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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研究提出同音率和同音度的概念
,

作为同音字特性的量的指标
,

并计算出汉字同音率为 &,
0

% ∃1
,

汉

字同音度的均值为 #
0

&.
,

且为偏态分布
。

通过对汉字同音度的研究
,

揭示出汉字同音音节个数随同音度增加

而递减的规律
。

对此规律的讨论引申到可能的语言发展中的
“

清晰原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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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汉字的单音节性限制了汉字在语音维度上的发展
,

使其至今未能成为表音体系的文字
,

并且造成汉

语发展中的一大基本矛盾
5

一方面汉字字数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增加
,

一方面汉字音节却

又十分有限
。

这种矛盾的发展
,

导致了汉字中大量同音字的涌现
,

以致使现代汉语中同音字的大量存在

成为汉语的一个主要特点
。

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
,

特别对汉语来说是如此
,

同音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

对其不仅

要有定性的描述
,

并应有定量的测量
。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
,

有关汉语语音的专题研究 日渐增多
,

涉

及到汉语语音的诸多方面
,

包括声母和辅音
、

韵母元音和复合元音
、

重音与轻声
,

其中尤以汉语声调的实

验研究最为深人
。

但对汉语同音字的探讨有些不足
,

目前还未深入涉及到同音程度的数量化研究
。

本

文在这里即提出同音率和同音度的概念以作为同音字特性的量的指标
。

) 同音率 2 6

同音率定义为同音字音节在总音节中的比率
。

设汉字字形 二 +

设汉字音节 7 8

设从 + 到 8 上的映射 7 9

即
5
9 5 + : 8

其中 ; 9 7 +
,

−; 9 系定义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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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二 8
,

−∋9 系值域/

如果存在若干字形 > , ,

∃ )
,

⋯⋯
,

> 、
,

且 >
,

笋∃ ) 笋⋯⋯笋> 、
,

但 9−> , / 二 9−∃) / 7 9−>
? / 7 8≅

则 8
、

即为同音音节
,

而 > , ,

> 5
,

⋯⋯
,

> ?则是−互为/同音字
。

又设 8− 2 /为同音音节的数目
,

即
5

8−2 / 7

艺8
≅ Α

则同音率为
5

8−2 /
2 6 7

—8其中
,

2 6

表示同音率
,

8表示全部有意义音节
,

8 −2 /仁8
。

即是
5

在 + 到 8 的映射中
,

其同音音节的个数与总的映射个数之比就是同音率
。

汉字同音率的值可以通过统计计算而求出
。

首先算出汉字全部有意义音节的个数
,

即 8
。

汉语音

节是声母
、

韵母和声调的组合
。

设 4 为声母集合
,

其元素有 )! 个 Β设 Χ 为韵母集合
,

其元素有 ( ∃ 个 Β设

∋为声调集合
,

其元素有 % 个 Β则汉语音节可被看作是 4 火Χ ≅ ∋
,

即集合 4
、

Χ 和 ∋ 中元素的笛卡尔积
。

由于存在着声韵组合及声韵组合和声调配合的规则
,

4 又Χ 火∋ 的实际值远远小于 )! 火 ( ∃ 只 %
。

通过统

计计算
,

实际存在的汉字全部有意义音节总数是 !(, #
。

然后在这 !( , # 个有意义音节中找出同音音节
。

这一统计工作是在 !∃ # ∃ 年版《新华字典》上进行

的
。

统计结果
,

共找出 !, . ) 个同音音节
。

最后
,

按前述同音率公式算出汉字同音率
。

其结果为
5

8−2 /
2 6 二

—8! , .)
! ( , #

7 &,
0

% ∃ 1

( 同音度 2 Δ

同音度定义为同音音节的同音程度
。

在前述定义的 + 、8 映射中
,

若存在 ∃ ! ,

> 5
,
⋯⋯

,

> ?且 ∃ ! 祥

∃ ) 笋⋯⋯ > ?
,

但 9−> , / 7 9−> 5 / 7 ⋯ ⋯ 9−>
,

/ 7 8 ≅ ,

则
5

2 Δ −8
≅

/一 芝>

即表示 8
、

的同音度
。

也就是
,

某一同音音节的同音度等于与该同音音节相连的同音字个数
。

例如
, “

Ε。
”

是一个同音音节
,

有 !( 个汉字同
“

Ε。
”

相连−!∃# ∃ 年版《新华字典》/
,

它们是
5

不
,

吓
,

杯
,

布
,

簿
,

步
,

埔
,

埠
,

部
,

怖
,

瓶
,

豁
。

故 2 Δ −Ε。/ 7 !(
。

上述定义的同音度给出了个别同音音节的同音程度
,

为了得到对同音音节作为一个整体的同音程

度的描述
,

尚需要定义平均同音度
。

平均同音度由下述公式得出
5

芝2 Δ −Φ
≅ /

—
、一 Γ

2 Δ Η

—
 

其中雨 表示平均同音度
,

 表示同音音节的个数
, !

互
2 Δ −8Ι 、

,为所有同音音节同音度的总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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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音度及同音字音节个数随同音度增加而递减的规律

汉字个别同音音节的同音度及平均同音度的值可通过统计计算而求出来
。

统计是在 !∃# ∃ 年版《新华字典》上进行的
。

对 ! , .) 个同音音节分别各个统计了相关联的汉字同音

字数
,

从而求得各个同音音节的同音度
。

在此基础上
,

求出所有同音音节同音度的总和
,

即 & ).∃
。

按平均同音度公式
,

得出汉字平均同音度一 #
0

&.
。

需要说明的是
,

同音度计算中对汉字的统计与字典中对汉字的编排有所不同
。

字典里收集了同一

汉字的各种异体字
,

且把各个异体字亦算作不同的汉字而计入汉字字汇总数中
。

而这里在计算同音音

节同音度时
,

为简明起见
,

未把异体汉字当作不同的汉字计人
。

按上述公式算出的汉字平均同音度建立在众多的个别同音音节同音度数据的统计上
,

其标准差 �;

二 ∀
0

# ∃
,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距为 ∀#
,

最大值为 ∀ ∃
,

最小值为 )
,

在 ) 与 ∀∃ 之间分布着 %, 个不同的同音

度
,

众数为 )
,

中数为 ∀
。

这些同音度的分布呈一偏态状
,

其
ϑ? ΚΛ Μ Κ ϑϑ

值为 (
0

, (
,

? Ν 6 ΟΠ ϑΑϑ 值为 !.
0

& !
。

% 同音字音节个数随同音度增加而递减的规律

同音字的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循Θ 由对汉字同音度的研究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
。

通过统计
,

可以把汉字同音度的分布状况求出来
,

如图 !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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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ΣΣ同音度度

图中横坐标表示汉字同音度
,

纵坐标表示同音字音节个数
。

与各个同音度相对应的同音音节个数的分

布呈现一条曲线
,

该曲线描绘了汉字同音度的分布情况
,

标示出具有各同音度的汉字同音音节的个数
。

从这个分布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规律
5

汉字同音字音节的个数随着同
‘

音度的增加而递减
。

这个规律展示出汉字同音字发展变化的模式
,

揭示出汉字同音字发展变化的一个规律
。

汉字同音

字的发展变化不是任意的社会历史偶然过程
,

而是受制于特定的语言发展规则
。

这个规则调节着同音

字的增长分布
,

在汉语音节体系中规定着同音负荷的比重
。

同音字音节个数随同音度增加而递减的规律可能具有人们在认知心理上的原因
。

文字是人们创造

的
,

是为人们交际而产生发展的
,

它的发展变化会自然受到人们在认知心理选择上的制约
。

很 自然
,

文

字的语音感知是越清晰越好
,

在人们对文字的使用中
,

这一认知心理上的倾向可能实际上起到了调节同

音字分布的作用
。

文字同音负荷越重
,

语音感知越不清晰
,

自然会在历史演进中受到限制
,

从而使文字

在语音上的定位社会历史性地遵从一种
“

清晰原则
” ,

即文字在语音上的发展变化以保持相对的认知心

理上的清晰为原则
,

进而使同音负荷合理分布
。

同音字音节个数随同音度增加而递减的规律可能并不仅限于汉语
,

在其他语种中可能也存在
,

不过

其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
,

大概它不会以音节为单位
,

而很可能是别的语音学结构
。

汉语由于其文字形式

上的单音节性及其同音文字的大量存在
,

致使在汉语中存在着以音节为单位的明显的同音字音节个数

随同音度增加而递减的规律
。

但是同音现象并不仅仅限于汉语
,

也并不仅仅限于字与音节的水平
,

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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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存在于词的水平
,

也可以扩展到亚字水平上而表现为部分同音现象
。

因此
,

这一规律可以扩展成更为

普遍的形式
5

同音单位个数随同音单位同音度的增加而递减
。

很有可能这是一个重要的语言发展的普

遍规律
,

而其普遍性的基础则在于语言发展中可能存在的认知心理上的
“

清晰原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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