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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晓波 郑 波 杨玉 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年 月 日收到

年 月 日定稿

摘要 通过 个逻辑上紧密联系的实验证明
,

汉语普通话中存在韵律短语重音
,

而且这个短语重音落在短语的语 义焦点所在

词上 词的重读音节时长的延长是短语重音的一个重要声学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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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韵律短语 是与语法成分短语

相对应的韵律成分
。

音系学中
,

韵律短语与音系短语

常常被等同使用
。

具体来说
,

韵律短语是语言音系结构 的一个假想层次
,

它 比韵

律词大
,

但比语调短语小
。

这种结构尤其与韵律层级

模式相联系
。

韵律短语和语法短语的区别是 语

法短语是语法分析 的结果
,

而韵律短语是根据听知

觉得到的语音学层次
。

由于人类言语活动的生理

及心理方面的特点
,

韵律短语不一定就是语法意义

上的短语
。

有时韵律短语包含几个词 有时韵律短语

甚至就是一个词
,

如

十 韵律短语重音
十 韵律词重音

十 一 音节

一 〔一 一

单词 本身就是一个韵律短语
,

它负

载着韵律短语重音 同
。

汉语韵律研究也有类似的看

法
,

林茂灿认为
,

语句较短时
,

韵律短语和韵律词可

以是相同的叫
。

一些研究者们认为
,

当两个负载韵律

词重音的词聚合在一起时
,

就会有高于韵律词重音的

重音出现 同
,

显然如果这种重音在句子重音以下
,

那

么它就是一种短语重音
。

本文就是在这一种意义下

研究普通话韵律短语重音的
。

对于一些研究者来说
,

重音 的层次性是一个很

重要的概念
,

比如
,

、 在他的

由 模型中
,

把重音分为 个层次
,

在词重音和句子重音之间存

在着一种节奏重音
,

他指出
,

这种重

音没有强调的作用
,

它标识言语的节律特性
,

它的声

学相关物是音高的增加
,

但是这种音高的增加不一

定局限在某一个音节上
。

等人指出
,

瑞典

语 中也有介于词重音和句子重音之间的短语重音存

在
,

并指 出这种短语重音 的声学表现主要是音高和

时长
。

认为短语重音最重要的作用

是
,

把大的言语成分划分成小的言语成分
,

或者说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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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言语成分组织成大的言语成分
。

相对于词重音和句子重音来说
,

汉语中关于短

语重音的研究要少得多
。

沈炯指出
,

汉语中有高于

词重音的节奏重音
,

它的功能象一个有形 的括号
,

把一个单元的词归拢在一起
,

而且这种节奏重音和

短语中的语义重点所在词相对应
。

杨玉芳也指

出
,

在汉语中有介于句子重音和词重音的短语重音存

在
。

但是
,

对于普通话的韵律短语重音
,

比较严

格的实验研究还是缺乏的
。

和 时长 作为声学参数对短语 中的两个词 以及

每个音节进行测量 音高变化量在本研究 中定义为

整个词或音节的音高最大值减去最小值
,

即 △

一
。

测量结果如表 所示
。

表 短语中词和音节的音高变化量 单位

实验一 利用重迭词短语对普通话

短语重音的研究

。 。

重迭词短语中两个词在声学特征方面的差异

语料设计

汉语中有这样的短语
,

它 由词的重迭而成
,

如
“

研究研究
” 、 “

检查检查
”

等
。

设计包含这种短语的

句子
,

并为这种句子设计一个语境使得句子重音落在

这个短语以外的其它地方
。

这样
,

这个短语就能避开

句子重音的直接影响
,

而且当听者觉得短语中的一

个词 比另一个词重时
,

这种重音必然是介于句子重

音和韵律词重音之间的重音
,

因此这种重音就具备

短语重音的性质 由于短语中的两个词相同
,

所以
,

它们的音质方面的声学表现基本上是相同的
。

这样通

过对两个词的声学特征的测量和比较
,

就可以比较精

确
、

容易地探查出韵律短语重音相应的声学表现
。

实验语料文本见附录
。

其中 类语料为句子

重音在短语之前并离开短语
,

类语料为句子重音

在短语之前并紧靠着短语
,

类语料为句子重音在

短语之后并紧靠着短语
,

类重音为句子重音在短

语之后并离开短语
。

录音采样

选取普通话标准的男女发音人各一名
,

朗读上述

句子
,

使用 软件 让山 采样
,

形成数字化录音文件
。

采样频率
,

量化
,

双声道
。

整个录音过程在隔音实验室中完成
。

语料筛选

对上述每一个句子
,

比较各人的发音
,

选择句子

重音明确的发音作为实验用的语料
。

这样每一文本

句子都有相应的一个语音样本
,

共 条

声学参数测量

上文 已经述及
,

研究者们认为短语重音是一种

音高重音
,

再考虑到音高变化和时长增加的并发现

象
,

在这里
,

我们选择音高变化量 △
、

音高

语语料序号号 △凡 △凡 么凡 △ 么 △凡

△ ,

八 分别是短语的前词与后词的音高变化量
,

△凡
,

△凡
,

△凡 和 △凡 分别是短语的第一
、

二
、

三以及第四个音节的音高变化量

表 短语中各词和各音节的音高 单位

语语料序号号 凡 凡 凡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凡 和 凡
,

分别是短语的前词和后词的音高
,

凡
,

凡 ,

和 凡 分别是短语的第一
、

二
、

三和第四音节的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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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短语中各词和各音节的时长 单位

语语料序号号 ”
尸 ,

任务和过程

实验任务是要求被试 比较每一个刺激材料中的

短语中的前后两个词的轻重
,

被试的选择有 种

前重
、

后重和一样重
。

反应没有时间限制
,

每一听觉

刺激材料可以重复听任意多遍
,

直到被试确定了选择

为止
。

实验前要求被试进行练习
。

实验结果

听觉辨别实验的结果如表 所示
。

和 分别是短语的前词和后词的时长
, , ,

和 、 分别是短语的第一
、

二
、

三以及第四音节的时长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发现
,

大部分情况下
,

前词的

音高变化量大于后词的音高变化量 前词的平均音高

大于后词的平均音高 前词的第一个音节的时长大于

后词的第一个音节的时长 所以不 比较第二个音节
,

那是因为后面词的第二个音节处于短语末尾会被延

长
。

知觉实验

听觉刺激材料的设计

从上述语料中分离出短语
,

组成一种实验材料

再将这个短语中分离为两个词
,

让两个音节相隔
,

组成一个听觉刺激材料
。

为了消除次序可能带来的

影响
,

再将这个刺激材料的两个音节次序颠倒
,

组成

另一个听觉刺激材料
。

这样总共得到 种听觉刺激

材料 原句
、

从原句中切分出来的短语以及从短语中

分离出来的两个词
。

被试

实验采用组间设计
。

其中针对原句的第一组被

试 名 其中男女各 名
,

针对短语的第二组被试

名 其中男 名
,

其余都是女生
,

针对两个分离的词

的第三组被试 名 其中男女各 名
。

所有被试都

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
,

年龄 、 岁
,

听力正常
。

实验结论

上面 的知觉实验表明
,

当把短语中的两个词分

开让被试辨别时
,

被试能够知觉到上述两个词在声

学表现上的差异
。

从表 的第 列到第 列数据

可以看出
,

除
, , ,

及 外
,

在其它情况

下
,

被试都倾向于知觉前面的词重于后面的词
,

而且

对于有些语料
,

这种倾向的强烈程度达到了显著性

水平
。

从表 、 表 可以看出
,

这些语料中的短语

要么第一个词的音高大于第二个词
,

要么第一个词

的音高变化量大于第二个词
,

要么第一个词的时长

大于第二个词
,

更多的情况是兼而有之 但是
,

当短

语 的两个词没有分开时
,

被试对两个词的上述声学

表现的差异的知觉能力大大降低
,

而且在听原句的

情况下
,

被试对短语中两个词声学表现的差异的知

觉能力更低
。

显然
,

这是语境干扰的结果
。

从 和 的基频曲线图可以看出
,

第一个词

的音高和音高变化量大于第二个词
,

可是
,

知觉实验

的结果却显示
,

听者倾向于把第二个词知觉成比第

一个词重 从表 可以看出
,

在这两个例子中
,

第

二个词的时长都比第一个词的时长长
。

因此
,

当把两

个词分开来听辨时
,

时长也是判断它们轻重的一个

声学参数
。

对于语料
,

第二个词 的时长及音高变

化量都 比第一个词大
,

而两个词的平均音高值差不

多
,

所以被试把第二个词知觉成比第一个词重 对于

语料
,

第二个词的时长比第一个词的时长长
,

两

者的音高值差不多
,

但是第一个词的音高变化量 比

第二个词的音高变化量值要求大很多
,

被试把前面

的词知觉成比后面 的词重
,

这似乎说明音高变化量

对词的轻重程度的知觉的贡献较小
。

由于后面句子

重音的带动
,

中的短语
“

检查检查
”

中第二个词

的音高曲线和第一个词相平
,

同时两个词的时长几乎

相等
,

所以
,

知觉实验的结果表明被试倾向于把两个

词知觉成一样重
。

总之
,

这个实验结果说明
,

音高
、

时长和音高变

化量是一个词轻重程度的声学相关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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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种听觉刺激材料的轻重辨别结果

编编号号 语料料 尸人 尸 兀 尤 尸

讨论论

商量量

研究究

讨论论

商量量

研究究

研究究

讨论论

考虑虑

品尝尝

检查查

研究究

讨论论

考虑虑

品尝尝

检查查

其中
, , ,

和
, ,

以及
, ,

分别是第一
、

第二和第三种听觉辨别试验中被试选择前重
、

一样重和后重的次数 尸 , 尸 和 尸 分别是 种听觉辨别试验中
,

被试选择频次差异的 尸 显著性水平检验结

果
,

表示被试选择前重的次数显著高于选择后重的次数
,

表示后重的次数显著高于前重的次数
,

二 表示前重

和后重频次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实验二 句子重音和短语重音的相

互作用

问题的提出

根据语境的需要
,

句子重音可以强调一个音节
、

一个词乃至一个短语
。

本实验研究当句子重音加在上

述重迭词短语时
,

句子重音声学表现的实现方式

发音实验

实验材料的设计

实验语料及相应语境的文字材料参见附录
。

语料中的短语有这样的特点 它由两个词重迭组

成
,

而且这些词的重读音节都是第一个音节
。 “

掂量
”

的重读音节是
“

掂
” “

照顾
, ,

的重读音节是
“

照 ,’
‘

研究
”

的重读音节是
“

研
” 。

问句的设计是为了答句

的发音人能够把句子重音加在上述短语上
。

语料的录音采样

录音分两步 首先选择一名普通话标准的发音人

录下问话发音 然后选择普通话标准的男女发音人各

一名
,

在播放问话录音后要求他们朗读相应答句 语

料 除外
,

录制标准同实验一
。

声学效应的测
、

比较和讨论

前 已述及
,

句子重音的声学表现主要是音高模

式的变化和时长的增加 在此
,

我们 比较短语的前后

两个词的这方面的声学特征
。

下面是各个语料中短语

的前后两个词的重读音节的时长 因第二个词的非重

读音节处于短语末尾会被延长
,

所以测量时长时不予

考虑 一 是发音人甲的发音语料
,

一

是发音人乙的发音语料
。

表 实验 语料中短语重读音节的时长 单位

语语料编号号

其中 是前词重读音节的时长
,

是后词重读音节的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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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 出
,

本实验涉及的短语

的第一词的重读音节的时长大于第二个词的重读音

节的时长
。

从这些语料的波形图和基频曲线图也可以

看出
,

句子重音另一个声学表现 —音高模式的变

化也主要体现在这种短语的第一个词上
。

由此
,

我们

得到结论 对于那些 由词的重迭组成的短语来说
,

当句子重音强调这个短语时
,

与句子重音相关的声

学表现主要集中在这个短语 的第一个词上
。

本文实

验一 的研究结论告诉我们
,

这种由词的重迭组成的

短语
,

它 的韵律短语重音落在这个短语的第一个词

上
。

如果把这两个实验的实验结论联系起来并抽象

化
,

我们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一般性的结论 当句

子重音强调短语时
,

与句子重音相关的声学表现主

要集中在这个词的短语重音所在词上
。

显然
,

这个结

论是节律栅规则的一个具体表现
,

因为
,

节律栅规则

要求高层次的重音一定加在低层次的重音上 囚
。

实验三 利用实验二的结论对韵律

短语重音的进一步研究

名发音人发音
。

实验材料的设计

在每一对问答对话中
,

用 提供的切分工具

把每一对问答对话的语料和语境分开
,

然后
,

将语料

语境重新排列组合
,

这样每个句子的 种语料和

种语境共有 种组合 为消除实验材料呈现的顺序

效应
,

将 个听觉刺激材料进行随机排列
。

被试

共选取被试 名 男 名
,

女 名
,

针对每

一个句子的被试都是 名
。

被试取样同实验
。

任务和过程

实验任务是要求被试在听完每一对 问答对话

后
,

判别答话中的强调特征是否符合上文对它的要

求
。

被试的选择有两种 符合和不符合 反应没有时

间限制
,

每一听觉刺激材料可以重复听任意多遍
,

直

到被试确定选择为止
。

实验前要求被试进行类似的

判别练习
。

实验结果和结论

问题的提出

实验二得到的结论是
,

当句子重音强调某一个

短语时
,

句子重音的相应 的声学表现主要集中在这

个短语的短语重音所在词上
,

在这里可把这个结论

作为一个普遍规律接收下来
。

这个规律具有一种方

法论意义
,

即通过句子重音和短语重音的相互作用

可以间接地探查出短语重音
。

前面 的研究 涉及 的短语都是 由词 的重迭组成

的
,

但是普通话中更多的是其它类型的短语
,

如
“

这

种皮鞋
” 、 “

生物化学
”

等
,

这种短语的短语重音又落

在何处呢 是不是也象实验 的重迭词短语那样
,

落在短语前面的词上

实验结果如表 一表 所示
。

表 发音人乙的语料
“
他们研究逻辑哲学

”

的实验结果

语语语境 语境 语境 语境

语语料

语语料

语语料

语语料

表 发音人乙的语料 “
他们研究哲学逻辑

”
的实验结果

实验材料的设计

语境和语料的设计

语境和语料相应的文字材料参见附录
。

实验用到的语句有 个
,

针对每一语句设计 了

种语境
,

使得句子重音按照语境的要求分别落在句

子的不同地方
。

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语料 中的短语

逻辑哲学
”

和
“

哲学逻辑
’

上
,

使得句子重音能够分

别落在这个短语的每一个词
、

整个短语以及这个短语

以外的其它地方
。

语境和语料的录音采样

录音采样方法和实验二相 同
,

问句由一男性发

音人发音
,

答句分别由另外的男 甲
、

女 乙 各一

语语语境 语境 语境 语境

语语料

语语料

语语料

语语料

表 发音人乙 的语料
“

逻辑哲学非常难学
”

的实验结果

语语语境 语境 语境 语境

语语料

语语料

语语料

语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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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关于发音人乙的语料
“

哲学逻辑非常难懂
”

的实验结果

语语语境 语境 语境 语境

语语料

语语料

语语料

语语料

表 发音人甲的语料
“
他们研究逻辑哲学

” 的实验结果

语语语境 语境 语境 语境

语语料

语语料

语语料

语语料

表 发音人甲的语料
“

他们研究哲学逻脚
,

的实验结果

语语语境 语境 语境 语境

语语料

语语料

语语料

语语料

表 发音人甲的语料
‘

逻辑哲学非常难学 ” 的实验结果

语语语境 语境 语境 语境

语语料

语语料

语语料

语语料

表 发音人甲的语料
“
哲学逻辑非常难懂

” 的实验结果

语语语境 语境 语境 语境

语语料

语语料

语语料

语语料

,

只达到了边缘有效性 外
,

其它所有的语料和它原

来的语境是匹配的
。

这说明发音人的这些语料是合格

的语料
。

从以上数据还可以看出
,

一些语料除了和它的

原来的语境匹配外
,

还和一些其它语境匹配
,

也就是

一些语料是可以相互替换的
。

这种可替换性主要表现

在
,

强调
“

逻辑哲学
”

与强调
“

哲学
”

是可以互相替

换的 强调
“

哲学逻辑
”

与强调
“

逻辑
”

是可以互相

替换的
。

可替换性是以声学特征的相似性为前提的
。

所

以上述相互可替换性意味着
,

句子重音强调
‘

逻辑哲

学
”

与句子重音强调
“

哲学
”

的声学特征是相似的 句

子重音强调
“

哲学逻辑
”

与句子重音强调
“

逻辑
”

的

声学特征是相似的
。

这也意味着
,

句子重音强调短语
“

逻辑哲学
”

的声学表现主要集中在词
“

哲学
”

上 句

子重音强调短语
“

哲学逻辑
”

的声学表现主要集中在

词
“

逻辑
”

上
。

根据本文实验二的结论
,

当句子重音

强调一个短语时
,

句子重音的声学表现主要集中在

这个短语的短语重音所在词上
。

所以
, “

逻辑哲学
”

的韵律短语重音落在词
“

哲学
”

上
, “

哲学逻辑
”

的

韵律短语重音落在词
“

逻辑
”

上
。

上述结论来自声学参数方面的证明

由于导致音高 曲线变化的因素很多
,

而且每一

个音节都有它固有的音高曲线
,

所 以从音高曲线的

变化来看短语重音的声学表现是 比较困难的
。

在这

里我只列出短语重音在时长方面的声学参数
。

在本

实验的各类语料第 个问答对话中
,

答话的句子重

音不在短语
“

逻辑哲学
”

或者
“

哲学逻辑
”

中
,

因此

从这些句子中
,

可以比较单纯地探查出短语重音对

时长的影响
。

我们只考察短语重音对词的重读音节

的时长的影响
, “

逻辑
”

的重读音节是
“

逻
” “

哲

学
”

的重读音节是
“

哲
” 。

下表是音节
“

逻
”

和
“

哲
”

在不同的句子中的时长及其时长比
。

表 语料 中短语的重读音节的时长和时长比

上述表格中的数据是被试判别语料符合语境的

次数
。

计算二项分布概率 川
, ,

得到 无

值在 与 之间
。

即
,

从 显著性水平上讲
,

如

果被试选择语料符合语境的次数达到 的话
,

就可

以认为这个语料的强调特征是符合语境对它的要求

的
。

在上述的各个表格中
,

对角线的一排数据表示的

是语料和它的原来的语境的匹配情况
。

从表中可以

看出
,

除了语料 被试选择语料符合语境的次数是

“““
逻

” 的时长长
“
哲

” 的时长长 时长比 “
逻

, , ‘

哲
, ,,

“

逻辑哲学 ””
一

“

哲学逻辑
”” ,

“

逻辑哲学
, ,,

“
哲学逻辑

, ,,

“

逻辑哲学
, ,,

“

哲学逻辑
, ,,

“

逻辑哲学
, ,,

“

哲学逻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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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

逻 和 哲
”

的固有时长不一样
,

所以
,

看

短语重音对时长的影响
,

应该看两者的时长比
。

比较
盛和

、

和
、

和 以及 和 的这

种时长比可以看出
, “

哲学逻辑
”

中的
“

逻
”

和
“

哲
”

的时长比大于
“

逻辑哲学
”

中的时长比 或者反过来

说
, “

逻辑哲学
”

中的
“

哲
”

和
“

逻
”

的时长比大于
“

哲

学逻辑
”

中的时长 比
。

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出 短

语重音使 自身作用的词的重读音节的时长增加了
。

本研究同时证实了
,

汉语韵律短语重音落在

这个短语的语义焦点所在词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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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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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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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我让 小张 和小王讨论讨论这个问题

你 应该和他商量商量

你应该和他研究研究

我让小张和 小王 讨论讨论这个问题

你应该和 他商量商量

你应该和 他研究研究

你 的方案我们研究过了
,

我们要研究研究 他 的方案

你 的方案我们讨论过了
,

我们要讨论讨论 他 的方案

你 的方案我们考虑过了
,

我们要考虑考虑 他 的方案

他做的菜我赏过了
,

我要品尝品尝 你 做的菜

你 的书包我检查过了
,

我要检查检查 他 的书包

他的背景 我们研究过了
,

我们要研究研究他的方案

他的背景我们讨论过了
,

我们要讨论讨论他的方案

他的背景 我们考虑过了
,

我们要考虑考虑他的方案

你做的汤 我尝过了
,

我要品尝品尝你做的 菜

他的抽屉 我检查过了
,

我要检查检查他的 书包



年

附录

问 你怎么还不给我一个答复

答 我要掂 , 掂 ,

问 他为什么要把这些孩子留给我

答 他说
,

要让你 照顾照顾他们

问 他把这些材料带来干嘛

答 他要你研究研究它们

这个事情你怎么能 自作主张呢 你应该和他 商 商

附录

他们研究逻辑哲学

问 他们研究微分方程

答 不
,

他们研究逻辑哲学

问 他们研究逻辑代数

答 不
,

他们研究逻辑哲学

问 他们研究数学哲学

答 不
,

他们研究逻辑哲学

问 刚才你说谁研究逻辑哲学

答 刚才我说
,

他们研究逻辑哲学

他们研究哲学逻辑

问 他们研究徽分方程

答 不
,

他们研究哲学逻辑

问 他们研究哲学语言

答 不
,

他们研究哲学 逻辑

问 他们研究 数理逻辑

答 不
,

他们研究 哲学逻辑

问 刚才你说谁研究哲学逻辑

答 刚才我说
,

他们研究哲学逻辑

逻辑哲学非常难学

问 刚才你说微分方程非常难学

答 不
,

我没说微分方程非常难学
,

我说的是
,

逻辑哲

学非常难学

问 刚才你说逻辑 代数非常难学

答 不
,

我没说逻辑代数非常难学
,

我说的是
,

逻辑哲

学非常难学

问 刚才你说语言 哲学非常难学

答 不
,

我没说语言哲学非常难学
,

我说的是
,

逻辑哲

学非常难学

问 逻辑哲学非常好学

答 不
,

逻辑哲学非常 难学

哲学逻辑非常难懂

问 冈才你说微分方程 非常难懂

答 不
,

刚才我没说徽分方程非常难懂
,

我说的是
,

哲

学逻辑非常难懂

问 刚才你说哲学 语言非常难懂

答 不
,

刚才我没说哲学 语言非常难懂
,

我说的是
,

哲

学逻辑非常难懂

问 刚才你说数理逻辑非常难懂

答 不
,

刚才我没说数理逻辑非常难懂
,

我说的是
,

哲

学逻辑非常难懂

问 哲学逻辑非常好懂

答 不
,

哲学逻辑非常难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