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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考察新旧信息和重音之间的匹配关系对口语理解的影响 ,实验采用 2 (信息状态 :新信息与旧信息)

×2 (重读方式 :重读与不重读)被试内设计。被试为 23 名大学生 ,在听觉信息的指导下 ,完成视觉图形的操

作。实验结果发现 ,新信息重读、旧信息不重读时 ,理解的反应时间较快。新旧信息和重读之间的匹配关系有

助于听者口语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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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Effect of new/ given and accent on speech comprehension was investigated. A 2 (information status : new ,

given) ×2 (accent pattern : accented , deaccented) with2in subjects design was used. Twenty2three participants followed

prerecorded instructions to move obje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new is accented and given is deaccented speech

comprehension would be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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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话语理解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其间不

断有新信息输入。当新信息输入被成功地引入话

语结构中 ,随后就可以用旧信息进行回指。理解

的过程是新旧信息不断整合的过程。

新信息是话语中全新的、第一次出现的信息 ,

而旧信息是前面提到过的、已经存在于话语中的

信息[1 ] 。新旧信息可以通过句法、语序或韵律特

征来表现。在口语中 ,重音是表达新旧信息的有

效方式 ,重音设置与句子的语义有密切关系。在

新信息重读、旧信息不重读情况下 ,听者的理解时

间会缩短[2 ] 。句子中重音分布与区别新旧信息有

直接关系 ,听话人判断新信息重读、旧信息不重读

比较容易 ,相反判断新信息不重读、旧信息重读的

反应时间会延长[3 ] 。Dahan[4 ]等采用眼动技术研

究了口语语篇理解中重读对名词指称判断解释的

影响。研究结果发现 ,听者趋向于将先前话语中

没有出现过的重读名词解释为新信息 ,将先前话

语中出现过的、不在话语焦点的重读名词解释为

旧信息。实验结果还发现 ,重音在名词指称判断

中与话语结构的整合是即时性的 ,而并不是听者

能够利用韵律信息 ,对随后可能出现的句子重音

位置进行预测。

新旧信息在不同的语言中可以通过重音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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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序表现。目前 ,在汉语中对新旧信息和重音关

系的探讨 ,大多是基于语言学句法分析的研究 ,对

新旧信息和重音关系的探讨还缺乏实验数据的支

持。王蓓[5 ]采用大规模语料库的方法发现汉语中

新信息的重读程度高于旧信息 ,但关于新旧信息

和重音之间的关系对口语理解的影响 ,还没有看

到相关的实验报告。本研究对汉语中新旧信息和

重音之间的匹配关系对口语理解的影响进行探

讨 ,实验的任务是被试在听觉信息指导下 ,完成对

视觉物体的移动操作。实验中 ,信息状态的变化

是通过操纵第二个句子的目标词出现或不出现在

第一个句子中。如果目标词不出现在第一个句子

中为新信息 ,如果出现在第一个句子中为旧信息 ;

重读方式的变化是重读或不重读第二个句子中的

目标词。

2 　方法

2. 1 　被试 　23 名本科生 ,其中男生 11 人 ,女生

12 人。年龄 18～21 岁。被试均为北方出生 ,两耳

听力正常。

2. 2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包括视觉材料和听觉

材料两种。

视觉材料 :选择 24 组名词的图片 ,其中一个

目标词 ,一个竞争词 ,两个分心词。为了防止被试

对实验的预期和控制实验顺序另外加入 28 个填

充材料。28 个填充材料其中一半为旧信息条件

(相同的对象) ,另外一半为新信息条件 (不同的对

象) 。实验总共 208 张图片 [ (24 个实验材料 + 28

个填充材料) ×4 ]。所有图片均为白底黑线条图

画。

听觉材料 :听觉材料包括两个句子的句子组

成 (如表 1 所示) ,其中变化第二个句子的目标词

或几何图形重读。

实验为 2 ×2 被试内设计。自变量为信息状

态 (新信息或旧信息) 和重读方式 (不重读或重

读) ,因变量为反应时间。4 种实验条件如表 1 :

表 1 　4 种实验条件

信息状态 重读方式 第一个句子 第二个句子

旧信息 目标词重读 把蜡烛放在三角形下 然后把蜡烛放在正方形上

旧信息 目标词非重读 把蜡烛放在三角形下 然后把蜡烛放在正方形上

新信息 目标词重读 把辣椒放在三角形下 然后把蜡烛放在正方形上

新信息 目标词非重读 把辣椒放在三角形下 然后把蜡烛放在正方形上

　　(其中下划线为目标词 ,黑体为重读词)

2. 3 　录音采样 　发音人为女性 ,年龄 35 岁 ,说标

准普通话。录音之前 ,请发音人提前熟悉实验材

料 ,使她能够在录音中以自然的方式朗读实验材

料。录音时 ,话筒距发音人口的距离为 10～15

cm ,角度呈 45°,发音人以自然的方式朗读实验材

料。发音人的声音经数字录音机和声卡采样后 ,

直接存入计算机 ,形成数字化的声音文件。采样

频率为 22 050 Hz。

2. 4 　声学分析 　每个听觉材料由两个句子组成。

在第一个句子中 ,发音人朗读时不强调任何成分 ;

在第二个句子中强调 (重读)目标词 (如蜡烛)或几

何物体 (如正方形) 。在实验之前 ,采用 Multi2
Speech 语言分析软件对这些数字声音材料要进行

声学参数的测量 ,验证发音人对目标词确实重读

或不重读 ;同时请专家听辨 ,发音人朗读的句子是

否对目标词或几何图形重读 ,选择重读合适的语

篇作为实验的听觉材料。将声音文件切分成 416

个小句 ,并且分析出每个句子的音高、时长等声学

参数 ,验证发音人重读目标词或几何图形。经统

计检验 ,重读或不重读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5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 Visual Basic 语言编写

程序 ,所有实验材料的呈现、记录及数据收集都由

计算机完成。实验材料以随机方式呈现 ,完成整

个实验需要 40 min。实验流程是阅读指导语2熟
悉图片2练习2正式实验。在正式实验开始之前 ,

先让被试阅读指导语 ,接下来熟悉实验图片和图

片的名称。为了使被试熟悉程序 ,在正式实验之

前安排了 4 个练习语篇。最后开始正式实验。

被试坐在电脑屏幕前 ,头戴耳机 ,声音材料通

过听觉呈现给被试。电脑屏幕上出现 5 ×5 的格

子 ,屏幕中央是“+ ”注视点 ,被试点击“+ ”开始实

验。电脑屏幕上出现 4 个物体 (可移动) 和 4 个几

何图形 (位置不可移动) ,视觉图片呈现的同时 ,第

一句声音材料开始播放 ,被试进行第一次操作 ,即

按照听觉材料的指导将物体移动到某个几何物体

的上方或下方。被试操作完成后第二个句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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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被试进行第二次操作。被试完成操作后点

击“进入下一组”,继续进行下一个实验系列。记

录第二个句子开始播放到被试点击鼠标的反应时

间和操作结果。正式实验中被试共完成 192 次操

作。

3 　实验结果

23 名被试中 ,有 4 人因实验程序错误 ,没有

完成实验。共有 19 人完成实验 (实验成功率为

82. 6 %) 。删除被试操作错误的数据和被试操作

反应时超过 3 个标准差之外的极端数据 ,删除数

据占整个数据的 2. 52 %。填充材料的数据不计

算。被试在各种条件下对第二个句子理解的反应

时间平均值见表 2。

表 2 　各实验条件下对第二个句子理解

的平均反应时间 (ms)

信息状态
重 读 方 式

重读 ( s) 不重读 ( s)

旧信息 1 889 (244) 1 833 (250)

新信息 1 920 (243) 1 958 (245)

　　对信息状态 (旧信息和新信息) ×重读方式

(重读和不重读)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信息

状态的反应时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 F1 为被试内方

差分析结果 , F2 为项目内方差分析结果) : F1 (1 ,

18) = 10. 25 , P < 0. 01 , F2 (1 , 23) = 24. 48 , P <

0. 001 ,结果显示信息状态的主效应显著。新信息

条件的反应时间慢于旧信息条件下。对重读方式

的反应时间进行方差分析 : F1 (1 ,18) = 1. 96 , P >

0. 05 , F2 (1 , 23) = 0. 79 , P > 0. 05 ,结果显示重读

方式的主效应不显著。重读或者不重读之间没有

差异。信息状态和重读方式之间的交互作用显

著 : F1 (1 , 18) = 32. 77 , P < 0. 001 , F2 ( 1 , 23) =

12. 36 , P < 0. 01。

进一步检验重读方式在信息状态上的简单效

应。检验重读方式在旧信息上的简单效应 : F1

(1 ,37) = 47. 24 , P < 0. 001 , F2 (1 ,23) = 6. 28 , P <

0. 05 ,重读方式在旧信息水平上简单效应显著。

被试的反应时间在不重读时快于重读时 ;检验重

读方式在新信息上的简单效应 : F1 ( 1 , 37) =

35. 65 , P < 0. 001 , F2 (1 , 23) = 7. 17 , P < 0. 05 ,重

读方式在新信息水平上简单效应显著。被试的反

应时间在重读时快于不重读时。

4 　讨论

实验结果发现 :在新信息条件下 ,听者对重读

名词的理解时间快于对不重读名词的理解时间 ;

在旧信息条件下 ,听者对不重读名词的理解时间

快于重读名词的理解时间。听者倾向于将重读名

词解释为新信息 ,将不重读名词解释为旧信息。

实验结果显示 ,重音和信息结构之间的匹配

关系在口语理解中有重要作用。由于在旧信息条

件下 ,被试的反应时间在非重读条件下快于重读

条件下 ,这一结果符合 Terben 和 Nooteboom[3 ]提出

重音模式在指称判断中的算法 ,他们认为非重读

表示话语中已经激活一些有限对象 ,如果对已经

激活的指称重读 ,导致听话人对这些信息进行自

下而上的判断 ,这样就比直接与已经激活的指称

建立联系花费较多的时间。在旧信息条件下 ,目

标词在第一个句子中已经出现 ,如果对目标词不

重读 ,听话人会直接将目标词与话语结构中己经

激活的指称建立联系 ;如果对目标词重读 ,听话人

会认为将有新的话语实体加入到话语结构中 ,这

样会对话语结构进行自下而上的分析 ,发现目标

词已经在话语结构中存在 ,从而理解的反应时间

出现了延迟 ,所以在旧信息条件下重读比不重读

反应时间慢。Terben 和 Nooteboom 认为 ,如果对新

的指称不重读 ,会导致听话人与已经激活的东西

建立联系失败 ,这样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

重新分析。如果对新的信息不重读 ,听话人会以

为目标词在话语结构中已经存在 ,就会在话语结

构中进行搜索 ,当他们发现目标词不在话语结构

中 ,需要在话语结构中建立新的节点时 ,就出现了

反应时间的延迟 ,所以重读比不重读反应时间快。

实验结果可以说明 ,重音和话语的信息状态

有直接的关系 ,新信息重读、旧信息不重读 ,这种

匹配关系导致了理解顺畅进行 ,如果二者之间不

匹配 ,理解的时间就出现了延迟。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到 ,在汉语中表现出信息

结构与重音的关系能够影响听者的理解过程。合

适的重读有助于理解 ,不合适的重读不利于理解。

听者在理解过程中会迅速利用重音对名词指称做

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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