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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

北京

摘 要 研究包括两部分
。

在第一部分
,

通过对由 个发音人发音的 条句子中的 个词时长方面的声学特征

的分析发现 当句子重音强调词时
,

时长的增加主要集中在这个词的重读音节上 当句子重音强调词 的某

个音节时
,

时长的延长主要集中在这个音节上
。

在第二部分
,

通过使用上述语句的知觉实验发现
,

句子重音强调词

的语句和句子重音强调这个词的重读音节的语句相对于它们的语境是可以相互替换的
,

这种相互 可替换性起因于

这两种语句声学表现方面的相似性
。

关键词 句子重音
,

时长
,

重读音节
。

分类号

前 言

在言语交流中
,

每个句子都有一个句子重音
,

它

的作用是使句子重音作用的成分成为言语交流的重

点
。

这一功能在知觉层次上的条件是句子的这个成

分为听者所感受到的突出感或醒 目感
,

这种知觉效果的声学基础是句子重音作用成

分音高模式的突变和时长的增加
。

在音高方面
,

研究者们发现
,

当句子重音强调某个词时
,

音高模式

的变化集中在这个词 的重读音节上曰 这个规律在

音系学上被称为节律栅规则
,

同时这个音高模式

的变化也会扩散到句子的其它成分上 ’ 在时长方

面
,

的研究发现
,

当句子重音强调某一

个词时
,

不仅音高突变作用 的音节 这个词 的重读

音节 时长增加
,

这个词 的非重读音节的时长也会

增加 〔 ,

他还在语音合成试验 中发现
,

当音高突变

不伴有 时 长 的增 加 时
,

听者会觉得不 自然 〔’ 。

据

此
,

他提出这样的假说 音高突变是为了使听者能够

注意到句子重音强调 的成分
,

而时长的增加是为了

使听者有更多的时间去加工这个成分
,

时长不增加

所以导致句子听起来不 自然
,

就是听者没有更多的

时间去加工强调的成分所致 〔’〕。

句子重音还涉及一个强调范围 的问

题
。

虽然句子重音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强调的是词
,

但有时根据语境的需要
,

它也会强调某个短语或某

个音节
。

上述假说的一个合乎逻辑的

推论是 时长增加涉及到的范围和句子重音强调的

范围一致
,

即当句子重音强调一个词时
,

这个词的每

一个音节都延长 而当句子重音强调一个音节时
,

只

有这个音节被延长
。

显然如果时长 以这种方式增

加
,

那么这种时长增加方式应该能够使听者形成对

句子重音强调范围的知觉
,

即句子重音强调词与强

调这个词的重读音节的语句在知觉上应该能够区分

开来
。

由于汉语大部分音节都有一定的意义
,

比较容

易设计出句子重音强调单个音节的语境
,

所以就 比

较容易地将句子重音强调词本身与强调这个词中的

某个音节的情况在声学表现方面以及知觉效果方面

进行比较
,

因此汉语是检验 假说的较好

的语言材料
。

另一方面
,

我们看到汉语中目前 已有

的关于句子重音声学表现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句子重

音强调单个音节的情况 「
, ,

但是在言语中
,

句子重

音通常强调的是词
,

而在这种情况下
,

句子重音的声

学表现在词中音节如何分布
,

大部分研究却没有涉

及到
。

在本项研究 中
,

我们以普通话语句为实验材

料
,

探索句子重音强调词 的语句和句子重音强调词

中音节的语句在时长方面的声学表现的差异以及这

种差异对于句子重音知觉的影响
。

我们尤其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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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时长增加的范围是否随着句子重音强调范围的

变化而变化
,

听者是否能够根据言语的声学表现形

成对句子重音强调范围的知觉
。

答 他爸买了一个皮包
。

第四组

语句及其语境的设计和录音采样

语句及其语境的设计

我们以 个双字词作为研究材料
,

其中两个重

读音节在前的词是
“

忘记
”

和
“

知觉
” ,

两个重读音

节在后的音节是
“

皮包
”

和
“

文章
” 。

对于每个词
,

分

别设计一个包含它 的句子
,

设计出的句子是
“

我们

应该忘记他们
” 、 “

这是知觉的条件
” 、 “

他爸买 了一

个皮包
”

和
“

这个文章值得重视
” 。

对每个句子设

计 种语境
,

使得句子重音分别强调词 语境
、

词

的重读音节 语境
、

词的非重读音节 语境 以

及不是这个词的其它地方 语境
。

语境和语句相应的文字材料如下 黑体字为根

据语境需要强调的部分
,

录音时向发音人讲明

第一组

问 我们应该重视它们

答 不
,

我们应该忘记它们

问 我们应该牢记它们

答 不
,

我们应该忘记它们

问 刚才你说
,

我们应该忘掉它们

答 刚才我没说我们应该忘掉它们
,

我说的

是
,

我们应该忘记它们

问 谁应该忘记它们

答 我们应该忘记它们
。

第二组

问 这是一个学习问题

答 不
,

这是一个知觉问题

问 这是一个感觉问题

答 不
,

这是一个知觉问题

问 这是一个知识问题

答 不
,

这是一个知觉问题

问 刚才你说
,

什么是一个知觉问题

答 这是一个知觉问题
。

第三组

问 他爸买了一个木箱

答 不
,

他爸买了一个皮包

问 他爸买了一个皮箱

答 不
,

他爸买了一个皮包

问 他爸买了一个布包

答 不
,

他爸买了一个皮包

问 谁买了一个皮包

问 刚才你说
,

这个事件值得重视

答 不
,

我没说
,

这个事件值得重视
,

我说的

是
,

这个文章值得重视
。

问 刚才你说
,

这个文件值得重视

答 不
,

我没说
,

这个文件值得重视
,

我说的

是
,

这个文章值得重视
。

问 刚才你说
,

这个篇章值得重视

答 不
,

我没说
,

这个篇章值得重视
,

我说的

是
,

这个文章值得重视
。

问 哪个文章值得重视

答 这个文章值得重视
。

语句及其语境的录音采样

录音分两个步骤
,

首先选择一名普通话标准的

发音人 首都师范大学本科生
,

录下他 的问话发

音 然后选择普通话标准的男女发音人各 人 首

都师范大学本科生
,

朗读上述答句
,

用语音分析工

具 以采样频率 创叉〕

采样
,

形成数字化录音文件
。

答句录音时
,

为了使答

句发音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

在发音人朗读每一句

答话前
,

播放上面问话发音人的发音
。

第一组语料的第三个发音人的语句
、

第二组语

料中第五个发音人的语句和第四组语料的第十个发

音人的语句被下面的语境语句匹配实验证明和它们

原来语境不匹配
,

因此它们是不合格的语句
,

在下面

的声学参数的测量分析中
,

我们将不包括这些语句
。

时长方面的声学特征

测里和分析结果

表 中分别是四组语句中词的前音节 每行的

第一排
、

后音节 每行的第二排 和词本身 每行的

第三排 的时长 单位 帧
,

每帧
,

最后一列

是它们的平均值
。

我们用公式
“

语境 或语境 或语境 中音

节的时长 一 语境 音节的时长 语境 音节的时

长
”

的计算结果来表示某种语境下音节的相对延长

量
,

相应地用公式
“

语境 或语境 或语境 中词

的时长 一 语境 中词的时长 语境 词的时长
”

的

计算结果来表示某种语境下词的相对延长量
。

表

是词的前音节 每行的第一排
、

词的后音节 每行

的第二排 以及词本身 每行的第三排 相对延长量

的平均值及其延长特征的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括

号中的数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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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词的前音节
、

后音节以及这个词本身的时长

发音人 发音人 发音人 发音人 发音人 仍 发音人 发音人 发音人 发音人 发音人 平均值
五二一

一

一

砰

一 名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吸

一

一

一

一

,

,

一

日 ,

一

一

注 第一列数字中的 一 表示第 组语料句的第 条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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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音节和词的相对延长 及显著性水平

语句组别 语境 语境 语境

刃

《

一

《 洲〕

一

一

以〕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以

一

一

一

一

从表 的每行的第三排数据可 以看出
,

句子重

音在强调词 语境 或词 中某个音节 语境 和语

境 时
,

词的时长都增加了
。

但是词的时长的增加

主要来源于哪个音节对于不同语境的语句是不一样

的
,

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

从表 可以看出
,

当句子重音强调词时 语

境
,

词的重读音节无一例外地延长 对于词
“

忘

记
” ,

非重读音节没有延长
,

其它 个词的非重读音

节显著地延长
,

但是从上表可以看出
,

这

个词的重读音节的相对延长量都远远大于非重读

音节的相对延长量
。

而且从表 可以看出
,

即使对

于这 个词
,

非重读音节的延长不是必然的
,

它的延

长只是一个统计上的平均效果
,

在一些情况下非重

读音节的延长很小
,

而在一些情况下
,

非重读音节的

时长甚至稍有减小
。

但是下面的知觉实验表明这些

语句也是合格的语句
。

从表 可 以看 出
,

当句子重音强调词的重

读音节时 语境
,

这个音节无一例外地都会延长
。

此时
,

对于词
“

忘 记
”

和
“

知觉
” ,

非重读音节没有显

著延长
,

词
“

皮包
”

和
“

文章
”

的非重读音节显著地延

长
,

但是这两个词重读音节的相对延长量远远大于

非重读音节的相对延长量 见表
。

从表 还可 以看 出
,

当句子重音强调词 的

非重读音节时 语境
,

这个音节无一例外地都会

延长
。

此时
,

除了词
“

忘记
”

外
,

重读音节都没有显

著延长
,

而且即使对于词
“

忘记
” ,

此时重读音节的

相对延长量也远远小于非重读音节的相对延长量
。

归纳上面的分析结果
,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在句

子重音强调词或词的重读音节时
,

词的时长的增加

主要表现为重读音节时长的增加 在句子重音强调

词的非重读音节时
,

词的时长的增加主要表现为非

重读音节时长的增加
。

讨论

关于 的假说 上述声学参数

的测量分析结果构成了对 的假说的否

定
。

因为
,

如果说强调成分的延长是为 了使得听者

有更多的时间去加工这个成分
,

那么为什么在句子

重音强调词中单个音节时
,

对于有些词词 中其它音

节也延长了呢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
,

上面的测量分

析表明
,

当句子重音强调词
“

忘记
”

时
,

非重读音节
“

记
”

并没有显著延长
。

据此我们认为
,

发话人延长句子重音的强调成

分不是为了听者有更多时间加工这个成分
,

并且语

音合成试验中的句子重音强调成分不延长的语句听

起来不 自然也不是听者没有较多的时间加工这个成

分所致
。

在他的实验中
,

只使用了一个

发音人 他让 同一个发音人对 同样 的语料朗读

遍
,

我们猜想
,

这导致了他没有探查出非重读音节

几乎不延长
,

甚至减少的情况
。

不同语境下词音节的时长分布 通过上面

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

虽然句子重音在强调词或者

词中某个音节时
,

词的时长都会增加
。

但是在句子

重音强调词和词的重读音节这两种情况下
,

时长的

增加主要集中在词的重读音节上
,

而当句子重音强

调非重读音节时
,

时长的增加主要集中在这个非重

读音节上
。

因此句子重音强调词和词中重读音节与

句子重音强调非重读音节相 比
,

词 中音节的时长分

布会有很大的差异
。

在表 中
,

我们列出了与词的

读音节与非重读音节的时长比相关的一些系数
。

表 中每行的第一排数据是关于语境 中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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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的
,

每行的第二排数据是关于语境 中的语句的
,

每行的第三排数据是关于语境 中的语句的 第一

列的两排数据分别是平均值和标准差 第二列 的两

排数据分别是 平均值 一 标准差 和 平均值 标准

差
,

它们能够表示词 的两个音节时长 比的分布特

征
,

我们把由这两个数值确定的区间称为分布区间

第只列的两排数据分别是最小值和最大值
,

我们把

由这两个数值确定的区间称为变化区间 显然
,

变

化区间包含分布区间
。

表 词的时长在词中两个音节的分布特征

语句组别 平均值和 标准差 分布 区间 变化 区间
,

《 为

《冲

,

份抖 《抖

训日

从表 可 以看出
,

语境 句子重音强调词 和

语境 句子重音强调词 的重读音节 相 比
,

音节的

时长 比的平均值非常接近
,

而它们的时长 比的平均

值和语境 句子重音强调词的非重读音节 的时长

比的平均值却相差很大
。

在语境 和语境 的情况

下
,

分布区间是相互重叠的
,

而这两种情况下的分布

区间和语境 的分布区间不重叠
,

甚至变化区间也

不 重叠
。

这样我们看到
,

句子重音强调词本身以及

句子重音强调词的重读音节和句子重音强调词的非

重读音节相比
,

它们在时长方面的声学表现有一个

径渭分明的界限
,

两个音节 的时长 比是确定这个界

限的一个标志
。

由节律栅规则可知
,

和时长方面的声学表现一

样
,

句子重音强调词时
,

音高突变也集中在这个词的

重读音节上
,

因此句子 重音强调词的语句和句子重

音强调这个词的重读音节的语句在与句子重音相关

的两个声学表现方面都是相似的
。

据此
,

我们猜想
,

这两种语句相对于它们的语境应该是互相 可替换

的
。

下面的语句语境匹配实验将检验这个推论
。

语句语境匹配实验

实验材料的设计

在上述每一对问答对话中
,

用 , 提供的切分工

具把每一对问答对话的语句和语境分开
,

然后
,

将语

句语境重新排列组合
,

这样针对每一个发音人的每

组语句有 种语句语境组合 为 了消除实验时不

同问答对话的相互影响
,

将这 个听觉刺激材料随

机重新排列
。

被试

首都师范大学本科生 名 每组语句 巧 名
,

年龄 岁
,

听力正常
。

各组男女人数相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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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话对它的要

求
,

被试允许的选择有两种 符合和不符合
,

反应没

有时间限制
,

每一对问答对话可以重复听任意多遍
,

直到被试确定 了他 她 的选择为止
。

实验前向被

试提供一个练习机会
。

实验结果和讨论

表 中每格中的 个数据分别是选择相应的语

句和各个语境的匹配的人数
,

当选择匹配的人数达

到 时 ,
, 二 , ,

此时就可 以认为语句

和语境是匹配的
。

第一组语句的第 个发音人
、

第

二组发音人的第 个发音人和第四组语句的第

个发音人的语句被实验结果检测为和它们原来的语

境不匹配
,

因此是不合格的语句
。

我们在表 中没

有列出这些语句的相应的实验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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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语句和各个语境的匹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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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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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第一列数字中的 一 表示第 组语料句的第 条语句

从表 我们可以看出
,

语境 中的语句和语境

中的语句相对于它们的语境在知觉上是可 以相互

替换的
,

即强调词的语句和强调这个词的重读音节

的语句在知觉上是可以互相替换的
。

任何知觉都是

对范畴的知觉
,

都是对刺激物的分类
,

而分类是以相

似性为基础的
。

我们认为
,

两种语句在知觉上的相

互可替换性就来源于前面的测量分析所揭示出来的

声学表现方面的相似性
。

总讨论

关于时长扩散

上面 的声学参数的测量分析以及知觉实验表

明 句子重音强调词和句子重音强调这个词的重读

音节这两种句子无论从声学表现还是从知觉结果上

来看都是相似的
。

这说明
,

普通话中没有提供识别

句子重音强调范围的机制
,

即没有把句子重音强调

词与强调这个词的重读音节区分开来的声学特征
,

听者对句子重音强调范围的知觉是句子语境作用的

结果
。

所以从声学表现上我们可 以说
,

汉语中只有

句子重音强调音节的情况
,

句子重音强调词是通过

强调这个词的重读音节来实现的
。

从表 可 以看出 当句子重音强调词 中某个音

节时
,

时长的增加能否扩散到词的其它音节上 因不

同词而异
。

因此
,

那种认为时长增加仅仅局限于强

调成分的观念 」和那种认为时长增加能够扩散甚

至分层扩散到邻近成分的观念 〔’〕都是不确切的
。

关于汉语的词重音

我国的大部分研究者认为
,

汉语虽然也有词重

音
,

但它的作用不像一些其它语言如英语
、

法语那么

重要
,

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汉语没有词重音〔‘“川
。

本项研究所揭示出的强调词的句子重音的声学表现

主要集中在词的重读音节上的性质以及由此导致的

句子重音强调词和强调词的重读音节的语句的相互

可替换性
,

表明了词重音的概念对于汉语是必不可

少的
,

而且就它和句子重音的相互作用这方面的特

性来说
,

它和英语
、

法语中的词重音一样重要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汉语还有许多三字词和 四字词组
,

句子重

音强调三字词或 四字词组时
,

其声学表现在这些三

个音节或四个音节之间如何分布

当一个音节 因为句子重音强调它而延长

时
,

其声母和韵母部分延长的特性分别怎样 揭示

出这个性质对于将本项研究的研究结论应用于语音

工程是必不可少的
。

前已述及
,

时长增加能否从被强调音节扩

散到它所在词的其它音节因不同词而异
,

导致这种

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我们在语音合成中如果不

把时长扩散表现出来
,

对言语的 自然度的影响怎样

小结

本项研究发现

当句子重音强调词时
,

时长的增加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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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词的重读音节上

当句子重音强调词 中某个音节时
,

时长 的

增加主要集中在这个音节上

句子重音强调词 的语句和句子重音强调这

个词重读音节的语句在知觉上是可以相互替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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