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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普通话语句的韵律变化规则是普通话高自然度合成的

核心；而分析语句表层韵律的变化、又必须掌握其短语底层

变调的规则。本文综述了过去研究的：普通话二、三、四字

短语的变调分析、根据语音、语法和音系三平面的制约，拟

定“跳板规则”和“多米诺规则”，得出短语的“必然变调”；

以及在语句中根据逻辑和语气的环境造成语句韵律的“或然

变调”和相应的音强、音长的变化，然后列举一些对不同语

气以及朗诵例句的分析结果，测得其中的短语韵律在单读和

在语句中的差异，以便建立不同语调的韵律变化规则，为高

自然度语音合成提供有效的数据。 

1 引言 
我国各方面对普通话的文-语合成的研究成果，经过半

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的艰苦攻关、百花齐放：一些

文-语合成系统“说”出来的语音质量，已经从早期所能达

到的单字调的“清晰度”、连读短语的“可懂度”、进展到目

前平叙句调和简单感情句的“自然度”；其成果也已能应用

于若干言语信息系统（包括生产单位和应用单位）取得效益

了。但是，人们的语音是不但随语气、而且随环境、随人别

而变化的。在语流中，音段（音色）和超音段（韵律）都有

变化，而尤以超音段的变化跟自然度的关系最为密切。计算

机只能根据人们分析语音所取得的数据和模型、来合成语

音。语音的自然度、由于其变化复杂，提取数据或建立模型

就是一件繁重的工作。 
目前通行的语音合成系统主要有两种型式：《规则合成》

和《拼接合成》，或二者并用。拼接系统由于是取用录音材

料（单字和短语）拼接，程序就比较简单，因此应用较为普

遍。拼接系统不须对每个音节再作分析，但合成几个音节的

短语、乃至几个短语的句子，就出了问题。口语中的音节连

说时，由于产生同化、异化的作用，而有了协同发音、协同

变调等现象。拼合的音节如不加修正，必然每字隔断，非常

难听，更谈不上能够表达自然度了。因此言语工程界多为此

问题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提出过多种有价值的方案，对短

语乃至平叙句的自然度合成、可以说基本达到要求了。但是

近年来语音合成的用途日广，用户对合成语音的质量要求日

高；在此项专业中，高自然度的合成语言就成为研究的重要

目标；而关系自然度的韵律规则就成为研究的重点。    
汉语的声调有“字调”与“句调”的不同。一个句子中

各短语（基本单元）的调型，有些是有规律的，有些竟是几

种调型的混合体，从来在语音研究中成为难于分析的瓶颈。

按《物理学》的论点：一切事物的变化不论多么复杂，必有

其生成的原因，不会无中生有。语音的变量尽管复杂，也应

该有其原因。以声调而言，其变化再多、必然是语音、语法、

音系“三个平面”相互依存制约的结果。首先是发音生理和

发音声学（暂不提心理学）的条件，是属于《语音学》的范

畴；再就是词句结构的条件，属于《语法学》的范畴；还有

是历时的与共时的语音演变的条件，属于《音系学》（或《音

韵学》）的范畴。目前信息时代的所需的、尚在萌芽阶段的

《信息语音学》（暂名），她不同于过去只能应用于“人-人
对话”的《传统语音学》和 《普通语音学》，而是还要能应

用于“人-机对话”的《信息语音学》[1]。 

上面所说的三个条件、应用于今日的“人-机对话”时，

如果听者只满足于可懂度的要求，对第一条件、人们的发音

器官基本是相同的，其发音机制的运动和极限也差别不大。

对第二条件、在同一或相近似的语言或方言环境中对话，其

语法结构基本上也是有共性的。对第三条件、如果不计较音

系的规则、对可懂度的影响也还不大。（例如、：普通话连说

两个上声的音节、如不按音系规则的前上变阳平，听者也能

接受。）但是如要满足提高自然度的要求，就还有大量的研

究工作要做，这就成为今后亟待提到日程的课题。 
本文首先是把我们过去的实验研究、普通话短语的一切

变调规则，作简单的综述，这是语句韵律的基础，接着举出

近来一些由短语韵律进展到语句韵律的实验例子，分析出从

短语的必然变调，到句中的或然变调，以及和其它韵律如强

度与节奏的互补关系。最后提出一组朗诵例句和几句电视剧

录音，都是几个有联系的句子在一个句群中的韵律变化，称

之为“篇章韵律”的研究分析。 
本文并不是一个课题的研究报告，而是综述一些由简入

繁、由短语到篇章的韵律变化规则及其例证、可以为语音合

成建立高自然度的程序提供若干线索和参考。 

2 语音合成自然度与语音韵律的关系 
口语语音的韵律变化是自然度的核心。研究语音自然

度、主要是研究语音韵律的三个方面： 

2.1 变量 

在声母方面：塞音、擦音、鼻音和边音的收紧点加紧或

放松。在韵母方面：边元音的舌位趋央；鼻韵尾的半鼻化。

在韵律方面：声调的走势趋陡或平、趋升或降、长度和强度

增加或减弱。气流的或强或弱等等。 

2.2 目的 

口语要求表达平叙、疑问、祁使、逻辑、情感等不同语

气，根据特定语言韵律的约定俗成模式，而产生各种不同的

韵律变化。 

2.3 环境 

事物的表达、对话的问答、朗诵的格调等等语境不同，

而有不同的韵律。 
因此，语音合成的语音如要达到高自然度，就应当使合

成系统能作到对上述各种韵律变量的处理。 

3 普通话的“必然变调”和“或然变调” 
据我们以往的实验研究、单就有关语音自然度的声调变

化来说、在汉语普通话口语的句子中、有单字音节的四声“基

本调型”；有连读音节的“协同变调”以及轻声和轻读；有

多字短语（二、三、四字组）的“语音变调”、“语法变调”、

“音系变调”和“连锁变调”；有句子中的“逻辑重音”或/
和“语气重音”的变调等等,将在下文分述。 

普通话语句中的变调、有的是“必然”的，有的是“或

然”的。“必然的变调”以二字组的短语为例：两音节连读

如不中断，则前调尾与后调首之间必然会产生过渡段。这是

声带频率的变换不是突变而是渐变的结果、过渡段是说话人

不假思索而必然在两音节间产生的。三字、四字组合的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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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读变调、也都有各自的必然变调模式。 
“或然的变调”是把“必然变调”的短语调形再加调节、

形成一个新的调形。以一句中的两组短语为例：此两短语如

在逻辑上或语气上有强弱的区别，则强者的基调要上移、或

弱者的下移。（当然还有轻重、长短等的变化）这是以说话

人的意向为转移、随时可以变换的。    
“必然变调”的短语调形是句调中的“基本单元”，是

一句的“底层调形”；这些基本单元组合成的“句调”（通称

“语调”），是一句的“表层调形”。“表层调形”五花八门，

很难给出一定的模型和规则。一个连续语言中的句调（通称

语调）、它不但混合着短语的语音、语法、音系的必然变调；

还同时融入逻辑重音或/和感情语气对声调、强度、节奏的

影响所起的变化等等；如果不先行分析出其底层的基本单

元，而只根据表层的调形来订立规则，这就如同分析一件矿

物的化学成分，只研究其表面现象，而不分析出其元素的成

分和结构，必然是失败的。韵律三特征中的声调特征的分析

如此，其余时长和重音的分析也是如此。 
在语音合成系统中，为了进一步研究普通话高自然度的

合成规则、先决条件是必需具备韵律特征的基础知识。我们

过去对普通话的“必然变调”已有系统的研究分析和规则，

本文对此只作简明的介绍。关于普通话的“或然变调”的分

析，目前尚在初步建立模型的阶段。一般的方法是从大规模

的语料库中选出句子来分析。我们试用另一种方法：让发音

人以自然口语说出若干不同语气的例句，分别做出三维的频

谱图和声调调形图（同时换算成音阶坐标的调形图）。把句

子中短语的数据和同一人单读的同一短语的数据作比较，得

出语气句中各短语与单读短语在“基调上限”和“调域宽度”

上的差异，从而统计出从平叙到语气所造成的基调转移度

（“移调”）和调域伸缩度（“变域”），以便今后在合成中定

出等级，来建立韵律变量的实用模型。（详见第八第九章） 
普通话口语中的两字组合、不论是“词”或“短语”，

只要是一个意群，都是语法的“直接成分”，占普通话全部

语法结构的绝大多数。对于普通话自然口语的节奏而言，两

字组多合为一拍，也是由说话人的自然意群造成的。在口语

变调的三平面，只服从“语音”或/和“音系”的规则，而

不问是何种语法结构。这种二字结构的变调是不带语气的 ：
“必然变调”，是句调中的主要构成单元，是口语自然度“或

然变调”的“元素”。此外，还有三字、四字的组合、在普

通话的语法结构中也占一定的比重。它们是按单字或/和两

字的调型搭配而组成。因此，在口语中、三字和四字的结构，

除了要服从“语音”或/和“音系”的条件，还要服从“语

法”条件。它们对各必然变调的调型有了修改，另有各自的、

比较稳定的变调模式。它们同样也是“必然变调”，成为句

调的构成单元。（在一般的普通话变调研究中，二字的“必

然变调”的四声搭配的组合只有 16 对，比较简单，并有了

通用的规则；三字、四字的变调、过去常被处理为“语调”，

以致“语调”分类过繁）。至于五字以上（含五字）的短语，

虽也是各“必然变调”的组合，但不但受语音、语法、音系

三平面的制约，还兼备“语义”的成分，由说话人的意向支

配，而成为“或然变调”。（语法学家对“词”和“字组”自

有严格的定义，但我们发现，在二字连读变调上，如为“直

接成分”，就不论是“词”或“非词”，只要四声搭配相同，

其变调模式是相同的。拿上上相连的二字组为例，如：“老

虎”是词，而“小虎”、“打虎”都是短语，它们的变调模式

是相同的、前上都会读成阳平）。 
“或然变调”的规律在口语的句子中有几种出现的场

合。一是一个句子中的短语遇到有逻辑性的区别时，基调须

要提高/降低，或力度须要加强/减弱，其“必然变调”就需

要修改成为“或然变调”；再就是一句中有几个短语受语气

的要求，须要改变基调（“移调”），或改变力度（“移调”或

再改变“调域”），就又成为连锁的或叠加的“或然变调”。 
“必然变调”有基本的、定型的规则。“或然变调”没

有定型，但都是从“必然变调”递变而生成的，都可通过实

验给出规则。但是，在人-机对话的语音合成系统中，如果

要求机器能自行适应或接受反馈、从“必然变调”的基本单

元对不同语气生成出“或然变调”，就有希望提高合成语音

的自然度了。 

4 普通话多字短语的必然变调 

4.1 普通话二字组的“必然变调” 

普通话的双音节组合（二字组）的变调如上所述、无论

是一个词，或是一个短语、其连读变调模式都只服从“语音

的”或/和“音系的”条件的制约，而无须服从语法结构。

我们曾经根据两批“四声的单字”互接连读的结果，得出

16 个变调形式。但因上+上连读时前上变“同”阳平、与阳

+上的连读调型重复，就归并为 15 个“必然变调”模式。

两音节连读时的过渡，如同船与岸之间的跳板关系。前音节

如船，后音节如岸。前音节调尾如高于后音节调头（“水涨

船高”），过渡就成降势；反之即成升势。此现象称为《跳板

规则》[2]。 

4.2 普通话三字组的必然变调 

普通话的三音节组合(三字组)的连读变调，一般说来是

单音节调型与双音节调型的组合。短语从三字组起、除了服

从“语音”、“音系”的条件外，就开始要服从“语法”的条件

了。  
三字组的连读变调需要考虑的语法结构是、按三单或单

双的搭配、有三种类型： 
单单单、单双、双单。 
其中“双”的结构的变调可以运用二字组变调规则。除

此之外，“单双”或“双单”中的“单”都比其单念时缩短。

而且汉语口语中往往由于节拍的习惯，使得“单单单”的并

列结构也常被读成“双单”的节奏。但是三字组的变调因声

调组合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变调模式。[3] 

4.3 普通话四字组的“必然变调” 
普通话的四字组、因为比三字组的语法结构稍为复杂，

而有更多的变调模式。其结构可分为如下的几种： 
双双  单三  三单  单单单单   
其中的“三”又可分成“单双”和“双单”两种结构，

因此共有七种语法组合。其变调规则如按其表层来看，就比

较复杂，加以还具有四声的调型不同而有更多的组合。如果

根据其语法关系，先按其两字的“直接成分”变调，再逐级

依序分析作第二步、第三步的变调，就得出多种的四字表层

调形。我们把这样的连锁式的规则称为“多米诺规则”。[4] 

5 语音学的变调规则 

5.1“跳板规则” 

在语音学的规律、任何两音节连读时，两音之间都会形

成一段过渡段。这一段不是外加的，而是前音节的尾部跟后

音节的头部相互协调的结果，因此并不一定增加长度。在普

通话中都是前音尾被后音首所同化，是语音学上的“逆同

化”。这主要是；前音与后音有逆同化的条件，以致前音尾

与后音首之间产生过渡。为了研究处理的方便，我们给这些

过度现象定出规则和名称。 
后音节的起始如为清辅音，就有“强频集中区”的频率；

如为浊辅音，就有“声带音”的频率。也都有高有低。前音

被后音同化后，调尾的频率或升或降。以二字组为例：前后

两字之间的过渡段在仪器中分析出的调形就有斜度；以次字

为阳平的三字组为例：次字的调形夹在首字的调尾与末字的

调头中间，前后被同化而成为过渡调。这就像两头搭在船舷

与岸边的一条跳板，潮汐的起落改变了跳板的角度。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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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种现象称为“跳板规则”。这一规则适用于所有两音节

间语音学变调的过渡分析，（音系学变调除外）。 现在用四

个“三字组”：“和平街”“和平门”“和平里”“和平路”的

调形来说明（图 1）。各组的前两字（“和平”）都是阳平调，

末字分别是阴、阳、上、去。注意次字的调形受首字调尾的

“顺同化”、和末字调头的“逆同化”，偏离了它们的本调而

形成的“跳板现象”。 
  和平街     和平门    和平里      和平路 

 
图 1：三字组的连续变调。细线为本调，粗线为变调。 

上面的例是“双单格”的三字组。如是“单双格”而为

三上连读时，就另有规则。 

5.2“多米诺变调规则” 

三字以上的字组的变调、其底层结构（并列结构除）总

是先从其中的二字直接成分形成一级连读变调，再跟其余的

字进行同化或异化、而成为二级变调。字数愈多，层极就愈

多。在“人-人对话”中，这一连串的连锁式的变调程序、

是不假思索、一口气说出的；但在“人-机对话”中，就得

掌握其逐层递变的规则，作为“合成”与“识别”编码的基

本数据。这些规则，我们称之为“多米诺”变调规则。 
过去在一般普通话的变调研究中，由于只看到语句的表

层调形与各字组的原始调型不符，往往会被认为那就是语调

的调形，而从庞大的语库中提取例句，单就其表层调形来分

析，而定出“语调模式”。结果是变调规则多不胜数，很难

应用。 
上文所举两个四字组例句的逐级变调的分析程序，已说

明了“多米诺规则”的应用。现在举几个四字变调的例句，

用一种“多米诺”表式来分析。例句是四个不同语法结构的、

都是上声的组合。因为上声连读的变调遵循多米诺规则最为

严格。只有用“多米诺变调”规则来分析，才可以明白其深

层字调逐级变调的过程。（表 1） 

表 1 

语法结构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第四级          
(1) 单三（三=单双） L + L + L+L → L + L + !R+L → L + *L + !R+L → !R + *L + !R+E 
(2) 单三（三=双单） L + L+L + L → L + !R+L +L → *L + !R+L + L → *L + !R+G + E 
(3) 三单（三=单双） L + L+L + L → L + !R+L + L→ *L + !R+L + L → *L + !R+G + E 
(4) 三单（三=双单） L+L + L + L → !R+L + L + L → !R+G + L + L → !R+G + G + E 
     
例字：（1）找  老 厂长；（2）买  保险 锁； （3）老 厂长  好； （4）保险 锁  好。  
注：: L=上声,  *L=半上,  !R=“变阳”（上声变来的阳平）,  G=过渡,   E=句尾变调.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上声连读的变调，在不同的语

法结构中，有多种的变调规则，虽然复杂，但是无论长短的

语句，连读变调总是首先从“直接成分”开始，然后按多米

诺规则、一级一级地从底层变成最终的表层调形的。值得研

究的是：为什么这样分层的复杂变化，在口语中竟是不假思

索瞬息说出的。这就是“必然变调”是由语音学的“意在声

先”的规律来造成的。中国的一些“思维媒体”如中国的草

书和写意画等，也都有这样的“意在笔先”的相似规律。 

6 字调与句调的“半音程”音阶标度 
 

人们听觉上辨别声调的高低升降，实际上和听辨旋律的

音阶相同。早在千余年前，人们就已知用“宫、商”的乐律

来描写四声的高低。现代的心理声学实验也有证明，人们感

知声调高低的等级差别，是近似对数级而不是线性级的。言

语声调的分析，语句中的基调在不同语气中的移动等级、以

频率赫兹值为标度则差别很大；如果把赫兹标度换算为乐律

的音程或半音程标度，语句中各短语移调后，虽然基调有了

变动、而调域宽度的音程仍是相等。[5] 这种标度的转换是

符合听觉的感知特性的。兹以普通话两个句调的实验数据为

例：（表 2） 

表 2 

 
 

7 句调中的逻辑重音和语气重音的变调规则 
一个短语调群中的逻辑重音、通常可以用字调脱离变调

恢复到单字调、或抬高调阶来实现；一个句子中的逻辑重

音、，则需须要提高一个或几个短语调群的基调。（反之，如

逻辑上不着重，则将基调压低，就应用移调规则。）在平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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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逻辑重心往往就是重音所在。移调的范围大多不超过

一个倍频程（又称“八度”），调域基本是不变的。但对于疑

问句或感叹句来说，除了逻辑重音之外，还有更突出的语气

重音。移调的范围由说话人的情感决定，情感激动时，除基

调提升，其调域还可能比逻辑重音更拓宽；情感低沉时，除

基调降低，其调域还可能更压缩。 

8 韵律三特征之间的互补规则 
字调和语调是汉语自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声调的升

降、时长的伸缩、音强的大小都和自然度有关。根据对普通

话自然度的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声调是构成自然度

的主要成分；但在实际的话语中，声调也不能离开另两个特

征而单独起作用。例如，当音节的强度需要增大或减弱时，

一定是会伴随着声调的提高或降低；反之，音高的升降不一

定就需要音强的增减。时长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在某些情况

下，声调的改变受到限制时，时长往往可以起到补充作用。

语音的三个韵律特征都对自然度起着或多或少的功能：其间

的相互关系：有时互补，（声调和长度都可对音强补偿）；有

时伴生（音强加重，声调一定提高，但不能逆推）；有时代

替，（音强受限时，音长可替代）等等。其相互关系如下： 
（1） 字调高/低→←时长伸/缩（单向或双向） 
（2） 字调高/低←音强增/减（单向） 
（3） 时长伸缩→←音强增减（单向或双向）[6] 

9 普通话不同语气语句的韵律分析 
近年来著者为了语音合成系统提高自然度的需要，协助

有关单位编了几批（约 400 条）长短不同的普通话例句，由

发音人用不同语气来说出；同时再从句子中选出需要分析的

韵律短语用平叙口气（单读）说出，分别作成声学图谱及其

分析数据。本文为节省篇幅，只选列部分例句的分析数据，

不列原图。兹举一幅图谱如下，以见一班斑：（图 2）。 
此图从上到下分为 4 栏。第一栏为全波和声谱；第二栏

为线性坐标的基频曲线，频率单位为赫兹；第三栏为乐律坐

标的音阶曲线，音阶单位为半音程，二、三两栏的时标为秒；

第四栏为韵律短语的基频最高点与最低点的频差数据和音

程差数据。比较韵律短语的单读数据和在句中的数据，可以

归纳出各种语气中的韵律变化规则，从而明确了普通话的必

然变调到或然变调的差异等级，以便为今后能根据有限数量

的必然变调规则、为生成无限数量的或然变调及韵律变化的

高自然度合成语言打下基础。 
本文在此只选部分有代表性的句子、语气暂按“宏观分

类”，计有：1.“平叙”、2.“疑问”（怀疑、责问）、3.“祈

使”（求索、命令）、4.“逻辑”（是非、有无、程度）、5.“感

情”（喜怒哀乐）五大类。例句中有一些同一语境的不同语

气的句子、如“问答”或“复诵”等的对话；以及朗诵的并

列句等。从其上下句形成韵律的多变。语句的韵律不单和“语

音”、“语法”、“音系”有关，更和“语义”、“语用”的环境

有关。我们不能离开语言环境而孤立地去分析句子的韵律。 
平叙句表达事物或意见，不带强调和感情。其基本单元

的单字和短语、在单独说出的和在句中说出的韵律，应该没

有大的区别。但在逻辑重音句和感情语气句中，短语韵律就

随不同的语气而变化。根据实验一般的情况是：句子中的几

个韵律短语，如果由于逻辑意义上的不同、语气需要重些或

轻些，就以短语的基调移高或移低来表达。其四声的调域在

乐律坐标上是守恒的。由于情感程度上的不同，语气需要重

些或轻些，同样是以移调的高低来表达的。但如果情绪比较

激动或比较低沉，就除移调外 ，还可以把调域变宽或变窄

来补充其情感的尺度。有时还可以再用音强的增减，或/和
节奏的长短、停延来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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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普通话韵律分析图例 

下面选载的例句，是由发音人用不同语气说出的句子，

同时并提出其中的短语用平叙口气单独说出。比较每一短语

其在句子中发生的变化，根据二者的基调的上下限阈、得出

移调的高度及调域的宽度的变量数据，并根据时长坐标得出

音长的变量。测得语气句中的移调和扩域的数据。下文先列

数据，后加分类和说明。 
例句一 “现在正在上演唐明皇电视剧，你赶快去看!”  
韵律短语：   现在       唐明皇      电视剧   （赶）快去看 
单读：     F#4-F3=13   F#4-F3=13   F#4-G2=20    G4-G2=24 
句中：     G#4-F4=3    C#4-G3=6   C#4-C#3=12   D#3-G#4=17↑ 
     
例句二 “我爱看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其中我最喜欢红楼梦。”  
韵律短语：     红楼梦       我最喜欢       红楼梦 
单读：        G4-G3=12     G#4-C#3=19         
句中：      F#4-G#3=10      A4-D#3=18     A3-F3=4 
 
例句三 “逍遥津和包公祠，是逍遥津有名、还是包公祠有名？”  
韵律短语   逍遥津      包公祠      逍遥津      包公祠 
单读：   F#4-G#3=10   F4-F3=12    
句中：     G4-A3=10  A4-F3=16    A4-E4=5    G4-A#3=9 
 
例句四 “备现代汉语课、比备古代汉语课容易？” 
韵律短语：    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        容易 
单读：       G4-D3=17       F4-B2=18       F4-G#3=9 
句中：      F#4-G3=11       G4-E3=15       A4-F#3=15 
 
例句五 “备现代汉语课、比备古代汉语课容易吗？” 
韵律短语：    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      容易 
单读：（见例句五） 
句中：       F#4-G3=11     G4-F#3=14    G4-F3=14 
 
例句六 “古井老酒比口子酒好”，谁说的?”               
韵律短语：   古井       老酒      口子酒       谁说的 
单读：   G#4-D#3=17  G4-D#3=16  G4-D#3=16    
句中：     A4-G3=14   C4-F2=19  F#4-F#3=12   G#4-A#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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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七 “长城牌篮球鞋、比黄河牌篮球鞋受欢迎。” 
韵律短语：   长城       篮球         黄河        篮球 
单读：     F4-F3=12   G#4-A#3=10   A4-A#3=11     
句中：     A4-C4=9    G#4-A#3=10   C4-A#3=11   D4-F#3=7 
 
例句八 “你看你 ,把我的箱子翻腾的够戗，真是岂有此理!”  
韵律短语： 我的箱子     翻腾       够戗       岂有此理 
单读：     E4-F3=11   G4-F3=14   F#4-E3=14   G4-D3=17 
句中：   D#4-G#3=7  D#4-G3=8     A4-E3=17  C4-D#3=9 
 
例句九 “你应该好好的读读这本书！这里面讲的都是人生哲学。” 
韵律短语：   应该      好好的        读读       这本书： 
单读：     F4-D4=3   F4-D#3=14    F#4-A3=9    G4-D3=17 
句中：    F#4-D4=4    G4-D3=17   D#4-F#3=4   C#4-c3=13 
 
韵律短语：  这里面        讲的       人生哲学 
单读：     G4-F#3=25   B3-C#3=10    F#3-E3=14 
句中：      A4-G3=14    C4-B2=13     F4-B2=18 
 
例句十 “你好哇,你害得我好苦。我找你找了好几年了，你就这样对待我?”                                                        
韵律短语：   你好       害得我       我找你       好几年  
单读：     G4-D3=17    G4-F3=14   G4-D#3=16    G4-F3=14 
句中：    B4-G#3=15  D#4-G#3=7    C4-D#3=9     G4-F3=14 
 
韵律短语        这样         对待我： 
单读：       G4-C#3=17     G#4-C#3=19 
句中：        C5-C4=12      G#4-D3=18 
 
例句十一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这是句老话。如今可不是这样啦。交

通方便啦，旅游事业发达啦，人民生活富裕啦。” 
韵律短语： 在家       千日        出门       一时       老话 
单读：  G4-D#3=16  F#4-C33=17  F#4-F3=13  F#4-F3=13  F4-D#3=14 
句中：  G#4-A3=11  A#4-G#3=14  A4-F#3=15  F4-F3=11   C4-C3=12     
 
韵律短语：  如今      这样       方便       发达       生活 
单读：   E4-A#3=6  G4-D#3=18  F4-D#3=2  F#4-D#2=27  F4-E3=13 
句中：   B4-D#4=8  C#4-E3=9    F4-G3=10  A4-D#3=18  E4-E3=12 
 
例句十二 a“他弄脏了衣服。”b “他把衣服弄脏了.”c“衣服被他弄脏了.” 
                                                       
a 韵律短语：  他         弄脏了       衣服         
 单读：  D#4-D#4=0   G4-G#3=11   F#4-D#3=15   
 句中：  G#4-G#4=0   G#4-E3=16   D#4-D3= 13 
 
b 韵律短语：    他        （把）衣服         弄脏了 

句中：      A4-G4=2       G4-C4=7        G4-G3-12 
      
c 韵律短语：     衣服       （被）他         弄脏了 
  句中：      A4-C#4=8       G#4-G4=1     G#4-F3=15 
 
例句十三 （在天安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     
韵律短语：   中华         人民        共和国 
单读：     G4-F3=14    F#4-G#3=10    G#4-G3=13 
句中：    G#4-B3=9      F#4-C4=6      G4-E3=15 
 
例句十四 “他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韵律短语：他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单读：           （见例句十三）  
句中   A#4-C#4=9  A#4-A3=13  A#4-C4=10  G#4-C#4=8  A4-G3=14  
 
例句十五 “为了革命,我们对流血都不怕，何况流汗!”     
韵律短语：  革命       我们       流血        不怕 
单读：   G4-C#3=18   D4-G2=19  A4-D3=19  C F4-C#3=16 
句中：  G#4-F#2=26  A#3-G3=3  A4-D#3=18    B3-G2=16 
 
韵律短语：   何况       流汗 
单读：     F#4-A3=9     F#4-A2=21   
句中：   D#4-D#3=12    G#4-D3=18 
 
例句十六 “这儿火车站在哪里？ 你们有知道的没有？” 
韵律短语：火车站     哪里       你们        知道       没有 
单读：  G4-G3=12  F#4-D3=16  C4-G#2=16  G4-A3=16  F#4-D3=16 
句中：  B4-E3=19  G#3-D3=6   A#4-D#4=7-  A#4-G4=3  F4-A#3=6 
 
例句十七  甲：“你看那个窗子里面、摆着彩色照片的、就是中国照相馆。” 
          乙：“是中国照相馆吗？” 
          甲：“是中国照相馆。”                        
韵律短语： 彩色照片  中国照相馆  中国照相馆  中国照相馆 
单读：    G4-C#3=18  G4-C3=19      
句中：    F#4-D3=16  E4 -C3=16   G4-F#3=13   D4-D3=12 
 
“是“的不同韵律： 
甲：就是…   {平叙} C#4-A3=5 
  乙：是…？…（疑问）A4-E4=5  
甲：是…！  （肯定）A#4-A#3=12 
                           
例句十八  甲：“陪着我们参观的一位中国朋友、姓王。” 
          乙：“不是姓王吧？我看好像是姓李。” 

          甲：“是姓王！”                             
韵律短语：   中国朋友        姓王    
单读：      G4-D#3=16    F#4—E3=14 
句中： 甲： F#4-C3=18    C#4-D#3=10 
       乙：                G4-A3=10 
       甲；                D4-E3=10 
“是”或“不是”的韵律之别： 
       乙：“不是姓王吧？” A#4-E3=17（疑问句，） 
       甲：“是姓王！”     A#4-C#3=20（肯定句） 
          
例句十九  甲：“香山、西山、天坛，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乙：“什么？我我没听清，请你再说一遍！” 
          甲：“香山、西山、天坛，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韵律短语：        香山      西山        天坛      好玩的地方 
单读：          F#4-E4=2  F#4-D#4=3  F#4-D#3=15  G4-C#3=18  
句中：第一遍    G4-D#4= 4  G4-E4=3  G4-F3=14   F4-E3=13(3..2 秒) 
      第二遍    F4-D#4=2  G4-D#4=4  A4-F3=16  G4-D#3=16(3.7 秒) 
   
例句二十  甲：a“你对中国的京剧感兴趣吗？”  
b“你对中国的京剧感兴趣？               
韵律短语：           中国的京剧     感兴趣 
单读：               G4-D#3=16   G4=C3=19   
句中：a （有“吗”）   A4-D#3=18   E4-E3=12  
      b （无“吗”）   B4-C#4=10   F4-F#3=17 
 
例句二十一  乙：“没看过，听说很有意思。这次来中国，我一定要看。” 
        甲：“没什么意思吧” 
        乙：“很有意思.” 
        甲：“不用去看了吧.” 
        乙：“我一定要去看.”                      
韵律短语；    一定要看          很有意思 
单读：       G#4-D3=18        G#4-G2=25 
句中     乙：F4-D#3=14          F4-D3=15 
我一定要去看  A4-E3=17          A4-D3=19 
 
例句二十二  乙：“中国京剧三团、演的是《杨门女将》，地点是人民剧场。” 
甲：“不是三团吧？我好象记得是一团。” 
乙：“是三团。” 
甲：“地点不是人民剧场吧？” 
乙：“是人民剧场。”                      
韵律短语：  中国京剧院     杨门女将      人民剧场       三团 
单读：     G#4-G3=13      G4-C3=19     G4-C3=19    F#4-D#3=15  
句中：：乙：A4-G#3=13    F#4-A#2=20    F#4-C#3=17    A4-G#3=13 
       甲-：（“不是三团，是一团”：G4-D3=17）            C4-F3=7  
       乙：（“是三团”=B#4-A2=19）                    F4—F3=12 
       甲：（“不是人民剧场）              G4-D3=17 
       乙：（“是人民剧场”=B4-E3=19。）    G4-F3=11 
 
例句二十三  甲：a“今年夏天你打算去外地旅游吗？”            
    韵律短语：  今年         夏天       去外地     旅游 
b“今年夏天你打算去外地旅游？” 
单读：   G#4-F#3=14   G4-D3=16   G4-D3=17   D4-F3=9 
句中： a  D#4-D4=7     E4-E3=12   F#4-A3=9   C#4-D3=7 
       b  G#4-E4=5   F#4-A#3=9    G4-C4=7     D4-A3=5 
 
例句二十四  甲：“我听说你秋天去，不是夏天。 
乙：“是夏天”。                        
韵律短语：    秋天去      不是夏天      是夏天  
句中：  甲  G4-C#3=20    A4=B2=22      
        乙：                           C#5-F3=22  
                    
例句二十五  a “你是不是跟学校旅行团一起去？” 
b  ”你跟学校旅行团一起去吗？” 
c  “你跟学校旅行团一起去？”          
韵律短语：      学校旅行团      一起去 
单读：         G#4-D#3=17      F#4-C#3=17 
句中： a        G#4-E3=16        F4-C#3=15 （“是不是？”）   
       b         G4-F3=14       F#4-D#3=14 （带有“吗”） 
       c        A#4-F3=17        A#4-F3=17 （不带“吗”） 
 
例句二十六  a“麻烦你了，你想的真周到.” 
        b“你想的太周到了,太麻烦你了.”      
韵律短语：        麻烦你               真  /  周到                      
句中：    a     F#4-D3=16         F4-D#4=2 / D4-G#2=18    
韵律短语：      太 / 麻烦你            太  /  周到 
句中：  G#4-C#3=16 / B3-D3=9      F4-F#3=11 / B3-D#3=8   
  
 
例句二十七 甲：a “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没有？” 

b “一切手续都办好了？” 
           乙：  “我把一切手续都办好了。”        
韵律短语：     一切          手续      都办好了       没有 
单读：      E4-D#3=13     F#4-E2=26   G4-F2=26     
句中： 甲：  A4-C4=10      C4-F3=7   G4-C#3=18    D#4-C#3=14 
             A4-C#4=8      E4-G3=9    G4-C3=20 
       乙：  G#4-D4=6     B3-D#3=8    C#4-B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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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将上列例句暂按宏观类别、分为平叙句、疑问句、祈

使句、逻辑句、感情句五类，对各例句的韵律变量（移调和

变域）的数据作简单的分析。各例句有单向的发言，有双向

的“对话”。各“对话”中包含的语气颇有不同（此批实验

中的“对话”，系由同一人发的音，因此比起两位或几位发

音人的对话，韵律可能不够自然，不过多少已能说明问题）。

每类都有一个以上的例句，从中也可看出每类宏观语气还可

再分出若干微观的差异。 
说明（一）单向发言（单句的韵律）： 
1．平叙句：（例句九、十二、十三） 
例句九：“应该”、“好好的”、“读读”、“这本书”四个

短语，在句中的调形和单读的调形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而

且有些在平叙句中的短语、由于读得快了，调域反而缩小；

时长也缩短了。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些短语在

单读时（但是这种情况是偶见的），词义已经具备了语气（如

本例的“应该”、“好好的”已具有程度性或祈使性的语气），

其韵律变量反而大于句中的变量。                                                                                          
例句十二：这是三个平叙句，都包括“他”、“弄脏了”、

“衣服”（主、谓、宾）三个不同成分。由于语法结构的不

同，而使这三个成分排列的次序有异；因而交替重点、在移

调或/和变域方面有所表现。这里只提出一组三例作为启发，

如要找出规则，还需要更多的例句作实验。但此例中已可看

出：a 句是平叙，衣服为句尾，主语最高，基调依次递降。

b 句用了“把”字成为倒装句，在汉语的口语中，这种说法

不太习惯，发音人可能照稿来“读”，在分析图中，三成分

基调持平，而无自然韵律。c 句、衣服是被“他”而不是被

别人弄脏的，故“他”字最强、因为是高平调，由于协同关

系而使后接的调也高了。（由此也可看出在一个句子中，不

但有了句子韵律或篇章韵律的变化，还得保留一定程度的协

同变调规则：“跳板规则”）。 
例句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里的句子中只是读

标语的文字，没有什么激情。此七个音节的语法结构是“四

三格”，就按“四字组”+“三字组”的“必然变调”规则变

调。但两组相连，又要服从“跳板规则”，四字组的尾调上

升与三字组的首调协同（逆同化），使七音节成为自然韵律

的语流。 
2．疑问句：（例句三、四、五、六、十六、二十三、二

十五、二十七） 
这一批疑问句，主要是考察句尾带不带“吗”字或句中

有没有“是非”、“有无”或“A 不 A”等“疑问副词”对句

尾变调的影响。一般认为：没有疑问副词的问句尾基调会抬

高，反之则尾调平稳或降低。现在看看事实是否这样。 
例句四和例句五文字相同，只是例四句尾“容易”后面

带有“吗”，而例五句尾“容易”后面无字。图示两例的韵

律基本相同。 
例句二十三是问“去外地旅游”的 a , b 两个问句，a 有

“吗”，b 无“吗”。无“吗”的基调比有“吗”的略高；而

调域的宽度却相反，有“吗”的反而宽些。 
例句二十五有内容同而疑问副词不同的 a,b,c 三个句

子，问题是“一起去？”。a 句有“是非”副词，b 句有“吗”，

c 句无“吗”。数据表明无副词的问句比有副词的问句基调

都高一些。这似乎可以说明疑问副词的确是可以取代疑问韵

律的功能的。 
例句三的问句有“是 A / 还是 B”的副词；例句十六有

“有 / 没有”的副词；句尾都没有提升，而满足了提问的

语气。 
本文所取的例子不够多，从以上这些结果的不统一，还

难作出统计规则。问句的有“吗”、无“吗”，因材料有限，

尚难定为韵律变动的区别性特征。不过有一点可以看出：凡

是有疑问副词（如“A 不 A”、“吗”）的句子，句尾都不十

分提升，是有普遍性的。 
3．祈使句（例句一） 

例句一是提醒别人快去看电视剧。发音人所说句子的数

据表明、各短语的节奏比单读的快。基调提高并不明显，但

是最后一个短语“你赶快去看”的变调值得注意。这是两个

上声加三个去声的五字组，首字上声因次字为上声而变为阳

平，次字因第三字为非上而变为半上。二、三两字“赶快”

为“直接成分”，读快了而使“快”字成为“轻读”，（“上后

之轻”按“必然变调”规则，应该是短中升调形），与第四

字“去”、末字“看”、连成三级升调。按常规、几个去声连

读多半是基调依次递降；但是，在本句中的这三个去声却是

依次递升、而把“看”字提到最高的基调上限（由此也证明、

着重点在“看”而不是“快”，如果着重“快”，则“去看”

会变成递降）。这种“连升三级”的韵律走势，充分加重了

嘱咐的语气。这是一个很具典型的例子。 
4．逻辑句：（例句二、六、七、十一、十五、十八、十

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六） 
一个含有两个短语以上的句子，其中各短语所指的事

物，在质量或程度上的优/劣、是/非、有/无、新/旧、大/小、

高/低、快/慢、肯定/否定等等的差别，就都表现在韵律的特

征（高低、轻重、长短特征的独用或互补）上。兹举例如下： 
例句二：常人口语中要说明最喜欢几种事物的一种时，

总对这一种有所强调。此例句中所说爱看的《三国》、《水浒》、

《西游记》、《红楼梦》，但最喜欢《红楼梦》。，本句中的前

半句：“我爱看”四种并列书名的移调上限都达到 G4 的高

点，域宽达到 17 ST；而且“红楼梦”三字的调形是“连升

三级”式，移调达到 F#4，域宽达到 10 ST（半音）。再看后

半句：“我最喜欢《红楼梦》”这句里， “红楼梦”三字的

移调只达 A3，比前半句的“红楼梦”低 9 ST；域宽只有 4 ST，
不及前半句的一半。照此看来，红楼梦既是最喜欢的，不强

调而反减弱，于理不合。（按科研规律：世间一切事物的变

量、必有原因可寻；常规有变，必有外因干扰）。不过如果

再研究一下“我最喜欢”这个“谓语”短语，就会发现“最”

字是去声，其起点竟达到 A4，在全句是最高的，域宽也竟

达到 18 ST，这个谓语已充分表达了强调的目的，“红楼梦”

三字成为句尾，不必要再加强了。这样就在全句造成一个先

扬后抑的韵律格局。 
例句六是“优/劣”比较的句型。全句后面还有一个“谁

说的”疑问短语。这样在语用上的问题是着重这句“话”是

“谁说”的，而不是问“孰优孰劣”。所以前句各短语的基

调是递降的、上限和域宽都比单读的小，（事实上“古井老

酒”是一个四字词，基调依次递降。其全部上下限的域宽竟

达到 22 个半音。）而在后句“谁说的”三字就一路攀升，最

后的“的”竟高到 G#，使全句成为升尾。 
例句七中长城牌比黄河牌的篮球鞋“受欢迎”但在基调

上两者都没有差别。这是平叙句带逻辑成分的一例。 
例句十一有七个小句。前三句是说过去出门的艰难情

形，基调先高后低。后四句是说今日的进步“今日”二字的

基调特别高。下面的三句中“方便”、“发达”、“富裕”从低

到高，最后以最高结束。从韵律上，前后两段高下分明，已

具有篇章韵律的功能。 
5．感情句（例句八、十、十四、十五） 
例句八和例句十都是责问的语气。都在句终一两个短语

的基调上出现较强的语气。  
例句十四是例句十三的感情句，由于是高喊的口号，整

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基调都

高，但为了要三个“万岁”一步比一步强，而又喊不上去了，

就把后两个音拉得一个比一个长，听来就感觉越来越强了。

这是韵律三特征在听觉中具有互补功能之一例。 
例句十五中的革命、流血、流汗三个短语、表达了革命

不怕牺牲的激情。基调都高。 
说明（二）双向对话（篇章韵律）： 
（例句十七——二十七） 
这批对话主要包括二人的问答，既然有问有答，则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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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对问者提出的意见加以可否，其语音韵律就和他单独

发言的韵律有所区别，而成为篇章韵律的一种。 
对话有些是逻辑句，内容是对一件事物的“是非”、‘有

无’的辩论。一人说否定，另一人说肯定的“是”由于是肯

定，故“是”字说得比较着重。一般在基调上高于其它短语。 
有些是感谢句，如例二十六：“麻烦你”“真周到” “太

周到”“太麻烦你”，其中“真”字、“太”字，都强；第一

个“麻烦你”也强，但第二个“太麻烦你”、因有了基调很

高的修饰词“太”字，后接的“麻烦”就不需要加强了。 
有些是复诵句，一件事说了一遍，听者没听清楚，要求

再说一遍，于是说了第二遍。如例句二十九：甲说了一遍。

强调“可玩的地方可多啦！”这个“可多啦”使乙急于要弄

清楚就说“什么！”这两个字极高，于是甲说第二遍。这个

第二遍的韵律就比第一遍高。 

10 篇章韵律的分析 
本文所说的“篇章”是广义的。是指在口语中的若干相

邻的句子，只要内容属于同一宗事件，彼此的意义就会有一

定程度的联系。例如平叙句的有头有尾（起承转合）；疑问

句的有问有答（有无、是非）；祈使句的命令或请求，乃至

愤怒、责骂等等，都会对各句产生不同的韵律变量。普通话

的韵律规则属于语句的，当前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了；属于

篇章的，在语法方面的研究可能也有不少，而在语音方面的

似乎还不多。我们曾以普通话的四句朗诵材料为样本，用上

述的韵律规则作了分析。朗诵句中韵律短语的单读数据和在

句中连读的数据如下表。数据的意义和上面的各例句相同。 
朗诵例句一 “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       

韵律短语：     品质          纯洁          高尚 

单读：      F4-D#3=14     G#4-F#3=14     G4-D4=5 

句中：      D4-G#2=18     F#4-F#3=12     F4-C4=5 

 

朗诵例句二 “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       

韵律短语：    意志          坚韧           刚强 

单读：     F#4-D#3=15    F#4-C#3=17     F#4-F3=13 

句中：     D4-F#3=8       A4-E3=17     G#4-C#3=19 

 

朗诵例句三 “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深厚和朴实；”       

韵律短语：    气质          深厚          朴实 

单读：      A4-C#3=20    G4-C#4=6      D4-E3=10 

句中：      G#4-D3=18   F#4-A#2=20   A#3-C#3=8 

 

朗诵例句四 “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韵律短语：    胸怀         美丽           宽广 

单读：     F#4-F3=13     F4-D3=15     G4-D#3=16 

句中：    A#4-F#3=16   F#4-D#3=15      G4-E3=15  

 
这四句中的短语单读和句中连读比较，在调高、调域上，

除少数几个短语有些差别、如“意志”、“美丽”外，大多数

的短语差别都不太大。四句中各单读调形相同的短语、在句

中连读后的移调程度和调域宽度也大都相近；但是，四句中

各有相同的两个短语、如“他们的”、“是那样的”，在各句

间的韵律差别却十分明显。这两组短语在语法上：“他们的”

为“领属代名词”，领属后接的名词；“是那样的”为“程度

副词”，修饰后接的状语。此四句朗诵描写的对象是人民英

雄、带有称颂的感情。其移调程度和扩域程度含有朗诵和歌

颂的双重条件，而服从篇章韵律的规则；其中表达逻辑重音

和感情重音的任务、已基本上由它们的代词、副词承担，而

使名词和形容词的韵律变量相当淡化。各例句的数据如下： 

代词：      例句一     例句二      例句三      例句四 

韵律短语：  他们的     他们的      他们的      他们的 

篇章中：  G#4-E3=18  G#4-F4=3    A#3-D#3=8   B4-B3=12 

副词：       例句一     例句二      例句三      例句四 

韵律短语：  是那样的   是那样的    是那样的    是那样的 

篇章中：    G4-E3=16   D#4-E3=11  B3-C#3=10   B4-B3=12 

 
四句中的代词“他们的”和副词“是那样的”两组短语

表达了语气韵律，已如上述。现在再看看它们是怎样表达的。

在四个例句中、两组短语的调形都有一个共同趋势。在基调

的移调方面：例一、例二、例三的短语从高到低、依次递降；

而例四的短语陡升到最高点。在扩域方面：例一的最宽，例

二、例三依次缩小，例四又展宽。移调的高低和扩域的宽窄

（有时再加上节奏的长短），在听觉上都和感情韵律的强弱

是成正比的。  
四句中基调的最高上限是例四的“那”（B4）；最低上

限是例三的“他”（A#3）和“那”（B3）。短语“是那样的”

在例一、例二、例三依次递降，形成一种下倾的斜坡，而到

例四中突然上扬。“他们的”在例二比较高，虽然没有像“是

那样的”也跟例一、例二形成斜坡，但是它的调域很窄，只

有 3 个半音；节奏又比所有的邻音都短，按照听觉生理，听

来就比较弱（韵律三特征在强弱的等级上是可以互补的）因

此也能在前后句之间造成韵律的递降感。这种在一连几句口

语中造成“先抑后扬”的篇章韵律走势，无论在诗文中的节

奏、绘画中的线条、或音乐中的旋律，都有这样的规律。这

正如梁代沈约所论文章的音韵、要作到“一简之内，音韵尽

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韵律变化。[7 ] 
本文第 6 章表 2 中的惊叹句，是愤怒兼命令的感情句。

这是从一个电视剧中录下的一段，一个妇女极端愤怒赶走她

丈夫的话。原文为：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滚出去！！”    
“你给我滚！！！” 
这三句话是用三种语气连珠炮似地说出，第一句只命令

他“出去”，由于有“你给我“三字，已经是不客气的命令

了；但是他不走。第二句就在原句加了个“滚”字，就很不

客气了，但是他还不走。；第三句是愤怒到顶，有点力竭声

嘶，连“出去”都来不及说，只用一个“滚”字了。先统计

一下她的数据。（韵律）： 
第一句：    上限 B3      下限 B2      域宽 12 
第二句：    上限 G4     下限 F3      域宽 14 
第三句：    上限 G#4     下限 C3      域宽 19 
现在分析一下她的韵律变化：这三句话是一组很典型的

篇章韵律的例子。是由于情绪的逐步高涨，语音的音高和音

强也随着“连升三级”。 她首先用一个 8 度的域宽，这是一

般正常女音的平叙句的调高和调域宽度。第二句声调移高了

8 个半音，而域宽只高两个半音。第三句声调高不上去多少，

而域宽却变动很大，达到 19 个半音。这也说明韵律三特征

的互补功能。此外，这三句话中都有‘你给我’三字，它们

都是上声，本来要服从三上连读的必然变调规则。但是它作

为一个五字短语的成分，就要服从五字韵律规则，同时、它

又是三句篇章的首句，还得服从篇章韵律。第二、第三句也

是这样。这种从小单位一步步地走向大单位，以致其表层现

象面目全非。只有用抽蕉剥茧的分析程序，即“多米诺”分

析方法：第一步先找出直接成分，应用“跳板规则”得出最

小短语的必然变调；再第二步、按照语音、语法、音系三平

面的制约，应用跳板规则、得出这三句话的三个字组（五字、

六字、四字）各自的连读变调；再第三步、按照逻辑和情感

的需要，应用移调和/或变域规则，最终得出表层的实际调

形。有趣的是：这三句话的韵律分析、几乎运用了必然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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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然变调的全部规则，才能对表层的调形得到解释。（此

三句的调形图及数据，参阅注[9]） 

11 结语 
实验证明、上述的在各类语句中的表层韵律，无一不是

基于短语语音的必然变量、通过韵律三特征的组合搭配、由

底层逐级衍变而来的。它们的韵律变化无论是逻辑、是感情，

都可以用移调、变域，停延、展缩等处理、从底层的原始语

料来生成高自然度的合成语言。 
汉语自然度韵律知识的研究方兴未艾，是与时俱进的，

目前的探索所得、由于还在小量例句的实验阶段；还需要做

大量材料的取样和分析。不过上述的各项论点和分析方法，

已多少为国内的一些合成系统所采用，取得一定的成果。[8]
今后可以积累足够的实验材料，参照思维的各类媒体的共性

规律，以及左右脑分析与综合的理论[10]，通过三维矢量等

计算方法，设计出有效的韵律合成方案，向建立高自然度的

语音合成系统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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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sodic variation rules in speech are the key of improving 
the naturalness in Standard Chinese speech synthesis. However, 
analyzing the prosodic variations at the sentence surface level 
requires the knowledge of the tone sandhi rules at the 
underlying phrase level.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firstly gives an 
elaborate review of the past researches on the tone sanhdi rules 
in disyllabic, trisyllabic and quadrisyllabic words; then basing 
on the phonetic, syntactic and phonological 3-dimensioned 
constraints, he puts forward the so-called “bench-board rule” 
and “domino rule”. He reveals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tone 
sandhi at the phrase level and the probability of the prosodic 
variation at the sentence level where the meaning and modal 
must be concerned. The author also describes the variation 
rules of other acoustic correlative parameters of intensity and 
dur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sentences in various modals is 
given. The finding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alizations 
of phrase contour in citation form and those of spontaneous 
speech make i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rules for the prosodic 
variation in different intonations, which provides the valuable 
data for speech synthesis of high natura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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