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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音标（修订至2005年）

辅音（肺气流机制音）

双唇 唇齿 齿 龈 龈后 卷舌 硬腭 软腭 小舌 咽 喉

爆发音 P b t d t a C J k g q ,， ?
鼻音 m 卬 n n. p 0 N

颤音 B r R

闪音/

轻拍音
V r u

擦音 f V 0 d s z S 3 § 凡 q j x X X K h h fi
边擦音 4 b

近音 u J j 国

边近音 1 I 1.

成对出现的音标.右边的代表浊音,阴影区域表示被认为不可能的发音a

辅音（非肺气流机制音）

明音 浊内爆音 喷音

© 双唇 6 双唇 例：

1 齿 tf 齿/龈 p. 双唇

J （后）龈 J 硬腭 齿/龈

+ 腭龈 g 软腭 k' 软腭

龈边 cf 小舌 龈擦

成对出现的音标，右边的代表圆唇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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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有助于您成为一位语音学专家。或许您是一位给病人诊 

断并设计治疗方案的语言病理学家，或是一位用自动语音识别和语音 

合成技术来探讨语言与应用对接的技术问题的工程师,一位正在向学 

生解释词和句是如何发音的语言老师.或是一位想努力纠正自己发音 

的学英语的学生；或许，您是一位正在研究神经系统是如何对语音刺 

激进行反应的认知科学家，或是一位正尝试着用自己讲得并不流利的 

语言歌唱的歌剧演员，抑或是一位在试着讲某种方言的演员°总之， 

不管是上述哪种情况，您都需要语音学的知识。这本书将使您上述工 

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普通的课程体系中有语音学这门课,所以有些人是从一般兴 

趣出发开始学习语音学的。但我们这本书绝不仅仅可以当作教材，它 

还可以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您会变成一个有学问的人•当然. 

这也是普通教育的目的。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您会完成一次神奇的 

环球旅行，听到不同地方的人所讲的不同语言，包括一些奇怪的音，如 

明音(clicks)、喷音(ejectives)、内爆音(implosives)和滑音(glides)等。 

您还会深入到解剖学、音响学、电机控制和空气动力学的领域，有时还 

会用到其他学科的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您最终会理解“语言”这种用 

来维系关系、组成社团、积累知识并传承给下一代的最有趣、最复杂同 

时也是最基本的人类特征。

本书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帮助那些在语音学研究方面有浓厚兴趣 

的人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它可以被视作是语音学界的权威(作者是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语音学家。当然这里是指彼得・赖福吉，而不是我 

自己)，能为语音学研究提供扎实的基础，同时也引领我们走向有待开 

发的领域和课题。如果能把这本书学好，您就已经在研究方面卓有成 

效了(参看附录B),明白了这一点.我想谁也不会拒绝阅读这本书的。

跟以前的版本相比，第七版增加了什么新的内容？

首先，第七版保留了第六版的篇章结构和主要内容,但都经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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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的校对与更新。我重写了所有章节，有的变化较小，有的变化比 

较大。例如：我增加了音系学的不少内容，以便与现代音系学接轨。 

虽然本书并没有讲到形式音系学，但学生可以学到有关音系格局的一 

些复杂概念。还有，第一章中我们介绍了声谱图（语图）.因为它在纸 

版书和网络平台中都出现多次。另夕卜，增加了更多的核磁共振和X光 

照片（包括纸版书和网络平台①）。这些新增的内容有利于读者从不同 

角度来研究语音问题：（1）听觉角度.比如您要用国际音标来转写某段 

发音材料，（2）发音角度.关于声道运动的各种图表可以帮您更清楚地 

理解发音；（3）声学方面，波形图和语图提供给您更详细的信息。

我非常赞同J.C. Wells （2000）说过的一句话：“Daniel Jones的 

语音研究传统（参见Collins and Mees, 1999：421 — 424）依然是我所遵 

循的标准。我坚持认为它在帮助语音学家如何辨音和如何发音方面 

非常重要。”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有发音练习，在网络平台中还有彼 

得・赖福吉的录音。这部分内容非常有价值，希望大家能好好加以利 

用。另夕卜，我个人有一个建议：在看语图的时候，不要去听其相应的录 

音材料；在研究调音部位运动时•不要尝试去发这些音。在我看来•语 

音学是一门技术，在语音学家的实际工作和语音学训练中•有很大一 

部分都牵涉发音和辨音。

关于《语音学教程》的网络平台

詹妮・赖福吉在她丈夫的帮助下，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的“世界语音”资料库（彼得和历届学生以及同仁在资料库上 

做了大量工作）为本书第五版制作了光盘。除了更新录音材料的格 

式，以及确认光盘上链接的有效性以外.第六版的光盘没有做太大改 

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语言学系的帮助下,现在第七版的 

网络平台也可以和读者见面了（ www. cengagcbrain. com） o
网络平台中有一些互动性的学习内容和考试练习.是纸版书的好 

帮手。它不仅是一本互动性的电子书.还保留了原先光盘上所有的录 

音材料（这些都和屏幕上的按钮和图表相连接）。例如：第八章（声学 

语音学）中，有彼得于1971年制作的一张示意图的更新内容.点击屏

1译者按：网络平台亚洲地区未能获得访问.经多方协询努力•在诳印本教材可以实 
现配套网络资源的注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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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上的某个按钮，可以听到每个共振峰的发音，也可以听到几个共振 

峰结合在一起的发音。单击鼠标右键，还可以看到相应的语图。实际 

上，书中任何地方录音材料的语图都可以通过点击右键获得。单击 

Ah键还可以打开新的窗口，把录音材料保存在自己的电脑上，方便以 

后研究使用。

第八章语音合成示意图

语音能够用一系列的参数来界定，这些参数要么跟发音特征（生 

理特征）有关，要么跟声学特征（物理特征）有关。

如下表，有些特征是孤立存在的。比如，第一个参数特征（由数字 

1所代表的列）是一个单声调嗓音，只有第一共振峰的共呜频率。其语 

图上也只显示一个共振峰。第四个参数特征则把前三个共振峰连接 

起来，而第五个特征只是一个寒音的爆破和摩擦过程，第七个特征显 

示最普通的基本频率变化。

生理特征 声学特征 1 2 3 4 5 6 7
1 1 声带的振动频率 基本频率

0

2 声带的第一次共鸣 第一共振峰频率
O

O

O

| 3 第一共振峰振幅

1 4 声带的第二次共鸣 第二共振峰频率
O1 5 第二共振峰振幅

6 |第三次共鸣 第三共振峰频率
O1 7 1 第三共振峰振幅

1 8 |摩擦和寒音爆破 噪声频率中心
O1 9 噪声振幅

注：这段语音是彼得•赖福吉于1971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语音 

合成器上完成的.各参数的值和John Homes的相比，有所变动。

在网络平台中，我们新增了许多互动性练习.全都提供了正确答案. 

其目的不是为了测试，而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复习所学内容，检验自 

己的理解程度。做过这些练习的一些学生反馈说练习非常“有趣”。

书中类似于『的图标表示网络平台中有更多相关内容（如录音 

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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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当学生做完练习后，它会颁发证 

书，在屏幕下方显示：“save me, print me, show me to your teacher!n

A Course in Phonetics
This document certifies that you completed exercise 10A 

Completion time： Sat Aug 03 2013 22；29：54GMT-0700(PDT) 
(save me, print me, show me to your teacher!)

致谢

在第六版序言中.我说过「起点高的时候.相对于往上走，往下走 

的可能性更大J编写第七版时.我牢记这一点，努力避免因改动而造 

成对原书内容的破坏。在此,衷心感谢所有同人、学生以及出版社工 

作人员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亚利桑那大学的Natasha Warner为第六版写了一篇很详细的书 

评，我从中受益匪浅。第五章的语调部分得益于如下学者的建议和帮 

助：西蒙菲沙大学的Susan Russell、波特兰州立大学的Christina 
Gildersleeve-Neumann%纽约大学的Lisa Davidson、韦尔斯利大学的 

Angela Carpenter华盛顿大学的Richard Wright、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 的Pat Kcaling,以及新墨西哥大学的Ian Maddiesson和 

Caroline Smith。尤其要感谢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ty)的Mary Beckman和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的Sun-Ah Juno 
另外，在编写第四章时•牛津大学的John Coleman教我如何分析元音 

的核磁共振照片，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Molly Babel教授对网上练习 

提出了很多建议，还提供了图4. 3的“American no. 2"的录音材料，并 

为网上词汇练习中的Minnesota配音。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Alice 
Gaby为网上录音剪辑中的Australia配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John Sylak-Glassman为我纠正了网络平台上许多高加索语言方面的 

错误。南加州大学的Shri Narayanan为网络平台提供了许多核磁共 

振照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Bruce Hayes为网络平台中的美式 

发音配音。詹妮・赖福吉从始至终都用她的幽默和鼓励来回应我对 

彼得所做工作的改动。

伯克利分校的学生(Sarah Bakst Emily Ci bell、Greg Finley、 

Clara Cohen、Will ChangMelinda Fricke、Grace Neveu、Ruo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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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Taylor Hickok）为网络平台练习提供了反馈意见，在此深表 

谢意！

最后，还要感谢圣智出版公司的工作人员，尤其是Joan Flaherty 
精读了全部的修改稿，并指导了整个出版过程。

凯斯-约翰逊 

伯克利，加州

2013年8月6日



关于作者

彼得・赖福吉(1925—2006)是语音学界的杰出代表。他于1958
年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创立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语音实验 

室，并一直担任实验室主任( 1962—1991 ), 
同时还是语言学系的教授。他对于语言学 

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很多方面加深了人 

们对语言的认识和理解。他的田野调查遍 

布全球各地，用仪器记录和描述了许多鲜为 

人知的语言，并对成千上万种语言的语音进 

行了编目。对于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先进的

实验仪器，赖福吉不但自己不断实践，还鼓励别人去实践。而且，他对 

国际音标系统进行了修改，添加了不少新的语言，还在濒危语言的保 

护上花了大量的精力。业余时间，他为法庭取证提供咨询.还为电影 

《窈窕淑女》担任方言指导，并为其中的角色配音。

因其对语言学和语音学的重大贡献，对教学工作的热情,以及对 

一大批博士生和年青教师的指导和培养，赖福吉将永远令人怀念。

凯斯-约翰逊1993年至2005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语言学系

教授语音学课程，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语言学系教授。他的代表作是《声学和听 

觉语音学以及语言学的量化分析法》。他于 

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曾在印第 

安纳大学(在认知心理学方面)和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同彼得・赖福吉以及Pat 
Keating 一起)指导博士生。



国际音标（修订至2005年）

附加区别性符号（如果是下伸符号，附加符号可以加在上方，如："

清化 n d ..气声性 1? a 齿化 t d

.浊化 ? ! 嘎裂声性 b a . 舌尖性 ! 0

八送气 th d1' . 舌唇 t d 舌叶性 1 d

..更圆 Q 唇化 tw dw 鼻化 e

c略展 ? ，腭化 i1 d} 鼻除阻 dft

偏前 u x 软腭化 t* dy 边除阻 d'

偏后 C ' 咽化 f d， 无闻除阻 d1

央化 e 软腭化或咽化 i
中-央化 e 偏高 e （.J 一龈浊擦音）

成音节 n 偏低 e 邙二双唇浊近音）

-不成音节 C 舌根偏前 e

r音性 于ar 舌根偏后 e

其他符号

M 唇软腭清擦音 0 % 龈腭擦音

W 唇软腭浊近百 J 龈边浊闪音

唇硬腭浊近音 0 同时发J和X所形成的音

H 会厌清擦音

¥ 会厌浊擦音
若有必要•塞擦音及双重调 0 IS

? 会厌爆破音 音可用一个连接符连接

超音段符号 声调和词调符号

主要重音 平 调 曲折调

, 次要重音 「或1 超高 。或力升

.founa'tijon e 1 高 e N 降

： 氏音 e： e 4 中 6 1 高升

, 次长音 e， e -I 低 6 J 低升

超短音 e
1 小（音步）组

.J 超低 e 1 升降

II大（山调）纲 降阶 / 全升

. 音节间隔 Ji. a?ki
连接（间隔不出现）

升阶 \ 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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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第一早

怛发音学与声学

语音学是描写语音的科学。不同语音学家可以从不同角度对语 

音进行描写，有的语音学家对语言音质差异感兴趣，有的语音学家对 

听和说的认知过程感兴趣，而有的更关心语音的病理现象•一些语音学 

家尝试着帮助人们掌握英语中特殊的发音，还有一些语音学家在探索让 

计算机更灵活发音的方法，或者让计算机识别语音。为了达到这些目 

的,语音学家需要研究人们说话时的发音生理以及语音描写方法。

0））言语的产生

首先我们来描述一下语音是怎样产生的。大部分语音是舌和唇 

运动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些运动是形成特定语音的口腔姿势。尽管 

我们可以通过可视的手势来传递信息•但语音却是一种更有效的信息 

传递方式。舌和唇运动所产生的语皆是可以听到的，因此人们可以听 

到并识别语音Q
口腔调音器官的音姿只有通过肺部呼出来的气流和喉头各个部 

位的协调运动才可以产生语音.这种喉中发出的最基本的语音是通过 

舌和唇的运动变成不同的语音的。后面我们将研究舌和唇是怎样通 

过大约25种不同的动作变化来形成英语中的语音的。我们可以通过 

一个 X 光视频（参看 http：//linguistics. Berkeley, edu/acip/）来观察 

一些发音动作。图1. 1是说短语on lop of his deck的X光视频片段 

（详细的视频说明参照书后的“资料来源”兀我们根据这12个片段序 

歹IJ（一个视频的每四个片段中取一）的图把舌头轮廓清晰地画出来。 

各片段右边的字母代表该片段所发出的语音。图L1中每一张图片 

显示了舌和唇迅速地从一个但置移到另一个位置的过程。如果想了 
解舌和唇的运动速度，你可以‘从X光视频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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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Kfjxid4 例1. 1显示发短语on top of his deck时调音部位的运动过程。
11 2即使以正常的语速说这个短语，舌头运动也很快。舌头变化是人们能 

发出的最快、最精确的动作之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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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任何语音都需要能量，几乎所有语音的能量都产生于呼吸系 

统中的肺气流。请试着说话时吸入气流，尽管你能做到这一点，但是 

这比你呼出气流说话要困难得多。当你说话时•肺气流进入到气管，

然后是经过由两块小肌肉组成的声带进入咽腔。如果声带是张开的

（当呼吸的时候,你的声带就处于这种状态），气流会比较顺畅地进入 

咽腔和口腔；如果声带之间被调整成一条很窄的缝隙，气流会使声带

颤动。声带振动形成的语音叫作带音或浊音（voiced）；相反•声带张开

形成的语音叫作不带音或清音（voiceless） :
为了区别浊音和清音，请试着发一个长小我们把这个长力标记为

Evvvvv］o （如左侧图标所示，网络平台中有相应的录音材料）现在再

昨 XAMPLE

发一个长/,标记为［fffff］,交替着发这两个音［fffffvvvwfffffvvvvvj 
（按页边空白处的图标指示.网络平台上有相应顺序的录音文件）。这

两种音都是同一个口腔部位形成的,它们的区别是:［v］是浊音,［□是清

音。发［v］时，如果把手指头放在喉头上，你可以感觉到声带振动。如果 

捂住自己的耳朵,你可以更容易听到振动的嗡嗡声。

浊音和清音之间的差异对区别语音常会起到重要作用。下面《 

fat. vat; high, thy; Sue. zoo词中.每组第一个单词的第一个辅音 

是清音.而第二个单词的第一个辅音是带音。你自己试一下，发每个 

词的第一个辅音，并根据上面介绍的方法去体会浊音和清音的区别。 

再试着另找几组词,每组词中的第一个词开头辅音是清音的，而第二

rEXAMPLE

个词开头辅音是浊音的。

喉部以上的气流通道叫作声道（vocal tract）e图L 2显示了声道 

在头部的位置（实际上这幅图是赖福吉很多年以前的自拍照兀声道

形状是形成语音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将经常提到叠加在照片上的声

道轮廓线。值得注意的是气流通过的声道分 

为口腔和鼻腔两部分。口腔包括口部和咽喉 

部,鼻腔在鼻内。当口腔后部的小舌下垂（如 

果闭着嘴用鼻子呼吸,就处于这种状态），气流 

从鼻腔进出。［m］和：n］发音时声带振动,气 

流从鼻腔流;因为鼻内气流通道的边界取决 

于鼻内软组织的变化范围.所以鼻腔上部用虚 

线表示。

声道内组成部分可以用来形成不同的语 

音，如舌和唇.称之为调音部位。在讨论这些 
图1.2 |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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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音部位之前,我们先整体上总结一下语音形成的机制。图L3显示 

了语音形成中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气流过程、发声过程、口鼻过程 

和调音过程。气流过程包括所有为发音提供能量的气流排出方式。 

（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气流被吸入的方式）。目前，我们只考虑了呼吸 

系统，肺气流是这个过程中的主要原动力。发声过程这个名称主要以 

声带状态来命名的。这一过程只有两种可能,声带振动形成的浊音和 

声带不振动形成的清音。口-鼻过程决定了气流是从口腔呼出（如发 

［v］和［z］时）还是从鼻腔呼出（如发［m］和［n］时）。与口腔上腭和咽腔

5相关的舌唇运动是调音过程一部分。

图1.3 发音机制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

引声波

上文是从语音产生方面所进行的描述，也可以通过听到的语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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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这种描述方式取决于语音的声学结构。基于诸多原因，我们需 

要对语音的声学特征进行描写（参看凯斯•约翰逊的《声学和听觉语 

音学》）。语言学家和语言病理学家想知道一个音是怎样和另一个音 

相混淆的。当我们要描述一些音（如元音），描述声学结构会比描述其 

相关发音活动要好些。声学知识有助于人们认识计算机怎么合成语 

音和识别语音的（这部分内容在赖福吉的《元音与辅音》中有更详细的 

介绍）。而且我们常常不可能得到显示发音人说话时的照片或X光6 
片,通常只能通过录音才能得到永久的语音数据.因此，如果想得到可 

供研究的永久语音数据，就必须对所录制的音进行分析。

语音和其他声音一样，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区别。它们在音高、 

音强、音质这三个方面存在异同。两个元音在音高和音强方面完全相 

同,但由于音质不同可以将其区分开来，如bad.hudo另一方面，元音 

音质也许相同，但也可以通过语音的高低或强弱把这两个音区分 

开来。

声音是由在空气压力下瞬息发生的一个接一个的微小振动组成 

的。这些振动是肺气流冲击发音人的调音器官（大部分）而形成的。 

发浊音时，声带的振动将呼出的肺气流打散,以致高气压下的振动与 

低气压下的振动交替出现。由气压形成的振动以声波的形式在空气 

中传播,有点儿像池塘里的涟漪。当它们到达听者耳朵里时，会引起 

鼓膜振动。声波的曲线图和鼓膜运动的曲线图非常相似。

图1.4（第8页）的上半部分是赖福吉发的必仍”一词振幅变化 

的波形图。纵轴代表气压（正常环境下的气压），横轴代表时间（从 

开始那一刻计算）。如图所示，发这个词用了 0.6秒。图的下半部 

分是/Z小”一词第一个元音的波形图。在空气压力下，主要波峰每 

隔0.01秒（百分之一秒）出现一次。这是因为我的声带约一秒钟振动 

一百次，使得空气也一秒钟振动一百次。这部分图显示了跟四次声带 

振动相对应的的气压变化。在空气压力下，每一秒钟振动一百次的同 

时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振动，我们可以看到每o. 01秒的振幅里有小小 

的变异，这是因为发音时声道形成了特定的形状,气流通过声道产生 

振动。



8 |第一章发音学与声学

图L4上半部分是几比“整个词的波形，但是由于时间刻度被压 

缩得很厉害，不能看到振幅变化的详情，能看到的是每一根几乎垂直 

的线所对应的每一次声带振动。father中的［f］跟接下来的元音相 

比，振幅较低，振动比较小，也比较随意。因为声带没有颤动.所以振 

动没有规律。（因声音较低，气压变化很小，几乎等于零）。

人的耳朵在听到声音后,会按照频率把它分解为不同成分。因为听 

7觉神经纤维对频率变化是非常敏感的。为了能让眼睛看到我们所听到 

的东西，只有对声音进行频谱分析，并制作成语图（spectrogram）。这个 

分析过程如图L5所示（该图的网络平台有注解）。

图1.4 |赖福吉所发人小”一词元音时出现的振幅变化

如图L4,擦音和元音在振幅和频率周期上存在区别。图1.5分 

析的语音序列是词shah中的LFq1。箭头1代表箭头2代表元音 

不同振幅用不同灰度表示，这一点从图上看一目了然。振幅随着 

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声谱反映的是极短时间内的变化,我们把振幅灰 

度表加以旋转（如箭头3和4所示）并把它们和语图（横轴表示时间. 

纵轴表示频率）并列放置。振幅高低用不同灰度显示，也就是，根据振 

8幅的高度，语图用不同深浅的灰度表示。图L5其实是由213个小的 

声谱“片段”组成的,在发音过程中它们之间平均间隔2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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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语图是怎样制成的？在对声波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不同振幅用不同

,灰度表示；颜色越暗，说明振幅越高。然后将频谱片段加以旋转，并 

列放在三维的语图中。横轴表时间，纵轴表频率，灰度表振幅。

语图很好地模拟了人耳的听觉过程，可以说是对语音的最佳视觉 

展示。语图上所看到的信息和人耳如何接收语音信号密切相关。同 

时•语图也把音姿进行了简化•因为每一次发音都会在图上留下声学 

“印记”。比如，图1.5中的sh音和专家眼中（经过训练的眼睛）的5音 

完全不同。本书中有很多语图.网络平台上也有很多,慢慢地，你就能 

熟练地看懂图上的信息。 9

引音姿部位

声道中可以形成声音的部分叫调音器官，它由上下两部分组成。 

下部器官很灵活，跟上部器官接触后就会形成不同的音姿。请发

,注意观察你的舌和唇主要活动情况。发第一个音时舌面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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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跟腭接触•然后还原并准备发后面的元音。发P时，双唇紧闭，到发 

后面的元音时再分开。大部分人在发2和/时，舌尖上抬。

声道上部主要部位的名称如图1. 6所示。上唇和上齿(前门齿) 

是常用部位。上齿后部可以用舌尖感觉到的突出部位是龈脊(alveolar 
ridge) o上腭前部是由骨组织构成的硬腭(hard palate),你可以用手指 

尖在口腔后部摸到。上腭的后部是软腭(soft palate)或软口盖 

(velum),大多数人都不能将舌头后卷到这里。软腭是一块肌肉.它能 

抬起顶住咽后壁,堵塞鼻腔，将口腔和鼻腔完全隔离开来，防止气流从 

鼻腔流出。这种状态就是人们常说的软腭持阻(velic cl(屿ure)。位于 

软腭末梢的是小舌，小舌和喉壁之间的通道是咽腔。咽腔后壁也是声 

道上部的调音部位之一。

图1.6 |声道上部的主要部位

10

图L7显示了下唇和声道下部舌头的不同部位名称。舌尖和舌 

叶是最灵活的部位。舌叶后部用专业术语称就是舌面前，实际上是舌 

体前部。在自然状态下，它位于硬腭下边。舌体其余部分又可分为舌 

面中、舌面后和舌根三个部分。舌面中跟硬腭和软腭部分对应，舌面 

后跟软腭上下对应，舌根跟喉壁前后对应。舌根的下部跟会厌软骨相 

接。网络平台第一章的练习A是个非常有趣的互动练习，能帮你记住 

这些调音部位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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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声道下部的主要部位

请记住这些术语，并发作厂这个词,试着对调音器官的活动 

进行描写。你会发现，在发第一个音时•上下唇合拢，舌体中后部抬 

起，但它是跟硬腭还是跟软腭发生接触呢？(大多数人发音时，舌体中 

后部跟软硬腭相交的部位接触)注意发I时舌的位置，大多数人是用 

舌尖抵住龈脊。

现在比较)〃e和加a两个词的发音，发哪个词时舌头更靠前？多 

数人发Zea时用舌尖或舌叶抵住龈，而发true时，舌尖或舌叶的位置 

稍微靠后。试着区别其他辅音的不同。如sig/z和以及/曾和 

thief的第一个辅音。

看上面的示意图时，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个图只是二维图。声道是 

一个管子，舌头两侧的位置和舌头中部的位置可能会很不一样。例11 
如：发sig/z时，舌头中部向下凹•而发shy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很难用一个仅显示舌头中线的二维示意图(就是所谓的正中矢状 

面图)来呈现这种不同。本书将很大程度地运用声道器官正中矢状面 

示意图来表示舌位的变化.但我们永远不会使这个简单的示意图成为 

表达语音概念的唯一基础。

要形成辅音,气流经过声道在某些部位必须受到阻碍。根据气流受 

阻的部位和方式，辅音还可以分类。在多数语言中，可以形成阻碍的主 

要部位有双唇、舌尖、舌叶和舌面后部。用双唇所发出的音叫唇音 

(labial articulations),用舌尖或舌叶所发出的音叫舌冠音(coronal 
articulations)，用舌面后部所发出的音叫舌面音(dorsal articulations)o

如果无需详细指出调音部位,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些术语描写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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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和另外一些语言D辅音的发音。例如"。加c,第一个辅音是舌冠辅 

音，中间的辅音为唇辅音，最后以舌面后辅音收尾。（可以通过自我感 

受来检测一下这种描写，发第一个辅音时舌尖或舌叶抬起,是舌冠辅 

音；第二个辅音双唇紧闭，是唇辅音；最后一个辅音发音时，舌后部抬 

起，是舌面后辅音。）

然而，这些术语并没有为以语音学为目的的研究提供足够详细准 

确的音姿。我们需要了解更多，不仅限于哪个调音器官发出的语音. 

了解唇部、舌冠和舌面后这些术语所包含的意思的同时也需要了解声 

道上部的哪些部位与发音有关。在图1.8中，已经用箭头从低到高将 

更多的特定调音部位标出来。由于很多音涉及舌冠部位.所以图的右 

边来做了更详细的说明。下面是根据描写英语的阻碍方式来归纳的 

主要术语。

1 .双唇音（Bilabial）
由上下唇形成。如发〃屹、。〃）、加》,注意在发每个词第一 

个辅音时双唇是怎样闭合的,请找一组以唇音收尾的词进行 

比较。

2 .唇齿音（Labi❶dental）
由下唇和上齿形成。大部分人发/熊、初2等词时，使下唇 

抬起接触上齿。

3 .齿音（Dental）
由舌尖或舌叶和上齿形成。发thigh .thy时，一些人（多 

数是中西部以及西海岸说美式英语的人）将舌尖从上下齿之 

12 间伸出，另一些人（多数为说英式英语的人）的发音是舌尖位

于上齿后背。两种发音在英语中都很普遍，被称为齿音。如 

果需要区别这两种发音的话，舌尖从上下齿之间伸出的音可 

以称之为齿间音（interdenta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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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声道的矢状面示意图。箭头所指是英语的调音部位，右边是舌冠部位

的详细情况。

4 .龈音（Alveolar）
由舌尖或舌叶和龈形成。在英语中，龈阻碍有两种可能 

性，你应该能找出自己用的是哪一种。如发tie、die、nigh、 

行"，用的是舌尖或舌叶。你可能会用舌尖发这些 

词，用舌叶发另外一些词（比如,有些人发［s］的时候，舌尖放 

在下齿后背,在舌叶和龈脊之间形成缝隙；而有些人发［s］的 

时候舌尖上抬）。请体会一下你通常是怎样发这组词中的龈 

辅音的，然后再试试用另一种方法来发这些词。区别齿音和 

龈音较好的方法是发Ze"和tenth （或者n , nth）两个词，其中哪 

个〃的发音更靠后一点？（多数人发第一个音是舌尖抵住龈 

脊，发第二个音- 齿音，是用舌尖接触上齿背）

5 卷舌音（Retroflex）
由舌尖和龈后部形成。很多说英语的人完全不发卷舌13 

音，但-一些人把rye^rouc\ray等词的第一个辅音发成卷舌音。 

请注意发这些词时的舌尖位置。一些人发ire, hourair词 

尾的厂时，也可能发成将舌尖伸向龈的卷舌音。

6,龈后音（Post-Alveolar）
由舌叶和龈后部形成。如发/八3这几个词。发 

辅音时，把舌尖平放在下齿后背，或者把舌尖抬起接近龈脊， 

但舌叶总是接近龈脊的后部。因为这些辅音的调音部位在龈 

脊和硬腭之间，因此也可以把这些辅音叫作腭龈音（pa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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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veolar） „请试发shipshape 一词，先把舌尖抬起，然后放下。 

注意舌叶总是向上抬起。当吸气时，保持舌叶的位置不变,你 

会更清楚地感觉到舌叶这个调音部位。吸入的气流使你在舌 

叶和龈脊后部之间的最狭窄处有凉飕飕的感觉。

7 .硬腭音（Palatal）
由舌头前部和硬腭形成。慢慢发卯〃这个词，你就可以离 

析出这个词的第一个辅音。如果只发这个辅音，你应该能感觉 

到舌头前部向硬腭靠近。试着保持发第一个辅音时的状态并吸 

气，你很有可能感觉到位于舌头前部和硬腭之间的冷气。

8 .软腭音（Velar）
由舌头后部和软腭形成。在英语中"以力JagJwg等 

词后面的辅音是调音部位最靠后的音。在这些辅音中.舌面 

后抬起接触软腭。

根据上面的描写，我们可以把这些音区别开来。第一、第二个音，即 

双唇音和唇齿音，可以称为唇音，因为它们起码都用到了下唇；后面四个 

音，即齿音、龈音、卷舌音、腭龈音，有一个共同点是舌尖或舌叶抬起，是 

舌冠音;最后,软腭音也叫舌面后音，用舌面后部发音。硬腭音有时归为 

舌冠音.有时归为舌面后音°有关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提到。

要体会不同的调音部位，请仔细体会一下fee .theme .seethe等词第 

一个辅音的发音。自己发这些音，看它们是清音还是浊音？注意，发这 

14组清辅音时.调音部位依次向后移动,从唇齿、上齿、龈到腭龈。

黔口-鼻过程

请体会一下忆"且、小〃、厂am等词末辅音的发音。发这些音时.要请 

注意让气流从鼻腔流出。在这些音形成过程中，成阻部位从rang的软 

腭部位到S77的龈部位,然后是rant的双唇部位，依次向前移动。发每 

个音时，气流都是从鼻腔通过。因为软腭下降阻止气流从口腔通过。

多数发音是软腭抬起，形成软腭闭塞。当软腭下降时，口腔通道 

堵塞，所发的音就是我们所说的鼻辅音。软腭的升降统辖着口-鼻过 

程，是口音和鼻音的一个区别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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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音方式

大部分的调音部位可以有几种基本音姿。调音器官可能会暂时 

或较长时间堵塞口腔通道，也可以将口腔变得很小，或者通过调音器 

官彼此接近来改变口腔的形状。

4塞音

调音部位完全闭塞，阻止气流从口腔出来。塞音有两种类型：

口塞音 调音器官在口腔中形成阻碍，软腭上升堵住鼻腔通道， 

使气流完全受阻。一旦口腔中的压力增大，就形成口塞音（oral stop）o 
当发音成阻部位分开时，气流得到释放，产生很小的爆发音。这类音 

出现在夕那、〃”（双唇成阻），（龈成阻）以及（软腭成 

阻）的辅音中。图L9显示了发y双唇塞音时调音器官的位置。这 

些音在国际音标系统中称作爆发音（plosives）。

图1.9 |发人”双唇塞音的调音器官位置

鼻塞音 软腭下降，气流在口腔中完全被堵塞,只能从鼻腔流出.

从而形成鼻塞音（nasal stop）.这种类型的音出现在〃小（双唇成阻）、 

Mg/t（龈成阻）中的第一个辅音和sa，7g（软腭成阻）的最后一个辅音 

中。图1.10显示了一词双唇鼻塞音的器官位置。除了刚才说的 

软腭成阻，这个塞音与图1.9中所显示的加了 一词中的双唇塞音之间 

没有什么区别。虽然这些鼻塞音和口塞音都可以归为塞音，但塞音 

（stop）这一术语通常被语音学家用来表示口塞音，而鼻音（nasal）通常 

用来表示鼻塞音。击"开头的辅音分别叫作龈塞音和龈鼻音。15 
因此，塞音狭义上是指受阻的气流只从口腔流出所发的音，但广义上

是指完全受阻的气流从鼻腔和口腔流出所发的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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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发my双唇鼻（塞）音的器官位置

人擦音

两个调音部位很接近,形成不完全堵塞的狭窄通道，从而产生湍流。 

发出这喳喳音就跟风在拐角处形成风哨声的机制类似。/海”力（唇齿擦 

音），thigh、从齿擦音），行加、之3）（龈擦音），以及办y（腭龈擦音）等词中 

的辅音就是擦音（fricative） .图1. 11是.My一词中腭龈擦音的调音部位 

图。注意舌叶和龈后部之间的声道狭窄情况。像中带有喳 

声的高频音被称为呦音（sibilants） .

图1.11 |发My腭龈（龈后）擦音的器官位置

近音

两个调音部位接近,口腔通道变窄，但未到达形成湍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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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yacM的第一个辅音时，舌体前部向口腔顶部的硬腭靠近.但未产 

生摩擦。we （双唇和软腭近音）和短碇，（龈近音，一些人所发之音）中 

的辅音.也是近音（approximant） 0

4边音（边近音）

气流在口腔的中部受阻，在舌头的一边或两边跟口腔顶部形成不 

完全阻塞。请发/那一词，观察舌头是怎样抵住龈中部。延长发该词 

的第一个辅音，我们可以观察到，不管舌头跟龈闭塞有多紧，气流都可 

以畅通无阻地从舌两边通过。因为气流不受阻，也无摩擦.所以这种 

音也被归为近音。像人中的辅音就是龈边近音.通常只称龈17 
边音，它们的近音身份是假定的，保持发辅音时的位置，并同时往里 

吸气.你会发现是舌头的哪一边没有与口腔顶部接触。舌头没有与口 

腔顶部接触的那一边会有凉飕飕的感觉。

小辅音附加调音方式

在这基础性章节中，没有必要讨论世界众多语言所有的调音方 

式- 在英语中也无需讨论。但是，了解颤音（trill）,有时也称作滚音 

（roll）和拍音（lap）,有时也称作闪音（flap）这些术语却是非常有用的。 

舌尖颤音出现在苏格兰英语的一些词语中，如rye和厂aa，中的辅音就 

是颤音；西班牙语中的滚音厂是颤音；拍音就是舌头直上直下地触一 

下龈脊像出现在很多美式英语中pity的中间那个辅音。

一些音的形成不止包含一种调音方式。请发，加〃外想想你是怎 

样发第一个音的。先是舌头抬起接触龈后部形成塞音持阻，然后持阻 

释放，因此在相同的调音部位产生了摩擦。这种先持阻，然后立即又 

形成摩擦的联合形式称为塞擦音（affricate）。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是 

龈腭塞擦音。〃厂“ 一词开头的辅音和最后的辅音是清塞擦音，而 

加dge 一同开头的辅音和最后的辅音是相应的浊塞擦音。发这些音 

时，调音部位（舌尖或舌叶跟龈脊）先是成阻，成闭塞状态，然后，成阻 

部位不是一下完全分开.只是轻微分离。因此在同一调音部位上形成 

摩擦。你可以自己发这些音来感觉一下调音器官的运动。

英语中以元音开头的词（如eek .oak .ark等）在发音开始时有一个 

喉塞音（gkNtal stop）o由于在词的拼写方式中没有表现出来，这个音 

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在两个相连词（第一个词以元音结尾，第二个词 

以元音开头）的发音序列中，喉塞音是比较明显的。比如，"eeeas/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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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fleeced不同，casZ之前有一个喉塞音。

总之，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辅音是从五个方面来描写的：（1） 
18声带状况（浊或清）；（2）调音部位；（3）央音或边音；（4）软腭抬起形成 

闭塞（口音），或者软腭下降形成鼻音；（5）调音方式。

因此s加g一词开头的辅音是一个（1）清音，（2）龈音，（3）央音， 

（4） 口音，（5）擦音；收尾的辅音是一个（1）浊音，（2）软腭音，（3）央音， 

（4）鼻音，（5）塞音。

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把五个方面描述到。除非需要给用来对比 

的音作一个精确的描述，通常假定辅音是央音而不是边音，是口音而不 

是鼻音。所以，（3）（4）常常可以省略.因此五明开头的辅音，简单地说 

就是龈清擦音。当描述鼻音时，（4）必须详细说明，但（5）可以不提。所 

以，sing最后的辅音,可以简单称为软腭浊鼻音。

黜辅音的声学特征

这里，我们不会深入研究辅音的声学特征，只是简单关注辅音波 

形图和语图中的一些明显特征。任何波形都不反映调音部位的特点， 

但是却能反映塞音、鼻音、擦音和近音这几种主要调音方式的明显差 

异。此外，正如上指出的，我们也可以从波形上看出浊音和清音之间 

的差异。虽然它在语言交际中起到的作用很小，调音部位特征在语图 

中更明显。

图1. 12上面部分是 It' $ very central and the a partrnent is 

really nice的波形图，用正常拼法粗略记写的。下面部分是这个句子 

KBk的语图（该句子是由一个都柏林人发的，在网络平台的“Extras”部分， 
I Extras /

----- 你可以听到这段发音）。其持续时间为2秒钟。

请主要看图中做标记的地方。不管是在波形图还是语图中，〃气和 

nice中的擦音和元音完全不同。但是,中的鼻音和中的边 

音在语图上更明显。

在波形图和语图中分别找一找nice中的“n”。即使你还不知道怎 

么看语图，也很可能发现它上面的一些明显变化（发音时用的力量小 

了，图上相应部分的颜色就变浅。好像有人用橡皮在中间擦出了一个 

19竖的白条），而波形图上这一点很难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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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2 短语 It* s very central and the apartment is really nice 的波形图和

语图

蒯元音发音

发元音时，调音部位不接近，气流通道相对畅通。因此，发辅音比 

发元音时更容易感觉到舌头的位置。我们可以用舌头最高点的位置 

和唇形来大致描述元音（在后面将看到用声学术语进行的精确描述）。 

图 1. 13 是 heed、hid、head、had、father^good y food 中一'组词兀音 

调音部位的位置。发这些音时，舌头和嘴唇的运动贯穿整个元音。我 

们可以从网络平台的X光视频图1. 1中看到这些。图中所示的位置 

是发这些元音的目标位置。

正如你所看到的,所有元音的发音都是舌尖抵住下齿背，舌身呈 

弧形上抬。请你通过自己的发音来核对一下。你会发现［h］音可以延 

长，而且，［h］和其后元音之间没有口腔运动。［h］就好像是其后元音 

的清音版一样。前四个词的元音，舌头的最高点在口腔前部，所以称 

为前元音（front vowels） o在发heed 一词元音时，舌头非常靠近腭部 

（先保持发这个元音的目标姿势后，试着往里吸气就能感觉到舌位很 

高，舌和腭非常接近），在发力以‘一词元音时，舌头跟口腔上部之间的 

距离比发丘ed一词中的元音时大（发这个元音或者其他大部分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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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以上述呼气的方式来确定舌和腭之间的距离，因为两个调音器官 

20之间距离比较大，很难通过往里吸气的方式来感觉到舌位的高低）.

和九ad中的元音，舌位较低。如果对着镜子发这四个词的元音.

你会发现,虽然嘴的开口度越来越大，而舌头仍位于口腔前部。heed - 

词的元音为前高元音/ad中的元音为前低元音。而发另外一些词中的 

元音时，舌位处在这两个端点之间,所以称为前中元音。hid中的元音 

是次高元音“ead中的元音是次低元音。

图 1. 13 1. heed, 2. hid t 3. head t 4. had 5. father, 6. good t 7, food 中元音

的调音器官位置。元音2.3和4的双唇位置位于1和5之间。元音 

6的双唇位置位于1和7之间。

现在我们试着发九"、good、/。”/中的元音。图1.13是发这些元 

音的器官目标位置。发这三个词的元音，舌头接近声道的后部。这些元 

音被归为后兀音（back vowels） o在发food 一*词兀音时，舌体的位置最高 

（因此称作后高元音），而发father中的第一个元音时，舌体的位置最低 

（因此称作后低元音）。go。，中的元音是后次高元音。当你保持着发 

food中的元音姿势时，由于舌头和腭很近，以至于当你吸入空气时,可 

以感觉到有一股冷气进入口中。

发不同的元音,唇形变化相当大。发次高元音和后高元音（如 

21 8。。八/。。〃）时.上唇和下唇靠得更近，尽管在一些美式英语中不是这 

样。请对着镜子发 heed、hid、head »had ^father、good、food 中的元 

音，看看你的唇位。你可能发现最后两个词除了因下颌的升降所产生 

的运动外，还有唇的运动。这种唇形活动叫做圆唇化。唇形前撮运动 

最值得注意，因此，兀音还可以从圆唇（rounded,如wh o ' U）和不圆唇 

（unrounded,如/zee"）角度进行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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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元音音姿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描述：（1）舌体的高低；（2）舌 

位的前后；（3）唇形圆展。图1. 14提供了一个舌位最高点的相对位 

置。请发图中所示词的元音，检查一下你的舌头变化。虽然在发 

heed.hid.head.had这些词元音时你很难感觉到自己舌头的位置.但 

是可以在发这些元音时.通过观察自己的下颌位置来体会舌体高度。你 

也可以通过比较he和who中的元音来体会前后元音的不同。请默读这 

些词，集中体会一下与元音相关的舌唇变化。你也能通过发he和w/to 
中的元音来感觉舌头从前向后移动，并可以感到你的嘴唇变得更圆。

正如图1.14所示，从舌头的最高点来说明元音也不能完全令人 

满意。原因是：第一，一*些被称为高兀音的音舌位高度并不一致，后高 

元音（点7）的舌头高度没有前高元音（点1）的舌头高度高；第二，所谓 

的后元音在后的程度上也不一样；第三，你可以通过图1. 13看到，这 

种说明忽视了前后元音在舌头形状方面的巨大差异“此外，在说明不 

同元音舌位高度时并没有考虑到咽腔的宽度，而咽腔的宽度变化范围 

较大，而且在不同的元音中咽腔并没有完全依靠舌头的高度来变化。 

我们将在第四章和第九章讨论一些元音描写的好方法。

图 1. 14 | 1. heed, 2. hid, 3, head, 4. had t 5. father t 6. good, 7. food 中元音

।的舌体最高点的相关位置

刖 后

高 1•

中
2. •7

3. •6

低
4. •5

-------------------------------------------- 22

黜元音

研究元音需要很多声学知识，比我们在本书这部分能够用来处理元 

音的知识要多。这里我们所用的声学知识并不多，但通过这些知识我们能 

够解释有关元音的一些十分明显的事实。除音叉造成的纯音外，所有声 

音，包括元音都有一个复杂的结构。我们可以把元音看成是由一系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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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1.5

频率同时构成的声音。其中，它的基频取决于声带颤动所产生的脉冲，它 

的陪音(ovcrlone)频率取决于声道共鸣腔的形状。这些陪音■频率使元音具 

有与众不同的音质。从图1. 12的语图中可以看到这些陪音。Apartment 

中的第二个元音图上有标识，而且•还有三条明显的黑色横杠。这些横杠 

也出现在其他元音处，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八章详细讲解,这里我们只是简 

要地说明如何通过陪音频率将一个元音和另一元音区别开来 。

正常情况下，人们不可能把元音各自独立的陪音听成有区别性的 

音高。对音高的唯一感觉是，所发元音的音高取决于声带振动的频 

率。但在一些情况下，每个元音的陪音也能听到。请试着发人，以、 

hid Jiead、had、hod、hau^d、hood、ivho y d 这些词中的兀音，把这些兀 

音发得长一点。现在再悄声发这些元音。此时声带没有颤动,也没有 

有规律的音频。但是,你可以听到这组元音形成的一系列声音，而且 

这些声音的音高依次降低。你所听到的是表现这组元音特征的陪音。 

Heed中元音的陪音最高"awed Jood或中元音的陪音最低。 

这三个元音哪一个的陪音最低取决于你的地方口音°英语口音在这 

些元音的发音上有一点儿不同。你可以在本章相配的录音材料中听 

到这些元音耳语声。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来形成与上面音相似的耳语音高。试着发一 

下高音调的哨音，然后发尽可能低的哨音。你将会发现,要形成一个

高音调，你的舌头就得处在发heed 一词元音的位置上。要发一个低 

音调，你的舌头就得处在发力Jood和7X力等词某一-元音的位 

置上。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些高的音高和人短中的前高元音有 

关，而一些低的音高和后元音有关。发最低的耳语音调时，舌头和嘴 

唇的动作非常像发w/io中元音的动作。我已经发现一种教人发后高 

元音的好方法，那就是让他们发最低的耳语音调，然后逐渐抬高声音。

将声带颤动的声音减到最低的另一种方式是用一种非常低的嘎 

裂声(请听网络平台补充材料例1.4中相应的录音)来发元音。如此 

23很容易形成这种低音，如人心和儿H中的元音。一些人能发出嘎裂 

声,在发这种声时•声带颤动的频率非常低.以至你可以听到每一次声 

带颤动。

请试着用嘎裂声来发had、head、hid、heed中的元音©你应该能 

听到其间音高的变化，虽然这些元音的音高是相当低的嘎裂声的频 

率。当你按照顺序发泡JwdJzad中的元音时,你可以听到元 

音的音高以大致均等的幅度稳定增加。现在用嘎裂声的方法发hod. 

儿.人碇成。"中的元音。这三个元音带有音高平稳降低的陪音。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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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例1. 4中有赖福吉用英式口音发式eH、力发、Jazved、 

hood.who9d的一段录音。其中，前四个元音的音高逐步增加.而后四 

个元音的音高是逐步降低的。

总之•元音的音高是多变的，但是不同元音之间是通过两种跟它们 

陪音相关的典型音高彼此区别开来。heed .hid. head. had .hod. hawed. 

hsKlmho'd中的元音，大部分都是高频向低频递减，这种情况大致与前 

后元音间的区别相对应。元音音高高,舌位就低；元音音高低，舌位就 

高。这跟我们在发音术语中所说的元音高度一致。这些典型的陪音就 

是元音的共振峰（formaiits）。音高比较低的（带有嘎裂声）的共振峰是第 

一共振峰,音高比较高的（在耳语时能够听到）是第二共振峰。

用共振峰的概念（实际是第二共振峰）来区别元音已经有很长一 

段历史了。大约在1665年.艾萨克・牛顿在他的笔记中就注意到了 

这一点。他写到：“把啤酒或水连续地倒入一个很深的酒壶里，就会发 

出,、〃*、。"、?、八'几个元音的声音。”（这里所用的符号是跟牛顿笔 

记手稿的字母最接近，这些手稿存放在英国博物馆。这些符号可能是 

指 woo ^hool、foot、coat、cot it J）ee、.ye 等词中的兀音）。请用水（或 

啤酒）装满一个又深又窄的玻璃杯,随着杯子逐渐装满.看看你能否听 

到一些像这些词中元音的第二共振峰一样的东西。

邮）超音段

可以认为.语音是由元音和辅音组合而成的，元音和辅音组成音 

节，从而构成话语。附加在音节之上的还有另一些特征,即众所周知 

的超音段特征，包括重音和音高变化，时长变化通常也被认为是超音 

段特征,尽管它能影响单一片段以及整个音节。我们把发音及其相对 

应的语音声学详解放到本书的后面再讲。 24
英语用重音变化来区分名词和动词.如（a〃）insult和（）insult 0 

请你自己发一下，并确定哪一个音节是重读音节。然后，比较与其相 

^EXAMPLE

1.6

似的词对,如（a ） pervert、（ f。）pervert 或 者（an ） overf Iotv > （ /o ） 
overflow.听补充材料里的录音，你应该能觉察到，在名词中，重音在 

第一个音节上；在动词中,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to因此,英语的重音 

可以表达语法意义a重音还可以用来表示对比强调（如：/索以7" a red
pen, not a black one） o重音变化是由（1）呼吸肌活动的增强来实现的。 

随之.所发出的声音变大；（2）把元音和辅音特征（如元音高度和塞音送 

气特征）加以0张；（3）使音高发生变化，以致高音更高.低音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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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17 /

25

你在发每个音节时试着用手指轻轻地拍打.通常很容易找到重音音 

节。试试发a儿加〃在第一个音节处拍第一下，然后在第二个音节 

处拍第二下，在第三个音节处拍第三下，依此类推。如果以正常方式发 

这个词，你将非常容易在第二个音节上找到重音，而不是第一个音节。

由喉头活动引起的音高变化完全不同于重音的变化。这些变化 

和声带振动的频率有关。在本章的前半部分，我们把声带的振动频率 

称作“音高”，以区别于元音的陪音特征（“口腔音高”兀音高其实就是 

唱歌时不同音符的变化。因为声带的每一次开合都在波形图上产生 

一个气压峰。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波形图上气压峰出现的频率来估计 

声音的音高。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测量语音的频率°频 

率（frequency）是一个描述语音声学特征的专门术语，也就是一秒钟内 

振动循环完成的次数。计算频率的单位是赫兹，通常简写成Hz。如 

果声带在一秒钟内完成了 220次开合运动，我们就说语音的频率是 

220Hz。图L4中元音［a］的频率是10（）Hz,也就是声带每10ms（百分 

之一秒）振动一次。

语音的音高（pitch）具有一种可感知的特性，它能使听者在不考虑 

声学性质的情况下区分出语音的高低。实际上，当语音的频率增加 

时,音高也变高。一些介绍性的课程大多将语音的音高等同于它的基 

频（fundamental frequency） o但事实上，一些书并没有把这两个术语 

区分开来，用音高这个术语同时表示一种听觉属性和物理属性。

句子中的音高模式就是人们感知的语调（intonathm）。当一个人 

说句子This is my 加力e厂时，请听听它的语调（语音中音高的变化） 

（你也可以自己说这个句子，或者在补充材料中听它的录音）。试着找 

出音高最高的音节和最低的音节。多数人发音，音高最高的地方在 

〃，浜r 一词的第一个音节上，音高最低的地方在第二个音节上，也就 

是句子的最后一个音节上。现在观察一下问句this your father'! 

中的音高变化°此句中几比"的第一个音节的音高比最后一个音节 

的音高要低。英语中如That's a ca/.从陈述句到疑问句，尽管词序不 

变，意思却可能发生变化。如果用上升的语调替换下降的语调.就会 

产生表示惊讶语气的问句：T/mZ'sa c"?
所有超音段特征需要通过相同话语中的其他成分来表现.音高、 

音长和重音程度的相对差异才有意义。不管你是大声喊还是轻声说. 

可以强调一个音节，暗示另外一个音节不重要。孩子跟大人一样也可 

以有相同的语调模式，尽管孩子的语音要高一些，但他们的绝对值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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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语言学意义。当然，他们的语音传达了有关年龄、性别、情感和对讨 

论题目的态度等方面的信息。

4））要点回顾

本章我们介绍了以下几个基本概念：

＞声道不同部位的名称口

＞辅音发音特征的五个方面：（1）调音部位，（2）调音方式，（3）浊 

音/清音，（4） 口音/鼻音，（5）央音/边音。

＞波形图和语图中辅音的声学特征，如振幅、周期和频率等。

＞元音描写中的三个方面：前/后、高/低以及圆唇/不圆唇。

＞以共振峰频率为焦点的元音的声学特征。

＞词重音、句重音和语调等超音段特征。

本书内容以螺旋式编排，本章出现的基本概念还会在书中出现两

次:一次和英语语音学（中篇）有关，一次和普通语音学（下篇）有关。 26

《）））练习

A.在图1. 15上填写调音器官的名称。

图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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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7 13. 14.

B.用下面图表描写sk in fl ini 一词中的辅音。

C.仿照给出的第一个辅音将下面五栏填好。

1
清或浊

2 3 4 5
调音部位中央或旁边 口或鼻 调音方式

清音 龈音 中央 口音 擦音

D.图1.16 a—g列举了到目前为止除了卷舌音外我们讨论过的所有 

调音部位，（我们将在第七章讲解卷舌音）。下面填充：（1）调音部位, 

（2）调音方式，（3）举一个以这个音作为开头的英文单词。

（1）调音部位 （2）调音方式 （3）举例

d

a
b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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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除卷舌音以外所有已讨论过的音的调音部位

E.学一门新的学科，经常要涉及大量术语。语音学在这方面又特别 

具有挑战性。在做这个作业之前请反复阅读本章术语的定义。先把 

每个词读一遍•然后听发音。注意不要混淆了拼写形式相近的词。发 

音时可以用镜子帮助区别语音。

1.圈出以双唇辅音开头的词

met net set bet let pet
2.圈出以软腭音开头的词

knot got lot cot hot pot 28/29
3.圈出以唇齿音开头的词

fat cat that mat chat vat
4.圈出以龈音开头的词.

zip nip lip sip tip 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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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圈出以齿音开头的词

pie guy shy thigh thy high
6 .圈出以腭龈音开头的词

sigh shy tie thigh thy lie
7 .圈出以擦音结尾的词

race wreath bush bring breathe bang
rave real ray rose rough

8 .圈出以鼻音结尾的词 

rain rang dumb deaf
9 .圈出以塞音结尾的词

pill lip lit graph crab dog hide 
laugh back

10,圈出以边音开头的词 

nut lull bar rob one
11 .圈出以近音开头的词

we you one run
12 .圈出以塞擦音结尾的词 

much back edge ooze
13 .圈出中间辅音为浊音的词

tracking mother robber leisure 
massive stomach razor

14 .圈出含有高元音的词

sat suit got meet mud
15 .圈出含有低元音的词

weed wad load lad rude
16 .圈出含有前元音的词

gate caught cat kit put
17 .圈出含有后元音的词 

maid weep coop cop good
18 .圈出含有圆唇元音的词

30 who me us but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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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根据例子,将下列词中间的辅音区别开来

清或浊 调音部位 调音方式

adder 龈浊 塞音

father 

singing 

etching 

robber 

ether 

pleasure 

hopper 

selling 

sunny 

lodger

G.完成图1.17的剖面图并说明其中每个词第一个辅音发音时调音 

器官运动的目标位置。如果是浊辅音•在声门地方画一根波浪线表示 

声带振动。如果是清辅音，画一根直线。

图 1. 17

例：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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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图1. 18是短语Tom saw 7iine wasps的波形。请仿照图1. 11.用 

通用的拼写字母来标记这个图，将字母标记写在每个音的中心，也要 

标写调音方式。

I.自己说一句话，并制作波形图，展示不同的调音方式。你可以使用 

WaveSurfer 软件(http ：//www. speech, kth. se/wavesurfer/ )，也可 

以用 Praat 软件(http :〃www.praat. org ) o
J.回忆一•下 heed、h id、head、had、hod、hau)ed、hccd、zvho'd 等词中元 

音的第一共振峰(嘎裂声中听得最清楚)和第二共振峰(耳语中听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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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把它们的共振峰和下面这些词的元音共振峰进行比较。

第一共振峰和哪个词

中的元音共振峰相似 

bite

第二共振峰和哪个词 

中的元音共振峰相似

bait

boat

K.下一章我们将开始使用语音学的音标 O 接下来的练习是通过强调

语音和拼写之间的不同来为下一章学习音标做准备。

下面每个词中有多少种有区别的语音? 圈出正确的数字。

1. laugh 1 2 3 4 5 6 7
2. begged 1 2 3 4 5 6 7
3. graphic 1 2 3 4 5 6 7
4. fish 1 2 3 4 5 6 7
5. fishes 1 2 3 4 5 6 7
6. fished 1 2 3 4 5 6 7
7. batting 1 2 3 4 5 6 7
8. quick 1 2 3 4 5 6 7
9. these 1 2 3 4 5 6 7

10. physics 1 2 3 4 5 6 7
11. knock 1 2 3 4 5 6 7
12. axis 1 2 3 4 5 6 7

L.在下面这几组词中，每组词之间元音发音不同的只有一个词，请圈 

出这个词。

1. pen said death mess mean
2. meat steak weak theme green
3. sane paid eight lace mast
4. ton toast both note toes
5. hoot good moon grew suit
6. dud died mine eye guy 34



第二章

音系学音学 

标音

很多人认为学习语音学只是简单地学习使用音标。实际上在语 

音学学习中还有比学会使用这一套符号更重要的内容，语音学家能够 

描写言语、理解言语发生和感知的机制，并且知道语言是如何利用这 

一机制的。可见，音标不仅是描写语音的工具，也是理解言语的重要 

工具。

本章中我们将探讨如何给单念言语(展示某个目的发音模式和发 

音过程的形式)的语音标音。这叫作言语的注音形式(citation style) o 
它在语言的记录与词汇编纂工作中非常有用，同时也是音系学中最基 

本的语音描写方式。在第五章，我们将探讨如何给连续言语 

(connected speech)中的语音标音。在对单念言语的一段话进行语音 

描写时，语音学家一般关心这些语音是如何传达不同的意义。在多数 

情况下，他们只描写有意义的发音，而不是语音的所有细节。如，在发 

英语词£那时.一些人用舌叶抵住齿龈发出辅音』，另一些人则用舌尖 

抵住齿龈发这个音。这种发音差异不会影响这个词(在英语中)的意 

义，所以通常不加描写。我们只从关注这种最简单的标音形式入手来 

研究语音•有时把这种音标叫作宽式标音(broad transcription) 0
为了理解音标描写的对象，我们有必要掌握基本的音系学原理。 

音系学(phonology)是描写一种语言语音系统和语音模式的科学，它涉 

及对一种语言有区别意义语音的研究。也就是，对于形成对立的语音 

成分，我们首先要判断它是否能区别意义。儿童习得言语时需要作出 

35这样的判断，例如,力，e和rzg4两个词的首辅音，儿童起初并没有意 

识到二者的差别，后来意识到这两个词以不同的音开头，最终他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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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了区分所有能改变词义的语音。另外,他们可能会意识到Up中的 

第一个音和加〃中的最后一个音不同，但也有可能把加〃的最后一个 

音发成起首的Za在向标准的英语发音形式靠近的过程中，他们会逐 

渐认识到英语语音在词中的分布规律。所以，儿童在习得语言时，不 

仅要学会能区别意义的音，还要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发音器官，并认 

识到语音的使用和分布规律。

音系分布中有一个基本特征叫作区别特征（distinctiveness）或对 

立特征（contrast）。当两个音能够被用来区分词义时，它们就具有区 

别或对立特征Q这一特征同时也是音位特征（phonemic）。在语音学 

和音系学中，“区别”“对立”和“音位特征”这三个词几乎同义。比如， 

你在发pill和/"时，舌头是抵住口腔上部不同位置的。如果把lip 

中的/友成pill中的/,那就应该写作llip.这两个发音因为舌形和 

舌位不同而有所区别。然而，这种区别不是对立性的，因为不能区别 

词义 lip和〃，力不是英语中的两个不同的词。

这就是说,如果两个词的不同表现在一个音的差异上,那么这肯定是 

音位差异，如white和right ycat和bat 0具有区别特征的音在语音学标音 

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一方面需要简化标音（不能把所有细微的语音 

差别都记录下来），另一方面又不能遗漏掉如音位对立这样的重要信息。

我们不能凭拼写形式来判断两个音是否是不同的音位。如， 

phone和foam尽管拼写不同，但它们起首音是相同的。再举个复杂 

点儿的例子，在旌y、ca厂两个词中，尽管拼写形式一个是K另一个是 

c,但我们认为两个词起首音是一样的。当然.在这个例子中，两个音 

存在着细微差别,并不完全相同。假如你用耳语方式发两个词的起首 

辅音，极有可能听出其间的差别。你会感到舌头碰到口腔上部的位置 

有所不同。这个例子说明，有些音之间存在细微差异，但它们并不形 

成对立。Key和m厂起首音虽存在着细微差别1，但这种差别在英语中 

并没有改变词义，因此它们都是同一个音位的成员。

在第一章我们注意到语音的细微变化不会影响意义。比如，发 

true时舌头比发ha时更靠后，死7〃人中的7?可能是齿音，而立"中〃通 

常是龈音。在某些情况下，一个音位的某个成员跟其他成员之间存在 

很大差异。如，许多美国人（和一些更年轻的英式英语发音人）在读36 
pity时，所发的/与pit 一词末尾的，很不一样。pity中t的发音更 

像同样.在〃中的/也是这样。在这个词中，你发起首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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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音，但仍然可以听到/的音（试着发这个音）。当你读出整个词play 

时"是典型的清音，与中/的发音很不一样。发心3起首音/时， 

你会非常清晰地听到一个浊音。

我们经常要记写所有的语音以及能区分词义的语音对立形式。 

这种标音被称为音位标音（phonemic transcriptions）。相对晚近的书 

面语言（如斯瓦希里语和很多其他非洲语言）都是音位拼写系统。在 

斯瓦希里语中一个句子的书写形式与它的音位标音之间差别非常小。 

英语的发音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变化，但其书面拼写形式仍与当初基本 

保持一致，所以，英语音位标音与它的书写形式不同。

出））辅音标音

在英语中我们可以通过辅音对比来探求音位。有一种分析音位 

的好方法，就是找到一组组押韵的词。如：所有在词起首位置上只有 

一个辅音且跟仅e押韵的词。一组词中，能使彼此区别开来的语音单 

位叫作最小单位（minimal set） o表2. 1第二栏列出了一系列最小单 

位。许多跟pie押韵的词，如5py、try、spry,它们的最小单位都是以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音序列开头的。在列表中有些词的开头是两个 

辅音字母（小小入防队.、佃），但它们都是单辅音。以shy为例，它并不 

像沙）和Z匚y那样以两个辅音序列开头。你可以把这些词记录下来， 

这样就可以看到沙y和次丁中起首辅音的不同。

有些辅音并没有出现在跟加a押韵的词中。假如我们允许把字 

母的名称看作词，那我们就会发现另外一大批以辅音起首的词跟pea 

押韵。我们把这类词列在表2.1的第三栏。（英式英语发音人要记 

住，在美式英语中字母表上最后一个字母z属于这个组而不属于跟 

bed押韵的一组词。）

即便在这个表中，我们仍落下了一些只跟那些在词中间或末尾形 

成对立的辅音。字母〃g经常代表一个单辅音，而且不出现在词的开 

头。在厂一词的末尾你能听到这个音，它和其他鼻音如ram^ran 

中的鼻音形成对立，虽然，小〃g中的元音在英语的不同变体中稍有区 

另U。同样，加ission和vision的中间存在具有对立性的辅音，尽管现在 

英语中很少有词通过这个对立来区别。（在我的英语中有那么一组词 

37 是用此来区别的，表示一■组岛屿名称的词-- Aleutian和 

我们把描写了这些辅音的词列在表2.1的第四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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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中的大部分音标跟我们用来拼写词的字母一样，只有小部 

分有细微差异。语音拼写和语音学应用上的差异体现在字母c中。 

有时它用来表示辅音 M，比如*但有时又用来表示辅音 

[s],比如cellar receive o在同一个词中，两个c甚至可以分别表示 

[k]和比如和access。有时音标音值与相对应字母不同， 

如出]，它被用来表示g”和中的音，但从来不会表示age中的 

H或者字母g的音值。

表2. 1 表中符号用来记录英语辅音（在其他书中也可能用别的替换符号， 

见括号），最后一栏是对第一栏语音学音标的传统叫法。

P pie pea 小写字母p

t tie tea 小写字母t

k kye key 小写字母k

b by bee 小写字母b

cl dye D 小写字母d

g guy 小写字母g

m my me ram 小写字母m

n nigh knee ran 小写字母n

0 rang e?ig (或 a7igma)

f fie fee 小写字母f

V vie V 小写字母p

0 thigh 希腊字母”内〃的竖起形式

d thy thee 来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字母eth

s sigh sea listen 小写字母5

z z mizzen 小写字母之
J(s) shy she mission esh （或长的5）

、（z）

1 lie lee

vision 长的z （或者yogh） 

小写字母/

<1 rye 例写的字母厂

j（y） ye 小写字母j

h high he 小写字母h

请注意下面音标：

tf(ts) chi (me) chea(p)

d3(dz) ji( ve) G

我们还需要用另外一些符号来补充常规的字母表。我们将采用
2.1 |

的符号是国际语音学会（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所创制认

可的部分音标。国际语音学会成立于1886年，由法国、德国、英国、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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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等国家的语音学家组成°本书的封二、封三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国际 

38音标，从第六章一直到最后一章还将详细讨论这套音标。因为需要不

断地提到这些音标，它们的名称都在表2. 1的最后一栏里。

厂。〃g末尾的软腭鼻音，是由字母"和字母［g］的尾巴组成，记作 

［r）］o有些人将这个音标称为匕〃g，还有些人称之为［0］是希 

腊字母历eza的竖起形式，用来标记清的齿擦音，如山igh、thin、 

thimble、ether、breath mouth 等词中的 th ; ［6］叫作 etfi •来源于盎格 

鲁-撒克逊语的一个字母，用于标记［0］对应的浊音•如thy. then, 

them J）re at he中的th o这两个音标是竖起来的（字母标写在基准线 

上，而不在其下兀英文的拼写系统不能区分［句和因为它们都 

写成字母比，如th igh jhyo

shy.sheepish等词中腭龈清擦音［门（长s）,就像把、拉长、拉 

直,标写在基准线上下。与其对应的浊音音标 巴》就像一个长八延 

至到基准线下。这个音出现在诸如vision , measure. leisure几个词的 

中间，以及一些外来词的开头，比如法语词J ,还看一些

外来名字也有这个音，如Zsa Zsao

厂村一词起首的音被标记为［打，一个倒写的字母ro其实，究 

竟是用倒写的厂还是正写的厂来标记厂第，的起始音，问题并不大。 

但由于要和IPA系统保持一致，所以在这个版本中，我们用［打来 

标记。

世界语言中的厂音一般以颤音或滚音形成出现在西班牙语、芬兰 

语、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泰语等语言中。国际音标系统需要使用 

字母［r］的最常见形式来标写，•音的常见变体。这就造成了不同的语 

音学教科书使用不同形式的语音学标音方式。这并不是因为语音学 

家们对于使用哪一套符号没有达成一致，而是因为在某个特定的情况 

下用某种风格的标音会比其他标音方法更合适。本书与普通语音学 

相关，所以对了等词的第一个辅音我们用国际音标［j］表 

示，这样我们可以用音标［力描写另一个音，即法语词tu中的元音。 

采用口］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很多语言中（如德语、荷兰语、挪威语、瑞 

典语，等等）这个字母用在如ja这样的词中，它的发音在我们英语的 

拼写系统中用字母'来拼写。只关注英语语音学的著作一般都在该 

用口］的地方用［y］o 一些语音学书用：s］和［到分别代替国际音标 

［门和［3］。厂"和加dge中的起始音和结尾音都是用两个符号标 

写的：W1和［d3］。这两个塞擦音是由一个擦音构成的（国际音标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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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符号来标写），但是它们在英语中的功能和其他单个音是一样的，尤 

其和其他单个的塞音一样。如果你读一下短语讪力〃6 .Moes和371? 39 
choose并做比较，就可以发现choose可能以［tj］起首。在第一个短 

语中.W 在前一个词的末尾，而［门在下一个词的起首处；但在第二 

个短语中，这两个音在第二个词的起首处一起出现。这两个短语的读 

音差异只是发音时间选择的不同而不是发音的不同。why choose中 

的塞擦音有一个特别短促的擦音起始，塞音和擦音发音的前后顺序相 

比white shoes 一词更严格。而且,有些发音人可能把white中结尾的 

/发成一个同时具有龈塞音和喉塞音性质的音，但塞擦音［l口中的/永 

远不会发为喉塞音。另一1组短语方MeeZs和he cheats、mighl shop 

和my chop的读音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英语没有以起首的词， 

所以就没有用来说明与jar、gentle, age等词同一位置上的浊音 

［d3］读音相同的短语了。

另一些语音著作认为［tj］和［d3］（如在church和judge中）确 

实只是独立个体单位,最好用一个单一的符号给它们标音，比如［引 

和Dio这种用单个符号来标音的方式其实强调了塞擦音是单音的事 

实。有些语音成分是由两个音组成的（如双元音），在标音时，最好把 

两个音都展现出来。而且，我们还可以用连接符号来说明所记的 

音是单个塞擦音而不是辅音丛。因此，why choose中的塞擦音可被记 

作01,以区别于比由"es4心中的辅音连缀以元音起始的词在 

发音时可能有一个喉塞音（第一章我们曾讲过flee east和fleeced的 

区别），标音时用类似问号的［?］来表示。，eeeasZ标写为而 

fleeced则标写为［flist，因其分布的有限性，喉塞音在英语中是不是 

一个独立的音位仍有争议。其他辅音都能出现在词的不同位置（如 

cat scab shack ^active yacross中的［k］） ♦喉塞音只出现在美式英语中以 

元音开始的词中o比较皿耽?汗打和yeasf ［jist］的发音，“元音起始的“ 

词east前有一个喉塞音。在伦敦考克尼口音中,喉塞音还出现在像 

butter和button这样的词的两个元音之间.其他方言可能把它发作 

［t］o在美国口语中，O和bat中结尾的［t］也能被喉化，或（更常见的 

是）发音时加一个喉塞音（也就是［b史年和小疣而）。

关于英语具有对立性的辅音标音还有一个小问题要考察。在大 

多数不同形式的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中，which和,并不对立。 

因此.why和皿＞ 在表2.1（第35页）中我们都说它们是以［w］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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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一些说英语的人区别这一对对的词，如which.、ufitch ; why > 

wye;whetherweathero这些词对儿中前一■词的开头辅音听起来很像 

［hw］,所以，这也不失为一个标写这个清音w的最佳方式,但国际音 

40标系统使用的是［丛］。

岫）元音标音

给英语中具有对立性的元音（元音音位）标音比辅音标音要更难。 

原因有二：一是英语口音中元音的使用差别比辅音大；二是专家们在 

使用哪种符号给元音标音的问题上有分歧。

我们采取寻找辅音对立的方法来找元音对立，请试着找找可以区 

别元音的一组最小对立的词。如，我们可以找一批以Ch］开头、以 

结尾的单音节词，并增补一批只有元音差别的单音节词，构成一 

组最小的词。表2. 2是五组这样的词，你可以听听网络平台上五组词 

的发音，并阅读下面对这些元音的讨论O
我们会考虑到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两种形式的差异。这两种形 

41式的最大区别在于，美式英语把元音前后的［口 都发出来，而在英式 

英语中，［句只出现在元音的前面。美式英语为了区别不同的词，如 

heart和hot，不是通过元音的不同音质来区分（和赖福吉的英式英语 

发音不同），而是发ea rl时带着Qj3 , hot跟的元音音质相同. 

只是其后没有发音人在发here air Jiire时可能会分别把元音 

发得跟he、head、high中的元音一样，只是前面一组同每一个后面会 

跟着一个口许多英式英语发音人通过使用不同的二合元音 

（diphthongs）------单一音节内一个元音到另一个元音的滑动，来区分

这些词。

甚至美式英涪内部在对立性元音的数量上也存有差异。美国中 

西部的许多发音人和大部分西部地区的发音人并不区分像odd和 

a,吆和（4〃R”之类的成对词中的元音。美式英语中一些附加差 

异并没有在表2.2中体现出来。如，一些发音人（主要来自东海岸）区 

别助动词can和名词can ,名词can更具二合元音性质。在这本入门 

性质的教科书里我们将忽略这些微小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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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表中的音标用来给英语对立性元音标音。第一栏适用于许多说 

美式英语的人，第二栏适用于大部分说英式英语的人。最后一 

栏是第一栏的语音学音标的传统叫法。

I 2

1 i heed he bead heat keyed 小写字母,

1 t hid bid hit kid 小的大写字母/

el e! heyed hay bayed hate Cade 小写字母。

£ e head bed 希腊语字母表中第五个字母

a? had bad hat cad ash①

Q Q hard bard heart card 书写体〃
a o hod bod hot cod 书写体a的倒写形式
□ hawed haw ba wed cawed 开口的O

0 o hood could 希腊语字母表中第二十个字母
ou oo hoed hoe bode code 小写字母。

0 o who'd who booed hoot cooed 小写字母”
A A Hudd bud hut cud 倒写的V②

丁 3 herd her bird hurt curd
希腊语字母表中第五个字母的 

反写形式
al al hide high bide height 小写字母a（+l）

au ao how bowed cowed （如上）
01 01 (a) hoy Boyd （如上）
U la here beard （如上）

so hair bared cared （如上）
aU ao hired hire （如上）

另请注意:
ju ju hued hue Bude cued （如上）

表2.2列出了描写成对元音的几种可能的标音方法。本书所采 

用的两种主要标音见于上表的第一栏和第二栏。第一栏适用于描写 

美式英语的多种发音形式，第二栏则适用于描写英式英语的多种发音 

形式。我们已经将这两栏的标音尽可能记写得一致。在第四章你将 

会看到.我们已经尽量使自己的标音描写跟英语语音学权威专家保持 

一致O

① 译按：ash”在许多的字法或表音转写方法中用来代表音质介于定位元音3号和4号 
之间的不圆唇前元音.相当于普通美国英语cat中的元音JPA中符号［纪］用的就是这种定 

义。”（见《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R. L.'特拉斯克编）
② 译按：第五版有此音标.第七版无“根据第七版后文•应保留此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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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上面所使用的辅音音标，表2. 2中的元音音标也同样遵循国 

际音标的原则。跟字母表中普通字母形体一样的音标代表了跟这些 

字母发音相似的音值（与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中字母发音同样的 

音值屋 当然，国际音标所使用的元音字母和世界上大部分的语言一 

样，也是用罗马字母标写的，使用这种字母的还包括其他一些语言，如 

斯瓦希里语、土耳其语和纳瓦约语（Navajo）。英语目前的拼写形式反 

映几个世纪前的发音，那时它仍然使用与标写其他语言元音相似的 

字母。

给英语标音时遇到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即英语元音数远远多于 

字母表中标写元音的字母数。把英语词标写作［si］,［i］代表的音 

跟西班牙语或者意大利语中的行相似（并不完全相同）。但跟西班牙 

语与意大利语不同的是，英语能区分如seat、sit和heed、hid中的元 

音° seat yheecl与sit、hid的兀音有两个方面的区别：在音质上它们有 

细微差别，前者音长要长一点儿。因sit. hid的元音在某些方面跟 

seat的一样，它们用/字母的缩小形式［口记写。我们用符号 

42 ［：］表示音长的不同。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可以用这个符号来表示音 

长差异。在一些元音后加上这一符号可以表示语音上的细微差别。 

但是在音位标写中，它是不必要的，因为英语中的（比如长］:］和短 

［门）不具备区别特征。

在人”、儿〃、〃2”等词中・元音用两个音标序列表示。这表 

明许多英语发音者发这些音时包含二合元音。在这个二合元音中•第 

一个元音跟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中的字母c 一样，如西班牙语“牛奶” 

写作与C&C,读作DetJeJo在英语人"、儿〃、"2”等词中的第二个成分 

是［门，跟记写Qd中元音用的是一样的音标。

表中不同于常用字母的两个音标是［曰和［史］，分别用来记写 

head Jiad中的元音。第一个音标源于希腊字母epsilon^而第二个音 

标是由字母a和e组成的。这两个音标分别以epsilon和ash命名.

多数美国人发heart和hot时元音相同，使用字母a的同一种形 

式来标音。这两个词被分别记写为［haat］和［hat］o但是，一些来自 

东海岸的美国人和说英式英语的人却与上面的发音不同，他们不是通 

过在元音之后发［门来区别这些词，而是用不同音质的元音来区另限 

他们必须使用字母a的两种不同形式来记写，于是这些词被记写为 

［hot］和［hot］。

说不同形式的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人多数能区别以下成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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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如cot和caught、not和naught，音标是字母o的不封口形式， 

可以用在这些成对词的后一个词中.同样,be1rlvd 'bought、Lazu等词的 

元音也可以用［◎］记写。美国中西部和西部地区的许多人无需区别 

如⑶，和从两词中的元音，所以就用不着这个音标了。若一些词 

中的元音后面跟［』］,那么这些元音的发音就不同了，如horse、 

hoarse;但若cot和caught、not和naught之间没有对立，那就没有必 

要用音标 H 来记写这种差别。否则,只会显示出冗余的语音细节， 

偏离了音标只区别音位的原则。

另一个特殊的音标是用来记写hood、could、good等词的元 

音，这个音标是将字母〃的顶部弄弯后的形式。

hoe.dough ^de中的元音是二合元音。对多数说美式英语的人 

来说,第一个音与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字母。记写的发音很相似。许 

多来自英国南部的人在发这些词中的二合元音时，前一个成分与上面 

发音不同，我们把它记作［习- 倒写的字母e。下面的章节中，我们 

会全面讨论这个元音。力促和cod。中的二合元音的最后一个音有点 

类似于从”目中的元音［u］0
La］用来记写中的元音,它是字母p的倒写形式。这个 

音标有时被称为楔号(welge)。其发音类似M，出现在英式英语中一 

些双元音的开头。德国人把［另称作央元音(sdwa)。另一个音标 M 43 
是希腊字母epsilon的相反形式，用来记写pert J)ird ^curt中的元音。 

多数操英式英语的人和那些不发这些词中的［口的美式英语发音人 

经常这么发音。在美式英语多数形式中,厂完全跟元音融合，所以用音 

标［讥］来记写，小钩［］表示元音带着R音化.［/还有一个名字叫 

卷舌化央元音(黄力碇以厂)。

表2. 2接下来的三个词包含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二合元音的构成 

成分。hide Qha 1 cl］中的元音由 cat Ekset］和 hard ［had］或［haad］ 
中的元音开始，移向兀音口」，如/Md ［hid］中的兀音Dio音标［a］用 

来记写这个二合元音的开头部分.,中的元音［ao］由 M 开始移 

向hood中的［u］"” ［boi］中的元音是baud中的和hid中的 

［门的组合。

多数美国人在读表2. 2剩下的词时，总会在其中一个元音之后加 

［口；而大部分英式英语发音人会在这些词中额外添加的二合元音。 

这些词里的二合元音结尾都是［0.跟我们记写许多英式英语发音人 

所发的hoe中二合元音的第一个元音一样。下一段我们将进一步讨 



42 |第二章音系学和语音学标音

论这个音标。一些英式英语发音人（通常是老派）同样会在诸如poor. 

cue中发二合元音。可以将此记写为［s］。一些人会在fire、hire 

［fa9,haa］中发二合元音。其他人发这些音时会把这些词当作两个音 

节来发（就像,它们的音标形式是［faia,ha同。

表2. 2中的词除了 ahoy外都是单音节词。因此，它们中没有一 

个词同时包含重读和非重读的元音。最常见的非重读元音显然是 

［习，我们曾在讨论英式英语的一些二合元音的结尾成分时指出过。 

它通常用德语名称Sch wa （央元音）来称呼。它出现在诸如、soda 

［飞0。6,'50«（1。］等词的末尾，的力力45/5 ^demonstrate ［emfasis. demanstreit］ 
等词的中间，以及厂［3raund,3raiz］等词的开头。在上面 

词中,□是重读符号，放在音节的前面表明是重读。虽然许多美式英 

语发音人在发budjiut这些词时，用的是［出而不是［△］ .我们认为仍 

然可以用来标写英语的非重读音节。对美式英语发音人来说， 

“儿戏和中的重读和非重读元音的区别在于时长而不是音 

质 ［Sb a o
在英式英语中，［s］ 一 般是 brother、brotherhood x simpler 

「brAdjJbrAdshud, simple］等词中《厂的唯一形式。在美式英语中，这 

些带卷舌音色彩元音的词总是被记写为C brAda-, brAda^hod, 
simple］ o ［a］和［丝］都是十分常见的元音。［s］经常出现在非重读 

单音节中，比如，表达语法功能的词the、a、Zo、a"d、〃〃/,在连续言语中， 

被记写为［da,a,ts,and»bat］o
其他一些元音也同样出现在非重读音节中。但是因为英语口音 

44的不同，不太容易说出哪个元音出现在哪个词中。比如，几乎所有说 

英语的人都会区另lj soA/?z'e、sofa和P"丁、力a爪厂词中的最后一个元音。 

但是有些地方口音把sop/zM和pity的最后元音发作，cd中的［i］. 
其他人会发成九遍中的口］ .同样,很多地方口音会区别taxis和 

TVzas中的第二个音节的元音。有人会将山加§中发成 W，而有人会 

发成口1。几乎所有的人都将发为「t£ks3s］。（注意在英语中 

字母工通常表示［ks］的读音）。请将你发这些词的读音跟网络平台 

上的音对比一下，然后确定你该用哪个非重读元音。

EXAMPLE 现在正是做一些标音练习的时候了，这一章的后面有很多这样的 

练习。为了确认你掌握了基本原则，你应该试着做一做练习A、B、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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黜辅音表和元音表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用辅音和元音音标来记写英语中具有对立 

性词的发音。我们还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标音问题。我们 

可以把它们看作相关调音的速记符号。［p］代表双唇清寒音，而［I］等 

于龈浊边近音。图2.1是辅音音标表。调音部位在表的上端.从最靠 

前的调音（双唇音）开始，到以口腔后部发的音（软腭音）还有喉部发音 

（喉音，gloitaD结束。调音方式在表的纵轴上。按惯例.把清音音标 

放在浊音音标的左边来区分清音和浊音。图2. 1辅音表中，音标［w］ 
出现在两个地方。这是因为一个是由唇缝发出的唇音，而另一个是由 

舌后部向软腭抬起发出的软腭音。塞擦音W［、［d3］在表中没有单独 

列出，虽然它们在是英语中也是形成对立的音位。但如果表中列出了 

这两个音，是把它们放在腭龈音一列（擦音列）？还是齿龈音一列（塞 

音列）？国际音标系统的做法是：当塞擦音中的塞音和擦音的发音部 

位不同时，只列出塞音和擦音，以避免混乱。

调
音
方
式

图2.1 下面是我们已讨论过的英语辅音表。只要一个单元格内有两个音标,

那么，左边的表示清辅音，所有其他音标表示浊辅音。注意，表中没有 

塞擦音W.d3］o

记写成对元音的音标也可以作为记写不同音质元音的速记标音 

法。在这一点上有些问题。我们对这些音标的使用比较宽泛，允许 

它们记写不同口元音的不同音值，但是，一般的音值如图2. 2所示。 

这些音标记写在一个表明元音音值可能活动范围的四边形中。D］ 45 
表示一个前高元音，［u］是一个后高元音，［门是一个前次高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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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是一个前半高元音，［＞］是一个次低元音，等等。图2. 2是元音简 

表，它只呈现元音音质的二维空间。如果用它们来描述舌头的运动. 

这两个维度不够精确（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由此可见.图2. 2反映 

不出发不同元音时嘴唇圆展程度的差异，也没有反映出元音的音长、 

如，在很多情况下,它并没有显示出来的音长比要长。

图2.2 元音表用一些记写英语的音标显示相关的元音音质。音标

作为二合元音的第一个成分出现在表中。

辅音表和元音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一章所做的分析，即英语语 

音涉及大约25种不同的舌、唇音姿。英语辅音表有23个不同音标， 

但发这些音只需要11种不同的唇、舌音姿。发时唇姿相 

同，发和［k.g，E时.舌姿分别相同。（用这些音姿发不同的音 

时会有细微的时长差别，但在此可以忽略不计）。擦音是另外4种音 

姿，（央）近音是另外3种，（边）近音另外1种，总共有11种音姿。元 

音表有14个不同音标，每一个都有单独的音姿。但是,正如我们所看 

到的，英语的不同口音在其区别元音的数量上有差异，这就是我所说 

的英语需要大约25种不同舌、唇发音姿势的原因。

所有这些语音同样需要言语机制中另3种主要组成部分--气 

流过程、发声过程和口-鼻过程。气流过程关系到发所有英语语音所 

需的肺气流，发声过程要区别清音与浊音的声带状况；而口-鼻过程则 

是通过软腭上升、下降来实现对鼻音和口音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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岫）音系学

我们在本章一开始讨论了为什么图2. 1和2. 2中的音标只反映 

语音的大体音值。到目前为止.我们只重点讲了英语音位的标写方 

式。从现在开始.当我们要明确表示音位时，就用双斜线//来标记。

如上所述，在语音学标音中，我们可以展现更多的语音信息。例 

如M以、caz结尾的/t/可以是送气的［hAtU，也可以是不送气的 

ChAt'L这和音位的区别性和对立性特征完全相反，我们把和47 

［t ］称作互为自由变体（free variation） o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自由变 

体只是英语的一个特征，其他语言也许并不是这样。比如，粤语中的 

八/总是不送气的，而邹语（Tsou）中的八/总是送气的。

除自由变体以外，还有一种有趣的语音分布现象 受特殊环境

（environments）所决定的语音分布。例如，我们说过，/小和力中的 

/I/是不同的 当/I/出现在音节开头时，其发音特征是舌体下降.而当 

其出现在音节尾时,舌体是向上隆起的。音节尾的/I/称作腭化的/I/, 
标写为带有腭化附加符号的/+/。/I/的这两种发音形式的分布模式为 

互补分布模式（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也就是：普通的/I/出现在 

音节首•腭化的/I/出现在音节尾。类似的互补分布情况也出现在 

peak和speak的"p"中。Peak中的/p/是送气的,而speak中的/p/不 

送气。两者之间的区别用上标［h］来表示.如［kaeJ］中的/t/。因此, 

peak的发音记作［phik］,而speak应为［spik］。［p"］和［p］都是/p/的 

音位变体（aimphcrne）。对于母语者来说.两个音都是“p”（母语者可能 

根本意识不到我们所说的区别）。

语音的三种分布模式如图2. 3（第46页）所示。在前两种情况（对 

立分布和自由变体）下，音位变体的分布环境有重叠-如表2. 1中 

押韵的词。自由变体出现在完全相同的环境下.而互补分布出现在不 

同的环境中一要么是音节首，要么是音节尾；要么是/s/后，要么不 

在/s/后。不同的分布模式对于语音学标音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此， 

首先要强调一点：我们所讨论的语音变体都发生在单念言语而非快速 

或正常的语流中。自由变体和互补分布其实就是母语者拥有的关于 

发音的部分常识。也就是说，要想发音地道，你就得掌握点音系学知 

识。不光要学习如何发音，还要知道这些音是如何分布的。另外，如 

果我们想对一种语言进行精确的语音描写，不仅要描述每个音，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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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各个音的分布情况。

当仔细分析某种语言的语音时，我们会发现：互补分布的情况很 

48多，而且很复杂。事实上，整个音系学就是关于语音的互补分布的。 

第三章和第四章会重点谈英语的语音模式，但在这里我们不妨多给几 

个例子,以便于读者了解各种不同的语音学标音方法。

图2.3 音位变体分三种情况：对立分布（也叫音位对立或区别特征）、自由变

体、互补分布。如图所示，对立分布和自由变体之间的区别就是：前者 

能产生新词（区别意义），而后者不产生新词。

对立分布/区别性特征/音位对立

自由变体 Oi
互补分布 00

heed/hid 

表2.2

[pH] [lip]

[phik] [spik]

/I/和/工/一般表示浊近音。但是在ply /plai/ffl try /tra"中，因受 

前面塞音的影响而变成清音。元音也有很多变体。h叱a/hid/中的// 

通常与heel /hil/中的/i/有很大差别，后者比发〃皿 中的/i/要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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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面讨论的诸多音位变体.我们可以用语音分布简单描写,因 

为有相关语音环境的词里都能发现这种模式。如：在美式英语的很多49 
形式中・/t/不只是在ca") 一词中变成浊音，当它位于一个元音后、一 

个非重读元音前时同样也都变成浊音(如在pity、matter、utter、 

divinity等词中)。在几乎所有类型的英语中，只要/l/出现在齿擦音 

前•发音都是齿塞音，这是一条规则。我们可以通过在八/下面加一个 

小符号［来表示不同的人/,记作［日(因为这个音不表示一个音 

位，所以用［一］标记这个规则也同样在/d//n//l/中适用.如 

width /wid6/、tenth /t 1 0/、uuealth /we］G/o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 

［.］可以加在音标的下面来表示它代表一个齿音。

由此可知I，音标下的小标记可以改变语音的音值，它被称为附加 

区别符号(diacritics)。采用这个方法标记可以提高标音的精确性。 

另一个附加区别符号是L］,它是标记在音标下面的一个小圆圈，用 

来表示这个音标所记写的音是清音。前面我们曾指出play中的/I/ 
是清音。根据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把它标为［以曰［。同理，〃y和5》 

可以标写为［plal］和
除了记写/由变体和互补分布外，还有一个方法来表现语音的更 

多细节 使用更多的特定语音符号。我们注意到，发元音/"比/】/ 

要长.像shee^和ship中的元音。只要这两个元音出现在相似的语音 

学语境下(位于两个相同的音之间或者有同样的重读•等等)就会有时 

长的差异。我们可以在发音较长的那个语音后增加一个长音标记来 

表现这种差别。国际音标提供了一个符号K，用来表示前面音标代 

表更长的读音。我们因此可以把这两个音标记作八：/和/】/。这仍然展 

示了这种英语口音中的音位对立，只不过更加精确而已。

大家可能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音位变体是用附加符号标写的， 

而对立的音位是用简单的语音符号标写的。举个例子来说，美式英语 

发音人所发的letter中没有［t］,而有一个短促的［d］。这个［d］和国际 

音标的［d］完全不同(试比较和see DeeK 国际音标还规定拍音 

(tap)［d］有两个音位变体:八/和/d/。Letter中的龈拍音用符号［「」来 

标写，该符号源于字母可见,音位变体的标写可以使用简单的音标 

符号，也可以使用简单符号十附加符号。

宽式标音(broad transcription)这一术语通常是指用一组尽可能简 

单的符号来标音的方法。与此相反，严式标音(narrow transerption)则是 

反映更多语音细节的标音方法，它或者是用更多的精确符号，或者表现



48 |第二章音系学和语音学标音

出更多音位变体的差异。please和trip的宽式标音为/pliz/ "trip/。严 

50式(仍然是音位的)标音可以是［plkz］和［tcp，只要我们在可以将口：］ 

标成［i］的地方一律只用口:］来标音，这种标音就是音位标音。这种方 

法不表现任何音位变体。严式的变体标音是［p“z］和［qip］,其中• 

［1］和Ej］分别是口］和W的音位变体。

每种标音方式都应该考虑到两个方面。其一，音标文本形式本 

身；其二，对音标形式的解释规则，第二方面往往不明显，至少暗含了 

对语音文本本身的一组解释规约。这些规则通常涵盖两种意义：第 

一，赋予符号语音学价值。前面在说到一个音标应该被视为是对发音 

过程相对详细的说明时，这些规则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第二，若 

要让读者想起跟音标相伴随的隐含意义，我们可以做出明确标音。比 

如，我们可以说其他方面都一样，只是/i/比八/长，或许在标音开始规 

定/i/=/i：/0同样，我们还可以进行音系学分析，用以指导我们对标音 

符号的选择。这是第四章我们还会谈到的内容。

当记写一种未知的语言或者标记一个儿童的发音，或者是记写从 

没见过的病人发音时，没有人知道哪些音属于对立分布，而哪些音不 

属于。在这样的情况下，音标反映的只是语音的语音学价值,缺乏音 

系学分析来断定某个音与另一个音是处于对立分布还是互补分布 

这种标音方法称为印象标音法(impressionistic transcription) o

我们希望本节对各种不同标音方法的简要考察,能让大家明白， 

并不存在什么特定话语的国际音标标音。有时我们进行详细的语音 

学标音，有时进行音位学标音却更加方便。有时候,我们想指出一种 

特定的语音学特征，如元音的音长，而另一些时候，这些元音并不受关 

注，而辅音的发音细节比元音更重要。可见，国际音标标音的描写有 

很多种形式。

削要点回顾

本章我们介绍了国际音标字母(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对英语对立性音位的标写。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元音形成对立(别 

忘了听网络平台上的录音材料)。国际音标符号在元音表(vowel 

chart)和辅音表(consonant chart)里都能找到，每个符号都有显著的语 

音特征。此外，本章还讨论了语音的不同分布(distributEns)模式(对 

立分布、互补分布和自由变体),以及它们与音位标音、宽式标音和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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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标音的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并不存在一套完全正确的国际音标体

系- 因为不管用哪种方式所记下的音都来自主观判断。 51

耶）练习

A.找出下列词中辅音音标的错误。每个词中都有一个错误，这是任 

何英语母语者不会发出的音。请在每个词后面的空格里写上正确的 

音标。

1. strength [stJengO] 应该是 E ]
2. crime [cJaim] [
3. wishing [wishig] [
4. wives [wai vs] [
5. these [Oiz] [ 1
6. hijacking [haijaekirjJ E 1
7. chipping [tjippii)] [ ]
8. yelling Cyelig] 1
9. sixteen C'sixtin] E ]

10. thesis ['disrs] L J

B.找出下列词中的元音音标错误。每个词只有一个错误。但这些错 

误发音在不同形式英语中有差异，有时会有不同的改错方法。

i. man-made [manmeid] 应该是 E 2
2. football C'fotbol] E ]
3. tea chest E'tit/est] [ 1
4, tomcat ['tomk  史 l] E 1
5. tiptoe ['tiptou] E 1
6. avoid [ae'vnid] L 1
7. remain [g'man] C
8. bedroom ['bediomO L
9. umbrella [um'bjelaJ E

10. manage [maenaed3] E ]
C,写出下列词的正确音标。每个词只有一个错误，它可能出现在元 

音或辅音中，也可能出现在重音上。

1. magnify [maegnifai] 应该是

2. traffic C'taaefi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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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mplistic Q'simplistik] c 1
4. irrigate pUJigeit] E

52 5, improvement [im'pjovmant] [ J
6. demonstrate CdamanstJeit] E
7. human being [hum3n 'biig! E
8. appreciate [a'pjejieit] [
9. joyful [d33yful] E

10. wondrous [wondaos] [ 1
D.网络平台（根据录音材料链接来做）中下面的词或短语是由英式英 

语发音人或美式英语发音入读的。请写出它们的音标，注意把重音符 

号标在正确的位置上，并写出你标的是哪类发音人发的音。

1. languages
2. impossibility
3. boisterous
4. youngster
5. another
6. diabolical
7. nearly over
8. red riding hood
9. inexcusable

10. chocolate pudding
E.下列词中的音属于对立分布、互补分布还是自由变体？

1. T' sounds in： play, lean, feel
2. The first sounds in： pie, tie, sigh
3. The last sounds in： pat-1 , math, seat-1
4. The "t" sounds in： bat, tub, steep, butter
5. The "n" sound in： ten, tenth
6. The medial sounds in： awesome, autumn, awning

F. Piraha语是亚马孙河雨林中的一种语言，为聚居当地300多名狩猎 

者所使用。这种语言只有3个元音（i、a、o） ,8个辅音（p、t、k、？、b、g、s、h） 
（喉塞音？不涉及任何唇部和舌部的动作）。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要做出 

几种舌音姿和唇音姿？哪些是元音音姿？哪些是辅音音姿？

G.以Havaiian语为母语的人尽管只有几百人，但它现在正处于复兴 

阶段，它的兀音和辅音是：i、e、a、o、u、p、k、？、m、n、w、l、h。说这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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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需要做出几种不同的舌音姿和唇音姿？哪些是元音音姿？哪些 

是辅音音姿？ 53

H.在网络平台中，下面的短句是由英式英语发音人或美式英语发音 

人读的，请写出它们的音标,并说出所标音标是英式英语的还是美式 

英语的。

1. We can see three real trees.
2. He still lives in the big city.
3. The waiter gave the lady stale cakes.
4. They sell ten red pens for a penny.
5. His pal packed his bag with jackets.
6. Father calmly parked the car in the yard.
7. The doll at the top costs lots.
8. He was always calling for more laws.
9. Don't stroll slowly on a lonely road.

10. The good-looking cook pulled sugar.
11. Sue threw the soup into the pool.
12. He loved a dull muddy-colored rug.
13. The girl with curls has furs and pearls.
14. I like miles of bright lights.
15. He howled out loud as the cow drowned.
16. The boy was annoyed by boiled oysters.

I.在网络平台中，下面的短句是由英式英语发音人或美式英语发音人 

读的，请给(a)做宽式标音，给(b)做严式标音，并说出所标音标是英式 

英语的还是美式英语的。

1. Please come home.
(a)
(b)

2. He is going by train.
(a)
(b)

3. The tenth American.
(a)
(b)

4. His knowledge of the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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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4 (b)

5. 1 prefer sugar and cream.
(a)
(b)

6. Sarah took pity on the young children.
(a)
(b)

J.读下面一段用语音学音标标出的短文。第一段是宽式标音，标的是 

赖福吉自己说的一种英式英语形式。第二段标的是典型的中西部或者 

西部地区的美式英语发音，比第一种标音稍严格一些,呈现了一些音位 

变体。到目前为止尽管你对每一个单词都准确发音还会有困难,但应该 

能够读出不同形式英语的音标了。因此，每段短文多读几遍，并试着按 

音标发音。注意：不要将重音读错了，读非重读音节中的元音要小心。 

现在请听网络平台中这个短文的发音，并对标音问题做出说明。

◎英式英语

itiz posabl to tjaen'skjaib fa'netikli

eni Atjans, in cm 'laer)gwid3»
in 'sevjal 'difjant weiz
□I 3V dam juzdi gelfabat and kanven/nz
av di a I 'pi 'ei.
da seim '0ir)iz posabl
wid 'maost Ado into1 naeJani fonelik aelfabats.

3 traenskjipfn witjiz meld bai juzirj letoz av da siniplist posab! 

Teips,
and in da simplist posabl nAmba,

iz kold 3 simpl fao'nimik tjaen'skjipJn.

◎美式英语

if do nAmba^ av difjant lera'-z iz moj den da 'min3m3m
3z dafaind sBav

da traen'skjipjn wil 'nat bi a fanimik, 
bar an aela'fanik wad.

55 saiti av ds founimz, daeriz ta s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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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 bi jepaazentad bai moa dan war 'difjant simbL 
in Ada1- wmdz SAm aelafoonz av 'sahi '{oonimz 

wil bi siggld aut f/ jepjazen'teifnin do tjaen'skjipJn, 

hens 6。tem selafamk.

（上面段落均摘自David Abercrombie的《英语语音学课本》 

[Salem,N. H. ：Faber &- Faber, 1964]）

力 ））操练

在学习理论概念的同时通过实践来发展语音学技能也是非常重 

要的。学习无意义词的发音是一种锻炼方法，同时还应该将你听到的 

无意义词的语音形式描写出来。描写无意义的词会迫使你去听别人 

发出的语音。网络平台上有下面所有词的录音。

A.学会说简单的无意义词。有一种方法简单易行，即先说一个 

单元音，然后逐一在前面加上辅音和元音。用这种方法，你总会重复 

读之前读过的材料，不会有新的困难。组词如下：

a 
zo 

1 za 
ti za 
oeti za 
moeti za 
A'moeti za 
tA'moeti 'za

B.读下面词，并听网络平台上的发音。让一位同学按不同的顺 

序点击这些词，你写出被播放词的顺序。

pi'suz 
pi'sus 
pizus 
pi'zuz 

pi'zu3

C.用下面一组词重复做练习Bo 
ta'Ged 'kipik IsemaDm 'mAl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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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0e0 kipik leernaen niArAl

56 tadeO kipik l^naem ttiawaI
taded kipik laensen □aIaI
ta fed kipit kenaer) nArAl

D.网络平台中有一组无意义词，序号从D1到D5。每次播放一 

个并试着把它们的音标写出来0
1.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

E.完成了练习D之后,再看下面的无意义词.即练习D的答案。 

现在拼一组相似的词，并给你的同伴读出来。你拼的词可以按照自己 

的想法在语音上与样例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建议开始的时候不要拼 

得太长。建议你写下这些词并自己反复地练习发音,直到对同伴读这 

些词时你能很流畅地发音。

'skanzil
bjaigbluzd 

d3113smoe。 

floiJ'Ojaidz 
pjut'peitj'

每个词读几遍之后，请你的同伴把听到的词记下来,并加以比较。 

你试着判断每个错误，是读词时产生的还是听音时产生的。如果可能 

的话，发音人应试着使用所发出的两种不同的音,以体现其差别,如 

“我说的是[skanzil],但你写的是「skQnsil] J
这种训练听力的工作并没有最好的方法。我的方法是，光仔细看 

一个人发一个不曾知道的词，然后一听到自己立刻就说出来,尽可能 

发准确但别担心第一次听时忘掉了什么，然后尽你所能写下来,把空 

白留着等下次听的时候再填补。你会发现，这种方法对训练听力很有 

帮助。在第一次听时，至少获得正确的音节数量和正确的重音位置是 

很重要的。这样你才有一个框架知道下次观察之后怎么填写。尽可 

能经常去重复这种具有创造性和洞察力的练习。你应该每天做几分 

57钟这种练习，这样你就能够做到每周至少有一个小时做操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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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忸英语辅音

我们将通过考察英语辅音发音音姿来学习这一章内容。网络平 /切可 

台中有两段与这一章相关的视频资料。第一段是不同调音部位辅音 

的发音。塞音［p. t，k］可以用无意义的词：hapa, hata, haka］来说 

明，它们是双唇音、齿龈音、软腭音。但这些音并不只是靠口腔上部位 

置来区分，也可以用唇和舌不同部位的运动来描述。请看网络平台中 

的视频资料，注意观察发第一个辅音时双唇、发第二个辅音时舌尖和 

发第三个辅音时后舌面的快速运动情况。

第二段视频资料显现了传统所谓的不同调音方式，可以列举无意 

义的词［hode. hone, hase］来说明辅音［d・n.s1 ,这些词确实是话语 

中三个独立的片断。请看视频资料,图像左边的第一个片段中，发 

［bode］要注意,在龈脊部位形成持阻前软腭是怎样抬起的。相反，在 

第二个片段中，发［hone］要注意.软腭在舌头移动前微微抬起。发 

Cn］时软腭并没形成完全闭塞，在舌尖和龈脊形成持阻之后，气流可 

以从鼻腔通过。视频资料中第三个是毫无意义的词［h3s£］,发音时舌 

头和软腭音姿跟发［hjd£］很相似。甚至当你一次跳过一个框，也很难 

在视频上看出舌形的细微差异°但是，如果你把［S］和［d］发音中段的 

发音部位图重叠在一起.就会发现：在［s］中,舌中央稍微下凹；而且， 

［仃的气流缝隙形成处比［s］稍靠后。同时，发［s］时，上下齿贴得更 

紧.也更靠前。气流是在舌头和龈脊间的狭窄空隙中形成的。这就解 

释了为什么视频资料中的发音人在发两个音时，舌头和下颌 

的位置不同。 60

0))塞音

请讨论一下表3. 1第一栏与第二栏之间相对应词的不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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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应称为清塞音与浊塞音系列的对立。但你自己发这些音时会发 

现，它们之间的区别确实不仅仅是辅音持阻过程中的浊音与否。无论 

发诂还是如丁，多数人闭合双唇时都有点儿带声，但从本质上看两个 

塞音都是清音。在里，双唇闭合除阻后有一段送气（aspiralion）. 

在塞音发音后到元音的浊音开始之前有一段无声期。如果发时 

把手放在双唇前，你就会感觉到塞音除阻后的无声期有一股气流冲 

出。在网络平台链接到例3.2的语图中小"MbMy-三个词发音开始 

时你就能观察到这股气流。

在严式音标中，送气可以在音标上方用小写A表示，记作［叮。上 

面三个词可以相应标写为 因为这些塞音在口腔中

形成了完整的爆发.发/小和人.时你或许感觉不到那股冲出的气流， 

但是仔细听就能听出在塞音除阻之后的无声期。正是这个间歇表明 

了塞音具有送气的事实。表3. 1前两栏词之间的主要区别不是清与 

浊，而是送气与否。塞音［b, d, g1的清浊程度取决于它们出现的语 

境。当它出现在两头都是带声的词或短语中间时.（如表3. 1的第三 

栏），浊音通常贯穿塞音闭塞的全部过程。但是多数英语发音人发的 

浊塞音在句首位置或者在一个清音的后面（如，标〃加》）时.它们并没 

有浊化。

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教你通过仔细听辨来成为语音学家。你 

61应该能够听出语音之间的差异，但你也可以通过计算机生成的语音波 

形来观察这些差异。图3. 1是lie和小E的波形，从波形上很容易看 

出音段间的差异。第一个词中出现了一个冲直条•表明塞音除阻 

时有一股噪音，噪音之后是很短暂的伴随性送气.然后出现一个声带 

振动的带有周期性的元音波。发die时，噪音爆发的力量要小一些. 

而且，噪音爆发和元音波形起始处之间有一个很小的空隙。正像你所 

看到的工"和之间的主要差异,是塞音除阻和元音开始之间时长 

有所不同。我们将在第六章进一步讨论这种区别°

表3. 1 能说明英语塞音音位变体的词

! 2 3 4 5 6

pie buy a buy spy nap nab

tie 'dye a dye sty mat mad

kye guy a sky sky knack n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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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 fie、die的波形

现在讨论表3. 1第四栏的辅音•这些塞音的发音更像第一栏还是 迎HH X 3.2 
第二栏呢？许多情况下.英语拼写会误导人.事实上它们的发音更像 

第二栏。以/sp/和/3»,/算/和/5"，/5卜/和/9/开头的英语词之间没 

有对立。英语有以S />、.$广、.VC或.、为开头拼写的词.但没有以sb、sd或sg 

开头的。这些在/s/后的塞音实际发音位于词的起首音/p/和/b././t/ 
和/d/,/k/和/g/之间的某个位置上，而且因为完仝不送气，通常发起 

来就像所谓的浊塞音/b, d, g/,图3.2是的波形。在波形中你 

可以看到擦音/s/波形的细微变化，它之后出现直线段，这是因为/t/ 
是完全塞音“随后出现的音波和表3.1中/d/的波形非常相似.

你若有机会使用既可录音又可观察波形的计算机.就可以证实这62 
一点。在这里,我们推荐有关声学语音学的三种免费软件（网12可以 

查到）：WaveSurfer软件可以生成可视化图谱，呈现语音样本声学分 

析的结果；P r a a 1软件有基于用户需求的基础脚本.可以为用户提供很 

大支持；Audacity软件具有良好的录音界面和简单的语音编辑功能。 

请分别录下spy ssty skyspill>stillskiII等词的发音，找出每个/s/ 
音波的开头和结尾，然后将这部分切掉。当你把编辑过的录音播放给 

他人听并要求他们把听到的词,记下来时.他们几乎肯定会写成〃、 

die、guy J）ill、diU、gil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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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I sty的波形

EXAMPLE

63

表3. 1中第五栏和第六栏词的区别在哪儿呢？ mat、knack 

的结尾辅音肯定是清音。但是如果仔细听的结尾辅 

音，你可能会发现这些所谓的浊辅音/b,d,g/几乎没有浊化，或者可以 

称为清音。请试着逐个说出这些词，当然你可以把每一个词尾辅音发 

成带短元音的爆发音，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无爆发或者至少爆发之后 

不带元音。如果小〃是话语片段中最后一个词，发完词末辅音时你甚 

至可以长时间地闭着嘴。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后的辅音在整个持阻期 

间明显是不完全带声的。

但是，第五栏和第六栏词之间还有一个明显区别。请成对地说 

nap ynab , mat ymad» knack ^nag»M 一下哪组的元音更长。这几组 

词的元音跟接下来的这组词类似.如清 

辅音/p，3 k/前的元音比浊辅音/b.d. g/前的元音要短得多。除了声 

音上的区别以外，从例3. 2的语图上,你还可以看到时长区别。这一 

组词间的主要区别是元音的长短，而不是末尾辅音的浊化状况。

在网络平台上你也能听出两个发音人是通过元音的时长来区分 

这些成对的词的。录音材料中，每个发音人都在相同的语音情境下说

、加”(7 ,氏、7?ag 的.这个语境是：19II say again o 在 

同一个句子中同一位置说每一个词，更容易赋予它们相同的重音和语 

调,这样可以避免不同重音和语调等因素对单个词时长的影响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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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 mQ/、mad的波形

m ae a
0 200 400 ms

图3. 3是mat和mad波形，它清楚显示了这种时长上的差异。mad 

的元音几乎是加办的两倍长。中你可以看到发/d/有个很小的声带 

振动，但发加成的末尾辅音时，除了在持阻过程中有个轻微的不规则嗓 

音外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我们将在这一节的后面重述这一点。

试比较Take a cap now和Take a cab ?iow两个短句的时长差 

异。你如果用常规的节奏说这两个句子，就会发现take和now两个 

词之间的时长大致一样。原因是，，“全词的长度只比ca。稍短一点 

儿,的元音比ca。的短得多，但辅音/p/却比/b/长一点儿，从而弥 

补了元音的时长差别。这是英语（和其他大多数语言）的一个普遍规 

律：同一个元音后、音节末尾的清辅音比相应的浊辅音发得长。

Take a cap now和Take a cab now两个短语还进一步揭示了处, 

在词末（或者实际上是重读音节末尾）英语塞音的又一个特点。请发 

这两个短语，在〃。如之前不要有停顿，在发〃。3的［n］之前你的双唇 

打开了吗？或者发［n］的过程中双唇打开了吗？如果在发［汇之前 

打开，这两个单词之间就会有一个短暂的送气爆发音或类似元音的

EXAMPLE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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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音。这是塞音除阻产生的某种不自然的音。一般情况下当词尾塞音 

后接以鼻音开头的词时，它是非除阻的。若紧接的词以塞音开头•词 

尾塞音也是如此 如在,the cat pitfhed中，cat—一词最后的［i］几乎总 

是非爆发的。在严式音标中,我们用添加符号「［表示无闻除阻。据 

此我们可以把这个短语标写为pbojt］0
相同的现象甚至会lIi现在apt ［eep-' t1或act ［aekl］这样的词中o 

这种现象进而可以出现在跨词的环境里，甚至所涉及的两个辅音可以完 

全一样，如短语while teeth 0为了理解这种现象,请你注意这一短语中 

/1 /的两个例子,试着跟why teeth进行比较。不仅while中的兀音比 

why元音短得多（因为^hite中的元音是在一个以清辅音结尾的音节 

中）,而且,white teeth中的塞音持阻比只有一个八/的短语中的塞音长很 

多。在.u，h浪teeth中的确涉及/I/的两个发音.其中第一个是不除阻的。

其他语言没有这样的规律。举个例子说,带意大利口音（电影电 

视中带有讽刺性的英语发音）发音人有一个标记.就是他们把所有的 

词尾塞音发成除阻音，在结尾产生一个冗余元音•就像通常他们说自 

己语言那样。编剧们试图说明，意大利口音的英语会把句子 

big day 写成 It 9s a biggU day，指出标准英语［its s big' 'del］和外 

国口音［its a big3 de门之间的不同。

有趣的是““、&、等词甚至在词尾辅音不除阻时也是可以互相 

区别的。所以这些词读音的差异一定在于它们元音结尾的方式上。辅音 

总是受到前后元音的影响,在音质上有一点儿细微不同.这种差异值得注 

意。请比较一下你对历外，〃、红M等词的发音。在Z”发音过程中舌尖总 

是抬起的，而pip和kuk里舌尖一直在下齿背。在kick中舌后部是抬起 

的,而在万户中唇姿影响到整个元音。含有浊辅音的词也是如此，如历方、 

did、gigQ辅音姿态叠加在元音上，它的影响差不多贯穿整个音节,

［p, t, k］不是英语中仅有的清塞音，许多人还将一些词发成喉塞音。 

喉塞音是当声带紧贴在一起时发出的语音（或者更确切一点.是语音的缺 

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喉塞音的音标是［?］,像一个不加点的问号。

举重物的时候你可能会发出一个喉塞音，把气流聚集在胸腔内. 

腹部和胸部肌肉收紧。重物卸下时再发出一个“呵”音。咳嗽的时候 

也会发出喉塞音。你通过小小咳嗽声就应该能获得声带紧紧压在一 

起的感觉。接着，做深呼吸并张开嘴继续保持呼吸,听一听你吐气时 

65出现的小爆发音。现在，请用嘴呼气，试着通过形成和消除短促的喉 

塞来控制和释放气息。发［a］这样的元音时也这样做。练习在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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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发喉塞音，说［。?。］或口?门,这样,你就对喉塞音有所体会了。

最常见的喉塞音形式出现在表示“不”的言语片段中，常被拼写为

。如果有人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用来回答“不”（通常 

带有鼻化元音，我们将在后面用一个符号来描写这个鼻化音）。注意 

在表示“不”和“是”的言语片段之间有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取决于喉 

塞音是否出现.如果意思是说“是"，你最好说成: 人们可以用

成音节辅音（用在辅音下方标注31来表示）代替元音，用［制冲］表示 

“是而?ip］表示“不”，依然能被很好地理解。根据这个事实，我们 

可以说喉塞音在表义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只要在两个音节间有喉塞 

音,不管用的是什么元音或鼻音，这个言语片段表达的就是“不”的意思。

喉塞音经常作为/t/的音位变体出现.可能多数美国人和许多英 

式英语发音人在发后接成音节鼻音的词时会有喉塞音，如beaten, 

kitten x fattenjbi疑，ki如侯中工由伦敦东区考克尼口音①和河口英语 

的很多形式中，两个元音之间也会有喉塞音，如butter kitty x fatter 

CbA?3, ki?h 'fae?930许多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词尾的清塞音前都有喉塞 

音，如『a p、『al jack 0从其他塞音的发音动作中通常也能听出喉塞音，

所以这些词可以记为Jec?k］。在录制图3. 3的例词时，赖 

福吉将〃山/发成［m高人这时喉塞音和 W 的持阻几乎同时发生。

请练习发带喉塞音和不带喉塞音的词。在你对发喉塞音的感觉皿阻 \ 3.5 
有些许了解之后，试着用几种不同的方式说小〃.厂a/, rack。首先，用

喉塞音和末尾除阻辅音形式发庭小，吃疝然后•用不带喉 

塞音和末尾塞音非爆发的形式发史］；再用喉塞音和

末尾辅音非爆发的形式发［』3喻户，吃?「，；最后，用只有喉塞音 

而无其他末尾辅音的形式发［牍？，氏？，氏?人

当浊塞音和鼻音出现在同一个词中时，塞音通常无除阻，如 /如3回叼 

hidden o ［d］和［n］都是龈辅音。发［d］时舌头抬起接触到龈脊，发 

鼻音也在那个位置上，从而形成：,hidn］Q如图3. 4所示，塞音闭塞后 

形成的气压通过降低软腭让气流从鼻腔释放形成鼻音。这个现象就是 

鼻爆发（nasal plosion），通常 出现在 如 saddensudden > leaden ［saedn,

①译按：London Cockney,指以伦敦东区为中心的大都会地区富有特色的英语腔。原 

同来自Coken cy “cock飞egg"〈公鸡蛋〉，喻过于拘谨柔弱的人,后该指城里的乡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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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n, ledn］这些单词的发音中。加上元音被认为是外国口音的标志，记 

为［'saedan, 'sAdan/lodonJo鼻爆发也出现在/t/后有/n/的发音里，如 

66 kitten ［kitp］,但大多数说英语的人发这个词时都带喉塞音「ki?/］。

请花一些时间切实地想想你和他人是怎样发kitten >button之类 

的词，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能让你加强对具体音位的观察。这里 

存在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多数英式和美式英语的发音人在元音结束 

后、齿龈闭塞之前发喉塞音。然后，在仍然保持喉塞音的同时就降低 

软腭、抬起舌头形成齿龈闭塞。但哪个在前呢？如果他们在形成龈塞 

之前就降低软腭，就只有［?田而没有［口。如果先形成齿龈持阻，我们 

可以说有［?0人但没有任何鼻爆发。因为［打闭塞后将不再形成压力。 

鼻爆发只出现在没有喉塞音，或者在龈持阻形成之后软腭降低之前喉 

塞音解除的情况下。

图3.4 |鼻爆发

我们很难确定发这些音的先后顺序，但为了帮助自己发现所用到的 

调音器官及其活动情况,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首先，找一根吸管 

和饮料，将吸管的一头含在嘴里，另一头放在（只能放在）饮料中。现在 

请发［qpq］,注意在发 W 时水泡是怎样形成的。这种水泡形式是由嘴 

唇闭合后形成的气压造成的。现在将吸管稍微再往嘴里伸一点儿，发 

［Qta］,发音就不会很准确，因为吸管对舌头形成齿龈持阻有所妨碍•你 

也许不得不试试用吸管的不同部位，直到你看见有气泡出来，确信气压是 

在［打之后形成的。现在说〃“打在发［b］时当然会有气泡，但在词末 

67还有气泡吗？或者说你在词末发出喉塞音（而非W）有气压形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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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两个音的调音部位相同•它们就是同部位音（homorganic）。 /琥也值修 

辅音［d］和［巾，都在齿龈部位发音.因此是同部位音。由于鼻爆发 

出现在词中，它肯定紧随在同部位的塞音之后。只有在这些情况下， 

气压才能在塞音闭塞过程中产生，然后通过降低软腭从鼻腔释放。英 

语很少有双唇塞音［b］或［p］后跟着同部位鼻音［m］的词,也没有 

软腭塞音［k］或［g］后跟软腭鼻音［内这样的词。所以，英语双唇和 

软腭鼻爆发没有龈鼻爆发那么普遍。但在快速交谈方式下，许多人把

"发成［ouprp］,尤其是后面一个词如果以［m］开头时，如open 

my door . please人们数数时经常把 seven 发成［'sfbrp］, 、

有时发成 C'sAmpm. ka?pni. beikrn］的。你应该试试用 

这些方法发发这些词。

当龈塞音w或［d］在同部位边音m之前出现时，也可能产生 

一个类似于鼻爆发的现象，如little Jadle ［nitl,'leIdi］o发塞音时形 

成的气压可以通过降低舌侧释放，从而产生边爆发（lateral plosion）①。 

请念middle并注意舌头的动作。许多人（特别是英式英语发音人）在发 

塞音和边音的过程中保持舌与龈的接触,到词末才除阻。其他一些人 

（多数美国人）把第二个音节里的元音发得很短。发边爆音的人在发 

/沿N、/"〃.等词的第二个音节时不出现元音。这些词末辅音都是成音 

节的。A〃/〃"这样的词也会有边爆音，其中的［口可能音节重组②，从 

而位于重读（第二个）音节的开头。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不管有无边爆 

发.多数美国人发/〃〃-时，确实没有清寒音。美式英语有一个普遍规 

律.即只要/t/出现在一个重读元音之后、非重读音节之前（［出除外），它 

会变成一个浊塞音。对于那些有边爆音的美国人来说.这个塞音是口工

这就带给我们另一个关于舌冠塞音和鼻音的重要观点。对于很
3 8

多发音人.包括多数美国人来说,在诸如city J）etter> writer等同中元 

音间的辅音不是真正的塞音，而是一个舌尖迅速弹向齿龈的拍音。这 

个音可以用［门来记写，所以可以记成E'siri］o当/d/出现在重读 

元音之后非重读元音之前时,很多美国人也发这种拍音。所以,他们 

无法区分像latter gladder这样成对的词。但是有一些人通过这些词

I,译按：later;』plosionC又lateral release,边除阻）.是指一个爆发音发音时,只有舌的 

一侧或两侧开启.而中路仍然阻塞的现象.

② 译按：ssyUabify（音节重组）,指某种方法中的一种将音段从一个音节移到另一个 

音节的过程 如•人〃叫/汨Hteitik］经音节重组•发成［31屋n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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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形式中的清辅音，如latter中发一个稍短的元音来保持区别。判 

68断两个元音间的辅音是否带声，元音时长显得有点多余。但是，在带

有拍音/t/、/d/的词中,反而是由元音时长来区分辅音是否带声。北 

美的某些英语方言，尤其是加拿大中部方言也区分像writer和rider 

这样的词，两个词发音时都带有拍音［门，元音音质也有区别（像元音 

时长一样•元音音质在此也是多余的）。简言之•美国中西部人用二合 

元音时长来区分两个词，发成［:』ag］和［』a：1m而加拿大人却用“高 

化”“央化”元音来区分，发成和

我们可以用图3. 5所示的可能性来归纳有关塞音的讨论。首先 

要考虑的问题是塞音音姿是否除阻（爆发）。如果除阻，那么它是口音 

爆发还是由于降低软腭、气流通过鼻腔流出形成的鼻爆发？如果是口 

爆发,那么口腔闭塞的两个部分是全部打开，还是沿声道中央线某处 

完全闭塞，让气流从闭塞的一边或两边流出呢？你应该能够举出一些 

词例来说明所有这些可能性。另有一点在图3.5中没有标出，即在舌 

冠塞音卬和Cd］中哪个发成了拍音［门？

图3.5 |塞音爆发

黜擦音

英语擦音比塞音变化要少，但主要音位变体在许多方面跟塞音相 

似。前面我彳闩看到现在清辅音/p,t,k/前的元音比在浊辅音/b,d,g/ 
69前的要短。在清擦音和浊擦音前，元音时长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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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组词中第一1个词的兀音都比较短：strife > striue [ stJaif» staaiv] ; teeth、 

teethe [tiO, tid] irice^rise [』ais,Jaiz] ;missionyvisio?i ['mijn, viSn] 0
英语辅音只有塞音和擦音有清浊之分。因此我们可以把“清塞音 

前的元音比浊塞音前的短”这一结论改为“清辅音前的元音比浊辅音 

前的短，不管是塞音还是擦音”。

我们还看到，音节末尾的清塞音比相应的浊塞音发得长，如hit、 

bid o 同样，在下列各组词 sa fe save [seif,seiv], lace laze [leis, 
⑹z人以及本部分讨论的所有其他词中，清擦音发得比相应的浊擦音要 

长。还有一点要说明，因为擦音发音方式跟塞音相似，所以，如果认为这 

两类辅音完全不相干，我们就得不出上面语言学意义上的重要结论。

擦音在另一方面也跟塞音有相似之处.、请你自己发一下•想一想

一词末尾擦音的带声程度°在多数发音中，[:z]的带声成分并不 

贯穿发音的全过程，在最后变得像发[s]o 一般来说,词末尾的浊擦 

音，如 prove smooth choose rouge [ pju v, srnud. t.f uz, Ju3].只有当其 

后跟着另一个浊音时，带声成分才贯穿整个发音过程。如在prove it 

中，Qv]是完全浊音，因为它后面跟着元音。但是在prove times 

two is four或ky to improve中，[v]后跟清辅音[t],或短语后有一* 

个停顿，Lv]就不是完全浊音了。

简而言之，擦音和塞音之间的相似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塞 

音和擦音影响元音时长的方式相似,即清塞音或清擦音前的元音比浊 

塞音或擦音前的发得短；其二，词木的清塞音和擦音比同一位置的浊 

塞音和擦音发得要长；其三，除非邻近的音也是浊音,否则，被认为浊 

的词末塞音和擦音实际上带声成分并不能贯穿发音的始终。此外,这 

两类发音都涉及气流的受阻情况.所以既然二者有一个共同的发音 

特征,而且在音系学分析中也起作用.我们把擦音和塞音归为一种自 

然类别,称为阻音(obstruents) o

然而•擦音与塞音的确不同.它们有时涉及不立刻显现的唇部动作。 

请试发‘"〃、”"〃、W，? [fm.Onsin Jin]。第一个词有一个唇部的动作, 

它涉及唇齿音[门.在发其他三个词时你的嘴唇动吗？多数人会发现，在发 

含有日;Q的任何一个词时唇部要微微动一下,而发含/J7的词 

(.shin yquiche')时唇部的动感则更强□但发在含/。/的词(血加、Zee应)时唇部 

并不动。发跟/s/和/〃对应的浊声擦音时唇部也动，如发次/、加/中/z/
70 

和leisure treasure中的/3/，但是发ihat、twlhe中的/6/时却没有。

这些擦音的主要音姿是两个调音器官非常接近，因此人们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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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成分。不涉及主要发音的两个调音器官的运动，因它们闭塞程度较 

轻而被称为次要发音。圆唇是次要发音，这是因为两个调音器官（下唇 

和上唇）虽相互接近但不足以造成摩擦。所以，加在另一个发音上的唇 

动作被称为唇化。英语擦音/J, 3/是强唇化•擦音/s・z/是弱唇化。

蜘塞擦音

此处我们回顾一下英语塞擦音的地位。塞擦音简单地说就是塞 

音后紧跟一个同部位擦音所形成的音，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单个音。有 

一些“塞音+擦音”序列（如eighth中的齿间塞擦音中的龈塞擦 

音［ts］）是绝对的辅音丛（像、内和sky的开头一样）,而不是塞擦音。但 

是.正像我们在讨论英语标音符号时所注意到的，辅音组合不 

同于其他辅音，它们是英语中仅有的在词的首尾都可以出现的“塞音十 

擦音”序列。而其他的“塞音+擦音”序列只有形成复数形式或者做后缀 

时才出现在词末尾，如汨口”的后缀。从音系学角度考虑英语的语音类 

型,腭-龈塞擦音很明显是独立的单位，但在m/s之类的词中• ［ts］只是 

两个连在一起的辅音。你可以自己试着发itch和badge.并把音录下来. 

再回放（可以用WaveSurfer的“reverse”键），就可以感受到是 

“塞音+擦音”的语音组合•这种音通常在回放中听得更清楚。

引鼻音

跟塞擦音相比,英语鼻音在词形中的位置变化要小得多，鼻音跟 

［』，1］一起出现于词末时可以自成音节。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辅音下 

的口符号表示其自成音节（当然，元音总是成音节的，所以不需要特别 

标记）。在严式音标中，我们可以把、adde〃、/aO/e记为［siedp. 101）口。在 

多数读音中prism , prison可以记为［pJ【zip,仅i zp］,因为这些词末两 

个辅音之间通常没有元音。成音节辅音还可以出现在短语中.如入课 

and Kate ［'ds^ek p keit］o
鼻音 M 跟其他鼻音在许多方面不同。英语中没有以⑪］开头 

的词，此音只出现在词中或末尾。即便在词中或词末它也不同于其他 

71鼻音，它只出现在元音小£，史，△/、/Q/（美式英语）或者/D/（英式英语） 

之后，而且不能自成音节（除了在非常特殊的发音中，如b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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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k。,还有上面提到的短语Jack and Kate） °

［由在英语史上是/0/音位跟/g/音位组合的结果。据此，s加g记 

为/sing/,sink记为［sink］。如此得出这样一条规则：/n/出现在/g/ 
和/k/之前就变成其音位变体Esing］变为［s］Dg：］, ［sink］变为 

［sir）k］o另外，/g/只要出现在词末5］之后（如s而g）,或词干加后缀 

之后（如-"，-加g）,/g/（但不能是/k/）脱落。根据这条规则，在常后 

缀-er•的厂中，/g/脱落，但/z'rzge厂中却保留/g/,因为厂中 

的不是后缀。然而，有些纽约人对第二种音变规则毫不理会，他们 

把厂和发作完全押韵的词。

4））近音

浊近音即里的/w,J,j,l/。其中，前三个 

是央近音，最后一个是边近音。每个近音的发音根据其后的元音而稍 

有变化，在发3c和的口"两个词中的第一个音时，你能感觉到它们舌 

位不一样，reap和raw , lee和law , yes和yaw等三对词的第一k个音 

也是如此。请发这些音，试着感觉一下自己舌头的位置。

这些近音也可能跟塞音一起构成复辅音。在pray、bra»、tray、 

Cray gray、twin、dzvell、quell、Gvuen、play、blade、clay、glaze 等 词 

中，近音/入w,l/跟塞音组合在一起。清塞音/p, t, k/后所跟的近 

音，大部分是清音，如：play 'gice、clay 0正如我们在这一章开头所讨 

论的，出现在清塞音后的清近音具有明显的送气色彩。当时我们介绍 

了一种标记在右上角的小符号［3，可以用它来表示元音的前面部分 

是清音。当没有元音紧随其后时，我们可以用附加符号［门来表示清 

的近音，如：可以将力/"、土w£ce、cZ”记为 Epl ef］» ［twaisj» Ekjei］ o you 
［ju］一词中的近音/j/,可以出现在跟上面相似的辅音丛中，如pew.

［pju,kju］,英式英语中的tune ［tjun］也属这种情况。在更详细地O Q O
讨论元音时，我们再来说明［ju］序列。

英式英语中，元音之前或两个元音之中的/I/在多数情况下跟辅 

音前或词末的/V有很大的区别，如/和而 

在美式英语中，这两类/I/之间的区别要小一点儿。请注意自己的发 

音，试着体会在发/公/中的/I/时舌位在哪儿。你可能会发现舌尖接 

触龈脊，舌的一边或两边都靠近上齿背，但靠得不是很近。现在将它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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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feel中的/I/比较一下，/阳/倒着念是不是像片〃？ feel倒着念 

是不是像及a/?是用舌尖接触龈脊来发这个音的。但是,英式英语和 

美式英语都是舌的中部下拉,舌的后部像后元音那样向上拱起。若用 

舌尖接触龈脊发音,这是主要发音方式。而舌后部向上拱起，形成了 

我们称为软腭化（velarization）的次要发音。在美式英语的多数形式 

中,几乎所有的/I/都相对软腭化了，只有在音节的开头和前高元音之 

间的"/除外,如"叱仃。英式英语中，元音前的/I/通常不软腭化.如 

1amb 'Sidling，但在词末尾或辅音前，/I/会软腭化.如bull filled。 

再通过发Don kill dogs和Don 't kill it比较—•下/I/的软腭化。尽 

管/I/是出现在词末尾，很多人在kill it中没有软腭化，尽管/I/是出现在 

词末尾，主要因为〃更像一个后缀（或称为语素），跟后缀力%在Mlling 

中的作用一样。（注:这两种八/的发音区别在英式英语中更明显）

表示软腭化的符号在第二章已经介绍过，是在音标中间加 

所以，feel的严式音标是邙灯。对大多数人来说，整个舌体在口腔中 

向后上方抬起，舌尖不再接触龈脊。因此•严格来说，这个音在英语中 

不是龈辅音，而更像某种后元音。这个变体叫作“元音化”的/1/°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h/的地位。早前我们认为.英语/h/是其 

邻近清音的对应音。/h/出现在句子开头，发音像清化兀音，但是/h/ 
还经常在词或短语中的元音之间出现，如behind the head a当从一个 

元音通过/h/向另一个元音滑动时，调音器官移动是连续的。发这个 

音已经有了带音弱化的迹象，但弱化并不能引出一个完全的清音。

英语的一些地方口音里,/h/只能出现在重读元音或近音/j/的前 

面，如hue [hjijo有些人也在/w/前发/h/,所以'which [hwitj]跟 

witch [wit/]形成对立。[m] （w的倒写）音标有时用来表示与/w/对应 

的清近音,是一个独立的音位。但在大部分英语变体中,/w/和/丛/对 

立已经消失。所以，在一些方言中，/m/更可能出现在那些不常见词的 

发音如whelks中,而不是像what这样的高频词中。

4））音姿交叠

所有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语音都涉及调音器官的活动.人们常用特 

征化的调音部位来描述这些语音。但是，我们应该将每个发音看作是 

一种运动，而不是静止的部位。这样更容易理解诸如bib, did, gig 

（本章前面提到过）中的辅音和元音音姿交叠的情况。正如我们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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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的，在发〃M的整个过程中，舌尖一直保持在下齿背;在did中， 

舌尖抬高发第一个/d/,发元音时保持舌尖跟龈脊接近，为第二个/d/ 
做准备；在gig里,舌面后抬起发第一个/g/，发元音时保持舌面后跟 

软腭接近。在这些情况下，元音和辅音的发音姿态交叠在一起。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唇姿中。圆唇是发/w/的基本动作。因为 

一个音姿趋势跟邻近音的姿态交叠,所以当塞音出现在/w/之前，它 

们有点儿圆唇，如 twice 9 dwindle quick ［twais^ 'dwindle kwi k］ o 这 

种第二个音姿在第一个音姿还没有结束之前就开始交叠的现象有时 

候也称为逆同化｛anticipatory coarticulation）。这是近音和塞音的音 

姿交叠。很多人发英语/』/时也有某种程度的圆唇。请试着读〜以、 

人城.你是否感觉到，发第一个词时有唇部动作而第二个却没有呢？ 

请照照镜子，看看发塞音［t, d］时是否先圆唇，你会发现，发汗也和 

drea m时嘴唇有点儿圆,而发tee和deem时却没有o

我们经常把不同的音姿看作是朝向特定目标运动的发音现象。 

调音器官要瞄向目标运动，但却不一定要抵达目标•这或许是因为还 

得瞄向另一个目标.所以得从这个目标移开。理想的发音描写应包括 

一串接连不断地向目标变化的音姿赋值，图3. 6是法语的［b［、［d］、 

［g］在不同元音环境下的发音部位图，相应的有关英语的实验我们也 

做过。其稳定和变化模式非常有意思。比如，［b］在发音时，嘴唇、下 

巴和软腭的位置在不同元音环境下保持不变，除了舌位和喉头高度稍 

有变化以外。仔细看你就会发现，法语［b］在元音以及 

［力环境下的舌位变化。同样,发法语［d］时.声道某些部分（舌尖、软 

腭、下巴）的位置在所有元音环境下保持不变。发［b］时的舌形变化 

（需要舌尖和舌叶一起动作）比发［d］时要大得多,而发［灯时的唇形变 

化比［b］更明显。和［b］、［d］不同的是，随着邻近元音的不同，［g］的唇 

形变化以及舌前/舌后的位置变化都很大。［g］和其邻近元音的协同 

发音似乎说明，元音音姿和辅音音姿在互相竞争，争夺对舌体的控制 

权。在元音［u］的环境下，［b］舌位靠后（如图发音［b］所示），而［g］却74 
使舌位靠前。在元音［门的环境下，［b］舌位靠前，而［g］舌位靠后。如 

图3.6,［9］持阻位置的变化比"］、［灯更灵活。这可能是因为，发［g］ 
时舌体动作幅度较大（像元音一样）。

语音间的协同发音总会使声道某些部位受到很大影响,而其他部 

位所受临近音影响较小。逆同化的程度取决于两个目标音所确定的 

调音器官位置，协同发音的程度也取决于两个音之间的间隔。如：当 

下一个音是圆唇时,如c。。［ku］,［k］会带有明显的圆唇色彩。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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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和［u］之间被另一个音隔开，如clue ［klu］,圆唇度会小一点。如 

果在两个音之间还有词间隔，圆唇度就更小了。如短语sack Lou 

［saeklujo然而，即使跨越更长的序列，有些圆唇还可能出现，协同发 

75音还可能被察觉到。在短语tackle Lou ［taekilu］中，最后那个［u］的

圆唇在发两个音段和一个词之隔的［k］时就开始了。

图3. 6 不同元音环境下的［瓦］、［€1］、［91发音矢状图（由Anne Viiains Pierre 

Badin以及Christian Abry提供，并得到澳大利亚语音科技协会的允许）。

发音描写和音姿目标描写之间的关系绝非简单。有时候，由于交 

叠音姿的影响，可能会出现语音对立中新的成员。key中的［k］和caw 
中的［k］,二者之间差异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它们跟不同的元音交叠。 

同样，我们不必分别详细说明ten的龈音［n］和tenth的齿音［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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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两个音的动作结果都是指向同一目标。而所出中的音位/n/, 
可以理解为受到后续音所要求的齿音目标影响所发的音。然而，一些 

语音之间的差异的确是指向不同目标的结果。对于很多美式英语的 

发音人来说,开头的［口带有舌音姿，这一点和deer结尾的［口 

非常不同。在英式英语的大多数形式中，2段/中［1］和feel中D］的 

不同之处不能归因于协同发音。总之，协同发音并不是造成语音变化 

的唯一原因。比较一下中的/t/在快速发音（［bA?叫］）和慢速 

发音（［bAt'n］）时的区别，同一个词中的辅音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音姿 

（1口和［?］）。有时，交叠音姿会造成语音变化,产生所谓的固有音位 

变体（inlrinsic allophone）;有时则涉及不同的音姿.可以称为外在音 

位变体（ extrinsic allophone） o
总而言之，音姿目标是用来描述如何发音的单位。实际上，邻近 

音的所有音姿都会交叠在一起。因此，我们观察到的发音现象，可以 

用音姿时序交叠变化的不同来解释。下一节会提供更多的例子来 

说明。

引英语辅音音位变体

现在，我们对英语辅音做一个较为深入的总结。最好的总结方法 

是：列出一套用以描述英语音位变体分布模式的规则来。第一条规则 

和辅音的长度有关：

（1）当辅音处在短语末尾时发音较长。

通过比较 uuhat will you miss 和 / miss it all 中/§/的长度，你 

就能体会到这一区别。用WaveSurfer或Praat软件给一些词（该词要 

么位于短语末，要么位于短语中）录音，并画语图，就能验证短语末的 

辅音是否发音较长。

大多数语音变化模式只适用于选定的一组辅音。

（2）清塞音（如/p, t, k/）在音节开始时为送气音，如pipy test. 

kick Pfst,甘［k］。

（3）浊阻音（塞音和擦音，如/b, d, g, v, d, z, 3/），当出现在言 

语末尾或是清音之前时，带声成分非常弱。请说次了加 

加。厂ove ,仔细听/v/,再说add fxw ,听/d/的音质。

（4）在音节开头，所谓的浊塞音和塞擦音/b, d, g,d3/是清的， 
除非立刻在其前面加上一个浊音，它们才发成浊音。（比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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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和this day )请你读一下this day并录音，听sday这一 

部分，是不是很像sZ”?
(5)清塞音/p,3 k/在/s/后为不送气音,如5 peiv > sttnv y skevu o

(6)处于音节末尾的清阻音/p.3 k, tj, f, 0, s, J7比相应的浊 

音 /b, d, g,d3, v, d, z, 3/ 发得要长。

验证这一规则的词有cap和、back和〃ag。请试着在句子中 

比较这些词，也许你能更清楚地听出其间的差异°

(7)近音/w, l, j, 1/在/p,t,k/之后出现时，至少部分是清音， 

如 play ytwin scue Eplei * twin, kju] o

形成这种发音的原因是•送气需要的音姿和近音需要的浊音音姿 

交叠在一起(注意：正式的表述是，它们是至少部分清音，但是标音时把 

近音记为完全清音。这种表述和标音间的矛盾将于下文进一步讨论)。

(8)相邻的塞音之间形成音姿交叠，使前一个塞音不爆发，如apt 

[aep^t]、rubbed [rAb'd]。

(9)在很多英语口音中,音节末的/p, t, k/伴随着出现一个交 

叠的喉塞音音姿，如〃八pit、kick发为pi?t» ki?k]o 
(这是标音不能完全描写发音过程的又一种情况)

这一规则不适用于所有的英语变体。在上面语音环境中，有些人 

发音时没有任何喉塞音，而另一些人却用喉塞音完全代替一些清塞 

音，或者所有清塞音。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对只简单加上喉塞音的那 

些人，这一表述也不完全准确。是否发喉塞音，在不同短语中会不一 

样，很多人在发〃's a ca/或潘the cat 5atem the mat中的时末 

尾处会出现喉塞音，但发时，cat却没有出现喉塞音。

(10)很多英语口音中，当出现在同一个词的龈鼻音之前时，/t/被 

喉塞音所替代，如beaten E'bi?n]。

(11)当紧随一个塞音并在词尾出现时，鼻音是成音节的，如 

77 leaden ychasm C'ledn, kaezm]o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能说只要出现在词尾或辅音之后鼻音就 

变成了成音节的。多数英语口音中，kiln和film的鼻音是不成音节 

的。然而，我们却可以简要说一条描写/I/成音节的规则。

(12)紧随辅音之后的边音/I/在词末尾时是成音节的。

这一表述总结了/I/自成音节的事实，即不仅出现在塞音和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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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如paddle ^-whistle [ paed), 'wis]]),而且也出现在鼻音之后(如 

kennel ^channel「ken], 'tjsen)])。这一规则唯一问题是/«!/之后/I/的发 

音©这些规则对barrel E'b^rl]之类的词来说是正确的，但在美式英 

语的大部分形式中却不起作用，如在snarl [snail]中，/”被认为是 

元音的一部分。

在美式英语中，当/1/不作为元音的一部分时，它就跟/I/一样， 

出现于词末和辅音之后时为成音节的，如sabre、razor hammer x 

tailor reizJ, haemi, 'teilj]o 如果引进一个新术语 流音

(liquid)-只简单地作为包含辅音/I,』/的术语，我们可以重新定义 

(12)：

(12a)词末尾处紧随辅音之后的流音/I, ”是成音节的。

下面(13)的表述依然更适用于美式英语而不是英式英语，它对 

fattydata的/t/读成E'faeri/daers]做出了说明。但是要注意这并 

不是出现这种变化的唯一情境。这一变化不仅仅影响重读元音后和 

一个非重读元音前的/t/,两个非重读元音间的/t/也受到影响(如 

divinity^ 但不是所有的在元音间的/t/都以这种方式变化。Attack 

(即在一个重读音节前)中的/t/是清塞音，在别的辅音后的/1/也是清 

音，如hasty, captive.值得注意的是，多数说美式英语的人在相似的 

环境里发含有/d/和/n/的词时也有跟/t/非常相似的音姿，如daddy. 

manyQ第一个单词可以准确地记为「d上山，第二个除了鼻化，其他音 

姿和第一个单词一样，所以•用严式音标可以记为匚meri]。鼻化可以 

用加在音标上的附加符号表示。下面的表述是对上述所有事实 

的解释。

(13)当出现在两个元音间(其中第二个非重读)时，龈塞音变成 

浊拍音。

很多说美式英语的发音人需要一个类似于上面表述的规则，来描 

述一组出现于塞音前的龈鼻音。如：在色加衣厂、・〃/厂之类的词 

中，/t/脱落后产生了一个鼻音性拍音。用相同方法发wintery 

winner % panting spanning也会产生同样的鼻音性拍音。对这些发音 

人,我们可以重新定义(13),即：

(13a)当出现在两个元音间(其中第二个非重读)时，龈塞音或龈

鼻音后接塞音都变成浊拍音。 78

对这个表述.发音人在实际'发音时却有不同的表现。一些人在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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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词（如a 〃，山e）中发拍音，在不常见的词（如 八"匕）中却不这样。 

有些人只在快速说话时发拍音。请您试着也概括一个规则来描写自 

己的发音。

（14）龈音在齿音前变成齿音，如 eighth, tenth , 'wealth ［eitO. tenG. 
we］。，请注意：这一表述不仅仅是指塞音，对所有齿龈音都 

适用，同时也经常适用干跨词界的发音，如al ［his ［科3s］。 

这个表述说明，在英语中这两类辅音之间音姿交叠的情况 

很多，以致第一个辅音的调音部位发生了变化。

在快速发音时,齿音有弱化省略的趋向。请您先慢慢地发下面的 

短语，然后加快语速，体会一下自己的发音。至于辅音什么时候被省 

去我们很难做出精确的表述，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言语风格。 

龈塞音经常在fact finding之类的短语中脱落。多数人将most 

people说成［'moos pip］］,人们听不到发send pa pers之类的短 

语时也听不到［d］。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表述：

（15）处在两个辅音之间的龈塞音发音弱化或脱落。

表述（15）提到了语音学中的一个有趣现象。请注意我们所说的 

“龈塞音常常听上去脱落”和“听不到［疗。但是，在most people中， 

龈塞音的舌尖音姿可能并没有被省略，而只是听不见，因为它和接下 

来的双唇塞音姿态完全交叠在一起。最常见的是，它是部分地被省略 

了。也就是说，为了跟龈塞音协同发音，舌尖发生移动但并未形成完 

全闭塞。我们可以用音位音标记写为:'mous pipl1或［'moust pipl］, 
这样做的话，W是否存在便成了问题。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问题“ 

一部分舌尖动作已经完成，这是我们无法用符号记写的一个事实。

请检查一下你是怎样说best game、grand master之类短语的。 

请说一些带龈塞音和不带龈塞音的短语或者类似的短语。你会发现 

很难得出这样一个表述，即在你发音里可能不出现任何龈塞音。

我们不仅必须要说明辅音在何处脱落，还要说明它们在何处添 

加，如something常被发成［'sAmpOig］, youngster常被发成 

CjAgksta^］ o与此相同，很多人不区分prince和prints , tense和 

ze/s。这些词的发音可能在鼻音和清擦音之间加上了短的清塞音。但 

这个塞音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添加在词中的辅音音姿。原因很简单，就 

是鼻音音姿所需时间发生了变化。通过延迟发鼻音时软腭降低的时 

间（完全闭塞的时刻），从而产生了塞音。用这种方式将塞音很明显地 

插入一个词的中间，这就是众所共知的增音（epenthesis）。如果要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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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中归纳出一个规律来，我们可以说:

（16）同部位的清塞音可能会出现在同一个词中鼻音后、后接非

重读元音的清擦音前。 79

上面表述所提到的后接元音一定是非重读音，这一点非常值得注 

意。发名词concert有塞音增音习惯的发音人,并不常在动词派生词 

里发这个增音，如concerted,及concern之类的词也一样。关于鼻音 

之前的元音没什么需要特别说明的°增音也可能出现在非重读元音 

之间，像表述（13）中［门变成［白。我听到过有人在 agency, 

grievances 中插入［t］。

表述（16）提出了一个跟（15）相似的观点。在（15）中我们关注的 

是一个音段是否会被删掉，现在我们关注的是音段是否增加。在各种 

情况下，人们都最好将上面所关注的问题看作是伪问题，我们只考虑 

所涉及的音姿，而不要担心标音符号是否能代表一个个的音段，因此 

将something记为E'sAmpGig］也许更方便。但是，标音只是一种工 

具，不应该被认为是用于语音产生所必要的描写单位。

表述（17）说明：两个完全相同的辅音一个接着一个发出时会导致《 

辅音发音缩短，如。ig game、top post o说其中的一个辅音脱落了，这 

种说法通常是不确切的。因为两个辅音发音姿态交叠得很紧，从而形 

成音质缩短的效果。即使在随意的交谈中，多数人应该会区别力2、 

tissue y straight issue > straight tissue o （请 试着说 That f s a stray 

tissue之类的句子,并体会一下自己的发音情况。）对所存在的这种音 

质缩短的效果，我们可以做如下表述：

（17）两个相同辅音相邻时，前一个辅音发音较短。

EXAMPLE
3.12

表3.2 一些具有符号价值的附加符号

0 清化 W 
Q 1o kwik, piers o o quick ♦ place

h 送气 1b H d'aep, I?is tap •, kiss

齿化 t d aetda, h司。 at the * health

7 软腭化 i phii pill

成音节 n 1 f 'mi?n mitten

鼻化 ae masn man

我们可以描写导致/k/、/g/的发音更向前的音姿交叠情况，如 

cap、kept、kit , key ［kaep, kept» kit. ki］,gap、get y give geese 

［ga?p. get, giv, gis］的发音。你应该能感觉到每组词中后面词的发音 

舌体接触的部位更靠前。因此，我们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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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软腭塞音后接舌位较前元音时发音部位更靠前。

最后，我们需要注意/I/在具体词中的音质差异，如life [laif]和 

file [fai+], clap [kleep]和 teilc [tsc+k], feeling [fill9]和 feel [fii] P

（19）边音/l/在元音之后或词末辅音之前软腭化。

要注意的是，处于不同语境中的/I/,会有清晰而不同的音姿。但 

这些不同音姿不能归为音姿交叠。

4））附加符号

从本章及前面的章节里可见.我们可以通过在英语音标上添加附 

加符号、小标记.来缩小音标的表意范围，使人们对它的运用更加细 

化c前面介绍的六个附加符号在表3. 2中都可以看到。请你在尝试 

任何更细化的标音练习之前必须先学会使用这些符号。注意鼻化符 

号跟软腭化符号的区别：鼻化符号是加在音标上面的一个小波浪线 

80 （波浪号）；软腭化符号是从中间穿过音标的波浪号，也可以用希腊字 

母伽马（口的上标形式来表示。与软腭化相比，鼻化在元音中更普遍. 

这个将在下一章讨论。

«）））要点回顾

这一章详细介绍了英语辅音,重点在辅音的变体规则。其中最关 

键的一点是：就像在电脑上输入文字一样，辅音在发音时不易被省略。 

因为：（1）我们用来辨别语音的线索牵涉到相邻的若干个音。比如， 

%ad和加口中/d/、/t/的区别是塞音前元音的长度。（2）语音序列中 

相邻的音之间会互相影响。例如，butt ton中的[n]在发音时可以没有 

舌的运动——因为舌头一直保持在发[加之前[t]的位置，仅仅是鼻腔 

打开，加上带声特征而已。在图3.6中，我们也看到了元音和辅音的 

不同组合会引发声道不同部位位置的改变。这些都使我们认识到：用 

字母来标音是非常便捷，用规则描述语音之间的对立和互补关系也是 

语音学最基本的问题。最后，通过把重点放在由不同音姿所造成的语 

音差异上，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解释不同的语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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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练习

A.下面几幅有注释的图呈现了 brench词末辅音的发音过程，请填空： 81

在词的整个末尾部分 一直保持_____ 0

稍短时间后 向下，但 —仍然足够接

近龈脊以------- 0

------ 处于-------- O

声带------- o

82
B.请根据implant 一词中间辅音的发音特点，解释下页的调音器官图。 

要求：（1）在每一张图的解释中都要提到嘴唇的动作、舌头的不同部位、

软腭和声带；（2）搞清楚一个辅音向另一个辅音过渡时调音器官哪一部 

分最先动。要解释的是正常对话的发音，注意双唇鼻音中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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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画调音器官图，并对发音过程做出跟上面练习一样的解释。解释 

短语thick 5Z2OW中间辅音发音动作的要求：（1）搞清楚发音动作的前 

后顺序，注意在发音过程中双唇、舌头、软腭和声带的动作；（2）在开始 

之前自己先以正常语速将这个短语说几遍，特别要注意在形成复辅音 

的发音时，舌体后部的下降是在舌尖动作之前还是之后。

D.给表述（2）到（19）各举一组例子，并用严式音标记音。要求所举之例 

不是书中用过的例词。切记要在一个音节以上的词中标出重音。

表述（2）三个例子（每个清塞音举一个词）

表述（3）七个例子（每个浊阻音举一个词）

表述（4）八个例子（每个浊塞音或塞擦音举两个词）

表述（5）三个例子（每个清塞音举一个词）

表述（6）四组例子（每个调音部位举一个词）

表述（7） 四个例子（每个近音举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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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8） 六个例子（每个浊塞音和清塞音举一个词）

84
表述（9） 三个例子（不一定是自己的发音）

表述（10） 三个例子（用三个不同的元音）

表述（H） 三个例子（至少用两个不同的鼻音）

表述（12a） 六个例子（带/I/和//各三个词）

表述（13a） 六个例子（带/t,d,n/各两个词，其中一个是/t,d,n/ 
位于非重读元音后的例词）

表述（14） 三个例子（带/t,d,n/各一个词）

表述（15） 三个例子（可举任何一种）

表述（16） 两个例子（用两个不同鼻音）

表述表述 三个例子（可举任何一种）

表述（18） 四个例子（用四个不同元音）

表述（19） 两组对比性例子（试着找一些可以正反两读的词对， 

如 life [laif]和 file [fait]）

E.挑战性练习：试着给书中的一些表述列举两个例外。

表述（）__________________ ,

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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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请为描写/h/的音位变体写一条表述。

85 -------------------------------------------------------------------------------------

G.请分别为下面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标音

英式英语发音：

Once there was a young rat named Arthur
Who could never make up his mind
Whenever his friends asked him

If he would like to go out with them, 
he would only answer, "I don't know”. 
He wouldn't say "yes" or "no" either. 
He would always shirk making a choice.

美式英语发音：

Once there was a young rat named Arthur
Who could never make up his mind
Whenever his friends asked him

If he would like to go out with them, 
he would only answer, "I don't know”. 
He wouldn't say "yes" or "no" either. 
He would always shirk making a choice.

期））操练

A.请学着发一些非英语的音。为了体会一下连续发音时加上和 

减去带声的感觉,先请反复练习说“SSZZZSSSZZZ，现在再试着用同 

样的方法说［mmmrprnmmmmrnipm］o要求双唇一直紧闭。在发［m］ 
的过程中实际上应该做出跟通过鼻子呼气时一样的动作。现在 

［m］夹在元音之间说，试着在元音与辅音之间不要有任何间断，发出 

像［oqiQ, imi］之类的音流。

B.反复用做练习，学习发［Qpa, ar）a, ala, ara. 
c^a, aja］,并用另一些元音构成跟前面一样的音丛做练习。

C.要求能将英语weaC/je厂；which , witch区分开来（即



操练| 83

使你平常不这样做）

请发：

whether

[w£6s（j）] weather

[mi tf] which 86
[witj] -witch

D.学习发下列缅甸语的词（你可以暂时忽略标在元音上的声调，

清音的附加符号放在[祖上是为了避免和[内混淆。）O
浊鼻音 清鼻音

ma 提起 ma 从…

na 疼痛 na 鼻子

3 鱼
o
9a 借

E.跟同学一起做练习，发几组乱编的词并给它们标音。你应该 

用一组比前面更复杂的词。请根据下面给出的一组词编一些自己的 

例子，包括喉塞音、鼻音、边爆发音，以及一些不可能在英语中出现的 

音丛。请记着标出重音。

'kl antjups'kwei d3
'3i3rn'spobrn
tsi?i'bE?idl
mbu'trigg 

'twaibre?ip

F.为了拓展你理解语音认知的记忆范围，你应该在发音理解联 

系中加入一些简单但较长的单词，下面给出一组这样的词。从中也许 

会发现，对你而言，听像最后两个那样包括八个音节的词太难了。但 

还是请你试着把自己的听力发挥到极致。当在听同伴听写单词时，请 

你试着做：（1）看他的发音动作；（2）随后尽可能自己立刻跟着做重复 

发音；（3）最后尽快写下来，包括重音。

kiputu pikitu
begi'gide'dedi
tri'tji?itju*drud3i
rile'tole'manu'doli
faiOidi'voiduvu'Oifi 87



第四章

上英语元音

•标音与语音词典

英语元音可以用不同方法标写，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英语地方口 

音的元音有很大差异；另一方面，即使在一种英语口音中，标写元音也 

没有一种完全正确的方法。使用哪一套符号取决于标音的目的。如 

果记音人重点在于使用最少的符号来描写英语，那么，针对时长上不 

同的各组元音，如力叱力和力〃人和〃(成，就可以简单地使用长音 

符号［:］来区别,标写成口i：p. Jip］，lu：k, luk］o尽管这样可以有效地 

减少英语元音的音标数目，但读者要注意，用长音符号区别开的一组 

元音不仅在时长上有差异，而且在音质上也存在差异。另一种标音方 

法应该可以突出英语元音的所有差异，严格区分元音的时长和音质. 

即将力和、加力标写为［Ji：p. Jip］。但使用这种方法标音，又会掩 

盖元音时长和音质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没必要同时标出这两个特 

征。本书选用大多数语音学家的标音方法，用［Jip，hpl标写，让读者 

自己去体会时长差异。

在第二章介绍过的这种简易标音方法也有一些缺陷。一些被广 

泛使用的兼有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发音的参考书都不使用这种方法 

来标音。其中一部是由英国语音学家丹尼•琼斯(Daniel Jones)编纂 

的。他对英语发音的准确描写曾风靡20世纪前半叶的英语语音学 

界。当前最新的版本《英语发音词典》(第18版)(English 

Pronouncing 厂；y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即人们所熟

知的EPD180虽仍用丹尼・琼斯的名义，但实际上是由三位新编者皮 

特・罗奇(Peter Roach)、简・塞特(Jane Setter)和约翰•艾斯灵 

(John Esling)修订完成的。该书把美式和英式的英语发音全都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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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在附带的CD中读者可以听到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两种发音。

另一权威著作是约翰・威尔斯（John Wells）编纂的《朗文发音词 

典》（第 3 J®）（Longman Pronounciation Dictionary ）（英国哈洛：培生 

集团，2008）。这部词典就是大家熟知的LPD3,附有CD,也提供了英89 
式和美式两种英语发音。约翰•威尔斯教授接替丹尼・琼斯供职于 

伦敦大学，是语音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被公认是至今世界英语发 

音（包括英式、美式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最高权威.EPD18和LPD3 
都标写了元音时长的差异,没有采用本书使用的只记音质差异的标音 

方法°我们用［Jip, hp］来标写他们却用Ui:p, Jip］来标 

写。第三部词典是克里夫•厄普顿（Clive Upton）、威廉•克雷奇马尔 

（William Krelzschmar）和拉夫•科诺普卡（Rafal Konopka）编纂的 

《牛津当代英语发音词典》（OrDictionary of Pronunciation for 

C"七九及g/所）（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与上述两本 

稍有不同，这本词典提供了英语更广泛的英式和美式发音。为了更详 

细地描述语音特征，这本书所使用的音标和音位变体音标比上述两本 

词典要多。

对英语发音有兴趣的人，可以选用上述三部词典中的一部来做参 

考。这三部书都是根据所谓的标准美国新闻播音员或英国BBC播音 

员的典型发音（这本书里简称为美式英语或英式英语）而编纂的。当 

然美国或英国都不存在真正的标准发音，即使新闻播音员也有明显的 

地方口音。但这些词典提供的发音在英国和美国都被广泛接受。词 

典详细地比较每个词的两种发音，例如，英国人发Caribbean的时候， 

第三个音节重读［k史Hbion］,但美国发音却是第二个音节重 

读［kSJibhn］。

一般美国大学的词典也提供发音，但采用的标音符号与国际音标 

不完全相符，也很少用作语音对比的目的。美国词典编纂者声称，之 

所以不用国际音标是因为词典使用者多来自不同的地区，这样可以让 

他们学会用自己的口音发新的词。众所周知，国际音标可以描写不同 

地区的语音，所以词典编纂者在标注关键的词汇时，没有理由不给予 

国际音标和特别标音符号同样重要的意义。

上面提到的LPD3和EPD18两部词典用几乎同样的一套符号来 

描述英语发音，不同之处仅出现于标记美式英语bird的元音，LPD3 
使用G］而EPD18使用hr，虽然《牛津当代英语发音词典》的音标 

稍有区别，但国际音标传统还是可以接受的。除了音长符号的省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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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差异外，本书使用的音标基本上与威尔斯的LPD3 一样，LPD在 

描写head、bed中的元音时用了 ［e］,但我们采用［打。在后面的章节 

中，对比其他语言的元音时（如法语和德语等），［丁和［打两个音标都 

需要。依照国际音标，我们也用［口来代替［日，把［门仍然视作不同语 

90言中普遍存在的舌尖颤音。

曲））元音音质

讨论至此，我们故意没有确切地解释每一个元音的音质。因为在 

第一章已经说过，传统的标音不足以充分描写元音。让语音学知识水 

平跟你差不多的人找出英语词儿丁 的元音舌位，你可能会有很多不同 

的答案°你在发一套元音时能说清楚自己的舌位吗？

图4. 1展示了英式英语的元音在发音中点时的核磁共振成像图 

［感谢牛津语音实验室的负责人约翰•考曼（John Coleman）教授提供 

图，这些图片上都标有国际音标符号，而且，声道中气流通过的地方 

都用黑色阴影表示。（考曼教授建议国际音标用［a］来标写该发音人 

所发pat中的元音。）发音人面向左，但当时核磁共振仪并没有能够拍 

到他的嘴唇动作。在图1. 13上我们看到舌头的运动轨迹，前元音之 

间的舌位高低差异是相当明显的。而在图4.1中，前元音的舌位高度 

变化更明显。发［□时，舌前和硬腭之间形成的气流通道很小（图中阴 

影部分不太黑），发［a］时稍大。此外，还能看到在发后元音时， 

舌头向后拉。所以，关于元音发音的描述，此图还有哪一点不尽人意呢？ 

首先,它漏掉了英语中某些元音。比如，［a［、［oo］，其舌位比H和都 

高。这一点从对图上元音的描述中是难以推测到的。其次，关于英语的 

低元音之间在发音方面区别不大,但听觉上差异明显。由 

于图中看不到唇部的动作，所以就不能区别和W。但不管怎么说, 

元音发音差异跟听觉差异和语言学差异比起来都显得微不足道。

让问题变得更复杂的是，元音发音时，舌头没有接触口腔上顶的 

中线•发音人很难感觉到自己具体的舌位°同理,他也很难感受到别 

人的具体舌位•元音的标写也因此存在很多困惑。我们很难描写自己 

所发元音的舌位。人们常常不能确定自己说话时的元音舌位，只是根 

据语音学理论书的说明来描写舌位。创立一套术语很容易，但这些术 

语往往只起分类作用，并不能真正用于元音描写。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们就开始使用这套术语介绍这些元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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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这一章还要继续介绍。但读者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所用的元音 

术语只起简单的分类作用•用来描述元音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对元音 

舌位的绝对描写。 91

图4.1 英式英语元音舌位的磁共振照片

（注意：由于未获授权，图片更换为线图）

描写元音的难点之一是,此类元音与彼类元音之间的界线不清 

晰。相比之下，辅音的类别要清晰得多，一个辅音可能是塞音、擦音或 

者由塞音和擦音相连而成的塞擦音,但不会是介于塞音和擦音之间的 

某个音°但元音则不同，人们完全可以发出高元音和中元音之间的某 

一元音。从理论上讲（虽然实际上每个人会发的元音并没有理论上的92 
那么多）,位于两个元音之间的任何一个音都是可能发出的。为了体 

会元音发音的连续性特点，请试着从一个元音滑到另一个元音。先说 

had中的［比］，然后逐渐滑到he中的不要只发［上电，试试尽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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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体会两个元音之间滑过的音。如果发对了，下定会经过像中 

［0和九空中［e门那样的元音。若没有发对，再试试发［把eel］,慢慢 

从前一个元音滑到后一个元音。

现在做反方向练习，慢慢流畅地从he的［仃滑到had的［纪工在 

两个元音之间尽可能拉长发音的时间。试着在这一发音过程的任一 

点停下来，就可以发出一个像力匕d中的［打，但是又接近从山中［史］的 

音。下一步，请试着从标H的［史［慢慢滑向小从。厂的当练习发 

［发-。1时.两个元音之间可能没有你自己言语里所使用的元音,但却存 

在一系列能够发出来的元音。在［史］和［。］之间，你可以听出另一些有 

地方口音的人说人1和•时的元音。例如•苏格兰英语口音发 

had和厂时并不区分两词中的兀音（发cam和ca//麓中的两个兀 

音也是如此），有这些口音的人将。ad和厂中的两个元音发成一 

个，这个元音恰好处在一般美国中西部人所发［史］和［Q］之间。在波士 

顿地区的一部分口音中，”厂和小*的元音就是一般美国地方口音发 

cam和ca/m两个元音之间的一个音。他们虽然不分（a厂和仅广£两词 

中的元音，但却区分cam ?ll calm之间的元音。

最后，为了进一步体会元音发音的连续性特点.请慢慢将father 

的［aj滑到的［u］q你会发现.很难将所发的元音分得很细，不同 

地方口音在这两个元音之间所选元音点不同。但你还是能够听得出 

从一个元音滑到另外一个元音的动态过程.其中显示的元音音质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深入讨论。

4））元音听觉空间

从一个元音移向另一个元音时•，在听觉上可以感受到元音音质的 

变化。的确，你是通过舌和唇的活动来发这些音.但正如前面所说,要 

确切说出舌头如何运动是非常不容易的。由于语音学家也不能精确 

地描写元音的发音位置（除非是在X光或磁共振成像仪下对舌形进行 

严密监视），所以只能简单地对不同元音的听觉音质进行分类。称 

人心的［口是前高元音，大致表示舌位在口腔中的位置前而高，更确切 

地说，是从听觉感知上说明它的音质前而高。had的［ael舌位较低，但 

93更重要的是它的听觉音质是前低。入ad的［打是［i］和［史］之间的音. 

更接近［史］,我们称它为前半低元音。（请试着连着说［i, £,史［,看看 

自己的发音是不是这样。）加法时的舌位后而低,我们称之为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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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最后，3人。的［U］是后高元音。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表现元 

音听觉音质的四边形，［:i,疣，Q,皿位于其中的四个角上，可以画成图 

4.2。

其实，这四个元音并非处于图4. 2的四个顶点上。比大多数人发 

w无。的［u］更靠后的［u1元音是能发出来的，你自己完全能发出这样一 

个非常靠后的［u］— —先拉长［u］的发音，然后进一步将嘴唇拢圆、撅 

起，再把舌头拉后，注意让舌体一直保持着向软腭抬起的状态，这样可 

以发出完全靠后的发完全靠后的［u］,另外一个办法是，保持一 

个调子最低的吹口哨的舌姿和唇形，然后振动声带。请试着发heed 

的的［u］,然后再发更靠后的［u］（可用下面加横线表示更靠 

后）。你若连着发［i, u, u］,就会觉得［u］处于口］和［u］之间，不过对于 

大多数人来说.它的发音更接近于［u，

图4.2 I元音空间图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发出比几个英语常见元音口，史，音 

质差别更大的音。如发had中［史］时，降低舌头或者稍微张开嘴巴， 

就可以发出比heed中［i］音质有更大差别的音。这个音可能跟father 

中的更相似。

通过赋予元音这种听觉空间的概念，我们可以以此来标写不同元 

音的相关音质。但要记住高-低、前-后等分类概念不是用于描写舌 

位，只是表示元音之间相互关系的简单示意法。这些术语描写的是与 

听觉相关的音质，而不是发音方法。

语音学的学生常常会问：如果高、低、前、后等术语不表示舌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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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标写听觉上的音质，为什么还要用这些术语？在我看来，这是学术 

界的习惯。长期以来，语音学家都认为，用这些术语来描述舌位能更 

确切地说明元音的音质。但是，传统的舌位描写和听觉感知只是大体 

相符。如果用X光拍出匚1,比，u］的发音，你可以发现相关舌位并 

不是图4. 2所显示的那样。我们会在第八章看到，如果利用声学语音 

学的技术来构建听觉音质空间，就可以发现这些元音跟图4.2相关。

实际上，语言学家也曾使用过锐音（公〃彼）和钝音（g忆/）这样的词 

来描述前元音和后元音。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两个词并没有被广泛运 

用。这里仍用传统的描述舌位的高、低、前后来描述听觉音质。

耶）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元音

EXAMPLE
I 4.1 y

图4.3左边是美国播音员标准英语的元音发音图，即典型的美国 

大多数中西部人的发音；右边是英国BBC播音员标准英语的发音。 

图中，每个点表示单元音，直线表示二合元音音质移动的方向。二合 

元音音标位置就是它开始发音的地方。图中元音分布都是有科学依 

据的。无论是单元音还是二合元音，它们的分布不只是靠听觉感知得 

到的，还根据很多权威的声学分析来确定。有关声学的内容将在第八 

章讨论。网络平台上你能够听到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元音的发音•从 

中能感受到图中所示的相关元音的音质。其他英语地方口音大体上 

也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在小的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在分析单个元 

音时,我们要注意这些本质差异。

图4.3 标准美式英语（播音员）和英式英语（BBC播音员）所发元音的听觉

音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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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发人〃、人aH,注意听其中的兀音［i, I, £,比］（使 

用网络平台上与本书有关的例4. 1,听他们的发音，与自己的发音进行 

比较。如果英语不是你的母语，你可以去听网络平台上这些词的录 

音），这些元音的音质差异是否一直保持着同等距离呢？你再用相同 

的时长发元音［i,l, £,史］（虽然实际中各词元音的时长各不相同），接 

着一对一对地依次练习，也就是，先发口，门、再发展最后发［£，史］。 

在英语的很多形式中，［口和［口，［口和［＜］，］＜］和O］之间的距离大都一 95 
样。但是，美国东部一些人发heed时，元音是明显的二合元音，其中 

的田差不多从hid中的口］开始滑动。英国中部和北部的人发had, 

元音后而低，听起来有点儿像厂中的［a］。结果，［＞］和［宓］之间 

的距离大于［＜］和［口之间的距离。实际上，由于［:史］的发音略低，导致96 
［e］也低，于是，四个基本元音［i,L, £,史：］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同。

剩下的前元音就是版了中的［ei］,我们在看完几个后元音之后再 

回来讨论这个音。在不同的英语形式中后元音的差异很大，它们跟前 

元音不同，不能保持同等的音质距离。请你自己发

good food，然后跟前面练习一样，按同等时长一个一*个发［a,。,。, u］ 
（如果你的发音跟美国加州很多人的发音一样，不能区别father和 

author中的元音，那就只发u1三个元音）。就像分析前元音一 

样，这里也成对地分析后元音。估计一下元音之间的大概距离，并跟 

图4. 3进行比较。

我们注意到,美国西部和加州的许多人不区别cot、ca 〃幺加中的 

［。］和M。在他们的发音中，存在一个处于这两个元音之间的音，更 

接近而在这个发音区域中，大部分说英式英语的人还有另一个 

元音。他们区另U图Z叭历加/和bought的［a,d,。，结果如图4. 3右边 

所示，英式英语后元音的数目与美式英语不同。多出的后元音［亦比 

［a］更靠后，而且更圆唇。

在good Joo。中，元音u］的差异也很大。许多人发good时， 

元音为非圆唇,/。。4的元音圆唇且位置在中间。请照照镜子，观察自 

己发这两个元音时的唇形。

英式英语中有中一低央元音［人人如bud的元音，美式英语发成 

这样，英式英语中的［人］舌位更低，和bird中的央元音［3］区分得 

更清楚。美式英语历M的元音不在图4. 3中,因为它是与bud的元音 

相对立的，区别在于带了卷舌音色彩。后面，我们将会探讨卷舌音化。



92 |第四章英语元音

出））二合元音

现在，我们讨论图4. 3的二合元音。每个二合元音都涉及一个元 

音内的音质变化。为标记方便，可以将其描写为一个元音滑向另一 

个。通常二合元音中前面的部分比后面的部分突出，实际发音中后面 

的部分常常比较短.音质不易确定。更进一步说，二合元音的前后两 

个音都不能简单地归为任何一个单纯的元音。

为了清楚地表示二合元音中两个元音的不同重要性，我们可在不 

重要的元音下加“非音节性”的附加符号，比如卜门。这样，就可以区 

分两个音节的元音序列（如gnaw it Lnai t］）和单音节的二合元音（如 

rngA/［nait］）o除此之外，语音学家还常用上标符号来标写二合元音 

97 （如

根据图4. 3 ,在high .how fP *二合元音［al, au］的前一元音在一 

定程度上多多少少有央低元音的色彩，对［史］和之间的音，BBC播 

音员发成最接近元音［a］的音（在《牛津当代英语发音词典》中，美式 

英语［a门被标为英式英语的［al］）。请慢慢地发”小再试着将第一个 

元音从音节中分开。将这个元音跟bad .bud. father的［比，A,。］进行 

比较。现在.将father的发得长一些，再用这一元音做的第一 

个元音•试着发一发。所发的音应该跟纽约或伦敦东区考克尼口音发 

的3-相似。请试着再用其他元音做这种练习，如用bad的［史］作为 

的第一个元音。如此也会给发音带来一些影响。

在high .buy中，二合元音［a门的发音是向前高元音滑动，但在英 

语多数形式中，它离前中元音并不远。请试着将buy的第二个元音换 

成bed的元音［日（就像发［ba＜］ 一样）。这种二合元音的发音可能跟你 

日常发音差别不大（除非你是美国德州或者美国南部、西南部人。这 

三个地方人说。时，要将元音拉长，发成［ba：, da：］） 0接着请再 

将切y的第二个元音换成〃词的元音口这一元音比许多人发的二 

合元音中的第二个元音要稍高。最后将buy的第二个元音换成heed 

的元音这一替换所带来的音质变化可能比这个词通常所见的发 

音要大得多，在苏格兰英语和加拿大英语中就有这种二合元音，如 

sight的发音，跟side的二合元音有区别。

在九。的的二合元音［ao］中,第一个元音跟high的第一个元音相 

似。请试着发。的/，看其第一个元音是否跟had的元音［史］一样，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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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它跟这个词的平常发音有何不同。用伦敦地方口音和泰晤士河地 

方口音（一般称为河口英语①）发这个二合元音时•会出现复杂的音质 

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如同bed的［-］转到bud的［a］之后，再向food的 

［u］滑动。请快速连续地发出八-u，现在用这种二合元音说 

h ow、nozu、brown x cow 等词。

在不同英语中中的鹿口有很多变异形式。一些说美式英语 

的人将其中的二合元音第一个音发成［打，跟刀中的元音一样（如 

图4. 3左边）。大部分说BBC语音和美国中西部人的二合元音音质 

变化幅度较小•他们［e门的起点更接近hid中的［门。像上面说到的， 

河口英语中二合元音音质相差较大，他们的mate .take有点儿像 

might .tykeo相反,在包括苏格兰口音在内的其他英语地方口音中. 

这个二合元音含有更高的单元音［e，请试着发儿?,然后确定应该 

如何在图4. 3上标记你的发音。

hoe中的二合元音［o。］在元音图中被看做是［ei］的后位对应音。 

多数说美式英语的人发表现为高-低范围的移动.而多数说英式98 
英语的人则是前-后范围的变化，如图4. 3所示。英式英语中•这个二 

合元音的第一个音跟［目的发音接近，而第二个音比略高一点儿。 

请试着发并将其中的两个元音跟其他元音做比较。

向高位移动的二合元音还有儿？中的S门。其中的第二个元音也 

不是很高,跟秘△中元音的发音接近。本书若不是为了尽量跟其他通 

用标音方式保持一致，我们认为boy最好标为

最后一个二合元音是cue中的［ju1.它跟其他所有的二合元音有 

所不同，其音质最显著的部分在第二个元音上。这种特点是其他二合 

元音所没有的，有些语音学书甚至不将它看作二合元音，而视为辅音- 

元音的组合序列。但根据英语音系格局,我们还是认为它是二合元 

音。在英语语音史上，它是个元音.跟我们所探讨的其他元音一样° 

进一步讲，如果不把它看作元音，那么我们只能认为,在英语里存在着 

一组出现于某一特定元音前的复辅音，如pew. beaut y y cue. spew y

①译按：根据《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英］RL.特拉斯克编,语文出版社），河口英语 

（Estuary English）,是非专业词，来自泰晤士河河口地区。“有时用来称呼英国东南部人们 

广泛使用的英语，这种英语口音介乎宽泛的伦敦东区口音和明确的标准发音（RP）之间。这 

种口音为地位正在上升的劳工阶层使用的同时，也被中产阶级因热衷与‘大众’文化认同而 

采用。有些观察者认为河口英语将逐渐取代RP而成为英国南部的优势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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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w 和（英式英语发音人的）tune sdue^sue %Zeus y new ylieuystew 等词 

中前面的音只能在［u］前出现（注意：英式英语d。和小”的发音不一 

样，前者为［du］,后者为［dju］）。英语中任何一个词都不会发成/pje/ 
或/kj比/，所有塞音加［j］的组合都不可能出现在其他元音之前。因 

此，如果将［ju］看作二合元音，就不必设定英语复辅音，如此描述英语 

语音分布特征就会更简单明了。

鼬卷舌化元音

图4. 3中唯一没有出现的美式英语重读元音是sirjierdjur等词 

中的这个元音不适合用这个图显示，是因为它不能以高-低、 

前-后、圆唇-不圆唇等特征来描述。［加可称为带有卷舌音色彩的音,或 

卷舌化音（尸colored ! ） o这涉及一个被称作卷舌音化（rhotacization） M 
附加特征。正如高-低和前-后一样，卷舌音化特征所描述的也是语音 

的听觉性质，即元音带I■化c正如我们说元音的高低不是指舌头姿态 

而是听觉音质一样,我们说卷舌音化元音也是指它的听觉特征.在美 

式英语中，既有重读卷舌音化元音，也有非重读卷舌音化元音。年青 

人通常把/“Me厂中的两个元音发成完全一样［:®g］,但是,也有很 

多人通过重读与非重读音节来区分r化和非r化元音。对他们来说, 

my sister Js bird 可以标写为［mai @ sgs b>d］。

r音化元音常常称为卷舌元音，它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形成方法, 

99 一些人像发卷舌辅音一样把舌尖抬起，如图4.4左边；而另一些人则 

保持舌尖平放，将整个舌头上抬后发元音（如图4. 4右边）。虽然发音 

方法有点儿不同，但所发出元音的音质非常相似。通过X光发现，这 

两种卷舌音化方法都有由会厌下面部分舌根收缩而导致的咽部收紧 

100现象。

① 译按：coloured vowel是带有特殊音色的元音，是指特定语言里的一种元音音位。 

它与另一元音音位有相似音质，但它带有某些次要发音或带区别性的发声类型•因而它们也 

就有了对立。如：鼻化（法语）、r音化（美国英语）、耳语声（北部印第安的一些语言）、嘎裂声 

（丹麦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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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4 两个美国发音人所发［郎］的核磁共振成像图（Xinhui Zhou, Carol

Epsy-Wilson, Mark Tiede, Suzanne Boyce 提供）

（注意：由于原图未获得授权，图片更换为临摹线图。）

英语各种地方口音之间最显著的差异表现在是否带卷舌元音。 

美式英语很多词中,元音后面带口［时一般出现卷舌音化，如：。公收、 

bared、board、poor、tire、hour等。元音后带有［工］的地方口音可以称 

为卷舌音类（rhotic）。卷舌音化一般在发元音开始时不是很明显，元 

音保留着自身的一些音质特征。但是，在像立厂、入厂"、/〃厂之类的词 

中,整个元音都卷舌音化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使用［次r］而不是

的原因）。如果用高低前后这些特征来描写，它是一个中-低元音 

1旬的r音化。

r音化是大部分北美英语的标志。这种音在英国莎士比亚时代曾 

风靡一时，现在在英国西部、苏格兰和远离伦敦的很多地方仍然存在。 

元音卷舌音化的消失首先出现于英国东南部，随后传播到美国的新英 

格兰地区和南部地区。现在，这些地区的口音在不同程度上远离卷舌 

音化了。找一个口音跟你不同、带或不带r音化的发音人，听一听他 

们发mirrory fairersurer s poor、purer等词中的元音，然后再跟你的 

发音进行对比。

标准BBC英语发音没有卷舌化元音，但有由边沿音向央元音［＜］ 

移动所构成的二合元音（图4. 3未标出）。here, th ere的元音可以 

描写为］心，£习。一些人以长音［司来代替「8人特别当元音在［打之 

前时，如、0ea厂poo厂中的［s］有些人发成二合央元音，但 

在多数英式地方口音中可能用［记来发这个二合元音。在第二章里. 

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人在发hire、fire时有二合央元音［ha。, fas］（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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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当时没有用二合央元音这个术语）。

黜命名词汇

对于学习英语语音学的学生来说，他们面临一个挑战：就是如何 

辨别不同的人口音的差别。每一种口音（或语言）都有特定数量的元 

音对立。两种口音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可能就是元音对立的数量有所 

不同。如：美国加州口音跟中西部不同，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州英语 

cot的和caught的元音之间已经不构成对立.也就是说加州英 

语语音系统里少了一个元音:同样.多数英式英语语音系统跟美式英 

语语音系统也有差别，他们有额外的元音来区别我们表述为/Q，d・o 
的cart .cot .court o另一种区分地方口音的方式是通过特定词里出现 

的元音。BBC英语和美国播音员式英语发音都有如/必的元音/史/和 

father的元音/。/',但在glass .last等词中，BBC英语发成/a/，美国播 

音员式英语发成/史/。诸如此类的显著区别也存在于标准的英国北部 

口音和BBC播音员口音之间。两个语音系统都有数量相同的元音对 

立（即相同的元音系统），但发/史/和/Q/的情况却不一样。英国北部口 

101音跟美式英语一样，/比/出现在等词中。这种差异被认为 

是元音分布（元音音质）而不是元音系统（元音数量）之间的差异。总 

之,一些口音差异只不过是元音音质的问题。有时,两种不同口音可 

以有相同的元音系统和元音分布,但音质可能会有不同。美国德克萨 

斯州口音和美国中西部口音都有大体相同的元音系统和元音分布.但 

区分元音的方式却不一样.如加e和作（“爸爸”的意思）。德克萨斯州 

人有发长元音的倾向，用标写最合适,但美国中西部人更 

可能发成［pai］、［pQ，以英式英语为例，传统伦敦东区考克尼口音和 

时尚伦敦音（泰晤士河口音）可能有同样的元音对立格局（相同的元音 

系统），这些元音也可以在相同的词中出现（同样的元音分布），但它们 

之间音质却不同。发mate jnighi时,传统伦敦腔将元音发成［ai］和 

［qi］,时尚的发音更接近［mEit］和

为了更清楚地表示英式英语发音人不同口音间的差别,语音学家 

威尔斯（J.C. Wells）发明了一套命名词汇（lexical sets）系统来表示英 

语中的元音。如表4. 1所示，从K1T 一直到CURE.各元音在口音上 

区别渐大。也就是说，KIT和DRESS（［i］M〉几乎没有区别，而r化 

元音在口音间区别最大。表中大写词汇的选择既凸显了元音的音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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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还把各元音用熟悉的、通常不会犯错的词来表示--似乎和第 

二章中的最小区别对的概念相反。用一个词来代表一组词中相似的 

元音。比如，威尔斯(1982 J33)把BATH定义为“美式英语单念形式 

中含重读元音/史/的词，同时也是英式英语朗读中含重读元音/a：/的 

词

表4.1 不同元音的命名词汇以及这些元音在英语四种口音中的分布

美式英语 英式英语 澳式英语 爱尔兰英语

K1T j 1 I 1

DRESS e e e E

TRAP a? se 史 as

LOT a D 0 □

STRUT 3 A e u

FOOT 0 u 0 u

BATH 史 a: e: ae：

CLOTH 0 D □

NURSE 孑 3： 3： OU

FLEECE i i： i: iJa

FACE ei e( 史］ e：

PALM a a: E：

THOUGHT 0 0： O： a：

GOAT o'1 3U au A0

GOOSE u u： H： UJ3

PRICE ai a.i aa 01

CHOICE 01 □i Ol ai

MOUTH au ao seo EU

NEAR u ia 19 iu

SQUARE ej £9 el e：j

START aj a: e: aeu

NORTH OJ 0： o: a：J

FORCE OJ 0： o: DIJ

CURE UJ 09 UJ9J

命名词汇系统从三个方面整齐划一地显示了英语元音在口音上 

的区别：(1)每一列不同元音音标数表示一种口音中元音的音系学类 

别数(phonological vowel categories ),(2)每一列中的国际音标符号也 

显示了元音的音质差别(phonetic vowel qualities), (3)命名词汇所代 

表的元音分布(distribution of vowels)有重叠和交叉现象。比如，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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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和美式英语中的TRAP.PALM.BATH类。如表4. 1所示•美式 

102英语中发音为［史］的词有两组（TRAP和BATH类词），而英式英语中 

只有一组（TRAP类）.

通过比较澳式英语和爱尔兰英语，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不同音质 

的元音在词汇中是如何分布的：澳式口音和爱尔兰口音中都有［曰］音， 

但其在澳式口音中表现为SQUARE类词，而在爱尔兰口音中表现为 

FACE类词。试比较hair的澳式口音［he：］和hay的爱尔兰口音 

［he：］,说明口音差别不仅牵涉元音的音质问题.也和元音在词汇中的 

分布有关。

请试着将你自己的口音跟其他英语地方口音比较一下，然后说明 

哪种差异是元音系统差异，哪种差异是元音分布差异，哪种差异只涉 

及音质差异。通常,这三个因素（系统差异、分布差异和音质差异）都 

可以将一种地方口音跟另一种口音区别开来。认真细想这三个因素 

103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有益的途径去观察口音间的哪些差异。

0））非重读音节

在各种形式的英语变体中，音标代表一系列的中低元音。如 

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这个元音多出现于表语法意义的词汇中，如 

,也在 so/a ［'soofa3 China Ctjainsj 或者大部分 

英式英语词加的末尾出现。在美式英语中. 

词末元音如果由-”拼写而成，它的发音常常是音质跟S］很相 

似，只是带着卷舌音化特色。图4.3的元音听觉空间，边沿元音之间 

的音质差异比中间的更明显，元音之间的音质差异随着元音向中央靠 

拢逐渐减小。音标［②］常用于标记一些央化、弱读元音（red uced 

vowel）。

下一章我们将分析英语重读的性质，但这里我们注意到，非重读 

音节的元音音质并非完全弱读。英语所有元音都能以非弱读的形式 

出现在非重读音节中。如表4. 2所示,很多元音都能出现在以下三种 

形式中。表中第一列是要分析的元音，第二列是词中音质清晰的重读 

元音。第三列是非重读音节的例子，其中元音与第一列重读音节里的 

元音一样,没有弱读。第四列是同一底层元音的弱读情况。在第四列 

弱读元音上许多人的发音非常相似。尽管有些词在不同的地方口音 

中音质稍有不同,但它们仍然处在能用标音的央—中元音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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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词中（如rwzla笈加）还有一个元音［1人或高央元音屏］（这一音 

标有时被称为横线i） o另有一'些人，特别是说各种美式英语的人，发 

第四列词的元音时，并没有弱读，而是保持跟第三列元音一样的音质。 

有时用不同的音标标写元音会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所讨论的元 

音具有居中的特色，既不是完全非重读也没有弱读为请试着按 

表4. 2的词来发音，观察你自己的元音位置。

表4.2 重读、非重读、弱读音节中元音的例子。粗体表示需要注意的元音。

元音 重读音节 非重读音节 弱读音节

i appreciate creation deprecate

I implicit simplistic implication

0 cause causality

U hoodwink neighbourhood

A confront umbrella confrontation

扭,3 confirm verbose confirmation

al recite citation recitation

oF exploit exploitation

ju compute computation circular

有些弱化元音对应于具体词里的非弱化元音,如表4.2中第二列 

和第四列的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词汇对应关系是历时音变而非共 

时语音弱化的结果。许多（如果不是大部分）弱化元音并不完全对应 

于某个具体词里的非弱化元音。比如.中的SX当然，可 

以想象它对应于alon^ize\je\\^a Iz［） along起首音的弱化是历时音 

变的结果。现在，S1可以说只是人们努力要达到的发音目标。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S］的弱化是由于它位于听觉音质空间的接近中央的 

位置，但它并不是任何底层元音的弱化形式。以下这种观点可能是对 

的：英语中的弱化元音来自于历史上的非弱化元音（可从recite/ 

recitation中［a门/［己］的对应关系中看出来），但弱化元音并不完全对 

应于非弱化元音的事实说明了英语历时音变的复杂性。

在多数英国人和部分美国人的发音中，一些以龈音结尾的词•它 

们的后缀（如~ed或-（e ） s ）都有一■个更接近口］的元音（如：fed 
［ hAntid］和houses［_'hauzIz］） o他们发pitted-4词时，前后两个元音的 

音质相同,即「pud，在后缀-//中可能出现跟更相像的弱读元 

音《如：但有些人将这个后缀发成成音节的口」号

EXAMPLE
4.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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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松紧元音

英语元音可分为两类：紧元音（tense）和松元音（lax）。这两个术 

语是用来表示英语中两组差别迥异的元音。这两组元音的差异是语 

音学上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松紧对立。它们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跟 

英语发展的历史有关,二者的差异在英文拼写上仍有所体现。紧元音 

出现于以所谓的不发音的e为尾的词中，如：加。加、加域松 

元音出现在相应的无u尾的词中，如加口、7几口、Qqu等。此外，由于 

历史演变的原因•英语good 一词的末尾没有不发音的叫它的元音也 

属于松元音。拼写差异只是大体反映两种元音的不同。参照表4.3 
105的例证就更容易理解两类元音的性质。

表4.3 美式英语重读音节中松紧元音的分布

紧元音 松元音 闭音节 开音节 ［门尾音节① ［ql尾音节 ［门尾音节

i beat bee beer (leash)

1 bit sing wish

ei bait bay

e bet bare length fresh

ou boat low (boar)

0 good push

u boot boo tour

9/A but burr hung crush

ai bite buy fire

01 void boy (coir)

ju cute cue pure

我们可以从元音在音节中的分布来探讨两类元音的差异。表4・3
匚五7是一种美式英语元音的音节分布情况。第三列是词末有辅音的闭音 

节（closed syllables）。所有元音都可以出现在这个语音环境中。第四 

列是词末无辅音的开音节（open syllables）,只有有限的元音可以出现 

在这类音节中。②

a］不能出现于重读的开音节中,如bid、bed、bad、good、

①译按：此处原文为［r］,但根据全书观点，应改为口，

② 译按：原文“The first column of words illustrates a sei of closed syllables. , . The 

next column shows that in open syllables.”根据表4. 3疑为写错了，改为“第三列是词末有辅 

音的闭音节”“第四列是词末无辅音的开音节



松紧元音I 101

bud等词中的元音。这些元音跟其他词中的紧元音相对应，是松元 

音。为说明松紧元音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找音质相似且有松紧对立 

的元音来进行比较。在R（如6血）和［1］（如历Z）、［e门（如痴1）和 

叵］（如）、［u卜如boot）和皿（如foot）三对松紧元音中，松元音都 

比紧元音更短、更低,而且更接近舌中央。剩下的两个松元音［比］（如 

hat ,cam中的元音）、［△］（如hut come中的元音），在美式英语中没有 

与此对应的音质近似的紧元音。但从音长来看这两个低松元音都比 

低紧元音卜］（如、要短。英式英语中还有一个松元音［d］,只能出 

现在闭音节中,如 ［kDd,kDmon,kDn［ ,而是紧兀

音,在开音节或闭音节中都可以出现，如calm .car.card中的元音。

如表4.3第五列所示，美式英语元音可以出现在以/“结尾的闭 

音节中,这个位置的元音没有明晰的松紧对立。所以.正如当两个音106 
无音质对立时，它们的实际发音常常是在两个音之间（我们曾观察过 

其他有这种语音倾向的例子。以/s/为起首音的词中,出现在/s/后 

的/b, p/、/t, d/、/k, g/之间不构成对立关系，因此•、力y. sty sky等词 

中的塞音都是清音和浊音之间的音，不送气音，但也绝对不带声）。

第五列将儿班和“沙放在括号里，是因为在很多人的发音中， 

［。双和心门不常出现在/“之前。将c。和发成［kJl打，是我们听到的唯 

一发［。山的例子,很多人的词汇中已经没有这个词了，同样也有很多 

人不区别boar和bore.但是有些人在发这两个词时存在着［可和 

的对立，在人orse和hoarse等词里也有［＞［和［o。］的对立。

第六列元音出现在5］之前。在这个语音环境里不可能有松紧对 

立的元音,一般来讲.这里的元音都是松元音。然而•有很多年轻一代 

的美国人在发$i71g时.元音更接近scene ,而不是sin。在有些地方口 

音里"的元音跟加Z的不同,但却跟儿K的元音相同，在其他英 

语地方口音里又发得跟。〃的元音相同。Lon（r的发音有很多变化，美 

式英语有口四］和口因］两种发音，而英式英语只发在美式英语 

的多数形式里，鼻音之前的元音存在音变现象。如•与bad dab相比， 

匕an和Lum。中［史］的发音相对较高。在许多英语地方口音里.加〃、 

pen的元音跟gym、gem的并无区别。

最后一列在［门之前的元音也有类似的限制。到目前为止.多数 

人在以〃/收尾的词中将元音发成松元音，但有些英语地方口音（如阿 

帕拉契亚山的部分地区）还将的元音发成［i］（就像是在发 

/储人），将push .bush的元音发成［u］。在赖福吉的地方口音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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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出现紧元音/i/的词只有leash.fiche.quichel有些人只在•些新词或 

不常用词里才有紧元音.比如说…h读音 

变化跟long 一样，在美式英语中有［wqJ］和［wo「两种读音,

4））英语元音音位变体规则

跟上一章讨论辅音音位变体一样，我们也用适合于元音的一系列 

表述来总结本章。首先，要考虑元音的时长。

（1）其他条件相同，元音在开音节中时长最长，在浊辅音结尾的 

闭音节中次之，而在以清辅音结尾的闭音节里最短。

请比较sea、seed yseat和sigh、side、这两组词，你可以发现每 

107组中第一个词的元音最长，其次是第二个，最短的是第三个。图3.3 
显示加口和zmzd的声学音波,可以用来支持这个结论。由于一些元 

音的音长（尤其是紧元音）本来就比别的元音（松元音）氏，因此表述 

（1）的适用范围仅限于规定了音质的元音。虽然bid是以浊辅音收尾 

的词.但其中的松元音常常要比以清辅音收尾的beat中的紧元音短。 

我们要注意“其他条件相同” •在后面的表述中还将看到有些其他的条 

件会影响元音音长。

当我们考虑音节中的相同元音和辅音时，也会存在音长的差异。重 

读音节中的元音比相应非重读音节中的元音要长。请比较一下be" 

历〃如 中元音音长.你会发现第一个词里重读音节的［oo］比第二个词非 

重读音节里出现的同一元音要长。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表述：

<2）其他条件相同，重读音节里的元音时长更长。

为了留有余地.我们还是保留“其他条件相同”这一句话•因为还 

有其他因素影响兀音的时长。以5 peed % 5 peed y > 5 peed i I y三个词为 

例.当同一个词后添加额外的音节时，其重读音节中的元音持续变 

短。我们在下一章再解释这种情况的原因。这里我们简单归纳为：

（3）其他条件相同，单音节的元音时长最长，其次是双音节，最短 

的是双音节以上的元音。

我们还要加一个关于非重读元音的表述。非重读元音可能是不带 

声的，如在potato ^catastrophe等词中。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情况只在接 

下来的以清塞音为开头的的音节里才会发生；但一般来说，多数人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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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会话中也会发生此类情况，如发permission,Compare等。仄 

音姿的角度来看，这只不过是声门的清音姿势，是开头的清塞音叠加 

于元音的浊音姿势而导致的结果,用一句适当的话概括如下：

（4）清塞音后的非重读元音（或两个清塞音之间的元音）可能是 

不带声的。

括号里的话仅限于部分人。

（5）元音在以鼻音收尾的音节里鼻化。

元音鼻化的程度有很大差异。很多人发的时候，从词开头的 

鼻音到末尾的鼻音一直保持软腭下降，从而使其中的元音完全鼻化。

最后，我们看一下以/I/收尾音节里的元音音位变体。请比较108 
heed、h eel中的/i/、力a以、力中的/ei/和pad、pal的/ae/。在每对词 

的发音里.你可以听到在腭化音［U之前的元音音质有明显的不同。 

在这个语音环境里，所有的前元音后缩。它们变得像以为后元音 

的二合元音。在严式标音里，力ee/、力可以标为［phiuKp%uK 
ph纪。钉。注意，我们省略了二合元音［e门中的第二个元音，为的是显示 

在这种情况下元音音质从前-中移向央-中而不是移向前-高。

haul, pull .pool等词中的后元音受尾音［灯影响比较小，因为它 

们舌位原本就类似于口］的。但是"碇和力%中的元音音质有很大差 

异。正像我们前面看到的，很多英式英语发音人在发二合元音Sg 

时,第一个元音是相当靠前的。但在以/十/收尾的音节中，/”之前的 

［加］会后缩。请比较一下无尾音［钉的音节和有尾音［钉的音节，看看它 

们的发音变化.如儿仃（没有［钉）和（第一个音节以［钉音收尾）。

［钉之前的元音音质变化也是音姿交叠的另一例证。就每个发音 

人而言，［打前的元音音位变体都有所不同，我们无法用一个确切的表 

述来详细说明每种变体。但是，根据英语主要元音的音位变体，我们 

还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6）［打在音节末尾时，［打前面的元音后缩。

一些英语发音人在发/"前面的元音时也有类似倾向，如hear、 

there也会发成［hiar,加3口。如同在上一章讨论辅音时所发现的，/1, 
工/的音变方式很相似。

我们再次强调，这六点表述只是粗略地说明英语发音的一些主要问 

题，它们并没有涉及受规则支配的英语所有的元音，也不是完全精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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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比如，用一个词或音节来明确说明它的含义时会产生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找出这些表述的例外情况，并为此设定一些附加说明。

4））要点回顾

本章强调了从听觉方面界定元音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发音特征 

（比如舌位最高点）不能给元音一个科学、可靠的语言学上的分类。我 

们把“高”“低”“前”“后”等术语在听觉音质空间里进行了重新界定，希 

望读者能通过不断练习去感受元音在听觉方面的异同——也就是元 

音音质的异同。此外，我们讨论了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单元音和二 

109合元音、/』/对元音的特殊影响，非重读元音的弱化特征以及松/紧元音 

的对立。我们还提到了“命名词汇”描述英语不同口音中元音的差异，简 

要介绍了元音的音位变体。我们认为，不同环境中的元音属于不同的语 

音类别——闭音节一类、开音节一类和以/“、/1/结尾的另一类。

0））练习

A.参照表4.1中的命名词汇，把你的元音标在下面的声学图中。表2.2 
中的哪些词完全符合表4.1中的命名词汇？注意听每一个元音跟其他 

元音有什么不同。你可能会将每个元音描述为有三个特征（高-低、前- 

后、圆-展）的中间音，最上面和最下面的元音构成这个系列的首尾音。 

注意二合元音，要标记起点和终点O

B.找一个跟你的口音不同的英语发音人（或者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的外国人），用下页的空图重复练习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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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口音

C.列出一些以下列元音加/p/尾的单音节词。不要用人名、固有名词 

和外来语。你将发现有些元音不能出现在以/p/作为音节尾的单音节 

词上。

ei 
e 
a?
Q 
o 
oo 
o 
u
A 
ai 
ao 
oi

D.将练习C中不能出现在以/p/收尾单音节词中的元音写下来。看 

看这些元音是否能在下列辅音收尾的音节中出现，如果可以出现•请 

写出例词。

b 1
m

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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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哪一个元音不易出现在辅音之前？哪一类辅音最易出现在元音之 

后成为音节尾？（根据辅音发音位置确定辅音的类别）

111

F.请看表4. 2,找出能够说明第二列词和第四列词之间关系的另外的 

例子。参照下面有/i/元音的词例，标写每一对词。

元音 重读音节 弱读音节

i secret[sSk』it] secretivepsikjativ]
I 
ei 
e 
se 
Q或D 
00 
ai

G.造一个句子，要求其中至少包括八个不同元音，并标出这个句子的 

音标。

H.按照元音规则（D至（6）找出适当的例子并用国际音标标写。不要 

用书上已经解释过的例子，注意在多音节词中要标记重音。

（1）写三个例子（每个音节类型需要举一个例子）

（2）写两对例子（每一对以重音别义）



练习| 107

(3)写两组例子(要求每组包括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和三音节 

词，且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

(4)写四个例子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112
(5)写四个例子(用不同的元音和鼻音)

(6)写两组例子，要求每组包括可对比的词例

I.听网络平台上的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发音，用国际音标记写下面的句子。

(1) I've called several times, but never found you there.

(2) Someone, somewhere, wants a letter from you.

(3) We were away a year ago.

(4) We all heard a yellow lion roar.

(5) What did you say before that?

(6) Never kill a snake with your bare hands.

(7) It's easy to tell the depth of a well.

(8) I enjoy the simple life.

不同的老师在布置标音练习方面会有不同的考虑，我们这里和后 

面的章节不再涉及太多的标音习题，你可以根据网络平台第十一章的 

相关内容以及“extras”部分做更多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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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操练

A.练习发版了中［e门的第一个元音，并试着用这个音来发常见 

的双元音词，如they came late o用同样的方法练习发中的央后 

高元音［o］,再念Doti ' t go home o网络平台第四章的“ performance 

exercises”部分有这些词句的发音。

B,请用下面无意义音节做［e］、［o：］的组合发音理解练习。这些 

音节里还包括清化音［rp,R，3.口。先请自己反复发音，再跟同学一 

起相互练习。先从下面容易的音节开始练习：

ma'fja
'neme o

,rjale
'mo?i

113 lele
再练习下面较难的音节：

he'maiie b o 
gambmbel 
'spo?ein?oi 
woOjo'resfi 
'tleprid3i'ku3
C.根据下图例示，跟同学一起做练习。请先在元音图上随便点五个 

点，将每点上的元音组合成无意义的单音节，并做发音练习，例如［dub］。 

之后再请同学听你的发音,并在另一空元音图上标出所听到的元音。当你 

发完这五个元音之后，请比较一下两个图中元音位置是否一致，若有不同, 

请分析其中的原因。然后再跟同学互换，按上面的方法反复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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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请跟更多的同学再做操练C。虽然你对不同元音音质做准确 

的判断有一定难度，但是仍然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结论。

E.为了提高听辨能力，除了做操练B夕卜，还要继续用下面的无意 

义音节做发音练习，每个音节要念两三遍。为了发好元音并理解它们 

的差异，每星期至少要练习一个小时。

Oemifedi me
serapo'sapofi'pos
mo'preteplete'ki 
na'koto'takpoto 
la'kimiti none?e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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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语流中的词语

EXAMPLE

前几章中，我们通过对一系列词的分析说明了辅音对立和元音对 

立。这是观察构成英语音姿的好方法（实际上我们在后面将看到,这 

对任何语言都是一种好的方法）。但是，言语发音实际上并不是由一 

系列区别性的音姿构成的，而且我们通常不是用孤立的词来说话。正 

如在第一章所看到的，短语071 top of his deck在视频中的所有动作都 

是连续发出的，很难看到独立的音姿。为了能看到每个元音和辅音的 

主要特征,观察那些形式简短、结构固定的短语非常有用，正如我们在 

第二章和第三章看到的X光图片一样。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注意•单 

个的词在更常见的连续话语中出现时，它是怎么发音的。

我们将交流中单说的词形称作单念形式（citation form）。它的 

特点是，至少有一个音节重读，元音音质没有削弱。但在语流中，音质 

却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图5. 1（我们遇到的第一个语流语图），只要 

具备看这种图的基本常识,你就能意识到：。这个词在句中两 

个地方的发音不同。发音人当时接受了采访，话题是关于人生的选 

择。他在犯罪和宗教约束之间徘徊不定。他说：“"1 was going to 
go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and I went in the opposite dinection. 
（或者，我就要走一条相反的路.而后我也真的走了 一条相反的路°）” 

仔细听网络平台上这句话的读音，能感觉到opposite前后两个地方发 

音不同吗？虽然听起来都是美式英语的发音，但语图却显示了一些小

① 译按：citation form,《现代语言学词典》（［英］戴维・克里斯特尔编•沈家靖译）作 

“注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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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别：后一个，小。。行"是弱化（reduced）形式。注意，图上元音下面 

都标有箭头。前一个竹小s"e下有三个箭头（代表单念形式中的三个 

元音），而后一个opposite只有两个箭头。 115

图5.1 语流opposite direction , and I went in the opposite direcfio〃”的语 

图

读懂语图的第一个基本常识是：图中有三种不同的音----- 段空

白（无声阶段）加一条很细的竖线（塞音爆发）代表塞音。如图5. 1,两 

处opposite中的［p］都是如此。图上部的黑色块儿状阴影代表擦音。 

如图.两处opposite中的［s］和clirection\i 中的［口都很明显。 

元音、近音和鼻音属于第三类音，图中显示为二至五条平行的横杠，其 

中一条在1000赫兹以下（纵轴表示赫兹），一条在1000到2000赫兹 

之间,另一条在2000和3000赫兹之间。图中你会看到,第一个 

opposite中的非重读元音很短——不到0.05秒（横轴代表时间）。但 

在第二个opposite处，这两个元音中的一个完全消失了（发音是 

［apsit］） o除此之外，图中还有其他证据表明第二个opposite的弱化： 

所有音段都比较短；第一个元音没有稳定期（图中第二条横杠的频率 

逐渐下降,而第一个opposite的杠看上去是一块平整的黑色阴影）；在 

语图上方表示［s］的阴影颜色较浅。

由于强调程度不同,词在语流中的重读和非重读形式也跟单念形 

式有所不同（单念形式是该词的完整（full）语音形式，也是强调程度最 

高的读音形式）。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曾讨论过元音和辅音的变 

体规则，这些规则帮助我们描述单念形式中的不同发音。而语流中的 

语音变化比单念形式中的变化要多得多，细微得多。因此，通过音标 

符号的变换来描述一段语流的语音形式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还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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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时长、振幅和频率等因素。尽管如此，语流中的语音弱化现象还是比 

较容易标写的。

单念形式和连续语流的基本区别在于：语流中的每个词都有不同 

的强调程度。这个“强调程度”也许和词语所承载的信息量有关。比 

如，图5. 1中opposite的第二次重复是个弱化形式。弱化在重复时常 

有发生-这里，我们注重语音弱化，而不是语义弱化。此外,单念或 

在语流中的发音区别在一类词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封闭词类(如冠词 

a .anjhe;连词介词”、，〃、切)。这些语法词在语流中很 

少被强调,它们在语流中的读音也因此跟单念时区别很大。

像其他词类一样，封闭词类在句中被强调时，有强读式(strong 
form) Q 如 He wanted pie and ice cream , not pie or ice cream o 另一 

种是弱读式(weak form),这些词处于非重读位置。表5. 1所列的是 

英语一些常用词的强读式和弱读式。

表5. 1 英语常用词的强读式和弱读式。 强弱式变化使用超过五次之上的

词容易列入表中。

词 强读式 弱读式 弱读式举例

a ei a a cup [a 'kApl

and <end 0nd.nd. nn,n you and me [ ju an mi]

as a?z az as good as [az gud ozj

at act at at home [at houm]

can keen kan. kn 1 can go [ai kn goo]

has h史z hoz・ az. z・ s He's left Ehtz left]

he hi i.h】，i Will he go? [wih gooj

must mAst mQsi, mas,ms 1 must sell [a)ms sei]

she n n Did she go? [did Ji goo]

that 3a? 1 dot He said that it did [hi sed dot it did]

to tu to, ta to Mexico [l □ rneksikoo]

would wud wad, ad, cl it would do ['t t ad du]

表5.1中的一些词有不止一种弱读式。有时候没有很明确的规
5^2

则来说明什么时候读这种形式.什么时候读另一形式，如and的发音。 

如果词末辅音是龈音，大部分英语发音人都趋向于将元音丢掉•发成 

［n］或者［nd］,如短语cat and dog或者h is and hers的发音。但是 

这不是一成不变的。

然而，对有些词来说，有些规则却总能适用。辅音前的a ［可和 

117元音前的［加］之间的交替,已成为大家公认的拼写规则。交替规 

则在the和to中也存在，辅音前读成［加,3］,元音前读成［6i,tu］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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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u］o 请听你自己所发的 The ［do］ man and the ［。打 old woman 

went to ［to］ Britain and to ［tun Aweric〃。句中两个 the 的读音通常 

不同。现在,有一种发展的趋势值得注意，美国的年轻人在任何语境下 

都将the发成［da］.甚至在元音前也一样.如果以元音开头的词前插有 

一个喉塞音.更常用［启］这种形式，这是美式英语发展的另一趋势。

表5.1中一些词令人困惑，同一拼写形式代表两个意义迥然不同 

的词（即同形词）t. that在短语that boy and the man中是一个指示代 

词.而在句子he sa id th a t ivomen were better中是一■个从属连词。连 

词通常用弱读式,指示代词通常读作强读式［。比日。同样"人作情态 

动词时.读作Lz］ .如s/ie's gme ,但当“有”讲时，读作［hsz］或Sz］. 
如 she has nice eyes 0

说到这儿,应该注意表5.1以及上面讨论过的弱读现象。我们也 

一直在用语音学音标记录所发生的语音变化。然而，对于语音学家来 

说尽管音标是一种很好的工具（请继续使用这个工.具），但它并不很完 

善口所有的音标都是仅仅使用一套有限的符号，所以标音给人的印象 

是，一个语音非此即彼。如人一一般标写为［haez］或者［az］,或者是 

［z］,但实际上其中还有很多中间音姿。io也不止有几种 

发音的可能性。同样，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小〃3“类似词第 

一个音节的读音,注意到了元音音姿可以出现也可以被略去，但其实 

不是那么绝对。如从一个屈打开始,经历了由一个元音的简 

单声门振动.再到形成一个完整的元音［oa］（相当不常见），其间可能 

有各种情况发生。言语是一个发音姿态的连续统一体,可能是一个完 

整形式或弱读形式，也可能完全脱落。

上述分析也适用于另一种情况，即词在一个连续语流中发音可能 

会受到前后音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众所周知，语音通常会受毗邻音的 

影响，如：在叱〃"/中，因为受后面齿擦音的影响. M 调音部位是 

齿（或接近齿）.词语之间的读音通常也存在这样的语音影响，如切 

the . 中的［n］是一个受后面［6］影响而齿化了的音［巾。所 

以鼻音不是简单地变成齿音或者龈音。但运用音标标写就只有这两 

种可能。音标把语音不是归为这一个就是那一个，但是通常在两个可 

能的音标中间还有一系列可能性。

最后，在讨论音标的局限时，请想想你是怎样发fact finding这 

样的短语的？你发出/acZ后面的口］ 了吗？多数人不会将此短语发 

成无［门音姿的［fekfaindirj］,也不会发成有一个完整［门的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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匚3kifamdiE，而只是让舌尖稍微移动一下，有一个不完整的W音 

姿。类似的发音情况在卯motto >wrapped parcel之类的短语中也 

会出现。你不能简单地说这里有或者没有 W。

由于毗邻音的影响，一个音成了跟这个毗邻音接近的另一个音， 

这现象叫作同化（assimilation）。在短语in the中,由于［6］的同化作 

用，［n］变成齿化的［口，如果鼻音完全变成齿音，这是完全同化0 
如果发音是处于齿和龈之间，我们就无法用音标符号来标写这个形 

式，这现象是部分同化。到目前为止，逆同化是英语中最普遍的形式。 

在这个发音过程中，一个语音的音姿受到后面语音调音部位的影响， 

即一个语音的音姿被下一个语音的音姿同化。顺同化就是一个语音 

的音姿同化下一个语音的音姿。将江发成，,巾ts］,是清辅音 

W顺同化的结果。

当然，发音中弱读式和同化读音并不是由发音人懒散或懒惰所造 

成的。只有人们带有个人目的评价所谓“好”的声音时,才会使用形 

容的方法，给这些我们已经分析过描述过的语音贴上“好”的标签° 

采用弱读式和同化读音是为了发音更有效，而不是懒惰,人们用它能 

以较少的努力传达相同的意思。所以，弱读形式和同化普遍存在于英 

国和美国人的话语中。因为没有充分运用这些形式，非英语母语者的 

英语发音听起来显得很别扭。

黜重音

在词的单念形式中，重音比较容易辨认。但在正常语流中，当某 

个词处于非强调的位置时，其重读音节特征较为模糊。在单念形式 

中，跟其他音节发音相比,重读音节呼出的气流通常比较强。也就是 

说.重读音节比毗邻的其他非重读音节所呼出的能量强.它可能还有 

一个增强的喉部动作。重音可以定义为,在话语中某一语音片段发音 

要比其他音节重的现象。

从听者角度来给重音下定义是比较困难的。重读音节一般比非 

重读音节声音大（但并非总是这样），在演说或演讲中它的音高一般较 

高（但并非总是这样）。对听者来说，能觉察到的最可靠的特点是，同 

一元音在重读音节总是比在非重读音节里的要长。但这并不意味着 

所有长的元音都是重读音。例如：中的第二和第三个元音相对 

较长，但是它们并没有像第一个元音那样有从肺部呼出的额外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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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Jut mail中的第一个兀音相对较短,但是其中有额外 

的气流能量.因而让人感觉是重读的“

重音与其说是与一些特殊的声学特征有关，不如说是与说话者有 

关。因此,你将发现决定一个音节是否重读的最好方法是，当读一个 

同时请试着有节奏地打拍子。这是因为在重读音节中肌肉活动很容 

易增强----- 个节拍会刚好落到一个肌肉的增强时间点上。当作为

听者来感知别人发出的重音时，我们能够集中某一特殊话语中所有可 

以利用的线索来推测运动神经动作（主要是呼吸姿势），用这些发音动 

能形成相同的重音。这好像是听者通过参照自己的运动神经动作同 

时感知发音当听别人说话时,我们可能会从某些方面思考,我们怎 

样才能发出跟他人一样的声音。我们在后面一章讨论语音学理论时 

仍然会谈这个问题。

英语重音有几个作用。第一它可以用来强调一个词，或者是将 

两个同进行比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一个词也可能被赋予一个 

对比重音二如以〃（ 对比重音可能不很清楚，很隐晦。比如，如果某 

人说或者如果你认为某人可能会说（规范的拼写要使用重音符号）：

John or Mary should go.

那么在没有任何上下文情况下，你可能说成：

I think John and Mary should go.
英语重音的另二不重要作用是去示同对儿之间的句法关系。许多 

名词重音跟动词相对,如力C （名）（动），'厂f Iow （名）/ over 

f low （动）.力” 7的、”名）/ i n c re1Gls式动）。名词的重音在第一•个音节，动词 

的重音在最后•个音节。重音位置的不同反映了词句法功能的差异（当 

然,也有不少名词是第二音节重读，如gui tar pi ano ^trom bone;动词是 

第一音节重读,I如flutter、sim per o所以，重音的位置并不取决 

于语法范畴，而只是上述某些动、名词对儿中识别动词和名词的一条 

线索。）

类似的对立也出现在由两个短语构成的复合形式中，如 

a ,walkout、to walk out , a put-onput on pushover >to 'push over o 

在这种情况下，名词性复合形式只在第一个部分上有重音.动词性复 

合形式却有两个重音。重音还有一个句法功能•它可以区分复合名词

119

^EXAMPLE

5.3

①译按：对比重音（contrastive stress）.是指置于话语中某个成分之上，能把这个成分 

同话语里的其他成分或某些语境中的其他成分区分开来的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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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形容词+名词”的短语.如a hot dog （一种食物，名词）、“hot dog 

（激动的狗，短语）。复合名词的重音出现在第一部分，”形容词+名 

词”短语在两个部分上都有重音.

重音的其他变化形式跟词的句法结构有关。表5. 2举例说明了 

可能出现的重读变化形式。第一列所有词的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 

名词后缀出现时.这些词的重音移至第二个音节上。在第三列中. 

120你可以看到，形容词性后缀々•使得重音立即移到它的前面•即第三 

个音节上。如果制定一系列充分而复杂的规则,你就能预见英语多数 

词的重音位置3很少有句法功能相同但重音模式却不同的例子（如 

differ和八/纣，都是动词）。另夕卜•重音的不同并不仅仅体现在名词 

和动词之间的区别,如历〃m和。"oxu o

表5・2 英语词重音交替

[ 

diplomal

j 

diplomacy

1 

diplomatic

monotone monotony monotonic

一）重音度

EXAMPLE
5.5

一些比较长的词似乎不只有一个重音。请发muhiplicaii。〃,试 

着轻轻地拍出其中的重读音节。你会发现可以拍到第一个和第四个

音节上一 -'multi plication o第四个音节的重音似乎比第一个读得更 

重。其他较长的词也一样，如：magnifi1 cation 'psycholin'guistics o 

但是，词中最后一个重读音节明显重于其他音节的情况，只出现于单 

说的词，或者短语最后面的词。请试着说（The psycholin guistic 

course was 你如果在每个重读音节上轻拍一下，就会发现.

（3”方内〃 Z〃上山c）中第一个音节重音跟第四个音节重音没有什么不 

同。如果你将第四个音节重音读得重，就是给予这个词以特别的强 

调，这就如同用心理语言学课（a psycholinguistics course）跟其他某种 

心理学课（olher psychology course）做比较。The de gree of magnifi 

cation de pends on the lens 中的 magni fication 也一样。只要你没有把 

这个句子读成两部分，并把这个词放在短语最后magw/icWiM —词第 

四个音节的重音不会比其他重读音节读得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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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最后面），为什么好像有两个重音呢？答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出现 

影响重音的另一个因素r在下面部分我们将看到,短语最后面的重读 

音节通常伴随着语调最高点（语调重音，ionic accent）而出现。较长的 

词有两个重音，重音之间有明显的轻重差异,这是由语调模式叠加所 

产生的。当这些词处于一个没有语调影响的句中位置时.两个重音并 

没有什么程度差异。

程度较轻的重音似乎也有可能出现在英语的一些词中。请比较

表5・3中的两列词，重音都在第一个音节上。第一列词似乎在最后一 121 
个音节上有一个比较弱的重音，但它并非真正的重音。第一列与第二 

列词之间的差异是：第一列词最后一个音节的元音音质完整，它的发 

音总是比弱读元音要长。弱读元音通常是指S],它出现在第二列词 

的最后一个音节上。这种差异就形成了两列词的不同节奏。这是元 

音不同所造成的，而非重音。

表5.3列举三音节词，说明其中最后一个音节非弱读元音（第一 

歹U）和弱读元音（第二列）之间的读音差异

multiply 

regulate 

copulate 

circulate 

criticize 

minimize

multiple 

regular 

copula 

circular 

'critical 

minimal

总之.我们可以观察到话语中音节变化的突显程度，但这些变化 

不是所有的都跟重音有关。一个音节可能因处在语调的高点而特别 

突显.我们认为这种重音是调核重音。若有调核重音，我们就可以指 

出英语中的音节不是重读的就是非重读的 ，一若是重读的，它们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短语中承担主要音高变化的调核重音。若是非重读的，它 

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弱读的元音。这些关系如图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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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1句中不同音节的突显程度

为了有助于理解词重音和调核重音的发音不同，请体会下面这两

122 组词：explain / explanation >> exploit / 〃。如果每个词都

作为一个单独的音调组来单说,它们的发音如下（用彳表示语调高点）:

语调顶点 t I f f
重音 explain explanation exploit exploitation

音段 iks'plein ekspla'neijan ikspbit ekspbi'leijan

表5.4以另一种方式呈现这些事实°在同的每个音节中有无语 

调高点（调核重音）、词重音和一个完整的元音用（ +）（一）来表示。首 

先来看重音（在中间那行），注意［十重音：］在双音节词中标在第二个 

音节上，而四音节词在第一个音节和第三个音节上都标注了 1 +重 

音，

表5.4 一些词中重音、语调和元音弱读的混合现象

Explain Explanation Exploit Exploitation
重音 -+ 十一 -+ 十一十一

完整元音 一+ +-+- - + +++-

通过对两行词的比较，你会发现,每个词的最后一个［十重音:］音节 

都标有［十调核重音，如果元音不弱读，第三行有一个请注意 

e.rplanation和exploitation在节奏上的差异，那就是e.rplanation的第二 

个音节有一个弱读的元音，而exploitation的第二个音节元音没有弱 

读，是完整的。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看到的，有很多元音在弱读 

音节中消失了。在不同的地方口音中，弱读音节中的元音音质变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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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我们将explain中第一个元音记为口］,那是赖福吉使用的形式， 

但是其他口音（如凯斯・约翰逊）可能是Ee］o
有的伤并没有在这些方面对重音做出区分,维持着英语中有几种 

不同程度重音的观点。程度最高的重音叫作第一级重音，其次是第二 

级重音.再次是第三级重音，程度比较低的称之为第四级重音,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系统中，程度较低重音的数量比较多。

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我们的重音系统转换为多级重音系统，通过 

在表中对一个音节增减C4-1符号（我们已经使用过的）的数目来转 

换.如果有三个［+ ］符号，那就是第一级重音；有两个［+ ］符号，就 

是第二级重音；一个［+］符号，是第三级重音；如果没有.那就是第四 

级重音。请你自己试着用表5. 4中的数据来转换。在元音右上角写上 

重音的级别，你将发现 explanation 和 exploitation 是 /工pLa' na' tio］ n 

（241-4模式）和 /彳力/。/加"（2一3一1-4模式）。 123

我们认为根据等级来划分重音没有多大的用处,这种描写与语音 

事实并不一致，但若像通常所说的那样，英语中有许多重音等级.那 

我们应该解释怎样使用这些术语。不过本书中我们将一直坚持这个 

观点：英语音节中要么有重音要么没有.，而且我们把元音弱读和语调 

看作是独立的过程。

我们有时可以通过一些规则来预见一个元音是否会弱读为［可。产21 

比如.我们可以归纳出一条说明［oi］从来不会弱读的规则。但关键 

问题是这些词近来是如何通行的呢，这种因素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 

postman、bac（m、gentleman 最 后一个 元音要 弱读，而 mailman、moron y 

superman最后一个元音却不弱读。

黝句子节奏

词作为句子的一部分，它的重音有时会发生变化。最常见的变化 
: 5.8 

就是一些重音丢失了。Ma ry younger y brother v wan I eel s fifty > 

chocolate、这些词单说时，币:泞都在第一个音节上。但进入句

子后这些词的重音就很少T ? SO ： Mary * 5 younger brother wanted 

fifty chocolate peanuts 0请用正常说话的方式说句子,并用你的手在 

重读音节「打拍子。你可能发现会自然而然地在Mary，s you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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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5.9 7

124

EXAMPLE
5.10

brother wanted fifty chocolate02s中用重音符号标过的第一个 

音节上打拍子。但是youngerwantedchocolate的第一个音节却没 

有重音(但它们带有完整的元音兀

我们可以用单音节词来证明这种现象。请说The big bro^n bear 

庆Z/5W无近加“。如果每个词都重读，听起来就会很不自然。多数 

人会读成The big brown bear bit ten white mice o英语句子的发音 

总试图避免重音离得太近.这是一条通则。句子中相邻的词重音离得 

太近，通常就会丢失。

避免词重音之间靠得太近的趋向，可能引起同一多音节词中的重 

音在不同句子中有不同的位置，此句在这个音节,彼句在另一个音节。 

请想一■下 He had a clarinet solo 和 He plays the clarinet 两句话中 

clarinet的重音位置。重音是在第一个音节还是在第三个音节，这取 

决于句中其他重音的位置。类似的重音移动也出现在短语中,如

和 J ones -> the vice-president o 数数时数字的重 

音在第一个音节上如fourteen ,几"se/z J♦但在短语中有时却 

不在这个位置，如She9s only six teen o请用标注出来的重音来读所 

有短语，检查一下节拍是否自然地落在重读音节上.然后一边念下面 

段落.一边试着在标出重音的音节上打拍子。

Stresses in English tend to recur at regular interuals of time. 

()It's ofte7i perfectly possible to tap on the stresses in time with a 

metronome.( ') The rh yth m can even be said to de ter tn i ne ihe length 

of the pause between phrases. ( ) An 'extra 'tap can be put in the 

slience , ( ') as shown by the marks xi'ith in the pa'renlheses.()

, 图5.3展示了另一段语流的节奏.这是奥巴马2008年在爱荷华 

州竞选获胜时演讲词(前47秒)的乐谱。中间.观众的欢呼声长达16 

个节拍.而在被欢呼声打断之后他又能重新找着节奏。公众演讲一般 

都有明显的节奏，音乐家甚至可以给每个词都标上音符和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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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I奥巴马在爱荷华州竞选获胜时的演讲词（前47秒）

Obama Iowa Victory Speech 
(First 47 seconds)

tempo «= 150

1 JI」》AID-I)J，D RJ H
Thank you Iowa. [jdG] they said - they said - they said (his day would never come.

cheers IcxacUy Ihhcalx)
>

I h—H |，沙|九">1」$ J力力“一I

7 They said our s^hiswert sei too high.

甲siwr uJJ>
They mid this countiy Mas too di - vided. too dis- il - lu^oncd to ever

>

IL J A [力I 2力 251>力，，” 

cumc to- grth- er a - round a common pur- pose

>

But on this Jan-u-ar-y night- ai this de- fining moment in his- lory -

门7》J 2》序；下J J I -H I
you have done “hal the cynics said wc couldn't do. 9

cheers

当然，并不是所有句子都像上面的话那样有规律。我是说重音倾 

向于以有规则的间隔重复出现。认为英语中重音之间的间隔都是相 

等的.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英语恰恰是由一系列共同起作用的程 

序来维持语音的韵律节奏的。我们已经提到了两个程序。第一 ,一些 

词本该重读,但通常没有重读，这是为了避免太多的重音一起出现。 

再举一个例子.ivanted 和 pretty 在 She ivanted a pretty parrot 中 125 
都可以重读，但在My aunt wanted ten pretty parrots中却不能重 

读。第二，一些词的重音位置是可以变化的，请比较the unknown 

in an 和 the man is unknown o

我们也可以将前一章提到的一些事实，看作减少重音之间间隔变 

化这一趋势的一个部分。我们知道、住T中的元音比s住/丁中的第 

一个元音要长，而speedy中的第一个元音又比seedily中的第一个 
元音长。这可以理解为一种趋向，在只含有一个重音的词中，缩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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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度变化,使邻近词的重音与之保持大体等距的韵律。

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句重音事实放在一起说,也包括那些在本节中 

没讨论过的事实。英语似乎有一种保持句子规律性节奏变化的默契， 

但这种默契并不稳固，还未达到完全制约那些由非重读音节数口和类 

型引起的不规则变化的程度。如The red bird fleu1 >/）eediIy horne . 

第一个音节和第二个音节之间间隔就要比第三个音节和第四个音节 

之间短得多。虽然重音倾向以规律性的间隔出现，但是英语语音模式 

并没有使这种倾向成为一个最重要的需要•用来调整音节的长度.从 

而达到句子完全有规律的节奏变化。重音之间的间隔受到诸多因素 

的影响，如重音组中的音节数、音节中元辅音的数目和类型.以及其他 

因素（如为了强调一个词而出现的变化）等。

«）））语调

在某人说话时，听一听他声音的音高，你会发现它不停地在变化。 

说话跟唱歌不同，唱歌时你必须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一个既定的调子， 

然后才跳到下一个调子的音高。但说话时却没有稳定的音高，正常会 

话中每一个音节的音高都一直在时升时降地变化（请试着用一个稳定 

的音高来说话，你会发现这种声音听起来怪怪的）。

句调是出现在句中的音高变化模式。带有某一特定调型的句子 

片段叫作语调短语（intonational phrase） o下面句（1）是一个短句所形 

成的简单语调短语。这一章中，在这个语调以及接下来所有不同语调 

的例子里•都用两条曲线来显示它们的语调。上方那条通常代表英式 

英语发音人的音高变化.下方那条代表美式英语发音人的音高变化。

(1) We know the new *mayor.

这些曲线不是非常平滑的•因为它展示的是话语的实际音高（网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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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有所有句子的录音，供你仔细聆听和分析）。曲线不规则的地方 

反映了说这些句子时声带振动的情况。在这些曲线上大多没有标明 

音高刻度，这是因为在一个重要的短语里通常发的是相对音高。为了 

使曲线图符合书页的尺寸，随着话语的不同，时间刻度也在变化。在 

美式英语发音人的语调曲线图下边总有一根表示500毫秒（半秒钟）持 

续时间的细线。曲线图上的星号（H，）代表主要的语调重音，而百分号 

（L%）则代表短语的边界。下面我们还会详细讨论语调的标写方式。

音高曲线下方是用一般拼写形式拼写的言语句子，并在音节前加上 

了国际音标重音符号和星号。在一个语调短语中，被强调的音节通常有一 

个增强的音高,由于它承载着主要音高变化,因而显得特别突出。这个承载 

调核重音（tonic accenl）的音节一般用星号标出。在句（1）中,mayor的第一 

个音节是语调音节，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个词的音高变化在全句中是最大 

的。尽管在k?iow的重读音节上音高上升,但全句音高变化却在mayor上 

最为显著。

语调重音通常出现在一句话的最后一个重读音节上（除非你想特别 

强调某个词）。但是，如果某个词需要强调,那么调核重音可能会提前。 

如果我们想要强调“我们知道的”是而不是old mayor , ® 

们会使〃©,成为语调重音，如句（2）,7%仇，以后再无其他重音。

(2) We know the *new 'mayor.

126

EXAMPLE
5.11

一个话语片段有时有两个或更多的语调短语。此时•第一个语调只 

上升了一点儿就结束了，我们称之为继续升高。这表明将有更高的音高 

出现，说话人还没有说完话。两个语调短语之间的停顿用一根垂直线来 

标记，如句（3）。在句（3）中，英式英语发音人通过降低in的语调暗示后 

面还有更多的话要说，图上表现为加之后有一段平缓的语调上升。短 

语最后一个词的音高有一个明显的伴随性的上升。美式英语发音人通 

过延长加（从音高线的最高点开始）来暗示后面还有更多的内容，图上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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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一段更平缓的语调上升,紧接着是语调的突然下降。后面的音高 

有大幅度的降低,接下来的部分稍微有一点儿上升。通过这种方式来显 

示后面还有更多的内容（出现非常频繁），但这并不是说明音高继续大幅 

度上升，而是说句子结尾处没有降调.另外还请注意：英式发音人的 

-when有重音，美式发音人没有。

(3) When we came in, \ we had * dinner.

在句（3）中，两个语调短语跟这个句子中的两个子句有关，但是语 

调通常不是由子句结构决定的。一个语调短语是一个信息单元，而不 

是依据句法来定义的单元.因为是由信息来决定.所以很难确定哪儿 

有语调停顿，语调重音落在什么地方。正如一位语言学家所说的：“语 

调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你是一个有心的读者）。“你必须在你能够准确 

地说出发音人将重读哪些音之前知道发音人想说什么。但是说话人 

的风格对语调有相当大的影响。当以正式的风格慢慢地说时，说话人 

可能会把整个句子分成几个语调；以教堂华丽的演讲风格讲演时会产 

生大量的语调短语;奥巴马的演讲词中就有多个语调短语。但是以快 

速交谈的风格说话，每个句子可能就只有一个语调短语了。

虽然不能完全预见语调短语中哪个音节会是调核音节，但我们还 

是可以做一些一般性的说明。新信息比已经提到过的内容更容易成 

为语调重音。句子主题跟那些用来叙述主题的部分相比成为语调重 

音的可能性要小。如果想告诉某人一些有关狮子的事实，你也许会说 

句（4）。讨论的主题是狮子，但用来叙述主题的是“狮子是哺乳动物”。 

句（4）中两个说话人发音稍有不同：美式英语发音人特别强调“狮子” 

和“哺乳动物”，使用了最基本的由低到高的调型（L + H、）。但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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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对于这个发音人来说，语调重音也落在短语的最后一个重音上； 

也就是，对英、美两个发音人来说,语调重音都落在最后一个词

mammal上，使得这个用来陈述已知主题的新信息显得非常突出。 128

(4) A lion is a *mammal.

在有关哺乳动物和考虑所有符合这一类动物的讨论和评论中，新 

信息就是狮子符合哺乳动物这一类，如句（5）所说明的。这里，两个发 

音人的重音都在Hon上。

(5) A *lion is a mammal.

在语调重音中.各种音高变化都可能有。除句（3）中间有一个持 

续的上升外.从句（1）到句（5） •语调变化可以被简单地描写成下降的 

曲线。另一种可能的语调变化是•在调核音节处有一个平滑上升的曲 

线。这类音高变化（我们称之为升调3是一种典型的疑问语调•要求 

回答“是”或是“不是”，如句（6）。对说英式英语的人来说（上面的音高 

曲线），句子前半句音高相当平稳.但到了最后一个词上音高有了很大 

提升。说美式英语的人在句子后三分之二处音高有比较大的提升。 

说美式英语的人并没有用升调：但他在句子的后三分之二处（从mail 

到小处）音高确有提升,可以说用了一个升调,接着是降调。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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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ill you mail me my ^money?

语调短语中随着音高降低，音高显著升高的音节没有必要是最后一 

个重读音节。如果句（6）的问题是“钱是否要被寄走”或者“钱是否必须 

存起来”的话，那么要强调的是句中较靠前的词，音高就会从这个词开始 

升高，如句（7）所示。对于说英式英语的人来说，在mail处音高大幅上 

升,然后经过一个相对平稳的变化之后，在money上将继续上升。说美 

式英语的人这个句子说得相当快，从mail音高开始上升，在〃〃小◎第一 

个音节处下降•然后在句子最后一个音节上有比较小的上升。

(7) Will you me my money?

现在讨论一下若遇到不能用“是”和“不是”来回答的疑问句时该 

怎么说•如句（8）。当然，这个句子可以用很多可能的方式，但最常用 

的很可能是音高在最后一个重读音节上开始降低，这就是英式英语发 

音人所说的音高曲线。显然，英式英语发音人把重音过早地放在 

3人〃上,然后在mail上有一个次重音。（这个例子说明，语调的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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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靠听，还有看音高曲线——仔细听网络平台上的发音，你能理 

解为什么我们在英式英语发音人的mail上也标上重音吗？）。如果用 

UL'h~开头的疑问词来提问，如inh ere、UL'h 、UL'h °、it7? ）、w/? a f ,通常有

一个下降的语调，但音高曲线图却显示每个词都可以有不同的调子， 

即使是在整句话的调型是降调的情况下。 130

(8) When will you mail me my * money?

正如在句（3）所看到的，句中由现一个较小的上升调，这个位置正 

是语调短语的末尾。这里再另举一个例子：句（9）。英式英语和美式 

英语之间的发音有所不同。当发ivinnin^这个同时，英式英语发音人 

先有一个下降调,接着在winning语调有所上升；而美式英语发音人 

先有一个大的上升语调，然后明显下降.最后变得平稳，

(9) When you are *winning, | I will run

在列举清单时，清单上每个词都可以是升调，如句（10）。前三个 

名字的第二个音节音高较高。第四个名字,也就是最后一个，跟平常 

一样音高在句末1'降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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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e knew Anna, Lenny, Mary, and *Nora.

请注意那种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的问题通常可以重复地说. 

因此这些句子符合这种暗示下面还有更多内容的上升语调模式。英 

式英语发音人在maM和处音高均有上升,接着便是以or ?wt 

结束的语调下降的规则句子。说美式英语的人从开始上升.

131 一直持续到。丁小〃，最后又很快降低到嘎裂声。

(11) Will you 'mail me my money or *not?

区分两种升调是非常有用的。一种出现在是非问句中.这类句子 

语调会有一个很大的音高上升运动。另一种是通常出现在句中,其音 

高上升幅度较小。这两种语调通常是对立使用的。话语中较低的上 

升语调意味着下文将有更多的内容。句（12）和（13）有一个微升的语 

调，这是听人讲故事时回应的话语,相当于“我听着”“请接着说工 这 

一幅图解的中间是两条垂直的线，表示两位说话者正常的音高范围 

在这些词语中，说英式英语的人（上面的那两条曲线）使用的大约是他 

整个音高范围的一半，而说美式英语的人（下面那两条曲线）使用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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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范围略微宽一点。

L* L-H%

(12) Yes. (13) Go on.

如果音高上扬幅度较大，这种变化意味着“你是说‘yes'吗？”和 

“你是说‘G。。/吗？”之类更多的含义，如句（14）和句（15）所示。说 

英式英语的人音高升幅超过了他的全部音高范围的75%,说美式英语 

的人采用了更宽的音高升幅。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不同语调的运用 

方式上并不非完全一致。 132

(14) Yes? (15) Go on?

在同一语调重音中.有升调也有降调。如果别人告诉你一件非常 

令人吃惊的事儿.你可能会在语调音节上有一个明显的降-升调，接着 

在语调短语剩余部分进一步上扬。句（16）中的两位发音人都遵循这



130 |第五章英语词语和句子

个模式。

回答问题、演讲或呼叫某人时.•都可使用固定的语调模式。回答 

问题如句（17）所示，Who is that over there?说英式英语的人采用低 

于他音高范围一半的降调，说美式英语的人先升•然后降至几乎接近 

他音高范围的底限。当对人讲话时，可能意味着该轮到他说了，如句 

（18） ,说英式英语的人语调有一个微降，说美式英语的人音高在其回 

答问题时音高范围的一半内变化。呼叫某人时通常音高比回答问题 

时音高下降的间隔更大。呼叫不在视线范围内的人时有一种模式化 

的方式，就是在第一次上升之后，音高变得相对稳定,如句（19）。

(17) Laura (statement (18) Laura (addressing 
of the name). Laura).

(19) Laura (calling 
from a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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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叫一个人名的不同方式,我们可以总结语调之间的差异，特 

别是当这个人名很长，能够相当完整地显示音高曲线。曲线图（20）到 

（24）呈现了人名Amelia的不同发音。（20）是一种简单的陈述，相当133 
于“她的名字是Amelia" a （ 21）是一种疑问.相当于“你是说Amelia 

吗？（22）是一个音高继续上升的形式，是对Am"词讲话时用的.暗 

东轮到她说话了。（23）是一个用来表达惊i牙的疑问，相当于“真的是 

Amelia做的吗”？说英式英语的人说这句话时，音高先是下降，接着是 

一个高升调。说美式英语的人音高变化恰好跟英式英语发音人相反， 

先是一个高升调，然后才是一个大的下降。最后，（24）是一种斥责 

Amelia时所用的反应强烈的形式。

观察英式英语发音人和美式英语发音人的语调模式可以引发我 

们一些思考。其中很多模式也适用于英语其他地方口音和其他语言。 

最重要的一点是语调不能像发音其他方面那样能明确详细地加以说 

明。本书前四章主要是通过考虑音位对立来描写英语的。我们已经 

注意到英语多数形式中有22个辅音和特定数目的元音，而每组对立 

性元音和辅音都有明确的语音性质。但跟元辅音相比要确定语调中 

的对立更困难。在语调短语中,传达新信息的最后一个重读音节，通 

常是调核重音。这个音节的音高是降势，除非它只是这个句子的一部 

分，后面还有一个语调短语。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会有一个持续性上 

升的音高（至少不会在最后的音节音高下降）。可以用“是”和“不是” 

来回答的问题通常会有一个上升的语调，它比持续性上升的音高还要 

高。以疑问词开头的问句音高通常有一个降调.如where,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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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hat、仅hy、howo语调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它更多地取决于和意 

义相关的语感，而非构成词的元音和辅音。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调就 

是将话语中的词转换为音乐的过程。音乐给了话语更多的附加信息・ 

但它依情境而变,同时也因人而异。

削目标调

以上的例子中我们使用了高调“（H）”和低调“（L）”来标写语调 

模式。本节我们将讨论系统的语调标写问题。很多人认为，语调就 

134是整个句子或短语的调子。有时我们对几种基本的调子加以命名 

（如“陈述语调”“提问语调”“呼唤语调”“列举语调”等兀其实，除了 

这种命名方式之外，还有几种办法来描写句子的语调。例如,我们可 

以不再考虑整个短语的语调曲线形状，而是根据目标音高的高（H）低 

（L）顺序来描写语调。人们说话时.他们在重读音节上会瞄向一个非 

高即低的音高，然后朝着这个目标上升或降低。表现这种音高变化的 

系统是ToBL它代表音调和停顿指数。在这个系统中，目标音调H'和 

1/ （叫作H星号和L星号）写在位于代表重读音节的音段符号上边的 

线上（叫作音层）。星号代表承载重读音节的目标调。在一个高音调 

H*前紧加一个低音调，记做听者从中可以感觉到重读音节 

前的音高有一个急剧的上升。同样后面可以紧跟一个高音调，记 

做L' +H,听者从中可以听到开始的重读音节音高是一个低的，后来 

是一个上升的音高。有时一个重读音节会比较高,但是尽管如此可能 

会包括一个小的下降的音高。这种“高”加”含有下降的高”的音高可 

记做H+!H-，感叹号表示这个音高有一个小的下降。本部分的最后 

将讨论在特殊情况下包含下降的高音音节！H *，它自己可以是一个 

音高重调。表5.5呈现了英语中6种可能的音高重调。



目标调| 133

表5.5描写英语语调特征的ABI系统。每一个语调短语（调群）必须包含后 

三列中的某一个方面，而且必须在另一个重读音节标上另外的音高重 

调，如第一列所示。括号里的符号（！1「）将在这部分的后面谈到。

重读音节中核心

前可选的音高重调 核心音高重调 短语重调 边界调

H' H'

L* L'

L+H' L+H* L- H%

L, +H L"+H

H+ »H- H+!H' H- L%

(!H* ) (!H')

短语中最后一个音高重调叫作核心音高重调。ToBI系统显示：核 

心音高重音之后的调型才是有意义的。一般我们根据两个成分来描135 
述这个核心音高重音之后的调型（至少在简单的短语中）。第一个成 

分是短语重音，记作H-（H减）或者L—（L减兀 第二个成分是边界 

周，记作H%或L%。短语重音和边界调的四种排列组合方式构成了 

四种基本的调型- 降调（L-L%）、升调（H-H%）、平调（H-L%）和降
升调（LH%）。

在该系统中,所有英语语调包含一系列的声调（其排列如表5. 5 
所示）。如表中第一列：在核心音高重音前，重读音节上可能出现或者 

不出现若干个音高重音。第二列表示核心音高重音，其中之一肯定在 

短语上有所显示。核心音高重音后的短语重音要么高要么低•而且后 

面还有一个边界调（或高或低）。

在ToBI系统中,可以通过一系列停顿指数来描写词边界的强度。 

如果没有停顿.它的停顿指数记作0,如you ' re （通常跟your 一样）。 

用停顿指数这种方式来显示词语之间的强度很有用.如短语to 

Me/"。通常读起来像一个词.中间没有停顿.和tomorrow 一样。词 

语之间间隔可以分为停顿指数1（虽然在我看来，词语之间没有什么可 

以称为停顿的）。等级比较高的停顿指数.表明说话粗缓,有比较大的 

停顿。停顿指数3通常是小句（形成中间语调短语）之间的停顿♦而停 

顿指数4出现在大的语调短语之间，如整个句子。

例（2（）） —（24）是美式英语发音.我们用ToBI音标系统标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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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标出停顿指数.因为这种情况下总是4）：

(20) A melia 音调层 [H，L -L%]
简单 1可答 What is her name 2 音段层 [o m i 1 I ip
(21) A melia ? 音调层 H - HZ」

疑问.相当于 Did you say Amelia ? 音段层 [a m i ：- 1 i : aj
(22) A' melia 」 音调层 [L* L- H%」

Xvf Amelia讲话，喑示轮到她发言了 音段层 [s m i ： 1 i : a]
(23) A melia !? 音调层 [L+H , L-H%[
表示惊奇的疑问 音段层 [ami: 1 i : a]
(24) A' melia !! 音调层 [L+H，, L-L%]

136 一种强烈的反应,斥责Amelia 音段层 [□mi: 1 i : a]

用ToBI音标系统来标（20）是［H. L-L%：］,是一种典型的简单陈 

述，只有一个重读音节有音高重调，结尾用降调。同样，（21）描写为 

［L* H-H%］,是一个典型的可用“是”和“不是”来回答的疑问调.它 

最后以一个幅度很大的升调结束。（22）的最后有一个比较小的上升， 

这种情况出现在一个未说完的话语或者如（10）所例举的...

Lenny, Mary. and...之类的一系列词中，ToBI区分（21）大的上升 

调（疑问上升）和（22）较小的上升语调（持续性上升）的方法，是在中间插 

入一个短语音调因此,（22）音调是［L/ L-H%］,非同于（21） 
：L' 低的短语调会阻止最后的高边界调过高。最后两个重

读音节的语调是以L开头的，它确保H'表示一种音调突变,即从一 

个低调明显地上扬到一个高调。因此（23）为［L+H. L-H%/是一 

个低短语调，但最后有一个稍微上升的音调，很像（22）。这个调型也 

可以用来表示不确定性0 （24）是［L+H' L-L%：］，像（23）一样，开始 

有一个大的上升，但最后是一个低的边界调。

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简单陈述、疑问和其他语调可以用类似的方 

式来标记。

（J ）简'单句 We know the neiv mayor.

音调层［ H* H * L-L% 1

音段层 £wi: noo da nu mer

（6）简单是/非问句Will you mail me my moneys 

音调层 L H* H- H-H% ］

音段层 ［wll ju： me11 mi: ma I m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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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两句话 When you are winning ■, / will run away.

停顿指数till 411 14]

音调层[H， LGHF-H% HT/L% ]

音段层[wan ju： a： wlnirj al wil jad awel ']

上面(9)显示了停顿指数。在第一个语调短语的最后，用L-H% 
表示一个继续上升的语调，它的停顿指数是4。当所有的词联系得很 

紧时，其停顿指数就是1。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怎样描写英语语调的另一个事实(这也适用 

于其他一些语言)。在很多句子中音调有下降的趋势。前面在讨论重 

音时，我们考虑过句子 Mary' $ younger brother ivanted ' fi fty 

chocolate ,重音交替出现在 Mary '、、brother > fifty、peanuts

中。如果带着重音说这个句子，你将发现在每个重读音节上有一个 

H・音高重调，但其中每个高的音高总比前面的那个低一点儿。这种 

现象叫作下移(downdrift)。我们可以用降阶高调标H,音高重调来 

表示这种下移现象。这个概念我们在前面讨论音节内从高调向低调137 
下降时提到过。表5. 5中使用了感叹号“！”。我们可以显示每个H. 
调比前面的标记为！ H '的降阶高调(downsteped highs)更低一点。这 

个句子的音调音层是：

[H* !H' ! H' ! H' L-L%]
(25) Muryrs younger brother xuanted Jifty chocolate peanuts.

值得注意的是,连续的H•音高重调不一定必须是降阶音高。如 

果我想对brother稍做强调，表示“是Maryas的弟弟”，而不是“妹妹” 

这种wanted fifty chocolate />6即〃心特别渴望，因此我应该让降阶从 

fifty开始，说成：

LH' H* ! H* ! H* L-L% ]
(26) Maryfs younger brother ivanted fifty chocolate peanutst

ToBI系统是用一套有限的符号来表明英语的语调特点 6种
可能的音高重调包括一个降阶符号、两个可能的短语重音、两个可能 

的边界调和从1(邻近词语)到4(语调短语之间的边界)四个可能的停 

顿指数,这是为英语语调设计的。做一些改动之后，也适合其他的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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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点回顾

本章主要介绍了连续语流中的语音现象。在连续语流中,单个词 

的读音可能会被弱化,听起来不像单念这个词时那么清楚。元音变得 

像中性元音，辅音持阻（或塞音性）不那么明显，甚至会完全消失。和 

这种弱化现象有关的因素之一是重音。我们知道•多音节词中的有些 

音节是重读的，而另一些是非重读的。倾向于弱化的元音和辅音一般 

都位于非重读音节中。有趣的是•重音又分两种：“语调重音•”和“词重 

音”。语调重音体现在整句话的某一个词上。要预测语流中的哪个音 

节将会被弱化，我们不仅要知道词重音的位置（字典上可以查到），还 

要知道语调重音的位置（如前所述,它因人而异，因情境而异）。接着. 

我们通过例子介绍了标写语调的ToBI系统.需要重申的是：对语调 

的准确标写不仅需要认真听，还需要对音高曲线图认真看,认真分析. 

在音高曲线图上我们标上了具体的词，这大致说明了词的边界，这一 

138点也很重要。

0））练习

A,列出10个词的强读和弱读形式.要求：（1）是本章没有提到过的 

同；（2）用每一个弱读词造一个短句并标注音标（请参考表5. 1）。

单词 强读形式 弱读形式 弱读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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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举出两种同化的例子，一种是词内同化，一种是词间同化。每一种 

情况要用正确的严式音标标写。请参考所给的例子。（即使你自己没 

有说过所举的同化现象，也要给出例子） 

把龈辅音变成双唇辅音。

input [impot] Saini Paul Lsm1 polz]

把龈辅音换成齿辅音。

tenth [[叼 in this Do 6同

把龈辅音换成软腭辅音。

synchronous C'sigkranas] within grou/)s !_ wid' iij grupsO

把清辅音换成浊辅音Q 
catty pkgedi]
或 ['kaeri]

sit up [si d Ap] 
[si r Ap]

139

C.请再写出5个同化的例子。所举例子与之前用过的词差别越大 

越好。

 [1
 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L 1
 [1 
 [J

D.请用下面单词分别造两个句子或短语,表现不同句中同一词可能 

有两个不同的重读模式。

例子 1continental

It's a continental 'breakfast.

She9s 'very continental, 

a ft er 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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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di plomatic 

absentminded

New York

E.用和“-”来表示下列词的哪个音节有调核重音，哪个有重读音 

节，哪个音节的元音是完整的。请参考表5.4。

computation compute Inclination incline （动 词） 

调核重音 

重读 

完整元音

F.大约一百年前，例词中的重读音如下所示。但现在大部分（在赖福 

H0吉的口语中是全部）已经与以前不同了。给这些词标音，看看你说话 

时每个词的重读情况，然后力纳这种特殊音节重读位置变化的一般 

规则。 

a richo v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bd ome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pplicab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 n tro ve rs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menclatu 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racke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t i'q uet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p I i c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a'ga r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lasphe m ou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cu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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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G.列出三组词，要求每组三个显示像表5.2中那样的重音交替情况。

photogra ph phdtogra phy photdgra phic

H.标出可能出现在下列话语中的重音和语调模式，不是用ToBI系 
统，而是用音高曲线图。

（1） Can you pass me that book ?（客气地对朋友说）

（2） Where were you last night?（很生气地对女儿说）

（3） Must it be printed?（客气地问）

（4） Who is the one in the corner2 （激动地对朋友说） 141

4）））操练

A.根据下面短语后的音标做发音练习，注意其中的同化和脱落 

现象。（这些标音都是我在正常口语中听到过的,是受过教育的人所 

说的。）

what are you doing ?

/ can inquire, 

Did you eat yet ?

I don't believe him.

We oughl to have come.

[wodsadum]
[aikg g kwaia]

Cai'doom bo'li vim] 
Cwiotf'kAm]

B.请跟同学一起试着标写一些句子的语调。你会发现很难用同 

一语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一个句子。如果能的话，请试着按录音中 

的语调来做。把你要说的句子和语调写下来。先自己练习，然后再对 

同学说。

C.轮换着说像下面所列的一些无意义的词。给它们标音，并加 

以比较。

Jkei3d3'niin3e
PagkliOu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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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e'e?3mq 
groipst'braigz

D.为了扩大你的记忆范围，下面又列了一些词.请做发音练习。 

如果只改变重音位置而每个音音质不变（塞音、前元音、清擦音等等）. 

这些词发起来就更难了。

tipe'kiketi'pe
0Di'sai Gau' foij auOao
'mona-gu'gonoma
woVoilaora'rolojo

142 bobd i g'bedgj bdedbebcl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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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气流机制和发声 

类型

本章将探讨人类所有语言（不限于英语）所能发出的语音类型。 

我们将观察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音，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人们所能 

发出的不同语音中有一些稳定的重复出现的音。为了描写这些音，我 

们必须对曾用来描写英语的一系列术语进行增补。第一，英语所有的 

音都是由从肺部呼出的气流产生的，但其他语言可能还会用别的方式 

来形成气流。第二,英语所有的音都可以分为清浊两类。但一些语言 

也可以用声门的其他状态形成语音C这一章我们将简要介绍用于描 

写发生在其他语言中的气流机制和发声类型。后面的章节将介绍语 

言差异的其他方面。因为其他语言的语音有助于研究人类普遍的语 

音能力，有助于精确描写英语中那些有细微差别的音，这些语言有些 

还有规律地出现在英语的病理形式中，因此.即使那些只关心英语语 

音的人也应该研究一下其他语言的语音。此外，语音治疗师们也发现 

学习普通语音学十分重要，由于语音患者的非正常发音形式含有许多 

非英语的形式，因此病理学家需要完整的国际音标系统，而不仅仅是 

标写英语的音标系统。

0））气流机制

在几乎所有语言中肺气流都是语音能量的来源。当肺部呼出气 

流时，我们称之为肺气流机制（pulmonic airstream mechanism） o肺是 

由无数气泡组成的海绵状组织，位于由胸腔和横隔膜组成的腔内（图 

L3下面的曲线显示的是一圆形状的肌肉）。当横隔膜收缩时,肺腔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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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扩张，因此空气进入肺腔。当以正常方式进行一次深吸气时，胸腔 

隆起,使肺腔扩张.通过胸腔回缩,或者通过收缩腹肌,横隔膜上升使 

144气流呼出。

在描述大多数语音时，我们视肺气流机制为主要的原动力。但阻 

塞性辅音（塞音和擦音）的形成还跟其他气流机制有关。只用外呼的 

肺气流或向外运动的气流形成的塞音,叫作爆发音（plosives） .其他阻 

塞性辅音形成还使用了其他的气流机制，这将用另外的术语来详细 

说明。

在一些语言中，语音产生于不同类型的气流运动。如果你发一个 

喉塞音，肺气流被阻隔在声门以下的位置，声道中的气流会形成一个 

可以移动的气流体，这时,闭合的声门向上运动使空气排出口外，闭合 

的声门向下运动使空气吸入口内。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动作发生，所谓 

的喉头气流机制（glottalic airstream mechanism）就会形成：

世界上大约18%的语言有气流外出的喉头气流机制。豪萨语 

（Hausa）是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主要语言，它用外出的喉头气流机制 

来形成与软腭清/浊塞音［k, g］相对立的软腭塞音。图6. 1显示了用 

这种气流机制发音的运动器官情况。本图是一个印象图.并不是根据 

X光图片画出来的。

图6.1 |形成喉头外出气流软腭塞音［k'J所出现的一系列动作

1.舌后部上升形成 

软腭闭塞

声门闭塞（这两个动 

作大概同时发生）

在豪萨语中，软腭闭塞和喉头闭塞是同时形成的。当喉头紧闭 

时.，喉咙大约向上拉升了 1厘米。这样，喉咙像一个活塞，把空气压缩 

在咽中。通过降低舌头的后部同时保持着喉头闭塞来使被压缩的空 

气释放出来，形成一个与英语中［k］音质不一样的音。软腭闭塞除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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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喉头闭塞立刻除阻，接下来开始发元音。 145
由喉头外出气流机制形成的塞音叫作喷音（ej ect i ves）①，用一个附,沙也数日 

加撇号［'1加在音标后来表示。我们刚才描写过的豪萨语语音是一五口 

个软腭喷音，用符号表示为.如豪萨语“增强”一词念［k，a：01，你 

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听到这个词的发音，它跟［ka：玲:卜放在跟前）相对 

立（［：］表示长元音。贯穿整个元音的是低音调音高。我们将在第十 

章讨论音调）。网络平台上也例举了章村流。（流出）和［kw'a：r知（非 

洲酪脂树果）之间的对立。跟塞音一样擦音也能用喷音机制来形成， 

如豪萨语［sa：,］（减少）和［s'a：山］（安排、整理），见网络平台录音。

当然，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擦音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因为只有相当 

少的气流能够通过抬升闭合的喉头挤出。

喷音出现在许多语言中,包括美洲土著语言、非洲的语言和高加 

索地区的一些语言。表6. 1是拉霍它语（Lakhota, 一种美洲土著语 

言）中一些喷音的例子，并将它们与通过肺气流机制发出的音进行比 

较。跟英语语音相比，除了喷音的对立外,拉霍它语在语音方面与英 

语语音还有很多不同。在本书的后面，我们将讨论这个表中的那些陌 

生符号。

从表6. 1相关的录音材料中，你就能听出拉霍它语音节［短］和

的区别。这些区别在图6. 2（这两个音节的波形图和语图）中 

也有显示。两个音节开始时都有一个短的噪音爆发——塞音的爆 

发性除阻（release burst） o对于由肺部外出气流机制形成的塞音 

来说，其后元音在30毫秒以后开始；而对于由喉头外出气流机制形成 

的喷音,其后是一个长达120毫秒的空白，然后紧跟第二处塞音 

爆发（波形图中此处是用双向箭头标出的；箭头的下端指向语图中 

相应的位置）。第二处塞音爆发其实是喉部持阻的爆发。这条声学 

信息告诉我们，［fu］中的塞音爆发是由喉头外出气流机制形成的。 146

L 译按：喷音（cjectives）《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R L.特拉斯克著，中译本，语文出版 

杜）译为“挤喉音”.“由声门外挤气流机制产生的任何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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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拉霍它语清齿不送气塞音和清齿喷音的波形和语图

表6.1拉霍它语中含喷音的对立词。喷音后用撇号来标记。

喷音 P’o 有雾的 不惜代价 k'u 给予

清不送气 paXota 野鸭 tuwa 谁 kah 那

清+软腭擦音 P'a 苦的 「awa 自己的 kxanta 李子

在英语中，一些人在词的后面带有喷音色彩，特别在一些句子的 

最后。你可能听到过一些人发词末［k］时伴有一个喉塞音，如bike. 

如果在喉头闭塞保持的同时软腭闭塞释放，你可能会听到一个弱的喷 

音。请试一试，看你能否把一个喉头闭塞叠加在最后的［k］上并形成 

一个喷音。现在试着发一个稍加力量的喷音，到此你应该完全能在 

［a?a］序列中发一个喉塞音。下一步我们学习升降喉头。如果你在屏 

住呼吸的同时尝试发［k］,所发的音就是喷音。因为屏住呼吸,喉头是 

关闭的状态，但发［k］时它在做上下运动。感觉一下自己的喉头，看是 

不是这样。还有一种办法可以让你感觉到喉头的升降：先以一个很低 

的调来唱歌，然后移到一个尽可能高的调来体会抬高喉头的感觉。默 

声地做唱歌练习，使自己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体会肌肉的相关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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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把手指放到你的喉头上，也可以帮助你感觉这种动作。（默声地）147 
重复这些动作- 低音调到一个很高的音调，直到你完全体会了抬升 

你喉头的感觉。现在请试着闭合喉头来做这些动作。当然单独做这 

些动作不会产生任何声音。

接下来要学习在软腭闭塞的同时做喉头动作。请发一下［ak］,然 

后慢慢地再发一遍，把舌头保持在Ek］持阻的位置大约一秒钟。现在 

再发一遍，并在保持［k］闭塞的同时做三件事情：（1）形成一个喉头闭 

塞，（2）尽可能使喉头上提.（3）当保持喉头闭塞时，释放：k］o不要太 

担心第二阶段。最重要的是集中在使喉头闭塞，同时使软腭继续保持 

闭塞.然后在声门除阻之前释放软腭闭塞。软腭闭塞释放时仅产生一 

个很小的噪音，它就是一个喷音［k，，

再接下来，试着在喷音之后发一个元音。这一次从［Qkci］序列开 

始，慢慢地发，让［k］的闭塞长一点，在持阻期间声门闭塞并抬高喉 

头。随后在继续保持声门关闭的同时，释放［k］闭塞。最后，释放声 

门闭塞，并接着发一个元音。你应该发出一个像［ak，?a］的序列。当 

流畅发出这个组合音时，在软腭闭塞解除和声门闭塞解除之间只有很 

小的停顿,是喷音后接元音的序列 当然，在软腭闭塞解

除之后和元音之前还有一个声门闭塞，但是除非它特别长，否则我们 

可以考虑用喷音的符号来表示这一点。

学习喷音的另一种方式是•从通用美式英语（通用英式英语）的 

button ［bA?V］的发音开始。请试着发但用另一个元音 M 

代替末尾的鼻音［田。如果你确信自己所发的含有/t/声门闭塞，结 

果可能就是如果慢慢发这个序列,你应该可以把第一次发 

的转换为之后又变为"At，最后是改变重音，变成 

［bAfA，

你最终应该能发诸如1'。,k'a］的系列了，也应该能发 

sF］的系列。请将喷音放在不同元音之前、之后和之间做发 

音练习。你还应该试着发表6. 1中拉霍它语的词。但如果你发现 

发喷音很困难，不要担心。许多人都不会发喷音,只要坚持练习 

就好。

喉头下降也能够吸入空气。用气流内入的喉头机制来形成的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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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叫作内爆音（implosives）①。在内爆音形成过程中.向下运动的喉 

头不是完全闭塞的。肺部气流仍然在往外呼出，其中一些通过了声 

带，使声带处于运动状态，所以这是浊音。图6. 3是信德语（Sindhi.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印度雅利安语）中一种双唇浊内爆音的运动过 

程。英语有时也有内爆音•它是以音位变体的形式出现的，特别是 

在双唇塞音的强式发音中，如在抗〃and billions o

图6.3 |信德语双唇内爆音［6］的基本发音动作序列

EXAMPLE
6.3

在我们考察过的所有内爆音中，先是调音部位的闭塞 双唇合 

拢，接着喉头像一个活塞向下运动，这会引起口腔中的压力下降。但 

喉头像是个漏气的活塞.肺中的气流能继续通过喉头呼出,结果口腔 

中的气流压力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当然，发爆发音［b］, 口腔气压是上 

升的）。当发音闭塞解除时，可能会伴随缩气动作，把气流吸进口腔。 

但有一些内爆音发音时并没有缩气的动作。这种特殊音质源于声道 

形状和声带振动模式的复杂变化。

在许多语言中,如信德语和一些非洲语言、美洲土著语言，内爆音 

和爆发音是对立的。然而，在有些语言中（如越南语）,内爆音只是浊

①译按：内爆音（implosives）《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R. L.特拉斯克著•中译本,语文 

出版社）译为“缩气音认为是用声门吸气气流发出的口腔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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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音的变体，不与后者形成对立。表6. 2最上面那一行例子是信德 

语的内爆音。内爆音是在一个规则音标的最上面加一个小弯钩。现 

在，我们只考虑表6.2中的第一列和第二列，第一列显示喉头内爆音， 

第二列显示肺气流爆发音。信德语还有其他的调音部位，在第三和第 

四列中列举了一些用其他调音部位形成的音，我们将在第七章再做讲 

解。表中下面数行列举的发声类型,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讲到。

表6. 2 信德语用不同发声类型形成的内爆音和爆发音对立

6ani qinu Jatu Janu

地 节日 文盲 把手

banu daru <lo:ru Jatu

森林 门 你跑 文盲 品质

［同一词的又体］

panu taru tanu catu kanu

树叶 底部 吨 破坏 耳朵

p1* ar(u tharu pagu chatu kh ar^u

蛇帽 （行政区名称） 凶犯,骗子 王冠 你举起

bRa： r[u dRafu 9a皿1

肥料 树干 公牛 一个机会 附加的

图6.4是表6.2中两个词的波形图和语图。关于这两个词中的149 

元音和元音间的辅音，两个表显示有所不同.在后面章节我们还会讲 

到。这里，我们重点讲词首辅音和［幻。两个音开始时都有一小段 

低振幅带声期，语图上显示为一个灰色横杠。这条灰色横杆叫作“浊 

音杠”，是浊塞音的一个声学特征。［Q］和［曰都是浊音。有趣的是，由150 

肺气流机制形成的［电比喉头内进气流机制形成的［c□的浊音杠要长。 

这个特征也存在于在表6.2中其他拉霍它语词对儿中，但并没有被认 

为是其他语言中肺气流音和内爆音的区别特征之一。而肺气流塞音 

和内爆音的另外一个基本区别是：爆发音［Q］的带声振幅越来越小，内 

爆音E1的带声振幅越来越大。这一点在你学习辨别这两个音时是很 

好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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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信德语中卷舌浊塞音和内爆音的波形图及语图

我们不知道怎样教人发内爆音。一些人可以通过模仿他们老师 

学会发内爆音，但有的人却不能用这种方法（顺便说一下，赖福吉是后 

者，他是学语音学将近一年之后才会发内爆音的兀 凯斯是通过学习 

他导师的有点搞笑的“A/Rwma”一词的发音学才学会发内爆音的， 

后来.他还意识到液体从瓶子里倒出来的卬。g g 的声音就很像 

内爆音我们认为，学习内爆音最好方法是，从发一个完整的浊爆 

发音开始。发［aba］,请确认声带振动贯穿了整个闭塞过程。现在慢 

慢发这个序列，在保持声带强有力振动的同时，让闭塞持续时间尽可 

能长一些，在声带振动停止之前解除闭塞（张开你的双唇）。当做这些 

的时候，如果把自己的手指放贴在喉头上，你就能够感觉到在闭塞期 

间喉头向下运动。

为什么喉头在这些条件下会向下运动呢？可以用一些机械原理 

直截了当地说明其中的原因。为了使［b］的整个发音阶段声带都处 

于振动状态，气流必须持续通过声门。但这不能持续很长时间，因为 

在保持［b］调音部位不变的同时，更多的气流通过声门，口腔内的气 

压会继续上升。为了保持声带继续振动，肺部气流的气压必须比声道 

内的气压略微高点儿.这样气流通过声门时气压会降低°气流通过声 

门时降低气压的另一种方式是，使喉头下降，扩大声道的空间。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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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个长的［b］时，喉头下降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如果你硬要在声带 

振动停止之前放开双唇，发一个完整的长的浊［b］,就可能会形成内 

爆音［6, 你可以通过将一根吸管放在饮料中的方式来学发内爆音， 

检查你是否能正确地发这种音。当含着一根浸在液体里的吸管发 

CaBa］时，你会发现在发［6］时液体被吸入吸管。

从历时角度看，语言中的内爆音似乎是从越来越浊音化的爆发音 

发展而来的。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许多语言中，浊内爆音只是浊爆发 

音的音位变体:这些语言通常有一些浊爆发音，它们必须是完全浊音 

的，这样可以与另两类爆发音区别开来，如越南语。另外两类爆发音 

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讨论。在像信德语之类的一些语言中，因我们有它 

们早期发展阶段的完整材料，所以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现代内爆音是以151 
这种方式从早期浊爆发音发展而来的。现代语言中其与浊爆发音的 

对立是由于后来邻近语言影响的结果。

另一种气流机制只在少数语言中使用。这是一种用来形成明音 

（clicks）①的气流机制，如小说家将表达反对的感叹词写成tuttut或 

tsktsk o另一种类型的附音通常是用来表示赞成或者示意马跑得更快 

一点儿。还有一种常用的眼音，比较温柔，就像一个人嗽起嘴唇去亲 

吻他祖母的脸颊。一些非洲语言有明音（除了一些感叹和没有语言意 

义的发音姿势外），如祖鲁语（Zulu）就有许多明音，其中一种很像我们 

用来表达反对的感叹词。

学习最简单的明音可以从撅起嘴唇温柔地亲吻开始。在一种使 

用双唇明音的语言中，明音音姿跟多数人的友好亲吻不完全相同，它 

不牵涉嘴唇撅起。简而言之，发明音就是做出亲吻型的动作。请把手 

指轻轻地放在嘴唇上发这个音。当嘴唇分开时，你可以感觉到气流进 

人口中。注意发音时.你可以通过鼻子继续呼吸。这是因为舌根接触 

到了软腭，以致嘴里用来形成这种声音的气流与鼻子中进出的气流相 

分开。

现在来发表示反对的明音（舌叶抵住牙齿和齿龈），当作者想表达 

一个眼音时，有时候写作tuttut或tsktsk。他们当然不是说［tAt tAt］ 
或［tisk tisk］o请发一个这种类型的简单附音，并试着感觉你的舌头 

是怎么运动的。图6. 5是祖鲁语中发此类明音的器官位置。在这个音的开

①译按：即（zh6u）音（clicks）《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R. L.特拉斯克著，中译本，语文 

出版社）译为“吸气音”，是“•种由软腭吸气气流产生的塞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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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齿和软腭闭塞。如图6. 5,阴影部分的气流完全被堵住。当舌体后部 

和中部下降后，这股气流才能流出。通过舌尖向下运动•这部分真空被释 

放，形成一个随音。国际音标用LI］来标记齿明音,通过上下延长一根简 

单的垂直线形成mo

图6.5 齿兆音发音过程。首先，舌尖和舌后部抬起，堵住一小部分气流，图中

用深色阴影部分来表示。舌中央向下凹起，形成较大的带有浅色阴影 

的腔体。然后，舌尖运动到用虚线画出的位置，随后舌后部运动到用 

虚线画出的位置。

1.舌尖抬起形成前闭塞

3.舌尖下降,让气流 

进入口腔

口腔中的气流运动叫作软腭气流机制（vdaric airstream mechanism） 

明音是由软腭吸气气流机制形成（如图6. 5所示）的塞音。通过抬高 

舌头和挤压气流使气流呼出也可能用到这种机制,但实际上这后一种 

可能在任何已知的语言中都没有用过。

图6. 5描述了一个齿明音。如果是通过降低舌头的一侧来释放 

真空，形成的是一个边界 1音，也就是有时所发出的用来赶马的声音。 

标记边附音的符号是［I门，画两根上下的垂直线。也可以通过使舌尖 

（不是舌叶）接触龈的后部来形成拂I音。用来标记这种附音的音标符 

152号是［!，一个感叹号。在祖鲁语以及邻近的科萨人使用的班图语中 

都有这三种可能类型的附音。在南非的一些土著语言中（如那马语 

［Nama］和！X66语），明音的发音类型更多。博茨瓦纳的！X60语是少 

有的存在双唇附音的语言之一，它是一种嘴唇展平的亲吻声.用符号 

：©:来标记。

在明音形成过程中有一个软腭闭塞，在这个闭塞的前面（也就是 

在口腔前部）出现一股相关气流。因此，用喉头气流机制或肺气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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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可能形成一个软腭音，同时也形成一个明音。可通过发明音的同 

时，持续地哼哼软腭鼻音5］来示范。这是学习发明音的最简单的方 

法。我们在两个音标符号上加一个连接符号来标记同时发声的 

鼻音和明音。齿明音和软腭鼻音可以用［显］来标写。而此刻我们持 

续发的一系列音就是在描写有明音的语言时，通 

常可以省略那个连接符号，假定两个音是同时发出的。

即使软腭抬升使气流不能从鼻子流出，但是肺气流机制还是可以 

在发明音过程中使声带保持短时间的振动。发明音时，舌根抬起，形 

成软腭闭塞，这个部位就是［g］的位置。这种类型的浊齿明音通常是 

［g］和［门的结合，用［gl］来标写（连接符省略）。

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标写明音严格来说需要 

一个既表示明音又表示跟软腭闭塞这个动作有关的符号。我们用153 
［g］加明音符号来标写软腭浊明音，用［内加附音符号来标写鼻化 

附音，用［k］加明音符号来标写软腭清明音。对刚开始学语音学的 

学生来说，尽管没有必要会发常用词中所有类型的明音，但是至少应 

该能发一种后面跟有元音的简单痫音。请试着发后面跟［q］的Dd，明 

音之后接着尽可能快地发元音，使所发的音听起来是一个［kb］音节。 

（按照习惯认为，［k］跟附音是同时发出的，好像其间有一个连接符。）

更具有挑战性的练习是学习发一个位于两个元音之间的附音。 

从发［k|a］开始，经过大量地反复练习，你可以发［k|Qk|Qkb，现在再 

学习发齿明音、龈后嗣音和边舜I音系列，如［ak |Q r ak! a, ak ||q1,并确认 

在元音和明音之间没有停顿。请试着将声带振动贯穿在这些序列中， 

使所发的音成为［Qg"ag!Q,Qgb，最后，发鼻化明音，可能的话在其 

前后加一个鼻化元音，如［qWq,qd!q,qdM （再发鼻化和明音同时进行 

的音）。用其他元音来代替。，进行反复练习。

我们用仃来分别表示齿、龈后和边明音，但在祖鲁语和科萨 /妻？|叫 

语书刊所使用的拼写系统中，却用字母来分别表示齿、龈后和 

边附音。科萨语（Xhosa）名称的发音，开始时就有一个边附音。拼音 

字母X后的人表示在闹音之后有一个短的送气爆发色彩。请试着发 

这种语言的名称，将Xhosa前面带有送气的边明音发出来。表6. 3列 

出了一组科萨语中具有对立性的明音。表中所有的词几乎都是不定 

式，这也就是它们之前加前缀［uk。］的原因。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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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3 科萨语明音的对立。不同行的音通过不同发声类型来区别，这将在 

本章的后面部分讨论。

齿 后龈 边龈

清音 ukuklola uku!o6a ukllolo

不送气 磨细 破开石头 平静

软腭爆发 to grind fine to break peace

清音 ukuk|h6la ukuklola ukuk||ho6a

送气 挑选 在……上撒香水 自我武装

软腭爆发 to pick up perfume to arm oneself

眸声 ukugloBa tikug!oba ukuglloba

软聘爆发
令，高兴

舀取 搅动泥潭

to be joyful to scoop to stir up mud

浊音 ukur)|oma ukuij! ola ukiir)lli6a

软腭鼻音 赞扬、佩服 登上 穿上衣服

to admire to climb up to put on clothes

眸声 ukuglola ukur)!ala ukur)||or)||a

软腭鼻音 脏了 直走 躺下，曲膝

to be dirty to go straight to lie on back.

knees up

EXAMPLE

EXAMPLE
6.6

EXAMPLE

网络平台上还例举了跟科萨语相距不远的祖鲁语、纳米比亚和博

茨瓦纳境内的两种科瓦桑语（KhoisanA 那马语和X!6。语的明音。

你可以通过语言、声音或地图索引找到这些语言的例子。所有这些索 

引都可以从扉页下边找到。在本章的目录上也列了这些索弓I,这些在 

网络平台的“Extras”部分都能找到。

表6. 4总结了主要气流机制。值得注意的是•肺气流机制可以形

成浊音或清音。喉头上推造成外出气流的音（即喷音）总是清音。喉

头下压造成气流内人的音，也就是内爆音，几乎总是带声的，因为它同 

时还有外出的肺气流。但据报道•一些语言有无声的喉头气流内人音 

（清内爆音），如尼日利亚的伊博语（Igbo）方言Owcrri（伊博语的例子 

在网络平台附加资料中，可以通过语言索引找到兀 软腭气流内人的 

音（即明音）可与肺气流外出音相结合，这样发出的音可以是清音，也 

可以是浊音；可以是口辅音，也可以是鼻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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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4 主要的气流过程

气流 方向 简要描写 塞音专名 举例 声带

肺气流 外出 在呼吸肌肉群的控 

制下将肺气流排出

爆发音 p t k 

b d g

清音或浊音

喉头 外出 闭合的喉头向上运 

动挤压咽部气流

喷音 p， [' k， 清音

喉头 内人 振动的喉头向下运 

动，肺部外出气流 

被阻

内爆音 6 d少 通常用肺气 

流振动声带

软腭 内人 由于舌体向后向下 

运动，造成口腔中 

的气流稀薄

用音 1 ! II ® 联合肺气流 

形成清或浊 

软腭鼻音

«）））声门状态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分析了清音和浊音。发清音时声带分开； 

发浊音时声带几乎合拢，气流从中间经过引起声带振动。但是，实际 

上声门或喉门/头（glottis）（被定义为声带之间的空间），可以呈现其他 

多种形状。有些声门状态不仅对另一些语言的描写，而且在病理语音 

描写中也非常重要。

图6.6是四张不同声门状态的照片。这些照片是通过放在口腔后 

部的小镜子照下来的，所以可以看到从咽到喉这一部分。图最上面对着 

脖颈的前边，下面对着脖颈的后边。每张图中两条垂直运动的白色带子 

就是声带。声带变化可以通过勺状软骨（arytenoid cartilages）的运动来156 
调节。勺状软骨是图片下面那一部分可见的隆起部分。

发浊音时声带合拢并振动，如第一幅图。发清音时声带分开,如 

第二幅图。如果只有一点儿气流经过声门，或者没有气流经过声门， 

就会形成一个完全的清音，如清擦音或不送气塞音。但如果有大量的 

气流经过声门，像发h音，声带分开并振动，那就是气声（breathy 

voice）或者阵声（murmur）①。我将第二幅图标为清音，因为这是通常 

发清擦音的形状。但是，发元音之间人的声带状态与第二幅图非常相

①译按：昨声（murmur）《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R.L.特拉斯克著，中译本，语文出版 

社）译为“耳语”“低语声”，认为是用耳语嗓音发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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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如aheado在这些情况下，就会形成一个气声，声带很松弛地振 

动，很像是在气流中拍打。第三幅图显示了另一种类型的气声。发这 

个音时声带在勺状软骨之间分开，如第三幅图下部（后部）所示。声带 

仍然振动，同时也有大量气流经过声门。

在英语中，眸声出现在元音之间的h音上，如ahead和枇刀。?”中 

的ho我们发现，多数说英语的人在发这些词中h时，声带稍稍分开， 

但同时也一直在振动,好像在微风中据摆。有时候用带声的h这个术 

语来表示这种音，但其声带振动方式却和普通的浊音不一样•正因为 

如此,用眸声九更为恰当。这个音用音标来标写。

图6.6 |声门的四种状态

声门

嘎裂声

要学会辨别眸声［6］（如—和英语词开头的清音［h］（如 

中的［h］）。峰声就像深呼吸时所产生的叹气声。请做一个深呼吸， 

看看你可以用多长时间来发第一个［6］,然后发［h］,看用了多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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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发清音口口时，气流快速从肺部流出，因此这个音不能延长多久。 

但你可以把［6］发得时间长一些，因为声带振动使肺部的气流呼出得 

很慢。值得注意的是，［制 可以用各种不同音高来发。

现在发元音前的［6,发［Ra］时，你可能会发现呼吸声扩展到 

元音。请试着在发这个音节的［叼时呼吸，在后面产生规则的声带振 

动。最后，试着发一个处于塞音后的系列。这种阵声塞音出现 

在印地语和印度的其他很多语言中。我们将在后一个部分内容中全 

面讨论这种音。这里我们注意到，发音时埠声只出现在塞音除阻过程 

中。塞音除阻期间必须有相当多的气流从肺部流出来才能形成冷声， 

这在塞音持阻阶段是不可能发生的。

发元音时很容易产生眸声所需要的气流速率。在一些语言中，平 

音的元音与峰声元音是对立的。表6. 5是印度的另一种语言——古 

吉拉特语（Gujarati）中的一组词。网络平台上有这些词的录音。峰声 

用标在音标下的两个小点来表示。古吉拉特语在辅音和元音中都可 

能出现口牟声或浊音的气声跟常态浊音之间的对立。在表的第一行，你 

可以听到三种方式的对立，即眸声元音、眸声塞音和常态浊音之间的 

对立。

Example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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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5 古吉拉特语中的眸声元音

」,尸 平音①

bar 在外面 bfiar 负担 bar 十二

msl 宫殿 mel 污垢

发嘎裂声（creaky voice）⑵时，声门又是另一种状态，如图6. 6第四幅 

所示，勺状软骨紧闭，因此声带只能在喉的最前端才振动（图4顶部的一 

个小开口）。要注意是，图中声带看上去很短。一部分原因是勺状软骨

①译按：平音（plain）,在Jakobson-Halle特征系统中，指一种有些异常,既与降音性、 

乂与升音性对立的区别特征。因此一个［:plain平音］辅音是一种既不是［flat降］的（并非 

以频谱上共振峰下降移动为特征的.因此,它不是圆唇.不是咽化,不是卷舌）也不是［sharp 

升］的音（即不是以频谱上高频向上移动为特征的,因此不是腭化兀［flat降］、［plain平］、 

［sharp升：］有效地构成了一个三元特征的三个值。英语和其他语言的大多数普通辅音都是 

Eplain 平二。

② 译按：嘎裂声（creaky voice）《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R. L.特拉斯克著,中译本，语文 

出版社）译为“紧喉嗓音''"吱嘎声”，认为是“一种复合发声类，表现为一部分声门产生紧喉音， 

而另一部分发正常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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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的后部在图的下边，当勺状软骨紧闭时，就看不见了。但是另一部分原 

因是,嘎裂声没有像发更高的音高时那样把声带拉长。因为声门和照相 

机之间的距离不断变化，所以在图中无法测量振动着的声带的精确长 

度。但照片所示的有明显变化的声带长度可能只占了一小部分。嘎裂 

声是一个音高很低的音，它出现在一些英语发音人低降语调的后面。据 

一些媒体报道，美国年青人中流行一种称作“煎炒音”①的嗓音特征，这 

种“煎炒音”其实也是嘎裂声。学习这种音,你可以先尽可能地将音调压 

很低来唱歌，然后试着使音调降得更低来发这种音。嘎裂声也叫喉化音

（laryngeal ized） o

在一些语言中，喉化是有区别语音的作用的。豪萨语（Hausa）和 

尼日利亚北部的一些乍得语（Chadic）用是否喉化来区别两种舌面中 

的近音。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声带振动，很像英语yacht 一词开头的 

音，另一种有嘎裂声。国际音标规定在音标下加一个来标写嘎裂 

声。豪萨语拼音法规定在音标前加一个单引号（'）来标写这个浊音， 

所以）和3对立。豪萨语字母丁和？跟国际音标02和［j］相对应。

请试着区别豪萨语中喉化音和非喉化音，如Cja：］（女儿）和/ 

［jaj（他），这些词和本章前面讨论过的豪萨语词在网络平台上都有。

喉化的另一个较为常见的用途是区别塞音。豪萨语和西非许多 

语言都有浊塞音［b,d］和喉化塞音［卜，d］的对立，喉化塞音［b, d］ 

158有时候是内爆音。在这些音中，紧喉色彩不在塞音闭塞阶段，而是明 

显地出现在后接元音的前一部分发音上。类似的音在美洲一些土著 

语言中也有。网络平台的“Extras”部分可以找到这些音的例子。

0）））声带起振时

从已经学过的发音中我们看到，清音、浊音跟声门状态有关，送气 

与否跟发音期间或发音结束后有无一段清音呼气有关。辅音除阻与 

声带振动起始点之间经历的时间叫作声带起振时（voice onset time,通 

常简称为VOT）。再现V（）丁最简单的方法是语音波形图。这是第三

①“煎炒音”是对vocal fry的字面翻译，由于嘎裂声的低音特征听起来很像煎炒声，所 

以，美国人便给它起了个通俗的名字叫vocal fry。美国青年女性,尤其是女演员中流行这种音， 

因为用这种嗓音说话的人一般被认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社会地位。https ： / / www. 

youtube, com/watch? v= YEqVgtLQ7qM



声带起振时 159

章用来讨论…和之间不同的方法。V（）T是指辅音除阻的冲直 

条开始到发元音时声带振动的浊音杠前这段时间距离，以毫秒作为计 

算单位。如果声带在辅音闭塞期间（在除阻前）就开始振动，V（）T就 

是一个负值。

图6.7上面的部分是信德语三个词开头辅音的声波，这些词在表 

6. 2中有，是［daruj （门）、［taru］（底部）、［Faru］（某地名）。虚线表 

示辅音除阻的那一刹那。图下边有时间刻度。在图最上面［da］的波 

形中，声带振动贯穿辅音持阻、除阻和元音发音等整个阶段。这是一 

个完全的浊塞音，其V（）T值为130毫秒。

下一个波形［ta］,在辅音持阻阶段声带没有振动（在虚线前边）， 

所以这是一个清塞音。持阻之后，声带很快就开始振动，VOT不到20 
毫秒，这是一个不送气塞音。要形成这个塞音，在整个辅音持阻过程 

中声带都是分开的，但是在辅音除阻那一刹那，声带合闭，这样只要有 

足够的气流通过声门，声带就开始振动。在辅音持阻的中间阶段，声 

带的位置和图6. 6右上边那个图相似。

第三个是［tha］波形图，它是一个送气塞音，VOT大概是50毫 

秒。这个音在持阻阶段声带一直是分开的，就是到了在除阻的那一刹 

那仍没有闭合。

图6.7 |不同程度浊音和送气塞音的波形

发音时可能会出现一种VOT连续体。有的语言存在着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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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T为较大负值的完全浊塞音，如信德语。另一些语言在辅音持阻 

阶段声带稍有振动，或者根本没有振动，但若声带振动发生在辅音持 

阻之前，它也许会持续贯穿整个持阻阶段，如英语。同样，不同语言送 

气塞音的VOT也是变化的。在图6. 7第三行是信德语的例子，VOT 
只有50毫秒。纳瓦约语送气塞音的VOT大概是150毫秒，如图6. 7 

159最后一行所示。当形成很强的送气塞音时，像纳瓦约语的送气塞音， 

声带张开得要比图6. 6右上图所示的大得多。声带大张将出现在辅 

音除阻的那一刹那。一般来说，送气程度（在VOT中发声延迟的长 

短）取决于辅音持阻阶段声门的开口度。声带张开得越大，送气的时 

间也就越长。

不同的语言会在VOT连续体中选择不同的点来形成塞音之间的 

对立。图6. 8是不同语言中可能出现的点，它是通过从图顶端最大强 

160度的送气（VOT最大正值）到图右侧最大强度的声带振动（VOT最小 

负值）的刻度来呈现的。纳瓦约语送气塞音在第一栏，它有一个很大 

很异常的VOTo纳瓦约语没有双唇塞音系列，但图中其他所有语言 

的双唇塞音都有与之对应的时间刻度。正如你所看到的，在第二行， 

英语中重读音节起首音/p/的VOT正常值应是50到60毫秒。起首 

音/b/的VOT大约是10毫秒.但也可能更小或是负值，图中用虚线表 

示。英语/s/后的/p/.其VOT和起首位置的/b/很相似。

图6.8 不同语言VOT在时间刻度上的差异，从声带最强振动（VOT最小负

值）到最强送气（VOT最大正值）。

法语7b/ 法语/p/

泰语/IV 泰语/p/泰语/pV

盖尔语心/盖尔语/（＞/

英语小/ 英语/ph/

纳瓦约语/g/ 纳瓦约语/k/

-150 -100 -50 0 50 100 150

声常起振时（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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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语言是以不同VOT来形成音位对立的，如词首/p,t,k/和 

/b,d,g/的对立。在纳瓦约语中，/k/与/g/之间绝非清浊对立，/g/ 
的VOT已超过40毫秒，完全清化。因此，纳瓦约语的音位对立，准确 

说是送气/■/和不送气/k/的对立，而非/k/和/g/的对立。然而，这 

两种记写纳瓦约语的方式都是正确的。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 

你可以用宽式音标，以最可能简单的符号来显示语言中的对立关系。 

或者你可以选用严式音标来显示音位之间的详细差异。用宽式标音 

附加详细说明，这种记写也是非常精确的。选择哪种符号记写音位一 

般是由标音目的决定的。在英语宽式标音中，使用/b,p/就已经足够 

了。但如果想显示更多的语音细节差异，那就必须说明音位/b/是一 

个完全清的/卜/，如英语that boy /&e?t gi /中的/5/。同样，有人想 

显示语音细节，出现在pie Cphai］中的音记写为送气/p/，出现在spy 

［spai］中的音记写为不送气/p/。

图6. 8第二列将法语语音与英语和纳瓦约语的语音排成一行。 

法语浊塞音（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都差不多总是完全带声 

的。这些语言中的清塞音是不送气，所以法语/p/与英语词首的/b/很 

相似。

法语/p/与盖尔语（Gaelic）的/b/更相似，这个/b/几乎从来都是清 

的，甚至在元音之间也是如此°盖尔语/b/ /p/对立，用严式音标来 

标写是/p/和/ph/的对立。在苏格兰西海岸的海布里群岛上的盖尔 

语中，/p"的VOT大约是65毫秒，没有纳瓦约语的那么长，但比英语 

中的要长°

一些语言中有三种不同VOT的对立。泰语（Thai）有浊音、不送 

气清音和送气塞音的对立（如图6.8）。表6. 6中有表现这种对立的泰 

语词汇。这有点儿像法语，浊塞音是完全带声的，声带振动所持续的 

时间取决于辅音持阻的时间。

161

了example
6.9

表6.6泰语塞音

浊音 ba： da：

疯狂的 诅咒

不送气清音 pa： ta：

姨妈 眼睛

送气清音 pha： tha：

布 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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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圳附州4 印度的很多语言，如印地语和信德语，不但有出现在泰语中的三

种可能的对立音位，还有眸声塞音。在辅音除阻后，声带开始有规律 

162的振动之前有一段气声或眸声。表6. 7是印地语的一些例子°对于 

这种带有气声的塞音除阻，我们用一个加弯钩的h字母［打（应该位 

于右上角）来标记。表6. 2最后一行还例举了一些信德语的气声塞 

音。如表所示，除了气声塞音外，信德语和印地语都存在着带有三种 

不同VOT的对立性塞音。

表6.7印地语塞音

不送气清音 送气清音 浊音 浊气音

双唇塞音 pal ph al bal bfial

处理 刀刃 头发 前额

齿塞音 tai thal dal dfial

敲打 碟，盘 扁豆 刀子

卷舌塞音 tai thal Qal

推迟 木材车间 树枝 盾

龈后塞擦音 tjA] tJhAl d3Al d3nAi

散步 欺骗 水 一丝光线

软腭塞音 kan kl,an gan 9Ran

耳朵 我的 歌曲 捆•束

图6. 9是表6. 7第二行印地语齿塞音的波形。［寸在持阻阶段带 

声（最上面那一行），但第二行和第三行的浊音段都不是在持阻阶段。 

第二行有一个不送气清［日，它的VOT大概是20毫秒。第三行有一 

个送气［1叮,丫。丁几乎接近100毫秒。在第四行，£口音在持阻阶 

段就有浊声，紧接着是出现浊声的波形图----- 根波形直线，但带有

杂音。这是一个气声。很难说这个气声的送气持续了多长时间.因为 

它是渐渐变成元音的有规律振动的。在这个气声阶段，声带的振动很 

163松散，并且没有完全闭合。

不送气清塞音、送气塞音和眸声塞音之间的差异（图6. 9的最后 

三行所示）是声带开度大小和时间的不同。不送气清塞音的声门在持 

阻阶段的开度（也不是很大）最大。送气清塞音的声门开度较大，也出 

现得较晚•将要除阻的时候才出现。眸声塞音的声门开度跟不送气清 

塞音的差不多，但也在除阻阶段出现。因为此时有一股气流快速通过 

声门，声带在没有完全闭合的状态下开始振动，因此形成了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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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印地语塞音VOT波形图

请学着发一系列带有不同V()T的音。首先从发完全浊塞音［b, 
d,g］开始。比如,发［b］时，双唇紧闭，鼻腔也要关闭，然后发未除阻 

的［b］c其实，你此时所发的音是鼻音。看看发这些音时你可以让浊 

音持续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发［尻的浊音持续时间比发［d］或［g］ 
的要长，这因为发［b］时声门上方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在声门上的 

气压开始接近肺气压之前，肺气流有相对更长的时间来通过声门。声 

带在这个阶段能够一直保持振动。但发［g］时，声门之上只有很小的 

空间可以使气流通过，因此浊音持续时间很短。几乎没有一种语言能 

发一个完全的软腭浊塞音。要注意的是，泰语在塞音上没有清浊 

对立。

当你能发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完全浊塞音时，请再试着发不送气清 

音你会发现发⑺外"八、为y之类的词开始练习最容易。请 

慢慢地发这些词.然后练习发与这些词相似的词，但词首无［s］
发送气塞音并不很难，因为它们在英语很多形式里都有，如pie 

［pbai］和tie E^'ailo请试着发表6. 6和6. 7中的所有泰语和印地 

语词。

图))声门发音小结

声带和许多不同类型的发音动作有关。用声带可以产生内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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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喷音，从而形成不同的发声类型.这两种类型的动作不是完全分开 

的。豪萨语一些形式中的内爆音像是由声门向下运动形成的音。被标 

写为嘎裂声。祖鲁语有弱化的喷音,可以简单地认为是声门闭塞和爆 

发叠加在一起形成的音。因此，我们可以简要地将这些声门状态总结 

164在一个表中。表6.8说明了声门的主要动作。

表6.8声门的主要动作

喉塞音 声带合拢 ?

喷音 声带合拢并向上运动

内爆音 声带闭合同时向下运动 6," o o o
声带通常是接近闭合，同时带有规律性

的振动或嘎裂声

哑嗓 声带保持紧闭，但是（通常频率比较低）

向前振动 b ' d ’骂 ‘ e

（正常）嗓音 声带有规律地振动
b,d（如在法语中）
a. e

气声（眸声） 声带在没有完全闭合情况下振动

声带通常在除阻阶段振动 6fi.dR
清音 声带分开 p,t ,k,s

m, n,月 e o o

送气 声带在除阻阶段分开 ph,th,k'\sh

要点回顾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扩充你的语音学词汇（不仅有关语音学的抽象 

概念.也和世界语言中具体的音有关）。我们重点介绍了气流机制和 

发声类型，讨论了 ：（1）软腭内进气流机制（明音——[0 等， 

（2）喉头外出气流机制（喷音——等），（3）喉头内进气流机 

制（内爆音--[6], M）等。不同的发声类型包括：（1）嘎裂声，也叫 

喉化音。（2）气声，也叫冷声。非气声也非嘎裂声的发声类型是正常 

嗓音（modal voice） °在本章结尾，我们还讨论了声带起振时的概念, 

论证了这一单一语音特征是如何把“清/浊”塞音区分开来的，以及它 

165在不同语言中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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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练习

A.在下面图上标出龈浊内爆音发音活动的先后顺序。

B.请完成下面［R］的调音器官图,并标上器官活动的先后顺序。

o 100 200 300 ms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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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短语人e 〃波形图上方用严式音标记音。图中已

将短语中to ［t］持阻阶段波形切了出来，tidy中［d］的位置也显示 

在下图中。请测量这两个塞音波形的V()T。

started中的第一个塞音  ms 
started中的第二个塞音 ms 
to中的塞音 ms
tidy中的第一个塞音 ms 
tidy中的第二个塞音 ms

167
E.填空。

有三种主要的气流机制：即 气流机制，气

流机制和 气流机制。在世界所有语言的正常话语中，如

果涉及 气流机制，气流总是向外流出。以这种气流机 

制形成的塞音叫做;用来形成语言附音和喷音的唯一气流 

机制是 气流机制。以这种气流机制形成的内爆塞音叫作

，用这种气流机制形成的喷塞音叫作 ;只用来 

形成语言明音的气流机制是 气流机制。用这种气流机制

形成的塞音叫作 o辅音持阻会改变它们的V()T。从这

个角度看，［ob,d,g］是 塞音，［p,t,k：是 塞

音，［pLiLk］是 塞音。在印地语中的［b",d",g叮是— 

塞音.在非洲一些地方语言中(如豪萨语),：b,d,］叫_

______ 塞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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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操练

这一章我们讨论了很多英语中没有的音•下一章还将分析大量非 

英语的音。开始做下面练习时，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做音位练习,用 

双倍时间来做这类作业。如果可能的话，你应该一天花20分钟跟同 

学一起来复习这一章的内容，完成下面的作业。

A.复习不同类型的发声。从简单区别清浊音开始，请发：

(1) Qaaagagaaagga]
现在给这个序列加一个气声(冷声)：

(2) [aaaaaaggg]

接下来加一个嘎裂声(紧喉音)：

(3) [aaaaaaaaaagg]

在序列之前加一个喉塞音：

(4) [?aaaaaaaaagga]

最后，倒着发这个序列：

(5) [gggaaaaaaaaa?3 168

B.请试着在各种稳定的声门运动状态下快速发音：

⑴ E?aaga]

然后倒着发这个序列：

(2) [ggaa?]

C用慢发音、快发音和倒着发音等方法反复做第1题和第2题。 

再练习发其他音，如：

(1) [? m m m m]** o
(2) [? n nn n]

(3) [? D D p g]*w o
(4)「？ 1 1 1 1]o
(5) [? i i i i] • Q
D.请试着将气声(眸声)叠加在元音之间的辅音上。

| ama ana ala]

如果气声还明显地落在毗邻的元音上请不用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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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现在请试着给塞音加上气声，辅音除阻后应接着一个眸声段， 

一直延续到后面的元音上。

[abfia, adfi a, agBa]

F.同样，将嘎裂声（紧喉音）加在元音之间的辅音上。

[ama, ana, ala]

G.然后发有嘎裂声（紧喉音）的浊塞音。

[aba, ada, aga]

如果嘎裂声还非常明显地落在毗邻的元音上请不用着急、，接着再 

练习。

H.请发[obQ],并确认你发的是元音间的完全浊塞音。现在反 

复多次练习这个语音序列，每次都要将辅音持阻的时间拉长。在保持 

声带振动时，尽可能地将辅音持阻延长。

I.用[Qd。]、[aga]反复做练习H。

J.请发长的完全浊塞音[bQ,da,g。],并确认你所发的是长的完 

全浊的口塞音，包括一个软腭闭塞，而没有发成[mba,nda,r）ga]e
K.请发元音前的不送气清塞音:pa,ta,ka]0你会发现,假想前 

面有会对发音有所帮助，如sparstar^scara

L.请发一组比常见的送气强度更大的塞音：并 

169保证在辅音除阻后元音开始前有一个很长的无声段。

M.请练习发三组浊塞音、不送气清塞音和送气清塞音序歹U： 
[ba,pa,pha], [da,ta,tha] , [ga.ka,kha]o

N.请试着尽可能多地发中间加有辅音的序列.你应该能够发出 

带有下面辅音的序列：

（1）一个长的全浊塞音

（2） 一个稍短的部分浊化的塞音

（3） 一个完全清化的不送气塞音

（4） 一个弱送气塞音

（5） 一个强送气塞音

（）.反复练习发浊塞音、不送气清塞音和送气清塞音，直到你能准 

确地发出这些音并弄清它们在调音部位上的不同。

P.通过紧喉塞音和冷声塞音来扩展这个系列的练习。

（1） ba （2） da （3） ga
ba da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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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ta ka
pha tha kha
bfia dRa gfia

Q.造一系列简单而无意义的词，将上面所有辅音包括其中。造 

词时不要造得太难,请试着发下面的词：

（1） ,temas （2） bekal （3） ,goclerj
demas bfiegal 'gKoteij
,themas phekhal koter）

demas be gal kodeg
dfiemas pebfial godfier）

R.复习一下对喷音的描述。发喷音时，你应该能体会到：（1）调 

音器官紧闭（如：双唇闭拢）；（2）声门闭塞（你可以感到通过闭塞声门 

屏住呼吸）；（3）提升喉头（将手指放在你的喉咙上感觉它的运动）；（4） 
解除器官闭塞（打开双唇）；（5）解除声门闭塞（让气流出来）。

S.如果你发不出请再读读本书中有关喷音的部 

分，希望能找到对你有所帮助的发音窍门。

T.复习一下对浊内爆音的描述:从完全浊塞音开始，试着体会 

喉头向下移动。试着发：6a,cfa.cfa］e
U.复习一下对附音的描述。试着发元音之间附音的各种变体， 

先发清音版［ak|Q,Qk!Q,Qk||cC］,然后再发浊音版［cig|Q,Qg!Q,Qg||a［.最 

170

后发鼻音版［aq|Q,cm!Q,aDl|cC］。

V.造一系列简单而无意义的词,将上面所有辅音包括其中。如:

dcdak tip'uk koklo
pet'ak 'bay'od 6ek||a
6edag cfukap' kak|o
k'ebcip 't'edig ,t?ik|i 171



第七章

忸姿

英语中唇舌运动只是辅音发音所用到的一小部分器官的活动， 

通过分析不同的语言，我们将看到,还有很多语音也能够发出来0用 

恰当的方式来描述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辅音特征时,要考虑下列两方面 

内容:音姿运动的目标，通常称为调音部位；达到目标所使用的方法， 

通常称为调音方式。以下我们将使用这些传统术语，但要注意发音是 

音姿运动，而不是调音器官的静态位置。

其他语言的辅音同样值得研究.即使对于那些主要关注英语语音 

学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其他语言中的很多音同样也出现在英语 

的地域变体、口音变体等非常规形式中，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注意 

到的.学习陌生语音的最好方法是在某种语言中观察这些语音，它们 

是这种语言语音系统中规则的、易观察的部分。

黜调音目标

全世界语言所用到的很多可能的调音部位在第一章已有明确的定 

义。跟图L 5相似，图7.1显示了下面将要讨论的另外三个部位。所有 

调音部位术语不仅仅是口腔上部特定位置的名称，而且应该是标数字的 

箭头的名称。每个术语都明确说明了箭头的起始处和结尾处。箭头开 

始处的器官发出这一特定音姿,结尾处的声道部分就是音姿目标。

在其他语言中可以发现大量的非英语语音。这些语音所涉及的 

音姿（调音目标和调音部位）不同于英语。它们有不同的音姿类型.即 

传统所谓的调音方式，但其实音姿和方法不是一I可事儿。我们将通过 

讨论调音部位在英语和其他语言中是如何产生塞音、鼻音和擦音来解 

释不同的调音目标.下面几段文字中的数字指的是图7. 1的数字 

173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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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唇（bilabial）音姿在英语中很常见，有双唇寒音和鼻音 

［p, b, m:0但是双唇擦音在英语中仅仅是唇齿音［f, v］的音位变 

体。在某些语言中（如西非的埃维语），双唇擦音和唇齿擦音是对立 

的。［0.可是双唇清擦音和浊擦音的音标。发这些音要使双唇近乎闭 

合，中间只留下一点缝隙。在埃维语（Ewe）中，“埃维语”这个词本身 

的发音就是［印打，“二” 一词的发音是［＞v打。请试着发这些对立的 

词。埃维语中双唇清擦音和唇齿擦音也形成对立。所有涉及这种对 

立的音都可见表7.1。

图7.1 |调音部位

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另一些唇音在图7. 1中并未标出。属于何曲日 

南岛语系瓦努阿图语（Vanuatu ）的几种语言里有舌唇音（linguo- 

labials）o发这种音时舌头要接触上唇。V'enen Rut语有用这种方法 

发的鼻音、塞音和擦音.舌唇音的附加区别符号是像海鸥的形状， 

标在舌冠音的音标下方0 V^nen l^iut语“面包树果”是［装“石头” 

是［n谈al］。这些音和其他V,enen Taut语语音在网络平台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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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埃维语双唇和唇齿擦音的对立

双唇清擦音 e^a

他擦

e4）le 

他买

唇齿清擦音

他冷 他分开

双唇浊擦音 epl 6

埃维语 蘑菇

唇齿浊擦音 CvG evlo
一

他很邪恶

EXAMPLE
7.2

174

（2）同英语一样许多语言有唇齿（labiodental）擦音［f, v］o但没 

有哪种语言会有唇齿塞音或唇齿鼻音，除非是作为相应双唇音的音位 

变体出现。在英语中，［m］在［:门前时，会出现唇齿鼻音［坦丁如 

ern phasis、sym phony o请用正常对话的方式说这两个词，看看发鼻音 

时你的下唇是否曾接触到上唇。

一些语言有唇齿塞擦音.即双唇塞音除阻后接着发唇齿擦音。请 

发德语词Pfanne ［'pfan◎口（碗）和尸尸/” ［pfluk］（犁）来练习这些音。

（3）大多数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发音人都会发齿（dental）擦音 

6］,但是除了 3］前的音位变体外C如eighth ^tenth ^wealth ［e i tO.

tan©, ws［。］）,他们发音中没有齿塞音、齿鼻音或齿边音。一些说法 

语、意大利语和其他语种的人有典型的齿塞音、齿鼻音和齿边音。跟 

英语不同，这些语言［3 d，n.2不仅仅是只出现在［0. d］前协同发音 

的音位变体。然而，在所有这些语言中此类辅音的发音都存在着大量 

的个体变异。根据腭位图分析，加州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说英语时有齿 

塞音，很多说法语的人发的是龈音而不是齿音•大部分人把边音/I/发 

作龈音而非齿音。请发一下tip.dip.nip.lip之类的词，并试着感觉 

舌头接触了到上腭的哪个部位。

一些语言，如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 一种在南印度使用的德 

拉威语），齿音和龈音形成对立。马拉雅拉姆语鼻音的对立可参见表 

7. 2。这张表也包括其他一些用于马拉雅拉姆语但在英语多数形式中 

不常使用的辅音音姿。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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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龈（alveolar）塞音、鼻音和擦音在英语和其他很多语言中都 

有。这里不需要做进一步解释。

表7.2马拉雅拉姆语双唇、齿、龈、卷舌、硬腭和软腭部位的对立。表中揭示 

了在个必要的发音点。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见，齿音用附加符号匚］ 
表示。

双唇 齿 龈

kAmmi pAnni kAnni

短缺 猪 第一

卷舌音 硬腭 软腭

kAqqj kAjipi kugrji

用锁链连接 煮沸的米和水 抓

（5）卷舌（rotroflex）塞音、鼻音和擦音并不见于大部分英语变体/性md呵 
中，只是印度英语除外0卷舌音通过向口腔上方和后部卷曲舌尖导致 二0 

舌尖下背接触或接近龈的后部。国际音标用来表示卷舌音的符号包 

括请记住：就像齿音是一个音姿，可以用一个调音器官（舌 

尖）和一个调音目标（上齿）来定义，卷舌音也可以定义为包含调音器 

官舌尖下背和调音目标（龈后）的音姿。学生们有时会设想卷舌术语175 
描述的是一种调音方式,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像齿和龈那样的调音部 

位。这些调音部位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形成塞音、鼻音、擦音以及以其 

他调音方式发出的音。正如我们在表6.2和6. 7中所见，信德语和印 

地语有若干类型的卷舌塞音的对立。马拉雅拉姆语（表7. 2）有三个舌 

冠音姿 齿、龈和卷舌的对立。另外马拉雅拉姆语有双唇音、硬腭

音和软腭音.因此.它使用六个基本音姿、六个调音部位来构成鼻音对 

立。所有举例见表7. 2。

因为卷舌音姿是通过舌尖下背接触或接近龈后部，舌面（舌头的 

上表面）通常距上腭较远，所以，使舌头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中空，如 

图7.2中卷舌擦音请试着自己发这个音：从发开始,舌尖向 

龈前部抬起。现在继续保持摩擦噪音，慢慢地舌尖向后滑•并向后卷 

起。你正在发辅音［门，它尽管跟 M调音部位不同,但听起来有点儿 

像［口。（讨论［门的调音部位见（6））。

你学会发监］后，再试着加上浊音，这样你就能发 M To交替 

发清音和浊音“乙名乙海沁乙乙］。接下来,仍然让舌尖在口腔上方和 

后面的位置卷曲着，然后发塞音（ta, Qa，注意塞音如何影响接下来 

的元音音质 在其发音开始时给它一种卷舌音色彩。现在发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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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鼻音学着在不同元音前后发这些音。最后试着念表7. 2中马 

拉雅拉姆语中的词。你会注意到：在发卷舌塞音的过程中.舌尖处于 

运动状态（从龈后移动到龈前）•造成该卷舌塞音之前的元音（相比它 

176之后的元音）也带上较重的卷舌化色彩。马拉雅拉姆语正是如此。

图7. 3是［kAQQi｝用锁链连接）的语图.我们用白线标出元音的第三 

共振峰——声道共鸣的第三高点。我们知道，卷舌音的第三共振峰频 

率是不断降低的。如图7. 3所示,第三共振峰在元音［八］开始时降低， 

在mu结束时（也就是元音r发音开始时）略有升高。这个声学特征 

的变化其实反映了舌尖的位置变化：发Eni时，舌尖从后往前在口腔 

顶部滑动了一次。

印度的主要语言很多都有卷舌塞音和鼻音，卷舌擦音也很常见。 

它们在舌尖后卷曲度上有些不一样。在印地语和印度北部其他语言 

里，发卷舌音时舌尖位于龈最突出部分后一点的地方.很像图7. 2所 

示。在马拉雅拉姆语和其他印度南部所说的语言中.舌尖向后卷曲得 

更厉害，以致舌尖下背接触到了上腭。

图7.2 |卷舌擦音［§］的发音。短虚线表示舌两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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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 3〕的腭龈(palato~alveolar)音姿跟卷舌音音姿有所不同， 

这主要体现在舌头的部位上。国际音标系统将这些音叫作“龈后音” 

(post-alveolar),但我们更接受“腭龈音”的叫法。腭龈音的调音目标 

和卷舌音大致一样-上腭，也就是龈脊和前腭交界处。和卷舌音不 

同的是,舌前端会稍稍向下弯成半球状，而不是空心状。图L H是shy 

中龈腭擦音［门的调音器官位置，拿它和表7. 2中卷舌擦音做比较。注 

意M和［口中的声道收紧点都出现在接近龈后部的位置，但这两个音 

被认为有不同的调音部位,它们的术语就明确地说明了二者的不同音 

姿。调音部位被用来指上腭的目标和移向该目标的舌头部位。卷舌音 

以舌尖下背部的运动形成音姿，而腭龈音的主动调音器官是舌叶。

还有一种区别卷舌音和腭龈音的方法，就是将它们都称为龈后 

音，另根据它们所涉及的舌头部位来命名。用舌尖发出的音可以叫作 

舌尖音(apical),用舌叶发的音称为舌叶音(laminal)。所以卷舌音精 

确地说等同于舌尖龈后音,腭龈音等同于舌叶龈后音。

介绍舌尖音和舌叶音有个好处,用这两个术语还可以描述其他音^213 

姿。不仅齿音可以用舌尖或舌叶形成，龈音也可以用这两个部位形 

成。用这些附加术语，我们能区分印地语舌尖齿塞音(表6. 7)和法语 

的舌叶齿塞音。在澳大利亚土著语中•舌尖音和舌叶音之间的区别通178 
常很重要。如果你想做进一步探讨，请根据网络平台“Extras”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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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7.5

的地图索引，去查看在澳大利亚使用的土著语。

英语中仅有的龈后音是腭龈擦音和塞擦音口，3,4，d330在其 

他语言中，如法语和意大利语，有在相同或相似的部位发出的鼻音。 

这些鼻音通常被武断地认作腭音。据我们所知.没有哪种语言可以在 

腭龈鼻音和腭鼻音之间划出界限。在这章的后面我们会讨论意大利 

语的一些腭音。

国际音标表将腭龈音归入龈后音一栏，而标有“其他符号”部分还 

提到龈腭音（31丫0010»分加121§）,并提供了音标［明%］。这些符号用于 

标写波兰语和汉语的清/浊擦音。虽然和口，3］相似，但这些音的舌前 

部抬得比较高，它们也可以通过龈后部位形成。网络平台中提供了波 

兰语和汉语中对立的擦音表。这些语言都很有趣，因为它们有齿或龈 

擦音、龈后擦音（卷舌擦音）和龈腭擦音。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讲了三种龈后音，这三种音的持阻部位都 

在龈脊和上腭之间。如前所述，我们更倾向于把它们称作腭龈音

（palato-alveolar） ＞龈腭音（alveolo-palatal）和卷舌音（retroflex），因为 

这些名称比“龈后音”传达了更多信息。比如，一个腭龈音首先是龈 

音，持阻部位在龈后；一个龈腭音首先是腭音（舌体形状和发元音［i］ 
相似），持阻部位也在龈后。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音在人与人之间 

差异很大，因为上腭形状的任何一点微小改变都会影响所发音的音质。 

从说话人的角度来说，其最终目的是要让自己所发的音是自己所想。当 

然，对有些发音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所发的龈腭音和别人所发的腭龈 

音一模一样。这就又一次强调了发音训练和听力训练的重要性。（注 

意:对如何准确地描写这些音权威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7）腭（palatal）音是指舌面前接近或接触硬腭、舌尖降到下齿背 

所形成的音。腭音和腭龈音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英语中仅有的真 

腭音是它通常是近音，但在hue之类的词中也有可能是一个音位 

变体一 清擦音。卜1是清腭擦音的音标，所以这个词按音位标音可 

以记为/hju/,按语音学标音则是［cul。德语有清腭擦音的词，如ich 

179 ［,，意思是“我”，山也［met］表示“不，

请发hue中的［c］,然后试着延长这个音。加上浊音你就可以发 

出一个跟第）〃中［"相似的擦音，但舌面前部要更接近硬腭「浊腭擦 

音的音标符号是一个卷尾j的口，请发［ccciHcccN：］.要保证你的舌 

尖降到前下齿背。现在把舌面前部抬得更高一些•同时把舌尖降低. 

变擦音Ec：为塞音。清腭塞音和浊腭塞音的音标符号分别是［c, 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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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aca］. ［aja］之类的一系列音，并确保你的舌面前部接触硬腭， 

舌尖下降。然后试着用类似的方法发一系列腭鼻音（腭鼻音的音标是 

5］，这个音标提示这个音是［n］和的结合）。

有些语言有腭鼻音，包括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许多非印欧 

语言。请试着发法语词agneau ［apo］（羊羔）和西班牙语词Sen or 

［sepor］（先生兀意大利语腭鼻音（和边音）的例子可见于本书网络平 

台。腭塞音不如腭鼻音常见。它们出现在一些语言里，譬如匈牙利语 

（可通过网络平台的“语言索弓I”找到），是前面章节里讨论过的信德语 

塞音系列的一部分，表6.2和网络平台中举有例子。由于上腭形状的 

缘故，舌面前部跟硬腭之间的接触范围通常相当大。结果腭塞音持阻 

和除阻通常不像其他塞音那样迅速，有变成塞擦音的趋向。

（8）软腭（velar）塞音和鼻音［k, g, g］在英语里都有。但是与其 

他语言，如德语不同，英语没有软腭擦音。但软腭擦音并不难发。从

［ak］这样的音节开始，在软腭闭塞后形成气压，然后稍稍压低舌头，结

果形成一个软腭清擦音，我们记作［x］。与其对应的浊音符号是［X， 
请学着将这个浊音跟清擦音放在一起发［xxxXXXxxx］,然后再发一组 

组语音序列，如［axa, exe, 0X0,道习。

拉霍它语有软腭擦音的词例（见表6. 1）,德语、西班牙语也有软 

腭擦音。德语：Achlung ［?axtug］（警告）、Bach ［bax］（专名巴赫），

EXAMPLE
6.3

^EXAMPLE

西班牙语：，&加 2s ［xa'mas］（从不）、o j o「oxo］（眼睛）、pa go CpaXo］
（我付账）和diga DdiXa］（说）。西班牙语口］通常不是纯正的擦音,

更像是一个近音。用一个软腭浊近音的音标［国］也许能更精确地描 

写它。因为软腭音的舌位在舌的后部，可称为舌面后（dorsum）,所以 

这些音也被称为舌面音。

（9）小舌音是由舌后部抬向小舌而形成的。在广义的语音分类
7.6 I

中，它们像软腭音一样，被称为舌背音。英语根本没有小舌音。但法

语有一个小舌浊擦音［h］,它是rouge I>u3］（红色）和rose ［koz］（玫

瑰）中厂的常见形式，更像一个近音。作为法语人/的一个音位变体， 

小舌清擦音Cx］出现在清塞音之后,如letter ［latx］（信）。法语和英180 
语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常常有持续性的同化，例如一个清音持续影响 

到接下来的音。

小舌塞音和小舌鼻音分别记为［q，G］和［n］,出现在英语特殊发 

音中，但在爱斯基摩语（Eskimo）‘、阿留申语（Aleut）以及其他一些美洲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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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地安语中，它们作为规则语音系统的一部分出现。表7.3是克丘亚 

语(Quechua)小舌塞音、软腭塞音和龈腭塞擦音之间的对立。克丘亚 

语是在玻利维亚、智利和秘鲁广泛使用的美洲印地安语言。注意克丘 

亚语有不送气清爆发音、送气爆发音和喷音。

表7.3克丘亚语中与塞音相关的语音对立

腭-龈 软腭 小舌

tjaka kujuj qaXu
桥 移动 舌头

tfhaka khujuj q*'aXu
大蚂蚁 吹口哨 披肩

ij'aka k t uj u j q' aXu
嘶哑的 拧 西红柿酱

[EXAMPLE
78

181

学习发小舌音可以从发软腭清擦音［x］开始。发音时请将舌根稍 

稍后滑，让它接近小舌，这样就发成了小舌清擦音［X，请学着发元音 

前后的小舌擦音，如［axa, oX。，uxu］,.你会发现开始时用后元音发音 

更容易一些，然后换成前元音，如［exe，iXiJo接下来给这个音加上浊 

音，发［2xxxkkeXXZkbk］o再练习在元音前后发［k］o请试着发(9)第 

一段中引用的法语词。

一旦你已经掌握了小舌擦音的发音，就可以试着把它们变成小舌 

塞音。先发［aXa］,然后在相同调音部位发一个塞音，请发［aqa］。现 

在，发小舌浊塞音和小舌鼻音［aNa］。在不同的兀音前后练习发 

所有这些音。

(10) (11)咽(pharyngeal)音和会厌(epiglottal)音的音姿涉及将舌 

根或会厌拉向咽壁的动作。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人做不出塞音音姿，进 

而不可能真正地发出咽鼻音或会厌鼻音，这是因为声道深处的闭塞将 

会阻止气流通过鼻腔。但咽擦音［h,0还是能够发出的，它们确实 

存在于闪米特语族(Semitic)中，如阿拉伯语(Arabic)和希伯来语 

(Hebrew) o阿拉伯语的“洗澡”是［hammaam］, “叔叔”是［Samm， 
闪米特语族的发音变化很显著，一些人使用会厌音和其他咽音音姿。 

从收紧程度上看这些音的变化也十分显著。很多发音人很少或者根本 

不存在真正的擦音,他们所发出的是近音而不是擦音。在这个位置上形 

成的浊擦音通常存有大量的喉化现象(嘎裂声)。这可能是因为咽部的 

必要收缩也造成喉的收缩。不论是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还是其他闪米特 

语族都不区分咽擦音和会厌擦音。但是某些高加索语言有这两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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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立。网络平台上有阿古尔语（Agui）的记录，这种语言有清的咽擦 

音和会厌擦音［H］的对立。

母语不是阿古尔语的发音人可能会觉得难以区分阿古尔语的咽 

音和会厌音,但当听到这些音时，你值得去试着比较一下它们之间的 

不同。发这类音.你要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咽部收紧.通过撤回会厌就 

可能做到这一点。请试着发清的现在，如果能做到，你可以在 

一个元音前发这个音。接下来.试着发浊的［打，不用担心它是否会产 

生嘎裂声。用上面所举的阿拉伯语词发这些音。

在结束不同调音部位音姿这一节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注意，有 

些音同时涉及两种音姿。英语近音［w］既有唇的（使它成为一个双 

唇音），也有舌后部以及软腭的近音性质（使它成为一个软腭音）。这 

样有两个音姿的音被称为圆唇软腭音（labial velars）,或者在一些更早 

期的书中被称为唇软腭音（labiovdars）。

约鲁巴语（Yoruba）、埃维语、蒂夫语（Tiv）以及其他很多西非语言 

有唇化软腭塞音。这一地区有些语言还有唇化软腭鼻音。由于是鼻 

音和浊明音,我们可以用连音符号标写这两个组合音，表示它们同时 

发生。约鲁巴语的“手臂”是［应。“成人”是［嬴在这些词里， 

两个闭塞动作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当然.你也可以试着发［akpa］,然 

后自然感觉两个塞音音姿的重叠。但是.学习音姿重叠的一个最好方 

法，就是从在元音间发双唇明音开始（接吻声.但嘴唇只简单地挤压而 

不撅起）.先慢慢发 W （接吻声）,然后尽可能快地发•接着减弱接吻 

声中的吸气成分.这样你正在发的音大概是元音间的一个唇软腭音。 

这应该是一个跟约鲁巴语［ak^）a］（手臂）很像的唇软腭塞音。（有关 

约鲁巴语唇软腭音更多的确切信息可以通过语言索引在网络平台上 

找到。）

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复习已讨论过的所有音的调音部位C 
表7.4是一个辅音表•其中有前面已提到过的所有鼻音、塞音和擦音 

音标（会厌辅音除外）。请弄清楚所有这些音标的含义。记住：点击网 

络平台上的国际音标表，你就可以听到赖福吉的发音。

r WEB

Extras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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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鼻音、塞音和擦音的音标。在所有的辅音表中，当一个格子里有两 

个音标时，左边的表示清音。

唇
软
腭
音 

咽
音 

小
舌
音 

软
腭
音 

硬
腭
音 

腭
龈
音 

卷
舌
音

龈
音 

齿
音 

唇
齿
音 

双
唇
音

鼻音 m ng n n Q

塞音 pb t d t d IQ

擦音 4)B f v 06 s z $乙 J 3

「 D n “m

c J kg q g kp gb 

ci XX X K h

4））音姿类型

4塞音

通过复习已讲过的塞音，我们便可以开始对世界语言中的不同音 

姿方式进行讨论。表7. 5列举了一些塞音类型，其中大多数本书前面 

已讨论过。前七个音可能出现的音姿方式是在第六章讨论的。即使 

你自己发不出这里所有的音，也一定要理解全部术语，并知道所有塞 

183音的发音情况。

EXAMPLE

当前七个音列在一起时，唯一有必要进行说明的是：没有一种语 

言区别（5）（内爆音［6］）和（6）（喉化音/嘎裂声［b］）。某些语言有其 

中一个音，而其他一些语言中有另一个音。在少数语言中，这两个音 

是作为音位变体或同一音位的自由变体出现。它们之间不构成 

对立。

带有鼻除阻的塞音（列在表7.5中第八个音的可能音姿），在跟英 

语相关的第三章已讨论过。英语的鼻爆发出现在词的末尾，如 

hidden >suddeno但在某些语言中，它会在词的开头出现。请试着发 

俄语"底部” ［dno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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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塞音举例

描写 音标 例子

L浊音 b banu （信德语“森林”）

2.不送气清音 P panu （信德语“叶子”）

3.送气音 Ph ph aQu （信德语“眼镜蛇”）

4.哗声（气声） bft （信德语“肥料”）

5.内爆音 6 6ani （信德语“土地”）

6.喉化音（嘎裂声） b ba：ta： （豪萨语“溺爱”）

7.喷音 k， k?a：ra： （豪萨语“增加”）

8.鼻除阻 dn dno （俄语“底部”）

9.鼻冠 nd ndizi （斯瓦希里语“香蕉”）

10.边除阻 t4 tiah （纳瓦约语“油、药膏”）

11.边除阻喷音 t4-' ee? （纳瓦约语“夜晚”）

12.塞擦音 ts tsait （德语“时间”）

13.塞擦喷音 ts, tsraal （纳瓦约语“发祥地”）

表7, 5所列的下一个可能音姿是鼻冠塞音［nd］,从某种意义上 

说，它是一个鼻除阻塞音的反向音。在鼻冠塞音中，口腔闭塞，先形成 

一个龈音姿,同时软腭下降。出现一个短的鼻音后，软腭再抬起，产生 

一个塞音°这个塞音是通过解除口腔闭塞（这里指压低舌尖），同时保 

持软腭抬起而形成。鼻冠塞音在很多非洲语言中都有。请发斯瓦希 

里语（Swahili）中的词 ndege ［ndege］（鸟，飞机）、ntu （蜡斯瓦 

希里语的拼写形式跟宽式国际音标相当）。注意发音时别把前面的鼻 

音发成一个独立的音节，一定要把它发得尽可能短一点儿。

带有边除阻的塞音（见表7. 5（10））在英语中的情况前面已讨论过（如：《 

little, ladle）o在其他语言中，它们可以出现在一个词的开头。正如表7. 5 
（11）所示,有时边除阻塞音的形成可以伴随着一个喷音气流机制。在这些 

情况下，形成塞音［t］的持阻，喉头的外出（喷音）气流机制在塞音形成中 

产生,然后通过压低舌两边完成边除阻。表7. 5（10）和（11）的例子来自一 

种叫纳瓦约语的美洲土著语言（请听网络平台上第十一章的例子）。

最初出现在英语中仅有的塞擦音是 W，d31o有些方言（如伦敦 

东区考克尼口音）有一种程度很低的塞擦音，在词中可以标写为［t 
如“茶—龈塞擦音在德语中也有，如表7. 5（12）所示。除此以 

外，德语有一个双唇塞擦音［pf］,如Pflug ［pfluk］（犁）。塞擦音也 

可以伴有喷音气流机制出现。表（5（ 13）的例子来自于纳瓦约语，除 

了喷音［ts，］夕卜，还有用肺气流机制形成的塞擦音［ts：］,如德语。

^EXAMPL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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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鼻音

EXAMPLE
11 X

184
现在我们要分析世界语言的其他调音方式。这里有必要对鼻音做 

一点儿说明。跟塞音一样，鼻音也有清浊之分（如缅甸语,可在网络平台 

第十一章的练习中找到）。清鼻音相对很少,所以清鼻音没有自己专门 

的音标.可以简单地将清音符号□加在浊鼻音音标的下方来表示。

人擦音

形成擦音强烈湍流有两个方法。它可能只是气流通过口腔狭缝所产 

生的结果，如［f］音的形成;也可能是气流先被迫快速穿过口腔狭缝•然后 

再被引导流经一个锐利的边缘.如牙齿,就像发0］那样 我们已经观察 

至上擦音数量要比塞音和鼻音的数量多，其中部分原因就是有上面两种可 

能的发音机制。表7.4比较了十组擦音、七组塞音和八个鼻音。

到此我们已按清浊和不同音姿对擦音做了分类，还可以进而根据 

音姿的不同方面对擦音进行细分。一些权威学者已将擦音分为［门 

类和类。［s］类中舌头形成凹槽状，以便气流经过口腔狭缝逸出； 

在［0］类中舌头平展,以便形成宽缝让气流逸出。遗憾的是，目前关 

于擦音的所有知识还不足以让人了解这种分类如何适用于所有的情 

况。但用唇和舌后部形成的擦音与此无关，这一点还是很清楚的。

有一个比较好的擦音分类方法，就是以纯听觉为基础将它们分为 

不同组，请发英语清擦音［f, e, s, 口，哪两个的音高最高呢？你应该 

听得出［s,门和口，0］在音高上的不同。浊擦音［z,3］和［v, d］之 

间的不同也反映在音高上。擦音［s, z, J, 33称为陛音（sibikmt）,它 

们有更多声学能量,即，比其他擦音音高更高.响度更大。

由于语音具有听觉特性,它通常可以形成语言的语音格局（特定 

的语音分类模式）。人们可以只按听觉性质把擦音划为噬音和非岐 

音。我们有必要将擦音归入这两类，来呈现英语复数的形成。请想一 

想以擦音结尾的词.如 clif f x moth、kiss、dish、church x dove、lathe 

maze>rouge^judgeo哪个词在构成复数时另加了 一个音节呢？如果 

反复将这些音念几遍.你就会发现，它们在单数时都是单音节。但在 

复数时，那些以［s, J, z, 3］中某一擦音结尾的词,即以唯音擦音或带 

有噬音擦音的塞擦音结尾的词，变成了双音节。英语似乎不喜欢将两 

个喳音连在一起。如果喳音结尾的词后要再增加一个喳音后缀,那么 

185需要插进一个元音来把两个呦音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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颤音、拍音和闪音

用字母・，/，，代表的音在世界语言中最基本的语音形式是颤音［打。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音标系统选用［印来代表颤音（trill）,而［口则代表 

英语里的『化近音。有的语言，比如冰岛语•区分长颤音和短颤音［r］ 
（可利用语言索引在网络平台上找到相应的录音）。图7.4即是表现 

冰岛语长、短颤音区别意义功能的语图，所举例词是［sau：ra1（伤,复 

数）和［saur：a］（痛,复数）。如图中箭头所示，发短［「时•舌头和上腭 

只有一次接触；发长时有三次接触。不管是短】门,还是长［rj,其 

发音气流机制都和气流驱使声带振动产生浊音一样。即使非常短的 

颤音,舌尖只跟上腔接触一下,音姿活动也和拍音或闪音不同。在颤 

音中，气流冲击舌尖颤动。拍音（tap）或闪音（flap）是由肌肉的简单收 

缩而导致一个调音器官被抛向另一调音器官所产生的音。它通常只 

是一个非常快的塞音音姿。

图7.4 I冰岛语言长、短颤音的词［saum］和［saur:a］的语图

WEB
Ig.index

区分拍音和闪音非常有用。发拍音只是舌尖抬起，在牙齿或齿龈 

处接触,然后沿着相同路径返回下腔。发闪音时舌尖先用卷舌音姿向 

后卷起，然后当它回到下齿背时，在龈后位置拍打上腔。从某种程度 

看•拍音和闪音之间区别是与应被称为调音部位的差异密切相关的。 

闪音是典型的卷舌音，但要形成这个音的音姿可能需要对另一调音部 

位的碰击。发音时可以将舌头向后拉•然后向前拍打•去碰击齿龈甚 

至牙齿，从而发出龈或齿闪音。闪音和拍音之间的区别，不在调音器 

官的精确接触点，而在调音器官运动的方向，发闪音是从后往前拍打， 

发拍音是上下拍击。

美式英语的一些变体同时有拍音和闪音。拍音是含有八，d, n/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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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中的规则发音，如latter ladder ^tanner o闪音出现在重音音节带 

有卷舌化元音的词里°在dirty x sorting中,发卷舌化兀音时舌头向 

上拱起或向后回缩的发音人，为了不带卷舌化元音要把舌头向前移 

动，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闪音。

颤音在英语多数变体中都很少见。苏格兰方音的舞台腔带有/" 

颤音，这在大多数苏格兰语中并不典型。在苏格兰英语中，/"更像是 

被发成了一个拍音。美式英语作山/发音，词中有一个浊的龈拍音， 

这在爱丁堡的苏格兰人听起来就像他对pearl的正常发音。

在其他语言中，颤音和各种拍音、闪音之间的区别要比英语重要 

得多。但在说明这一点之前，我们必须先复习一下标写各种卷舌化音 

的音标。在宽式记音中，它们可记为在严式记音中，这个音标可 

能仅限于浊龈颤音。龈拍音可以用特定音标［门表示，后龈（卷舌）闪 

音用［口表示。很多美国人将［门发成近音，可以记为［打（一个倒 

过来的厂）。如果特别要表现这个音很卷舌，可以用音标［/。大多数 

说美式英语的人都没有卷舌的近音，但是对那些发这个音的人来说， 

严式记音 W 是一个恰当的音标。所有这些音标见表7. 6。

正如表7. 6例示，西班牙语在perro ［pero］（狗）和pero ［pero］ 
（但是）之类的词中是区分颤音和拍音的。类似的区别也出现在印度 

南部的一种语言——泰米尔语（Tamil）的某些形式中。像豪萨语（尼 

187日利亚）这样的语言，也能够区分龈音和卷舌闪音。颤音也有可能伴 

有擦音，正如表7. 6捷克语（Czech）的例子，国际音标用附加区别符号 

［.］表示舌位略高（即摩擦成分更多）。

表7.6不同类型「和双唇颤音的特殊音标。注意：作为一个特殊符号，］ 

可以在无规定符号时来界定和使用。

r 浊龈颤音

r 浊龈拍音

Epero] 

tpero]

（西班牙语“狗”）

（西班牙语F旦是”）

浊卷舌闪音 [baCaJ （豪萨语“仆人”）

J 浊龈近音 Evtedj （英语“红”）

r 浊龈擦颤音 [rek] （捷克语“河”）

R 浊小舌颤音 Eru3] （普罗旺斯法语"红”）

K 浊小舌擦音或近音 （巴黎法语“红”）

B 浊双唇颤音 F rnBulimJ （凯莱语“你的脸”）

浊唇齿拍音 Ebe'u] （马尔吉语“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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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颤音要让舌头非常放松地放在合适的调音部位上，以便气流 

通过使舌头颤动。最容易发音的部位似乎是舌头刚好放在上前齿的 

后面并稍稍接触齿龈的地方。如果舌头恰好放在正确部位，并放松， 

你可以从它上面吹气，使其做清音颤动。很多人发现，从发清颤音开 

始，然后当舌头稳定颤动时再振动声带，这样发音要更容易一些。嘴 

应该适当地闭住，前齿间只留下5毫米的空间。在发音之前可以通过 

将铅笔尖插进齿间再拿开的方法来检验发音空间。多数发不出这个 

音的人的问题是舌头太僵硬。

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采用典型的美式英语词的发音来学习发浊拍 

音，如（可记为匚你应该也能发卷舌闪音。正如我们所见 

到的，很多说美式英语的人在herding 那样的音流中就用这种发 

音。在发卷舌化元音之后让舌头向后卷起,到辅音时让它下拍龈后部。

当你掌握所有这些音之后，请试着在不同的语境中发它们。你应该还（ 

要学会发清/浊颤音、拍音和闪音。试着改变调音部位,形成齿和龈后的颤' 

音、闪音。有些语言，如印度南部的马拉雅拉姆方言和托达语（Ibda）,龈颤 

音和齿颤音构成对立。马拉雅拉姆方言“房间”发成［ara］,而“一半”发成 

Caia］o托达语有三种更复杂的r类颤音的对立，例子见网络平台。

舌尖并非唯一能够颤动的调音器官。法语一些方言有小舌颤音， 

然而正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法语很多形式也有小舌擦音，如厂。品 

小舌颤音的音标是［r］。没有用来区别小舌擦音和近音的音 

标符号，因为没有哪种语言用它们来区别词义，两个音都被记为口，

有唇颤音的语言很少，这些音的国际音标是一个小的大写字母［b］ J 
（很像用小的大写字母［r］表示小舌颤音）。双唇颤音出现在巴布亚・ 
新几内亚岛的凯莱语（Kele）和泰坦语（Titan）的许多词中。泰坦语“老 

鼠”是［mBiilei，为了发这个词的前部分，你要在发［m］的同时将双唇 

松松地合上，然后将嘴唇吹开。有些人发现嘴唇颤动比舌尖颤动更容 

易。如果你在发龈颤音 W时有困难，看看能否通过发双唇颤音［b］来 

获得发颤音的感觉。凯莱语和泰坦语的双唇颤音在网络平台上都有。

赖福吉还听到过唇齿闪音，它出现在尼日利亚北部马尔吉语 

（Margi）中。发唇齿闪音时将下唇后拉至上齿背，在它回到正常位置 

过程中让唇齿碰一下。国际音标没有这个音。我们将这个音放在表 

7.6中，目的是为了说明当没有国际音标表示时如何标记一个音。在 

这种情况下，可以像我们在表中所做的那样，用一个星号来界定它。

EXAMPLE
7.9

WEB
\ Ig.inde^]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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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边音

我们在第一章认为，边音这个术语似乎明确规定r一种调音方 

式，它可以跟诸如擦音或塞音、近音等其他术语的调音方式进行比较。 

但这种认识确实太简单了。央-边对立可以用于所有调音方式，可以 

形成边塞音、边擦音，以及最常见的边音形式一边近音。英语仅有 

的边音音位是/I/,在英式英语中它至少有两个变体，如led ［led］中 

的/I/和bell ［收钉中的［钉。在美式英语多数形式中.词首的［1］比英 

式英语有更强的软腭化倾向。音节首尾/I/的区别没有像英式英语 

那样大。口］在英语所有形式中，气流无摩擦地自由流出，形成一个浊 

的龈边近音。可以拿它跟red DiEd］中的口］做比较，很多人把这个音 

发成浊的龈央近音°除非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具体说明，否则边音通常 

被拟定为浊近音。

请试着用浊音和清音两种方式发英语的［口，如ledo你可能会发 

现所发的清边音不是近音，而是擦音。当声带打开时，气流很快逸出， 

在流经舌和齿边之间时形成了一个擦音噪声。这个音的音标是 

请你用清浊交替的方式发［11且电到1月44,你完全能够发出无摩擦的 

清边音，但你会发现要发准它必须让舌的两边离牙齿远一点儿。将浊 

的和清的边近音交替地排在一起，可以记写为口119山外，

我们还可能发出擦化的浊边音。请试着从普通的［1］开始发起， 

如/W,然后将舌两边轻轻靠近牙齿。你会发现,通过从前一段已讲的 

清龈边擦音发起，再加上浊音更容易发这个音。但是要确保你的发音 

里一直有擦音成分。

总之，我们已讨论了四个边音：浊龈边近音［口、浊龈边擦音［幻、清 

龈边近音［口和清龈边擦音［/。尽管没有一种语言在最后两个音上构 

成对立，但一些语言在这四种可能发音的三个之间有音位上的区别。例 

如：表7. 7前两行的祖鲁语就有3种调音方式的对立。祖鲁语第二组 

189词，鼻音之后的浊擦音可能是一个喷音。表中举最后一个词，说明音节 

首音是一个软腭边喷音清塞擦音，用R标写。请听网络平台中的发音， 

但你不必担心在学习语音学的第一年不会发这个音。边清擦音还出现 

在威尔士语（Welsh）的词中，如Eian］（教堂）、［kad］（小刀）。

EXAMPLE
7.10

除近音和擦音以外，央式和边式调音的对立也可以形成其他音。 

颤音总是用央式调音，而闪音既可以用央式也可以用边式调音。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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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门或［口，让气流通过舌两侧.你就会发出一个恰好介于这些音和 

［□之间的音。它将是一个龈浊闪音或卷舌浊边闪音。这个音可能标写 

为口，此音有时出现在不区分/r/和/I/的语言中，如日语。但一些 

非洲语言.在这三个音上都存在着音位对立，如东非查加语（Chaga）。

从某种程度上说.央-边式调音的对立也能用于塞音。英语有边 

爆发的塞音,如Little. /addle,当然这也能被认作是塞音加边音的序 

列。但是纳瓦约语的可以明确地称为边喷音，因为其中的塞音 

和边音都是以喷音气流机制形成的。同样，我们显然也想把央明音 

1 1和边明音EII］区别开来。

表7.7祖鲁语的一些边音（参照正文看每一行中的对立）

1 lala feala 4-anza

睡觉 比赛（不完美的） 呕吐

2 mfeala inti rant4-,a

饥饿 好运

3 kL, ina

淘气的

鉴于央-边对立可以用于大量的不同调音方式，我们现在必须考 

虑它是否能用于含有不同调音目标位置的音姿。在这儿，发边音存在 

着明显的限制。通常来说，边音通过舌尖、舌叶或舌前部发出。它们 

可能是齿音（马拉雅拉姆方言和托达语）、龈音（英语）、卷舌音（马拉雅 

拉姆方言以及印度其他语言）或者腭音（意大利语兀确实存在软腭边 

音。我们注意到祖鲁语就有软腭边音，只是它跟其他边音在相同语境 

中不构成对立。但巴布亚-新几内亚少数语言存在着对立的软腭边 

音.如中-瓦几语（Mid-Waghi,可以在网络平台中找到）。腭边音的音 

标是请试着发意大利语的famiglia Efa'miXXa］（家庭）和 

figlio CfiXXo］（儿子）。这两个词都有两个边音，好像一个作为一个 

音节的后辅音，一个作为后接音节的首辅音。意大利语边音更多的例 

子可见网络平台上这一章的材料。请注意西班牙语某些形式区分

和近似的音序列口口如polio fpoXo］（小鸡）和polio Cpoljo］ 
（小儿麻痹症）。看看你是否能发出这种差异。还有卷舌边音，音标是

Example
7J1

EXAMPLE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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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音方式小结

表7. 8是对上述调音方式的小结。值得注意的是，央音和边音被 

另外单放，说明这两个术语能与表上部的很多术语连在一起用。本章 

后面部分提到的音标有很多也列在这张表中。你应该肯定其中每一 

个音都能在不同语境中发出。这里再次提醒你，不要忘了可以在网络 

平台国际音标表里找到所有这些音标的例子。

表7.8发音方式

语音术语 简单描述 音标

鼻（塞音） 软腭下降让空气从鼻腔通过;两个调音器官完全闭塞 m. n • q -vp

（口）塞音 软腭上抬形成软腭闭塞；两个调音器官完全闭塞 p.b,t等

擦音 两个调音器官间形成狭窄通道，产生湍流 f»v»0 等

近音 两个调音器官接近，不产生湍流 w,j, 1,J等

颤音 气流冲击调音器官，使其振颤 r・R，B

拍音 舌尖轻拍口腔上部；颤音中轻拍一次 r

闪音 调音过程中一个器官拍打另一个器官 r，」

边音 气流因中间受阻而从两边流出

央音 调音时让气流从中央通过 s,w等

近音是唯一在本章中没有做过详细讨论的辅音。龈近音--央 

音［■和边音已经做过讨论。^et.yet中的［w, j］也没讨论过。这 

种近音有时候称为半元音或滑音。这个音在我们分析了元音性质后 

191再做讨论会更合适一些。为了描写元音，我们必须首先从发音语音学 

领域跳出来，转而思考一下声学语音学的一些基本原则。

在本章练习1里，我们给目前描写辅音音姿所需的术语做了小 

结。请注意，要使对辅音的界定更加完善，就应该说出八个方面的特 

点：（1）气流机制是什么；（2）气流方向如何；（3）声门状态如何；（4）涉 

及舌的哪个部位；（5）主要调音部位是什么；（6）是央音还是边音；（7） 
是口辅音还是鼻辅音；（8）调音方式是什么。正如我们将在第九章看 

到的，描写辅音甚至可能更复杂，所以除了说明主要音姿的所有特征 

外，还有必要提一提所谓的第二音姿,如附加的圆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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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要点回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章是本书的两大主要部分之一（看目录， 

猜哪一章是另一个主要部分）。本章主要内容是关于国际音标中的辅 

音表，我们讨论了表中每一行和每一列的音，英语中没有的音用英语 

以外的其他语言举例说明。此外,我们还详细解释了辅音发音过程中 

的音姿。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发音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事（除 

了要记住诸多术语及其定义以外）.因为几乎每一种语言都有说别的 

语言的人难以发的音。本章的发音练习能帮你克服这些语言障碍,而 

且还能慢慢提高你像语言学家一样分析新语言中新语音的能力，或像 

病理学家一样对待新病人的能力。

黜练习

这一章及以后几章的练习会少一些。这是因为同学们学到本书这 

一阶段时应当思考更大的研究项目。对普通语言学专业的同学来说，一 

个可行的研究项目是找一个说另一种语言的人，对他所说语言的语音特 

征进行描写。英语专业的同学可以找一个跟自己发音差别较大的有方 

言口音的人.描写他的语音。言语病理学家应该描写一个有言语障碍孩 

子的发音。要实现上述计划，同学们都应该编写一个词表，举例分析发 

音人语音的主要特点，然后给词表做个记录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描写。国 

际语音学会发表了一系列描写各种语言语音结构的短文章（4—6页）， 

是值得我们效仿的模板。本书后面的材料中就有这种模板。优秀学生192 
应该能发表这种描写语音结构的文章。

下页列举了辅音分类所需的大多数术语。你必须要知道这所有 

术语的含义。随后的练习与此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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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⑵ (3) (4) (5)
气流 方向 声门 舌 部位

肺的 外出 浊声 舌尖 双唇

喉头的 内人 清声 舌叶 唇齿

软腭的 眸声 （以上都不是） 齿

喉化 龈

闭塞 卷舌音

龈-腭

硬腭

软腭

小舌

咽

唇软腭

(6) (7) ⑻

央化 鼻音性 方式

央音 口音 塞音

边音 鼻音 擦音

近音

颤音

闪音

拍音

A.从上表八栏中各选一个术语给下列语音做全面描写。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列出五种不可能的术语组合。

C.如果我们不考虑像圆唇那样的二级调音器官，大多数辅音都可以 

从这八栏中各选一个术语来明确说明。但是除了塞擦音，如[叽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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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第二章中所列辅音有一个不能用这种方法来明确说明。这个 

辅音是哪个呢？对于这个缺陷怎么修订呢？

D.同样忽略二级调音器官和塞擦音，本章提到的哪个音不能用上面 

八栏中的术语来明确说明呢？

出））操练

这一章跟上一章一样，介绍了许多非英语的语音。在课程的这一 

部分，只要时间允许，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做练习，这一点很重要。但 

不要做得太快。当你确认已完全掌握第六章操练题后再开始下面的 

练习。注意第八章没有操练题，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和第六章操练题上 

多花点儿时间。

A.请学着发［q］前不同调音部位上的清塞音。先从发清晰的齿 

间塞音［矽］开始，舌尖在上下齿之间。然后舌尖朝后上方卷 

向硬腭，发一个卷舌度很高的塞音［ta］。现在在这两个极端 

舌位之间试着尽可能发很多塞音。用附加符号［+1和匚］来 

表示舌位前一点儿和后一点儿。这一系列音可以标写为 

［ta, ta, ja. ta,ta, ta, ［q］。请体会这些不同的调音部位°

B.用浊塞音反复练习A：

［da, d。，M da/d。，Q。，Q。1

C.用鼻音反复练习A：

［na. na, pa, na, na, Qa,i］,a］
D.用［s］类噬化清擦音来反复练习Ao注意很有可能发出噬齿 

擦音但是纯正的齿间噬音是不可能发出来的。

“q,sa, sa, §q, get1 194
E.用［z］类噬化浊擦音来反复练习A。

［za, 2a, za, za, 40,40］
F.请将舌尖降下来发一系列清擦音。先用舌叶发腭-龈擦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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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不要把舌尖抬起，尽管你通常调音可能这样做)，接着舌 

面前部抬起，将接触点向后移，这样你就发出一个腭擦音Edo 
然后舌后部进一步后移，先发[x],再发[X，最后，将舌根后 

缩，你就会发出一个喉化擦音[h]。请试着将调音部位依次 

后移来发这些音：

[J . C, x, X,
G.在元音前发这些擦音：

[Jq, c。，xa, XQ・ ha]
H.用跟上面辅音对应的浊音反复练习Fa

E 3 X, 5 句
I.在元音前发这些擦音：

[3。，ja, ya, na, Sa]
J.在完全掌握这些擦音的调音部位后，请试着发一些与其对应的 

清塞音。龈-腭塞音和腭塞音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下面没有 

出现喉化塞音，请发： 

[cq, ka, qa]
K.用浊塞音反复练习

[jq, ga, Ga]

L.用浊鼻音反复练习J。

[pct, n.a, ncQ
M,巩固一下你在不同调音部位上的调音能力。请发一组完整的 

元音间鼻音：

[ama, ana, ana, aqa, apa, aga, aNaJ

N.请发一组元音间的清塞音：

[apa. ata. ata, ata, qcq, aka, aqa]
().请发一组元音间的浊塞音：

[aba, aja, ada, ac[a, a ja, aga, aoa]

P.请发一组元音间的清擦音：

195 [q6cl. afa, a9a, asa, a^a, aja, aca, axa, axa, aha]
Q.请发一组元音间的浊擦音：

[q因，ava, ada, aza, a^a, 03a, aj a, aya, ana, a^aJ 
R,换用其他元音反复做上面的所有练习。

S.复习颤音、拍音、闪音和类似近音的音，请发：

[arci, ara, afa, aja, qrq, 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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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其中一些音在高元音之间更难发,请发：

[iri, iri, iri, Ui, iRi, i^i [
U.为确保自己能发对立的边音，请发：

[la, fca, 4a, 1a, Xa, tla, t&'Q, dla]

V.换用其他元音反复做操练Uo
w.把所有这些音组合成一系列简单的无意义词，如:

Ke'sa?i ta'goSe 'p' exonu
4upe2to 'bere4a do?e'cfo
fiXo'ca pino'Je ge7et?e

ko'riQo Re'Xaxa 'GeheJu
jieqe$u 'fcarieXo mo'Bale

请记住当别人做发音训练时，你要仔细看、认真听。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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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在这本书的前几章和网络平台中我们看到过几个语图•这一章将 

深入讨论语图上反映的话语的声学特征，目的是教会大家如何分析语 

图。图8.1显示的这张语图是一位女士对其政治生涯的描述.她说： 

“First campaig?i I worked in was for John Kennedy in the nineteen- 

.MrZy”网络平台中有这句话的原版录音以及两个不同的过滤版录音。 

在高频版中，语图的上半部分被保留下来，也就是频率低于2500赫兹 

的都得不到显示。在网络平台上点击右键可看到这张高频版语图，把 

它和图8.1比较一下，看有什么区别。听这句话的高频版录音时,你 

会感觉其声音非常“尖细”，擦音尤其明显，而语调已完全失真。相应的. 

在低频版中，只有语图的下半部分被保留下来，也就是频率低于1000赫 

兹的没有得到显示。低频版录音声音听起来非常“浑厚”,元音和语调很 

清楚，但是没有多少擦音的噪音。听这种过滤版的录音（并看过滤版的 

语图）能使你更好地理解语图中的信息，因为你能听到话语的高频和低 

频成分。实际上，语言中不同语音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量的构 

成（显示频率的语图纵轴）。在这一章.我们将介绍话语生成中的声源， 

滤波理论,讨论语言中不同语音的声学模式。

图 8. 1 | 14First campaign 1 worked in was for John Kennedy in nineleen-sixty”的

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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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声源/滤波理论

本书第一章讨论了语音在音高、音强和音质上的不同。在讨论音 

质差异时我们注意到元音音质取决于它的陪音结构，换种说法，一个 

元音同时包含许多不同的频率。其中一个即所谓基频，其他都是陪音 

频率，是它们赋予这个元音独特的音质。我们通过这些陪音差异将此 

元音跟其他元音区别开来。这些陪音叫作共振峰，把元音区别开来的 

是第一、第二和第三共振峰。第一共振峰写作FL在喉咙下轻弹手 

指，就会听到这个音。如果你张开嘴，发一个喉塞音，并朝脖子接近颌 

下的地方轻弹手指，你就会听见一个音•就像拍瓶子听到的声音一样。 

当你轻弹时.如果把头稍稍向后倾将脖子的皮肤拉紧，你可能会更清 

楚地听到这个音。要小心保持元音的调音部位，不要将舌根抬起碰上软 

腭。如果你用这个方法检测发一组完整元音口Me, e, ae, a, u, u] 
的部位.你就会听见前四个元音第一共振峰频率依次抬高,接下来的 

四个元音依次降低。

随着第二共振峰F2的依次下降，将元音口门…，£，行区别开来， 

在耳语时这些元音可以听得更清楚。第三共振峰F3能增加不同元音 

的音质差异，但要使差异更加突显就不那么容易了。

共振峰是怎么形成的？答案是：它们产生于声道中的回声。声道 

中的气流就像管风琴或瓶子中的气流一样，声音从音源出发（对浊音 

来说，音源是声带振动），到达嘴唇。在嘴唇部位.大部分的声音能量 

被辐射到听者的耳朵中，一小部分能量重又反射回声道——产生回 

声。根据声道的长短和形状.反射的那一部分能量加上音源能量会使 

某些频率的能量增大，而另一些频率的能量减小。声带就是声音能量 

的来源（source）,声道（由于反射的音波和声道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 

一个频率滤波器（filter），改变了声带发音的“材质工 在语音学中，元 

音的“材质”叫作元音音质（vowel quality） o

声源/滤波机制其实也被应用在许多乐器中。对铜管乐器来说, 

其声源是吹口处的两片振动的小薄片，滤波器就是长的铜管。如果你 

只听吹扣处薄片振动的声音（拇指和无名指合拢,形状像长号的吹 

口），你就能感觉到长号是如何改变来自声源的声音的。同样，对木琴 

来说，敲击某个键产生声音，滤波器就是连接每个键的管子。木琴的 

体积比长号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前者的每个键都有独立的声源/滤波

197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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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而长号只有一个声源（薄片）和一个滤波器（铜管）。人类的声音更 

像是长号的声音一声带以不同的音高和振幅而振动,声道滤波器加 

强或减弱不同频率，使我们听到不同元音的不同“材质工

上面我们说过，声道（根据其长短和形状）的滤波功能会使某些频 

率的能量增大，某些频率的能量减小。当声道形状比较简单时，其长 

度（length）也容易测量。比如，声道形似花园浇水带 从喉头到嘴 

唇直径不变——那么，它的回声（共鸣）频率可以用下列公式来表示：

口 （2/2 — 1） X c 
邑="一4L一.

共鸣频率Fn（n=l,2,3,代表第一、第二和第三共振峰）等于2倍的n 
减1乘以音速c,再除以声道长度（L）的4倍。例如，彼得•赖福吉的声道 

长度是17. 5厘米，那么c/4L就等于35,000/（4X17. 5）=500。常量c代表 

音速,即音波从嘴唇反射回喉头的速度。（2n — 1）代表一系列共振峰基数 

的乘积。所以，赖福吉的第一共鸣频率（FD是500X1 = 500赫兹;第二共 

鸣频率（F2）是500X3 = 1500赫兹;第三共振峰（F3）是500X5=2500赫兹。

不同的声道有不同的共鸣频率。例如，凯斯•约翰逊的声道大概 

长16厘米，他的共鸣频率（共振峰）也要稍高一点。第一共振峰（F1） 
是35000/（4X 16） = 547赫兹，第二共振峰是3 X 547 = 1641赫兹；第 

三共振峰为5X547 = 2734赫兹。

对于不同的语音来说，声道共鸣部分的长度是不一样的。元音的 

声道长度是从喉头到嘴唇，包括整个声道。擦音的声道共鸣段要短一 

些。例如，［s］的声道是从龈脊到嘴唇。［s］的第一共振峰（声道长度 

仅2-3厘米）比元音高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擦音的噪音在图8. 1（高 

频版）中是如此明显。唯一一个没有高共鸣频率（比元音还要高）的擦 

音是喉擦音［h］,因为发［h］时，从喉头到嘴唇的整个声道都参与 

共鸣。

除了声道长度以外，共振峰还受声道形状（shape）的影响。公式Fn 
199 =（2n—l）Xc/4L是默认声道形状保持不变的（直径不变），就像一截管 

道一样。但在实际发音过程中，这其实是不可能的。比如，发鼻音时，在 

鼻腔到喉头的主要气流通道两侧，有无数个侧腔——窦腔和口腔。同 

样，发边音时，声道形状也很复杂°这里，我们只讲发元音时的情况，关 

于其他音的声学特征，请参考彼得・赖福吉的《声学语音学概要》 

{Elements of Acoustic 沁）或者凯斯•约翰逊的《声学和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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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学》(a77d Auditory Phonetics ) o元音的声学特征可以从 

两个方面来概括：管道模型和微扰理论。这两个理论虽简单却非常重 

要，下面两个小节将详细讨论。

4))管道模型

可以根据共振峰给元音分类，不同的共振峰是不同声道形状的结 

果。任何空气，比如声道或瓶子中的空气，会根据由声道大小和形状决 

定的方式来振动。如果对着一个空瓶子的瓶口儿吹气，就会发出低频 

音。如果给瓶子灌点儿水，使瓶子的容积变小，就能发出带有高频的音。 

被变小的瓶子容积，跟钢琴的细音管或提琴细琴弦相似，可以形成更高 

的频率。发元音时声道形状复杂,使不同空气产生许多陪音。

声道里的空气随着声带运动而振动。每一次声带的开合都伴有从 

肺部出来的气流脉冲。这些脉冲就像声道中的气流受到猛烈拍击一样， 

使共鸣腔振动.从而产生大量不同的频率，就像你同时敲打不同的瓶子 

一样。不考虑声带振动频率，只要保持调音器官位置不变，声道中的气 

流就和这些频率产生共鸣。由于声道形状复杂，空气会同时产生不同的 

振动。声道后部的气流可能会以一种方式振动，形成低频波形。同时舌 

前较小空间里的气流，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振动，产生图中较高频的波形。 

声道中第三种气流的振动方式可能产生频率更高的语音。实际上我们 

听到的是这些波形的叠加形式。

和声道不同部位的气流以不同方式振动相比，共鸣频率和声道形状 

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这里我们将只关注一个事实，即在发大多数浊 

音时.每次声带振动会产生三个共振峰。注意声道中气流振动速率和声 

带振动速率无关。声带可能振动得更快或更慢，形成一个较高或较低的200 
音高，但是只要声道形状没有变化,共振峰频率也就不会改变。

这种分析元音的方法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颖之处。大约在150年 

前伟大的德国科学家赫尔姆霍茨(Hermann Helmholtz)就提出了共 

振峰的普遍理论。更早在1829年.英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利斯 

(Robert Willis)就曾说过：“任何一个元音仅仅是它特定音调的快速重 

复。”我们现在应该说一个元音是它特定的两个或三个音调(相当于它 

的共振峰)的快速重复(相当于声带的振动)。进一步说.不仅是元音， 

实际上所有带声的音都可以通过它们的共振峰频率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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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人们很难理解一个元音同时含有不同频率的观点。为了弄清这 

个观点，可以采用一种通过复合波合成一个句子的方法。网络平台中 

的语音合成示例展示了具体做法。你可以听一个句子A历〃 in the 

hand is uuorth /wo in the bush，这是对赖福吉嗓音的合成。网络平台 

中表下的第一个链接让你听到第一共振峰的变化，听上去就像这个句 

子的低沉形式。所形成的声带脉冲有一个稳定的频率，以致这个话语 

在一个单一调上（monotone）。你所听到的频率变化是这个单一调声 

音的陪音变化。这些陪音的频率变化反映出这个声音的很多音质信 

息。这个句子的韵律很明显，因为陪音频率只在声带振动时才出现。 

第一共振峰振幅（音强）也只在这些时候才显现。

网络平台中表下的第二个链接能让你听到第二共振峰的变化。 

这一次一系列单一调声带脉冲的等价物用于引起第二共振峰。这些 

陪音频率再次反映了元音音质的很多信息。单凭第三共振峰就不行。 

第三共振峰可以通过播放第三个链接听到。这一共振峰给音增加了 

一个整体的音质，但是在这个句子里，它的作用不太重要。

第四个链接播放了三个共振峰叠加在一起的音。通过它，这个句 

子就容易理解了。用增加一些额外的、固定的共振峰来提升音质，你 

可以通过播放第五个链接来听一下。从上面的合成句子来看，除了伴 

有塞音除阻的爆发音噪声和擦音湍流声以外，其他信息都可以合成出 

来。请重新播放这个链接，要注意听，其中的bush末尾没有［门。

第六个链接让你能听到爆发音的噪声和擦音的湍流声。当它们 

被加在正确的地方.，就像在第七个链接中，你可以听到整个句子是单 

一调。最后一个链接加入了基频，它随着声门脉冲在不同间歇重现而 

201变化，使所产生的句子有一个恰当的语调。

（）））微扰理论

通过公式Fn=（2n—l）Xc/4L,我们知道：即使是直径保持不变 

的管道也有共鸣频率——同时存在几个不同的音高。而且，管道的不 

同部位受到挤压时，共鸣频率的变化也是可以预测的。这就是说，我 

们可以把声道看作形状不变的管道，从声音干扰方面描述元音的声学 

特征。比如，一圆唇时，声道直径在嘴唇处变小。唇部形成阻塞具有声 

学效果是已知的，现在有了微扰理论，我们就可以预测圆唇和非圆唇 

元音之间在共振峰频率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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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扰理论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声道中某些部位形成阻塞会使共 

振峰频率升高，而另一些部位形成阻塞会使频率降低。图8.2展示了 

不同持阻部位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共振峰。在这张图中，三个共振峰 

各配有一张声道图（直径保持不变的管道，喉头闭塞•嘴唇打开） 

大致相当于发元音M时的声道形状。

字母“P”和“V”代表元音发音时，在声门和嘴唇之间来回弹跳的 

共鸣波的最高气压（P）和最大速率（V）。声道中可同时出现三个共振 

峰这一点是难以理解的•但又确实存在。微扰理论表明,如果在最大 

速率处有阻塞形成,共振峰频率会下降；如果在最大气压处有阻塞形 

成,共振峰频率会上升。

图8.2 |第一、第二、第三共振峰的最高气压和最大速率

知道了这些共振峰频率变化和声道形状变化之间关系的简单原 

理，想一想元音的第一共振峰是如何变化的吧。喉头部位的持阻（低 

元音如此）接近最大气压处，因此，低元音的第一共振峰比中元音要 

高。唇部持阻（高元音和圆唇元音）接近最大速率处.高元音的第一共 

振峰也因此低于中元音。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第二和第三共振峰。 

比如，有两个原因可以使第二共振峰升高：其一是比较困难的喉部持202 
阻（舌根部位不形成阻塞，接近于图中F2的第一个V处）；其二是舌 

头和口腔顶部形成阻塞，这是F2升高的最一般情况。

《）））声学分析

语音学家喜欢用数字来描写元音。数字可以用于分析语音，测量 

共振峰的实际频率，然后以图示方式具体描写出来，如图8.3。此图显 

示了美式英语的前八个元音三个共振峰频率的一些权威数据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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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请试着发这八个音，并将自己所发元音的共振峰频率值跟前者比 

203较。比照口］和［＜| ,你的第二个共振峰频率在发［＜］和［史］之间是否 

有更大跨度呢（你耳语时可以听到）？你能通过共振峰频率区分hod 

和hawed吗？

可以用电脑程序分析语音并显示语音的组成。电脑程序所生成 

的视图叫作语图（spectrogram）。在本书前几章，我们看到过语图，也 

谈到过语图是如何生成的（和图L 5有关），但还没有谈到如何解读语 

图。现在，我们要详细讲一讲如何解读语图。图中从左向右为时间 

轴，从上到下为频率轴。语音每个组成部分的强度用不同深浅的黑色 

表示。大体上说，就是语图将语音的每个共振峰频率展示成一条条黑 

线。网络上有一些免费的电脑软件可以用来制作语图。其中最好的 

是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KTH言语技术中心（CTT）的WaveSurfer,其

图8.3 |美式英语八个元音的前三个共振峰频率 

[i] [i] [e]

870

310

2250

[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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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Praat软件。用这两个软件可以打开网络平台 

中任意一个声音文档•制作语图，并收听这些小的语音片段.如果你 

的电脑有内置麦克风，试着录下你对heedjud Jiead M 的发音并制 

成语图。

图8. 4是一位美式英语发音人发heed、h id、head、had、hod、 

h a wed > h ood w/i o9 d的一组语图。因为人的声音频率越高，能量越 

低，所以高频画得比实际要黑。如果它们没有经过这种方式加以增 

强,高的共振峰就看不到。图底部时间刻度的间隔是100毫秒，所以 

你可以看见这些词在时长上的不同。这些词实际上是一个接一个说 

的，但是将语图放入分隔框里，没有必要把它们之间的空白也显示出 

来。纵轴最高刻度是4000赫兹，已经足够显示每个元音的频率了。 

因为共振峰的相对音强要大一些，用浓黑表示，你可以看到黑色横条。 

每个元音前三个共振峰的位置有箭头标示。

EXAMPLE
8.3

204

图8. 4 由美式英语男性发音人所发的heed s hid x head ^had^ hod x ha wed yhood >

Mio'd语图。用箭头标出了前三个共振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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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3和8. 4有很多相似点。图8. 3像是孤立元音的图解语图， 

图8.4与前者不同的是，它只是美式英语发音人的个体语音,而不是 

集体语音的平均值。它还显示了词末辅音对元音的影响（这点我们将 

在后面讨论）和单元音的一些复化特征。请注意，比如［门的第二共振 

峰开始时很高的第二共振峰有一个大的向上运动。［史］第二共振 

峰尾部也有个小的向下运动，这表示［史］的复化特征。此外,还另有 

一些更高的共振峰横杠，但是它们不具有语言学意义。更高共振峰的 

确切位置因人而异，尽管它们不是确定发音人的唯一标准，但确实显 

示了个人的音质。

图8. 5是彼得・赖福吉发的英式英语语图。它跟图8.4相似，但 

因为地方口音和个体差异又不完全相同。他的声道长度大于美式英 

语发音人，所以其共振峰稍微低一些。而且，他的元音复化较少，稳定 

段更长。

4000

图 8. 5 英式英语口音发的 heed、hid、head、had、hod、hawed、hood、who' d 语 

图。箭头标出了前三个共振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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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声带振动，语图上就会出现一条条紧挨在一起的规则的竖 

线。发元音时,竖线在语图的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看到。元音语图中每 

条竖线都是由一次声带振动所引起的声学能量瞬时增强的结果。我 

们已经知道,可以从波形纪录中观测到脉冲L并据此计算其频率。同 

样,我们也能通过观察语图上的竖线来测量频率。频率在竖线很接近 

时肯定比在它们离得很远时要高。图8. 5左下方，在［。］音标之上底 

线之下，有间距为100毫秒的两条短线。在这十分之一秒里，你能看 

见元音共振峰里有八到九条竖线。声带振动频率一定是85赫兹上 

下。当然，这不是用语图确定频率的最好方法。正如我们将要看到 

的，也可以制作能更好地描述频率变化的另一种语图。

传统的元音描写跟共振峰频率有关。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共振峰 

频率（用语图中最下面的箭头表示）随着发音人从heed的高元音移到 

had的低元音而有所增加。就美式英语发音人（图8. 4）和赖福吉本人 

（图8. 5）的发音来看，四个元音的第一共振峰频率随着元音高度的下 

降反而增大了。在图8.4和8. 5下排的四个元音中，第一共振峰频率 

随着发音人从的低元音到w/zo'd的高元音而递减。第一共振峰 

频率和元音高度成反比。我们还可以看到,图上排前元音的第二共振 

峰频率比下排后元音要高得多。但是，第二共振峰频率跟元音后移程 

度之间的关系没有第一共振峰频率跟元音高度之间的关系紧密。第 

二共振峰频率受圆唇度和元音高度的影响很大。

如果我们将图8.3的共振峰频率沿着坐标轴画在图8.6中，就可 

以看到传统的发音描述和共振峰之间的一些关系，因为共振峰频率 

和传统的发音参数成反比,这样设置坐标便于使0频率位于右上角而 

不是左下角，这种做法在图解表示法中很常见。此外•按照Bark刻度 

排列频率,其中刻度上的相同距离代表感知上相等的音高间距。因为 

第二共振峰不像第一共振峰那么明显突出（F1平均占有元音80%的 

能量），所以第二共振峰数值范围不像第一共振峰跨度那么大。（要记 

住，在图8. 4、图8.5以及书中所有语图中,阴影刻度不直接对应每个 

音的声学强度。高频加黑只是为了强调并使其更显而易见。）

205

206



204 |第八章声学语音学

图8.6 美式英语八个元音的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坐标图。其中，根据

Bark刻度间距，第一共振峰用纵轴（垂直轴）表示，第二共振峰用横轴 

（水平轴）表示，刻度单位为赫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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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和［u］分别出现在左上角和右上角，［史］和［ci］在底部.其 

他元音位于它们之间。因此，这种排列允许我们用已习惯的传统发音 

描写方法来表示元音。

前面我们谨慎提到了共振峰频率和传统发音描写之间的相互关 

系。这是因为传统语音描写不尽如人意，正像我们第一章所注意到 

的，它们常常跟发音事实不相符。但是，一百多年来，语言学家一直在 

用高/低、前/后之类的术语来描写元音。毫无疑问，这些术语适合于描 

写不同元音音质之间的关系，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语音学家是把这些 

207术语作为明确说明声学维度的标签而不是用其来描写实际舌位的。

正如元音X光研究的先驱者之----- G.奥斯卡・拉塞尔（G. Oscar

Russell）所说的：“语言学家用声学事实进行思考，却用生理的幻想来 

表达J
因此，对元音高度的传统描写与第一共振峰频率的关系比之与舌 

位“高度”的关系更密切，所谓舌位前后度与共振峰频率之间的关系更 

为复杂。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舌位前后嘴唇圆展都会影响第二共振 

峰。通过考虑第二和第一共振峰的关系，我们可以消除一些圆唇度的 

影响。舌位前后与第一、第二共振峰频率之差最为相关。频率之差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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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元音越靠“后”。

现在学界普遍采用共振峰图来表现元音音质。为了进一步巩固《 

有关元音的声学概念，你现在应该试着用共振峰图表来描述图8.4和 

8.5中的元音。我们已经为表现这些元音特征的共振峰标上了箭头。 

用每个图左边的刻度来测量这些频率。请制作一个表，列出第一和第 

二共振峰频率,并绘出元音声学图。网络平台上有PDF版的空白 

表格。

EXAMPLE

鼬辅音声学

辅音的声学结构通常比元音复杂。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说辅音是 

元音开头或结尾的一种特殊发音方式，辅音本身发音不具有区别性特 

征。因此，［b,d,g］三个音的持阻实际几乎是一样的，持阻过 

程也完全一样，因为在持阻阶段几乎是无声的O
每个塞音都通过影响邻近的元音来展现它的音质。我们已经看 

到,像［曰这样的元音在发音过程中，共振峰与声道特定形状保持一 

致，如发音节［be］时，它的这些共振峰将呈现为双唇开启。双唇开启 

那一瞬间的特定形状决定了这些共振峰的频率。随着嘴唇的张大和 

声道形状开始变化,共振峰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双唇闭塞导致所有 

共振峰频率下降。因此，音节开始时共振峰频率相对较低，到发 

［e］时突然迅速上升，通过这个特征使它不同于其他音节。同样，在 

［£b］音节中，［目的共振峰频率会随着双唇闭塞的形成而降低。因 

此，无论是闭塞形成时或是闭塞解除时都将出现由特定共振峰频率表 

示的特定声道形状。

比如，当你说bib或bab时，在词的开头双唇甚至还闭合时，舌头 

就会预先处于准备发元音的位置。除阻瞬间的共振峰频率是由整个 

发音过程的声道形状决定的，因此元音也会影响辅音共振峰的变化。208 
我们将每个调音部位共振峰的明显起始点称为那个调音部位的音轨 

(locus)①。共振峰起始点决定于邻近元音。这是因为跟辅音闭塞无关 

的舌头部位大多是邻近元音的调音部位。

①译按：音轨(locus),是指在语图中一组共振峰的明显音源点，即所有具体元音的共 

振峰都将弯头指向所邻接辅音的同样频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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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图8. 7是加以及不成词的［g应,的语图，是由图8. 3中元 

音的美式英语发音人念的。你可以看到后面塞音［b, d, g1音标上方 

接近底线处的模糊带声条纹。在辅音持阻阶段，语图底线附近出现的 

浊音证据被称为浊音杠(voice bar)。注意：像其他发音人一样,该发音 

人词首的浊塞音没有浊音杠。

在这三个词中，第一共振峰都从低处上升,这只是一个塞音持阻 

的标志，而不会在区分调音部位方面起主要作用。这三个塞音的主要 

区别表现为第二和第三共振峰的首尾，图上用白线标出。8T起始处 

的第二、第三共振峰比起始处要低。另夕卜，起始音［b］的第二共 

振峰明显上升° Dead的第二共振峰起初是稳定的，后来有所上升。 

第三共振峰略微有些下降。［g%］的第二和第三共振峰在首尾处比较 

接近(好像共同指向一个点)，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塞音［g］对共振峰影 

响较大。这种第二和第三共振峰比较接近的情况有时可称作软腭夹 

(velar pinch),是软腭辅音的显著特征。

Hz

3000

2(XX)

1()00

time

图8.7 | 一位美式英语发音人所发的加b、dead、［gEg］的语图

aaa 跟浊塞音对应的清塞音［p, k1显示在图8. 8所示的
8・6 /

(其中只有ten是英语词)中。我们选择这些形式，是因 

为相邻元音［e］能很好地展示塞音发音的不同部位。送气塞音的除阻 

在图中显示为一个突兀的尖峰,对应于噪音爆发的开始。也就是，持 

阻爆发后，有一段送气噪音，图中显示为F1没有能量，也没有浊音的 

209规则的竖状条纹。送气噪音把持阻爆发和元音的浊音段分隔开来。

［p］的爆发频率最低。语图中 W和［k］的噪音延伸至4000赫兹以 

上，这些我们会在后面图中看到。最高频率实际出现在［口而不是 

［k］的爆发中。如果悄声以的顺序发辅音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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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p,p］,你可以听出最高音是［t］,其次是［k］,最低是［p］o你也 

可以听到 w最响，［k］次之，［p］最低。［p］的声学强度有时非常 

低，因此在语图上很难找到冲直条印记。由于送气清塞音后的共振峰 

音渡发生在送气期间，在图8.8中它们就不像图8.7中浊塞音之后的 

那么明显。但是•我们把F2和F3的中点标出来，这样，就可以看到送 

气噪音也有共振峰。此外，我们也容易察觉到它们之前元音向鼻音的 

音渡。在［m］前，第二和第三共振峰频率下降；在［口］前，第二共振峰 

和第三共振峰几乎持平。三个词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因为软腭夹的缘 

故，第二、第三共振峰在E］之前彼此接近。

图 8. 8 ［phem ］x［then ］(ten) s［kheg ］的语图。

图8.8还显示了鼻音鼻音(或者我们将要看到的边 

音)的明显标志是调音器官闭塞形成的那一亥k语图会有一个很突 

然的变化。鼻音共振峰结构和元音相似，不同地方是浊音杠更弱， 

并位于由鼻腔共鸣特征决定的特别频率位置上。在鼻辅音中,第一 

共振峰非常低，通常约为250赫兹。第二共振峰位置较高，在第一 

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之间的很大区域里通常没有能量。图中发音 

人第二共振峰很弱，频率值恰好低于2000赫兹。鼻辅音之间的差 

异主要取决于它们前面元音末出现的不同共振峰音渡。［m］前元音 

的第二共振峰下降，末尾软腭鼻音之前的软腭夹使第二和第 

三共振峰彼此接近，但是它们起始点有时候不是很清楚。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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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3.7

图8.9 /ie、lhigh、sigh、shy的语图。频率刻度提高到81)0。赫兹，箭头指向第 

二共振峰起始处。语图只将第一个词完全呈现，其他词中二合元音第 

二部分的语图被删去。

图8.9用/zZ,MigM/g/us/zy等词的频谱图解释了清擦音。这些 

语图将频率刻度增加到800()赫兹,作为擦音发声的最高频率“ ［s］中随 

机噪音延伸甚至远远超过这张语图的最高频率限度。第一个词fie的 

语图显示了词中的二合元音。其中第一和第二共振峰在央低元音的位 

置开始接近•然后分开，在二合元音结尾处，两个共振峰的间距如同图 

8. 3中的口［。鉴于二合元音的共振峰模式在fie、thigh.、si gh、$hy里 

都一样，所以后面三个词只呈现其中第一部分元音的语图。

所有这些音都拥有频率分布范围很宽的随机能量。［f］和：0］的 

模式几乎一样。区分这两个词的是移向后接元音的第二共振峰变化, 

图中用箭头表示。［口中第二共振峰变化非常小，而［9］在大约1200 
赫兹处开始下降。由于这两个音之间的差别非常小，所以在噪音背景 

下它们常常混淆在一起，而且在一些英语地方口音中它们被归为一个 

音，比如伦敦东区考克尼口音中，就不区分fin和thin a

［s］的噪音集中于高频区，图8. 9中在5000到6000赫兹之间。 

［J］要更低一些，下延至2500赫兹。由于［s入CJ］声学强度都相当 

大，所以它们所形成的语图也比和更黑，而且也有明显的共 

振峰音渡标记。fie、ihigh、sigh、shy这四个词第二共振峰明显的音渡 

源点(音轨)依次抬高八盘中已到了跟元音［i］相当的位置,然后再显 

211著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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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0 I evcr、weQf/rcr、/izNcr、pleasure 的语图。

0 400 0 400 0 400 0 500 ms

图8. 10是［v, 3, z, 3］在不同元音之间的语图。这些分别与清《^EXAMPLE

擦音［f. 0, S, 口相对应的浊擦音，对立不在词首的位置上。清擦音 

和其相对的浊擦音语图模式相似，只是浊擦音具有带声直纹。厂的 

摩擦成分［v］甚至比face的［口还要弱，它只出现于后接元音的开 

头。带声直纹在整个发音过程中都很明显。whether中的 芭］也是如 

此。与含有清擦音：f, 0］的词一样，这些词是由相邻元音的共振峰来 

区别的。这张图中擦音都出现在压］和［孑］之间。：6］前后的第二 

共振峰比［v］的要高。

在W.：30的高频区，擦音能量非常显著。［z］中有一个很弱的 

浊音杠，而巴］中却很难看到。在擦音噪音开始时，6000 — 8000赫兹 

范围内只有很少的带音直纹。从［z］到元音］，共振峰音渡很平 

稳.但从口］开始下降显著。最后一个词是饵它还可以让我 

们看到，送气塞音（如［pl）后接近音（如口［）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绝大多数［口是清音，只有在：p］爆发和送气噪音的作用下才能听 

到它。

最后要考察的英语辅音是边、央近音［1，』，w, j］o图8.11是《 

led .red .wed .yell等词的语图，边、央近音就在其中。所有这些浊近 

音的共振峰跟元音共振峰几乎一样。在第一个词的词首边音中，三个 

共振峰中心频率约为250、1100、2400赫兹（强度很低），但到元音开始 

处音强突变。正像我们上面注意到的，共振峰模式的显著变化是浊鼻 

音和边音的特点。但在词末，这种显著变化可能要少一些，如图8. 11 
的yellQ发词末边音时由于舌尖跟齿龈接触面可能很小或者根本没

8.8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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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接触，所以所发的音并非一个真正的边音，而是一个后、不圆唇元 

音。共振峰频率为1100赫兹或1200赫兹左右.这是大多数人发词首 

212边音的典型模式。

图 8. 11 I 的语图

图8. 11解释了第二个词red中的近音口，［口最明显的特征是 

第二和第三共振峰频率较低，尤其是第三共振峰频率非常低，例中它 

（显示在 W 音标之上）约开始于1600赫兹。red和wed之间有很多 

相似点，这就是儿童在学着发这两个音时有时难以区分它们的原因。 

近音始发时，三个共振峰的位置都很低，但第二共振峰随后陡 

升。［w］的共振峰滑动就像是从非常短的［u］滑开一样。最后，*〃 

或了”中的口人其共振峰变化如同从非常短的［i］滑开一样。因此，将 

［wL 01称为半元音比较合适。

前面章节里有很多模糊的解释，这其实是为了告诉大家语图所呈 

现的通常也不是非常清晰的。表8. 1简要总结了一些调音器官特征 

的声学关联。但本书不可能给出完整而详细的发声学解释。我们应 

该将上面的声学描述视作只是一个粗略的指向，而不是对语图所示的 

那些一成不变的声学结构的解释。任何音段当处于不同语音环境时. 

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声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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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辅音特征的声学关联。注意：只能描述应该视作一个粗略的指向。

实际的声学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音中的特定组合以及邻近 

的元音。

浊音 

双唇音 

龈音 

软腭音

有跟声带振动对应的直纹。

第二和第三共振峰的音轨相对较低。

第二共振峰的音轨大约1700-1800赫兹。

第二共振峰的音轨通常较高•第二和第三共振峰音渡有共 

同源点。

卷舌音

塞音・

第三和第四共振峰通常低。

缺乏噪音模式,其后有清塞音爆发或浊塞音共振峰的尖锐 

结构。

擦音 

鼻音

随机噪音模式,特别在高频区，但是也取决于调音部位。

共振峰结构跟元音相似.但三个共振峰频率约为250、2500 
和3250赫兹。

边音 共振峰结构跟元音相似,但邻近区域三个共振峰为250、 

1200和2400赫兹。较高的共振峰在强度上显著下降。

近音 共振峰结构跟元音相似.但经常变化。

玲）语图解析

目前我们在语图中例举的所有词都是一个个单独发出的。但若 

在连续语流中，许多音就很难区分，如本章后面的语图。在读下一段 

Example
8.10

前，请为图8. 12中的音段写下音标.已知信息是：话语为She came

hack and started agaf",是由图8. 3的元音发音人念的。 213
我们每次只看一个音段，会发现词首［门跟图8.9的shy相似。

注意：音段（12）中的共振峰较高。音段（2）中，［门的第二共振峰较 

高大约2000赫兹（把它和图8. 4中的［i］对比一下）。音段（3）的软腭 

塞音［k］后紧随一段送气（标为音段（4））,直到元音出现。came中的 

元音（5）是一个二合元音［e门，其第一共振峰模糊不清.和元音鼻化有 

关。在双唇鼻音（6）的末尾，有一个短的［b［闭塞（7）,我们勉强可看 

到其中的浊音。而决中，在［史］（8）开始处，双唇音后的音渡并不是双 

唇塞音的明显标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排除法猜到双唇这一调音部214 
位。另一方面,在软腭塞音［k］ （9）之前我们很容易看到第二和第三 

共振峰合拢。在央元音［可之前（10）只有短暂的送气段，没有用音段 

数字给它单独标注°紧随其后的是第二和第三共振峰分开的音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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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便是龈鼻音Cn] (11).

图 8. 12 I She came back and started again 语图

EXAMPLE
811

started中的,它后接一个送气很弱的短［钉（13）（英语 

中只要出现在 w 之后这种情况就很常见）。第二共振峰到元音 

［a］（14）降低，这种情况在从［口到［q］的音渡中很典型。音段（14） 
最后部分第三共振峰的降低跟卷舌色彩有关。元音的后半部分大概 

已经卷舌化了。非常短的塞音（15）有一个浊音杠，在严式音标中可以 

用［门表示。很多人（包括这位发音人）发龈塞音后的过去时-ed时， 

第一共振峰低，第二共振峰相当高。我应该将音段（16）的元音描写为 

［门（而不是 W）。音段（17）,跟（15）一样，也是一个拍音［门。音段 

（18）中的元音也是［门，软腭音前的非重读元音常常是［门，而不是 

［可。音段（19）是软腭塞音［g］,它两头元音的第二和第三共振峰彼此 

接近。again的最后音节有一个很低的元音，共振峰大约跟（8） back 
中的元音［氏］一样高。因此音段（20）可以描写为 W 或［史，音段 

（21）是词最后的鼻音［n］。

现在你要学着切分更难的话语飞图8. 13是赖福吉所说的/ 

should have th ought 5 peel rogra m s uuere unreadable 的语图。这句话 

是以一个常用的快语速对话方式说出的。这次我们不再标注独立音 

段，而是在语图上方大体均等地标出隔断线，便于指出音段的特定位 

置。请试着在这个线下面写上音标。要保证你写的音标是这个短语 

的实际发音,而不是你自己可能会发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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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 J should have thought spectrograms were unreadable 的语图，它是用 

常见的快语速对话方式说出的（英式英语）。

当遇到难以切分的短语语图时，通常最好的办法是先找语图中表 

现最突出的音。跟其他音相比，清擦音［s］和［门最明显，所以从找215 
出 should中的［J］和［s］来开始。［口 在（3）处，［s］ 
在（9）和（10）之间。你现在可以从头开始，找出第一个词中的元音 

［ai］。它位于（1）和（2）下面，在［门开始的地方结束。你知道 

.s pectro grams中的［s］在（9）和（10）之间,所以thought中的兀音一■ 

定在（7）处，其后的［口在（8）处。thought中的元音之前和should中 

的［门之后会发生什么呢？这些音之间的任何音段上有浊音吗？ 

should have整个短语似乎都在没有浊音的情况下发出。（4）处一定 

有处有［口和短语I should have thought的严式音标 

是［aiftf 10ot］o
现在从spectrograms的［s］开始.把这些点记住。请试着给 

spectrograms ivere unreadable记音。要记住，有一•些你原以为是浊 

音的可能是清音。完成这一步后，再读下一段。

正如你预期的，5.（"ogmms中［p］之后没有送气，它位于（10） 
和（11）之间。（11）的元音［＜］非常短，你可以看到（12） ［kJ第二和第 

三共振峰彼此接近。［口也在（12）处，并有很强的送气，所以接下来的 

W几乎完全是个清音（所以严式音标记为（13）短［可几乎没 

有带声。（14）软腭塞音［g］除阻后就到了 我们很容易通过第三 

和第四共振峰的降低来给它定位。（15 —16）是元音［史］,它的后面接 

着一个长的［m］,这个鼻音共振峰较弱，占据了（17）、（18）大部分地 

方。这个词末尾的擦音，在（18 —19）处，看上去像是清音。因为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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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8.12

强度不够，也许，把它记为［■而不是［s］会更好。

语图第二个显著点在（21）下的包ere末尾处。此处第三共振峰明 

显下降，表明词中有一个［打。当接下来的词以元音开头时，大多数英 

式英语发音人发很正常。（20）是这个词开头的［w］,它通过低的 

第二共振峰跟其他音区别开来。unreadable中音节：An］位于（22）和 

（23）下面。（24）第三共振峰较低，标志着read音节的开始，（25）是高 

元音［i 丁它的第一共振峰低，第二共振峰高。（25 — 26）是非常短的

和［封，它们后接一个相对较长的［b］ （26-27）,最后音节口］在 

（27 — 28）处，它看上去像一个后兀音。

在解释语图方面如果你想做一个更难的练习，请看图8. 14Q你能 

否说出它是什么句子？这是由图8.4中英式英语发音人所说的普通 

英语句子。你会发现虽然整个句子很难确定，但是一些音段还是十分 

容易解读的。比如，当第三共振峰频率低于2000赫兹时，（14 — 15）附 

近会出现什么音呢？你能看到（26）处第二和第三共振峰的区别模式 

吗？或许在（24 —25）处也有区别模式吧？

图8.14 |文中所描述的英语句子的语图

开始，（1）下面是频率接近3000赫兹的小的擦音噪音。然后在 

（2）处有一个可能是［口或［门的元音。（3）处有个突然断裂，之后接 

弱的共振峰片断.频率大约为250.1300.2400赫兹。这个断裂暗示它 

216是一个鼻音或边音，但此处更可能是边音。如果看看图8. 3,你就会断 

定（5）处的元音像［史［或［e］o其后继续出现在（6）处的只可能是擦 

音［0］或（7）处有一个清塞音，这个音可能是［p］、［口或［k］中 

的一个，但在（8）处它带有很强的送气而且位于高频区，看起来更像 

［t］o根据第一和第二共振峰，（9）处的元音可能是［门或口，（10）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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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共振峰略微下降，表示是二合元音。

因为(10)后似乎有个停顿，我们可以在此停一会儿，并写下我们 

可能选择的记音：

(1) (2) (3) (4) (5) (6) (7) (8) (9) (10)
? i I ae 6 t h 1

1 n.m，D e f k,p i

通过上述可能的发音选择，你可以找到解释这个语图的路径吗？ 

第二个音节可能是laugh、laughed或,这样就形成一个可能的 

短语He laughed He left 0实际上说的是He在户人ere ,这很难判 

断出.不过你应该可以断定上面列出的那些短语片段。

现在看看图8.14句子的最后部分，这里更简单。(13 —14)处有 

个擦音［门或［门，后接(15)低的第三共振峰，表示［』：］,然后是(16 — 
17),此处元音的第一共振峰比这个句子其他任何地方都低，而第二共 

振峰比句子其他任何地方都高，所以该元音显然是［i，通过这些语 

音信息•我们认为这个音节是free或three 0你可以在(17—18)看 

到,被假定为浊塞音的发音区域基线附近有一点点儿浊音成分。其爆 

发强度、高频能量和随后元音开头平坦的共振峰都显示出它是1d， 
(20 —21)处的元音较长，几乎跟前一个元音一样，第一共振峰低，第二 

共振峰高，是前高元音，可见它可能是［e门。(23)看起来明显地像擦 

音DG，实际上因为它的音强较弱，可能是浊音弱得听不出的［zj0在 

(24)处有一个很短的元音，将它认作S1,这是一个对此类元音的可行 

的解读。软腭夹表明，(25 — 26)的辅音一定是个软腭塞音。(27 — 29) 
最后的长元音是二合元音，它以一个像是的后元音结尾(第二共 

振峰低)。

将这最后一部分的所有信息放在一起,我们得到：

(13-14) (15) (15- 16) (17- 18) (20 - 21) (23) (21) (25 - 26) (27 - 29)
f j i d ei sag …。

0 b z k

读这些可能的记音，你就会发现一个完整的句子：He left here-

three days ago Q

请试着自己解读另外一些句子，图8. 15是一个英式英语发音人 皿眄 
\ 8.13 

的语图。它是一个普通的英语句子•不含专有名词。跟前面的语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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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许多音出现在新的组合中，这表示它们的发音格局仅有小小的区 

别。但如果从比较显著的音开始分析，并且选用熟知的可能在此处出 

现的英语词，你应该能成功地组合出正确的句子来。本书早期版本的 

很多读者已经做过这样的练习。

图8.15 I 一个不含专名的普通英语句子的语图（英式英语口音）

本章到目前为止用来举例的语图是宽带语图。尽管它们在时间 

刻度上非常精确，用一条条垂直线显示声带的每一次振动,用冲直条 

表示塞音爆发的那一瞬间，但是在频率上却不太准确，通常一个共振 

峰含有一些不同的频率成分.在语图上这些音波都混成一个宽带。

人们可以准确地掌握语音的物理事实，既可以知道发一个音的起 

始时间•也可以在相当准确的程度上知道它的频率值。当你回忆语音 

时，应该可以凭直觉知道：音的频率涉及对一个时间段气压变化的观 

察。这段时间必须要足够长•才能保证充分地观察气压的反复变化 

你既可以知道声带振动产生了一个脉冲（在我们目前已经考虑到的所 

218有语图上产生垂直带声条纹），也可以知道你所分析的音波是否包含 

两个或三个声带脉冲.你可以说出脉冲之间相隔距离,进而知道它们 

的频率值。

EXAMPLE
| 8.14

记录更精确频率的语图（以牺牲时间刻度的精确为代价）是窄带 

语图。图8. 16是问句Is Pat sad . or mad ?的宽带和窄带语图。在: 

宽带语图中，每个塞音的除阻都伴有尖锐的冲直条,如问句末尾的 

[d，窄带语图的冲直条时间刻度较为模糊，但共振峰的每个组成频 

率都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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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16 问句Is/F sad , or mad?的宽带（上半部分）和窄带语图（下半部 

分）。两个元音的第五、第十和第十五谐波分别被标上白色小方块。

声带振动时可以产生基频振动的谐波（harmonic）。谐波是基频《 rEXAMPLE

8.15

的整倍数。所以当声带振动100赫兹时，谐波是200.300,400等赫 

兹。在一个给定的元音中，它的谐波明显跟发这个元音时的声道共鸣 

相对应。我们已经在sad.mad中元音的第五、第十和第十五谐波的 

中间分别标上两个内色小方块。在sad中声带振动频率大约118赫 

兹。所以第五谐波的频率是5X118=590赫兹，第十谐波的频率是219 
1180赫兹，第十五谐波频率是1770赫兹。第一共振峰是由第五和第 

六谐波构成•第二共振峰主要由第十四和第十五谐波构成。把这个元 

音跟〃74”中元音进行比较•都是音位/史/的例子.哪个有跟sa△非常 

相似的共振峰？接近最后一个词开头的第三谐波是第一共振峰的主 

要构成成分，而第八谐波则是第二共振峰的主要构成成分。正如我们 

已注意到的，元音音质取决于共振峰频率，但是音高取决于基频，而基 

频又是由声带振动率决定的。

女性的声音音高通常较高，有时候共振峰很难精确定位。图8.17 
是一位说美式英语的女性发音人的语图，她所发的正是图8. 3那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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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音人念的那套元音。制作这些语图时，为了使共振峰频率有最佳 

显示效果，我们选择了最合适的语图宽窄度，尽管已经非常小心，但谐 

波依然干扰共振峰的显示。要注意的是，举个例子来说，当不同谐波 

220变得明显并构成共振峰时.中元音音质的变化呈现出一系列台阶 

状。在窄带语图中，基频高时就很难确定共振峰的中心。

图8. 17 由美式英语女性发音人所发的heed、hid、head、had、hod、hawed、 

liood'Mo'd语图。箭头标出了前三个共振峰的位置。

窄带语图显然对判断一段话语的语调或声调有帮助。只看基频 

本身也可以，但是当它从100到120赫兹时，第十谐波的频率显而易 

见，也会是1000到1200赫兹。实际音高——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基 

频，在任何时候都是第十谐波频率的卜分之一。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 

看到的，计算机能够分析话语并很好地记录基频（音高）。但是当音高 

过低或声带不规则振动时绝大多数基频通常会出现偶发错误。在这 

些情况下窄带语图的分析就很有用了。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从语图上得到和得不到的信息种类了Q 
对音段长度的测量最可靠，有关它的目标语图通常甚至比波形还要 

好。元音、鼻音和边音之间的差异可以在语图上看到,但从波形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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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看不到。

语图通常能可靠地反映元音的相对音质。第一共振峰频率能精 

确地显示元音的相对高度，第二共振峰能很好地显示舌位的前后变 

化,但唇形圆展变化可能会给第二共振峰带来混乱。

语图也能相当可靠地反映很多跟调音方式有关的信息。比如：在 

语图上通常可以看出塞音是否弱化为擦音，甚至是近音；在多数情况 

下可以看到塞音的塞擦化；可以将颤音和闪音划分开来；也可以区分 

清音和浊音；还可以观察到不同调音器官运动的相对速率。

语图不能用来测量鼻化程度，也无法区分相邻位置的调音器官。 

因此，要研究语音的这些方面，可以采用其他技术。

引个体差异

本章最后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个体发音之间的差异。这个问题 

很重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我们通常想知道一种特定的话语模 

式是不是某个语言社团的典型话语模式，说话人有没有个人独特性； 

第二,当要测量具有语言学意义上的重要语音特征时，我们必须要知 

道怎样降低纯个人因素的影响；第三,现在语音的声学分析已经用于 

法庭审判，因此我们也必须讨论如何确定发音人的有效身份。

研究语图时，个体变异非常明显。在总结语图的作用时，我们很 

谨慎地说它们显示的是元音的“相对”音质。为了说明发e的元221 
音比人的开头元音更高,我们可以用图8. 14那种语图。我们也可 

以用图8.5那种共振峰分布图,来显示典型美式英语中u'h。' d的元 

音比刀aa，心的更靠前。但是•我们不能轻易断言：在发给定词的元音 

时，一个发音人比另一些人发得高或低。

通常,当两个发音人用同一音质发一组元音时.这些元音在共振 

峰图上的相对位置都差不多，但是它们之间的共振峰绝对频率值绝不 

相同。图8. 18是说加州英语的两位发音人所发的heed.hid.head. 

had.hod.hood ^ho^d中元音的共振峰分布图。大多数说加州英语 

的大学生不区分hod和〃 axved , cot和所以图8. 18只能显示 

图8. 3八个元音中的七个。两位发音人每组元音的相对位置差不多. 

但是绝对值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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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18 两位加州英语发音人所发的元音共振峰图表。纵轴（垂直线）为第一 

共振峰频率，横轴（水平线）为第二共振峰频率。

现在还没有能规整个人特征而使共振峰只显示元音语音学特征 

的技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将第四共振峰的平均频 

率作为个体头部尺寸的指示器，然后把其他共振峰值表述为第四共振 

峰频率平均值的百分比。但是测量不出第四共振峰频率时,这种方法 

222就不适用了。一种替代方法可以用，即假设每组元音都能代表一个发 

音人元音音质的全部范围，然后我们就可以用那位发音人语音共振峰 

总范围的项来表示每个元音的共振峰频率。假设所有语言的全部发 

音人都用非常相同的方式念Ei, a. u1,则可以将元音极端音质间的差 

异变得最小。语音学家们其实也不知道如何比较不同个体发音的声 

学数据。我们不能编写一个计算机程序，让它接收任何个体发的元 

音，然后输出一个严式音标。

为了改进语音合成系统，今天实验语音学家的很多工作都涉及计 

算机语音技术。语音合成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涉及对语调和韵律的 

改进。因语调合成太程序化.语音听起来常常很不自然。为了得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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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音高变化，我们通常必须了解发音人的世界观,尤其是对所讨论 

话题的态度。另外，我们还应该考虑话语的句法以及很多更高层次的 

语用方面的特点，例如某个词或者它的同义词是否已经在前面的句子 

中用过等等。句子的韵律不仅取决于本书前面讨论过的所有音段的 

影响，而且也取决于说话人在特定时间想要特别强调的内容。如果我 

们打算让合成的语音生动有趣，就需要开发能达到语言学精度并且也 

能模拟人类情感的电脑软件。

研制语音识别系统大多是工程师工作范围的事情，语音学家在其 

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很早以前我们就能用电脑进行分词，如将数 

字从。到9进行切分。近来，一些计算机系统已经发展到能辨别在特 

定目标情境下一些有限的词，这时电脑已能够生成对话了 .比如，在 

航班预订系统中，电脑会问：“你想在这个月哪一天旅行？什么时间？ 

乘坐哪条航线？到哪个机场？”这里每个问题都只有一组限定的可能 

答案。计算机可以为商业意向非常精确地做到这一切甚至更多。但 

是，计算机还不能承担法院书记员的工作，当说话人带有各种各样的 

方音和个体发音特征时，它并不能生成一个通用语的准确书写纪录。

现在我们要用通过语音识别来确定发音人法定身份的情况来总 

结这一节。一个人的声音语图有时被称为“声纹"(voice~prints),据说 

它们和指纹一样都具有个人特征。虽然这是一个被夸大了的观点，但 

果真如此.它会是很有用的。银行可以通过电话辨认存款人的身份， 

警察可以通过对话录音来确认罪犯。某些个人特征能记录在语图上。 

我们已经发现，大多数元音的第四和更高的共振峰位置更能揭示发音 

人的声音特色而不是声音在语言学方面的特质,同样,鼻音较高共振 

峰的准确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音人个体的生理特征。

还有一些特征可以在语图上看到，它呈现了发音人非语言的语音 

习惯。例如.词首清塞音后的送气长度和类型都有很多个人特征•浊 

塞音后的共振峰音渡速率同样也因人而异。个人在其平均音高及基 

频范围上也有显著不同。

无人知晓有多少能为个体共享的类似特征。某些时候有人会觉 

得某个特定录音中的语音和其他录音中的音可能不一样，但有时候又 

会说两个不同录音中的语音可能相同。在确定两个音可能相同方面， 

专家的观点当然具有作为证据的价值,但价值的大小还得由评委会裁 

决。然而，这并不是报告两个音之间比较结果的最好方法。因为没有 

两种情况完全一样，所以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对两个音可能相同的有效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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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都是不存在的。在两个人长时间说话时，能碰巧录出两个效果很 

好的语音纪录，但这是很少见的。已知和未知语音可能说的是相同的 

词，但同时要有既不兴奋又不着急.既不倦怠又不生气的纯自然情况 

非常少见。任何一对录音都可能出现佯装或故意模仿另一语音的现 

象。从理论上讲，在比较特定的一对音时，可以设置一些试验，将这些 

特征和其他很多特征都考虑进去。但如果没有精心的前测，实际上就 

不可能计算出在具体情况下是对还是错的可能几率。

报告两个音是否相同的调查结果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用可能性 

概率，即比较两个音相同的可能性和不同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更复杂 

的数据测量，但是它不依赖于先前已知的发音可能性。

4）））要点回顾

本章我们简单介绍了声源/滤波理论。把它称作“理论”其实是有 

些不恰当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它就是声学语音学要解释的内容。该 

理论认为,声带的振动产生声源，声源经过声道过滤，有些部分被增 

强，有些部分被减弱。如果你使用过立体声图形均衡器（也许你祖父 

就有一台？）这个声道对声音加以修饰和改变的道理就容易理解了。 

管状物体（像长号和管风琴等乐器）的声学原理同样适用于声道对声 

音的滤波作用。

第一、第二和第三共振峰能区别世界语言中的元音。把第一和第 

二共振峰频率结合起来，得到的结果类似于第四章我们讲过的元音的 

224听觉空间图。

声源/滤波理论同样能够解释辅音的产生过程。辅音的调音部位 

可从相邻元音（在辅音之前或之后）的共振峰变化趋势中看出来。对 

塞音调音部位来说，这是唯一的线索。对擦音来说，其摩擦段的噪音 

也能确定调音部位。清音的噪音源一定是不带声的，但却呈现某种干 

扰形式，要么是除阻时噪音的简短爆发，要么是摩擦过程中持续的干 

扰。和浊音一样•这些声源也经过声道的过滤，也因调音部位的不同 

而不同。明白了这些基本原理、辅音特征的声学关联（表8. 1）,以及一 

些基本的方法步骤，解码语图所描述的话语或语音就不成问题了。当 

然，借助聆听和语音学转写，通过持续时间和语图阅读共振峰变化趋 

势的声学测量，要知道一段话语的详细发音信息也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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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练习

A.试着在卜面短语Please pass me my book的波形上标H；所示语音 

片段的音标一在音段之间画线以显示界限。

B.下面是a spMed hyew的语图。试着在语图上方记音.并显 

示音段界限。界线不清楚的地方（如/沙印”的第一部分里）,请画上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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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0 1000 1500 ms 225

C.下面语图中•音段间已经隔开，虚线则表示边界不清晰.在语图上方的 

每个空白处填上一个音，这个音跟其对应的音段具有相同调音方式。图中 

已填好可能作为第一个音段的音和其他一些特别难识别音段的音。

0 500 KXX) 150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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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练习C中的语图是关于一个普通英语句子的(其中没有名字)。所 

以，第一个音段的第三选项很可能不正确，因为英语句子不可能以［内 

开始。该语图所描述的语句来自真实话语，想一想英语中可能出现的 

语音序列，写出尽可能多的词或音节。

E.图8. 15是一个没给出语境的语图。请尽可能多地说出不同音段口 

F.使用WaveSurfer等声音分析软件，给网络平台上例8.2的录音材 

料制作语图。测量bird、two ybush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共振峰。 

根据测量结果.哪些元音比较相似？结果是不是和你的听觉判断 

一致？

G.使用关于声道长度和共振峰频率的公式:［Fr, = (2n—l)Xc/4L1,计 

算一个声道长9厘米的小孩发［习时的共振峰频率。

H.使用上列公式，如果一个人声道长16厘米，吸气速率c=35,000厘 

米/秒，氨气速率c=92,700厘米/秒，计算其共振峰频率。

I.用微扰理论解释图8.2中后高圆唇元音［皿的第二共振峰为何较 

低。加州英语的［u］相较于其他英语变体的［u］,第二共振峰有些高。 

有人认为加州的［u］是调音部位“靠前” (fronted),还有人认为它是“不 

圆唇”(unrounded)。有趣的是,微扰理论并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为 

226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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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和类元音发音

在前几章我们看到元音音质取决于三个方面：（1）舌位高低,它与 

第一共振峰成反比例关系；（2）舌位前后，与第二、第三共振峰之间的 

频率差成正比例关系。（3）唇形圆展，其常常使第二、第三共振峰降 

低。本章将详细探讨这三个特征，并对元音音质的某些附加的、不太 

显著的特征做进一步考察。

第四章的图4.2显示了英语单元音和二合元音的相对听觉音质。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图上每一点的确切位置反映的是声学测量空 

间，而不只是听觉印象。其实,图4. 2是一张跟图9.1相似的共振峰 

图，其中的一些声学测量是第八章所报告的共振峰频率。另夕卜，已公 

开发表资料中单元音和二合元音共振峰频率的测量数据又对此进行 

了补充。（具体请参见书后的“注释

图9.1 |美式英语中一些元音的发音和听觉表现（跟图4.2和8.9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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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语音学家会同意：图9.1是对美式英语元音两种描述方法 

相对准确的反映。其中一种是传统的描述方法，另一种是听者感知的 

相关听觉音质。第四章讨论这个图时，你大概能够认可根据自己的听 

觉判断出来的元音相对距离.如果你觉得图中元音位置不对.这可能 

是由于你的方音与图中的美式英语发音不同的缘故。

0））定位元音

描写出现在特定情况下的元音，可能用不着对共振峰进行测量。 

语音学家在描写某种方言或某一个特定发音人的元音时，常常得靠自 

己的听觉。他们在元音图上点出元音的位置，熟悉元音图的人一看就 

227能明白所描写元音的位置,并推断出它们的音质。

EXAMPLE

为了能理解元音图，我们必须依据某些固定的参照点来标写元 

音。那些最初设置元音参照点和给参照点做解释的人都必须了解这 

些点。元音空间图显示的是可能出现音质的连续体。首先我们要确 

定大家知道参照点元音的精确音质，然后才可以告诉你某个元音是在 

两个参照点元音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处（条件是必须确认你和读 

者之间默认一套参照元音）0设定这些参照点元音有几种办法。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事实：元音图可以显示元音所有可能的特 

质。元音四边形左上角显示的是最高最靠前的元音特质，如果此时将 

舌头再稍抬高或前移，发出的音将是一种腭辅音。右下角的元音最低 

最靠后，假如将舌头再降低或后移，就会发成咽辅音。这样，我们就知 

道了两个固定点的参照音（［1和W）°同样，处于四边形其他两个顶 

点的元音也反映了某种极端的音质，虽然对这两个音的发音进行描述 

并不简单。

使用元音图确实可以让人们对四个顶点周围的元音进行描写，但

228图中并没有提供可以充分描写其他元音的固定点。英国语音学家丹 

尼・琼斯（Daniel Jones）认识到这一问题后,提出了八个定位元音 

（cardinal vowels） o他把这些元音等距离地放在元音可能出现的空间 

外延线上，将其设计成供语音学家使用的固定参照点（请看图9.2,听 

网络平台上例9.1中的录音）。英语中没有一个元音跟定位元音的音 

质完全一致也许某种语言里有一两个元音跟定位元音完全一致。 

巴黎法语的传统形式中，有几个元音跟定位元音非常相似。但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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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讲，定位元音只是元音音质的任意参照点。 

图9.2 |定位元音

有两个定位元音是用发音术语来定义的。定位元音（D发音时嘴 

唇展平，舌头尽可能抬高靠前，听不到摩擦。它跟英语元音［i］听觉上 

有点儿相似,但更高更靠前，音标还是［门。

另一个用发音术语来定义的元音是定位元音（5） °发该元音时嘴 

唇处于自然状态（即不圆不展），舌头尽可能地降低并靠后，有点类似 

于美式英语father Jiot中的［q］,或者英式英语力。/中的。但是美 

式英语中的［Q］舌头不会那么靠后，而英式英语的［d］又略带圆唇。定 

位元音（5）以音标［a］记写。

请用上面描述的方法来练习发定位元音（1）和（5）。发［□时记着要 

保持嘴唇完全平展,并确保你的舌头要尽量靠近上腭，如果抬得再高一 

点儿，就会发成浊腭擦音［口。同样,发时也要保证舌位尽量降低靠 

后，几乎要发成浊咽擦音［叼（注意不要跟喉塞音混淆）。

定位元音（2） （3）（4）被定义为前元音，它们构成了元音（1）和（5） 
之间等距的听感音阶序列。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如果用声学 

术语来解释前元音，可以表述为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之间的距离 

尽可能大一些。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声学术语来明确什么叫等距的听229 
感音阶,即当这五个元音位于我们所讨论的共振峰图上时，它们被置 

于相等距离的点上。（一些复杂的细节内容我们将在后边讨论。）

定位元音（6） （7）（8）被定义为从（5）开始按照与第一组元音相同 

的等距音阶来定位的一组元音。跟第一组元音不同的是，它们的舌位 

尽可能地靠后（即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小）。 

为了保持同样音阶，后元音不得不更高、更圆唇。结果，定位元音（8） 
成为最高、最后、最圆唇的元音—— 尽管它并不是以此来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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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元音(2) (3) (4)的音标分别是［e,£,a1 (6) (7) (8)的则与别是 

大部分定位元音跟我们用类似方法标写的英语元音相比，在 

音质上多有相似之处。与国际音标的原则一致，大多数英语元音选择最 

接近定位元音的符号作为音标。但也有例外，如/山中的元音，按一些 

以英语为母语的语音学家的标写传统，不用［a］,而是用［史，

定位元音被语音学家系统广泛地应用于多种语言的描写中。但在 

具体运用时，也存在很多困难。正如丹尼・琼斯在《英语语音学纲要》 

(.An Outline of English Phonestics , London： Heffer* 1957)中所说：“通过 

书面描写是学不会定位元音的，要想学会必须依靠了解它们的老师口头 

教授。”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建议你在读了前面说明后不要立即去学着发 

一系列完整的定位元音，而是先听一下网络平台上的定位元音录音，找 

一个辨音能力很强的人，对你所模仿的发音提出批评。在这样的帮助 

下,你才有可能发出正确的定位元音。另夕卜，仔细聆听自己发的定位元 

音录音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第二个难点在于元音之间等距听感音阶序列的概念。图9.2显 

示的是传统对定位元音的描写，其中各个元音之间并不是等距的°定 

位元音(5) (6) (7) (8)的间距比(1)(2) (3) (4)(5)之间更接近。这种分 

布跟人们对元音的概念相一致，即元音舌位高低与第一共振峰成反 

比，舌位的前后跟第一共振峰与第二共振峰之间的距离成正比。由于 

元音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之间距离的变化从到［也逐渐减小， 

所以元音图左边线是倾斜的。右边以相对直的线呈现是因为元音第 

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之间的距离在这几个元音之间几乎一样。从 

［a］到［u］,第一和第二两个共振峰保持等距，稳定依次降低。

对定位元音系统我们还有一个困惑，这就是，描写元音究竟是用 

230舌位高度还是用声学属性。许多语音学家和不少语音学教材谈到像 

图9. 2这样的图时，似乎都用舌位最高点来详细说明。根据这种解 

释，后元音间距较小是因为舌头的变化幅度较小(但实际上并非如 

此)。由于唇形逐渐变圆，后元音虽然舌头移动幅度比较小，但我们还 

是假定前后元音听觉间距是相同的。在图9.1和9. 2之类的图中并 

没有明确规定最高点的舌位，而图9. 3则显示了一套定位元音舌位最 

高点的相对位置。由这些位置形成的元音轮廓图和图9. 2完全不同。 

图1. 8和1. 9显示了图9.1 一些元音的发音位置，其最高点位置不是 

元音音质的有效指标。我们试着不用“舌位高度”术语而以“元音高度' 

术语描写元音这意味着听感可以用听觉传播的术语而不是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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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来详细说明。

图9.3 I 一套公开的定位元音X光图上的舌位最高点。声道上部轮廓线在X 

光图上看不清楚，所以此处是推测出的。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定位元音系统的设置还是很成功的。跟其他 

方法相比.它可以更精确地描写许多语言和方言的元音。过去采用这 

种方式可能被说成是对舌位高低的描写,但事实上,长期以来，语音学 

家们一直在对第一共振峰频率以及第一共振峰与第二共振峰频率之 

间的距离做非常精确的判断。近来有一种描写元音的最好方法,这就231 
是对一组发音人的发音进行声学分析并详细说明共振峰的归一值。 

但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语音做声学分析，所以,我们必须具有 

对参考元音（即定位元音）的听辨能力，这是语音学家必备的技能。

琳）次要定位元音

定位元音［i］是不圆唇，［q］是自然唇形，［u］是充分圆唇，它们的 

圆唇程度逐渐增加。如果我们从三个维度来详细考虑元音，那么定位 

元音在三维空间图上的落点如图9.4所示。尽管讲美式英语的大多 

数人发［u］时，是不圆唇的后元音，但还是可以说大部分英语元音几乎 

都能放在这一立体图中。［u］的第二共振峰相对较高，如果是圆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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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它在图中的位置要比预期的更靠前。

有一组标为（9） —（16）的次要定位元音，用以辅助描写有不同唇 

形圆展度的元音。这些元音与八个主要定位元音的唇形圆度正好相 

对。定位元音（9）与（1）舌位相同，但圆唇。定位元音（10）-（16）分别 

与（2） -（8）舌位——对应.但唇形逐渐展平而非变圆,因此，36）是 

232 （8）的不圆唇形式。

图9. 5把定位元音和央元音的音标一起标写出来。［打和［0是 

位于定位元音（1）和（8）之间的不圆唇和圆唇元音。不以定位元音 

的说法来定义，但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元音表示央一中范围。另外 

要注意的是.是定位元音（6）的不圆唇元音音标，它常用来表示一 

个低的央一中元音.

即使你不能发全套完整的主要定位元音，你也应该试着去发一 

些次要定位元音。在发定位元音（1）时练习圆唇和不圆唇两种形式 

［iy iy iH，保持舌位完全不变，只改变唇形。接着用定位元音（2）或类 

似［e］的元音进行反复练习。要记住［。］的唇形没有［y］撮得那么圆。 

最后，试着练习定位元音（8）所对应的不圆唇音，发［uwuiuuuj］。要 

保持舌位完全靠后非常困难，英语多数方言就没有特别靠后的［皿。 

这里也要指出，通过练习而发的这些次要定位元音也只是带有任意性 

的主观参照点，具体语言发音并非跟它们的音质完全一样°不过，［y］ 
和的发音非常接近于法语词/〃［ty］（你）和peu［p。］（小）中的前圆 

唇元音。

平面图上定位元音的听觉间距跟图8.6中以最恰当的标度画出 

的声学元音图上元音之间的距离相似，只有圆唇元音是个例外,与 

其最近的定位元音并不像。如果只简单地依赖声学标准,那就会将 

圆唇前元音或不圆唇后元音在图上放错位置。唇形的圆展是一个 

独立的特征，对它的描述应该跟舌位高低（跟第一共振峰成反比）或 

者舌位前后（第二共振峰与第一共振峰之间的距离）分开。图9. 4 
的元音空间透视图尽可能地反映了次要定位元音的共振峰频率。 

233次要定位元音［y］第二共振峰较低.因此它被放在图的右边；而次要 

定位元音［回第二共振峰较高，它在图中左边。但第一共振峰这两 

个元音跟其对应的主要定位元音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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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I元音三维空间图可以显示立体空间里的定位元音位置。

图9.5 |次要定位元音和部分央元音音标

(17) (18)

曲））带有其他口音的英语元音

对不了解定位元音的人来说，有一种方法可用来描写元音，即用 

描写者和阅读者都熟悉的特定方言中的元音作为参照点。如图9. 1 
所示，就是我们用美式英语元音作参照来描写元音的方法Q如果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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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阅读者彼此都了解这些元音，那么图9. 1的元音点就是很好的参 

照点。例如，当我们提到新西兰英语5aMs一词元音的某种变体跟美 

式英语［e］相似,那么你应该能用这一特定方法发出这个词。（你 

可以听网络平台上“Extras”部分的录音，注意rat的发音。）

任何语言中的元音都可以作为参照点。例如，在英语作为第二语 

言的教学中，可以用学生母语元音作为参照，并跟所要教授的英语方 

言进行比较。如果没有这种语言的元音表，教师首先应该制作一张。 

教学包括将某一语言的元音跟教师所熟悉语言的元音进行比较（后者 

有元音表），或者对这一语言的元音进行录音，并用像WaveSurfer那 

样的软件来分析。

许多语言都有描写元音听觉特性的出版物，还有一些成套的声学 

测量数据可以利用。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参照几组发音人的平均共振 

峰，对英语的许多口音做一个精确描述。图9.1中美式英语的口音相 

当保守、典型，或许是中年播音员的发音.图9. 6是一组加州大学生 

所发元音的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口音中 

cd和ca 的元音不构成对立，都是［Q，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年轻 

一点的加州人发［e】］中的口］比单元音口］高一些（第一共振峰比较 

低）。后高元音第二共振峰较高，发音似乎更靠前。good中的元音 

几乎不圆唇，这个元音通常用展唇的方法来发。

图9.6 | 一组加州英语发音人所发元音的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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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变化发生在美国北部的一些城市，如匹兹堡和底特律。你可 

以从图9.7中看到，在这一口音中［史］变高了（第一共振峰减弱），很接 

近后元音第二共振峰变低.比加州英语的后元音更靠后。这一 

口音还区别［q］和

图9.7 ।美国北部城市英语元音的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图

234

F2 
2500 2000 1500 1000

200

300

400

F1
500

600

700

800

Hz

最后讨论图9.8中的元音，它们是一组BBC播音员发音的第一 

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的平均值。这里要注意三个后元音的主要特征， 

即 father 和 cart 中的［a］, bother 和 cot 中的,以及 author 和 

caught中的之间的区别。还要注意，跟美式英语多数变体相比，图 

中的［△］位置非常低。英式英语发音人主要以第一共振峰频率来区别 

C〃/的［A］和C 〃々的［可（不带卷舌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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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 BBC英语元音的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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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黜其他语言的元音

接下来我们将用声学测量数据讨论另外三种语言的元音。图9.9 
是这三种语言的元音图。数据来源列在了本书后面。

西班牙语元音系统非常简单，只有5个对立性元音，用宽式标音 
9.2 /

可以描写为很显然.这些音标在西班牙语和英语中的意 

义并不相同，与定位元音的意义也不同。

日语也只有5个元音。在宽式标音中，它们也可以记写为[i,e,a, 
o,u]o但在更准确地反映元音属性的严式标音中，后高元音记为 

236 [ui],如图9.9。代表这个元音的点和其他的做了区分，它用星号标 

记，说明尽管这一区域相关联的主要定位元音均是圆唇音，但这个元 

音不圆唇。然而，它也并非完全展唇，只是双唇非常接近。在更详细 

的语音分析中,可以看到嘴唇有两种活动方式，一种是唇角前凸，使双 

唇向前突出；另一种是双唇纵向拢圆，从正面看是双唇内敛。注意，日 

语中的略低于西班牙语的[e，这种小的差异在元音图中也一目 

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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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9 西班牙语、日语和丹麦语的元音。前圆唇元音和后不圆唇元音都用星

r 表，J、o

图9.9还显示了丹麦语一种比较保守的元音变体形式（丹麦语变 

化很快，年轻人的元音发音有很大差异）。图中星号用来代表一些丹 

麦语元音的音质，但这里它说明这些元音不同于该区域的主要定位元 

音，它们圆唇。丹麦语有3个对立性的前圆唇元音，如dyr/Ay.r/ 

（贵）、d0?7d0：r/（死）和dor（拼写同前）/doe:"（门）等词中的元音。（你 

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听到这些词的录音，丹麦语的/r/是咽近音）。图 

9. 9中显示的所有丹麦语元音都能以长短音的形式出现。前元音的例 

子见表9・1，以及网络平台例9.4。大部分短元音的音质与相应的长 

元音非常相似，但是，［a,。,o］的短元音比长元音略低，并且更为央化。

EXAMPLE
9.4

表9.1丹麦语元音长短对比

viidg hvide 白色 vila vil de 野的 vila hvile 休息

ve:da hvede 麦子 mens min de 提醒 meiia mene 意思

ve:do vcede 湿的 lesa I ccsse 负荷 le： sa Leese 念

vae:da vade 跋涉 mcEsa masse 大规模 mae：sa mase 捣碎

图9.9中的三个图是元音描写的范例。它们不仅描写了相对听 

觉音质，也描写了发音特点。对于那些唇形的圆展和主要定位元音相 

同的元音而言，它们精确地反映了声学数据。它们与纵轴为第一共振 

峰.横轴为第二共振峰和第一共振峰频率之差的声学图成对应关系.

当我们假定元音图上元音唇形的圆展度与其同区的主要定位元 

音相似时，前圆唇元音和后不圆唇元音就无法标写了。所以在描写这 

些元音的时候，唇形的圆展也一定要详细说明。其中一种方法是使用 

星号而不是普通的点号。星号表示：相比主要定位元音，这些元音唇 

形更接近次要定位元音。星号的位置标明元音质的方式跟点号标明 

其他元音音质的方式一样，即假设这些元音的唇形圆展与主要定位元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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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相似，这些元音就似乎能反映共振峰频率的理想情况。

如果考虑前圆唇元音与后不圆唇元音的实际共振峰频率，我们就 

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多数语言里很少有这些元音。前元音圆唇化会使 

较高的共振峰下降，前高圆唇元音［y］听起来似乎介于M和［u］之间. 

对此我们在上一节最后讨论图9. 4时已经做过解释。同样，［oe］是跟 

［口对应的前圆唇元音，它的第二共振峰比低，将它画在共振峰图 

上时，看起来更接近中央。将后元音［u］圆唇变展就发成［山人它的第 

二共振峰增高，位置也更接近共振峰图的中心。如果要将一种语言的 

元音尽可能地区分开来，前元音一定是不圆唇的，后元音则是圆唇的。

有一种力量在语言中发挥作用，被称为“充分感知区分” 

（sufficient percept ual separation）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一种语言的 

诸多声音必须保持着声学上的区别特征，使听者能够轻易地将一个音 

同另一个音区别开来。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舌位前后来预测大多数语 

言里元音的圆展度，舌位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圆展度。前元 

音通常是不圆唇的，后元音通常是圆唇的，圆展程度也随着元音舌位 

升高而有所增加。语言就是用这种方法保持着元音的最大区分度. 

我们熟悉的一些欧洲语言里有前圆唇元音，如法语、德语、荷兰语和瑞 

典语等（例子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找到），但根据“充分感知区分”原则， 

这些元音在世界语言中并不常见。

曲））舌根前伸（ATR）

元音音质差别通常可以从舌位高低、前后和圆唇度来描述。但 

是，有些语言的元音却不能用这些术语来描述。如阿坎语（Akan, 一 

种主要用于加纳的西非洲语言）有两组元音，我们可以在网络平台例 

9.5中听到。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发音时咽腔的大小。其中一组 

元音舌根前伸,喉部降低，使咽腔部分的声道扩大了很多。这些元音叫 

作舌根前伸（advanced tongue root,或者简化为"+ATR "）元音。另一组 

元音舌根不前伸或者喉部不下降（“一ATR”元音兀 图9. 10就是阿坎 

语两组元音的声道形状。“ + ATR”元音［e］与“―ATR”元音⑴相比， 

整个舌头向前向上隆起。我们也要注意并不是所有说阿坎语的人都 

用这种方法来区分这两种元音。一些人似乎更多地依靠舌根运动，而 

另一些人则多凭喉部的高低变化。区别这两组元音的关键是，发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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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咽腔比较大，另一组咽腔比较小。

图9.10 I阿坎语的窄元音（“一ATR”，虚线）和宽元音（“ + ATR”，黑线）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舌根位置的变化跟元音高度有关，但英语没有 

一对元音只是通过舌头姿态来区分的。如发加亚和,，自"中紧的高 

元音山和M时,舌根比hid.hood中松的半高元音［口和更靠前。 

但我们要注意「+ ATR”和“一ATR”的差异跟第四章讨论的元音松 

紧有所不同。这两组英语元音是根据音系的特点（例如，紧元音可出 

现在开音节里，而松元音不可以）而不是舌头动作或声带形状所做的 

分类。

鼬卷舌元音

如第四章所讲到的.美式英语很多形式里有卷舌化元音，如sir、qnaa 
\ 9.6 I

er、bird等.我们还要注意，R音化的产生途径不只一种。图9. 11 @3呼 

显示的是的二种不同美式英语变体的舌位。有人用这一种，有人 

用另一种。如黑粗线所示，整个舌头在口腔中部抬起，舌尖降至下齿239 
背回缩。这种卷舌音的重要特征是咽腔收紧。黑细线呈现了第二种 

可能的音姿，舌尖抬起靠近齿龈后，形成龈后近音。这里伴随着稍微 

升高的咽腔收紧。灰线是第三种可能，图中显示隆起的舌形和上抬的 

舌尖。如果你是美式英语发音人，请看看自己用的是哪一种调音方 

式。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检查自己的发音：保持发［涧的舌位，在上 

下齿之间放一根牙签。牙签碰到舌头上表面了吗？还是因舌尖抬起 

碰到了舌尖或舌叶的下表面？通过这一试验，我们发现60%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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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舌尖抬起，牙签接触舌下表面。超音波影像也显示只有少数人能发 

真正卷舌的［＞：］（如图9. 11中细线所示）。相反，舌尖上抬，舌头中部 

隆起（如图中灰线所示）是美式英语最普遍的发［次］的舌形。网络平台 

平台第二章的录音中有美式英语发音人的卷舌元音。尽管没有X光 

照片或者别的证据.但我们大体还是可以肯定，这个人发音时整个舌 

头抬起，舌尖下垂，咽腔收紧。

图9.11 在美式英语W可能出现的舌位。舌尖抬起的龈后近音舌位（黑细 

线所示）是最典型的，接下来是隆起的舌位（黑粗线所示）。灰线表示 

的是可能的舌中部位置。

卷舌音化是一种听觉音质.同高低和前后一样，用声学术语定义 

它最恰当。在卷舌化元音中（或元音的一部分），第三共振峰频率明显 

240下降“第一和第二共振峰频率决定元音的高低和前后，而第三共振峰 

频率对元音高低和前后所传达的音质信息相对要少一些。如果你翻 

回到图8. 3就会看到，一系列非卷舌化元音的第三共振峰只是轻微下 

降。但从图9. 12中你可以看至L美式英语很多变体中元音末尾的卷 

舌化现象很明显，如dee厂和。阳厂等词，这时第三共振峰频率下降幅度 

很大。发heard 一词时，整个词的大部分（直到/d/的共振峰开始前）， 

第三共振峰频率都是低的，这说明在元音开头就出现了卷舌化音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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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2 一个美式英语句子的语图。其中卷舌化元音的第三共振峰（和第二 

共振峰）频率下降。

4）））鼻化

到目前为止，本章讨论的所有元音都是软腭上升形成软腭闭塞， 

气流不从鼻腔流出。但如果软腭下降让部分气流通过鼻腔，所发元音 

就是鼻化的（nasalized）。区别性符号口放在元音上面表示该元音鼻 

化。这一类元音通常称为鼻化元音（nasal vowels）。

请学着发各种鼻化元音。从疣4的低元音［史］开始发，鼻 

化和非鼻化元音交替着练习，发［疣史比比比史，发这些元音时可以感 

觉到自己的软腭上下移动。接下来请试着练习发整个系列的鼻化元 

音［1e £ a Q J。u］。将它们跟对应的非鼻化音交替起来练习。很 

多语言存在着鼻元音和口元音之间的对立，网络平台例9.7列举了法 

语中对立的口鼻元音。

［m,n,巾之类的辅音当然是鼻音，但不能用鼻化这个术语，因为鼻 

化表示气流同时从口腔和鼻腔出来。大概没有一种语言存在鼻化辅 

音和非鼻化辅音的对立，但有些辅音如果出现在鼻化元音相邻的位置 

上,它们也可以鼻化，如等。在约鲁巴语（Yoruba）中，［5幻 

（他们）一词的整个音节都发成鼻化音。

0））元音音质小结

表9. 2是对元音的总结。几乎每种语言都用两种特征——高低

EXAMPLE
9.7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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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后来形成对立元音，还有其他四个特征用得少一些。六个特征 

中，前三个特征反映元音的听觉性质，从发音角度看，每一特征都可能 

由不止一种方法形成，另外三个特征反映相对固定的发音特征，伴有 

元音和元音之间不同而复杂的声学关联。因此.圆唇通常会降低第二 

共振峰，但如果是前高圆唇元音，则主要表现为第三共振峰下降。同 

样，在不同元音中舌根前伸和鼻化都会对不同共振峰产生影响。

表9.2元音音质特征

特征 声学关联

高低

前后 

卷舌音化 

圆展

舌根前伸 

鼻化

第一共振峰频率

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频率之差

第三共振峰频率

唇形

咽腔宽度

软腭位置

《）））半元音

抛开音节和成音节这两个术语的详细区别（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所有的声音要么做音节峰音，耍么做音节首音 

或尾音。元音显然处在音峰上而自成音节。辅音一般不能自成音节， 

除了口］和［n］等辅音，处于如shuttle pjAt 口和button F Ba? 口］这样的 

词中，它们可以自成音节。我们还可以用是否受阻来给语音分类：气 

流在口腔中不受阻的音叫纯元音（vocoids）①;气流受阻的音，包括很多 

辅音被称为非纯元音（nonvocoids） 0这样就形成了一对差异，我们可 

242以将此列在表中。

表9.3纯元音/非纯元音、成音节/非成音节举例

纯元音 非纯元音

成音节 元音 成音节辅音［口

非成音节 半元音 辅音[plWIk]

①译按：vocoids,从语音学意义上看,它是vowel的同义词，但这里将它引人是为了尽 

可能消除语音学意义上的“元音”和音系学意义上的“元音”之间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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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分类,可以将元音定义为成音节的纯元音,将半元音 

（semivowels）定义为不成音节的纯元音。有时候用半辅音这一术语表 

示“成音节非纯元音”，或简称为“成音节辅音”。同样，非纯元音有时 

被称为“真辅音”,这个术语不管辅音成音节与否都可以适用。

这里我们说到半元音，它是位于音节首尾的纯元音。位于音节首 

时，半元音通常包括一个从高元音向下一个元音的快速滑动。英语的 

半元音是H和［w］,它们分别像是英语高元音国和［u］的非成音节形 

式。一些语言（如法语）有三个高元音在这些语言中，还存 

在和前高圆唇元音［y］相对应的半元音，它的音标是［q］,即一个倒写 

h,目的是为了看起来像［y，表9. 4是包括三个对立性半元音的法语 

例词。

表9.4法语中所涉及的腭、唇腭和唇软腭近音的对立

腭音 唇-腭音 唇软腭音

mjet 
Ije

碎屑

打结

mUet
皿

Mil

沉默的

他（宾格）

八

mwet
Iwi 
wi

海鸥

路易斯（人名） 

是、对

我们在本章开始已经注意到，日语有一个不圆唇高元音［山，它 

没有［i］那么展唇，只是双唇尽量接近并纵向收缩，嘴角既不像展唇也 

不像圆唇。日语还有跟［s］对应的半元音［国］,它和［ui］的关系就跟 

英语中［w］和［u］的关系一样。

因为半元音音姿跟近音差不多,所以它就像其他辅音一样可以被 

看成具有特定调音部位的音。我们已经注意到，［j］是一个腭近音， 

［w］是一个唇软腭近音。半元音口］是一个唇腭近音。我们先前没有 

讨论这一调音部位，是因为近音几乎是在这一区域发生的唯一的音。 

半元音［囚］是软腭近音。

学习区别法语/w/和/m/时，要注意英语的/w/位于这两个法语 

音之间，与法语的/w/不同。还有,英语的/”也位于法语［u］和［力之 

间。也就是说.当一种语言没有必要对两个音进行区分时，就会产生 

一个位于两者之间的音。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如：回想一下M和 

［打之前的元音音质，是没有紧松元音对立的。

要发出法语。〃兀wi1（对）中的/w/,可以从完全靠后的高圆唇元 

音开始（像定位元音［u］）,然后迅速滑到下一个元音。结果会跟英语 

词（我们）很相似，但不完全一样。现在，试着发法语

EXAMPLE
9.8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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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的［q］音。这次从次要定位元音［y］开始，然后迅速滑到下一个 

元音。

英语red中的［用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半元音。［w］可以看作是［u］ 
的非成音节的对应音，所以red中的［口也可以看作是美式英语fur 

中元音的非成音节的对应音。从语音学观点来看.把red中的［□看 

作一个半元音是有依据的。但从音系学角度来看，将它用于英语语音 

格局的描写却不合适。

黝次要音姿

EXAMPLE

把次要发音与元音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它们通常被描述为附加 

的类元音发音。次要发音（secondary articulation）是一种在主要元音 

音姿上同时带有轻微持阻的音姿。我们将探讨四类次要发音。

腭化（palatalization）是在一个音姿上加入前高舌位音姿。在俄语 

和其他一些斯拉夫语中，有一系列腭化辅音与非腭化形成对立的情 

况。斯拉夫语言学将腭化辅音称作软辅音，而非腭化辅音（有时候确 

实有些咽化）为硬辅音。腭化可以在音标后标表示。表9.4是俄语 

腭化音的词例。

有时候，palatalization（腭化）和palatalized （腭化的）两个术语的 

用法和我们之前讲的不大一样：不是描述次要音姿，而是描述一个发 

音过程，在该过程中，主要音姿向硬腭区靠拢。也就是说，如果调音部 

位因某种原因向硬腭区靠拢，我们就称这个音腭化（palalalized） 了。

244比如，英语/k/,在中可以称作“腭化”了，因其调音部位接近硬腭； 

而在c・ar［ka［］中则不是，因它是软腭接触。同理，入中的龈擦音/z/在 

is she中变成了腭龈擦音该过程也发生了腭化。另外，在语音 

的历时演变中，腭化也时有发生。古英语的chin开头是一个软腭音 

［k］,后来变成现代英语的［t 口，是受其后前高元音的影响，这种变化 

可称作腭化（palatalization ）的一种。以上palatalization （腭化）和 

palatalized（腭化的）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描述的不仅仅是一个次要音 

姿，更是一个从A音变为B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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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5 俄语涉及腭化的对应词语

forma 形式 P orma 农田

VI t1 号叫、咆哮 vJit) 编织

sok 果汁 Wok 他扎捆了

zof 叫 z'of 呵欠

pakt 契约 p1 at1 五

bil 他是（过去式） b'il 他中风了

tot 那个 tj o? a 婶

doma 在家 d'oma Dyoma（爱称）

kujaf 吃 k」uvPlko 碗碟

软腭化（velarization）是我们接着要谈的次要音姿，涉及舌后部的 

抬起。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类似［u］舌位的附加发音.但没有叠加［u］ 

的圆唇。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英语很多变体中，音节末的/I/会软腭化， 

并写为［日。

为了你能意识到如何在发辅音的同时附加类元音的发音，请把舌 

尖抵住龈脊.然后试着发元音［i, e,a, a, o, o, u］o第一个音当然 

是跟口叮相似的腭化音。最后一个是软腭音［打的形式。请确认你可 

以在不同元音前后发出这些音。然后.比较音节中其他音的腭化和软 

腭化形式，如［Na］和［nF］。记住，带软腭符号［口的［十］是一个［n］叠 

加了不圆唇非音节滑音的［u］（即附加滑音［lu］）。

咽化（pharyngealization ）是叠加咽腔变窄的动作。因为定位元音 

（5）［q：J被定义为无咽喉摩擦的最低、最靠后的元音,咽化可以看作是叠 

加于这一元音音质的音姿。国际音标中标记咽化的附加符号是跟 

软腭化一样,如果要对这两个次要发音音姿进行区分，国际音标提供了 

皆代符号：在音标上面附加另外的小符号来表示软腭化或咽化的擦音， 

如：表示软腭化的龈鼻音是［1］,表示咽化的龈鼻音是当用［＜］符 

号很难辨别该音是软腭化还是咽化时•用这两个符号来标记更合适。

软腭化与咽化的音几乎没有差异,没有一种语言将这两种语音区 

别开来。在阿拉伯语中有一系列辅音被阿拉伯语学者称为浑厚音。 

其中一些是软腭化辅音，一些是咽化辅音。它们都可以用国际音标附 

加符号H记写。（阿拉伯语学者常用音标下面的［门表示）。卷舌塞 

音与软腭化或咽化塞音之间有一些相似音质•这是由于发这些音时舌 

面前部都略微下凹。

唇化（labialization）是叠加嘴唇拢圆的动作。与其他次要音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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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同，它可以与次要发音中的任一个结合在一起。很显然，腭化、软腭化 

和咽化涉及不同的舌头状态，所以它们不能同时出现。但几乎所有辅 

音都可以附加圆唇，包括那些已经附加了一种次要发音音姿的辅音。 

从一定程度上看.即使主要调音部位是唇音，如［p.b,m］等，若发音时 

附加嘴唇圆拢、突出，也可以称为圆唇化。唇化通常伴随着舌面后部 

的抬起。可以用在音标右上方标LI来表示。在一个更精确的音标系 

统中，它可以表示我们称为圆唇软腭化的次要发音，但这个音与圆唇 

化的区别很小。

在一些语言中（加加纳通用的契维语等其他阿坎语方言）.圆唇化 

与腭化同时出现。腭化是在一个音上叠加类似［门的音姿，唇化加腭 

化是在一个音上叠加圆唇的［i］的音姿 即［力。正如我们所看到 

的,与［力对应的半元音是［q］，因此这种次要音姿可以用D□来标写。 

请想想前面的法语词“〃（八）中口］的发音，然后试着发一种阿 

坎语方言的名称:Twi［:t'i］（契维语）。

表9.6是对次要发音音姿的总结。跟前面一些总结表一样. 

表9. 6的术语并不完全相互对立。一个音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像腭化、 

软腭化或咽音化之类的次要发音音姿；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圆唇化；也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鼻化。你自己可以演示一下，试着发软腭化、圆唇 

化和鼻音化的浊龈边音［口。

表9.6次要音姿

声学术语 简要描述 音标

腭化 舌面前抬高 V P d,
软腭化 舌面后抬iWj s' i 力

咽化 舌根后缩 s$ i b，

唇化 嘴唇拢圆 sw Iw dw

（））要点回顾

本章介绍了定位元音。还记得当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 

（凯斯・约翰逊）作为彼得・赖福吉的博士后接受面试，其中一个问题 

是:“请发4号定位元音。”我很幸运地做对了，发音如同丹尼・琼斯的 

W一样标准（网络平台上有琼斯对定位元音的发音）。本章的目的是帮 

助你学会如何用定位元音来描述你所听到的语言及语言变体中的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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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还包括对定位元音的应用价值及科学合理性的解释。 246
在此基础上，本章还描述了英语不同变体及其他语言中的元音。

这样做其实也是通过例子向大家展示了如何用定位元音来描述音质 

不同的元音。除此之外，本章还介绍了非定位元音的元音特征，也就 

是除了高低、前后、圆唇以外，还有舌根前伸、r化、鼻化等特征。结尾 

部分本章讨论了元音和滑音的相似性，由此引入辅音的次要音姿的概 

念（因为它其实就是辅音发音时附加一个滑音）。次要音姿包括腭化 

（舌形接近于⑴）、软腭化（舌形接近［u］）、咽化（舌形接近［q］）以及圆 

唇化。

黜练习

A.请看图1.13的英语元音舌位图，元音（见“注释”部分）可以从三个 

观察角度来描述：（1）最大收缩点的声道区域；（2）从声门到这一点的 

距离；（3）开唇度。

1 .在其中的前两个角度中，哪一个跟传统所说的heed、hid、 

head, had中元音的高度相对应？

2 .哪一个跟faiher、good、food中元音的高度相对应？

3 .这两个观察角度可以用来区分前元音与后元音吗？

B.有人提出另一种描写元音舌位的方法（见“注释”部分），认为head

中的兀音，舌位处于中间位置，并且：（1）诸如heed hid good % food词 

中的元音，它们的舌位比中间位置更高；（2 ） good、food、fathe厂中的 

兀音舌位比中间位置更靠后；（3 ）发heed、food中的元音舌根向前； 

（4）发had .father中的元音舌根向后，导致咽腔更加收缩。在图1. 12 
中有多少数据支持这些观点？

C.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早期（见“注解”部分），对三组元音有如下说247 
法：⑴一组以see.play .father中的元音为例（也可能有央元音），这 

一组以开颌度简单地加以区分。（2）一组以加质、home中的 

元音为例（也可能有央元音），这一组以圆唇度简单地加以区分。（3） 
一组以法语小、作〃（“你、小”）标为［y,。］的元音为例，这一组是以开颌



246 |第九章元音和类元音发音

度和圆唇度共同区分的。这一看法跟图9. 13所示相似。怎样将它们 

跟当代的元音描述比较呢？哪种普通类型的元音不能用这种说法来 

描述？

图9.13 赫尔姆霍茨（1863）所采用的元音分类，其中的词由埃利斯（1885） 

提供

D.试找一位说英语以外语言的发音人，找出他发这种语言的最小的 

成对元音例证。你可能会发现，查阅该语言词典中的发音部分或语法 

是大有帮助的c听这些元音并在元音表上把它们标出来。

（做完本章的操练题后再做这道题）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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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操练

设计下面的练习内容，是为了让你发自己语言中没有的各种元 

音。当能发出元音音质间的细微差别时•你将会发现听出这些差别更 

容易。网络平台练习中有相应的录音材料。

A.念单元音［i, e：］,这两个音应该跟你所发中的第一个 

元音一致。再试着发一个在［［和［e］之间的元音，然后尽可能多地发 

口］和［e］之间一系列元音。最后.从［e］到口］反向发这些元音。

B.反复练习下列单元音，要求跟你说话时发的一系列元音一致。 

记住从正向和反向分别来发。

［i-e］
［£ 一 a?；
［史-a］

［q - V，（如果你说话时有这些元音就念）

S - o］,或［q - o］
［o - u］

C.试用一个元音滑向另一个元音的方式念，从正向和反向做你 

前面做过的练习。

D.发每对元音之间的音。

E.用尸面元音反复练习A、B、C,这里要调整好唇形变化。记住 

要从正向和反向两个方向来做这个练习，努力完成A、B、C题中所提 

出的不同任务。

Ei - u1
［e - o］

F.现在用下面各对元音重复上面的练习，这里无需调整唇形，当 

然还是要从正向和反向来发音。

□ -山］

［e-y］
［y - u］
［0 - o］

G.练习区分不同的央元音。♦你学了发高-央不圆唇元音［打后， 

再试着发中低央元音［心和［加。试着用练习A、B、C的方法做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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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的发音练习。

口-0
249 [s-3]

H.发下面的鼻化元音和口元音。发鼻化音时只是软腭移动•但 

要注意舌位跟发口元音一致。

[i -1-门
Qe - e - e0
[ae - ae - oe]
[q - G _ A]
[o - o - o]
[u - u - u]
I.现在比较鼻化元音和与其舌位稍有不同的口元音。请念：

[i -i-[ -i]
Ee - e - e - e]
[e - e - ae - e] 
[u-u-o-u]
Qo - d - □ - d]
J.通过念下面无意义的词，可以保证你能发出各种不同的元音。 

找一位同学来检查你的发音。

'petuz sy'tot menod
(tynob diguid pge'nyt
bulged niopat degun
nisop gudob sy'ton
basdid kuatyp kobes

K.学发各种二合元音（用反映英语元音音质的音标）,先念横行. 

再念纵列。

① 译按：原书UC、AA、U【JA,疑排版错误，改为Ul、Al、Ut、AC.

i[ li ei ei aei ai □i oi oi ui Ai
ie ie ei £1 aei ai 01 01 01 UI Al

ie l£ e£ ee aee ae □e oe oe ue At'-
ia? ise eae sse see ae oe O£ ue A£
ia ia ea £Q aea 。氏 □ae oae oae uae A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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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D eo £□ ae。 03 □a oa oa ua aq

10 10 eo co seo ao oo 00 OD uo A3

iu 10 eo eo aeu ao □u ou uo uo AO
iu ru eu EU aeu au □u OU uu ud Ad

iA 1A eA £A aeA QA □A OA OA UA AU 250

L.试着念下面无意义词中的二合元音（包含一个音节、两个音节 

和三个音节的词），这些音也是跟同学进行听力练习的好材料。

tiop doeb'moid s^o'taoneu
tAep deubmaud soa'teoniu
taop diob'mAod soetseunue
teap doebmoid saAtAinui
tOAp duebnued soi'ti unaea

M.为了拓展你的发音范围，现在做下面练习（音节中包括前圆唇

元音和后不圆唇元音）。

iy ey ay uy yi oi uii yo 0y uiy
io eo ao uo ye 0e uue ytU 0U1 LU0
iuu etu atu uui ya oa ma yu 0u iuu

N.下面无意义词中的元音可以用来做发音和听辨练习。

duieb tyaeb'meyd Ltuy'neasAO

di0b tuubmuod tue'n0usoi
deub 'toob'maud teiu'noysceu
doub toobmuied tyi'naysoo
daeob tuiabrniod tao'naesiy

O.练习下面更为复杂的无意义词中的所有元音和辅音，这些音

在前面章节中讨论过 o
Ya roti4) j 比 gtu16ecf

beje3ud GQcy'big sy't
pictyxEn Xe'nok^aex

Oa?Nakujj' fiKo'ce4- k! iaugod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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忸音节音段特征

本书各部分都提到了音节的概念，但是却一直没有对这一术语下 

定义。原因很简单,学术界对音节还没有形成共识。本章将讨论一些 

有关音节的前沿理论及其缺陷。我们也将讨论超音段特征 

（suprasegmental features）--- 即涉及超出单个辅音或元音的那些语

音特征，包括重音、音长、声调和语调。分析这些特征不能采用描写音 

段特征（辅音和元音）所需的范畴 即气流机制、声门状态、主要和

次要发音以及共振峰频率。

曲））音节

文字发展的历史表明，音节是语言中的重要单位。很多书写系统 

是用一个符号记录一个音节,最著名的例子是日文。在人类历史上发 

明字母书写系统仅有一次，在这个字母书写系统中音节拆分为元音辅 

音。大约3000年前，希腊人对闪语族音节表进行了修订，用单个字母 

符号代表辅音和元音。此后的阿拉米语（Aramaic）、希伯来语、阿拉伯 

语、印度梵语和其他字母书写系统都能追溯到希腊文字系统形成及后 

期发展所建立的原则。音节似乎是书写系统中比较容易使用的单位。 

但没有受过字母书写系统教育的人要识别由音段（segments）（辅音和 

元音）构成的音节其实并不容易。

大部分音节是由元音和辅音组成的，但"e和。等词的音节是 

只由元音构成的。很多辅音也能构成音节，龈边音和鼻音成音节在英 

语中非常普遍（如button W bottle词末辅音）。鼻音也能构成音节，如 

blossom 和〃arm ,特别是在类似 the blossom may fade bacon goes 

-well with, eggs的短语中，由于后面音的同化，鼻音构成音节。在非重 

253读音节中擦音和塞音可以成音节，如sup pose, today等词，它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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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标记为“'poozl和［/del，在读上述的词和短语时，发音会出现 

很多变化，对我们而言，它们都是成音节辅音，但其他人可能认为这些 

例子都是由辅音和后接元音S］构成的。

虽然很难给音节下一个定义，但几乎每个人都能辨识音节。如果 

我问你minimization或suprasegmental中有几个音节，你可能会很 

容易地数出来,并告诉我它们每个词有5个音节。然而，在任何语言 

中，用一个客观的语音程序来确定一个词或短语中音节的数目,以及 

音节与音节之间的边界却都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有趣的是，大多数 

人说不出他们刚听过但未曾说过的短语中有多少个音节。

英语单词中有多少音节人们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有些 

是由一些特殊词语说法上的方言差异引起的。有些人会说predatory 

有3个音节，因为他们将它念作［pixdsti•门；而把它发作［predatoji］ 
的人会说它有4个音节。同样，像bottling >brightening这些词，一些 

人发音时中间会有伴随性的成音节辅音，导致它们有3个音节，而其 

他人却不这样发。

有几组词在发音上没有区别，但在音节数量上人们的判断却有不 

同。第一组词包含着可算可不算作独立音节的鼻音。像pessimism 

mysticism之类的词可以看成有3个或4个音节，这种不同判断取决 

于最后的［m］是否成音节。第二组单词包含后接/I/的前高元音。一 

些人会认为meal、seal、reel有两个音节，但另一些人认为它们只有一 

个音节。第三组是含有可算可不算作成音节/"的词。一些人认为 

hire x fire Jiour是2个音节的，另一些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发音的 

人）却不这么认为。同样的分歧也出现在一些说美式英语的人发，如 

〃工厂厂or和"r”等音时。还有一组词，其中含有后接另一元音的非重 

读高元音，且其间没有插入性辅音，它们的音节数也是有分歧的，如 

mediate Jieavier ^Neolithic o有关这些词音节数的观点分歧可能是由 

于它们实际发音有差别，正如上面所引的predatory 一例中的情况。 

但跟predatory不同的是，如果音节在特定场合省略,那情况通常就 

不清楚了。

一个词有多少音节，不同的人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可能 

更关注单词发音的音系结构。所以.很多人把realistic看作有3个音 

节，但另一些人（对词形和发音之间关系更加关注的人）可能认为它有 

4个音节，因为跟单词reality二样，每个人都认为它有4个音节。同 

样,一'些人会认为meteor有2个音节，但认为它跟meteoric的词干一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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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人则认为它有3个音节。

判断像hirejxour之类的词有多少音节，可能还受音位考虑的影 

响。一些人区分hire和higher,&hour时它的结尾跟tower也不 

同。这些人好像认为hire和hour是单音节词，higher和〃加廿厂是 

双音节词。但另一些人却并不区分hire和Qg%“，也用跟tower同 

样的方式发人。〃厂,他们会把这些词都看作是双音节。因此，两个发 

音人可能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去发弱厂e,但是，由于受其他词的发音方 

式的影响，一个人会认为它是单音节的，而另一人则认为它有2个 

音节。

即使上面引述了一些难以确定音节数的词，但请记住大多数词的 

音节数是没有疑问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请从电影字幕中（字幕语料 

库）任选 * 列词：bronze> medications wai f\ stoical > established 

thistledown ^nurtured o除了比较生僻的stoical夕卜，人们对每个词音 

节数的看法是一致的。Stoical看上去有2个音节，发音为［stDi.kal］。 

但实际上，人们通常把它发作3个音节的［sto.i.kH］。

要给音节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我们需要做两件事：必须对音 

节数无分歧看法的词进行说明，还必须解释在其他一些词的音节数上 

为什么会存在不一致的观点。要做到这一点，可以用每个语音的固有 

响度来尝试着给音节下定义。 一个音的响度（sonority）是跟具有相同 

音长、重音和音高的另一些音相比较而出现的音量大小。请试着发元 

音［i,e,Q,o,uL你会听到元音［q］响度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它发音时 

开口度较大）。为了证实这一事实，你可以请一位朋友站在一定距离 

之外按任意顺序念这些元音，你会发现，低元音［<］比高元音 

更容易听见。

我们在第八章看到，一个音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它的声学强度（所 

呈现出的语音能量值兀响度可以通过测量一组用类似的音高、音长 

和重音来念的音的声学强度来进行判断。运用这种判断方法我们画 

出了图10.1中的条形图。正像你看到的，低元音［a］. M 比高元音

W 的响度更大。近音［口跟高元音M的响度大致相同。鼻音 

Em,n］比［i］响度略小，但比浊擦音（如［z］）响度更大。浊塞音和所 

有清音的响度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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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I英语一组音的相对响度

我们不能将图10.1呈现的响度看作是精确的测量。不同发音人 

和录音装置的音强差异可能很大。因此，在特殊环境中，一个发音人255 
发［i］时可能比口］响度更大，但另一个人却可能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可能的音节理论是，即音节峰与响度峰一 

致。这一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大部分词的音节数的看法是一 

致的。如在visit ^dimded^condensation等词中，响度峰清晰可见，每 

个音节峰跟它旁边的音相比都有更大的响度。这一理论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人们对于prism、sea I、meteor等词的音节数的看法会有分歧。 

不同的人对于这些词中响度峰数目的看法不同，一些人认为“小加 

中最后的［m］可能比其前［z1的响度更大，但另一些人却不这样认 

为。同样.对“力中的［1］和meteor中的第二个［i1,人们可能也可能 

不会有响度峰上的分歧。

然而，音节的响度峰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已观测到的事实。如它 

明显不能解释spa这个词。Spa是一个单音节词，但发音时却一定有 

两个响度峰。它由三个音段构成，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的响度比第二 

个大一些。响度峰理论也不能解释短语人词八〃 aims和names中 

音节数的差异。有些人发hidden没有第二个元音，所以这两个短语 

的音段组成一样，发成［hidneimz］（排除一些人喜欢带喉塞音的发音 

［hidn?eimZ］）o因此,它们的响度峰数一致。但是第一个短语有三个 

音节，而第二个短语却只有两个音节。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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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单词，很多人对其中一个音节或发音或不发音。最典型 

的词是paddling x frightening ^reddening，每一个都可以念成两个音 

节,用插入点号间隔:口paed.hDJfraLt.ni旷rfd.niE。另一种念法是（仍 

用插入点号表示音节间隔），念成三个音节，中间有一个成音节鼻音或 

边音：「paedj.ia'frait中,iq, 旬。一些人声称他们可以区分

lightning ［'lait.nirj］（天空中）和 lightening ［'la i t.n. 11 rj］（发光）、 

co6/Zi??gCkad.lir）］（幼H）和 coddling ［'kad.l.irj］（溺爱）。音节的响度 

理论不能充分解释上述情况，所以我们不能把音节数的变化解释为是 

由响度峰的数目变化引起的。

为了克服响度峰理论在解释音节上的困难，我们用突显峰 

（prominence）来标记音节。如果音长、音强和音高相同，两个音的相 

对突显情况一半取决于它们的相对响度，但也有一半取决于它们的实 

际音长、音强和音高。我们可以说，Qdde九aims中的［n］构成一个突 

显峰，因为它比hid names中［n］的音强要强或音长要长（或二者皆 

有）。

这个定义也存在着问题.它不能将构成突显的响度、音长、音强和 

音高的合力作用说清楚，也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语言。部分原因是由于 

不同语言之间辨别突显的标准不一样，有的关注音长，有的更关注响 

度。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个音的突显性还和它在词中的位置有关。 

所以，几乎没有办法确定某个音是否突显。结果是，突显峰的概念变 

成了完全主观的东西，使得它对于怎样定义音节不能带来任何真正的 

启示。一个音因为形成音节峰而呈现突显，因突显而成为音节峰。

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认为：音节不是人们所听到的音的特性. 

而是由发音人发出的东西。心理学家R. H.史蒂森（R. H. Stetson） 
就主张这一理论。他提出，每个音节是由胸腔搏动引起的一一由胸廓 

肌肉的收缩推动更多的气体从肺部排出。史蒂森对呼吸系统的活动 

做了大量观察，他关于胸廓肌肉活动的观点几乎都是在他对胸廓运动 

的观察和肺部气压的测量基础上所做的推理。但遗憾的是，随后人们 

关于肌肉自身活动的直接观察并不能证实他的理论。很显然，每一个 

音节是由胸腔搏动引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还有另一种探讨音节的方法，即将音节看成是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于发音人心理活动中的抽象单位，它们是组织和形成话语的必要单 

位。一些话语组织研究发现以音节为单位的话语组织原则是事先储 

257存在人脑中的，其他相关研究也都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请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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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们说话时犯的错误一一舌头打滑，最常见的一种错误或许就是辅 

音互换.our dear old queen 变成「our queer old dean o 实际上，所有 

涉及辅音互换的错误并不是一个辅音与另一个辅音的互换，而是在音 

节相同位置辅音之间的互换。除非把音节看作形成言语的重要单位. 

否则很难解释我们观察到的这类现象。对出现在语言中的语音模式 

的描述为音节定义提供了更进一步的类似证据。在前面的章节中我 

们看到，不把音节看作语音单位就很难描述英语或者其他任何一种语 

言。因为，对于一段话语的语音学描述其实是关于说话人是如何组织 

语音的问题。所以，将话语组织单位一一音节纳入音系学描述体系是 

完全合乎情理的。

概括来讲，我们可以说有两种试图给音节下定义的理论。第一， 

用像响度（声音能量）那样的声音性质或突显（响度、音长、重音和音高 

的联合作用）来定义；第二,根据音节是构成话语基本单位的概念来给 

它下定义。

从某种意义上看，音节是言语中最小单位,每一段话至少必须包 

含一个音节。用由元音和辅音音段组成的言语说起话来很方便，但 

是，这些音段只能被看作是组成音节的各个方面。为了便于描述，一 

个音节还可以分为音节起始音（onset）和韵（rhyme） °音节的韵由元音 

和其后辅音------个非常熟悉的概念所组成.韵之前的辅音构成音节

起始音，韵可以进一步分为韵核（nucleus,即元音部分）和韵尾（coda, 

由最后的辅音组成）。如八。3e等词由单音节组成，只有一个韵,也就 

是韵核，它们既没有起始音，也没有韵尾，沙/以八、"z3s等是单音节 

同，包括由3个辅音构成的起始音和2个辅音构成的韵尾。

有时很难说一个辅音是一个音节的韵尾还是另一个音节的起始 

音。如，像人好”，怎样来划分它的音节呢？ 一些人读成［七史0人另 

一些人却读成［hsepi］。还有一种看法认为，［p］属于两个音节,称它 

为兼属两个音节的（ambisyllabic）辅音。这样处理的结果是，将 

happy描写为「haepi］,不对音节进行切分。对于如何正确解答这一 

问题,语言学家们的观点并不一致，这里我们不再作进一步讨论。在 

言语合成技术中，如果需要知道某个英语词的音节构成，通常使用的 

计算原则是，使起始音最大化而不是韵尾——这一原则会把happy 

的音节划分为［hepi］,而不是「haep.i，而且，还要尽量避免出现属 

于两个音节并和前后元音都有关系的成分。

不同语言在所许可的音节结构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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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英语有复杂的起始音和韵尾。夏威夷语 

258 （Hawaiian）在起始音位置上只允许出现一个辅音，韵尾不出现辅音， 

所以每个词（如,以）都是以兀音结尾。汉语普通话中 

（软腭）鼻辅音只允许出现在韵尾，如Beijing. Shanghai的发音。

■）重音

在第五章，我们曾经提到：单念形式中的重读音节会变成自然语 

流中的非重读音节。也就是说，作为英语词汇的一个基本特征，重音 

只是说话人临时想要强调的音节。这种“重音为强调而生”的观念同 

样也适用于其他语言。所以，在讨论重音的语言学特点时，我们一般 

指的是单念形式。

重音是话语的超音段特征。它体现在整个音节——无论音节用 

什么构成，但不体现在单个独立的元音或辅音上。重读音节比非重读 

音节发音要强，这种现象在语流中更加突出。

英语和其他日耳曼语重音运用上的差别远远多于世界上其他大 

部分语言。很多词的重音不是固定的。因此,很难从词的结构划分中 

判断重音的位置。比如，（S ） i和（azz） insult, below 和 billow » 

market和Mar等0在一些语言中，重音位置与词的关系是固定 

的。不论词内的音节多少，捷克语词重音几乎总是在第一个音节上。 

波兰语和斯瓦希里语中，重音常常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

重音运用上的变化使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的韵律节奏。但是，重音 

只是造成韵律差异的一个因素。由于重音似乎是一个主要因素，所以 

过去人们常把一些语言（如法语）叫作音节节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音 

节往往以有规律的间隔重复出现.相反，因为重音被看作是韵律节奏 

的主要特征，人们将英语和其他日耳曼语称为重音节拍语言。现在， 

我们知道这是不正确的，在当代法语中常有打破句子节奏的强重音. 

而英语中句子的节奏不只来自重音，还取决于多个相互作用的因素. 

有一种描写语言之间重音差异的好方法，这就是将语言分为变化性词 

重音（如英语和德语）、固定性词重音（如捷克语、波兰语和斯瓦希里语） 

和固定性短语重音（如法语）。

跟音节相比，重音的性质非常好理解。念重音要消耗发音人更多 

的肌肉能量,这通常需要通过胸廓肌肉收缩使更多的空气从肺部排 

出，并用喉部肌肉来增强音高。总之，增加的能量意味着增高的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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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送气塞音的送气段更长，清辅音不大可能被同化为浊辅音，元音259 
有更多等级的共振峰，以致高元音更高，低元音更低等。此外，强调某 

个音节还可以通过语调来实现，造成更多等级的音高，如比高声调更 

高的调•或比低声调更低的调。重音一般体现为重读音节的加长。

当肺部排出的气流量增加时，所发音的响度也随之提高。一些书 

简单地以响度来给重音下定义，但是，如果把响度只简单看作涉及一 

些语音能量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定义。我们已经注意 

到，一些音比其他音能量更强，这是由于开口度等因素的作用。

音高上升是重音一个更重要的表现，这可能是喉头活动的结果， 

也可能不是。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发音，甚至在喉部肌肉活动没有 

增强的情况下.肺部呼出气流的增加引起了音高上升。你闭上眼睛靠 

墙站立.请一位朋友按住你的下胸部，这时，用稳定的音高发一个长元 

音，并让你的朋友突然推一下你的胸部。你会发现，在你肺部排出的 

气流增加（朋友推动的结果）的同时，元音的音高也上升了。

在讨论英语重音时还需要注意最后一个因素。我们在第五章已 

经知道英语中的音节要么是重读音节，要么是非重读音节。如果是重 

读，它可能处于语调音高变化的中心，从而成为语调重音，也可以说是 

它上升为主要重音。如果非重读，它可以有一个完全元音或一个弱读 

元音。有人认为弱读元音暗示着低层级的重音，但这里认为这不是重 

音问题,而是元音音质的问题。我们也发现一些成对的词，例如（的） 

insult （名词）和（上）insult （动词），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重音的不同。 

这些词因在句子里跟句重音一起出现而丢失重音时将会发生什么？ 

请关注一"对句子："He needed an increase in price, 99 和 He needed to 

increase the ,厂Me.”其中的needed重读程度一样。说话人（或语言学 

家）可能会认为（a，） Ec厂ease和（zo） fvcrease的强调方式不同，声学分 

析却显示两个句子之间不存在语音差异。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种情 

况一-说话人对于词重音的认识导致了一个语音错觉。

0））音长

音节中每个音段在音长上也可能存在变化。苏格兰高地英语 

week [wik]和weak [wi:k]中的单兀音音质相同,它们的区别在音长 

上。英语的大多数变化中，音长变化完全是属于音位变体的变化。260 
如：我们可以预测，bad中的元音比。。中的更长，这是因为，其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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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件都一样时，元音在浊辅音前总是比在清辅音前更长。

另有很多的语言是利用音长来形成对立。网络平台的语言索引
10.1 /

中有爱沙尼亚语、芬兰语、阿拉伯语和日语用长短元音构成对立的例 

子。丹麦语的例子网络平台中也有。长音可以在音标后加［:］来表 

示，也可以用重复写这个音标来表示。

辅音的长短对立并不非常普遍，但的确在一些语言中会存在。
10.2 /

如：卢干达语中，L'kkula］（财富）和［kula］（成长）构成对立。意大利 

语中，non no ［nonno］（祖父）与nono E nono］（第九）构成对立；Papa 

［'papa］（教皇）与pappa ［ pappa］（麦片粥.婴儿食品）构成对立。那 

些可分析为双辅音（或元音）的长辅音（或元音）称为双音（geminates）。 

意大利语双音的例子在网络平台上可以找到。

可以将意大利语双辅音与英语'white. tie ［wall.ta门、why tie 

［wai.tai］和white eye ［wait.aij中辅音间的对立进行比较，它们的差 

别在于，意大利语长辅音可以出现在一个单独的语素中（语素是一个 

语法术语，是最小的表义单位）,但是英语双辅音只能出现在词的边界 

位置上，如前例所示；或者出现在一个包含两个语素的词中，如 

unknown ［ah noun］或 guileless C'gai lles］o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

EXAMPLE
10.3

些在历史上是两个语素的词通常只发一个辅音，如 

immodest Ci'madist］ o
在音长运用方面最有趣的语言可能要数日语了。日语可以用莫 

拉进行分析。莫拉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词,现用做音长单位。每

个莫拉可以理解为语言节奏框架中的一个节拍。其时长大约相同。 

日语莫拉最常见的类型由一个辅音后接一个元音构成.如：日语 

［kakemono：|（字画）和［鸣kijaki卜牛肉火锅）分别由四个这种类型的 

莫拉构成。注意，在后一个词中，高元音/u/是清音，因为它出现在两 

个清辅音之间，但仍然是该词节奏中的一个节拍。另一类莫拉由一个 

元音自身构成，如：［i. ki］（呼吸）中有两个莫拉，它们发音时长大约相 

同，在一个莫拉中辅音不能出现在元音后面，但可以自己构成一个莫 

拉.［nippQD］（日本）应划分为4个莫拉［ni. p. po. g,虽然它只有两 

个元音，但与［kakemono］或［sy kijaki ］有相同数量的节拍。你可以在 

网络平台例10.3中听到这三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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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节奏

不同语言给人不同的感觉一 它们用不同方式来控制节奏。我 

们注意到，日语是用莫拉来控制节奏的，说话人感觉每个莫拉的时长 

是一样的。同样，语言学家把有些罗曼语系的语言（尤其是西班牙语261 
和法语）归为由音节来控制节奏的语言，因为这些语言的节奏看上去 

更容易通过音节而不是通过莫拉或重音来确定。相比而言，英语和德 

语通过重读音节来控制节奏（和“韵律”的概念有关）。

若要用语音学原理来解释不同语言的不同节奏类型是很难的。 

确定语言节奏（我们也曾称之为“节拍”）的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莫过 

于找到像节拍器一样有规律的节拍单位。这种节奏模式称作等时性 

（isochrony） o对于由莫拉来控制节奏的语言（比如日语），说话人感觉 

每个莫拉的时长是一样的；对于由重音来控制节奏的语言（比如英 

语），说话人感觉每个重读音节的时长是一致的。当然「感觉”时长一 

样并不意味着实际时长确实相等。从研究者的眼光来看，目前还没有 

找到任何完全等时的语音单位。我们能确定的只是：如果说话人想要 

讲得有节奏，就像在公共演讲时要达到的那种乐感一样，重音-节奏型 

语言的说话人会把重读音节看作等时的单位；音节-节奏型语言的说 

话人会把音节看作等时性单位，莫拉-节奏型语言的说话人则把莫拉 

看作完全等时的单位。这种心理上对于节奏的追求又在语言的历时 

发展中对词形演变起作用。重音-节奏型语言倾向于发展出非重读音 

节越来越少•而辅音连缀越来越多的词，而音节-节奏型语言则倾向于 

发展出所含音节长度相等的词。

这就引入另一个话题——词语的音段组成是确定不同语言节奏《 

类型的最可靠单位。不管是重音还是音节（可能也包括莫拉）在控制 

语言的节奏•其最终都和音节的组成有关。所以，确定语言节奏的因 

素之一是重音的位置，同样重要的因素还包括语言中是否有长短元音 

对立、是否出现元音序列、非重读音节中的元音是否弱读、音节结构的 

类型（注意音节中的起始音和韵尾是否包括辅音序列）等等。夏威夷 

语两个元音之间最多只能出现一个辅音，但在英语中最多可以出现七 

个辅音.如短语texts spread [teksts spred] 0在波兰语中甚至更多， 

你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波兰语的相关网页上（使用“Extras”部分的语言

WEB
lg.ind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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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弓I）找到更多辅音连缀的例子。

音节结构差异会影响语言的节奏。有一种描述节奏差异的方法， 

就是考虑句子中音长变化因素。在法语里每一个元音的长短似乎都 

262差不多，相反，英语里的短元音插在长元音中。这些韵律的差异可以 

用成对变异指数（painvise variability index, PVI）算出来, PVI可用 

在很多语音单位上——元音、元音间隔、辅音间隔，或者话语的其他领 

域。我们可以通过话语中所有邻近单位的平均率来计算PVL计算 

过程分为三个步骤，这听起来比实际上一次计算更复杂。第一，确定 

要测量间隔（例如，元音时长或两个元音之间的间隔时长）；第二，算出 

话语中每对邻近间隔之间的时长之差,再用相邻间隔的平均时长除以 

这个差；第三，通过每对平均时长来确定每一个结果；最后得到一对的 

平均率。计算公式如下：

闰厉|/“叼

m是话语里的项目数，或是第员个项目的时长。为了避免出现分数. 

这个数值乘以100。PVI测量的是元音时长在一般情况下的变化比 

率。若所有元音的时长相等,则PVI接近于零；若相邻元音的时长是 

其邻近元音时长的三倍或三分之一，则PV1等于100。

很多语言里元音的PVI已经算出来了，其中一些如图10.2所示。 

前四种语言是泰语、荷兰语、德语和英语，用黑色直方柱显示，它们的 

指数较大（邻近元音之间的时长变化比较大）。这些语言都有强重音 

和较大的元音时长变化。后四种语言是法语、日语、西班牙语和汉语， 

用白色直方柱表示。这些语言的元音时长比较稳定。在词中特定的 

音节上没有重音。图中间灰色直方框表示的是波兰语.它跟后四种语 

言比较接近。虽然它的重音在特定音节上（词尾倒数第二音节）.但是 

一般不伴有元音时长变化的出现,所以它不能跟强韵律重音的语言归 

为一类。我们还应该注意，如果已经将解释辅音序列的PVI算出来. 

波兰语在图中刻度表上的位置应该不同于其他语言。正如我们所看 

至IJ的,波兰语中元音之间的辅音可变性很大。图10. 2还显示语言之 

间在节奏上没有明显的界线。PVI主要测试语言节奏的强弱,不同语 

言在这一特性上强弱程度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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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 一些语言的成对变异指数

S

通过网络平台上例10.4中PVI的Excel数据表你可以非常容易
\ 10.4 

地算出一组元音时长的PVI（你的电脑必须安装Excel程序）。数据表 

将提供用于计算的公式，帮你算出指数.数据表所举的是我们上面讨 

论的对邻近元音之间时长变化的计算例子，以及邻近音节（包括辅音） 
之间时长变化的计算例子。 263

（）））语调和声调

决定语音音高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声带的松紧度。如果 

声带拉紧.音高将提升。所以，改变声带的松紧度是形成话语中大部 

分音高变化的常见方法。另外，正像我们在重音部分所看到的，肺部 

排出气流的增加会使音高上升，因此，重读的音也常会出现较高的音 

高。最后，出现音高变化还与不同发声类型中声带位置的变化有关 

系。嘎裂声常常音高较低，而且具有特殊的音质属性。

音高变化可以传达很多不同信息。跟言语声音其他方面的情况 

一样.这些信息可以大体显示说话者的个人特性。音高常常能反映出 

说话者是男性还是女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他或她的年 

龄。另外.它还传达出大量的关于说话者情绪状况的非语言信息 

这个人是内心平静还是愤怒生气,是快乐还是悲伤。迄今为止,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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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道音高变化所传达的这一类信息是否具有普遍性，但是，很多不 

同语言的发音人在传达相似情感信息时显然会有相似的音高变化。

语言在使用音高差异来传达语言学意义信息的方式上似乎也有 

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所有语言都使用音高来标记句法单位的边 

界。几乎所有语言都用降调表示一个语法单位的完结，如：一个标准 

句子用低的音高表示语法单位的完结。最后一个音节（或最后一个重 

读音节）的音高比它不在句末时要低。相反，在不完整的话语中，如句 

中有从句停顿，说话者试图表示仍有一些事情要说，通常要用上升的 

语调。这些例子和英语其他语调的例子在第五章已经讨论过.在网络 

平台例5. 11中（和例5. 10也有联系）都能找到。当然，上面这两种普 

遍现象也有例外。如，根据英语一些话语方式，一些句子可能有上升 

的语调。但是,大部分话语还是使用降调标记非疑问句。

英语的语调还传达语篇信息。比如，在句子But, he also wrote a 

very long one中Jong可以重读，前提是这个句子之前有一句：Pete厂 

has written a feiv short "长篇"因此成了新信息。如果将前句

换成Peter read a very long book ,新信息就成「“彼得写的书” ,xctoZ- 
应该重读。试着读一读这几句话.把重音放在不同的词上，感受一下 

语调在传达语篇信息中的重要性。

除了语篇和句法功能以外，其他许多语言的声调变化还能改变词 

义。比如在汉语普通话中，辅音-元音组合［ma］若为高平调，意思是 

“母亲”，若为降调,意思是“骂”。

对词义产生影响的音高变化叫作声调（tones）。世界上大部分语 

言的词义都依赖于声调。所有语言也都使用语调，即，使用音高变化 

传达句法信息。语调模式构成了一种语言的声调框架.这一点我们将 

在后面讨论。

最简单的声调语言仅有高和低两种可能的声调。在一些班图 

（Bamu）语言中，如绍纳语（Shona,津巴布韦使用的语言）、祖鲁语及 

卢干达语.每一个元音可以分为高调或低调。因此，在绍纳语中， 

［kutjera］（“提水”的意思）第一个音节是低调.第二和第三个音节是 

高调，但是，当这一序列变成［kUtJ©遢］，即每个音节都是低调时，它的 

意思是“挖掘”。

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描写声调，其中最简单的描写系统 

是，在元音 M 上用锐音符号标记高调,用钝音符号标记元音［丁的 

低调，中调可以空缺不标。这是我们在一些图表上举例说明英语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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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一些音时所使用的一种描写方法（例如，请看显示科萨语里对 

立明音的表6. 3和显示埃维语擦音的表7. l）o在有三种声调的语言 

中，如约鲁巴语（Yoruba,尼日利亚使用的一种语言），中调就空缺不 

标。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描写像约鲁巴语出现的三种对立声调，如： 

［d wa］（他来 了）、Ed wa...］（他寻找... ）、［6 wa］（他活下来了）

如果三个声调包括高调、中调和低调，像尼日利亚的另一种语言伊比 

比奥语（Ibibi。）中的情况，那么就可以用折调符（可认为是由锐音高调 

紧跟钝音低调构成的组合体），见在网络平台上伊比比奥语声调的 

例子。

注意：语音学学生在解读国际音标声调符号时，最容易犯的错误 

是认为是升调是降调。其实，是高平调，［2是低平调。

说英语的人通常难以将声调看作词语的一个重要的、有意义的成 

分，但是对于使用有声调语言的人来说，声调差异与辅音和元音的音 

质差异一样重要。如果你试着用约鲁巴语说“他寻找……”，用 

［6 wi］代替［6 wa\听起来就像说英语时用he licked代替人e looked 
一样的奇怪。

在声调语言中，对立的声调虽然标在元音上面.但它们通常是整 

体音节的一部分。声调也可以出现在成音节的浊辅音上，伊博语 

（Tgbo,尼日利亚使用的一种语言）把“我漂亮”说成［rh ma rh ma］o 
声调偶尔也出现在一般情况下不成音节辅音上，在本章“音长”一节， 

我们将卢干达语“财富”标为「kkiL：］,第一个［k］前面标为低调，显 

然，清辅音前面的无声部分不能用低调来说•只有浊音才有高调或低 

调，因为考虑到卢干达语语音的整体格局以及声调在词语中的分布， 

这一特征必须在标写系统中显示出来。

声调语言在词内使用音高时有两个细小的差别。在迄今所举的 

例子中，音高的不同会对词的词汇（词典中的）意义产生影响，但一些 

（而不是大多数）声调语言也使用音高变化来表示语法（形态）意义。 

伊博语表示“领属”的概念——大致跟英语中的。/相当——可以通过 

高调来表示。如：这一高调出现在表示“猴子的下巴”的短语中。单 

念时，“下巴”发成小加小，其中有两个低调；“猴子”发成［的也有 

两个低调。但发“猴子的下巴”这个短语时却成了 ［△加点的“下 

巴”的第二个音节是高调。因此，英语。/一词在伊博语中有时就可以 

简单地用一个特定音节上的高调表示。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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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用声调表示语法意义的例子出现在伊多语（Ed。，尼日利亚 

使用的一种语言）的时态系统中，如表10.1所示。在被称为一般时的时 

态（表示惯用动作）中，代词和动词都是低调；在进行时（表示动作正在进 

266行）中，代词是高调，单音节动词是低调，双音节动词由低到高；在过去时 

中，代词是低调，单音节动词是高调,双音节动词由高到低。

表 10.1 伊多语部分时态系统中的声调运用

时态 单音节动词 双音节动词

一般时 i ma 我表演 i hrult 我跑

进行时 i ma 我正在表演 i hrult 我在跑

过去时 i ma 我表演了 i hrult 我跑了

在思考更复杂的声调系统之前，你应当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可以准 

确发出前面几段所引例子中的所有声调。当然，高调应位于自己的音 

高范围内的上部，低调应位于其下部。如果你是跟一个朋友一起，或 

跟着一个说声调语言的发音人的录音一起发音，注意不要刻意模仿他 

们的精确音高，除非他们的音高区域恰好跟你平常的音高区域一样， 

我们一般认为形成对立的声调总是跟发音人既定的平均音高有关。 

（如果你的嗓音平时就很低沉，那么，在对说声调语言发音人的田野调 

查中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当你准确地模仿发音人时，他们常说你发 

错了。其实，要想发音正确，你需要的不是准确地模仿发音人，而是用 

你平时的嗓音说话。）

很多语言的声调可以用发音人音高范围内指定点的形式来描写。 

如果发音人所发出的是一个只有单一音高的音节，这个声调可以看作 

是水平声调。有的语言基本上只有高低两种声调，如卢干达语、祖鲁 

语和豪萨语。有的语言有高、中、低三种声调，如约鲁巴语（约鲁巴语 

还另有一些曲折调，但它们可能是一个单音节内两个声调合并的结 

果）。大部分声调语言都只有两三种声调，但是有四种甚至五种声调 

的语言确实存在。Egedc语和Kutep语（都是尼日利亚使用的语言） 

的声调就可以分为顶、高、中、低四种。

采用钝音符和锐音符的声调描写体系可以满足对一个音节中只 

有一个目标声调的语言的描写。它可以表现语言的四种声调形式，方 

法是在中间两个声调中较低的声调上标注一条横杠，如较高的那 

个不做标注。国际音标把这个“超高”调标作［口，“超低”调标作［2］。 

但是，这种描写体系不能满足具有复杂声调系统的语言。例如，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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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有四个声调，其中三个有明显的音高变化，这类声调叫曲折调 

（contour tones）发这类声调时，发音人的目标是通过音高变化而不267 
是音高范围内的单点高低变化来区别意义。除汉语之外，东南亚的一 

些语言（如泰语和越南语）也有曲折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名的声 

调语言在世界声调语言中并不典型。世界上大部分的声调语言都有 

单一目标音高.或者至多每一个音节不是升调就是降调。

标写曲折调的方法是，在发音人正常音高范围内设置5个等距的
< 10.7 I 

点，分为（1）低、（2）次低、（3）中、（4）次高、（5）高；然后，我们可以将其 

中的一个点跟另一个点连起来，画出曲折调。我们可以用图来描写 

它。如果我们画一条竖线表示发音人音高的正常范围.那么在这条线 

的左边就可以标出音高简图,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制作一个类似字母 

的符号来表示声调。表10.2用三种方式描写汉语普通话的声调：（1） 
每一个调给一个序号；（2）标出声调符号，见表第四列；（3）用音高数字 

对声调符号进行描写，见表第三列。传统表示汉语声调类别的序号见 

表第一列，你可以在网络平台例10.7中听这些声调。

表 10.2 汉语普通话的声调①

调类 调值描写 音高 声调符号 例子 注释

1 高平 55 1 ma35 妈

2 高升 35 d ma35 麻

3 低降升 214 J ma2U 马

4 高降 51 masl 骂

用相同方法设计的其他声调符号也可以用来描写另一些语言的
\ 108 I 

声调。表10.3描写的是泰语声调，录音材料见网络平台例10.8。要 

注意通常用来表示泰语声调的数字和表10.2中表示汉语普通话声调 

的数字所代表的值并不相同。泰语第一声是一个降调，而汉语普通话 

第一声是高平调，泰语里还有第五声，可以命名为普通调，记音时可不268 
标在音标右边。

①译按：原书第三列第四列有误，在此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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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3泰语声调对照表D
调类 调值描写 音高 声调符号 例子 注释

1 低降 21 J naa21 （昵称）

2 高降 51 N naa ! 脸

3 高升 45 d naa*1 阿姨

4 低降升 214 J naa2,< 浓的

普通 中降 32 7 naa12 田野

在一个有声调的语言里，即使音高持续性的变化会贯穿在整个带 

声振动的语音序列中，它们也很少会出现从一个调值突然跳到另一个 

调值的情况。跟音段之间同化的方式一样，声调之间也会出现同化。 

当高调出现在低调前时，低调常常会从下降的音高变化开始。相应 

地，高调在低调后时会从上升的音高变化开始。相邻的两个声调，常 

常是第一个影响第二个，而不是其他方式。在声调同化方面世界语言 

似乎有一种倾向，即顺同化：前一个音节的声调影响到后面音节的声 

调，并不是前一个音节声调预测后面出现的音节变化。

由一个声调对另一个的影响而形成的声调变化叫作连读变调 

（tone sandhi） o有时，这些变化非常复杂。如：在汉语普通话中，表示 

“非常”的意思可以是［ha。/］（好），是降升调；但是.在表示“非常冷” 

的短语中它发成一个高升调［had 好冷）。用这种变调的方

法是因为汉语普通话避免两个降升调相继出现。当第三声后面紧跟 

着另一个第三声的字，这个低降升调就变成第二声 高升调。连续 

变调的另一个例子.出现在上海话（一种与普通话相关但完全不同的 

方言）的复合词中。“天空”一词念［也入是高降调，可以记为［51］； 
“地”念成［di］,是升调［15］,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为“天地”一词（“宇 

宙”的意思），念出口，第一个音节的高调向第二个音节的低调下 

降。这样，第一个音节的声调模式扩展到了整个复合词。这是上海话 

由单念时为高降调的首音节组成的复合词的-•般发音规则。“交响 

曲”一词由“交、响、曲”三个字组成。单念时第一个是 为高降

调［51］；第二个是［Jiy］，为中升调［35］;最后一个是短 

高调［5］。组合在一起构成“交响曲”［tJV J■团tj%?」时，第一个音 

节是高［5］,第二个是中［3］,第三个是低［口。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声调语言的语调变化也使用音高来表

①译按：原书第三列第四列有误，在此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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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很多声调语言中，普通的陈述句会是降调，而在语段中至少有 

一些疑问句会用升调。表达怀疑、生气、兴奋和其他许多带有感情信 

息时可以采用类似英语的语调，单个词的固有声调会叠加在整个发音 

格局上。

像英语中的那样，规则的句调常常标明句法边界。大部分语言中 

像句子那样的句法单位的音高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这一普遍下降 

的趋势叫下倾（declination）。下倾在不同语言中的实际表现不同。在 

豪萨语中，下倾包括整个句子平均语调音高水平的下降，句子开头的 

高调和低调都比结尾处要高一些。在一个高低调交替的豪萨语中句 

子[malam insu jana ba sa n立（他们的老师给他们肉），可能在句末 

有一个高调，这个高调的绝对音高跟这个句子开头低调的绝对音高是 

一样的。

另外一些语言中，下倾可能会以稍有不同的方式表示。不是高调 

和低调都下降.而是低调在整个句子中可能保持着大体相同的水平， 

下倾只影响到高调。卢干达语有一条下倾规则，在同一句中,出现在 

低调前的高调无论何时都会略微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E'kkula] 
（财富）开头要标成低调，尽管它标在一个不发声的清辅音之上。我们 

可以看出来这儿肯定有个低调•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无声的）低调•这 

个词的调会比它实际的调要高。

总之，音高变化可以用于许多不同的方面。首先，它们传达了有 

关发音人情感状态的非语言学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还传达了个人的生 

理特征；其次，在所有语言中，音高不同可以传达一种或多种语言学信 

息。音高的语言学功能是:语调（短语中的特殊音高）在所有语言中都 

传达了有关言语句法构成的信息;声调（词中的特殊音高）既可以传达有 

关这个词的词汇意义,也可表示它的语法功能。在声调语言中，声调可 

以分为曲折调和水平调，描写曲折调需要说明一个音节中音高的升降变 

化,描写水平调只需要对每个音节中音高单一的目标高度进行说明，音 

节中的音高变化可以简单看作是将音节组合在一起形成句子的结果、

«）））重音语言、声调语言和音高重音语言

汉语显然是有声调的语言，它的音高具有别义功能。英语是非声 

调语言，音高不区别词义，尽管我们在第五章描述过英语音节在一些 

句子里会具有高低语调。这些高低调只能影响整个句子或短语的意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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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决不会区别单个词的意义。英语有轻重音的对立，如below和 

billow ,但却没有声调的对立。

目前我们分析到的语言不是重音语言就是声调语言，但仅分析这 

两类语言也过分简单化了。在有些语言中，多音节音高模式在区分词 

义上有着明显的作用。以瑞典语为例，它跟英语一样有可以用相同的 

270方法进行描写的重音差异，但也存在音高对立。例如a 〃八〃（鸭子）和 

ancle??（鬼）。在斯德哥尔摩方言中.“鸭子”一词早期有一个高音调， 

而“鬼”可能有两个音高峰。瑞典语音学家将这种差异描写为重音1 
和重音2的对立。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不是真正声调上的区别，“鸭 

子”的基本成分是/and/,后缀是/-5/, “鬼”的语根是/and”，后缀是 

/-n/,是构词的方式不同造成了音高差异。可以说音高在瑞典语词的 

构成上起了作用，但是并没有区别意义。

外赫布里底群岛的苏格兰盖尔语（Gaelic）用音高区别词义，但这 

也不是真正的声调区别。如d〃a"/tuan/（歌曲）和dubhan/tuan/（钩 

子）的对立。第一个词有上升调，第二个词在结尾时有个快速下降的 

调。虽然这两个词由完全相同的音段序列构成，而且时长通常也一 

样.但发音人还是觉得后边的词是由两个音节组成的（从历时发展和 

拼词法上看就是如此）,所以两个词有着不同的音高模式。盖尔语很 

多词通过这种方式使元音间的辅音丢失了，因此可以说盖尔语正在转 

变为声调语言。

日语属于声调语言和重音语言之间的语言，它更引人注目。日语词 

在特定音节会出现重读，就像英语有一个或更多的重音那样。但是，日 

语的重音通常被看作高调，所以日语通常被称为音高-重音语言。日语 

词的不同是由音高-重音的位置决定的，例如“牡蛎”/Lkiga/、“围墙” 

/kakiga/、“柿子" /kakiga/等词的对立。

削要点回顾

本章讲的是语言是如何在音段这个层级之“上”组织语音的。我 

们强调了音节的重要性，同时又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音节是如何难以 

确定的。要确定一个词中的音节界线确实很困难 是

匚ae.h.'gei.ra＜］还是匚纪上从响度（音段的响亮程度）方面来说, 

音节的“高峰”不是很难找到。但根据响度“峰”来计算音节数时，像 

［sta］这样的语音序列就很难说了（因为它有两个响度峰，分别在［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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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上，但只有一•个音节）。而lanolinllaenj.in］有两个响度峰，三个音 

节。最终,我们只能得出结论:音节是话语组织的一个单位，它不是在 

声音或发音动作方面可直接测量的。关于重音,虽然我们认为肌肉的 

紧张程度可以测量，但也只能得出一个相似的结论：重音与其说是一 

个可测量的话语特征，倒不如说是一个话语组织的单位。语言节奏的271 
特征与此类似，但又比较抽象。我们可以测量具体语音的时长，而且， 

在许多语言中，时长还可以区别词义，就像英语中的不同塞音区分pat 

和cur两个词一样。但是，在判断一种语言的节奏类型时（音节-节奏 

型或重音-节奏型），我们发现，不管说话人感觉如何，节奏单位并不是 

完全等时的。相反，节奏（即相邻元音时长，大致是强弱相间，或者所 

有的元音音长都差不多）的间接测量方法倒好像是判断一种语言是重 

音-节奏型还是音节-节奏型语言的最佳方法了。最后一个超音段特 

征是声调。我们说有些语言的声调变化不多（仅区分高调和低调），而 

有些语言不仅区分平调，还区分曲折调。像音节、重音和节奏一样，声 

调的实际表现和语境因素（连续变调及语调下倾）有关。所以，即使是 

像音高这样一个简单的语音特征，和声调也不存在直接联系。

说到这儿,我们似乎意识到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语言声音系统的 

主要特征是难以确定的。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它又凸显了语音学最有 

趣的一面。听者在使用语言理解信息时很少出问题,但现在我们知道， 

他们所用的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密码系统,像莫尔斯代码一样。然而解释 

人类是如何成功使用这一密码系统的，是当今社会科学的一大挑战。

,练习

A.人们对下列单词音节数的判断有分歧。请找一些人（如果可能，也找 

一些孩子）读这些单词，然后让他们说出各有多少个音节。即使你找的 

人观点一致,也要试着解释为什么人们可能在判断上会产生分歧。

laborator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pasm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ve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 ri son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illio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erri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era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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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列举4个按音节响度理论不能充分说明其音节数的词。

C.从词典中任意选取10个词列成一个表,请考查它们中有多少词的 

音节数没有疑问，解释其在另一些情况下产生疑问的原因。

D.请参看本章没有提及的四五种外语的词典或初级课本。试着说明 

其中的词重音是固定的还是不定的，或者词中有无重音。

E.再看看词典或初级课本,找找本章没有提到过的声调语言的例子。 

试着阐述每种语言有几种对立声调，并尽可能举例说明最小对立声调 

之间的差别。

F.在卢干达语中，很多词属于下表两类中的一个，每一类都带有一个 

许可范围内的不同声调模式，如下表例子所示：

第I类 第11类

ekitabo 一本书 akasozi 一座山

dmu：ntu 一个男人 omukazi 一个女人

dlugu：d6 一条路 embwa：' 一条狗

273 okuwakana 辩论 okusala 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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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每一类许可范围内的声调序列。（事实上，第n类比此处给 

出的材料所反映的声调情况更复杂。）

G.大体来说,卢干达语表陈述句时第一个元音音高下降，第I类词的 

声调变得如下所示：

kitabo 这是一本书。

lugu： ,do 这是一条路。

说明在这一语法结构中影响声调的规则。

出））操练

A.练习念包括长短元音的无意义词，如下面所示将其中一部分 

念成英语短语。试着让每个元音时长与它的原有音质不同，以保持 

［bib］和［bib」时长一样；也让辅音不同于其原有音质，以保持［bip］和 

［bib］时长一样。将这些音节放在短语中，以便你可以确保自己维持 

了大体恒定的语速。但注意，当时长发生变化时，这些听起来将不再

像英语词。

,sei bi:b s'gen
,sei bib a'gen
,sei (bib o'gen
'sei bi：b □ gen
,sei ,blip a'gen
sei ,bip a'gen
sei ,bip o'gen
,sei ,blip o'gen

B.用下面所列的其他音节重复练习A,连续使用同一个格式，如

Say again,1 a

bu：d
bud
b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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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 
bu：t
but
bot

274 bo:t
C.学习区分单辅音和双辅音或者双音，念:

e'pem o'num ozys
ep'pem on'num oz'zys
epem 'onun ozys
eppem 'onnun ozzys

D.造一个句子，其中强重音可以按大致规律性的间隔重复出现，如：

What is the difference in rhythm between English and French? 
请在重读音节上轻拍，同时，尽可能按规律性的节奏说这句话。 

先慢慢说，然后用正常速度.最后快速说出。每说一次都要轻轻地拍 

出一个规律性的节奏。现在试着像正学说英语的法国人那样去说，每 

个音节时长大体相同，在整个句子相应的每个音节上轻拍，先慢慢地 

说，再用正常语速,最后快速说出，并连续拍出节奏O
E.学习超音段特征的最好方法是从后往前念短句子。要做好这一 

点，你必须将句子的语调形式倒过来，让送气在清塞音之前出现,并且要 

根据前后语音环境考虑元音和辅音时长的变化。如果能用电脑录自己 

的发音，那么你应该可以通过回放录音来检查自己发音的质量，这样反 

向的句子听起来应该像正常发音一样。先从下面非常简单的短语开始：

Mary had a little lamb. 
然后念一个难一点儿的短语：

Whose fleece was white as snow.
最好用严式音标记写上面的短语,包括语调，然后再反向写出。

F.通过学习下面伊比比奥语（尼日利亚人说的一种语言）的一组 

词来进行对立性声调的练习。有三种音调：高调［［,低调降调 

Ho这里给出了双音节词中的六种对立形式。（念这些词,也可以练 

习第七章讨论过的腭化唇音［.I）

声调序列 例子 注释

高调后接高调 ak^a 宽广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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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调后接低调 aku 牧师

高调后接降调 akpan 方形编织篮

低调后接高调
z—\

第一

低调后接低调 akpa 蚂蚁的种类

低调后接降调 akp5 橡胶树 275

G.汉语广东话声调系统跟普通话不同（见表10. 2）。在广东话 

中，六个声调出现在开音节中，三个声调出现在以辅音收尾的闭音节

中。念下面的广东话词语：

调类 音高 声调符号 例子 注释

高 55 1 si 诗

中 33 si 试

低 22 -1 si 事

超低 11 J si. 时

中升 35 si 使

低升 13 J si 市

高 5 1 sik 识

中 3 sit 释

低 2 4 sik 食 276



第十一章

忸语言学的学

本章我们将总结语言学语音学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不仅体现 

在国际语音协会的基本原则中，也体现在一个等级性的语音描述框架 

里（该框架为形式音系学提供了理论基础）。本章结尾，我们会展望语 

音生成和理解过程中的认知研究.探讨认知原理是如何对人类语音系 

统进行调整的。

和前几章不同，本章主要谈理论问题,重点在于对前面章节中描述 

的现象进行解释。谈到理论解释，我们只能说：若要达成定论，还有很 

长一段路要走。自然•你的老师可能会对本章某些观点持有不同见解。

0））公众语音学和个人语音学

目前为止，本书中所描述的语音现象大都是关于公众的或社团的 

语音现象。国际音标符号以及形式音系学所分析的内容也都在讲一 

种公众共享的信息：如何发某种语言的音和词。一种语言的发音人都 

默认这些共享的语音信息（当然，语音学家也是默认的）。因为它是从 

群体意识中出现的，反映群体中所有成员对正确发音的理解。比如. 

英语发音人都会认为：重读音节起始处的清塞音一定是送气的。但 

是，检查一下我们所录制的语音数据，就会发现很多不送气的例子。 

例如，在快速语流中,M top of可能被发成［3dap习°虽然存在这样的 

反例，英语发音人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一^重读音节起始处的清塞音 

一定是送气的。也就是说,我们共享的语音信息或语音能力是关于慢 

277速、清晰的语流而非正常语流的。

同样，在之前好几个地方，我们也指出过：发音人之间存在个体差 

异。的确，每个发音人所拥有的语音习惯都可能和他人不同——以至 

于没有两个人所讲的英语、法语或日语是完全一样的。关于个人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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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描述牵涉到言语行为中的语音知识和技巧。我们已经看到：个人发 

音中的某些现象可以用国际音标符号进行标音，就像标写方言或语言 

变体一样。但还有一些现象是不能标写的。也就是说，语言学语音学 

的工具不适于描写这类现象。关于个人的语音问题，本书中谈到的不 

多。因为个人的发音行为和个人的语言经历有关，也只能通过实验室 

仪器的测量才能显现出来。个人语音问题不是语言学关注的重点,而 

且•用语图也很难说清楚。但有趣的是，个人语音学却是具有解释力 

的语音理论的焦点（这一点在本章最后一节，大家将会看到）。在接下 

来的两个小节中.我们将对公众的语音学进行回顾和总结。在最后一 

节，探讨个人语音学的三个方面。

曲））国际音标

要回顾用于语音描写的各种概念，可以考察国际音标。国际音标 

是由国际语音学会正式承认的一套音标和附加符号。经允许，我们把 

语音学会出版的国际音标图表复印下来放在本书的封二和封三。这 

张图表实际上由许多小图表组成.由于版面所限本书对图表重新做了 

安排。在封二你可以找到主要的辅音表。辅音表下面是非肺部辅音 

符号一览表.再下面就是元音图。封三是附加区别符号和其他符号的 

列表.以及一套标记超音段（如声调、语调、重音、音长）的符号。

国际音标表是对语言学的语音学完整理论所做的总结。根据表 

的排列通则.本书把表分放在封二和封三上。这个表并不想涵盖所有 

可能的语音类型,比如个人在展现音系对立时所使用的方法和技巧， 

以及相邻语音成分间被同化的不同程度。相反.国际音标仅限于描写 

具有语言学意义的语音,即在一些语言中能够改变词义的语音①。

现在，你应该对辅音表中的所有术语都有了了解。如果还有问题， 

你可以参阅书后的术语表。辅音表中音标是这样安排的：如果一个独立278 
单元有两个符号，那么右边的音标表示浊辅音。这样就使这张表能显示 

出辅音的三种主要特征:音姿目标（形成辅音的器官部位，见纵列），音姿 

类型（发音方式，见横行）以及声门状态（每个单元之间）。

①校按：在这最后一章，重复一下序，言里重点指出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英语语音 

学来说.个人色彩和病理性质的各种声质/发声态，如弛声、嘎裂声、假声等，在亚洲南部数以 

「计的语言和方言中•是常态的、社团的、具有音位性质的语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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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音表概括了描写辅音所需的主要特征，不可能出现的特征组合 

用阴影区显示。我们认为没有一种语言有软腭颤音或拍音（舌后部颤 

动或者轻轻拍触软腭发出的音兀表中空白区（既无阴影又无音标的区 

域）表示可能出现但还未在任何语言中发现的语音类型组合，例如•卷舌 

的清边擦音完全可能在某一语言出现。因为没有一种语言的语音学著 

作有这个音的记录，所以无法提供标这个音的符号。事实上这个音在托 

达语（Tbda）中有°托达语是住在印度南部尼尔吉山上的人说的一种达 

罗毗荼语，使用者大约有一千人。这种语言在卷舌的浊边近音LU和卷 

舌的清边擦音之间构成对立。我们随后将讨论应如何标写这个音。

其他一些空白和阴影区域只反映绘制这张图的语音学家的判断。 

请浏览一下每一个小单元，看看你是否同意将它安排在空白或阴影 

区。如：你是否能发一个唇齿爆发音？ 一些牙齿排列很整齐的人能发 

出一个完整的唇齿爆发音。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排列整齐的牙 

齿，他们所发的唇齿爆发音可能不如其他爆发音有力。再举一个例 

子，你能否发出一个喉部爆发音？你可以在喉的上部发出一个完整的 

爆发音，但因为在任何一种已知语言中并不会用这种音来与其他音形 

成对立，所以没有描写这类音的符号。总之，辅音表的绘制者在使用 

附加阴影方面是相当保守的.只有当这个不可能发的音明确无误时才 

用阴影表示。很显然，没有人能发浊喉塞音（这是声带在正常颤动的 

同时又紧紧合拢而发出的音）或咽鼻音（咽部闭塞使气流被完全堵住. 

不可能同时从鼻腔出来）。

从辅音表的纵横栏来观察，［h］、］口 的发声位置值得思考，这些 

音真的是喉擦音吗？正像我们前面注意到的，［h］通常是一个进入音 

节的过渡清音（在一些语言中它是音节外的过渡清音）。它的调音部 

位取决于邻近的音。声门处的摩擦音（湍流）通常是听不到的。同 

［h］ 一样，［6］不是擦音，最好认为它是没有特定调音部位的一个声 

279门状态。因此，最好应放在“其他音标”下。

辅音表下面的符号是用来标写一组用不同气流机制产生的辅音。 

国际音标承认明音、浊内爆音和喷音等三种可能出现的音,但这并不 

意味着它否认清内爆音的存在。只是国际音标认为它们数量太少而 

不必另用符号，可以用附加区别符号来表示。如：对只出现在少数语 

言中的双唇清内爆音，可以标写为在浊声音标下加表清音的附加区别 

符号，记为［6］。喷音符号［勺因可以加在很多不同辅音（包括擦音） O
上，如［s',也就像一个附加区别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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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图从三个维度显示元音。“前后”在图的上部，表示横向维 

度；“开闭”表示垂直维度；圆展度根据成对元音的相关位置来说明。 

再说一次，这里显示的只是元音的主要类型。至于其他类型，如鼻化 

元音或者舌根前缩元音，我们可以通过添加附加区别符号来标写。

“其他符号”在封三的左上边，它们表示一些在我们认识范围内不 

便标记的语音，包括标记具有多重调音部位的音（圆唇软腭音和圆唇 

硬腭音）和会厌音，这些音在阿拉伯语、希伯来语、高加索诸语言中都 

有。如果不增加许多空栏就很难将这些音放在表里。

表中附加区别符号部分，允许在反映语音主要特征的音标上面或 

下面加一个符号来表示语音的附加特征。很多不同语音都可以用一 

些表示附加特征或维度的符号来标写。我们可以通过送气、气声和嘎 

裂声的附加区别符号来认识声门的另一种状态。还有更多的特殊特 

征，如特别的舌头形状，可以通过为唇音、齿音、舌尖音和舌叶音提供 

的附加区别符号来认识。元音更细微的音质也可以用其他许多附加 

区别符号来标写。

另外，国际音标也提供了用于标写重音、音长、声调和语调的符 

号。有三种可能的重音特征：主重音、次重音和非重音；有四种可能的 

音长特征：长、半长、无标记短音和超短音。可能出现的声调和语调允 

许五种对比等级和很多的组合形式。

国际音标没有为每一种偶发音提供符号,所以当语音学家遇到以 

前从来没记录过的音时就得及时改进音标。让我们回到前面的关于 

如何标写出现在托达语中的卷舌清边擦音问题上。对我们来说，有一 

种在任何情况下适用的标音选择，就是使用星号.在托达语给定的辅 

音表或音标后加上「1,表示一个卷舌清边擦音。另一种标音选择 

是给卷舌浊边近音的音标［口，添加附加区别符号口，表示清音。有 

时很难在已低于书写线下的音标下面再标写附加区别符号。要解决 

这个难题，可以选择在［L］稍前的位置上加即C1这个符号 

应该表示一个卷舌清边近音。这里需要做一个解释，即“口 1是一个 

擦音而不是近音「然而•用LI］表示卷舌清边擦音已成定论，因为没 

有哪种语言在同一调音部位存在着任何种类的清边擦音和清边近音 

的对立。请试着发一个普通英语口］的清音形式,你将有可能发现自 

己发的是听感上带有摩擦色彩的边擦音口］,而不是一个清近音。

国际语音学会宣称：创制国际音标是为了能够标写语言中所有相 

互区别的语音，实现以不同符号描写语言中有区别词义作用的语音形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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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目的。为了尽可能达到这一目标，国际音标采用了罗马字母表中的 

一些普通字母或对它们稍加修改的形式。由于采用这种方法就意味着 

要创造大量的符号来描写一系列相关的语音，所以国际音标更喜欢使用 

一些附加区别符号。如在鼻化元音或喷音标音上就用了这种符号。

国际音标可以用于很多不同的方面。如果只能给已知语音标写国 

际音标，这算不了什么。正像在第二章英语元音讨论中所看到的，我们 

可能用到很多标音法。表11.1概括了一些不同标音类型之间的关系。

图11.1 |用于描写不同标音法的术语图解

标音

系统式标音 印象式标音

音位标音 音位变体标音 简单式标音 比较式标音

以上标音法的第一个明显区别是：有的在一些方面反映了所记语 

音的系统的语言学事实，有的只是几种用符号对听到的音做印象式记 

录，如：言语矫正师在还没有找到病人病理时所做的记录，或者是语音 

学家在听到以前从未标写过的语言时对最初传入耳朵里的几个词所 

做的纪录。从理论上讲，印象式标音法是用符号描写一般语音类型的 

实时面貌。

语音学家很少对语音进行彻底的印象式标音。通常，在给新病人 

281的语音或者给以前没标写过的语言标音的头几分钟里，我们是使用那 

些凭语音直觉和先前经验得来的音标。但我们很快就不再关注那些 

在同一话语中重复出现的细微差异，尤其当说话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这些差异时。实际上，彻底的印象标音法只是在调查婴儿前语言的咿 

呀声时才是必要的。

系统的（语音学）标音又由两个独立部分构成。首先可以分为音 

位标音和音位变体标音。音位标音是用尽可能少的音标将一种语言 

中所有不同的词标写出来的标音方法，音位变体标音则是用大量不同 

的音标来描写话语中带有系统性、变体性的语音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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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我们讨论英语语音时所注意到的，音位标音和音位变体标音之 

间是通过一系列的表述联系在一起。这些表述讲的是不同语音环境下 

的语音分布问题。音位标音和音位变体标音相冲突的地方仅在于语言 

中对立的音值。这两种类型标音的区别仅在于，对语音信息做出精确详 

细的描写是通过标音本身还是标音后附加一系列关于语音分布的表述。

系统语音学标音中还有一种区别I ,那就是简单式标音还是比较式 

标音。最简单的国际音标符号是采用罗马字母表的普通字母，如 M、 

Mo像D. 仃等许多不那么常见的字母反映了更多的

语音细节。采用更多不常见符号的标音法叫比较式标音。因此，采用 

更多特殊符号无疑反映了简单音标的一般语音学价值和外来符号更 

精确的语音价值之间的比较。像我们先前提到的.通常宽式标音既是 

音位标音（与音位变体标音相对）又是简单标音（与比较式标音相对）。 

严式标音可以显示音位变体之间的差别，它或者可以通过采用更多的 

特殊符号来显示更多的语音细节，或者将变体差别和更多的语音细节 

都显示出来。

一说到音标我们就会看到音系学分析和语音学描写缠结在一 

起 两者都是关于公众共享的语音知识。一般认为音系学必须依 

赖于精确的语音学观察。但同样,大部分语音学观察是在音系学框架 

内进行的。唯一纯正的语音学标音是由高质量仪器录音而得出的数 

据。一旦这些数据被切分或者用某一方式标记，那么音系学的思路也 

就立刻显现出来了。

0））特征的层级系统

我们复习语音学标音的第二个方法是考察一组具有语言学意义 

的语音特征（features）。在这里特征是一个音的构成部分，它可能是 

比较笼统的描述性术语（如“唇音”）.或具体的描述性术语（如“双唇 

音在最具体的层面，语音特征可能和特定的发音动作或声学特征282 
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双唇”这个特征不仅说明调音部位在唇部.而且 

还是双唇。特征是以层级形式排列的.每个层级的节点都和更具体的 

特征有关。

图1L2是主要的语音学特征。所有语音都具有一些喉上特征、 

喉部特征和气流机制。喉上特征可以分为（调音）部位、（调音）方式和 

可能的鼻化和边音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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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特征在图1L3有详细的说明。有关部位的第一个分节从进 

人声道主要区域开始，它为我们分出了五个特征：唇、舌冠、舌面、舌 

根、喉。在第一章我们用了前三个术语，现在我们增加舌根（radical）. 

作为涵盖由舌根发声所产生的［咽音1、［会厌音］等术语。我们还有 

一个喉音，它只有一个特征值［喉］，涵盖像［h, 22的各种发声。如果 

283要给辅音做一个简易的特征组合，我们必须认识到，喉上特征一定允 

许喉部动作具有双重特性并且将喉包括在调音部位中。

图11.2 |特征层级系统中的主要特征

音段- 
(segment)

喉上一
(supra—laryngeal)

喉
(laryngeal)

-气流
(airstream)

部位(place) 

方式(manner) 

鼻音性(nasality) 

边音性(laterality)

图11.3 |调音部位特征的分级系统

---［双唇(bilabial)］

_ ［唇齿(labiodental)］(labial)

-［齿(dental)］

-- ［龈(alveolar)］
否冠

(coronal)
一［腭一龈(palato-alveolar)|

-- ［卷舌(retroflex)］

PPI"

(place)
千百

-［硬腭(palatal)|

古囿
(dorsal)

［软胎(velar)|

-- ［小舌(uvular)］

——舌根_______ ［咽(pharyngeal)］

(radical) -［会厌(epiglottal)］

-喉-----------
(glottal)

［喉(glot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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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个音时可以使用唇、舌冠、舌面、舌根、喉等一个以上的部位。 

［M］就同时具有［唇音］和［硬腭］的特征值，［w］同时有［唇音］和 

［软腭在五个常用部位中，舌冠音的发音可以分成三种互相排斥的 

可能性：舌叶音（舌叶的）、舌尖音（舌尖的）和舌尖下音（舌面下部）。 

这三种互相排斥的可能性和其他调音部位可以在图口.3的右边部分 

看到。在这本介绍性的教科书中，有些可能性我们并没有谈到.但是 

在描写世界语言的语音时需要用到它们。

用一个简单的框架可以满足将舌冠音和唇音、舌面音看作终端特 

征的需求，如图11. 3所示。要区别包括我们在第七章讨论的舌尖音 

和舌叶音就要用一个更精密的特征层级体系。这样通过使用图11.4 
中所示的区别，我们就可以研究更多的语言。图11.5显示了调音方 

式方面的可能特征。我们可以将塞音、擦音、近音和元音（不考虑精确 

性的话也可以称之为特征）归为一组，作为空隙度特征的组成部分。 

这个归类反映了这四种特征-一塞音、擦音、近音和元音都依赖于调 

音器官的收紧程度。在一些旧的系统中这些可能性被分成两个组,但 

现在最好认为它们形成一个语音变化连续体。拿赖福吉名字 

Ladefoged的发音变化来说，它就属于这个连续体,，这个名字起源于丹 

麦语。在英语中赖福吉把它发为［婕山fougid1,其中有丹麦语曾有过 

的辅音。在丹麦语中，这些塞音先变成擦音「屋：6垃。：丫3的，然后变成近 

音匚ke:8fo密密］，现在可能更像是［lae:dfo:wd］o很明显，这个连续体 

是从塞音开始经过擦音再到近音的。（注意使用附加区别符号意284 
味着开合度更大，把擦音符号转变为近音符号。）赖福吉的名字只是 

两个丹麦语单词的简单组合，及八指谷仓，/。幺山指像管理员、地主 

管家之类的人。所以，Ladefoged = "谷仓管理员工西班牙语同样有 

这样从塞音变成擦音再变成近音的过程。

塞音特征只有一个可能的值［阻塞］，而擦音有两个值：［啜音1和 

［非喳音］。近音和元音可能的值我们在下一段会讨论到，但这里我们 

首先应该注意有两个调音方式上的特征，即颤音和拍音，它们分别有 

一个可能的值：［颤音］和［拍音，所有这些方式特征间的进一步关系 

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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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舌冠特征的详细图解

舌冠-
(coronal)

图1L5

-舌叶
(laminal)

-舌尖
(apical)

一舌尖下一
(sub-apical)

I由调音方式特征统辖的特征

一空隙度一
(aperture)

一［舌唇(linguo-labial)|

-- |齿间(inlenkntal)］

-- ［舌叶齿(laminal dental)］

一［舌叶龈(laminal alveolar)］

——［舌叶龈后(laminal posl-alveolar)］

(二月粤龈音［plalato-alveolar|)

-- ［舌尖齿(apical dental)］

［舌尖龈(apical alveolar)］

一［舌尖龈后(apical posl-alveolar)|

［舌尖下腭(sub-apical palatal)

(二卷舌［retroflex］)

-塞音_
(stop)

-擦音一
(fricative)

——近音

(approximanl)

［塞音(stop)］

|啜音(sibilant)］

［非喔音(nonsibilant)］

方式一 
(manner)

—元音
(vowel)

拍音一 ［拍音(tap)］

(tap)

-颤音
(trill) ［颤音(Irill)l



特征的层级系统| 283

图11.6 由元音和近音特征统辖的特征

一卷舌
(rhotic)

舌传高低

---[高(high)]

[次高(mid-high)]

(height)

—舌位前后

[中(mid)] 

一[次低(mid-low)] 

——[低(low)]

-- 面(front)]

(backness)

[央(central)1 

一[后(back)]

JU H和兀H 

(approximants & vowels)
___撮唇 ____ F [撮(protruded)]

一唇形圆展---  (protrusion) 一 [缩(retracted)]

(rounding) 二敛唇____「[敛(^mpressed)l

(compression) [侈(separated)]

一舌根特征----------------T什臂雪["TR)]

/ 、 L [-舌根前伸(-ATR)]
(tongue root)

(二咽化[pharyngealized])

[卷舌化(rhotacized)]

如图11.6所示，近音和元音支配其他的特征。其中有五个主要 

特征，舌位高低包括五个可能的值：［高1、［次高，［中］、］次低人［低， 

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没有哪种语言的音高差异会超出这五个高度 

值。舌位前后只有三个值，前人［央］、［后如我们在第九章所看到 

的，日语的［9］有两种唇形圆展①：撮唇性和敛唇性。撮唇性有两个可 

能的值：［撮入］缩上敛唇性也有两个可能的值：［敛］和］侈，舌根特 

征有两个可能的值：［十舌根前伸］和［一舌根前伸，咽化音因为有 

跟舌根前伸相反的值，因此被归为［一舌根前伸］。卷舌音类只有一 

个可能的值.即［卷舌化，

我们没有画独立的图表来描写另外两个喉上特征：鼻音性和边音 

性,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终端特征。鼻音性有两个可能的值：［鼻音］和 

［口音］，边音性的两个可能值是［边音］和［央音1。 285

①译按：第九章“其他语言的元音”.将这个元音描写为［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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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L 7显示了喉音的三种可能特征。喉头开闭度说明声带之间 

的距离有多大。很多语言用以下五种可能特征：［清化］、［气声性］、 

［（常态）浊化］、［嘎裂声性］、［喉闭态，我们在印地语中可以看到［清 

化］和［气声性］,［（常态）浊化］是用于每一种语言中的常态嗓音，［嘎 

裂声性［出现在豪萨语之类的语言中，［喉闭态］形成喉头闭塞。其中 

会出现很多介乎中间的可能性，但如果我们只是提供用于区别喉头打 

开度的分类，这五个值就足够了。另一个独立特征，即喉头开闭时，是 

用来描写送气清塞音和气声性送气浊塞音的。第三个特征，即喉头运 

286动.它同样也包括在喉化特征中，是用来具体说明内爆音和喷音的, 

包括本书前几版在内的一些书更倾向于认为这些音只是涉及不同的 

气流机制。我们在第六章的开头就是这样描写的。在第六章的最后 

我们在总结声门的动作时把它们也包括进去了。就和那一章指出的 

一样.它们跟其他的喉化特征互相作用，因此被相应地放在这个层级 

体系中。

气流特征我们没有放在图11.7里,而是在图11. 8里独立显示. 

它只支配两个特征：肺和软腭。这两个特征都只有一个值°在更精密 

的安排中应该考虑肺气流机制是否因动力变化而有区别.但在这里我 

们不考虑这个可能性。

图11.7 |由喉音特征统辖的特征

[清化(voiceless)]

[气声性(breathy voiced)]

[(常态)浊化(|modal | voiced) |

[嘎裂声性(creaky voiced)]

[喉闭态(closed)]

喉头一

(laryngeal) 一喉头开闭时

(glottal timing)

一 [送气(aspirated)]

—[不送气(imaspiraled)]

——喉头运动-
(glottal movement)

[提升(raising)]

[静止(stationary)]

[压低(low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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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由气流特征统辖的特征

气流- 
(airstream)

-肺部.- 
(pulmonic)

——软腭- 
(velaric)

-[常态气流 
(modal airstream)) 

—园音(click)]

上面讨论的图表提供了用来描写世界上几乎所有语音所需要的 

特征层级体系。请试着从头到尾来学习这个层级体系，那么你能得到 

一个对各种语音完整而详细的说明。表11. 1是对英语一些音段所做 

的部分说明。

朝关于“语言学的解释”

下面我们讲个人语音学。当代语音学理论从很大程度上说聚焦 

于言语运动控制这样的话题。言语在记忆中的呈现方式、言语生成和 

理解过程的互动、语言演变的产生（接下来三个小节的内容），就是在 

这些话题中我们找到了关于语音模式的解释。比如,相邻语音具有共 

同特征这一现象叫作“同化”，但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于语言学语音学 

的术语和知识，那就等于被局限于语音模式的描写而不是解释。而 

且，被局限的解释往往属于观念与现象混淆（reification）的谬论 

就好像抽象的东西变成了具体的东西。这儿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产生 

同化的原因是相邻语音倾向于共享某些特征。这个“解释”会更加有 

力，如果我们把它看作语音序列的形式上的一个限制：AGREE（x）相 

邻语音都具有特征X。这种解释只是描述性语言的重组：同化就是相287 
邻语音共享某些特征。所以说,这个解释无任何新意。其本质上是： 

存在同化的倾向（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是因为有同化倾向存在（具 

体化为一条“解释原则在下一节，我们将探讨个人语音信息，以得 

出更令人满意的关于语音模式的解释。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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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H.1某些英语音段的部分特征赋值（元音只包括那些出现于所有地方口 

音中的音）

部位

唇
［双唇音］ p, b, m
［唇齿音］ f, v

舌冠

［齿音1 0, d

［龈音］ t ,d,n,l,s,z
［龈后音］ r

［腭龈音］ f.3
舌面 ［软腭音］ k，g，n

［塞音］ p, i ・ k ♦ b ・ d, g, m, n

空隙度

擦音
［喳音1 s,J,z，3
［非喳音］ f,0.v»d

近音 

元音

高低

［高］ i, u
［次高］ i ,ou

［中1 Q.3

［次低］

［低］ a?,Q

前后
［前］ tv i *ei >e»a?
［后］ Q2,OUMU

圆展
［圆］ u

［展］ i, i ,ei ,£,ae,a

鼻音性
㈤ m. n, rj

［口］ （所有其他音）

边音性
［:边］ 1
［央］ （所有其他音）

喉音 1喉头开闭
［清音1
［（常态）浊音］ （所有其他音）

/）统辖发音动作

关于言语运动控制，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对［p］的描写，牵 

涉一系列复杂的肌肉运动（胸肌、腹肌、喉头、舌头、面部肌肉等）。在 

发音过程中，这些肌肉要经历不同程度、持续时间不同的紧张。例如， 

有两块主要肌肉（降下唇肌和下唇切齿肌）牵拉下唇，使它和上唇分 

开。这两块肌肉必须放松，才能使［p］发音过程中的唇部持阻顺利完 

成。还有两块主要肌肉（口轮匝肌和须肌）的作用是让下唇接近上唇， 

其紧张程度必须超过降下唇肌和下唇切齿肌，［p］的阻塞才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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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足够的紧张程度”这样的描述意味着，唇部持阻所需要的肌肉紧张 

度是很难精确描写的，而只能参考作用相反的其他肌肉的紧张度。另 

外，作用相同的肌肉在紧张时还必须互相协调。比如，口轮匝肌 

（（）（）1）和领肌须相互协调，才能保证［p］发音时,若降鼻翼肌紧张度不 

够,0（）1就起动补充作用。

所以说,这些下唇肌肉之间的协调是非常复杂的.其紧张度难以 

确定。因为［p］发音过程中抬起下唇所需的肌肉纤维紧张度取决于其 

他唇部肌肉的紧张度。若考虑到下唇在做上下运动时.颌骨也在上下 

运动，问即就更复杂了。下降颌骨的肌肉（颌舌骨肌、下颌舌骨肌、下 

颌二腹肌）必须和抬起颌骨的肌肉（咀嚼肌、颗肌）相协调。而且，其紧 

张度取决于唇部肌肉的紧张度。就像下唇肌肉之间要互相协调一样， 

颌肌和唇肌也必须互相协调，才能顺利地发出［p，有些人发［p］时， 

颌肌的运动多于下唇，有些人可能正好相反-一下唇肌的运动多于颌 

肌。当然,还有可能我们所听到的某个［p］是上唇肌肉运动较多。颌 

肌的运动同时还取决于它在运动开始时的位置。如果它本身就处于 

关闭状态（就像发［ipi］时那样），发［p］时它就不需要运动，而发［apa］ 
时，它的运动度就比较大。

自由度问题（degrees of freedom problem）指的就是言语生成过程 

中要控制的这些自由变项。如果用平面的结构图来展示,每块肌肉的 

收紧独立操控，言语运动控制问题就会显得异常复杂。如果用带有层 

级结构的、以目标为导向的协调结构图（coordinative structures）来展 

示，问题（不仅言语运动控制系统.也包括其他的行为控制系统•像吞 

咽、行走、伸取、观看等）就会得到解决。

比如发音时的一个主要音姿（gestures）是唇部持阻。图1L9 
即是这一音姿的协调结构图。图中,“双唇闭合”这一任务位于顶层,289 
“抬起下唇”和“降下上唇”这样的次级任务需互相配合才能完成顶级 

任务“闭合双唇'，"抬起下唇”在图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和上唇配 

合完成“双唇闭合”这一顶层任务；第二次是和下颌配合完成“抬起下 

唇”这一次级任务。所谓“协调”.就是每个音姿都可用若干个任务和 

次级任务来界定。任何一个动作（比如闭合双唇）都不能实现对肌肉 

的直接控制。肌肉有其自身的运动目标，通过把总任务分化为若干个 

小的、简单的任务，自由度问题才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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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双唇闭合过程中的部分协调结构图

290

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调音部位和肌肉之间的配合来了解协调结 

构图。比如，在发语音序列［papQpQpQp。1时，上唇和下唇的位置很有 

趣：序列中有的［p］在发音时•下唇的抬起程度较高，有的［p］下唇抬起 

程度不高，这时我们发现上唇下降的程度较大(以弥补下唇运动度不 

够的问题)。图H. 9中所有的次级任务都呈现这种“互补模式 

下颌和下唇互相配合，口轮匝肌和颁肌互相配合。这种配合模式叫作 

等值动作(motor equivalences)：动作行为不同，但结果一致。

为了进一步举例解释协调结构,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元音的发音。 

你自己可以很容易看到，用很多不同的下腭位置可能发出相同的元 

音。请试着尽量咬紧上下齿发元音［i，然后分开再发这个音。所发 

的这两个音有差别的话，那是极小的。其他很多元音的发音也是如 

此。事实上，你让牙齿几乎并拢发音或者咬着像小硬币大小的楔子来 

发，都能够发出一套完整的元音。很显然•在这两种状态下发音动作 

肯定是很不一样的。如果发M时上下齿离得远，你能感觉到舌头在 

颌中提升。上下齿若靠得很近，下颌上升，带动舌头上抬发出LiL人 

们在发heed、hid、head、had等词的元音时，你可以观察到不同音姿 

等值运动的结果。你极有可能看到，一些人发音时是通过降低下颌 

来使舌头下降，而另一些人仍然保持下颌位置不变，舌头在颌内 

下降。

言语运动控制几乎通常包含除了必要的意义差别描述外.对言语 

生成更为详细的思考。而且，人与人之间言语运动控制的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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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个人语音信息也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已考虑到的每一 

个例子都可以用生理学或发音学术语的特有方法来描写。因此，如果 

两个［p］音有同样的唇部持阻.它们在语言学上就是完全等值的，不管 

下颌和嘴唇的配合方式如何。同样，采取不同的颌位并不会影响舌头 

的最高点或者与上声道相关的舌头形状。

关于言语运动控制，还有很多内容可讲。但是，这里我们只需关 

注一下它给解释“同化”这样的音系模式提供了多少灵感：注意到言语 

的生成是通过若干个音姿相配合的总体效果来完成的，这些音姿从本 

质上说都在争夺对声道肌肉的控制权这一点，我们就已经离那个解释 

很近了。比如，某个语音成分要求抬起下唇的肌肉比降下下唇的肌肉 

更活跃，而相邻语音成分的要求正好相反。肌肉运动的开始和结束都 

是逐渐的.所以，相邻语音成分的同化倾向只能是由不同类型的音姿 

交叠所致（当然,也可以用言语行为控制原理来解释）。

4））言语的记忆

我们已经看到：语言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由于声道生理特 

征和发音习惯的问题，同一语言的不同发音人所发的音差别很大。 

而且，语言还存在风格变体，从公共演讲到朋友间的随意交谈变化 

很大。 291
语音中缺少“常量”的问题给语音学理论的构建造成了很大困难。 

一方面.我们要用国际音标符号和音系规则来表述公众共享的语音知 

识；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发 

音差别都很大。这对于想用电脑自动生成和识别语音的语言工程师 

来说.也意义重大。

要解释不同语言间的差异，方法之一是假设每种语言都拥有各自 

所独有的一套语音执行（phonetic implementation）原则。这一方法论 

的前提是默认存在一些普遍的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通过各语言独 

有的执行原则来实现，语言间的差异也由此形成.比如，纳瓦约语和 

汉语都有清送气塞音。在第六章我们看到：纳瓦约语清送气塞音的声 

带起振时比汉语要长得多。若用执行原则来解释的话，就是： 

［+展喉］这一普遍语音特征在汉语和纳瓦约语中执行方式不同。

若用执行原则来解释风格变体就比较复杂。部分原因是由于很 

难假设：在把认真发音转化为随意发音的过程中，所有语言有一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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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同的弱化程序。比如，前几章我们介绍过，日语中有元音清化现 

象,通常只发生在高元音［门和［u］上。规则表述为：“清辅音之间的高 

元音通常被清化”。但问题是，日语中的央元音也有可能被清化（虽不 

是必须的）。规则可表述为「清辅音之间的央元音有时会被清化,语 

流速度越快，清化可能性越大工清化是一种语音弱化现象，在弱化过 

程中，原来相对立的语音特征（因语速和风格问题）被中和或消失了。 

其他语言中虽然也存在元音清化现象（试着发英语的小”““），但它还 

远远不是跨语言的普遍特征。所以说，每种语言都需要一套特有的执 

行原则来实现其风格差异。

用执行原则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语音差异几乎是不可能的。首 

先，人与人之间存在生理解剖学上的差异。不管这些差异是大（像成 

人和儿童之间），还是小（像相似人群中不同人的硬腭形状和大小差 

异），其对言语运动控制都会有影响。要解释这种类型的差异，执行原 

则就必须假设：个人语音差异的度远远小于由规则所支配的差异。自 

动语音识别工程在处理大词汇量、多个说话人系统时仍然不可靠，这 

说明，个人差异是执行模式的实质性问题。

这一节，我们探讨了语音差异问题（包括语言间的差异、风格差异 

292和个人差异），但本节的标题叫作“言语的记忆”，因为和执行原则相对 

的还存在一种理论，它更强调语音经历在记忆中的存储.值得一提的 

是：执行原理默认，记忆中存储的词都是以其最基本的语音形式存在， 

风格差异、个人差异等一切语音变异都是通过执行原则的转化来实现 

的。与之相反，另一种理论（特例原则,exemplar theory）却认为各种变 

体本身就被储存于记忆中了，不需要由执行原则去转换。图11.10用 

元音［u］的变体形式展示了这一理论，图中的两条轴线分别代表两个 

语音特征（也许是第一和第二共振峰，也许是舌头收紧点的位置和收 

紧度）。当然，真正的语音空间比这张图中展示的信息要多得多。执 

行原理用一个假设中的、抽象的语音形式［u］来代表源自［u］的各种变 

体；特例原则却认为每个［u］的不同实现形式都被储存在大脑中。总 

之，特例原则更注重存储信息，而执行原则更注重由转换而得来的各 

种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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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I假设中储存于大脑中的［刊的发音变体云状图

特例原则在对待语音学几个核心概念时的观察视角不同：

普遍语言特征 笼统的语音类别（像送气和不送气）源自听、说过 

程中的生理限制；细小的语音差异却是任意的——群体标准问题。另 

外,和认知普遍特征相比，生理和物理普遍特征更可信。

讲话风格 没有一种风格是最基本的（其他风格都源自于它）， 

所有风格变体都存储在记忆中。会讲两种方言的人存储两种方言 

的信息，所有说话人都掌控着一系列的风格变体。听者（通过记忆 

中存储的特例）可能会听到新的变体———区域方言或电脑合成的语 

音形式。

归类与生成 生成是执行原则中最主要的信息。但有趣的是，特 

例原则好像把它忽略不计。

语音演变新语法学派（大约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认为语音 

演变是逐渐的,而且会影响到语言中所有的词汇。其实，他们所依据 

的也是特例原则：在新的特例被加入到旧的特例“云图”的过程中，语 

音演变就形成了。注意，在执行原则中，语音的逐渐演变要求两个逻 

辑上相互独立的机制-执行原则本身的变化，以及语音特征的变化 

（在变化足够大之后）。

知）语音驱动力之间的平衡

当讨论一种语言的语音模式时，我们必须同时重视说话人和听话 

人的观点。说话人常常喜欢用尽可能小的发音努力去表达他们要说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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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除了要做非常清晰的演讲之外，他们发音倾向于用大量的同 

化形式.使某些音段不出现,让其他不同音段间的差异减少到最低程 

度。用这种方式发音要求发音人遵循发音方便（ease 2 artkulation） 

原则。减少发音努力的主要方法是使用语音间的协同发音，协同发 

音导致语言变化°例如，在英语的早期形式中，像nation .station等词 

被发成含有［si的［nasion］和「stasion］。音姿交叠的结果是，因擦 

音后前高元音的影响，舌叶上升，所以［s］变成了 ［口，［i］消失了,非 

重读的Eo］变成了 （这里的,在英语中从不发音，受拉丁语影响

的学者将它引入到英语词的拼写形式。）

我们很容易找到更为深入的例子。在improper fTI i/npossible之 

类的词从诺曼法语进入英语之前，协同发音所涉及的变化是词中鼻音 

位置和紧随其后的塞音。这些词前缀* （如在intol er able、indecent 

中）中的［n］变成了 ［m，这些变化甚至反映在拼写中,协同发音同 

样也涉及声门的状态。Resist ^result等词发成［rszi st」和［rJzAlt」.两 

个元音之间有一个浊辅音。这些词的词干原来是从清辅音［s］开始. 

这一点仍然在consist .consult等词中出现，这里的［s］并没有处在两 

294个元音之间。在上述所有的词以及很多具有类似音变的词中，一个 

或更多的音段受到邻近的音段影响.这就形成了发音的经济性。历 

史上同化现象的例子我们在第五章开头已经讨论过了。

因为听话人也需要用尽可能少的努力去理解对方话语的意义•所 

以发音人就不可能过多地简化自己的发音。听话人更喜欢在所有场 

合都能听到固定的、具有区别性的语音。在感知方面.人们所关心的 

是对词的意义有影响的语音应该跟另一个词的语音有足够的区别： 

一•种语言必须总、是保持充分的感知区分（sm fficicH perceptual 

separation） 0因此，语言对发音人也有一定的约束，使其总是要保持 

每个词充分的区别性。语言要确保出现在对立单位中的语音之间有 

充分的感知距离.如重读单音节词中的元音（像在beat ^bit^bet .bat等 

词中的元音）。

感知区分原则通常不会像发音方便原则那样形成一个音对其邻 

近音的影响。相反.感知区分可能影响出现在词中指定位置的一系列 

语音，如：在一个重读单音节里必须由一个元音占据的位置。发音过 

程是音段横向组合的过程.所以发音时会影响音段序列中的邻接语 

音；而感知过程是纵向聚合的过程，发音会影响一个语音序列中出现 

在指定位置的一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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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注意到人类语言用一些方法来最大程度拉大语音的感 

知距离。正如我们在第九章看到的，这个趋向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元 

音系统比较容易出现。如果一种语言元音之间的区别非常大，那么在 

绘制元音图时它们的共振峰频率就会显示元音之间可能离得很远。 

因此，人类语言的元音有一种自然的分布趋势：不同的元音被置于大 

致等距的位置上，也有可能在元音区域之外。这个趋势在元音数目少 

的语言中犹为明显。只有5个对立元音的语言有上百种（以西班牙 

语、豪萨语、日语和斯瓦希里语为例，这是4种完全没有关系的语言）。 

在这些语言中，元音分布大致均匀，至少有2个前元音、2个后元音。 

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存在不均匀分布的5个前元音。当然，也有许多 

语言像英语那样，有5个前元音和数目大致相同的后元音。

如果一对对立的音出现于一个词的相同位置上，那么这两个音之 

间的感知距离有增强的倾向。相反，若一种语言无论何时对两个相似 

的音都不做区别，那么实际所发的音趋向于两个音的中间位置。因 

此，正像我们所看至U的，英语是区别清塞音和浊塞音的，如pie.buy0 

但这种区别不能出现在/s/之后。所以，s力） 的塞音在这两种可能性之 

间（更接近于buy的塞音）。

这种现象同样也出现在其他例子中。我们看到，英语对［十之前 

的紧元音和松元音并不做区别。例如sing中的元音音质在［i］和［0295 
之间。同样，U 之前的音也无松紧之分。在美式英语的大部分形式 

中,here的元音同样介于口］、［］之间。

最大感知区分的原则同样也可以用来说明语言之间的一些差异。

法语有两个高的圆唇元音，如tout 全部）中的［u］和tu ［ty］
（你）中的［y］o它们的感知区别通过一个绝对的前元音和另一个绝 

对的后元音来保持，但是英语并没有这种对立。所以，出现在who. 

two中高的圆唇元音音质变化很大。在一些方言（如美式英语的很多 

形式）中.它是一个央或后元音，在另一些方言（如苏格兰英语的一些 

形式）中，它是一个前元音，跟法语的［力差不多。在英语中要考虑这 

个元音的话，最重要的是它应该有高而圆唇的音质，至于是前元音还 

是后元音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语言是如何保持发音人和听话人之间所 

需的平衡。一方面，从发音人的角度来说，他们有一种为方便发音而 

促使音变的压力；另一方面，从听话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有一种压 

力，为了区别话语意义语音之间应该有足够的感知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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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要点回顾

和别的章节不同，本章探讨了一些尚未解决的、更高端的语音学 

问题。通过检查特征层级，我们了解了语音的相似结构.这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有用的语音知识的分类，同时也要求我们默认判断语音相似 

的标准。这里，发音基础和许多音系模式（不同语言中的）是相配的。 

另夕卜,我们还提到语音知识的认知层面，包括言语运动控制的模式和 

言语记忆的本质。关于言语生成中的层级控制模式以及言语记忆中 

的特例原则，都还需要将来的研究来丰富。

力））操练

这一章最后的材料是用来帮助你复习前面几章描述过的许多语 

音，包括一些不同语言中的真实词语。如果可能的话.请一个母语者 

指导你发这些词的音。但不管怎样你还是应该再听听网络平台上的 

发音。请试着在听之前根据所提供的音标来发音，或者请教一下 

296专家。

6. 1 Lakhota（拉科塔语） （喷音）

6. 2 Sindhi（信德语） （内爆音）

6. 3 Xhosa（科萨语） （期音）

6. 5 Gujarati （古吉拉特语） （咋声元音）

6. 6 Thai（泰语） （塞音）

6. 7 Hindi（印地语） （塞音）

7. 1 Ewe（埃维语） （双唇和唇齿擦音）

7.2 Malaylam（马拉雅拉姆语） （调音部位）

7. 3 Quechua （克丘亚语） （硬腭音、软腭音、小舌爆发

音和喷音）

现在试着读下面单词。

A.纳瓦约语

纳瓦约语有三种方式的塞音对立,你需要发英语中没有的不送 

气、清音、喷音，还有几个不同于英语的塞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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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送气清音 送气清音 喷音

tota txa:? Jah
不、没有 二 恰好

hatitsi tshah ts 'ah
你会说 钻子，锥子 灌木蒿

tihah nijt4'a
油膏 左边

tjT tjha：? tfah

一天 海狸 帽子

bikha: k9a：?

它的表面 箭矢

B.祖鲁语

祖鲁语有一套明音，跟科萨语中明音相同。

齿音 龈音 龈边音

k|a：ga k! a：ka k||a:ga
用石灰水把… …刷白解开 陷入困境

k|ha:ga k!ha：k!ha k||ha：ga
认出，识别 扯开 拴马

g |o：6a g! d:6a glld:6a
涂油脂于 挤奶 打击

isiigle isi:g!e isiiglleile
（一种鱼叉） （动物的）臀部 左手 297

C.缅甸语

缅甸语浊鼻音和清鼻音的对立表现在四个调音部位上。

浊鼻音 清鼻音

nia 举起 ma 从……

na 痛苦 na 鼻子

Pa 右边 即 体贴的

四 鱼 胴 借进

D.希腊语

希腊语是几种少见的有硬腭和软腭擦音清浊对立语言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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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有齿间擦音。

齿音 腭音 软腭音

Oiki盒子 cari 手 xoma 土壤

diki审判 j ori老人 Xoma 橡皮擦

E.埃维语

埃维语有双唇和唇齿擦音的清浊对立，它们处于元音之间和带 

的复辅音中。

双唇清音 e<t>d e$le

他润色 他买了

唇齿清音 efa efle
他很冷淡 他撕开

双唇浊音 承 epio
埃维语（语言） 蘑菇

唇齿浊音 UvC evlo
二 他很邪恶

F.祖鲁语

除了一组复杂的布音外，祖鲁语还有几种不同的边音对立。

浊边近音 浊边擦音 清边擦音/塞擦音

龈音 la! la fea!la ianza

睡觉 嘲弄［过去未完成时【呕吐

鼻音十龈音 infcala mt i,a nt
饥饿 好运

软腭音 kl/ina

298 淘气的

下面复习元音和半元音。正像我们在第九章所注意到的,书面音 

标并不能精确描写元音音质的主要特征。请听网络平台上的录音，如 

果有条件的话，找一些如下语言的发音人，然后试着模仿他们的发音。

注意那些跟英语音标音值不同的音标。

G.法语

法语有12个对立的口元音。（一些说法语的人并不完全区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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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对立的口元音）

11 lit 床

le les 定冠词（表示某个或某些特定的人

或物，复数形式）

Is laid 丑陋的

la la 那里

la las 疲倦的

Iok Lore （人名）

lo lot 奖赏

lu loup 狼

ly lu 阅读（过去分词）

lo le 定冠词（表示某个或某些特定的人

或物.阳性.用于赞美）

loeK leur 他们的

Ie Lin 亚麻

la lent 慢慢的

lo long 长的

loedi lundi 星期一

法语还有3个对立的半元音。

mjet miette （面包）屑

mqet m uette 哑的

mwet /nouette 海鸥

Ije lie 系、拴

lyi lui 他（宾格）

Iwi Louise 路易丝（人名）

Mit h u it A
wi oui 是、对 299

H.德语
德语有所谓的紧元音和松元音，它们的不同表现在音长和音质 

上。音标［y］（L0的圆唇形式）表示前高元音的舌位稍有下降。

bi:ten bieten 提供

be：ton beten * 祈祷

be:ton baten 询问了（虚拟语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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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an baten 询问了

vY：ton wuten 发脾气

bo:tan boten 提供了（虚拟语气形式）

bu：tan I)uh ten 唱倒彩了

boron boten 小船（与格，复数形式）

bi ton bitten 询问

beton betten 床位

Iatan latten 棒条

bytan biitten 桶

boetirjon Bottingen （城镇名）

botan butter 黄油

botic bottich 大桶

vaitan we i ten 放宽

boyta beute 战利品

bauton bau ten 建造

1.瑞典语

瑞典语有长元音和短元音.短元音跟在长辅音的后面。音标［丫］ 

（D1的圆唇形式）表明前高元音的舌位有轻微下降。音标［e］（舌位 

稍微下降的 M）代表更央化的后高元音。

.ii:ta ri la 画

Je：ta reta 取笑、戏弄

Je:ta rata （使）变直

hae：J hdr 这儿

aa:ta rata 拒绝

Jo：ta Rota （山谷名称）

Juita rota 根

jy:ta ryta 怒吼、大声喊

300 J0：ta ro • ta 腐烂

hseu hdr 听！

Ju:ta ruta 窗玻璃

JLt： ri It 骑（名词）

jet: rail 正确的（形容词）

haeJ： herr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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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t: rati 方向盘

JOt： ra tt 生的

JUt： rott 划船

nyt：a nytta 用途（名词）

Joet: rott 红色

.i0t: rutt 路线

J.越南语

越南语有11个元音，包括成对出现的对立的圆唇和展唇后元音。 

本练习声调记写为：中呼调不标记，高-升调有个锐音符号

前 后

展唇 圆唇

ti 办事处 tui 第四 tu 喝

te 麻木的 tYA 丝绸 to 汤碗

te 跌倒 AQ 好感、喜爱 to 很大的

比9 吃 ta 我们/我们的 301



附录A

标音材料：老鼠亚瑟的故事

网络平台上提供了英式英语发音人和美式英语发音人对故事《老 

鼠亚瑟》（A厂历〃厂the Rat）的全文录音。这个故事曾被田野工作者用 

于为《美国区域英语词典》（Dictionary o f American Regional 

反哈佛大学出版社）开展的访谈活动。苏格兰语言学调查曾 

经用一个类似的故事制作过录音。两个版本的故事都源自于另一个 

更为古老的故事，19世纪为方言研究编写的《捉老鼠》（（万The 

Rat） o
《老鼠亚瑟》故事的第一段，还有一些其他随口说的句子，录制这 

些发音的说话人有着阿拉巴马、爱丁堡、伦敦、都柏林、新西兰等地方 

的典型口音。参看教材的网络平台.上面有音频文件。

Arthur the Rat

Once there was a young rat named Arthur, who could 
never make up his mind. Whenever his friends asked him if 
he would like to go out with them, he would only answer, 
“I don't know. " He wouldn't say "yes" or "no," either. 
He would always shirk making a choice.

His aunt Helen said to him, “Now look here. No one
is going to care for you if you carry on like this. You have 
no more mind than a blade of grass.”

One rainy day, the rats heard a great noise in the loft.
The pine rafters were all rotten, so that the barn was rather 
unsafe. At last the joists gave way and fell to the ground.
The walls shook and all the rats' hair stood on en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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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r and horror. "This won't do", said the captain. "I'll 
send out scouts to search for a new home.”

Within five hours the ten scouts came back and said, 
“We found a stone house where there is room and board for 
us all. There is a kindly horse named Nelly, a cow, a calf, 
and a garden with an elm tree. M The rats crawled out of 
their little houses and stood on the floor in a long line. Just 
then the old one saw Arthur. "Stop,“ he ordered coarsely. 
uYou are coming, of course?"

"I'm not certain”, said Arthur, undaunted. "The roof 
may not come down yet.”

“Well,“ said the angry old rat, “we can't wait for you 
to join us. Right about face. March!n

Arthur stood and watched them hurry away. "I think 
I'll go tomorrow,he calmly said to himself, but then 
again, "I don't know； it's so nice and snug here.”

That night there was a big crash. In the morning some 
men with some boys and girls rode up and looked at the 

barn. One of them moved a board and he saw a young rat, 
quite dead, half in and half out of his hole. Thus the 

shirker got his due.



附录B

给《国际语音学会期刊》（JIPA）投稿人的建议

为“国际音标说明”系列投稿之前,请您先和期刊编辑联系，以确 

认您是对该语言国际音标进行说明的第一人口稿件不要求有固定 

格式。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性，投稿应尽可能提一个建设性的指导原 

则，尽量多地涵盖一致性内容。一般来说，提交给《国际语音学会期 

刊》的文章应相对简短，可以是一篇在某种语言的语音学领域并非完 

全成熟的文章。文章一般包括五个部分：（1）绪论；（2）辅音表及其讨 

论；（3）元音表及其讨论；（4）韵律特征；（5）标音展示用短文。文章还 

应附上简要的参考书目。所有材料（不只是最后的标音说明章节）的 

高质量录音也要随文提交。

第一部分，绪论，应该用一到两段的文字（不加节标题）介绍这种 

语言的使用地方、语言类型.以及录音中发音人的相关信息。

第二部分，辅音表及其讨论，应冠名“辅音”。辅音表应紧接着标 

题放，并用一套国际音标符号来标写辅音音系的对立,将它放在官方 

的国际音标表中，只在需要时用横行纵列编排。每列题头应从本段末 

尾的术语中选择，按显示顺序排列（首字母大写并加括号）。如果次要 

发音需要在表上另列显示，则应紧跟着主要发音的那一列.如下表中 

的“（唇化软腭音）”：双唇音（Bilabial ）、唇齿音（Labiodental）、齿音 

（Dental）、龈 音（Alveolar ） 龈后音（Post-alveolar ） 卷舌音 

（Retroflex）,硬腭音（Palatal）.软腭音（Velar）.（唇化软腭音 

Labialized Velar）、唇软腭音（Labial Velar）、小舌音（Uvular）、咽音 

（Pharyngeal）、喉音（Glottal）。

每行题头应依据其在国际音标表中的顺序排列，并从下列术语中 

选择：爆发音（Plosive）、塞擦音（Affricate）、喷音（Ejeclive）、塞擦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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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ective Affricate)、边喷音(Ejective Lateral)、内爆音(Implosive)、 

明音(Click)、鼻音(Nasal)、颤音(Trill)、拍音/闪音(Tap/Flap)、边擦 

音(Lateral Fricative )、近音(Approximant )、边近音(Lateral 
Approximant)o注意，塞音是通称,在此不用。每行题头都需要用单 

数形式。

辅音表后应接一张展示这些辅音的词语列表。这些词语应尽可 

能简短，每个辅音后最起码应接有相同的元音,除非音系上行不通。 

每个词应该用音标和当地的认读法(如果有的话)标写，而且后面要有 

英语注释。词语列表后面应该有一到两段对辅音更精确的解释性文 

字。必要时可以使用附加区别符号，标出重要的音位变体。作者可以 

使用突破传统形式的音系描写，但还应提供一个传统的音段描写。

第三部分，元音表及其讨论，应冠名“元音”。元音符号应放在国 

际音标常规元音表中：表的顶端有四个单元，(右)侧上下有三个单元， 

表的底部有两个单元。跟描写辅音一样.元音也要用尽可能最小的对 

立组来展示。紧随元音表后的应有关于元音精确音质及其主要音位 

变体的讨论。我们鼓励作者提供表现许多发音人的第一、第二共振峰 

平均频率值的图表。当然这不是什么硬性规定。如果提供共振峰图 

表，最好使用Bark刻度，数据源点位于右上端，Fl刻度是F2刻度的 

两倍。

第四部分,韵律特征，应以适合这种语言的方式呈现.并冠名合适 

的标题。如果有词调，它们应该由最小的对立组以列表的形式来展 

示，就像展示元音、辅音的列表一样。对比重音或者音高重音应以相 

似的方式展示。句法结构的韵律特征提及时要简短。

第五部分,标音展示用短文，应冠名“标音文本”，并包含一段标音 

用的短文本。我们推荐的文本是下面寓言故事《北风和太阳》的译本。 

对某些文化而言，这篇短文有点不合适。为了更适用于某种语言或方 

言，短文可以全部或部分替换。然而，要探寻尽可能多的语言在相同 

片段的价值.应避免不必要的改动。标音时应只使用上面章节中列出 

的符号。标音之前应该对明显的音位变体或同化现象做必要的解释 

性评述，后面再接一个音位的正字版。如果合适的话，还应该提供这 

篇短文字面上逐字翻译的文本。作者,即便本身是这种语言的发音 

人，也应该牢记一点：通常可取的做法是，首先对发音人进行录音，然 

后再对录音进行标音，而不是让发音人读一篇已经标好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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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rth Wind and the Sun

The North Wind and the Sun were disputing which was the 
stronger when a traveler came along, wrapped in a warm cloak. 
They agreed that the one who first succeeded in making the 
traveler take off his cloak off should be considered stronger than 
the other. Then the North Wind blew as hard as he could, but 
the more he blew the more closely did the traveler fold his cloak 
around him； and at last the North Wind gave up the attempt. 
Then the Sun shined out warmly? and immediately the traveler 
took his cloak off. And so the North Wind was obliged to 
confess that the Sun was the stronger of the two.

北风和太阳

北风和太阳争论着谁更厉害。这时，一个人走了过来，他穿 

着暖和的外套。北风和太阳都同意，谁先脱下路人的外套，谁就 

更厉害。北风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吹，但是它吹得越猛，那路人将 

他的外套裹得越紧。后来，北风放弃了。接着太阳出来闪耀着温 

暖和煦的光芒，不一会儿，那路人便脱下了外套。最后，北风不得 

不承认，还是太阳更厉害。

来源：编者的话：国际音标说明，《国际语音学会期刊》，32(1)：89 — 91 (20023 D()l http：// 

dx. doi. org/10. 1017/S0025100302000166o 已得到重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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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关于特殊语言的许多资料都来自彼得・赖福吉本人的田野 

调查。当然，一些语言学家因对被调查的语言更为熟悉也给田野调查 

提供了非常可贵的帮助。很多资料都已发表在赖福吉和麦迪森合著 

的《世界语音》(Oxford： Blackwell, 1996),并对提供原材料的语言学 

家表示了感谢.除非另有标注.书中所有的声道矢面图都来自赖福吉 

所拍的X光视频。

Q第一章

X光视频。Kenneth N. Stevens制作的高速X光视频在网络平台 

上全都可以找到。放射线活动照相术拍摄的35毫米原始胶片由 

Svenohman和Kenneth N. Stevens在瑞典斯德哥尔摩Norrtull医院 

的Wermer-Gren研究实验室制作完成。两个人合著的《言语的放射线 

活动照相术研究：程序和目标》①论文摘要和《言语的放射线活动照相 

术研究》②一文里均有描述。Joseph S. Perkell在《言语产生的生理学： 

放射线活动照相术量化研究的结论和意义》③一书中对这些原始胶片 

做了细节性的描述与分析。

① 《言语的放射线活动照相术研究：程序和目标》："Cineradiographic Siudiesof Speech： 

Procedures and Objectives»**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35, 1889 

(1963) ♦ by Sven E. G. ohman and Kenneth N. Stevens.

② 《言语的放射线活动照相术研究》："Cineradiographic-Studies of Speech,“ Quarterly 
Progress and Status Report iSpeech Transmission Laboratory, KTH♦ Stockholm♦ 2/63： 9 

—11 (1963). byKenneth N. Stevens and Sven E. G. ohman.

③《言语产生的生理学：放射线活动照相术量化研究的结论和意义》：

Speech Production ： Results and Implications of a Quantitative Cineradiographic Study 
(Cambridge： MIT Press. 1969) . by Joseph S. Perk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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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胶片后来被转换成DVD格式，并由名誉教授Stevens在 

2004年6月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会议（From Sound to Sense： 50; 
Years of Discoveries in Speech Communication,“从语音到感知：言语 

交流的发现50年十”）上发布。胶片是海报的一部分,海报题为《发音 

的KEN氏运动学：重访Stevens的放射线活动照相术》（Articulatory 
KENematics：Revisiting the Stevens Cineradiography）,参与人有 K. 
G. Munhall（皇后大学）、M. Tiede（霍金斯研究室）、J.PerkelK麻省理 

工大学）、A. Doucette（工业光魔公司）和E. Vatikiotis-Bateson（英属 

哥伦比亚大学）。

4第二章

国际音标。《国际语音学会手册》（The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是关于国际音标最权威的参考 

书。认真的学生应人手册。出版商网站链接为http：//www. langsci. 
ucl. ac. uk/ipa/handbooko

4第三章

受元音影响的辅音。图3. 6中的资料由Anne Vilain> Pierre 
Badin和Christian Abry提供。这些核磁共振材料发表于他们1998 
年的一1篇文章"Coarticulation and Degrees of Freedom in the 
Elaboration of a New Articulatory Plant： Gentiane”（载于 R. H. 
Mannell 和 J. Robert-Ribes 编写的 proceedings of the 5/A Internationa I 

Conference on Spokeii Language ,第 7 辑，第 3147 — 3150
页，澳 大利亚悉尼，1998 年 12 月，http：//www. icp. inpg. fr/ % 
7Ebadin/Vilain_Abry_Badin_ICSLP_1998）中 o

Q第四章

发音词典o书中共提到三本词典：J. Peter Roach、Jane Setter和 

John Esling编写的《英语发音词典》Pronouncing Didimary ,第 

18 版，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John C. Wells 编 

写的《朗文发音词典》（Longman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第3版， 

Harlow, U. K. ： Pearson, 2008） ； Clive UptonA William Kretzschmar 和 

Rafal Konopka编写的《牛津现代英语发音词典》（Clrford Diclionary of 
Pronunciation for Current English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307

2003)D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参考的都是网络平台而非纸版，因为出版商 

都及时更新内容。

英式英语元音舌位。John Coleman教授曾把这些核磁共振视频 

资料发布在牛津大学语音实验室的网站(http：//www. phon. ox. ac. 
uk/jcoleman/British_English_vowels. html) _t o 他慷慨地授权我们 

在本章使用这些材料。

/r/发音：抬舌与卷舌。英语中相关的原始核磁共振视频由Mark 
Tiede 提供° Xinhui Zhou^ Carol Y. Espy-Wilson > Mark Tiede 和 

Suzanne Boyce 的文章“An Articulatory and Acoustic Study of 
’Retroflex' and 4 Bunched , American English Rhotic Sound Us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n ( 载 于 Proceeding so f Interspeech 

2007,第54 - 57页，比利时安特卫普)中也曾用到过这些材料。 

Suzanne Boyce添加了如下信息：”图片记录的是两个发音人持续发 

/"音13-20秒的情况。当时给他们的指令是把Pour中的/r/拖长。 

同时我们还收集了这些发音人连续语流的超声波资料。资料显示：不 

管是在发真实的词还是无意义的词时.这些人都使用相似的舌形。但 

发音人22的超声波资料和核磁共振资料显示他在发元音间的/"和 

/gr/时舌头是稍微抬起的。”

命名词汇。英国重要的语音学家J.C Wells在其著作《英语的口 

Id Accents of English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中提议使 

用这一术语英式英语和普通美式英语的命名词汇本章早先已有论 

述。澳大利亚英语的命名词汇来自Felicity Cox和Sallyanne 
Palethorpe 2007年的文章“澳大利亚英语"(Australian English,载于 

《国际语音学会期刊》，第37期，第341-350页)。爱尔兰英语的命名 

词汇来自Raymond Hickey的网站 爱尔兰英语资源中心(the Irish
English Resource Center, http：//www. uni — due. de/IERC/)» 以及其著 

作《爱尔兰英语发音图集》(A Sound Atlas of Irish English , Berlin： 
Moutonde Gruyler.2004)。

英语音位变体。第四章提到的许多关于英语音位变体的信息都 

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Patricia Keating教授和她的学生Dani 
Byrd John Choi .Edward Flemming 对 TIMIT 资料库以及其他反映 

美式英语不同方言语音资料库的观察所得。

发音达人。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Bruce Hayes教授作为 

我们的“普通美式英语”发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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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五章

两个"oppos〃/。对话中有关元音弱化的说明来自Buckeye语料 

库（http:〃buckeyecorpus, osu. edu/） o这个对话语音标写语料库在 

Mark A. PittKeith Johnson Elizabeth Humex Scott Kiesling 和 William 
Reiymond 2005 年的文章“The Buckeye Corpus of Conversational Speech： 
Labeling Conversations and a "lest of Transcriber Reliabilily”（载于 Speech 
Communication,第 45［1］期，第 89 — 95 页）中也有论述

奥巴马演说乐谱。巴拉克・奥巴马在爱荷华州竞选演说的前47 
秒内容，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Richard Rhodes教授用苹果应用程 

序Garage Band制作成乐谱。

ToBI标音法。俄亥俄州立大学的Mary Beckman和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的Sun-Ah Jun对本章中的语调标音进行了检查和修改。尽 

管所有ToBI的声调符号都能转换成国际音标的语调符号（比如降调 

和升调［/1）,ToBI标音系统（书中我只展示了声调部分）仍然不 

像国际音标那样被广泛教授。但是，有些语音学家不把ToBI作为教 

学内容，是因为他们认为ToBI标音法不太符合语音事实。比如，用 

H-L%来表示平缓语调。我们认为，不标语调的语音标写系统是不完 

整的。如果有比ToBI更好的标音系统的话，我们肯定会在书中加以 

介绍。

4第六章

如何发痛音？图6. 5展示的明音噪声的发音过程是基于Anthony 
Traill 1985年的著作《布须曼人语音及音系研究》

Phonological Studies of ! Xoo Bushman, Quellen zur Kohisan- 
Forschung. 5： Helmut Buske, Hamburg）里大量的 X 光视频研究。

喉头o图6. 6喉头的照片由John Ohala和Ralph Vanderslice提 

供。关于这些照片，（）hala介绍说：“照片拍的是RalphVanderslice的 

声带。我的工作类似于微距拍摄（用我的尼康相机），用一个长焦镜头 

加上一根可伸缩的管子和一个环形闪光灯（装在镜头周围，以使光线 

均匀）。但真正面临技术考验的是Ralph,他能忍受一面超尺寸的镜子 

（直径大约3厘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几乎是‘爬上'这面镜 

子，因为镜子是安装在一个固定设备上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 

法能让我更好地给每张照片对焦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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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七章

加州英语的齿塞音。在讨论英语齿音时提到的“细致的硬腭位图 

研究”是由彼得・赖福吉的学生Sarah Dart在她1991年的博士论文 

里做的 ° 这篇论文名为"Articulatory and Acoustic Properties of 
Apical and Laminal Articulations”（载于 UCLA Working Papers in 

Phonetics . 79 篇）。

2第八章

第一次竞选。图8.1中高频和低频成分的展示来自Buckeye对 

话标音语料库。在 Mark A. PittKeith Johnson. Elizabeth Hume、 

Scott Kiesling 和 William Raymond 2005 年的文章"The Buckeye 
Corpus of Conversational Speech ： Labeling Conversations and a Test 
of Transcriber Reliability”（载于 Speech Communication,第 45[1]期， 

第89-95页）中也有论述。

元音共振峰。图8. 5中元音共振峰的声学资料来自G. E. 
Peterson 和 H. L. Barney 1956 年的文章“Control Methods used in 
Study of the Vowels”（载于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第 24 期，第 175—184 页），以及 A. Holbrook 和 G. Fairbanks 
的文章“Diphthong Formants and their Movements”（载于

S peech a nd Hearing Research，第 5 期，第 38 — 58 页,1962 年 3 月）。

Bark频率。以赫兹为单位的频率和以Bark刻度为单位的音高之 

间的关系是由M. R. Schroeder.B. S. Atal和J. L. Hall在他们的 

文章“Objective Measure of Certain Speech Signal Degradations Based 
on Masking Properties of Human Auditory Perception”（载于 B. 
Lindblom 和 S. Ohman 编的 Frontiers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17 — 229 页，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中定 

义的。

“第九章

英语元音。图9. 1中英语元音的共振峰频率声学资料来自G. 
E. Peterson 和 H. L. Barney 1956 年的文章“Control Methods used 
in Study of the Vowels”（载于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da,第 24 期，第 175 — 184 页），以及 A. Holbrook 和 G. Fair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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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 “ Diphlhong Formants and their Movements”（载于 Journal of 

Speech and Hearing Research .第 5 期，第 38 — 58 页.1962 年 3 月）。

定位元音的舌位。图9. 3定位元音的X光照片来自S. Jones 
1929 年的文章 u Radiography and Pronunciation ”（载于 British 

Journal of Radiology > 新系列第 3 期,第 149 —150 页）。

英语方言中的元音。关于英语不同口音的详细资料：加州英语来 

自R. Hagiwara 1995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 Acoustic Realizations of American /r/ as Produced by Women and 
Man”；美国北部城市英语来自 J. Hillenbrand5 L. A. GettyNM. J. 
Clark 和 K. Wheeler 1995 年的文章“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English Vowels”（载于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第 97 [5]期，第 3099 — 3111 页）；BBC 英语来自 D. 
I>terding 1990年在剑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Spedker Normalization 
for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iion"0

其他语言中的元音。西班牙语元音的材料来自Pierre Delattre 
1964 年的文章“Comparing the Vocalic Features of English* German* 
Spanish and French”（载于 International Revieu1 of Applied 

Linguistics,H 2期，第71 — 97页）；日语元音的材料来自Han Mieko的 

著作《13 语音系》（Japanese Phonology . l（）kyo ： Kenkyuusha, 1962）;丹麦 

语兀音的材料来自 Eli Fischer-Jorgensen 的文章“Formant Frequencies 
of Long and Short Danish Vowels”（载于 E. S. Firchow 等编的 

Studies for Einar Fl augen ,Thc Hague： Mouton * 1972） o
舌根前伸时的舌形。图9. 10是基于Mona Lindau的阿坎语元音 

X 光照片，参见 Mona Lindau Webb 1987 年的文章“Tdngue Mechanisms 
in Akan and Luo”（载于 UCLA Working Papers in Phoneties,第 68 篇，第 

46-57 页）。

/r/发音：抬舌与卷舌。关于美式英语/「/的资料也来自Robert 
Hagiwaral995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论文。

练习Ao该练习中关于兀音的描述来自Kenneth N. Stevens和 

Arthur House 1955 年的文章 Development of a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of Vowel Articulation”（载于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7 期，第 484 —493 页）。

练习Bo该练习中的描述是由Morris Halle和Kenneth N. 
Stevens 在他们 1969 年的文章“（）n the Feature ‘Advanced To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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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载 T* Quarterly Progress Report，第 94 期，第 209 —215 页;由 

麻省理匚大学电子研究实验室发布）中建议的。第3项练习中关于元 

音的历时描述可以在Hermann Hclmholz的著作《声调的感知》 

（Sensations of Ton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 1954）中找至。 

该著作的初版是德文版，1863年出版：第四版由A. J. Ellis翻译成英文 

版,1885年出版；1954年由纽约Dover Publications公司重印。

人第十章

测量语言节奏。”成对变异指数”的概念来自E. Grabe和E. L. 
Low 的文章“Duralional Variability in Speech and the Rhythm Class 
Hypoihcsis”（载于 Papers in Laboratory Phonology , 7 期. The
Hague： Mouton,2000） o如果你对该话题感兴趣，一定要还读一读 

F. Ramus. M. Nespor 和 J. Mchler 1999 年合著的文章“Correlates 
of Linguistic Rhythm in the Speech Signal”（载于 Cognition,第 73 
［3］期.第265 —292页）。本章中关于节奏的论述也反映了我本人（凯 

斯•约翰逊）的观点，参见我发表的第二篇文章（ 1985年，和B. 
Sinsabaugh 一起）"The Simplification of the Greek Vowel Systemv 
（载于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第 21 期.第 189 — 198 页），谈的是 

节奏变化对音段造成的影响（古希腊语从音节一节奏型转变为重音- 

节奏型）C

e第H■*一章

发［p］时的协调动作。图11. 9是基尸Mary Beckman名为“Notes 
on Speech Poduction”的课堂教学材料一 Beckman博士对我们这一, 

版教材的贡献也体现在第五章里。

新语法学派特例。非常感谢Andrew （iarett教授为我们提供了 

下面这段川文。引文来自 Hermann Paull92（）年的著作Prinzipien 

der Sprachgewchichte （第 5 版,Haller： Niemeyer；第 1 版，1880 年；第 

2版，1886年），其中Paul清楚地解释了特例记忆（同一话语在不同时 

间的发音）和语音演变的关系：

为了理解我们称之为语音演变（德文Lautwandd）的现 

象•我们必须分清话语发音时的生理过程和心理过程：首先. 

发音器官的运动... ；其次•这些动作所伴随的系列感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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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感觉（德文Bewegungsgeftihl）... :第三，听者产生的声学

感觉（德文Tonempfindungen）,周围的 说话 人自身处于正常 

环境中。即便是生理上的兴奋已经消失了，心理效应却仍然 

在持续。也就是,记忆中的呈现（德文Erinnerungsbilder） 
语音演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它连接了本质上 

独立的生理过程,并建立起了同一话语在不同时间的发音之 

间的联系。



术语汇释

注：表中的解释不是正式定义，但可以作为复习本书的向导。定义中的粗黑 

体词在术语注释中有独立词条。

Advanced tongue ATR）（舌根前伸） 

发音时舌根前移，使咽腔扩大，（通常抬 

高舌头，使其接近上腭）。咽腔变窄时 

所形成的音是咽音［一舌根前伸， 

Affricate（塞擦音）由塞音后接一个同 

部位擦音所构成的音。

Allophone（音位变体）音位的变体形 

式。音位变体由一组音构成，其条件 

是：（1）不改变词义；（2）彼此语音相似； 

（3）出现的语音环境互补,如：音节起始 

音跟韵尾相对立。音位变体之间的差 

异可以用音系学规则来解释。

Alternations（交替形式）可以用音系学 

规则描写的词内形式变化。SU ： divine 
和"2z〃（〃y）中［al］和1］之间的 

差异。

Alveolar（龈的；龈音的）涉及舌尖或 

舌叶跟龈的发音，如英语力e的CdL 
Alveolar ridge（龈脊）口腔上部紧接上 

门齿后的部位。

Alveolmpalatal（龈腭音）龈后辅音，发音 

时舌前部朝硬腭方向抬起。

Ambisyllabic（兼属两个音节的）属于,两 

个音节。如happy中的辅音［p］有时 

被称为兼属两个音节的音。

Anticipatory coarticulation （预期协同发 

音）本与发某音无关的某个调音器官， 

由于后接音的影响而预先移向发该音 

位置的动作。如皿加7中的［s］带有圆 

唇，是受紧随其后的圆唇音［w］的 

影响。

Apical（舌尖音）与舌尖相关的调音e 
Apprcximani（近音）调音时两个器官彼 

此接近，但还没有窄到可以形成湍流。 

在英语很多形式中，w/都是 

近音。

Arliculation（发音；调音）两个调音器官 

接近或接触，如舌尖和上齿。

Articulator （调音部位）声道中用来发音 

的组成部分。

Arytenoid cartilages （勺状软骨）声带后 

末端的一对软骨组织，它们的运动统辖 

着不同的发声类型。

Aspiration （送气）除阻后的一段无声 

期，如英语饵£由。门:

Assimilation（同化）由于比邻音的影响. 

一个音变成另一个音的现象。如下面 

的变化：，〃力〃7中，［n［变为［m］,读



314 |语音学教程（第七版）

[impot] ; 中，[z]变为 ㈤•读

['dA3ji] 0
Back（of the tongue）（舌面后）位于软聘 

下面的舌体部位。

Back vowels（后元音）舌体位于U腔后 

部发出的元音。等元音形成 

了一组具有参照价值的后元音。

Bark scale（巴克刻度）用相同的间距来 

标记说话人感知的音高.

Bilabial （双唇音）涉及双唇的发音,如 

英语my中的[m],
Binary feature（双值特征）可以用来给 

带有两种可能值的音进行分类的特征 

（如边音九

Breathy voice （气声）阵声的另一种名 

称，是一种气流高速通过微微张开的声 

带并使其振动的发声类型，如印地语中 

的[b叮。

Broad transcription （宽式标音） 不显 

示大量语音细节的标音,通常只指简单 

的音位标音。

Cardinal vowels（定位元音）由丹尼•琼 

斯（Daniel Jones）首先定义的一组参照 

元音。任何一种语■言的元音都可以通 

过定位元音之间的关系来描述:

Cilation fcrm（单念形式）一个词单独发 

音时的形式。

Click（明音）由内人的软腭气流产生的 

塞音，如祖鲁语的m.
Closed syllable（闭音节）以辅音收尾的 

音节。 如 magpie、pantry % i（mi[tletioji 

英语词中的第一个音节°

Coarticulation（协同调音）相邻善的调 

音交叠a
Coda（韵尾）音节中出现在元音后的 

辅音。

Contour tone（曲折调）在声 调语言（如 

汉语）里，音高范围内的滑动变化，

GwdinatWe structures（协调结构）和肌 

肉群在发音控制中的功能有关。是以 

目标为导向的、有层级结构的控制系 

统。像“双唇闭合”这样一个语音动作 

由若干个次级任务组成

Clonal（舌冠音）舌尖或舌叶抬起靠近 

牙齿或龈（有时是硬聘）发出的音・如

Creaky voice（嘎裂声）参见喉化

Declination（降调）在发音过程中音高 

不断降低的语调.

Degrees of freedom problem （自由度问 

题）在言语运动控制中，需要同时掌控 

很多块肌肉,而每块肌肉的运动都有一 

定的自由度参见协调结构

DentaM齿音）舌头和牙齿接触所发 

的音。

Diacritics（附加符号）用来区别一个音 

标不同值的附加小符号。例如，附加 

来区别软腭化音和非软腭化音,如 

田和[口相对。

Diphthong （二合元音）单音节中一个元 

音音质的变化,如英语布9中的卬。 

Dorsal （舌面）用以描述那些用舌后部 

发的音。

Dorsum （舌后）舌的后部

Duwndrift（下移）在语调短语中音高F 
降的趋势.

Downstep （降阶）高音高重音或高音调 

位于一个类似的高音高重音或高音调 

后可能会逐渐降低。

Ease of articulation （发音轻松度）影响 

语言声音系统的一种力量，它导致易发 

的音比难发的音更有可能存在。

Ejective （喷音）用喉头外出气流产生 

的塞音。如豪萨语的[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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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penthesis （增音）在词中插入一个或 

多个音.如把sense发作［sents］«, 
Exemplar theory（特例原则）--种观点 

认为：发音人所发的和（或者）所听到的 

全部音都以特例形式储存在记忆中。

Feature （特征）此处指语音学特征。有 

些特征（比如“舌冠音”）比较笼统.有些 

特征（比如“唇齿音”）比较具体。

Filler（滤波器）在声学语音学中.它指 

的是一个声学管道,可以强化一个音的 

某些共振峰,而弱化另一些共振峰.

Flap （闪音）某一调音器官《通常是舌 

尖）先往后收卷.然后再迅速回到原位 

置时碰击另一调音器官所产生的音。

Formant （共振峰）声道中空气的共鸣频 

率,元音的特征反映在前三个共振 

峰上“

Frequency （频率）一个音在气压下的振 

动率。

Fricative（擦音）收窄两个调音器官的 

距离使部分气流受阻从而产生一股湍 

流二如英语zoo中的

Front vowels（前元音）舌体位于口腔 

（嘴）前部的元音，元音形成 

一组可供参考的前元音。

Full（完整形式）当某个词的发音展现 

了单念形式中所行或大部分语音信息 

时•该形式就是完整的发音形式。

Geminatef双音）两个相邻的同质音段. 

如意大利语folia ［ folia］（拥挤）中的 

两个辅音。

Gesture（音姿）言语运动控制中声道动 

作的抽象展现.参见协调结构， 

GlMla"喉音）与声门相关的发音。如 

英语的许多形式中.〃〃〃的［'Ba? n ［中 

的⑶。 ’

Glottal slop（喉塞 h « 又称 glottal**catch 

声带紧贴在一起时所发的音。

Glottalic airstream mechanism
（喉头气流机制）由喉头活动形成的咽 

部气流运动。喷音和内爆音都是由喉 

头气流机制产生的..

Glottis （声门）声带间的空间。

Hard palate （硬腭）由骨性组织形成的 

口腔前顶部。

Hcmarganic （同部位的）调音部位相 

同。如英语hand中的［d］和［nJ调音 

部位相同。

Implosive （内爆音）由内人的喉头气流 

发出的塞音，如印地语的⑻。

Impressionistic transcription （印象标音 

法）只显示语音的普通语音学价值的标 

音法。

Intensily （声强）语音的声学能量值.

Interdental （齿间音）舌尖稍突出于上

F齿间发出的音。许多美式英语发音 

人在thick、thin之类的词中就发齿 

间音。

Inkmathm（语调）在短语或完整句子中 

出现的音高变化模式。

Inlonalional phrase （语调短语）采用某 

一特殊调型的可扩展的言语片段。在 

一个英语句子中可能有一个或更多的 

音调组。

Labial唇音）涉及唇的发音,如Qf,v, 
m］o
Labial velar （labiovelar）（双唇-软腭音） 
发音时同时涉及舌后部运动形成的软 

腭闭塞和双唇闭塞。

Labialization （圆唇化）发音时作为次 

要的发音动作出现一定程度的圆唇现 

象•如英语m中。

Labiodental （唇齿音）涉及下唇和上齿 

的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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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inal （舌叶音）用舌叶发的音。

Laryngeal （喉音）用声门处的声道区域 

发出的辅音，如［h,?，
Laryngealization （喉化）嘎裂声的别称。 

是一种由勺状软骨紧贴声带后部发声 

端，使声带另一端振动的发声类型。如 

豪萨语［b］0
Lateral （边音）气流从舌两边流出的 

音。如英语leaf中的口］。

Lateral plosion （边爆发）通过降低舌的 

两边来完成爆发音的除阻.如saddle 

的末尾。

Lax （松元音）这个术语没有具体的语 

音相关物，只在音系学基础上给元音分 

类时使用。在英语中，松元音可以出现 

在由E1结尾的单音节中，如sing, 

length、hang、hung 0

Length（时长）发音持续时间的单位•用 

于区分不同的词,参见双音。

Lexical sets （命名词汇）说明具有相同 

元音的词汇主要分组的关键词；用于比 

较各种英语变体间的元音发音。

Linguelabial（舌唇音）发音时舌靠近或 

接触上唇。

Lip rounding （圆唇）双唇的横向或纵 

向收缩，使得口腔开口度变小的动作。

Liquid （流音）这个术语•包括边音和各 

种形式的r音。

Locus （音轨）每个调音部位共振峰的 

明显源点。

Loudness （响度）语音的听觉特性，它使 

听者可以从轻到重给一个音分级,不必 

像语音的强度那样考虑声学特性。

Mid-sagittal section（正中矢状面图）声 

道中线（从前额到下巴）的切面图。

Monophthong （单元音）在音节 中与二 

合元音对应，单元音的音质变化不显 

著，如英语father中的［a］。请比较 

“二合元音:

Motor equivalence （等值动作）由调音 

器官的两个不同音姿所产生的同音 

现象。

Multivalued feature（多值特征）一个可 

以用来给超过两种可能的音分类的特 

征（如高度）。

Murmur （咋声）气声的别称，它是一种 

发声类型：发声时声带稍分开并允许一 

股气流高速通过声门.使声带振动，如 

印地语［b叮。

Narrow transcription （严式标音）显示 

语音细节的标音。这种音标用大量符 

号并在一些情况下还用附加区别符号 

来表示语音细节（如英语中的送气、音 

长等等）。

NasaM鼻音）发音时因软腭下降而不形 

成闭塞，气流从鼻腔通过，如英语my 

中的LmL
Nasalization（鼻化）发音时气流从口腔 

流出，同时软腭下降，如英语man中位 

于两个鼻音中间的元音［足］.

Nasal plosion （鼻爆发）通过下降软腭 

使爆发音除阻.从而使气流从鼻腔流 

出,如hidden的末尾。

Nasal stop （鼻塞音）口腔完全堵塞，气 

流只能从鼻腔流出。鼻塞音通常就称 

作鼻音。

Nasal vowel （鼻化元音）一部分气流从 

鼻腔通过而产生的元音。

Nucleus （音节核）一个音节的核心部 

分，通常是元音。

Obstruent （阻音）即塞音、擦音或塞擦音。 

Onset （起始声）音节中出现在元音前 

的所有辅音。

Open syllable （开音节）没有辅音尾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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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如底hivesbylau.\sawing英语词中的 

第一个音节.

Oral st9P （口塞音）口腔和鼻腔都完全 

阻塞的音，如［b，d,阿
Palatal （腭音）涉及舌前部和硬腭的 

音，如英语中的［jj a
Palatalization （腭化）•种舌前部向硬 

腭抬起的次要发音.就像俄语中所谓的 

软辅音.

Pahi"ahe》lar （腭龈音）涉及舌叶和龈 

后部的发音。

Palatography （腭位测量术）显示发音 

接触的技术，可以用带有印记的媒介 

覆盖整个舌头•然后在一个词发完以后. 

就能够观察到这种媒介移动到口腔顶部 

的情况。

Perseveralive coarticulation（后遗协同调 

音）前一个音的某方面发音保留到下一 

个音（后面的音段被前面的音段同化八 

例如：喉塞音后面元音的喉化现象...

Pharyngeal（咽音）涉及舌根和咽后壁的 

发音.如阿拉伯语中的fflB

Pharyngealization （咽化）舌根后缩使咽 

腔变窄的一种次级调音.如阿拉伯语中 

的所谓浑厚音。

Phonationl发声）发音时声带振动。

Phoneme （音位）可以用来系统、明确地 

描述一种语言声音的抽象单位。参见 

音位变体。

Phonetic implcmenlation（执行原则）描 

述不同语言间、方言间以及人与人之间 

发音差异的一种理论。通过规则来展示 

抽象的基本形式和实际发音形式之间的 

关系。

Phonogy （音系学）对一种语言语音系 

统和模式进行描写的学科Q .
Pitch （音高）语音的听觉特性，它可以 

让听者不必考虑声学性质就可以辨别 

出语音的高低，如语音的频率。

Plosive （爆发音）运用肺气流机制发出 

的塞音，如英语的 w 或［b］。

1mlveolar （龈后音）持阻部位在龈脊 

和硬腭之间的音“

Prominence （突显）一个音因为跟其他 

一些音彼此在响度、时长、重音、音调上 

组合在一起而显得格外突出。

Pulmonic airstreani mechanism （肺气流 

机制）由呼吸肌推动肺气流运动的气流 

机制 大多数音是由肺气流机制产生的. 

R-cok）red（r化音）带有卷舌近音［打色 

彩的元音.

Radical（舌根音）用舌根发的音。

Reduced （弱化）-个词的弱化形式和 

单念形式不同.包括弱化的元音和省略 

的音段。

Reduced vowel （弱读元音）元音发音时 

有非对立性的央化元音音质,在词的底 

层形式中.它仍是一系列充分对立音的 

一部分■如ern ph a sis第二个元音就是 

emphatic元音［史］的弱读形式。

Rcificalicn（观念与现象混淆的谬论）逻 

辑上的一个谬论。将原因和现象混淆 

起来.比如,以下解释就是一个谬论： 

由于存在一条普遍原则AGREE（x） ,它 

要求相邻音段共享特征X。所以，就会 

出现同化现象

Released burst（除阻爆发）塞音除阻时 

产生的噪音。

Relmflex （卷舌音）涉及舌尖和龈后部 

的发音，一些说英语的人在说rye和 

”厂时有卷舌近音。卷舌塞音出现在印 

地语和其他一些在印度使用的语言中。 

Rhctacizatimi（卷舌化）卷舌音的听觉 

性质。卷舌色彩是由降低的第三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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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引起的。

Rlwtic（卷舌音）在英语的某种形式 

中，/"可以出现在元音后.如car .bird, 

early,卷舌音出现在中西部美式英语 

的许多形式中，相反,在英国南部.其英 

语中大多数没有卷舌音。

Rhyme （韵体）由音节中元音（韵腹）和 

出现在其后的辅音构成。

RolK滚音）参见颤音”

Rounded （圆唇的）一种带有圆唇特征 

的发音。

Secondary articulation （次要发音）由不 

涉及主要发音的两个调音器官形成的音。 

英语音节尾的龈边音通常是由舌后部抬 

起发出带软腭化的次要发音,如eel.

Segment （音段）像辅音或元音一样的 

语音单位。

Semivowel （半元音）跟发元音的调音方 

式一样的音，但这个音不能独立构成音 

节》如we中的［w］。

Sibilant （呦音）一个音高很高并伴随紊 

乱噪音的语音.如英语「力和、力”中的 

［s］和［门。

Soft palate （软腭）腭的一部分,它位于 

口腔后部，柔软可活动口

Sonority （响度）一个音的响度与拥有相 

同时长、重音和音高的其他语音相关。

Source（音源）在声学语音学中，音源被 

声道所过滤。浊声、摩擦以及爆发时噪 

音都是主要音源。

Spectrogram （声谱仪）显示语音频率的 

图像，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频 

率，图中灰度表示任何时间点的频率 

强度。

S1叩（塞音）两个调音器官完全闭塞所 

发的音。这个术语通常指口塞音- 

即两个调音器官完全闭塞且软腭闭塞. 

如英语中的但鼻音，如英语 

rny中的［m］同样也可视为塞音,

Slress （重音）在整个音节中使用额外 

呼吸能量发音。

Strong form （强式）一个词重读时的形 

式。这个术语通常只用于那些重读的强 

读式单词①»如t（）ya o

Suprasegmental （超音段）诸如重音、时 

长、声调和语调等语音学特征.它不是 

单个辅音或元音的性质。

Syllable （音节）一个不是很令人满意的 

定义。音节似乎是组织和产生话语的 

必要单位。

Systematic phonetic transcription （系 统 

的音值标音）可以显示语言所有语音细 

节的标音方法•并又可以用音系学规则 

表述°

Tap （拍音）舌尖向上快速移动碰触口 

腔上部，然后沿着原路线回到原来 

位置。

Target position （目标部位）理想化的调 

音部位。可以用来描述发音人如何发 

出一个话语时做参照点”

Tense （紧元音）一个没有确切语音相 

关物的术语。它在根据音系学原则划 

分元音时使用。英语中,紧元音是出现 

在重读开音节中的兀音.如：、 

bah、sa,、Law、bc（）、buy Jwiegh、boy、cue 0 

loBI 一个通过高低及高低结合的音高 

重音序列来描写重读音节、语调短语和 

边界的系统。这个系统用从1（连接最紧）

① 译按：此处有误＜,原文为 This term is usually applied only to words that normally 

occur unstressed and with a weakform.与“弱式"术语矛盾。强式是指词重读时的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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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4（停顿最久）的停顿指数来表示相邻 

词语间关系的紧密程度。

Tone （声调）可以传达词部分意义的音 

高.如汉语中.[ma]发高平调时是 

“妈妈”的意思，发高降调时是“骂”的 

意思。

Tone sandhi （连续变调）由于受邻近声 

调的影响而产生的声调变化C
Tonic accent （语调重音）参见调核 

音节”

Tonic syllable （调核音节）在一个声调 

群里由于承担主要音高变化而突显出 

来的音节。

Trill （颤音）发音时一个调音器官保持 

放松并去靠近另一个调音器官，用气流 

使它们发生颤动•并交替着碰触分开。 

在苏格兰英语的一些形式中，r"中的 

Ld是颤音。

Unnnmded（不圆唇的）参见圆唇的 

Uvular （小舌音）涉及舌后部和小舌的 

发音,如法语rouge [ku3]中的

Velar （软腭音）涉及舌后部和软口盖 

或者软腭的发音,如英语g”中的 

[g]o
Velar pinch（软腭夹）软腭音语图上常 

见的一种图形c第二和第三共振峰较 

为接近。

Velaric airstream mechanism （软腭气流 

机制）由舌头动作产生的口腔气流运 

动。明音即用软腭气流机制发出。

Velarization （软腭化）舌后部向软腭抬 

起的次要发音现象,在英语的许多形 

式中.如hill音节末的 m 腭化程度 

很高。

Velic （软顶）涉及软腭及其上表面和咽 

腔的发音“软顶闭塞使空气无法从鼻 

腔中流出。

Velum （软腭）腭的一部分,位于口腔后 

部,柔软可活动。

Vocal tract （声道）气流流经的声带以 

上的部分，声道包括口腔通道和鼻腔 

通道。

Vccoid （纯元音）口腔中不形成阻碍所 

发的音。元音和半元音都是纯元音。

Voice bar （浊音杠）在语图底线附近的 

灰色区域，它显示了发辅音过程中的声 

带振动情况。

Voice onset time（声带起振时）声带振 

动到闭塞解除之间的时间“

Voiced （浊音）发音时声带振动的音. 

如英语me中的[mL在某些有浊音 

的语音中•声带只是在发音的某一部分 

时间里振动，如发英语die中的[仃就 

常如此。

Voiceless （清音）发音时声带不振动的 

音，如英语see中的[s]o
Vcmel quality（元音音质）由元音共振 

峰频率所决定的元音音色（参见共振 

峰）。

Weak form （弱式）任何词的非重读形 

式o如〃或当在谈话中现时它 

并不保持自身完整的读音形式。



相关阅读资料

语音学研究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下面列出了近四五I•年来出版 

的一些重要著作。当然，还有许多重要发现并没有写成书，只是发表 

在期刊上。你如果想了解语音学的最新发现，可以去阅读以卜期刊： 

J our nal o f the Internatioiial Phonetic Association * J ourna I of 

Phonetics ? JournaI o f Speech and Hearing Research . Language 

⑵以以及更多其他领域的专门期刊。这些领域如 

声学(特别是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语言 

学、言语病理学及特殊语言领域等。当然，还有必要上一些专业语言 

学机构的网站查看C

语音学词典：

Jones, Daniel. James Hartman, Jane Setter, and Peter Roach. 
《英语发音词典》(第 18 版)(Pronouncing Dictionary • 18th 
edit ion),佥lj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

Wells. John.《朗文发音词典》(第 3 fS.) (Longman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 • 3rd edition),哈洛：培生教育出版社，2008。

这两本词典都是很好的参考书,每个学语音学的学生都应该用它 

们来查阅相关资料。

Upton, Clive, WilliamKretzschmar, and Rafal Konopka.《牛津 

当代英语发音词典》(Ox ford Dictionary o f Pronunciation for 

Current English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

这是一本相对比较新的词典，被出版商描述为“对21世纪纯正英 

语口语的一项独特调查，

Kenyon, J. S. , and T. A. Knott.《美式英语发音词典》(第2版) 

(A Pronouncing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 2nd edition),斯 



相关阅读资料| 321

普林菲尔德，MA：梅利姆-韦伯斯特.1953。

虽然一些发音已经过时，但这本词典还是美式英语发音的参考标 

准。Knoll”词典怎么确定就怎么发音”的观点｛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 21, 1—10)是阅读这部词典有趣的指南。

常用语音学著作：

Abercrombie, David.《普通语音学纲要》(EZeme九Es of General 
Phonetics纽约：Aldine 出版社，1967。

这是一本语音学经典著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语音学概念。它通 

俗易懂,对所选主题有很好的介绍，但在涉及的范围上有所限制。

Ball, Martin,and Nicole Miiller.《交际混乱现象的语音学研究》 

(Phonetics for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 LEA, 2005 o
本书是一本综合性教材，解决“语音诊室”里可能出现的各种交际 

混乱现象。

Catford, John C.《语音学基本问题》(F〃"八Problems in 

Phonetics ) ,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J 977。

本书对发声类型和言语产生的空气动力过程有精彩的介绍，但不 

适合初学者阅读。

Cclce-Murcia, Marianne, Donna Brinton, Janet Goodwin.《发音 

教学指南》(第 2 版Pronunciation ： A Course book and 

Reference Guide , 2nd editio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

对于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这是一本很好的语音学教程0
Clark, John, Col in Yai lop ♦ and Janet Fletcher.《语音学和音系学 

入门》(第 3 版)(A〃 Introduction to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 3rd 
edition)，牛津：Wiley-Blackwell 出版社，2007。

本书的基础知识部分和其他书相同，但对语言学家来说它的专业 

性更强。

Hardcastle» William> and John Laver.《语音科学手册》(TTie 
Handbook of Phonetic Sciences)，牛津:Blackwell 出版社，1997 o

此书很全面,包括语音学所有方面的权威解释。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国际语音学会手册》(The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剑桥：剑桥大 

学出版社，1996。 ,

这是语音学专业的学生应该人手一册的参考书。



322 |语音学教程(第七版)

Johnson, Keith.《声学和听觉语音学》(第3版)，an4 
Auditory Phonetics > 3rd edition ),牛 津：Wiley-Blackwell 出 版 

社,2011。

此书是一本声学语音学专著，介绍语音生成中的声学原理以及语 

音的听辨过程。

Ladefoged, Peter,and Sandra Ferrari Disner.《元音和辅音》(第 

3 版)(％皿心 and Corisonants ♦ 3rd edition),牛津：Wiley-Blackwell 
出版社，2011。

此书对语音学的介绍比本教材更为简洁、轻松。

.《声学语音学纲要》(第2版)(Elements of Acoustic 

Phonetics , 2nd edit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

这本书只介绍了语音学专业的学生需要掌握的声学方面的基本 

知识。

.《语音数据分析：田野调查和仪器分析技术入门》

Data Analysis ： An Introduction to Fieldwork and Instrumental 

Techniques ), ： Wiley-Blackwell 出版社，2003 o
这是一本教你“怎样做”的书.旨在引导如何做语音学田野调查和 

语音分析。

Ladefoged, Peter, and Ian Maddicson.《世界语音》(So〃〃心 o/ 
the World 9s Languages) , 4^^ ： Wiley-Blackwell Hj . 1996O

此书对世界上已知语言的语音做了全面解释。

Laver, John.《语音学原理》.少Zes of P/imc/Ms ),剑桥：剑 

桥大学出版社，1994。

此书对语音学领域做了多方面的回顾。

Maddieson, Ian.《语音模式》o/ Sounds)，剑桥：剑桥大 

学出版社，1984。

此书是一份有关300多种语言语音系统的调查报告,为描写许多 

世界性语音及发展趋势打下了基础。

Pickett, J.M.《言语交际的声学语音学：基本原理、语音感知理论 

和技术》(T/zu o 尸 Speech Communication ： F und a?n ent a I. s <,

Speech Perception Theory , and Technology ),波 士顿：Allyn and 
Bacon 出版社？ 1999 0

此书对声学语音学的介绍比其他入门书更深入，其中对语音感知 

做了很多探讨。



相关阅读资料| 323

Pike, Kcnnclh.《语音学：理论述评及语音描写技巧》A 
（ritical Account of Phonetic Theory , and Technique for the Practical 

Description of Sounds'）,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女943°
这是一本高年级学生的经典教材。

Pullum, Geoffrey, and William Ladusaw.《语音符号指南》（第 2 版） 

（Phonetic Symbol Guide, 2nd edit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o
这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参考书，其语音描写包括国际音标在内的大 

量语音符号。

Roach, Puier.《英语语音学和音系学实用教程》（第4版） 

（English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 A Practical Course» 4th 
editio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

这本书非常适合对英语感兴趣的人阅读。

Stevens, Kenneth.《声学语音学》（Ao/ics ） •剑桥：麻

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9。

此书显然是一本技术方面的前沿著作，描写了已知的言语声学的 

所有方面。

Zemlin, Willard.《发音与听辨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第4版） 

（Speech and Hearing Science • Anatomy and Physiology • 4th 
edition） ♦ 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 出版社，1998。

此书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对调音器官做了很好的介绍。

常用网站：

国际语音协会：国际语音协会网站首页（http：//www. langsci. 
ucl. ac.uk/ipa/）上有很多有用的链接,包括音频文档以及专业的国际 

音标字体可供下载（免费）。当然，还有如何加入该协会，如何得到《国 

际语音学期刊》等内容。

语音分析软件：这里，我们推荐一些免费的声学分析软件（可作波 

形图及语图等）。

Wavesurfer： http：//www. sourceforge, net/projects/wavesurfer/
Praat ： http：//www, fon. hum. uva. nl/praat/
Audacity ： http ： //audacity, sourceforge, net/
YouTube上的语音学：凯斯•约翰逊的YouTube上有各种语音 

视频,内容丰富.甚至包括物理学讲座和业余喉镜检查等。http：// 
www. youtube, com/user/keithjohnsonberk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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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加黑的术语又见于“术语汇释”。

Acoustic and Auditory Phonetics （声学 

和听觉语言学），6.200
Acoustic phonetics（声学语音学），197— 

226
acoustic analysisC 〜声学分析），203— 208 
consonants（〜辅音）＞19»20®-214 
individual differences （ ~ 个体差异），

221-224
overviewC 〜复习）.6
perturbation theory （〜微扰理论）， 

202-203
source/filter theory （〜声源/滤波理 

论），197 — 200
spectrograms interpretation （〜 语图 

解析），213 —221
tube models（〜管道模型），200 —203

Acoustic（声学）

analysis（〜分析）,203 — 208
articulation and（发音学和〜），2 — 34
of consonants （辅音的〜特征），19, 

208-214
correlates（〜关联），213,242
intensityC 〜强度）.204 , 207,210,216

— 217,255 — 256
Advanced Tongue Root （ART）舌根前伸 

（ATR） ,238-239
Affricates（塞擦音），18.71,175,180,184
African languages （非洲语言），184» 

190.238
Airstream process（气流过程）,144 一 171

features（〜特征），282 — 287
glottis actions （ ~ 声门动作），156 — 

159,164-165
mechanism" ~机制），144 — 155
overview（〜复习），5 — 6
voice onset time（ V（）T） （ ~声带起振 

时），159—164
Akan language（阿坎语）.238
Aleut languageC 阿留申语）J 81
AllophonesC 音位变体），48 — 49,61,76 

-80,107-109,180-181
Allophonic transcriptions （音位变体标 

音），281-282
Alternations （交替），177,118,120,121
Alveolar lateral approximants （龈边近 

音），189

① 译者注：条目后的数字是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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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veolar ridge（龈脊）・ 10.11,13,14 
AlveolarsC 龈）.13 ・36,76,78 J75,179
Alveolar stops（龈塞音），78,79,175,215
Alveolar palatals（龈腭音），179 
AmbisyUabic（兼属两个音节的）,258 
American English（美式英语）

alveolar nasal（〜龈鼻音），78 
approximants（〜近音），72 — 73 
back vowel（〜后元音），232 
bilabial gestures（〜双唇音姿），174 
consonant sounds （〜 辅音），37 -

38,40
coronal and nasal stops（〜舌尖塞音 

和鼻塞音），68 — 69
dental fricaiives（〜齿擦音），175 
dictionaries for（〜词典），90 
diphthongs（〜二合元音），96 —99 
glottal 51cps（ ~喉塞音），66,67,118 
intonational phrase （〜 语调短 语）.

126 — 131.265
lateral plosion（〜边爆发），68
nasal plosionC 〜鼻爆发），184 
post alveolar sounds（〜龈后音），］79 
regional differences （〜 区域差 异），

42.43,69,93,96,98,101 — 102,234 一 

235
rhciacization （〜 卷舌化），99 - 101 ♦ 

239-241
semivowels（〜半元音），243 — 244 
spectrogram of （〜语图）.204 — 205, 

209,220
stress in （〜重读），259 —260 
taps and flaps（〜拍音和闪音），187 
timing（〜节奏），262 — 263,272 
tones（ ~ 声调），265
velarization（ ~软腭化），73
velar stops and nasals（ ~ 软腭塞音和

鼻音），180
vowel sounds （〜元音），41 - 44,95 — 

97,203,234
American Newscaster English （美国播 

音员式英语），101
Amplilude（振幅），8 —9
Anticipatory coarticulation（逆同化）.74
Aperture（空隙度），284 ,288
Apical sounds（舌尖音），178,280,284 
Appnixiniants（近音）・ 17, 72 — 73, 116. 

188- 190,279-281,284-287
Arabic language（阿拉伯语）,39,181 — 

182,245,253,261
Aramaic language（阿拉米语），253 
ArticulaiMm 发音/调音.参见“Coarticulation"） 

acoustics and（声学和〜），2 - 34 
centraK 央式〜），189 — 191 
consonams（辅音〜），15 — 18,173— 182 
controllingC ~ 统辖）.289 — 291 
coronal（ "S S ） w 12,13,68-69,283- 

284
dorsaK 舌面〜），12,180,283 — 284 
ease of（〜方便），294
formant frequencies and（共振峰频率 

和〜），206 — 207
glottal（喉〜），283,286 
labial（唇〜）.12,282 — 284
manners of （调音方式），15— 19,60, 

191-192
places of （调音部位），46, 174, 175, 

178-181
radical 舌根〜），283
secondary（次要〜），71,244 — 246 
structures of（〜结构），12 —13 
of vowel sounds（元音〜），20 —22

Articulators（调音器官），10,12
Articulatory gestures （音姿），10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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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91,289-291
Articulatory process（发音过程）,5 — 6
Arytenoid cartilagest 勺状软骨）・156 1 - 7 

spectrogram of （〜语图）.205 ― 206 •
215,218

vowel sounds （〜元音），41 12.44.
Aspirati（»n（送气）.61.154.16（）, 163
Assimilation（同化），119. 284 — 28B. 287

一288,291
ATR（舌根前伸.参见 ** Advanced tongue 

root”）

Auditory vowel space（元音听觉空间）, 

93-95
Australian aboriginal language （澳大利 

亚土著语），179
Austronesian ianguages（南岛语系），174

Back （of the tongue）（舌后部），10・ 12 ・ 14.
45,60 J52-153J8C. 245 —246 

Backness（元音发音的靠后程度），22 .
227 ・ 230,233，238.240,242.285

Back vowels （后元音）. 21 — 22.91.94.
96,109,232

Bantu languages（班图语），265
Bark scale（巴克刻度），207
Bilabial gestures（双唇音姿），12,174 —

175,176.182.183/187,282 — 283
Break index（停顿指数）.136 —137 
Breathy voice（气声），157 —158 ♦ 162 
British EnglishC 英式英语,参见“Cockney

English"）
approximants（〜近音）.72 —73 
consonant sounds（〜辅音），40 
dental fricative式〜齿擦音），175 
dictionaries for（〜词典），90 
diphihcngs（〜双元音），96 — 99 
glottal stops（〜喉塞音），66,67 
intonation（〜语调），12:6 —134 
lateral plosion（〜边爆发），68 
rhotacizaiion（〜卷舌化），99 - 101

95-97,236
Broad transcription（宽式标音）.35.5（）
Burmese language（缅甸语），185

California English （加州英语） ,222,234 
-235

Canadian English（加拿大英语），69,98
C'antonese languaget ।粤语）«4 8
Cardinal vowels（定位元音）. 227 232
Central articulation（央式调音）,189 191
Centre for speech technology（CTT） （in'

,音技术中心）.2O4
Chadic languages（乍得语）・ 158
Chaga language（查加语），190
Charts（图表）

consonants （辅音〜），45 - 47, 51 •
183.279-280

vowels（元音〜），45 — 47.51,228 — 
229,232—233.28（）

Chinese language（汉语.参见“Mandarin 
Chinesew）. 179, 259 ・ 263・ 268, 
269,270

Citation form（单念形式） ,35 J15-119
Clicks（附音），152—155
Closed-class words（封闭性词类）. 117
Closed syllablesC 闭音节）.106
Coarticulation（协同发音）.74- 175.294
Cockney English （考克尼口音英语，参 

见“British English*'）. 40. 66♦ 98, 
102.184,211

Coda（韵尾），258
Coleman,John（约翰•科尔曼）,91
（.,onnected speech（连续语流）J 16 

citation speech compared to（单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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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35,117
intonationC 〜语调）"26 — 134 
sentence rhythm（〜■句子节奏）. 124 - 126 
stress in（ ~中的重管）♦［碧1 —124

Consecutive stops（连续的塞音）.77 
Consonanis（辅音）・ 6。—87 , 173 —196.213 

acoustics ol（声学），19.208 —214 
affricates（ ~ 塞擦音）»71 
alveolarf ~ 龈音），175 
approximanl，（〜近音），72 — 73 
articulations of（〜 的发音），15 — 18.

173-182
cliaris（〜表），43—47.51,183,279—280 
coda（ ~韵尾）.258
diacri lies（〜附加符号）,50,80-81 
emphalic（强调，~ ）,245
flaps（〜闪音）, 186 — 189 
fricatives（〜擦音），69 — 71.185 
hcmorganic（同部位〜），68,79 
laterals（〜边音），189 — 191 
liquidC ~ 流音），78
nasal s（〜鼻音），71 — 72,108,183 — 

186,210,213—214,241
overlapping gestures （〜音姿交叠）, 

73-76
places of obstruction （〜阻塞形成部 

位）・12— 14
stops（〜塞音）• 61 — 70.76 — 77 • 183 

— 185
taps（ ~拍音），186 — 189 
transcription of（〜标音），37 — 40 
trills（〜颤音）.186 —189
waveforms of（〜波形），19 —20

Consonant sounds （辅音声音），37 - 
38.40

American English（美式英语的广），40 
British English（英式英语的〜）,127

— 129.132,134 .
Continuation rise（连续升调），129-130. 

133.267-268
Contour tone（曲折调），129 - 130, 133, 

267 — 268
Coordinative structuresC 协调结构图），289
Coronal articulations （舌冠音）.12.13. 

68-09,283-284
Creaky voice （嘎裂声，参见"laryngea- 

lizationw ）.24.158,161
CTT（参见“Center （or Speech Techno- 

logy"）,204
Czech language（捷克语），188,259

Danish language（丹麦语）.237.261.284 — 
285 •

Declination（下倾/衰减）,269 — 270
Degrees of freedom problem （自由度问 

题），289
DentateC 齿音）. 12 — 13,81,147.152 -

154,175,178,280
Devoicing（清化）.292
Diacritics（附加符号），50,80 — 81
Dictionaries（词典），89-90
Diphthongs（二合元音），44.96 —99.211
Dorsal articulations （舌面音）. 12, 180♦ 

283 — 284
Dorsum （舌面后），180
I）owndnft（下移），137
Downstep（降阶）.135 J37,1 38
Dravidian languageC 德拉威语）.175
Dutch language（荷兰语）.39,238,263 — 

264

Ease of articulationC 发音方便）.294
Edo language（伊多语），266—267
Egede languaget Egede 语）・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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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ectives（喷 音），146 — 148, 155, 164 

-165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EPD） 

（《英语发音词典》）,89.90

Epcnthesis（增音）,79 — 80

Epiglottal sounds（会厌 音）.181 — 182.

280,283

Epiglottis（会厌）.11

Eskimo language（爱斯基摩语），18] 

Esling, John（约翰・艾斯灵）.89 

Estonian language（爱沙尼亚语）・261 

Estuary English（河 口音英语）.66.102 

Ewe language（埃维语）,174.175,182.

265

Exemplar the。”（特例原则），293

Falling contour（降调），129 — 130

Features （特征），282 - 287

Filter（过滤），198—199.204

Finnish language（芬兰语），39,261

Fixed phrase stress（固定性短语重音）， 

259

Fixed word stress（固定性词重音），259 

Flaps（闪音 ） ,18,186 — 189

FormantsC 共振峰）

acoustic analysis（〜声学分析），203 — 208 

articulations and （发音和〜），206

-207

consonants（辅音〜）• 208 — 2 ] 3 

individual differences（〜个体差异）.

221-224

overview（〜概述），6,24 

perturbation theory （〜 微扰理 论）, 

202-203

source/filter theory （〜声源/滤波理 

论），197 —200

spectrograms interpretation （〜 语图

分析）.213 —221

tube modelsC 〜管道模型）.20（）— 201 

of vowels（元音〜），2"

French language（法语）.39

allophones（音位变体）.180- 181 

alveolar consonanls（龈辅音），175 

laminal sounds（舌叶音）• 178

palatal nasals（腭鼻音）.180

perceptual separation（感知区分）,293 

-296

places of articulation （调音 部位）， 

175,178-181

stress in（重音），259,263

timing（节奏），262

irills（颤音）.188

uvular sounds（小舌音）.18（） 181.

188

V（）T （ voice onset lime）（声带起振 

时），161—162

vowels（元音），238,243 -244

Frequency.7 — 8.25（频率,参见“Acoustic 

phonetics**）

Fricatives（擦音）

acoustic correlatesC 〜的声学关联），242 

apertures and（空隙度和〜），284 • 288 

bilabiaK 双唇〜），174 ・ 175

consonants（〜辅音），69 — 71,185 

dental （齿〜）.175

labiodentaK唇齿〜）.174 — 175 

mechanism of（ ~ 发音机制）,17 

palatal （硬腭〜），180 

palate~alveolar（腭龈 ,178— 179 

retroflex（卷舌〜），175- 177 

sibilant（暧音〜），185

stops and（塞音和〜）.69 —71

symbols for（〜符号）.179

velar（软腭〜），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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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vowels（前元音），20—21,73,80
Full vowels（元音的非弱化形式），118・ 

122-124

Gaelic languages（盖尔语），162,271
GeminatesC 双音），261
German language （德语）. 39.43 — 44.

179,183.184.262
affricates（〜塞擦音），175
rounded vowels（〜圆唇元音），238
stress（〜重音），259,263
velar fricatives（〜软腭擦音），180
voiceless palatal fricatives （〜清硬腭

擦音），180
Gestural targets（音姿目标），73 — 76
Gestures（音姿）,2—4

articulatory（调音〜），10 — 14,183 — 
191,289-291

bilabial 双唇〜），12,174-175,176.
182,183.187,282 — 283

interdentaK 齿间，〜）*13
labiodental（ B ® - ） , 12,174 - 175, 

183,279
overlapping （〜 交叠）・ 73 — 76. 108,

109.294
palataK 硬腭〜），14,176,179-180
palate-alveolar （腭龈 ~ ） , 14 ♦ 177 — 

179,288
post-a!veolar（龈后〜），14,179
retro fie xt 卷舌〜）・ 13 — 14,99,175 — 

177,179,279-281
secondary articulation （次要 ~ ）, 71 ,

244 — 246
velar （软腭 〜），14 ♦ 80 ♦ 145. 147 —

148,164.180 — 182.213,287-288
Glottal articulations（喉音），283,286
Glottalic airstream mechanism （喉头气

流机制），145
Glottal stops（喉塞音），18,40 • 65 — 67 , 

77,118,156-159,164— 165
GIMtis（喉头）.144 — 149, 151, 156 一 

159,164-165
Greek language（希腊语）,253.261 
Gujarati language（古吉拉特语），157 — 

158

Hard palate（硬腭），10
Hausa language （豪萨语），145 — 146， 

158,164,187,270
Hawaiian language （夏威夷语），258 — 

259.262
Hebrew language （希伯来语），181 - 

182；253

Height of vowels （元音的高度），21 — 
22,24,74,91,99,227,230 — 231, 
233,238—239,242,285

Helmholtz. Hermann（赫尔姆霍茨），201 
High plus downstepped high （"高”加 

“含有下降的高”），135
Hindi language （印地 语），157 , 162 — 

163,176.178
Homorganic consonants （同部位辅 音）. 

68,79
Hungarian language（匈牙利语），180

1 bi bio language（伊比比奥语）.266 
Icelandic language（冰岛语），186 
Igbo language（伊博语），155,266 
Implosives（内爆音）.148 —151,155.164 — 

165
Impressionistic transcription （印 象标音 

法）,51
India, language of（印度语言），157 — 

158,17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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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ty （Jg）. 204,207； 210,216-217, 
255—256

Interdental gestures（齿间音姿）• 13
International Phonetic /Mphabet （IPA ） 

（国际音标），15, 38 — 40,51. 90. 
245,267,278 — 282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国际 

语音协会），38,277.278 
语调》，264 270

in connected speech （连续语流中的 

〜），126—134
defined（〜定义），25-26
rising and falling contour （升 降 调）， 

129-130,133
TbBl system（TbBl 标 音法）, 135 — 138
tone and（声调和〜），264 — 265 
tonic syllables （〜调核音节），122« 

123,127-129,133
Intonational phrase（语调短语）.126 

131,265
IPA. （ JAL w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Isochrcny（等时性），262
Italian language （意 大利语），42 — 43 , 

65,161- 162,179,180,190,261

Japanese language （日 ）» 190. 236 — 
237.243.253

mora-limed（以莫拉为节奏的^〜）.261 
-262

stress in（〜重音），263.271
tone（〜声调）♦ 270
vowelsC ~ 元音），292

Johnson,Keith（凯斯・约翰逊），6.151, 
200,246 •

Jones.Daniel（丹尼•琼斯）,89 — 90.229.
246

Kele language（凯莱语）. 188
Khoisan language（科瓦桑语） • 155
Konopka.Rafal（拉夫•科诺普卡）.90
Kretzschmar,William（威廉•克雷奇马

尔），90
Kutep languagef Kutep 语），267

Labial articulationsf W i?）• 12 - 282 - 284
Labilalization（唇化），71.215 —246
Labial velars（ Mbiovclars）（圆唇软腭音）, 

182
Labialdental gestures （唇齿音姿）♦ 12, 

174-175,183,279
Labiovelars.（参见“Labial velars**）
Lak hot a language（拉霍它语）- 14 6 — 118.

151,180
Laminal sounds（舌叶音78.280.281
Laryngeal characteristics （喉音特征）.

286-287
Laryngealizaion（喉化）.1 58 - 159
Larynx（喉），5
Lateral plosion（边爆发），68
Laterals（边音），17 — 18,175,183 — 191 ・

210,212,283-284
Lax vowel•（松元音）• 105 107
Length（音长）.199 • 260 — 261
Length vocal tract（声道氏度）.198—200
Length tsegmentak 音段的时长）,260 — 

261
Lexical sets（命名词汇命一103
Linguistic phonetics（语言学的语音学）. 

277-301
of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群体语 

音学和个体语音学中的〜）.277 
— 278

controlling articulatory movemen is 
（〜统辖发音动作）.289 —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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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iions problemsC 〜解释问题）. 

287-288
feature hierarchy（〜特征层级）.282 — 

287
IPA（〜国际音标），278 — 282 
memory for speech（〜 言语记忆），291 

-294
phonetic forces balance （〜语音驱 动 

力之间的平衡），294 — 296
Linguo-Labiais（舌唇音）, 174
Lip movements（唇部动作），289
Lip rounding（圆唇）22・71,74 — 75,2（）6・ 

208,221,232-233
Liquid consonants（流音），78
Lucus（音轨）.209.211 ,214
/fnaJt Promm（ iaLion Dictionary （ Wells） 

（《朗文发音词班》.威尔斯。参见 

"LPD3”）.89-90
Loudness（音强 L 7
LPD3（《朗文发音词典”威尔斯•参见 

Pronunciation Du liotiary**）
Luganda language （卢干达语）• 261 .

265.266.270

Malayalam language （马拉雅拉姆语）» 

175.176.177,178.188.190
Mandarin Chinese （汉语普通话），265 , 

267,268,292
Manner of articulation（调音方式.参见

M Articulation,^,285
Margi language，马尔吉语）,189 
Mid-sagittal section （正中矢状面）,12 
Mid-Waghi language（中-瓦几语），190 
Midwestern English（美国中西部英语.

参见 American English）
Modal voice（常态浊音）.157—158，165
Monophthongs （单元音），95.98,102

M（^ra-timed l<Higuage（莫拉一节奏型语言）， 

261-263
Motor control（运动控制），289 — 291 
Motor equivalences（等值动作）,290 
MurmurC 降声），154.】57—158*162,165

Nama languageC 那马语），153♦ 155 
Narrow-band spectrogranis（窄带语图）， 

221
Narrow transcription（严式标音）.50 
Nasalization（鼻化）.241,285
Nasal plosion（鼻爆发音），66 — 67 • 18， 
Nasals（鼻音），184

acoustic correlates（ ~ 的声学关联）. 

213
consonants 辅音），71 — 72 ♦ 108.

185- 186.210,213-214,241 
features（〜特征）.282 — 285 
palatal（腭 ~ . 180
in spectrogramsC 〜语图），11 6 
syllabic（成音节〜）.71 — 72,77 
symbols for（〜符 号）. 183
vdar（软腭〜）・ 145— 147,152,182 
voicelss（清〜） .185

Nasal stop（鼻塞音）・ 15— 16
Nasal traci（鼻通道）,5
Nasal vow小鼻元音），107,108,241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美 洲土著 

语言），116.181
Navajo language（纳瓦约语）»159— 162， 

184,190,292
Nccgrammarians（新语法学派）,294 
Newton. IsaacC 艾萨克•牛顿）.24 
New Zealand English（新西兰英语），新4 
Norwegian language（挪威语）.39
Nuclear pilch accent（核心音高重调）. 135 
Nuckus（韵核）,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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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ama, Barack（贝拉克•奥巴马），125
Obicularis oris inferior （（）（）1）（ 口轮匝 

肌），289
ObstruentsC 阻音），70,77.145
Onse［（起始音）.258
001（参见"Obicularis oris inferior"），289
Open syllables（开音节），106
Oral stop（ 口塞音），15
Oral tract（声道），5
Oro-nasal process （口 一鼻过程），5 — 

6,15
An Outline o f English Phonetics 

（Jones）（《英语语音学纲要》,琼 

斯），23（）
Overlapping gesturesC 音姿交叠），73 — 

76,108,109,294
Overtone pitches（陪音音高），23,197 — 

198,201
（）werri dialect（Owerri 方言）.155
Ox ford Dictionary o f Pronunciation 

for Current English （ Upton/ 
Kretzchmar/Konopka） （« 牛津当代 

英语发音词典》）,90.98

Pairwise variability index（ PVI）（成对变 

异指数），263
Palatal gestures （硬腭 音姿）. 14, 176, 

179-180
Palatalization（腭化），244 245
Palato-alveolar gestures（腭龈音姿）J 1. 

177-179,288
Perceptual separation（感知区分），238, 

295—296
Perturbation theory（微扰理论），202 —203
Pharyngealization（咽化），245
Pharyngeal sounds（咽音）.181 — 182,285

Pharynx（咽腔），4,5,10,11
Phonation process（发声过程），5 —6
Phonemes （音位）.41 - 4 3.72
Phonemic transcriptions （音 位标 音）.

37,282
Phonetic implementation（语音执行），292
Phonetics（语音学）

acoustics（声学〜），6,19,197 — 226
linguistic（语言学的〜）,277-301

Phonetic transcription（语音学标音），35
一57.282

Phonetic variabilily（语音变体）,292 — 293
Phonetic vowel quality（兀音音质） ,102
Phonology（音系学），35 — 57,281 — 282
Phrase accent（短语重音），136
Pitch（音高），7,25.126,264 — 265

accent, nuclear（核心〜重调）. 135
overtone（陪音〜），23,197 —198,201
vclar（软腭〜），209

Plosives（爆发音），15.14 5
Polish language（波兰语），179,259,262
Polysyllabic wor（l（多音节词），124
Post-alveolar gestures（龈后音姿），14,179
Prominence（显著度）. 237
Pulmonic airstream mechanism （肺 气流

机制），145- 145,153,155
PVI（ pairwise variability index）（成对变 

异指数），263

Quality （音质）

of sounds（声音的〜），7
vowel（元音〜）.91 —93,198.242

Quechua language（克丘亚语）• 181

Radical articulationC 舌根音），283
R-colored vowels（卷舌化元音），99— 100
Reduced（弱化），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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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d vowels（弱化元音），104 — 105 , 
108.115,122

Reification（观念与现象混淆）.287
Release burst（爆发性除阻）.146
Retroflex gestures（卷舌音姿）.13 - 14.

99,】75 —177,179,279 — 281
Rhotacization（卷舌化），99 — 101,239 -

241,285
Rhotic vowels（卷舌化元音），99—101
Rhyme（韵尾）.258
Rising contour（升调）• 129 —130 ♦ 133
Roach .Peter（皮特・罗奇），89
Roll（滚音•参见Trill）
Rounded vowels （圆唇元音），22,238， 

243-244.288,296
Russel. G. （）scar（G.奥斯卡•拉塞尔）.

208
Russian language （俄语），39, 184. 244

-245

Scottish English（苏格兰英语），187
Scottish highlands （苏格兰高 地），260

一 261
Secondary articulation （次要发音）.71. 

244-246
Secondary cardinal vowels（次要定位元 

音），232 — 234
Segments（音段）・253
Semiconronant（半辅音），243
Semitic languages （闪米特族语），181 - 

182,253
Semivowels（半元音），242 — 244
Sentence rhythm（句子节奏），124—126
Setter,Jane （简•塞特），89
Shona language（邵纳语），265
Sibilants（呦音），17,185,285,288
Si nd hi language （信德语），148 — 150,

159— 160 a 62—163,176,180
Slavic language（斯拉夫语），244
Slips of the tongue（舌头打滑），258
Soft palate（软腭），10
Sonority（响度）.255 — 256
Sounds（声音）

apica“舌尖音），178.280,284
consonant sounds（辅音），37 — 38040 
epiglottaK 会厌音）J 81 —182,280,283 
laminaK 舌叶音），178.280.284 
pharyngeal（咽音），181 — 182,285 
quality of（音质）.7
subapica【（舌尖下音），284
uvularC 小舌180 — 181,188
voiced （浊音）• 4,19.61,69 - 73,77, 

147-149.156-157,175,185
voiceless（清音），4,19,61,69 — 73,76 

-77, 147 - 149, 156 — 157, 175, 
180,185

vowel（元音），20 — 22,41 — 44,95 — 
97.203.234.236

Sound waves（声波），6 — 10
Source/filter theory （声源 滤波理论）， 

197-200
Spanish （西班牙语），39,161—162.191, 

236 — 237.262,263
palatal nasals（〜腭鼻音）,180
trill and lap（〜颤音和拍音）・187 
vowels（〜元音），42 — 43

Speaker identification （识别发音人）， 

221.223
Speaking slyles（讲话风格）,293 — 294 
Spectrograms（语图），8 —9.115,241

of American English（美式英语〜）， 

204-205,209,220
of British English（英式英语〜），205 

— 206,21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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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differences（〜中的 个体差 

异），221—224
imcrprctalion（〜解析）,213 —221
of Lakhota language（拉霍它语〜）.147
of Malayalam language（马拉雅拉 姆 

语〜），178
narrow band（窄带〜）・221
nasals. stops• vowels in（ ~ 中 的鼻 讦、 

塞音和元音）.I16
of trills（颤音〜）.186
wide band（宽带〜）.218.219

Speech（言语/话语）

conneci ed （连续 ~）,35, 116— 117.
121-134

memory for（〜汜忆）.291 — 294
motor control （〜运动控制），289

一 291
planning（话语组织）.257,271
synthetic（语音合成〜）,201,223

Standard American Newscast er English 
（美国播音员英语）.90,95

Standard BBC English （标准 BBC, 英
S ）,90,101-102

Sieiron,R. H.（史蒂森）・257
Stops（塞音.参见 Ejectives; Plosives；

Retroflex gestures）
acousiic correlate” ~的声学关联）, 

213
alveolar（龈〜）.78.79.175.215
aperture（〜空隙度），281,288
consecutive（相邻的〜）.77
consonants辅音）.61 — 70,76 — 

77,183—185
dentals（齿〜），175,178
fricatives and （擦 音和〜），69 — 71
glottal （0g 〜），18. 10, 65 — 67, 77.

118,156- 159,164-65

na5a1（鼻〜），15 - 16
oral（ 口〜），15
release burst （〜爆发性除阻）♦ 14 6
in spcctrograms（ ~语图），1 16
symbols for（ ~ 音标）.183
types of（〜种类），15 — 16
velar（软聘〜），8。, 145, 147 - 148.

161,180- 182
Stress（重音），121 — 121,259 —260,263, 

271
Si ressed syllables（币:i卖音节），25.99, 

102,105,259-260
Stress-timed language（重音节拍语言）.

259
Strong form of words（强读式）.117
Slruclures（结构）

of articulation（发音〜）.12— 13
coordinative（协 调〜），289

Sub apical soundsC 舌尖下音）,284
Supra laryngeal charactcrislics （Wft 上特 

征），283-285
Suprasegmentals（超音段）・ 2 1 26 ・ 253 — 

276
Swahili languageC 斯瓦希里语）,37.184.

259
Swedish language（瑞典语）.39.238.270

—271
Syllabic nasals（成音节鼻音）・71 —72,77
Syllables（音节），263 276

closed（闭〜），106
definition of（〜定义）.212
intonation and tone （〜的语 调 和声

调）.264 — 270
IcngU］（〜长度），260 — 261
onset and rhyme（ ~ 起始音和韵），258
open（开〜）.106
promincnce（〜突显峰 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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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s off 〜中的音段），263 
sonority（〜响度 ）,255-256 
stressC 〜重音）・ 25,99. 102,105,239 

-260
t.iming（〜节奏）• 261 — 263,272 
tonic（调核〜），122.123,127— 129,133 
unstressed （非重读〜）, 99,104 —103

Symbols（标音符号）. 38 — 41« 45 — 48♦ 
179,183

Syniheiic speech（语音合成言语）.201 . 
223

Systematic phonetic transcription （系 统 

的语音标写），282

Tamil language^ 泰米尔语），187
Taps（拍音）・ 18・ 5。，78— 79,186 — 189, 

279,285
Target position（ 目标位置）. 134—138
l ense vowelsC 紧元音），105 — 107
Thai language（泰语），161 — 162, 164. 

268-269
Timingt 节奏）.261-263,272
Titan language（泰坦语）.188
ToBI system（ loBI 标音系统），135 738
Toda language （托达语），188. 190« 

279.280
Tone and break Indices （声调和停顿指 

数），135
Tunes（声调）.261— 270
Tone Sandhi （连续变调），269
Tongue（舌头），（参见 Back （ of the 

tongue））»2» 5> 10.11» 94 95,283 
-285

limic accent（调核重音，参见 tonic syllablfs） 
Ionic syllables （调 核音节），122. 123.

127-129,133 ,
Transcriptions（标 音）

allophcnic（音位变体的〜），281 — 282 
broad （宽式〜）.35,5（）
of consonants（辅音〜）.37 —40 
dictionaries（〜词典）.89 — 90 
impressionistic 印 象式—）»51 
narrow（严式〜），50
phonemic（音位〜），37,282
phoneticC 语音〜），35 — 57
systematic phonetic （系统的语音标 

写），282
of vowvk（元音〜），41 一15,89 —90

Trills（颤音），18.39,186 189.285
Tube model、（管道模型），200 —201

Unrounded vowels （非圆唇元音，参见 

Rounded vowels）
Unstressed “Hables（非重读音节）,99, 

104-105
UptoxCIive（克里夫・厄普顿），90 
Uvular（小舌）• 10 — 11
Uvular sounds（小舌 甘）・ 180— 181.188

Vanuatu language（瓦努阿图语）, 174
Variable word stres冢变化性词重音）・259
Velar gestures（软腭音姿）

acoustic correlates（〜的声学关联）， 
213

defined（〜定义），14
features（〜特征），287 — 288
fricativcs（软腭擦音）.180
labial（唇软腭音），182
slops（软腭塞音）・80,145,147 — 148. 

164,180-182
Velaric airstream mechanism （软腭气流 

机制）.152 — 153
Velarization（软腭化）,73.245
Velar nasals（软腭鼻音）.145— 14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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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Velar pilch（软腭夹），209
Velic closure（软腭持阻）JO
Velum（软腭），10 —11
V * enen Taui language （瓦努阿图语的 

一种方言），174
Vietnamese language（越南语），149,151 .

268
Vocal folds（声带）,4,7,198-201.205.

214.218-221
Vocal tracts（声道）,4-5,10-13.198-

202,205.208.219
Vocoids（纯元音），24 2
Voice bar（浊 音杠 32（）9
Voiced sounds（浊音）J 9 

appreximant（浊近音）.72 — 73 
defined （浊音定义）・4 
fricatives（浊擦音）.69 — 71 * 185 
glottis state in （浊 音的 喉头状态）， 

147-149/156—157
laierals（浊边音），175
stop consonants（浊塞音），61,7（）,77

Voiceless sounds（清音），19 
approximantsC 清近音），72 — 73 
fricatives（清擦音），69 — 71
glottis state in （清音的喉头状态）, 

147 — 149,156-157
laterals （清边音），175
nasals（清鼻音）»185
palatal fricatives（清腭擦音），180
stop consonants（清塞音），61,70,76

-77
voiced sounds compared to（浊音和清 

音的区别），4
Voice onset time （ VOT）（声带起振时），

159-164
Vowels（元音）,42—43,89-114,227 — 251

acoustic analysis （ 的声学分析）. 

203-208
allophonesC 〜音位变体），1（）7 — 109
American and British（美式英语和英 

式英语的〜），95 —97
apertures and（空隙度和〜），284 ・288 
approximants（〜近音）.284 287 
ATR（ advanced longui- root）（〜舌根

前伸），238-239
auditory space（〜的听觉空间），9 3 — 9 5 
back （后 ~ . 21 — 22T 91. 94 , 96, 

109,232
backness （〜发音的靠后程度），22・ 

227.230.233.238,240.242,285
cardinal定位〜）・227 -232
charts（〜表），45 — 47.51 ,228—229. 

232—233.280
coordinative structures （〜的协调结 

构），289
tn creaky voice（带嘎裂声的〜）.24
diphthongs（二合〜），97 — 99
FormantsC 〜共振峰），24
French language （法语〜），238 • 243 

—244
front（前〜），20 —21,73,8（）
full（完整〜），118,122 —124
height 〜舌位高度），21 —22,24,74, 

91,99,227,230 — 231,233,238 一 

239,242,285
individual differences （ ~ 个体差异）， 

221-224
lexical sets（〜命名词汇），101 —103
lip rounding（ ~ 圆唇度），22・71.74 — 

75,206,208,221,232 — 233
naval（鼻〜），107,108,241
nasalization（ ~ 鼻化）♦ 241 ,285
in other English accents（英语其他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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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中的〜）,234 — 236
in other languages （其他语言中的 

〜），236-238
perturbation theory （〜微扰理论）， 

202-203
PVK pairwise variability index） of （〜 

的成对变异指数），263
r colored（r 化〜）.99 — 100
reduced （弱化〜）.104 一 105. 108» 

115,122
rhotacization （〜卷舌化99 — 101» 

239-241.285
rhoiic（卷舌〜）,99一101
rounded （圆唇的〜），22,238,243 — 

244,288,296
secondary articulatory gestures（〜次 

要音姿），71 .244 —246
secondary cardinal（次要定位 ~ ）. 232 

-234
semivowels（半元音）.242 —244
sQurce/filler iheory （〜声源/滤波理 

论），197 — 200
in spectrograms （〜语图），116
tens?虱紧〜3105—107
tense and lax sets（松紧〜），105 — 107
transcription of（~标音），41 — 45,89 

—90
tube models（~管道模型）.200 — 201 
unstressed syllables（非重读音节〜）.

99,104—105
Vowel sounds（元音声音）

American English（美式英语的〜），41 
-44,95 — 97,203,234

articulation of（ ~发音），20 —22
British English（英式英语的〜） ,41 一 

42,44.95 — 97,236

Waveforms（波形图）,7 — 8,19 — 20,25, 
62,63,64

WaveSurfer（WaveSurfer 软件），63,71, 
204,234

Weak form of words（弱读形式），117
Wells* John （约翰•威尔斯），89 一 

90.102
Welsh language（威尔士语）.190
Wide-band spectrograms （宽带语图）， 

218-219
Willis,RobcrM罗伯特・威利斯），201

Xhosa（科萨语），154—155,265
! X（）（） language（ ! X（X）®）,153,155

Yoruba language（约鲁巴语）. 182,24 1 . 
266

Zulu language（祖鲁语）.154 —155.164 , 
189-19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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