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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排除语义和句法结构信息的情况下
,

用统计方法研究听者使用局部的韵律学线索知

觉语句重音分布模式的能力 并根据知觉模式
,

讨论汉语中重音分类
、

词重音在语流中的变化

以及重音在语句组织和语义表达中的作用等问题
。

关锥词 语句
,

重音
,

重音分布模式

引言

语句重音分布模式是指句电构成各语法成分的音节的轻重对比模式
。

重音分布是语

句韵律特征的一个方面
,

在语句组织和语义表达上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

同一个语句
,

当

重音分布不同时
,

往往表达 了不同的语义内涵和适用于不同的语境要求
。

因此 、重音分布

是话语中十分重要的信息内容
。

语句重音分布与句法和语义的关系
、

与重音知觉相关的声学语音学线索或者说重音

控制的实现等问题
,

是近年来音系学
、

语音学和心理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

这一问题

的研究和解决
,

对于认识言语产生和理解的加工过程以及语音工程的发展具重要的现实

意义
。

在连续言语的合成和 识别中
,

为了准确表达和提取话语的全部意义
,

必须考虑语流

中重音变化规律和重音控制的实现问题
。

由于语句重音分布是 由多种声学语音学因素决定的
,

往往不容易看清它的全貌
。

这就

为解决关于重音分布的理论间题造成 了障碍
。

在语音学研究中
,

为得到重音分布模式
,

一

般采用设置重读程度等级序列
,

然后请有训练的专家对语句中的音节轻重进行逐 一标记

的方法
。

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在于
,

第一
,

不能排除语义和句法信息对听者判断的影响 第

二
,

对重音等级和划分标准的设置往往带有主观随意性 第三
,

这类标记工作通常只能 由

一些有训练的语音学家完成
,

结果难于反映一般听者的情况
。

本文的 目的是研究在排除语

义和句法结构信息的情况下
,

听者根据局部的韵律学线索对语句重音分布模式的知觉
。

并

根据知觉模式
,

探讨汉语中重音分类
、

词重音在语流中的变化和重音在语句组织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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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研究方法

方法的考虑

为排除语句句法和语义信息
,

真正研究重音分布模式知觉问题
,

实验中只给听者提供

局部的韵律学线索和音段内容
。

从听者对局部信息的知觉辨别中用统计方法构建语句的

重音分布模式
。

根据局部信息构建整体结构的过程
,

其起点和 目标与统计学上聚类分析中

的凝聚法相似
。

因此
,

聚类分析有可能成为研究重音分布知觉模式的恰当的统计模型
,

成

为本实验的设计基础
。

为了用统计方法研究分布模式
,

需要通过知觉实验求得语句中各音

节之间的相关矩阵
。

求相关矩阵的指标是音节重读或强调的程度
。

语句的编制

编制实验语句的原则是
,

句法考虑 有比较复杂的结构层次
,

包括简单句和复合

句
,

带小句修饰句的简单句和复合句 实验条件的考虑 词之 间可以灵活搭配
,

构成几

个具有不同结构和语义的句子
,

以防听者根据词意和词的句法功能构造出整个语句
。

有四

个语句
。

校长和老师欢迎凯旋的学生
。

飞机播种的草籽在沙漠中生长
。

提高经济实力
,

工业发展是基础
。

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人也许知道我
。

实验材料

上述句子 由一名男性电视播音员以播音风格读出
。

经录音
、

采样形成样本文件
。

用

软件对每个语句的波形进行音段切分
,

每段包含一个完整的音节
,

并通过听觉检验切

分部位的准确性
。

把切出的音段分别存入刺激文件中
。

每句切出的音段数等于音节数
。

实验程序

把每个语句中切 出的音节两两进行全排列搭配
,

以随机顺序提供给听者
。

由一个语句

产生的音节对构成一个实验模块
。

在一个模块中
,

音节间的时间间隔为 。毫秒
。

听者在

实验中的任务是判断两个音节重读或强调的程度是否一样
。

若一样
,

按
‘

, ”
键 若不 一 样

,

按
“ ”

键
。

判断没有把握时
,

可以反复听
,

不计反应时
。

各个语句构成的实验模块出现的次

序在听者中做到平衡
。

完成 一个模块的时间为 一 分钟
。

有 人参加实验
。

听者是

心理所职工和大学学生
,

年龄在 一 岁之间
,

讲普通话
,

无听力问题和耳疾
。

实验结果和分析

实验结果的处理和分析分为下面几个步骤
。

把记录每位听者反应的数据文件转换成音节重读程度的混淆矩阵
。

数据文件中的
“ ”

反应在矩阵中用
“ ”

表示
, “ ”反应用

“ ”表示
。

如果混淆矩阵对角线 上的数据有 三分

之一以上为 。,

则该矩 阵被剔除
。

把所有听者对同 一实验模块的混淆矩阵中相应元素相加求平均
,

得到用混淆概率

表示的混淆矩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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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下列公式计算每个语句的音节重读程度相似度矩阵

一

其中
,

为相似度矩阵中第 行第 列元素的数值
, ,

巧
, ,

巧 为混淆矩阵中相

应行和列元素的数值
。

表 一表 分别给出了四个语句音节重读程度的相似度矩阵
。

表 语句 的音节皿读程度相似度矩阵

校 长 和 老 师 欢 迎 凯 旋 的 学

长

和

老

师

。

欢迎凯旋

的

学

生

表 语句 的音节重读程度相似度矩阵

飞 机 播 种 的 草 籽 在 沙 漠 中 生

机

播
,

种

的

草

籽

在

沙

漠

中

生
、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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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语句 的音节 , 读程度相似度矩阵

发

一
曰

一
曰

一 一 , 一提 高 经 济 实 力 工 业 发 展 县 甚

高经济实力工业发展是基础

表 语句 的音节皿读程度相似度矩阵

我 知 道 我 不 知 道 的 人 伐 许 知 僧也 许

。

知道我不

知

道

的

人

也

许

知

道
· · · · · · · · · · ·

我

对相似度矩阵作统计处理时
,

使用了多维标度方法
。

理 由是
,

它兼有聚类分

析和多因素分析的功能
,

不但可以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分类
,

而且可以分析决定分类的因

素或维度
。

根据本实验的 目标
,

目前只作一维的 分析
。

对一维的 分析结果作适当的平移和旋转处理
。

其 目的是使结果具有合理性

和可比性
。

表 给出了对 分析结果作处理后的结果和所作的平移旋转操作
。

表示操

作的符号中
,

数值代表平移量
, “

千 ”
或

“ 一 ”
表示未作或作了反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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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荟 语句音节皿读程度

音音节序位位 语 句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一
。

平平移旋转处理理理理理

作语句重音分布知觉模式图
。

图中横坐标为音节
,

纵坐标为音节重读程度
。

图 一

图 分别给出四个语句的重音分布知觉模式图
。

,

侧时档侧

‘

侧泄终侧

校 长 和 老 师 欢
’

迎 凯 旋 的 学 生

音节

飞 机 播 种 的 草 籽 在 沙 漠 中 生 长

音节

图 语句 收斤分布知觉模式图 图 语句 最音分布知觉模式图

,,︶

侧泄催侧
妇,二

侧时档侧

提 高 经 济 实 力 工 业 发 展 是 基 础

音节

图 语句 吸音分布知觉模式图

我 知 道 我 不 知 道 的 人 也 许 知 道 我

音节

图 语句 重 音分布知觉模式图



心 理 学 报 卷

讨论

通过音节重音比较辨别实验和统计处理
,

得到了四个语句的重音分布知觉模式
。

与对

整句中的音节进行重音等级标注的方法相比
,

这里得到的结果应该说更能反映普通人的

重音分辨能力
,

因而更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
。

下面根据这些重音分布知觉模式
,

就汉语重

音问题作几点讨论
。

关于趁音分类 在语音学和语音工程实践中
,

重音通常划分为四类
,

或者说四个等

级
。

包括重
、

次重
、

正常和轻四级
。

这主要是从重音的区分功能来考虑的
。

从本实验得到

的知觉模式图看
,

在自然语言中
,

音节轻重程度的变化是连续的
。

在很多情况下
,

不是可以

轻易地说某一具体音节的重音属于哪一类
。

词重音的变化 汉语历来被认为是非重音语言
,

但实际上在孤立词的情况下
,

存在

着关于词重音的发音规则
。

在语流中情况怎样呢 从语句重音分布知觉模式图看
,

词的重

音分布有时与孤立情况下是不同的
。

一些本来是中重式的词在语流中读成了重中式
,

如第

三句中的
“
工业 ”、 “

发展 ”和
“
基础

”
等

。

正常语速要求下的压缩和全句重音分布模式的要

求
,

可能是造成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
。

人们曾争论语流中二字词内部究竟是前音节长还是

后音节长 , 〕。

由于决定音节轻重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时长
,

上述争论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

为二字词内部重音分布模式间题
。

从本实验结果看
,

在语流中词重音由于受到更高层次的

句法和韵律结构的调节
,

会随语境发生变化
,

可以是前轻后重
,

也可以是前重后轻
。

在以往

的语音研究中所得到的不同结果和结论
,

是 由于研究者们采用了不同的负载句
,

因而
,

使

所考察的词受到的高层语言结构的调节不同
。

重音的组织作用 语句的重音分布如同韵律结构一样
,

对句子起到组织作用
。

因此
,

重音分布模式与句法和语义有密切的联系
。

沈炯闭在探讨汉语语调中的低音断层和节奏

重音时指出
,

汉语音节群的节奏大体上是按语言的树型关系来安排的
。

节奏单元通过节奏

重音来形成
。

节奏重音是一种有形的括号
,

把一个单元里的音节归拢在一起
。

同时
,

节奏

单元之间通过节奏重音相互呼应
,

使语法和语义上的联系变成有形的
。

我们的重音分布知

觉模式图证实了这 一点
。

例如
,

在第四句中共含有三个
“ 知道

”

汗句的主语和谓语短语中
,

各有一个重音强度最大的音节
,

分别是“ 不 ”和
“

知
” 。

从句子的语义关系看
, “

不知道
”和“

知

道
”
之间的确有一种很强的对比和呼应关系

。

从知觉模式图还可看出
,

当强调一个成分时
,

往往使它所在的整个结构单元的重音强度都得到提高
,

形成一个重音集中的区域
。

例如
,

在第三句中有两个分句
,

各有一个重音强度最大的音节
,

分别是
“
高

”和“

工
” 。

在第二个分

句中
,

主语短语和谓语短语也各有一个重音强度大的音节
,

分别是
“
工 ”和“

基 ” 。

这样
, “
提

高
” 、 “ 工业发展 ”和

“
基础 ”这三个核心词

,

在句子中处在最显著的位置
,

形成相互呼应的关

系
。

由于本实验仅仅使用了四个实验句
,

结果所能说明的问题是十分有限的
。

本实验的意

义在于寻找比较客观地对语句重音分布模式进行定量表示的方法
。

这就为进一步深入地

研究关于语句重音的一系列理论间题打下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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