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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期

年 月

心 理 学 报 ,

乙
,

国外关于韵律特征和重音的一些研究 ’’

仲晓波 杨玉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摘 要 该文对韵律特征 包括其中的重音 这一研究领域近年的一些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一

个小结
。

小结分两个部分 韵律特征及其作用 关于重音的研究
。

文章对后者进行较详

细的讨论
,

这个讨论分为重音的声学参数
、

重音的作用 以及重音和其它韵律特征变量相互作

用三个部分
。

关键词 韵律特征
,

重音
。

分类号

韵律特征及其作用

韵律特征 勿 是针对言语这一人类的行为提 出来的
。

言语交流的媒介是声音
,

所以说者要传达的信息以及听者能够听到 的信息都包含在声波中
。

但是声波所包含的信

息量要 比言语交流所要求的信息量大得多
,

所以从听的角度来看
,

听者在知觉加工的早期

阶段必定对声音信息进行了抽象和取舍
。

在此基础上
,

听者首先把声音信息解释为音节

流
。

但是
,

任何一个音节在它不被解释为另外一个音节的条件下
,

它的发音特征以及 由此

导致的声学表现和知觉结果仍然在一定范围里是可以变化的
。

人类的言语利用了这个可

变化的部分
,

并赋予它 以言语交流 的意义
。

这个可变化的并且被赋予言语交流意义的一

个重要部分就是韵律特征
,

它包括重音
、

语调和韵律结构 指韵律成分的边界结构 这三个

方面
。

目前国外 的韵律特征研究主要沿着两个方 向进行
,

一是研究韵律特征的声学相关

物 另一是研究韵律特征在言语交流 中的作用

对于韵律特征的作用
,

托 把它归纳为下面的三个方面 , 语言学的 词法

上 的
、

句法上 的和语义上 的
、

超语言学 的 目的
、

态度和修辞 以及非语言学的 如情绪

等
。

韵律特征在词法及句法方面的作用统称为韵律特征的组织作用 研究表明
,

韵律特

征能够把言语中的语音材料组织成树状的层次结构
,

这个树状层次结构称为音系结构
。

在音系结构中
,

每一个韵律成分 由比它低

一级的韵律成分组成
。

每一个韵律成分都有它 的边界
,

同一层次不同的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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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通过这个边界而 区分开来
,

高层次的韵律成分还带有边界语调
。

同

时
,

在组成韵律成分的低一级的各个韵律成分中
,

必有一个被赋予重音
。

这样
,

在音系结

构中重音就和边界及语调相互联系相互对应 韵律特征用于词的切分和句法分析就是通

过这个音系结构框架进行的
。

对于音系结构的存在
,

目前在研究者当中已经取得共识
。

等以一些英语句子为

实验材料 的实验表明
,

经过训练的听者对单词之间的边界的等级从 一 进行标识时
,

取

得的标识结果在被试中是一致的
。

目前对于音系结构包含多少层次尚有分歧
,

更为一般

的观点
,

是这个层次数是可变的
。

研究者们认为音系结构和句法结构并不完全一致
,

有人

认为这种不一致主要发生在低级层次上
,

而在高级层次上
,

音系结构和句法结构可以取得

一致
。

音系结构和句法结构的不完全一致使得研究者们在文献中使用若干对既相互 区

别而又相互联系的概念
,

如
,

韵律词 和词
,

韵律短语 和

短语
。

韵律特征用于句法分析
,

典型地表现在那些在文本 中有歧义的句子中
,

如

五

实验表明
,

这些写下来有歧义的句子
,

在读出来时歧义性能被消除
。

消除这种歧义性的主

要资源也是 由韵律特征组成的音系结构
。

但是
,

韵律特征用于句法分析绝不仅仅表现在上述情形 中
,

即句子本身所包含的句法

信息不足 以进行充分的句法划分
。

对于那些写下来没有歧义的句子
,

韵律特征对于听者

对句法结构的把握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

计 和 环 曾做过这样

的实验
,

他们把下面的三个句子

〔冠 卿

都在 这个地方截开
,

然后让被试只听到
“

冠
”

部分
,

实验证明

听者能够有效地估计出后面的单词个数
,

,
。

听者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

就是 因为他们

利用了韵律特征的线索 这说明甚至在句子说完之前
,

听者就可 以通过句子 的局部 的韵

律特征线索来预测句子的句法结构
,

从而使得他对言语的理解更迅速更有效
。

能够说明

这 一 问题 的 实 验 还 有
,

等人 用 句 子 叮

内
”

做的跨通道命名

实验
,

以及 伪 和 用实验材料
“

七 扭
”

做的类似的实验
。

此外
,

还有研究表明
,

韵律特征也能表示言语的超过句子水平的结构特性川
。

关于重音的研究

在句法划分中运用音系结构
,

并没有把韵律特征所包含的信息用完
。

事实上
,

句法分

析用到的只是韵律特征的框架
,

而在这个框架中却可以填上不 同的具体内容
,

正是这个具

体内容使得韵律特征表示丰富的语义及其它语言学信息成为可能
。

比如
,

升调 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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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都表示一个语调短语 的边界语调
,

但是升调一般表示设问
,

而降调表示陈述
。

再 比如
,

句法及音系结构只要求句子
“ ”

应该有一个核

心 重 音 即
,

但 对这个核 心 重音置 于何处却未作要 求
,

当核 心 重音 置 于

时
,

这个句子表示 的是
,

今天是星期天而不是别的 日子 而 当核心重音置于 即

时
,

它表示的是
,

今天而不是昨天是星期天
。

重音有不 同层次不 同类型
,

通常把韵律词重音称为
,

把 比它层次高的重音称为
,

其 中特别地把句 子 重音称 为 核心 重音
。

和 统称为
。

当把重音单独抽出来进行研究时
,

这种研究主要涉及下面的三个间题 重

音的声学参数
,

重音的作用
,

重音和其它韵律特征变量的关系
。

重音的声学参数

韵律词重音

并不是所有 的语言都有 加 如 日语
、

法语就没有
。

的作用单位是音 节
。

等认为
,

从发音 的角度来看
,

重读音节发音时用力较大
,

因此用力

是 ’ 发音生理方面的相关物
。

但是
,

重读音节的这个单一的发音特征 用力

却对应着较多的声学相关物
,

声学参数主要有 时长 〕
,

频谱倾斜
、

元音品质 和强度
。

另一方面
,

从知觉的角度来看
,

上述声

学参数对 知觉的贡献是不一样的
,

时长的贡献最大
,

其次是频谱倾斜
,

然后是元音品

质
,

最后是强度
,

研究者们认为
,

之所以强度对 知觉的作用很小
,

是 因为它很容易受

到环境噪音的影响
,

而其它声学参数对环境噪音却有较强 的抵御力
。

因此
,

听者对

知觉的策略是人类对环境适应的结果
。

一些测量表明
,

也会带来频率的增加
,

但是它

和 带来的频率增加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

因为它们对应着完全不同的发音特征 从

信息的观点来看
,

言语交际是一个对于说者是编码
、

对于听者是解码的过程
,

韵律特征只

是这种编码解码的一种方式
。

而言语交际能够有效地实现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这个解码刚

好是编码的逆过程
,

这在韵律词重音的产生和知觉中是有所表现的
。

韵律词重音对应的

发音特征是单一 的
,

即用力
,

但是它 的声学表现却是多样的
,

这是一个从一到多的变化

而从知觉的角度来看
,

听者能够把这些声学参数有效地综合起来
,

得到一个单一的知觉结

果
,

即重读
。

和一些视觉过程一样
,

对 的听知觉有时也涉及 自上而下加工
。

毗 等

人 的研究表 明
,

当
“

物 勘 妙
”

在句子
“

助
,

小 一
”

中紧靠在一起时
,

虽然从知觉实验的结果来看
,

“ ”

由于和
“ ”

重音碰撞 会产生重音漂移
,

但是声学参数的测量却表明
,

此时 和 与 相关的声学参数几乎是相同的
。

℃ 等人认为
,

所以会有 的知觉结果
,

那是 因为有语境和听者头脑中的

关于韵律词重音结构的内隐知识 的作用
。

对于使用英语的人来说
,

这种内隐知识之一就是英语是 以韵律词重音为等时单位的语言
,

石 的研究

表明
,

当破坏英语句子的这种等时结构时
,

听者对音节中音素的反应时会增加
。

实现韵律词重音 的方式有两种
。

一种是通过改变上述声学参数的方法来改变

某个音节的重读程度 另一种情况是
,

不 同音节 的上述声学参数是不一样的
,

因此每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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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都有它的固有的重读程度
。

如
,

有些音节包含的元音是长元音
,

而有些音节包含的元音

是短元音
,

它们听起来重读程度是不一样的
。

所以在 由不同音节构成单词时
,

音节的选择

绝不是随意的
,

它受到韵律特征规律的限制
。

高层次重音

高于韵律词层次的重音统称为
,

一般把句子重音称为 ‘ 核心重音
。

也是一类
。

研究表明
,

的声学相关物是音高变化 禅
。

和语调对应的音高变化不同的是
,

前者的音高变化是突变
,

后者的音高变化是渐变
。

即

的知觉特征是突出感或醒 目感
,

能够导致这种突出感的音高变化有多种

类型
,

如
,

升
、

降
、

升降 一 和降升
、

卜
。

知觉到的 的突出感

的强烈程度 即 而 的大小 与音高变化的变化量和音高变化的类型以及一些其它

因素有关 ,
。

进行的研究表明
,

听者对 的知觉和 】 的知觉是

可以分开的
,

而且两者的知觉结果不一致
。

关于 和音高变化类型的关系
,

以

比 和 功 年的研究表明
,

在同样的音高变化量 的情况下
,

降类型的

要比升类型和升降类型的 的 卫 值要大一些
。

企图解释 的

知觉性质的一种假设是 扭 卜 模型
。

这种模型认为
,

在同一音高变化

类型的情况下
,

的大小决定于音高变化量 的大小
,

但是 后来的研究表 明
,

对
卫 大小的知觉结果并不完全和 模型一致

。

关于在同一音高变化类型的情况

下
,

将随着音高变化量 的增加怎样增加
,

以 和 晓
的研究表明

,

这种函数关系既不是线性关系也不是指数关系
,

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

所以会如

此
,

那是 由听觉器官的生理特征决定 的
。

大部分关于 朗 的知觉实验涉及 的仅一个
,

而当一个句子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时
,

每个 的 值除了与它

本身的音高变化类型和音高变化量有关外
,

它们之间还会相互影响
。

研究表明
,

在一个陈述

句包含两个 的情况下
,

为了获得相同大小的 值
,

后一个 的音高变化

量较前一个 的音高变化量要小一些
,

研究者们认为
,

这一现象与句子整体的音高下降

有关川
。

换言之
,

即听者在对 的知觉的过程 中
,

能够 自动纠正音高下降

带来的影响
。

这一现象和视知觉中的知觉的恒常性是类似的
。

综上所述
,

影响 包括 和 知觉的因素是复杂的
、

多样的
,

但是
,

听者总能有效地把这些 因素综合起来得到一个单一的知觉结果
。

研究表明
,

听者对其它

韵律特征变量 如韵律成分边界 的知觉也是如此
,

并且不 同的声学参数对韵律特征知觉

的贡献还有一个交换 一。 的关系
,

即
,

当一种声学参数微弱时
,

其它声学参数对于知

觉的作用就会变得重要
。

听者 的这种能力使得他对于韵律特征的知觉更有效更精确
,

指出
,

这种能力既应归因于听觉器官的生理特点
,

也应归因于后天学

习的作用
。

尽 进一步地指 出
,

不仅对韵律特征变量的知觉能力
,

而且产生

韵律特征变量的能力或习惯也是学习的结果
,

也正 因为如此
,

韵律特征的产生策略和韵律

特征的知觉策略才能相互协调
。

重音的作用

韵律词重音 的作用

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赋予言语以节奏感
。

正是这个 把言语从音节水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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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一层次的节奏单元 水平
。

由于单词通常都是 由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

节奏单元组成
,

因此
,

单词的边界一般同时也是节奏单元的边界
。

所以
,

是听者进行

单词切分的一个重要依据
。

和 币 , 通过研究发现
,

以英语为母语的听者倾向

于把重读音节看作单词的开头
,

而这种倾向在其它的关于单词边界声学相关物不明显时
,

对于听者是十分有用的
。

节奏是指强弱相间
,

来 自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

婴儿能够分辨

节奏感强和节奏感差的听觉刺激材料
,

并对前者有较好的倾向性
,

而这对儿童的语言习得

是非常有用的 研究者们还发现
,

甚至哺乳动物对节奏也表现出一定的敏感性
。

在一些

情况下
,

当不能通过 ’ 赋予言语节奏感时
,

往往会有一种特殊的 代替 忱 赋予

言语以节奏感
。

可见
,

节奏是言语的一个很强烈的要求
。

也正 因为如此
,

节奏成为韵律构

词学 甲 的一个重要依据
。

也可以间接地用于句法划分
。

】 等 进行的实验表明
,

由于
“

⋯

勘
,

’
· ”

中的
“ ”

是否会发生 重音漂移 取决于
“

”

是否会和
“ ”

发生 重音碰撞
,

也就是取决于它们 中间有没有

停顿
,

所 以
,

也 可 以 成 为 听 者 对句 子
“

勘
,

此 或句子
“

勘
,

悦
”

进行句法划分的一个线索
。

高层次重音 的作用

分短语层次和句子层次两种
,

对于一些语言 如瑞典语
,

短语层次的 朗 还

可以进一步分成若干层次
。

短语层次的 主要起类似于 的组织作用
,

它把已经

由 忱 组织好的语音单元组织成更高一级层次的语音单元 正如每隔几个音节都会有

一个 一样
,

每隔几个韵律词也都会有一个短语重音
。

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
,

韵律学中

的短语和句法 中的短语不一定一致
。

指出
,

在发音时
,

如果句子的核心重音的前

面部分较长
,

那么这一部分就必然会有短语重音
。

句子层次的重音除了它的组织作用外
,

它的作用主要是表示句子的语义或语用信息
,

即它的作用是使句子 的某一成分显得重要
。

研究表明
,

句子层次的重音一般都伴有时长

的明显增加
。

但是
,

研究者们并不认为
,

这个时长的增加是句子重音的声学相关表现
。

因为
,

虽然音高突变会带来时长的增加
,

但是 由它导致的时长的增加不会达到一些研究所

观察到的水平和范围
。

所以
,

句子重音和时长增加的并发现象体现的是说话者产生言

语的策略
,

等人认为
,

解 是为了使听者注意句子 的某一成分
,

而时长的

增加是为了使听者有更多的时间去加工这一成分
。

冠 和 叮 通

过反应时实验表明
,

听者对句子重音中的音素的反应时要小于句子中其它音素的反应时
,

可见
,

句子重音的确能够取得引起听者更多注意的效果
。

另外
, ’通过他的

知觉实验表明
,

在句子 中当句子重音不伴有时长的增加时
,

听者会觉得不 自然
。

一些研究者把句子重音分为焦点重音 般 和对比重音 朗

两种类型
,

并认为前者表示有关的信息是新的
,

后者用来强调有关的信息
。

而且这两种重

音 的 忆卜 的类 型 常常也是 不 一样 的
,

前者 通 常是 升 杯
,

后者通 常是 降升

仔
。

但是
,

的研究表明
,

这两种重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

交换的
。

他认为
,

所谓焦点重音或对 比重音主要是 由于 听者基于不 同的语境作出语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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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语用上的不同解释
。

事实上
,

新 旧也是一种对比
,

而对比重音中强调的信息也常常是新

的
。

另一方面
,

前 已述及
,

在相 同的音高变化量的情况下
,

降类型音高变化的

值会比升类型音高变化的 值要大
。

所以
,

如果认为从 仔到 的变化是一种

提高 而 的策略
,

并且认为新 旧是一种弱强调
,

那么就可以说
,

这两种重音无论从

它们的声学表现来看
,

还是从对它们的语用解释来看
,

都只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
。

在言语中
,

句子重音产生的一个重要策略是
,

当一个信息第一次被提到时
,

它一般会

被赋予句子重音 ‘ 。

通过他的研究把这个结论进一步精确化
,

他在实

验中发现
,

当说者认为听者能够由前面的信息联想到新的信息时
,

即使这个新的信息是第

一次被提到
,

它也不会被赋予句子重音
。

由此他认为
,

说者产生句子重音的一个重要依据

是他的关于听者头脑中的语义网络的知识
。

显而易见
,

说者的言语产生策略能够精确

到如此程度也是学习的结果
。

除了能表达语义和语用信息之外
,

有时也能用于句法分析
。

和

滋由 等做的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
。

他们用 的实验材料是
“

田恤
” 。

这个句子的歧义

处是 定语从句是修饰 还是修饰 他们的研究表明
,

将使听者倾向于

将定语从句解释为修饰具有 即 的名词
。

这个实验说明 有时也能够消除句法的

歧义

此外
,

句子重音还可以按照它强调信息单元的大小分为宽重音 和窄重

音
。

在言语交际中
,

句子重音强调的信息单元范围可以 比一个单词大 如

短语
,

也可以 比一个单词小 如音节
。

重音和其它韵律特征变 的关系

前已述及
,

重音和语调及韵律结构在音系结构中是相互对应的 通过

他的研究发现
,

当由于语境的需要
,

一个句子包括两个核心重音时
,

这个句子必被分成两

个语调短语
。

也就是
,

在这个句子的两个核心重音之间必有一个较

大的停顿
。

考虑到有些学者 如 和 把语调短语和短时记忆的

容量联系在一起
,

那么我们就可以假设
,

语调短语及其中的唯一的核心重音是一个由短

时记忆容量以及言语产生和理解 的速度决定的言语单元
,

而语调短语之间的停顿就是输

出这个言语单元的间隙
,

说者利用这个间隙从长时记忆提取信息形成下一个语调短语
,

听

者利用这个间隙把短时记忆中的语调短语加工储存到长时记忆
。

由此可见
,

重音和韵律

成分的边界结构的相互对应相互一致体现了言语产生和言语理解的策略以及这两种策略

的相互协调
。

还有些学者 如 和 把语调短语及其后 的停顿和人讲话

时换气的需要联系起来
,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
,

那么也许可 以假设
,

语调短语中的核心重

音耗费了发音器官较多的能量
,

语调短语后的停顿表明发音器官需要体息
。

也许
,

实际情

形是上述两种原因兼而有之
。

另外
,

由于 和语调的声学相关物都是音高变化 , ,

所以它们有

时也会互相影响
,

比如
,

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
,

对于疑 问句
,

当句子重

音在句首时
,

音高曲线 加 就会在句子中部居高不下
。

重音不仅在横向上和其它韵律特征变量相互制约
、

相互影响
,

而且在纵向上不 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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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音还会相互调节
。

不 同层次重音相互调节服从节律栅规律
,

即上一层的重音总是加

在下一层最强的重音上
。

所以
,

当句子重音用来强调某一个单词时
,

它一定加在这个单词

的重读音节上
,

’
,

仔 和 ’十 中的
‘

就表示重读音节的所在位置
。

能够说明 一定

加在重读音节上这一规律的一个典型例子是 列 出的句子
“

而
加血

”

实验发现
,

当 加在
“ ”

和
“ ”

上 时
,

和 的 提前了
。

本来弱读的音节
“

强化
”

了
。

结束语

韵律特征 包括其中的重音 的研究近来由于 研究工具的更新
,

实验心理学方

法和认知心理学概念的引人
,

语音工程的需要和 语言学理论从中寻求证据的期望

这 四个因素的作用而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势头
。

考察国外的韵律特征及其重音的研究
,

能够给汉语中相应的研究以许多有益 的启示
。

笔者认为
,

这种启示主要包括下面的两个

方面

在方法上
,

应该注意实验方法的优点
,

并和其它方法 如大语料统计方法和观察

方法 结合起来

对所归纳出来的现象
,

不仅要知其然
,

而且要知其所 以然
,

尤其要追求心理学和

生理学意义下 的解释
,

因为只有这样
,

这些现象才算得到彻底 的解释
。

另外
,

我们在进行本民族语言的韵律特征研究时
,

还需要注意的是
,

由于韵律特征产

生和知觉的许多方面都与学习有关
,

因而也就与各 自语言相应的文化传统有关
,

所以韵律

特征 包括其中的重音 对于不同的语言是有差异的
,

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

不 同语言的音系结构的层次数不一样
,

因而重音的层次数也不一样
,

比如 日语就

没有英语多
,

而 日语的这一缺陷因其它语言学手段的丰富而得到补偿

实现 的方式不一样
。

有些语言有
,

有些语言则没有
,

日语 中的

和法语中的 脚 只起词法水平上 的作用 相 当于英语中的 加
。

而 日

语中的句子重音是通过对 音高下降 的 重新启动 来实现的
。

因此
,

这个 相 当于英语中的 即
,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

不同语言的韵律特征的知觉结果和声学参数的关系基本上是一样的
,

但是 由于汉

语是有声调的语言
,

所以韵律特征 包括重音 的变化也会带来声调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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