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方言语音问题  推进语音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熊子瑜 
 

    作为语言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语音学通过仪器设备来获取语音产出、语音传播和语音感

知等方面的实验数据，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考察人类语言的发音机制、语音声学特性和语音知觉

模式等一系列问题，内容涉及发音语音学、声学语音学和听觉语音学等多个研究领域。语音学具

有鲜明的交叉学科性质，与方言学、音系学的关系较为密切，与生理学、声学、心理学等也有着

一定关联，其研究成果对于语言调查与研究、语言教学与评测、语言矫治与康复、人机对话与交

互等都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在方言语音研究中成长 

    语音学在我国发端于方言语音实验研究工作，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向前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20 年代初。赵元任、刘复、罗常培和王力等学者都非常重视方言语音实验研究工作，强调

“解决积疑，可资实验以补听官之缺”，并在研究方言语音时带头身体力行。 

    那一时期方言语音实验研究蔚然成风，发表了一批结合语音实验数据的方言声调研究成果。

这些著述为方言语音研究，特别是方言声调研究工作，引入了实验分析的新方法，建立并形成了

研究方言声调的新范式。赵元任当年提出的五度标调法，至今仍被方言学界和语音学界广泛使用。 

    虽然萌芽于方言语音研究，并且在方言声调研究中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但语音实验研究却

未能在方言领域落地生根，而是逐渐从方言研究中独立了出来，慢慢发展成为今天的（实验）语

音学。若要追根溯源的话，那一时期的方言语音实验研究为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创建提供了两

个重要源头：一是刘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建立的“语音乐律实验室”，该实验室后来由罗常培领

导；二是吴宗济在南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音实验室担任研究助理，跟随赵元任开展的语音

学研究。罗常培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在“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组建了语

音实验小组，并于 1956 年将吴宗济调入语言研究所开展语音实验研究工作，使得这两个源头合

到了一起，语音学研究才逐渐步入正轨。 

    在方言语音研究中壮大 

    自 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数字信号处理以及数据统计分析等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在 Praat、MatLab、SPSS等软件的推动下，研究人员采集和分析语音声学数据的门槛已基

本被破除，不仅能够自行构建较大规模的语音语料库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语音声学数据的采集工

作，还可以利用各种统计软件甚至深度学习的方法开展语音声学数据的分析和建模工作。语音声

学研究由此彻底摆脱了硬件依赖，普通科研人员开展语音实验研究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

种改变必将深刻推动语音学的发展进程。 

    而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开展语音实验研究一直存在着较高的准入门槛，采集实验数据需

要有专门的仪器设备，分析实验数据需要有专门的测算方法。不管是做发音生理研究，还是做语

音声学研究，都离不开实验数据的采集和分析，都需要使用到一定的仪器设备。就拿语音声学研

究来说，因为长期依赖于浪纹计和语图仪等仪器设备，导致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科研机构才

能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一般科研人员很难接触到这些仪器设备，更别说使用这些仪器设备了。另

外，即便有了语图仪这类专业的仪器设备，也不能直接获得语音的音高数据、共振峰数据等声学

参数，仍然需要研究人员通过手工去提取、测算和分析，而这些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极其复

杂，掌握起来存在一定难度。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语音学那些年在国内的发展极为缓慢，人才队

伍规模相对较小。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从事语音实验研究工作的只有吴宗济、林焘、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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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翘、林茂灿、曹剑芬、沈炯、石锋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在此条件下，大家只能集中力量优

先研究普通话的语音问题，对方言语音的研究自然就会少一些。 

    现在有了 Praat 这类语音分析软件，语音声学数据的提取、测算和分析都可以在个人电脑上

完成，难度自然是降低了不少，但对于任何一款专业软件来说，都会存在一定的使用门槛，要想

全面掌握其功能和用法还是需要花费一番功夫的。当下应积极推广语音实验研究的技术和方法，

并努力降低语音数据提取、测算和分析的难度，让更多学者愿意并能够轻松自如地使用起来。与

语音学界相比，方言研究领域的人才队伍规模宏大，而且多多少少都会涉及语音研究问题，因此

应有针对性地加大语音实验技术和方法在方言研究领域的推广力度，让广大方言研究者看到语音

实验在方言语音研究中的价值，并成为语音实验研究的拥护者和主力军。 

    在方言语音研究中突破 

    虽然脱胎于方言语音实验研究，但语音实验这种研究方法在方言领域至今仍未产生深刻影

响。除了前文所述的技术设备等制约因素，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语音实验结果并不能直

接回答方言研究者所关心的语音分类和音值描写问题。举例来说，在做声调音高特征分析时，实

验者通常还是依靠听音记音这种传统方式来确定各个例字的声调类别或者采用别人的记音结果，

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分析各类声调的音高、时长等声学特征，得到的调值分析结果又往往会和听辨

记音结果存在一定出入，而且不同实验由于采样数据和分析方法的不同，调值分析结果之间也可

能会出现不一致。这类语音实验研究，并不能给方言研究者太多助力，因为对于方言语音系统研

究来说，首先是要解决语音分类问题，如确定一个方言有多少个声母、韵母和声调等，其次才是

音值的描写问题。实际上，即便对于音值的分析和描写，语音实验研究能够提供的助益也是极其

有限的，如辅音的发音部位很难通过其声学线索来加以确定，元音的前化、后化、高化、低化、

央化等发音变化也很难依靠声学数据来加以确定，即便是鼻化元音和卷舌元音也不能纯粹依靠声

学数据来加以确定。因此，语言实验研究在面对方言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是创新语音实验研究的方式方法。除了语音声学研究之外，还要善于利用听辨感知实验和

发音生理实验来研究两个音的异同与两个音之间的区分线索及其发音差异。在对各类语音声学参

数进行统计分析时，除了采取均值分析、方差分析，还可以做一做判别分析、聚类分析以及数据

建模等方面的工作，看看语音数据能否支持前期的分类结果，及其能否为语音分类多提供一些声

学数据上的支撑。 

    二是注重跨方言的语音对比研究。在听音记音时，不同学者所采取的标准可能会不太一致，

有人可能会稍微严一点，有人可能会稍微宽一点，记音结果有时差异甚大，导致不同方言点、不

同学者之间的记音数据很难直接放在一起进行有效的对比分析。而从客观的语音声学数据出发，

开展跨方言的语音对比研究，建立语音声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测算方言之间的语音相似度和距

离，进而考察方言的语音演变规律，可以推动语音实验研究与方言研究的深度融合。 

    三是注重后词汇系统的语调韵律特征研究。目前大多数方言研究只关注字词层面的声韵调和

连读变调等内容，对语句层面的语调韵律特征鲜有涉及。而语调韵律特征系统具有鲜明的方言特

色，应着手构建一套跨方言的大规模语音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方言的语调韵律特征，对之

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析和描写，从而建立起统一而完备的语调韵律分析框架。目前这方面几乎还

是一片空白，类型学研究在这方面将大有可为，而且能够凸显出语音实验研究的价值。 

    四是注重从智能语音技术发展的角度研究方言语音。要让智能语音技术不仅能够听懂普通

话，还能听懂地方普通话和各种主要方言，这自然离不开方言语音研究，离不开方言发音词典建

设，特别是汉语通用词汇的方言语音描写工作，其中涉及连读变调、轻声、儿化等一系列语音问

题。另外，还应积极借助智能语音技术推进方言语音研究，如采用合成验证的方式来检验和改进

各项语音研究成果。 

    五是注重从语音习得和教学的角度去研究方言语音。不同方言区学习者在学习普通话、英语

等语言时都有着不同的学习难点和发音偏误问题，这与学习者的母语语音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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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性。 

    总之，语音学研究应自我突破，多关注方言语音问题，并通过合适的角度融入方言语音研究

中，真正发挥出语音实验这种研究方法在方言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争取在方言研究领域取得共鸣，

并在研究方言语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4月20日第0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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