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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声调连读时 出现变调
。

这一 音系学规律可能给声调知觉以 某种制约
。

10 名

被试参加 了对声调从 第二声逐步变向第三声的 两组单音 节连续体和双音节连续

体作辫认的心理物理实验
。

两组的实验结果一致
:

双音 节第二和第三声的音位

界线对 比单音 节的这一界线
,

都向第二声移动
。

这证实 了上述制约的存在
。

一
、

前 言

汉语是一种声调语言
,

对它的声调的研究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
。

在不久之前
,

这
些研究

,

包括对普通话声调的研究
,

大都限于声调的声学分析及其知觉的声学 线索 的导
找 [ ‘一心J ,

而且大都限于孤立的单音节词
。

自然
,

这些工作也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
。

但近几

年来
,

有了明显的变化
。

在言语合成和言语识别的实 际 要 求 推动下
,

在认知心理学将言
-

语知觉作为信息加工过程的理论影响下
,

对接近连 续 语 言的多音 节词 的 声 调 及 其 变

化〔“一, , ,

声调和语调相互作用‘卜 , “,的声学分析的研究报告增加
。

同时
,

不 同层次信息源对

声调知觉影响的研究也增加了
。

这一变化无疑将深化言语知觉机制的了解和加速更有效
·

的言语识别模型的建立
。

基于上述纽解
,

本实验所研究的是比词汇更浅一层的信息源
, ·

即音系学的规律
,

对普
·

通话声调知觉的影响
。

对普通话声调来说
,

最明显的音系学规律莫过于声调连读 变 调
。

本实验选择了两个第三声连读前一个第三声变为第二声的变调规律
,

通过传统的心理物

理学方法
,

考察它对声调知觉的影响
。

二
、

实 验 方 法

1
.

实验语音材料

为了考察变调对声调知觉的影响
,

实验采用了两组声调作逐步改变的连续 体
。

一组
,

的端点是
“

骑 (q T) 一起 (q T)
”

和
“

骑马 (q 丁m 酌 一起码 (q 丫m 酌
” ,

另 一组 的端 点 是
“

无 (w Q) 一

五 (w o)
”

和
”

无理 (w olT) 一五里 (w alT)
” 。

每一组中两个连续体变化的声调相同
,

都是 由第
;

二声变向第三声
,

不同处在第二个连续休是由第一连 续体 加上音 节
“
m a’’ 后变为双 音节

.

词
·

第二组的结构和第一组相同
,

只是音节不同
。

币 汉语声调知觉的主要线索是音高或基频变化的模式
,

这是经多家充分研究可以 肯 定
。

一

「来的结论
〔’, 4 ,

“ ’
,

而普通话第二声和第三声基频模式的不同在第二声是上升的
,

而第三

声是先降后升
,

中间有一个向下的曲拱
。

因此
,

我们用七个相等的间距逐步增加第二声曲

1) 本文于 1仑8 弓年 9 月 2 9 日收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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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

骑 (qT )
一

起 (q 下)
.

连续体 的基频曲线
·

(qT )
”

连续体中八个音节的基频曲线
。

2
.

被试者

1 0名中专学生参加了实验
。

其中男女各 5 人
。

在北京
,

说普通话
,

听力正常
,

也没有言语障碍
。

3
.

实验步骤

拱的曲率使之接近第二声的

基频模式
,

便合成了实 验 所

需要的声调变化连续体
。

语

音合成是按H ol m es 方法在

一台IB MPC/ X T微机和L SI

合成器上实现 的
,

采样频率

10 K H z 。

各连续体 中 包 含

八个语音
,

它们各重复10 次
,

两组连续体共有语音1 60 个
。

它们以五秒的间距按随机顺

序记录在盒式磁带上
。

作为

示例
,

图 1 是
“

骑 (q 丁)一起

他们的年龄在 16 一20 岁之间
,

都生长

实验在一间隔声的测听室中进行
,

背景噪声约 40 d B (A )
。

10 名被试以一米的 相 等距
少

离围坐在一台收录机前
。

磁带经扬声器放音后
,

语音的声级约 65 d B (A )
。

.

按两挑一 的 强
一

迫选择法指导被试
,

让他们在 听清每个语音后
,

立即在备好的记录纸上勾出它是第二声还

是第三声
。

正式实验前有一段练 习
,

让他们熟悉将要听到的几个合成语音
。

两组语 音分

另1J进行
,

中间有 10 分钟的休息
。

三
、

实 验 结 果

10 名被试对两组语音的反应
,

如果以第二声为目标音位
,

即按被试听成第二声的反应

统计
,

即可得到如图2 , 3 的识别率曲线
。

’

-

飞

00804060

第二声识率别%

蜜卜

语声系列号

图2 1 0名被试对
“q俨的第二声的识 别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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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每一点的数值是10 名被试对每一语音重复 10 次的反应
,

所以既是反应的总次数
,

也是识别率
。

第一组
“

qi
·

的第二声的识别率见图 忍
。

’

实线和虚线分别为单音节和双音节
.

的结果
.

。

图息是第二组
“
w u ”

的第二声的识别率
。

两组曲线的趋势是一致的
。

单音 节 的

釉线和其它似语音连续体所得的识别曲线“
‘,l 咭’相似

,

即接近连续体两端的反应有一段最

、- 一 一 一盆 w ll !i

、

众
、

卫
-
_

. 几口
,

一
, 仁_ 一

蕊一一
‘

_

00806040加。

第=一声识一制率一书

;开声系 列号

图 3 1心名被试对
召
w扩的第二声的识别曲线

大值和最小值
,

而当中一 段 呈

直线下降
。

子味双音节识别率
一

的两条虚线则不同一般
,

有较

大的变化
。

接近连续体开端的

第二声的反应都明显地低于相

应的单音节的反应
。

两者最大

的相差可达20 % 以上
。

以对第

二声的平均识别率计算
,

10 名

被试对
“ q i

”

的单音节的均数为

51
.

6 ,

双 音 节 的 为 4 1
.

3 %
。

“w 了 的单音节的平均识别 率

为 59
.

4 %
,

双音节的为 4 5
.

8 %
。

单双音节的相差都在 10 %以上
。

经t检验
,

此差异 是 显 著

韵 (p < 0
.

05 )
。

换句话说
,

双音节第二声识别率 (相对于单音节)的明显下降表明 它 的 第

二第三声的音位界向第二声一端移动
。

这是本实验预期的双音节变调可能给声调知觉带

来的影响
。

由于单双音节两条曲线的差异突 出在它的两端
,

在确定它们的音位界时
,

没有象通常

那样取识别率50 %处的数值
,

而是取四分位数Q l ,

Q Z
,

Q 3的均数
,

使它能合理地反映曲线

大部分的变化
。

表 1 给出了从 10 名被试对两组语音的识别所确定的第二第三 声 的 音位

界
,

还有它们的均数和标准差
。

表 1 10 名被试第二第三声的音位界

被 试 Q丁
一

Q ! Qr!n 己
一

Q l二口 W 口
一

W a W O!I
一

W 浏 I

迄
‘

n心60勺自4八甘4

:⋯
5一口尸习�勺�OL口

1 C

医 寡
准

翼

一
一一

一
.

“

Q i
”

的单音节第二第三声的音位界为4
.

5
,

双音节的为3
.

6 , “

W u’’的两种音节的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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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位界为5
.

3和4
.

0
。

每组两音位界的差异经 t检验在统计上都 是
‘

显 著 的 (P < 。
.

0 5)
。

和图 2 ,
8 一样

,

它们表明
,

由于双音节的变调规律
,

相对于单音节说
,

它们的音位 界 都嗯
显地减低

,

即音位界向第二声一端移动
。

表中两种数据的标准差也值得注意
。

单音节的标准差都比双音节的小
,

一个数量级
。

这表明被试对单音节的知觉较稳定一致
,

而对双音节的知觉则较复杂多变
。

.

四
、

讨 论

双音节的第二第三声的音位界为什么向第二声一端移动? 对这一结果可以从不同的:

角度分析
。

在声调知觉的有限文献 中首先想到的是声调混淆
。

以往的实验表明 ( 2 )
,

声调

混淆大多出现在第二第三声之间
,

且不是对称的
,

第三声听成第二声的混淆比反方向的混

淆多两倍
。

本实验的结果虽然涉及第二第三声的混淆
,

但实验作了单双音节的对照
,

沉瀚
只 出现在双音节

,

而且混淆的情况相反
,

主要是第二声的识别降低
,

即第二声听成第三声
。

因此
,

不可能是一般的声调混淆所致
。

另一有关的事实是声调连读时后一声调对前 一 声

调的影响
。

在林涛和王士元的实验中〔” ,

只有当后一声调的基频高于前一声调的基频时
,

第二声才可能听成第三声
。

而本实验的语音结构和它相反
:

’

在连续体的左段
,

作为后面
声调的第三声的基频比前面声调的基频要低

。

因此
,

这方面的事实也说明不了本实 验 音
·

位的改变
。

本文认为
,

两个三声连读的变调规律可能和连读时的发音生理和知觉有关
,

但

坏论它是如何演变而来
,

作为一条音系学的规律
,

和其它知识源一样
,

一定会参与人 脑 语
音信息的加工

。

在 自然 口语中
,

第三声前面的第三声变调为第二声
,

这已为声学分析和知 ;

觉实验所证实
。

在本实验双音节条件下
,

第三声前面的是一个第二声向第三声变化 的 合

成语音序列
。

在靠第三声的一段
,

被试听到的
,

和 口语不一样
,

是确确实实的两个 第 三声芍

相连
,

因而大多数被听为第三声
。

少数被听成第二声则可能有一般声调混淆的 作 用
。

在

音位界到第二声的另一段
,

和自然口语相似
,

变调的规律乃发生作用
,

使得较多的第二 声‘

知觉为第三声
。

双音节或多音节声调的知觉比单音节声调的有更多因素的影响
。

本文只涉及其中之
一的变撇句题

,

而且只是一种变调
。

普通话 自动识别的研究表明
〔“‘工

,

按单音节声调 来 处
理双音节声调的识别

,

所得的识别率要低
。

总此
,

这类声调知觉的研究需要 进一 步 的 茉
人

.

本实验语音材料由杨玉芳同志在中
}

国科
一

学院声学所汾室功期下合成录涤公

特此致谢
‘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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