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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音系理论管窥

许良越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

【摘 要】%# 世纪 "# 年代，生成音系学诞生，开始了音系研究的崭新阶段。&# 年代以后，非线性

音系理论提出，使得音系研究更为立体。’# 年代以来，各种观点和流派异彩纷呈，蔚为大观。当代音系

理论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语音系统的研究，丰富了语言理论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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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述的当代音系理论指自 !."’ 年乔姆斯

基（/0 1234567）和哈勒（80 (9::;）出版《英语

音系》（<2; =3>?@ A9BB;C? 3D E?F:G52，简称 =AE）

以 来 ， 在 经 典 生 成 音 系 学 （1:955GH9: I;?;C9BGJ;
A23?3:3F7）和其后继的非线性音系学（/3? + :G?;9C
A23?3:3F7）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体系。

一、当代音系理论溯源

当代音系理论是作为结构主义音位理论的对

立面而出现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音系研究的

重点是对音位（K23?;4;）的分析和归纳，因此他

们 把 研 究 音 系 的 学 科 称 为 “ 音 位 学

（K23?;4GH5）”。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音

位学的任务，就是找到一套操作程序，并能用以

从一种语言的语料中分析出该语言的音位系统。

这一套方法包括切分、认同和分类三个步骤：切

分指将语料分为不可再分的最小语音片断，认同

指将切分出的语料按语音相似性和互补分布归纳

为音位，分类则指将归纳出来的音位进行分类，

以描写该语系的音位系统。在对音位进行分析归

纳时，美国结构主义还制定了几条必须遵守的原

则，最主要的是下面几条：双向单一性原则（LG +
>?GM>;?;55 KCG?HGK:;），指音素标音必须一一对应

地转写成音位标音，音位标音也必须一一对应地

转写为音素标音；层面分隔原则（5;K9C9BG3? 3D :;JN
;:5 KCG?HGK:;），指在对语言的某一层面进行分析

时，不能涉及上一层面的信息，即在音位分析完成

前，不能作词法分析；局部确定原则（:3H9: @;B;CN
4G?9H7 KCG?HGK:;），指仅凭语音形式和出现环境就

能进行音位归纳，而不需要依赖意义。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结构主义语言学对音

位的分析归纳完全是据语音来进行的，根本不涉及

语法语义信息。按照上述音位分析法所得到的音位

被称为“自立音位（9>B35;F4;?B K23?;4;）”，即

认为音位实质上是一组通过语音相似性和互补分布

联系起来的音素。

%# 世纪 O# 年代，正当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

自诩他们的音位分析程序和方法已相当完备，可以

对世界上各种语言语音系统逐一进行分析，找出各

自的音位系统时，其理论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

!.O" 年，乔姆斯基、哈勒和卢科夫（P0 Q>63DD）
发 表 了 《 论 英 语 重 音 与 音 渡 》 （R? )HH;?B 9?@
S>?HB>C; G? E?F:G52）一文，率先向结构主义语言学

发起挑战。他们从分析英语句调重音入手，针对层

面分隔原则和局部性原则存在的问题，把语法语义

信息引进到语音分析中来，一改传统语言研究单纯

描写语言事实的做法，而是用少量的单位和规则生

成出了英语的句调重音，解决了结构主义音位学未

能 解 决 的 问 题。!.O. 年 ， 哈 勒 出 版 了 《俄 语 音

系》（<2; =3>?@ A9BB;C? 3D T>55G9?）一书，提出了

反对双向单一性原则的“哈勒论证（(9::; U 5 9CF>N
4;?B）”。他指出，同仅仅根据事先确定的原则而

保留一些并不合适的表达式相比，更重要的是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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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的规则表述概括。这种从表达式向规则的转变宣

告了生成音系学理论框架的确立。

二、标准理论时期

!#$% 年 ， 乔 姆 斯 基 和 哈 勒 发 表 了 《 英 语 音

系》，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生成音系学的理论模式，

奠定了生成音系学音系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

础。该书中所提出的音系理论被当作生成音系学的

标准理论或经典理论，标志着生成音系学进入了标

准理论时期。

《英语音系》中的所提出的音系理论又被称为

“&’( 理论”。这一理论与传统的音系理论相比，

在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研究对象上，生成语法研究人脑中有关语言

的知识，作为生成语法一部分的生成音系学，研究

的是人脑中有关语音系统的知识。生成音系学是乔

姆斯基在 !#)* 年发表的《句法结构》（&+,-./-0/
&-12/-213） 一 书 中 所 提 出 的 生 成 语 法 （43,31.-053
41.66.1）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研究目的上，生成音系学力图通过对人类语

音系统的分析和语音能力的描写，揭示人脑中的音

系知识，尤其是要揭示决定人类语言音系结构的和

作为儿童语音发展基础的音系共性，即人类语言语

音系统的共同的本质特征。

在理论模式上，生成音系学认为，音系结构分

为底层表达式（7338 1381393,-.-0:,）和表层表达式

（921;./3 1381393,-.-0:,）两个层面。底层表达式是

用调整规则作用于句法部分输出的表层结构后得到

的，表层表达式就是实际感知的语音形式。底层表

达式进入音系部分后，音系部分的音系规则作用于

底层表达式，从而推导出语音表达式。

在表达方式上，生成音系学中的表达式，无论

是底层表达式，还是表层表达式，基本单位都是区

别特征及由区别特征构成的特征矩阵（;3.-213 6.<
-10=），所有的语音变化都用“>#? @ ABBC”（读

作“区别特征 > 在 A 和 C 的条件下变为区别特征

?”）这样的公式来书写。

可以看出，生成音系学无论是在学科性质上还

是在研究方法上，都与先前的音系学有着本质的区

别，而与自然科学却十分近似。

在生成音系学发展的初期，研究的重点主要集

中在讨论底层表达式抽象性的限度，音系规则的施

用顺序，音系部分与句法部分之间的关系等等。

生成音系学自问世以来，不仅使音系研究在方

法论上焕然一新，而且取得了许多前人末曾取得的

重大成就（如对英语重音规律的揭示等），“&’( 以自

己的实质性的成就征服了语言学界，生成音系学无

可争议地取代了结构主义音位学而成为美国的主流

学派。”D ! E

&’( 理论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不完善

之处。最突出的一定点就是它沿袭了结构主义音位

学把语音结构当作单一线性序列的传统看法，这使

得该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特定类别或具有特定性质

的音系成分（如声调、节律等）在音系过程中的作用

及作用的方式。这一理论缺陷成为后来非线性音系

理论的突破口。

三、非线性理论时期

!#*$ 年，戈尔德史密斯（FG H:I7960-J）以博

士 论 文 的 形 式 发 表 了 《 自 主 音 段 音 系 学 》

（>2-:93463,-.I ’J:,:I:4+）一书，创立了自主音

段音系学。该理论通过对非洲声调语言的研究，认

为声调无论在底层形式还是在表层形式中，都不是

音段的特征，在许多情况下声调都是能独立于与其

联结的音段的。据此，他将表达式亦分为两个不同

的 音层 （ -031） ：一 个是 由声 调序 列组 成的 声调

层，一个是由音段序组成的音段层。两个音层各自

独立，其间由联接线（.99:/0.-0:, I0,3）按联接原

则将声调与音段层中的元音联接起来。 D " E

!#** 年，里伯尔曼（KG L0M316.,）与帕里斯

（>G ’10,/3）合写了《论重音与语言节奏》（N,
&-1399 .,7 L0,4209-0/ OJ+-J6）一文，提出了节律音

系学（63-10/.I 8J:,:I:4+），论证了重音不是元音

的固有特征，不是元音音段特征矩阵的一个组成部

分，而只是一种关系。在表示这种关系时，他们不

是用特征，而是借用句法结构树形图的方式，即节

律树（63-10/.I -133），或是用代表不同程度重音的

星号层次，即节律栅（63-10/.I 4107）。 D P E自主音段

音系学和节律音系学在表达式上彻底突破了 &’(
单音层、单线性序列的框架，根据声调、重音的特

点采取了多音层、多线性的表达式。这种非线性表

达式的出现，使得音流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着的三维

立体模型，生成音系学进入了非线性理论时期。

"Q 世纪 %Q 年代，生成音系学理论有了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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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发展。

!#$% 年，基帕斯基（&’ ()*+,-./）等人创立了词

汇音系学（012)3+4 *5676468/）。该理论借鉴构词学和

音系学研究的成果，把构词过程和音系过程置于一

个统一的框架内考察，将音系规则分为两类：一类是

词汇规则，可在词库内循环应用，作用于各构词层次

的每一个构词过程之后；另一类为后词汇规则，以非

循环的方式应用于句法部分所输出的结构。由于两

类规则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扩大了音系规则的应

用范围，涉及音系学与构词学、句法学和语音学之间

的关系，使音系规则的研究更为深入全面。 9 : ;

韵律音系学（&,6-6<)3 *5676468/）是节律音系学

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综合了自主音段理论的成

果。$= 年代以来，塞尔科克（>’ ?’ @14.),.）等人通过

对音系学与句法学界面的研究，认识到决定音系规

则应用辖域的是与句法结构有一定关系的韵律结

构，这些结构规则制约了一个语言的词形变化。因

此，提出了语音是一个具有音节、音步、语音词等韵

律层级单位的体系。 9 A ;

!#$" 年，克莱门兹（B’ C’ D41E17F-）和凯塞尔

（@’ G’ (+/-1,）等人创立了 DH 音系学（DH *567646I
8/）。该理论根据阿拉伯语构词音变，认为音节结构

有一条最重要的主干，由元音（H）与辅音（D）的交替

构成，叫做 DH 主干。DH 主干被赋予最小的信息，并

给所有其他音层上的自主音段提供锚位。DH 音系

学强调音节在音系表达中的结构功能，认为音节即

是一种层次单位又是一种功能实体。因此，音节理

论必须在音系理论体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9 J ;

!#$A 年，克莱门兹发表了《音系特征的架构》

（K51 B16E1F,/ 6L &5676468)3+4 M1+FN,1-）一文，特征架

构理论即因此而得名。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把用以

标音的区别特征分门归类，组成一个树形的特征架

结构，其中每一分枝代表一个特征类别的层次，在此

之下的是特征层，在此之上的是 DH 层，即音段层。

这样区分出的几大类，基本上反映了在音系中行为

表现相对独立的不同特征，也适应了非线性和自主

音段音系理论的发展。 9 O ;

特征架构理论以发音机制为基础提出的音段结

构假设，诱发了对特征值在音系过程中作用的进一

步思考，出现了以独值特征为基本假设的从属音系

学（<1*17<173/ *5676468/）和管辖音系学（86P1,7E17F
*5676468/）。

从属音系学是以非性线表达和独值特征为框架

的当代重要音系学理论，!#O$ 年由安德森（G’ Q7I
<1,-67）和艾文（D’ G’ >R17）在《从属音系学原理》

（&,)73)*41 6L S1*17<173/ &5676468/）一书中提出。该

理论认为，音段是由被称作组元的独值成分构成的，

不同类型的组元构成被称作下级姿态和姿态的从属

结构。从属音系学的理论目标就在于揭示所有音段

的内部结构。 9 $ ;

管辖音系学是以制约原则和参数为基础的生成

音系学理论，!#$A 年由凯耶（G’ (+/1）和维格纳

德（G’ H1,87+N<）在《音系元素的内部结构：管辖

和粲数理论》（K51 T7F1,7+4 @F,N3FN,1 6L &5676468)I
3+4 >41E17F-U Q K516,/ 6L D5+,E +7< B6P1,7E17F）
一文中提出，该理论是一种以独值的音系成分为表

征单位，以准许制约和管辖关系为主体的音系理

论。这一理论是独值特征理论最详尽的阐述，受句

法理论的影响甚大，对管辖关系的各种制约条件构

成了其理论框架的主要内容。 9 # ;

$= 年代在音系表达研究方面取得的另一个重

要进展是不充分赋值理论（N7<1,-*13)L)3+F)67 F516I
,/）。这一主要与词汇音系学有关的音系描绘方法，

由于对最简性的理解不同，以基帕斯基的早期著作

为基础，发展为好几种不完全赋值的模型。主要有

对比和激进两个流派。不充分赋值理论认为某些区

别特征不必都在词库中赋值，在推导过程中，通过规

则预测，有的特征可由音系规则赋值，有的可由缺省

规则赋值，这样能使词汇表达式更加简明严谨。 9 " ;

#= 年代以来，音系研究领域的最大进展是优选

论的出现。

优选论（6*F)E+4)F/ F516,/）由帕里斯（Q’ &,)731）

和斯莫伦斯基（&’ @E6417-./）!##" 年合写的著作

《 优 选 论 V V 生 成 语 法 中 制 约 条 件 的 交 互 作 用 》

（?*F)E+4)F/ K516,/U D67-F,+)7F T7F1,+3F)67 )7 B171,+I
F)P1 B,+EE+,）发展而成。优选论用制约条件取代

@&> 的音系规则，认为各种语言的差别在于制约条

件在具体语法中层级排列的不同。语音表达的多样

性是由制约条件之间冲突，并通过制约条件的层级

排列解决冲突的结果。由于优选论把具有普遍性的

制约条件作为中心内容，符合人脑的认知结构，解释

更合理，因此被称为 #= 年代最优语言学理论，其影

响还进入了相邻的构词学和句法学等学科。 9 != ;

从当代音系理论的发展概述可以看出，当代音

系理论始终坚持经典生成音系学提出的关于音系本

质的基本假设，坚持建立某种以形式系统为主要内

许良越：当代音系理论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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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理论体系，坚持采用形式化的表达和严格的分

析程序，在加深对自然语言语音结构的认识方面提

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新学说。当代音系理论，尤其是

#$ 年代中期以来的非线性理论，将音系学的解释

力与普遍性大大提高，逐渐建构起了一个较为完整

的理论体系，成为当今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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