于中文读者而言，词汇通达需要将词汇从句子或者篇章中切分出来，在心理上进行词边界的确定

(李兴珊等，2011)。不同切分方式使读者对词汇意义的理解不同。被试阅读“专科学生”这类歧义词的时

间长于“专科毕业”的时间。Li 等(2022)认为其原因是在注视“专科学生”这类歧义词时，首先激活“专

科”、“科学”、“学生”等词，而注视“专科毕业”这类歧义词时，只能激活“专科”、“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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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之间的互相竞争使得“专科学生”的加工时间更长。汉字的位置加工可能是在词边界，也可能是在

词内(Gu & Li, 2015)。 
Christianson 等(2005)通过控制转置字母位置是否跨越词边界检验词素边界对字母位置编码的影响，

结果发现跨词素边界的转置比词素内部转置的干扰作用更大。在汉语研究中，顾俊娟等(2020)采用掩蔽启

动范式，探究在中央凹独立词中和句子阅读中跨词边界以及词内位置转置对中文词汇识别的影响。实验

一探究在中央凹视野，无论是一个四字词条件，如“面黄肌瘦”，还是两个双字词条件，如“喜欢走动”，

调换中间两个字的顺序，均存在汉字转置效应。实验二考察在自然句子阅读过程中汉字位置加工受词边

界信息的影响，发现在早期加工时间上一个四字词条件下，相同呈现和转置呈现之间没有差异，两个双

字词下相同呈现比转置呈现花费时间短。李肖琳(2022)的研究发现在中央凹处读者在成语呈现条件下表现

出转置效应，在两个双字词条件下并无此效应。综上所述，在中文词汇加工中边界处位置加工更严格。 

5.3. 语境预测性 

语境表示由字、词、句、篇等语言单位构成的上下文篇章，语境信息也就是转置词之前可用来推测

下文句子信息的量。语境预测性是指在一定语境条件下，读者能正确预测目标词的可能性程度(DeLong et 
al., 2014)。虽然拼音文字和汉字在表达方式、书写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是证据显示语境预测性

对阅读的影响存在跨语言一致性。具体表现为高语境预测性词汇的注视时间显著小于低语境预测性词汇，

且跳读率高于低预测性词汇(Liu et al., 2017; 刘志方等，2020)，另外高语境预测性词汇在阅读过程中更容

易被整合(Dambacher et al., 2006)。由此推断语境预测性可能是影响词汇转置效应的因素之一。在语境预

测性强的条件下，语序信息可能会削弱，使读者在转置词条件下反应时更长，错误率更高。而转置词之

前没有语境信息时，读者更容易注意到语序信息，转置效应可能会减弱。 
Liu 等(2021)的研究表明语境信息对中文词汇转置效应存在显著影响。有语境信息条件下，词汇转置

效应更大，而无语境信息时转置效应减少甚至消失。张妍萃(2022)采用边界范式探究高、低语境预测性对

中文词汇转置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早期眼动指标上预测性对转置效应产生影响，低预测性条件下存

在汉字转置效应，而高预测性条件下汉字转置效应消失。李肖琳(2022)探究语境预测性和词边界信息对汉

字位置加工影响，实验二探究在副中央凹视野处语境预测性对词边界处位置编码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

凝视时间和总注视时间上，语境预测性对词汇位置加工存在促进作用，说明语境预测性可能从早期阶段

就开始占优势，并且一直延伸到词汇识别的晚期阶段。以上研究均表明语境预测性确实对转置效应起调

节作用。 

5.4. 年龄 

阅读与视觉功能和认知功能密切相关，与青年人相比，老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发生了改变，这些

改变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其中感知觉和认知功能的衰弱最为明显。因此在阅读行为表现上，

老年人与青年人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老年人阅读速度更慢，注视次数和回视次数更多，且注视时

间更长。除了阅读表现整体上的差异，在词汇加工能力上老年人与青年人也存在差异(Wang et al., 2016)，
具体表现为对词汇的注视时间变长，有更大的词频效应，且老年人在自下而上的词汇加工中存在困难。

但是在自上而下的语境加工中，研究发现老年人更善于利用语境信息推断下文内容(Zhao et al., 2019)。另

外在拼音文字研究中发现老年人表现出更大的向前眼跳幅度和更高跳读率，采取“风险”阅读策略补偿

自己更慢的加工过程(Rayner et al., 2006; Rayner, 2009)。但是在汉语阅读中虽然老年人也存在类似的加工

困难，但并未发现采取类似的“风险”阅读策略，相反，老年人在汉语阅读中的平均向前眼跳幅度比青

年人更短、对词的跳读率更低，采用更谨慎的阅读策略(Wang et al., 2016)。阅读过程中老年人与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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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加工中所占优势不同且阅读策略也不同，因此在转置效应方面可能也存在差异。 
刘志伟(2022)在单字词和双字词条件下词汇转置效应的年龄差异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单字词上老年人

的转置效应大于青年人，而双字词的转置效应上，青年人大于老年人；另外老年人识别单字词的转置效

应大于双字词，青年人识别双字词的转置效应大于单字词。综上所述年龄调节中文词汇转置效应的大小，

老年人和青年人的转置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青年人的转置效应大于老年人。 

6. 研究展望 

视觉词汇识别离不开词汇位置信息的编码，拼音文字领域对字母位置信息编码已经有了深刻认识，

并提出很多模型和理论对字母位置编码进行解释。然而汉字位置编码领域的相关研究数量还很少，并且

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未来可以研究汉字位置编码可能存在的独特性，探索汉字位置编码的认知机制，提

出针对汉字位置编码特有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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