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本 2003 年岁末，《语音研究报告》第十卷跟大家见面了，热忱欢迎海内外语音学界同行

和朋友对我们这一年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本期《语音研究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室，自 1988 年正式编辑

《语音研究报告》以来的第十卷。《语音研究报告》最初每年一卷，1992 年后改为两年一卷，

到 2002 年重新恢复为一年一卷，由此也可以看到语音研究室研究工作最近十几年的发展状

况。 

本期《语音研究报告》收录了研究室人员 2003 年发表过的和尚未发表的论文共 25 篇（中

文 15 篇、英文 10 篇），其中的中文论文大多附上英文详细摘要，期望能便利于国际同行间

的交流。本期论文基本反映了语音研究室这一年的研究进展和成果。从这期论文看，研究用

的语料绝大多数是自然口语及语篇，研究内容除音段标注和音变、音高问题、节奏问题、语

调问题、声调与节奏关系、语音与语法关系等之外，还有地方普通话与普通话的对比研究。

地方普通话与普通话的对比研究是我们为适应普通话客观评测和言语工程的需要而新开展

的课题。 

经 2002 年 8 月 6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会议批准，语音与自然语音处理学科被确定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语音研究室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五”期

间重点发展的研究室之一。目前承担的项目还包括国家 863 高科技项目 1 个，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2 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4 个，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基金项目 2 个以及与 NOKIA

中国研究中心、IBM 中国研究中心的合作课题。这些科研项目的开展还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

大大推动了我们研究工作的进展。现在是“十?五”规划的第二年，语音研究室正在努力按

照计划，开展各项研究，以圆满完成有关任务。 

此外，我们将在明年 3 月 28-29 日召开第二届国际韵律会议的卫星会议——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onal Aspect of Language---with Emphasis on Tone Languages”，

同时也借此庆祝吴宗济先生 95 华诞。Arthur Abramson, Gunnar Fant, Hiroya Fujisaki, Ilse 

Lehiste, John Ohala, Klaus Kohler, Mario Rossi 等国际著名语音学家和音系学家届时将作专题

报告。会议还邀请 Daniel Hirst, David House, KONG Jiangping, XU Yi, Hansj?rg Mixdorff 等分别就

“语调和声调的音系学和类型学”、“语调和声调的知觉”、“语调和声调的产生”、“语调和声

调的界面”和“语调和声调的模型”作主题演讲并主持专题讨论。 

我们还将出版纪念吴宗济先生 95 华诞的纪念论文集。文集中将收录十几位国际语音学

大师和十几位国内同行的代表作或者最新研究成果。 

借着《语音研究报告》第十卷出版之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室全体同

仁向这一年来支持我们工作的所有机构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来年大家共同努力，

取得更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