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概念界定

（一）语调
赵元任指出：“英语和汉语都有一项语言要素的分类，

是嗓音基频音调的时间函数，统称为语调。 ”即汉语中以超

音段上的音高（Fo）（及其时长）来体现语调。 曹剑芬也指出：
语调是在感知上具有语音的轻重缓急和抑扬顿挫的腔调，
声学上实现为各种韵律要素包括音高、音长和音强等协调

变化的综合效应，主要表现为语句音高变化的总体模式。
（二）声调
声调就是利用音高类型来区别音节或词的语法形式，

包括音高升降曲折的形式（调型）和相对的音阶特征。
（三）节奏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语言的节奏本质上就是说话和听

话时跟语义表达和理解相关的组词断句策略的语音体现，是

由语义的表达和理解需要所决定的一种韵律上的结构模式。
普通话的节奏大致分为三个基本层次：韵律词、韵律短

语、语调短语。 节奏层次划分的主要依据是语音时长的停连

伸缩和音高的升降起伏。
韵律词：三音节以下的语法词或词组，是语法上凝固

的，节奏上稳定的单音步（音系学中的基本节奏单位）。 其音

高变化模式和时长分布模式具有相对稳定性，即保持了基

本的连续变调格局（吴宗济，1991）和以词重音对立为基础

的时长结构格局（曹剑芬，1990）。 韵律词各音节之间关系非

常紧密，彼此之间不出现韵律上的无声间歇等边界效应。
韵律短语：由一个或几个韵律词组成，介乎韵律词和语

调短语之间，可能是句法上的短语。 内部各韵律词可能出现

韵律上的节奏分界，并通过连而不断、延而不停的粘接方式

来表示持续关系。
语调短语：由一个或几个韵律短语组成，对应于句法上

较短的句子。 分界的标志是无声间歇。 话语的不同语气特点

通常体现在语调短语上。
二、从曹文“汉语声调与语调的关系”出发探讨两者之

间的关系

（一）曹文研究声调与语调的方法及两者关系探讨

曹剑芬认为：“语流中，声调与语调存在相互依存、相互

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语调存在于声调之中，它的总体音阶

走势必须通过声调实体体现出来；声调受语调的调节，其调

型虽然相对稳定，但其音阶必然随着语调的波动而上浮或

下沉。 ”
在从 一 段 语 流 中 寻 找 声 调和 全 局 语 调 时 ，作 者 的 方

法是：
“首先找出每个句子或者语音短语的首尾音节的高音

点和低音点，计算出各自的音阶，再用一条连心线连接它

们。 这样每个句子或短语的总体音阶走势就形象地显示出

来了。 然后，用分别连接每个词（组）中各个音节的高音点和

低音点的办法，来显示各个局部音节或词（组）的音阶特征

和音域特征，这样，就可以直观地考察局部的声调跟全局语

调的关系了。 ”
个人认为，此方法不妥，原因是：句子是声调与语调在

某些规则的作用下结合后的产物，各个时间点上的音高点

都是这两者的结合体，用首尾音节的连线体现出来的并不

是真正的语调的整体走势。 首尾音节可以有四个声调，音

阶、高音点和低音点都可以不同，有可能出现第一个音节

是低降调，最后一个音节是高平调的陈述句。 在公认的看

法中，陈述句的特点是语调的下倾，但可能会受到音节声

调前低后高的影响，最后产生的效果有可能是音阶的连线

是持平的，这样显现出来的就不是实际言语中陈述句的真

实语调。
同时，声调和语调都表现为音高随时间而变化，但平时

听到的语句的音高趋势却是浑然一体的。 这两者是怎样融

为一体又保持各自不同格局的呢？ 赵元任先生提出的“小波

浪”与“大波浪”并存叠加，认为两者是“代数和”的关系，但没

有具体说明。 吴宗济先生进一步发现，赵的“代数和”可理解

为字调的平均音高跟语调的平均音高的“代数和”，而字调

调型并没有本质的调整。
在曹文中，我看到了这样一种理解：“大波浪”是声调、

语调已经融合之后形成的实体，“小波浪” 是表层语句中音

高曲线的升降起伏。 但在我看来，从混合体本身的参数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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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进行句中先后音节音阶连接，得出的语调并非是真正

的语调“大波浪”，同样直接把语句中各个音节的高音点和

低音点前后连接起来得到的也不是纯粹的声调“小波浪”，
因为其引用的基础参数本身可能就不理想。 我认为：音节原

本的声调是小波浪，在一定的语句中用来表达特定情感或

语气的心目中的抽象的音高调节才是真正的语调，当然在

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也会受到不同句子中的音节音高的影

响，发生非预期的变化。 这里的大小波浪是两者还没有结合

时的状态。 因此，赵先生才说：“‘小波浪’与‘大波浪’并存叠

加”，若是在都已经叠加完了的基础上再分析出大小波浪，
然后再进行叠加，这样得出的结果意义似乎并不大。

因此不能直接用句首和句尾单个音节的音阶连线来预

示语调的升降起伏，但通过分别连接每个词（组）中各个音

节的高音点和低音点来揭示局部声调的办法倒是可行，只

是这个局部声调并不是真正的“小波浪”，而是它变身后的

结果。
其实声调跟语调之间并没有太多直接的联系，两者之

间也不是进行简单的叠加就能得到语句中复杂多变的音

高走势的，其中还要牵扯到许多其他的问题，这里主要谈

音高。
在笔者看来，直接促进语调形成的是语义组块———韵

律短语，语流中的轻重音影响的是整个语义模块的的升降

起伏，其作用范围不止限于韵律词的个别音节（这一点在第

三部分中会有佐证）。 一个音节的声调不是到了一定的语句

中才发生了变化，而是在由它构成的上一层级———韵律词

中就已经有了改变，同样，这一层级的韵律词在相互结合构

成韵律短语时，其间的音节间的相互牵连、边界效应等都在

发生着作用，对音节的声调进行了二次的调节，当然整个韵

律词的音调走势也已经发生了变化，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

并不是句子的语调，因为这时真正带有语调的句子还没有

出现，是节奏层次在中间起到了调节的作用，从声调上升到

了语调的层次。 因此，这是一个分层系统，即：语调短语———
韵律短语———韵律词———音节声调，它们之间存在着上下

位的形成与实现关系。 当然，这里提到的是一个由韵律短语

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句子， 假如一个句子只由一个韵律词构

成，需要考察的也许就得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比加语调与

否的韵律词层面，另一个就是音节在构成韵律词时声调发

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总之，音节的声调与句子的语调之间并没有太多直接

的关联。
（二）如何考察声调与语调
我认为，首先需要对比没有语调的韵律短语和有具体

语调的完整的一句话。 做法是把要进行对比的语句分成若

干韵律短语，分两组找录音人进行朗读。 第一组是以最平常

的方式读刚刚分出来的韵律短语。 另一组是以需要表达的

情感读出这个句子，然后将两者放在两个相对应的时间轴

上进行对比。 其间会遇到许多问题，比如，第一组的时长也

许会大于第二组的，在对比之前可以将各个韵律短语前后

不必要的语音停顿截去；一段语流中，音节与音节之间会有

一定的纠缠不清，如连读变调、前后韵母与声母的伸缩等，

但选择韵律短语的好处之一是它们在结合成语调短语时，
最常用的分界标志就是无声间歇，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

这种边界效应的影响。
对于已经录好的语音材料，首先需要画出单念时的韵

律短语的音阶走势并进行前后连接，然后画出句子中各韵

律短语的音阶走势，进行上下对比，找到韵律短语处在句子

中时的音高变化模式，这样的模式按理说就应该是表达某

种情感语气的真正的语调了。 但问题是如何画出韵律短语

的音阶走势，或许可以这样：分别连接每个音节的高音点和

低音点，形成曹文所讲的上下起伏的“小波浪”，然后对比上

下组的这种波浪的变化，总结出语调的高低起伏规律。 前面

讲过，曹的方法有一定的缺陷，但在这里却又用了同样的方

法，因为对比的两者采用的是同样的方法，两者的基础是相

同的，即使有一定的偏差，但通过上下对比可以将这局部的

小波浪给抵消掉，剩下的才是真正有用的语调等信息。 通过

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也许并不只有语调的整体下倾或上扬

等简单的模式，可能还会有中间起伏不定的复杂模式。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 前后韵律短语能否进行横向的对

比？ 个人看来不能，它们之间没有可比性。 因为在单念时两

者的走势就可能不同，放在句中自然会有差异，但造成这种

差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即起点不同，但最终只按终极结果

进行性对比，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会很准确。 不过这里的许

多想法是需要得到实验的进一步验证。
作者在文中举例说：“在短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起

首音节“中”和末尾音节“军”虽然都是高平调，但前者的音阶

明显高于后者的，就是因为前者处于短语语调波浪的浪尖

上，而后者却处于浪谷里。 ”显然，作者用相同本调的音节对

比来说明语调对声调的影响，但声调的变化在音节进入韵

律词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不同的音节在不同的韵律词中

其音阶、音域的实现方式是不同的，而且到了韵律短语层面

又接受了一次调节，虽然起点相同，但到达终点的途径，中

途的经历都是不同的，两者之间并非只是受到了语调的影

响， 所以一句话中具有相同本调的前后词之间也不具备在

语调层面的可比性。
总之，个人认为，作者在研究声调与语调两者间关系的

方法上有一定的缺陷，所抽取的声调与语调的参数不是很

精准，语调与声调之间并没有作者说的互动关系，它们之间

的联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一层一层的传递而连接起

来的，一个处于最底层，一个处于最高层。
三、从林文“汉语语调与声调”出发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先来熟悉一下两个概念：
边界调： 是携带疑问和陈述信息的并处于语调短语

末尾的韵律词中的一两个非轻声音节。 声学表现由其Fo
曲线起点位置或 终 点位 置（或 斜 率）表 示，作 用 是传 递 话

语的语气。
音高重调：分为韵律词、韵律短语和语调短语三个不同

等级，是听感上比本级中其他音节明显突出的音节，作用是

传递话语中哪部分内容更重要。
林茂灿先生指出， 汉语语调体现在音高重调和边界调

这两个变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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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界调
作者从朗读语料的回声问和自然语料的是非问研究得

出结果：对语调短语来说，疑问和陈述的信息绝大多数由这

个短语最后韵律词的最一两个非轻声音节所携带，少数由

其起头音节携带。 携带这种信息的音节，称作边界调。 对于

这种观点，我不甚认同。 首先看下边从林文中截出的图。

图1 用陈述语气和疑问语气说“马厂长买五把好雨伞”
各音节的Fo曲线及其时长

作者从图中观察到：上图和下图的最末音节“伞”的Fo
曲线和时长是不同的，而其前面音节“马厂长买五把好雨”
的Fo曲线和时长基本相同。 若只看曲线的大体走势，除了最

后音节，前面的确几乎一样，但若仔细观察横向的时间轴，
便可发现下图的时间轴被拉长了，但语句后面的部分整体

的音节时长却在向前靠拢，意即整体的时长缩短了，而不只

有最后一个音节在变化。 这是在时长方面的区别。
其次，再看下图，作者从图中观察到：疑问的边界调音

节为阴平，阳平和去声的Fo曲线起点位置或/和终点位置比

陈述的高，疑问的边界调上声比陈述的多了个上升部分，其

终点位置当然也高。 即确定了句子的不同语气只在最后一

个韵律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中得到了体现， 因此确认了边界

调能给出疑问和陈述等不同语气。

图2 发音人C的“某先生要去‘西安’（‘沈阳’‘青岛’
‘重庆’）”回声问和陈述语气的最后两个音节

的Fo曲线

但我却看到了相反的结果： 陈述和疑问语气的区别并

非只在最后一个韵律词的非轻声音节上。 很显然，图中这两

条线起点处音高高低几乎都不同，一开始并没有交叠，而是

从前面延续下来的，第二图的“沈阳”才是在最后的音节上

出现了分离，也就是说，这种不同在陈述与疑问语气最后音

节的前面部分就已经出现了，它们具有不同的音高，沿着这

个音高走下去，最后才出现了图中给出的开始部分的高低

现象。 即陈述与疑问语气的音高高低没有全部体现在最后

的边界调上，而是从前面延续到了最后的两个音节上。 作者

看到了这种区别，也说过陈述语气给人以“低”的感觉，疑问

语气给人以“高”的感觉，但在理论建设上但并没有把音高

太当回事，而是选择性地忽略了其对语气的影响，只强调了

边界调的作用，我认为这样做并不妥帖，它们两者应该是相

互搭配着起作用的。
总而言之，陈述语气与疑问语气的区别并不是边界调

的功劳，时长和音高等方面也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二）音高重调
文中指出，语调短语各音节Fo及其时长的错综复杂变

化，除了受词汇变调和韵律词变调的作用外，主要受到韵律

结构制约的音高重调和边界调两个变量的共同作用。
韵律结构制约着音高重调的数目和等级，使得语调短

语的Fo曲线跌宕起伏、不断变化。 语调短语中Fo曲线（和时

长）的这种起伏变化，使得人们对它产生抑扬顿挫的感觉，
让人们觉得那部分内容更重要。 边界调使语调短语的Fo曲

线产生局部改变，给人们以不同语气的感觉。 作者认为语调

对声调的作用是通过韵律结构，使各音节Fo（及时长）产生规

律性变化， 因而得出结论， 汉语语调对声调的作用是单向

的、层次性的。
通过对比， 我发现了我的想法与作者的观点有点区别，

主要体现在：我把声调放在了节奏的最低层次———韵律词中

进行考察，认为它才是跟声调直接相关的；韵律词、韵律短语

中的自然重音处在汉语的节奏层，是导致节奏内部高低起伏

的原因，同时汉语节奏和生理呼吸换气的需要导致了汉语语

调给人一种抑扬顿挫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并非就一定是语

调，节奏内部起伏不平的感觉与表达情感、语气所需的语调

这两者处在不同的层面上。 不同的是作者认为用语调表达

的语义重点作用于韵律结构，韵律结构制约音高重调的数

目和等级，然后展现为各音节的Fo起落、宽窄。 即语调通过

音高重调和边界调对声调产生单向的作用， 但从作者的举

例和论证中我看到是，词汇变调和韵律词变调中的音高重

调取自具有自然重音的音节，即将自然重音放到了音高重

调中进行考察，并通过自然重音前后的音高起伏来解释汉

语口语抑扬顿挫的腔调，以此来说明汉语语调对声调的影

响。 这类似是一种从语调高层往声调低层的作用顺序，而我

的想法是由低往高的逐层递进至韵律短语层面，以此作为

界限，然后由语调高层往韵律短语层面的实现顺序。
最终的分歧可能还是在于对语调的不同理解。 在我的

想法中，表达情感、意图的某些逻辑等非自然重音（前面未

论述）和陈述、疑问等语气才是语调范畴的东西，语调影响

的直接范围存在于韵律短语层面，对具体音节是声调没有

直接的作用，即使是在逻辑重音中，虽然个别音节对语调的

调节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韵律短语中其他音节前后的帮

衬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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