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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际语韵律短语信息焦点的语音实现特点及底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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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际语韵律短语信息焦点 的语音实现常常呈现出音高低
、

音强弱
、

音强短等体系化的特点
。

受汉语韵律类型及

声调特征的负迁移影响
,

学习者很少能主动注意并有效实现出英语语调音幅的多变性
。

而汉语阳平调突出的听辨感与较高的

调值往往容易让学习者将信息焦点实现为类似于阳平调的
、

短暂的高升调
。

【关键词 】韵律短语 信息焦点 音强 音高 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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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为汉语的学习者在第二语言韵律短语的 从句子整体来看
,

韵律短语往往承载着一个句

语音实现上通常存在着普遍的误区
。

韵律短语的 子的信息焦点
。

所谓信息焦点
,

指的是新信息或关

语音实现方式与其信息焦点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 键信息在句子或短语中所处的位置
。

信息焦点是

关系
,

受汉语韵律类型及特点的制约
,

学习者并不 说话者想要表达的重点
,

在韵律短语的信息焦点

能有效地将韵律短语的信息焦点成功地用有效的 处
,

总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基调变化
,

但是声调和

语音方式凸显出来
,

而是表现出重音不明
、

音幅不 语调语言的变化实现方式有所不同
。

正的典型错误模式
。

且这一语音实现模式具有普 二 汉语韵律短语信息焦点的语音实现模式

遍性
、

广泛性及可预测性
,

并已经构成了体系化
,

是 作为声调语言
,

汉语韵律短语的信息焦点在语

中际语韵律模式的显著表现
。

音层面通常表现为关键词的核心重音
,

通常不会直

一
、

英汉韵律结构及信息焦点等的表现差异 接涉及调高的变化
。

句子中连续几个韵律短语的

一 韵律结构及信息焦点 核心重音就形成了这个句子的节奏重音
。

如
“

一头

自然语言由不同层级韵律单位构成
,

从小到大 猪掉落进了一个小坑里
” ,

这句话中描述动作主体

依次为莫拉
、

韵律词
、

韵律短语
、

语调短语及韵律语 的主语
“

猪
”

以及描述地点的名词
“

小坑
”

是相对更

句
。

韵律结构属于音系学的概念范畴
,

同时也与句 为重要的信息
,

这两个名词就会承载着所属韵律短

法
、

语义
、

形态层面交互作用
。

语言的韵律结构有 语的核心重音
,

其音强相对突出
,

但音调不会比临

着特定的音系表征及语音实现形式
,

语言韵律结构 近的词明显高出多少
。

知识的获知对于语音的学习及 口语的练习有着至 三 英语韵律短语信息焦点的语音实现模式

关重要的作用
,

但却往往被忽视掉
。

作为语调语言
,

英语韵律短语的信息焦点在语

韵律短语是能够传达语句信息的最基本的韵 音层面通常表现为对应词或短语的重音实现及音

律层级
。

韵律短语大都是较为独立的语义单位
,

承 调升高
。

具体表现为 对应词或短语振动强度大
、

载着较为完整的意义
。

从语音层面讲
,

韵律短语之 频率高
、

音高高
。

同样一句话
,

间应存在不 同程度的停顿
,

也就是韵律短语 的切 在这句话中
,

主语 及形容词 是相对更为重要

分
。

王洪君 将汉语韵律短语定义为有规则 的信息
,

这两个词承载着句子的重音
,

其音高在这

性语法结构的
、

停延和音步的音域展敛
,

具有总数 句话中也是最高的
。

也就是说
,

在语音层面
,

句子

无限
、

与语法单位有可类推的规则性联系的特点
。

会因信息焦点的存在而产生音强及音高的起伏交

汉语韵律短语可分为类词短语和自由短语两类
,

前 替
。

者如小刀苹果
、

飞机刀翅膀
,

后者如边走刀边唱
、

种川婴 二
、

中际语韵律短语信息焦点的语音实现特

桃等
。

英语的韵律短语一般与句法短语边界一致
,

点
但也会受到语流的影响而与句法短语的边界有所 一 中际语韵律短语切分错误

不同
。

英语韵律短语通常由两至五词构成
,

约为四 韵律短语之间应存在不同程度的停顿
,

这些停

至十五个音节
。

顿构成语言的节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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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语之间的停顿可是表现为无声波间断或有声波

间断
。

无声波间断由单纯的停顿引起
,

从听觉上讲

没有明显的声音发出 有声波间断则指的是韵律短

语最后一个音节的有意拉长
。

英语具有等音长的语言类型特点
,

句中两个重

音出现的时间间隔大致相等
。

也就是说
,

不管这两

个重音之间间隔了多少音节
,

句子重音大致都会在

相等的时间后出现
。

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英语的

韵律短语读起来速度快慢不等
。

但具有等音节特

性的汉语却要求单位时间内音节的数量大致相

同
。

受此干扰
,

多数中国学习者潜移默化地将等音

节性带人了英语语句朗读中
。

针对防灾科技学院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 人

参加的朗读录音实验发现
,

多数学生在朗读状态下

并不能有效地实现等音长的韵律短语切分
,

而是遵

循了类似汉语韵律词划分的规律 约每两词后出现

重读音节
,

句末词普遍分配重音并伴随末音节增

曰

仍以
。 。 。

为例
,

在韵律结构上

看
,

在朗读状态下
,

本句可 以看做是以 为边界的

两个语调短语组成
,

第二个语调短语进而可 以细分

为以 为边界的两个韵律短语
,

在慢速朗读状态

下
,

英语母语者会在 一词后面做一个较长 级

停顿
, 。

后面一个做一个稍短 级 停顿
,

而其他

词之间并不会出现明显的停顿
。

主语 后面有

一个明显的无声波间断停顿
, 。

与 之间

停顿时长略小
,

且表现为有声波停顿
。

而实验发

现
,

多数学生在朗读状态下并不行有效地做出上面

的韵律切分
,

而是呈现 出类似两词一顿的情形
,

且闭音节结尾词后面普遍增

音
,

这一情形与汉语的节奏很相似 一头猪 掉落 进

了一个 , 、
坑 里

。

二 信息焦点音强音高错误

语句的信息焦点通常是分布在同一韵律短语

内部的一至两个词
,

这些词承载了语句的关键信

息
,

并且通常是说话者所传递的新信息
。

信息焦点

通常很容易识别
,

在参加测试的 名英语专业学生

中
,

以上 的学生能够正确地定位出信息焦点所

在
。

然而
,

信息焦点的语音特征
,

即承载重音以及

高调
,

却不能够被准确地实现出来
。

信息焦点是短

语重音和句重音所在
,

同时也是语调起伏点所在
。

也就是说
,

信息焦点的语音表现应该是具有较强的

力度和较高的音高
。

在重音分配方面
,

多数学生能

够有意识地加强郎读力度
。

但由于受到汉语母语

的影响
,

多数学生在音高实现上存在严重问题
,

呈

现出以声调代替语调的普遍态势
。

与本族语使用

者相比
,

在信息焦点处
,

中国学习者普遍不能做到

音幅的提升
,

及音高的提高
。

音幅变化的缺失会造成语调起伏的缺失
,

也就

是一句话中没有明显的音高变化
。

这势必会导致

中国学习者英语朗读和 口语的平淡化
,

缺少抑扬顿

挫的感觉
。

三
、

影响中际语韵律短语信息焦点语音实现

的底层原因

声调是音节的高低升降形式
,

它主要是由相对

音高决定的
。

而语调是语句的音调模式
,

是各种韵

律要素包括音高
、

音长和音强等协调变化的综合效

应
。

汉语是典型的声调语言
,

汉语普通话中有四个

声调 阴平 高平调
、

阳平 高升调
、

上声 降升

调和去声 全降调
。

从声学上讲
,

汉语普通话里面

高声调阳平调和全降调去声调的听辨感最突出
。

由于每个汉字都有对应的声调
,

汉语韵律短语

的信息焦点主要是靠重音来突显
,

也就是说
,

除说

话者情绪的波动影响外
,

汉语的突显方式主要是靠

音强而不是音高
。

而受语言类型差别的影响
,

属于

语调语言范畴的英语
,

其韵律短语
、

语调短语信息

焦点的突显方式除音强外
,

音高更为重要
。

也就是

说
,

信息焦点不但要分配给重音
,

更往往要比其他

成分高出一个调
。

认为
,

英语 中有四个能区别

意义的语调音幅 特高调
、

高调
、

中调
、

低调
。

这四

种音幅都是相对音高
,

英语本族语使用者会根据信

息
、

情绪
、

态度等因素交替使用不同的调服
。

比其

他的韵律成分
,

信息焦点往往会实现为高调或特高

调
。

实验发现
,

多数学生虽能明确地找到韵律短语

的信息焦点
,

且有将重音分配给信息焦点的意识
,

但其实际语音表现却很类似于汉语的阳平调
,

并没

有与其他成分有调高 调域 上的质的区别
。

如韵

律短语
,

通过 软件分析
,

学生的

录音在信息焦点 叩处
,

音强明显出现增大
,

但音

高上只是存在一个 由低到高的走势
,

并不存在调域

的明显提升
。

实验发现
,

多数学生并不能够有效地意识到这

种调域音高的差别
,

既使是在讲解这一信息后
,

许

多学生并不能自如地实现英语韵律短语中调域之

间的相互转换
。

这一 问题的形成与母语汉语 的影响密不可

分
。

母语汉语的韵律类型及声调特征已经给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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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造成了很强的负迁移影响
。

汉语语调并不是实

现意义的主要手段
,

音幅的变换相对较少
。

因此学

习者很少能主动注意到英语语调音幅的多变性
。

而将信息焦点的调型实现为类似汉语的阳平调可

能是与阳平调具有突出的听辨感与较高的调值有

关
。

四
、

结论

受汉语韵律类型及声调特征的负迁移影响
,

与

英语本族语使用者相比
,

中际语韵律短语信息焦点

的语音实现常常呈现出体系化的音高低
、

音强弱
、

音强短等特点
。

汉语语调并不是实现意义的主要

手段
,

音幅的变换相对较少
,

学习者很少能主动注

意并有效实现出英语语调音幅的多变性
。

而汉语

阳平调突出的听辨感与较高的调值往往容易诱使

学习者将信息焦点实现为一个类似于阳平调的
、

短

暂的高升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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