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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次由我们所主办的语音学研讨会，中外学者会聚一堂，切磋学理，交流心得成果，同时也庆贺
吴宗济先生百岁华诞。
　　2004年，吴宗济先生在95岁高龄的时候曾经豪迈地说：你们就把我当成59岁好了，有什么困难任
务，你们尽管压过来。
又过去了五年，吴先生百岁，豪迈之情不减，我们惊喜地看到他不但完成了社科院的老年基金项目汉
语普通话韵律研究，而且还主持编辑出版了《赵元任语言学文集》中英文版，现在又参加了《罗常培
语音学文集》的编辑工作。
　　我1979年到语言研究所当研究生，除了国际音标的训练，实验语音学的启蒙知识就是看吴先生写
的《实验语音学知识讲话》，后来我做汉语口误的研究，细读吴先生的文章《试论普通话语音的区别
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深深为吴先生将中国传统音韵学和现代语音学理论结合起来的能力所折服。
再后来我自己的学生也去吴先生那儿请教语音学和音韵学，获益匪浅，对吴先生也是十二分佩服。
　　一个真正的语言学家首先要有听音辨调的能力，吴先生回忆自己大学毕业到史语所应考当助理，
李方桂先生在钢琴上弹了几组四部和弦，考生中唯有吴先生能用五线谱把乐调谱出来交卷。
回想我在语言所工作的时候参加一次出国进修选拔的考试，一道题是把录音中的一段曲调记录下来，
我只能胡乱用五线谱画了个调形，跟吴先生比起来真是十分的惭愧。
　　吴先生的过人之处是不仅耳聪而且手巧，他对实验仪器的摆弄能力也是他取得杰出成就的原因。
吴先生给自己的书斋取名补听缺斋，给自选文集取名《补听集》，手、耳、脑并用，自然就武艺高强
。
　　吴先生不仅武艺高强，还境界高远。
他用王国维谈到的创业或治学必经的三个境界回顾自己的历程。
要用实验方法来分析发音方法和特点，补听缺，探究语音演变规律，发现自身的差距要迎头赶上，出
外取经，这是第一个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要用机器合成或识别语言，要它听懂自然话语而不错、说出如口语般流利自然，就需要文、理双方的
结合，这种结合谈何容易，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这个阶段辛苦而漫长，是第二个境界衣带渐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把治学做人联系起来，眼光要大，认真务实，学无止境，有海纳百川、博取众长的胸襟和气魄，对人
类语言的奥秘有更深的领悟。
这第三个境界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了。
吴先生退休20多年来，退而不休，与一些大学合作，完成了汉语语调合成的科研课题，并应用这项目
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发出汉语文一语转换系统的产品，获得了相当好的经济效益，得到国家的优等奖
励。
他还为所内所外培养了许多语音研究的后继人才和研究骨干。
他对汉语语音学如何面向信息时代的未来进行了思考和探讨，提出我的研究方向要随形势的需要而有
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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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现代语音学这个课题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试论普通话中韵律规则与其他若干学科中韵律
规则的共性》《语言发声研究的基本方法》《广西藤县岭景方言的去声嘎裂声中折调》《塞音的声学
格局分析》《情感语音的韵律特征分析与转换》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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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吴宗济  试论普通话中韵律规则与其他若干学科中韵律规则的共性陈玉东，吕士楠  汉语朗读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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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试论普通话中韵律规则与其他若干学科中韵律规则的共性　　吴宗济　　摘要　　语音是思维的
媒体之一，口语中的抑扬顿挫、顺逆同化等韵律变化都是由思维控制的。
我国的传统艺术中如诗文的格律、书画的笔法、音乐歌舞的节奏等，也都是思维的媒体，各有其韵律
，它们同属汉语的思维系统，因此彼此之间的韵律规则自有许多共性值得探索。
此外，现代物理学中关于相对论的理论以及生理学中关于言语神经的一些活动，也都有其韵律规则。
本文选出普通话的若干连续口语中韵律变化的规则，与我国几种传统文学、艺术的韵律规则试作比较
，寻绎其间的共性，并以物理、生理的有关韵律规则加以印证，或可作为今后建立汉语语音韵律规则
的参考。
　　1.引言　　人们要传递和表达自己的思维，就得转换成一些信息或媒体，使接收者能够感知。
人类常用的感知渠道是视觉与听觉。
视觉感知的信息有文字、图画以及表情，听觉的有语言、歌唱以及拟声。
视觉信息的艺术化有舞蹈；听觉的有音乐（当然，还有戏剧，是二者得兼的）。
这些信息的质与量都由思维产生和控制。
因而信息的活动和节奏与思维的是同步的。
以语言来说，传统的语言学和语音学的研究，都只属于“人一人对话”的范围，新兴的“人一机对话
”的语言学、语音学还没有系统地问世。
语音动态的高层次规则是“韵律规则”，它包括语音的三项特征：高低、轻重和快慢。
三者的搭配和变化，随思维活动而极其繁复，成为今日“人一机对话”中提高语音自然度的“瓶颈
”[26]。
　　今日“人一机对话”中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普通话语音合成与识别质量的提高。
目前，在我国的言语工程方面，通过文理的合作，针对汉语的特点，二十来年的研究，从字到词、从
词到句，成果已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只是过去的研究对普通话短语连读的音段和超音段的处理，虽已达到较为满意的程度，但对有关成句
和成篇自然度的韵律的处理，却还有不小的差距。
　　究其原因，表达语句自然度的载体，除上述的特征外，还有连续语音的韵律三特征的搭配。
它们的相互依存和制约的关系，因人别、因语境而异，其多变规则的分析处理还达不到应有的水平。
语言学者可套用当年梁沈约论声调的说法，现在韵律的研究是：“程序之法有限，韵律之变累万；以
累万之繁，配程序之约，韵律变化，非思力所举。
⋯⋯”况且“人一机对话”中的语音韵律的授受，和“人一人对话”中的大有不同。
后者是单凭口耳就能随机应变；前者就必须把表达思维的一切韵律变量的细节准确无误地编成数码，
再通过相当复杂的程序来运行。
　　语音动态的“韵律规则”的探索成为今日“人一机对话”中提高语音自然度的关键。
韵律既是思维的媒体，我们在进一步探索语音韵律规则、从事大量取样和编码之外，似乎还应该扩大
一番视野，看看同属思维媒体的其他学科中有没有可供借鉴的韵律规则。
最为接近汉语思维的其他学科，要属中国传统的文学和艺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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