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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语亩学刊 ２０ １７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３ ０ 期 ）音系和语音

关于汉语声调的一些思考
，

徐 丹

提 要 汉语声调在各方言演变不平衡 ，北方话的声调 系统在简化 。 声调 在汉语交流 的语流 中会

发生变化 。 单字声调教学无法应付实际交流 中 发生 的语音 变化 ， 过分强调 单字声 调会事倍功半 。

本文主张汉语声调教学应该把重心从单字声调移到双音词的声调上 ， 即声 调练 习应 以 大于单宇 的

单位为 主 ，双音节词和短语 的板块声调或许可 以更有效地促进声调 的教学 和习 得 。

关键词 声调 习得 双音词 变体

一引 言

汉语声调习得对母语为无声调语言的人来说是
一个 困难 。 这个问题 困扰着教学者和习得

者 。 如果习得者有困难 ，是 因为我们暂时还未对汉语声调本身的研究有所突破 ，教学者暂时无

法给学习汉语的人提供
一个既简便又全面的声调描写和有效的方法 。 就好 比机器合成的汉语

声调如果不过关 ，是因 为研究者或输人程序者的方案仍需改善 。 到 目前为止 ，似乎教学者一直

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 本文认为 ，
我们需要从教学者人手 ，

解决
一

些观念上 的 问题 ，从方

法上改进教学 ，或许能够克服
一

些声调习得初期 的困难 。 汉语教学需要和理论研究结合 ，教学

和语言学尤其是普通语言学 （而不只是限于汉语 ）研究紧密结合才能开阔视野 。 许多语言学 已

有的研究成果还有待于充分利用和挖掘 。 本文想讨论
一下我们到 目前为止对声调的传统看法

是否有些地方应 当修正 ？ 是否因为教学者 的某些偏差 ， 声调更令人望而生畏了 ？ 我们 目前 的

教学思维是理论上的甚至是理念上的
一种信赖 ，

与实际情况差距甚 大 。 文章只 是通过事实提

出问题 ， 以期抛砖 引玉 ，改进 日后 的汉语教学 。 没有新思维 ，
就不会产生新方法 。 如果希望更

好地进行汉语教学 ，就应该从我们做语言本体研究的 人和从事汉语教学的人做起 。 如果教学

者不关注汉语本体的研究而墨守成规 ，研究汉语本体的人满足于仪器测试的精密刻画而不关

注人的感知和仪器测试的差距 ，那么 汉语声调教学就难 以进步 ，习得也会事倍功半 。

＊ 本文曾 经在英 国汉语教学研究会第 十四届会议 （ Ｎｅｗｃａ ｓ
ｔ

ｌｅ
，
２ ０ １ ６ 年 ７ 月 １ ３ 日 一

１５ 日 ）上 宣读过 ，与会者讨论热烈 。

此次公开发表是期望得到更多专家 、学者的指正 。
感谢朱晓农 、石锋 、冉启斌提供的意见和讨论 。

２ ０ １ ７ 年第 ２ 期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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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声 调研究的 简要回顾

声调的定义很简单 ，

一

般被认为是用音高区别词义 。

？ 这一定义与音位的定义有相似之处。

这也是为何语言学里称声调是具有音位特征的成分 。 音位在语言学里是能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

单位 。 声调比音位复杂 ，声调可以依附于
一个或几个音位之上 ，故被称为

“

超音段
”

成分 。

在世界语言里 ，有声调的语言有几百个 。 汉语是世界语言 中 的一个 ，既和其他语言分享某

些共性 ，又有 自 己 的特性 。 非洲 、东亚 、东南亚 、南美洲 、都存在有声调 的语言 。 从德 国 马普人

类演化学院 （
Ｍ ａｘＰ ｌａｎｃ ｋＩｎｓ ｔｉ ｔ ｕｔ ｅｆｏｒＥｖ ｏｌｕ ｔ ｉｏ ｎａｒｙ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统计的数据 （ＷＡ ＬＳ ：

ｗｏｒ ｌｄ

ａ ｔ ｌａｓ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 ｅｓ ）来看 ，无声调语言有 ３０ ７ 种 ， 占统计语言的 ５ ９ ％ ； 有声调语言 ２１０

种 ， 占 ４ １ ％ 。 有声调语言里又可分为简单声调系统 （ １ ２ ２ ）和复杂声调系统 （ ８８ ） 。 总的来说 ，无

声调语言 占多数 。 （Ｙ ｉ

ｐ ，
２０ ０３ ）

？声调不仅为普通语言学所关注 ， 也被生物学和分子人类学 的

学者所关注 。 人们一直想搞清楚声调和基因有无关联 。

Ｄｅｄ ｉｕ（ ２０ １ １ ） 指明声调和某些基因有对应关系 。 声调和 ＡＳＰＭ 与 ＭＣＰＨ 等位基因有很

强的相关性 。 即单倍群 ＡＳＰＭ
－Ｄ 和 ＭＣＰＨ－Ｄ 频率高的地区 ，大多是非声调语言 ，频率低的地

区则多为有 声调语言 。 如果我们 比较声 调分 布 （ＷＡ ＬＳ ） 网 页 和 两种 基 因 的分布 （ Ｄ ｅｄ ｉｕ ，

２０ １ １ ） ，我们可以看到 ，语言学家的研究和统计对其他领域有深远影 响 。 语言学家和生物学家

及其他学科的统计可以互补 、互受启发 ，都很有参考价值 。 我们还可 以发现 ，有声调的语言绝

大部分集 中在南半球 。 难道声调的发生发展与地理环境有关系吗 ？Ｆｏｕｇｈ ｔ 等 （ ２ ００ ４ ）
？就注意

到 ，气候与
一

个语言里的音响程度相关联 。
Ｅｖｅｒｅｔ ｔ 等 （ ２０ １ ５ ）关于气候和声调关联 的研究 ，于

２０ １ ６ 年再次发表文章 ，
认为生活在更热更潮气候的人群趋于利用声调 ， 以便更好地抗蒸发 以

保存信息 。 他们刚一发表这
一

观点 ，立刻 引起热议 ， 有些学者不 同意这种观点 ，并提出 反例 ，有

的则认为是语言接触引 出的 ，不是气候 的原因 等 。

？ 其实朱晓农 比 Ｅｖｅ ｒｅｔ ｔ 等 （ ２０ １ ５ ） 早五六

年就提出
“

语音类 型
－地理 －气候

”

相 关性 的 假设 。 朱 晓农 （ ２０ ０９ ） 提 出湿 热气候 导致气 声

（ ｂｒ ｅａ ｔ ｈｙｖｏ ｉ ｃｅ ）活动 的假说。

？
他在即将发表的另

一

篇文章指 出 ，潮热只是声调产生的 条件之

一

，而远非全部条件 。 他提出声调起因有五个前提 ， 三个是语音上的条件 ，两个 和气候和生理

相关 ，即气候潮湿 、体型矮小都是声调产生的前提 。 湿热气候不是声调产生的充分条件 （凡湿

热就有声调 ） ，而只是必要条件 （不湿热不会产生声调 ） 。 湿热气候与声调没有直接关 系 ， 只是

气声 的必要条件 。 湿热和气声 ／内爆音 （也是一种发声态 ）等相关 ，进而和声调相关 。 讨论还在

①研究声调的学者Ｙｉｐ （２ ００２ ： １ ）也如是定 义 ：

“

Ａｌ ａｎｇｕａ
ｉ

ｇｅ ｉｓ ａ
‘

ｔｏｎ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ｉ
ｆ

ｔ
ｈｅ ｐ ｉ ｔ ｃｈ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ｄｃａｎ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ｄ

”

（如果音髙能改变词义 ，那么这个语言就是有声调的语言 。
）

② Ｙ
ｉｐ（ ２ ０ ０２ ：１ 、 １７ ） 说世界语言 ６０ ％

—

７ ０％ 有声调 。 但统计来源不详或笔者漏掉 未见 。

③ 感谢南开大学 的冉启 斌教授提供的 Ｆｏｕｇ ｈｔ等 （２ ００ ４ ） 的文章 。

④ 请详见 ２ ０ １６ 年 Ｊ ｏｗｒｎａ ／ 〇／ Ｌａｎ总 １ ． １ 的讨论 。 也请见朱 晓农 （将刊 ） 的文章和评述 。

⑤ 在该文第九节 ９
—

１０ 页 ，
朱晓农指出 ：

“非 洌嗓发声态 及其衍生成 素 （声调 、 内 爆音 ）分布 在赤道附 近 ， 热带和 亚热

带 ，是否与湿热 的气候有关系？ 湿热 的天气连动 物都张嘴 喘气 ，这时声带 稍一振动 ，就 发 出了 气声 。 寒冷 的地方说话都捂

嘴 ，操纵舌 头进行声道调音 活动 ，显然 比操纵喉头进行发声活动来得容易 。

”

？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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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不论备种研究方法最终 有什么结论和影响 ，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和观点都为我们研究

声调提供了不同 的角度和线索 。 我们可以看到 ，人们对声调产生的兴趣有增无减 。

汉语声调研究 由来已久 。 从六朝时期的沈约 （４ ４１ 

—

５ １ ３ 年 ） 的 《四声谱 》开始 ， 汉语的 四声

始为人知 。 ７ 世纪初的 旷世著作《切韵 》把平上去人分为五卷 ，共 ２０ ６ 韵 。 按照现代语言学 的

观点看 ，入声不能算作真正的声调 ， 只不过是闭音节罢了 。 但 由于历史原因 ，及人声韵与鼻声

韵规律的对立 ，人们仍沿袭这种用法和分类 。 音韵学家们认为 ，
汉语里的浊塞声母清化使四声

分为八调 ，
阴平 、 阳平 ， 阴上 、 阳上 ， 阴去 、 阳去 ，阴 人 、 阳人 。 阴 阳对立其实是清浊对立 ， 阴声字

来 自 清音声母的字 ，而阳声字来 自 浊音声母 的字 。 恕不赘述举例 。 基本原理是浊声母 的音高

一

般都比清声母 的音高低 。 当浊声母清化后 ， 清浊对立转化为高低对立 ，进而演变为声调的对

立 ，即 由语音上的对立演化为音位上的对立 。 浊低清高是语 言里的 普遍规律 。
Ｈｏｍｂ ｅｒ ｔ 等

（ １ ９ ７９ ）早年通过不 同语言做过的实验表明 ，在各种语言里 ，

一

般是浊音的音高偏 低 ， 清音 的音

高偏高 ，
这是一般倾向 。 这是 因为从生理角度讲 ，人在发池者时 ，喉头需要 降低 以便更有效地

使声带发生震动 ，而发清音的时候 ，不用做同等努力 。

西方不少语言学家 和 中 国 部分音韵 学家都接受 了 法 国语言学家 Ｈ ａｕｄ ｒｉｃｏｕｒ ｔ（ １ ９ ５４ ａ 、

１ ９ ５ ４ｂ ）关于声调起源的猜想 ，认为本来只有平调 ，上声从清塞喉音 －

？ 演变而来 （梅祖麟 ，
１ ９ ７ ０） ，

去声由伴随送气特征的
－

ｓ 演变而来 （ Ｓａｇａｒｔ ，
１ ９ ８６

；Ｂａｘｔ ｅ ｒ
，
１ ９ ９２ ） 。 这并不意味着去声字在上

古都有－

ｓ尾 。 （Ｄｏｗｎｅ ｒ
，
ｌ ９ ５ ９

；

．

Ｎｏ ｒｍ ａｎ
，
ｌ ９８８

等 ）正如Ｎｏｒｍａｎ（ １ ９ ８８
：
５ ７ ） 指 出 的那样 ： 这一

声调起源的理论引人人胜 ，但必须承认 目前还是极为概括性 的轮廓 ，来源应当相当复杂 。 也就

是说 ，理论还需要更多的实践检验 。 声调的发生发展是 比较复杂 的问题 ，汉藏诸语 的声调发生

发展 ， 总的来说 ， 都和浊音清化 、辅音尾脱落 、复辅音变单辅音有密切关系 。

一个语言可以从无

声调的语言发展为有声调的语言 （如汉语、拉萨藏语 ） ，也可以从有声调的语言演变为无声调 的

语言以至发生循环 。 如 Ｃｏｌ ｌ
ｉｎｓ（ ２０ １ ６

：
５０ ） 指 出 ，原始尼 日 尔刚果语有五个声调 ，人们进人喀

麦隆 ，后 向南 、 向东扩散 。 他们语言里的声调也随之递减 。 他们的语言失去声调后 ，移到 非洲

南部又重新获得了声调 。
Ｍａｔｉ ｓｏ ｆｆ（ ２００ １

：
３０４ ）也 曾 指 出 ， 藏缅语族里的语言 由 于音节结构或

词 的 内部结构发生变化 ，获得声调或失去声调是 司空见惯的事 。 他认为声调与音节结构紧密

联系 ，完全是单音节的语言倾 向 于使用声调 。 语言学家们都基本 同意 ，汉语 的声调是后发展出

来 的 ，在 《诗经 》时代还未形成完整 的声调系 统 。 语言 内部演变和语言接触都有可能促使声调

产生或消失 。

三 汉语方 言声调分布及北方声调 的 简化

从曹志耘 （ ２ ００８ ）我们可 以看到汉语方言声调分布的状况 。 地图集里调査点主要集中在长

江流域 以南的东南地区 。 调査点反映出多声调地区集中在南方 ：

表 １ 声 调分 布 （ 根据曹志耘 ，
２００８ ）

１ ３ 调 １ １ 调 １ ０ 调 ９ 调 ８ 调 ７ 调 ６ 调 ５ 调 ４ 调 ３ 调 ２ 调

（２ ） （ １ ） （ １ ６ ） （ ５ １ ） （ １ １ ３ ） （ １ ５ １ ） （ １ ６２ ） （ １ ２７ ） （ ２ ６８ ） （ ３８ ） （ １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２ 期
？１ ３？



表中括号里的数字表示调查点 的数 目 。 很 明显 ，
３ 至 ８ 个声调最多 ，两个极端如 １ ３ 个声

调和 ２ 个声调是极少数 。
１ ３ 调的语言点在广西博 白和江西进贤 ，两个调的 只有甘肃武威 。 总

体来说 ， 四声调的方言是 占绝对优势的 。 北方由 于调査点相对少 ，所 以很难反映出北方声调的

实际情况 。 实际上 ，北方声调呈合并趋势 。 我们可以通过北方两声调 、三声调分布 图看到这点

（见表 ２ ） 。 关于声调演变的趋势 ，桥本万太郎 （ １ ９８６ ）指 出汉语声调系统发生 了阿尔泰化 。 他

认为
“

现代汉语方言的调类数 目急剧地减少
”

（ １ ９ ８６ ：
１ １ ２ ） ，这应当 指北方方言 。 他注意到西北

方言的 阴平和阳平 ， 阳平和上声在
一些地区发生合并 的现象 。 钱曾怡 （ ２０００ ：

１ ）也指出 ：

“

汉语

声调发展的大趋势是单字调的作用逐渐减弱 。

”

邢 向东 （２００ ４ ）通过晋语和西北方言也证实了这

一

倾向 。 从学者们近几年在西北方言 的调査我们 也看到这
一

情况 。 汉语声调 的大趋势是简

化 。 北方声调的演变证实了这
一

点 ：单字调在许多方言开始变得模糊 ，人们沟通的手段越来越

依仗上下文 。 从省力 原则的角度看 ，声调简化是
一种优化能量分配的现象 ， 即以最小 的力 ， 表

达最多的 区分 。 请看甘肃青海
一

带的声调分布 。

表 ２ 甘育
一

带的声调分布 （

ＸｕＤａｎ
，

２Ｍ５
１

甘肃 、青海 声调数 目 材料来 源

１ ） 兰州 ４ 甘肃师大 ，
Ｉ ９ ６０

； 张文轩 、莫超 ，
２０ ０９

２ ） 白 银 ４ 甘肃师大 ， １ ９６０

３ ） 榆中 县 ４ 甘肃师大 ， １ ９６０

３ 张燕来 ，
２ ００ ３

４ ） 靖远 ４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０

５ ） 平凉 ４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０

６） 泾川 ４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０

７ ） 镇原 （庆 阳 ） ４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０

８） 宁县 ４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０

９） 庆 阳 ４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０

１ ０ ） 环县 ４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０

１ １ ） 岷县 ４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０

１２ ） 临潭 ４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０

１３
） 陇西 ４ 甘肃师大 ， １ ９６０

１ ４ ） 武山 ４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０

１ ５ ） 徽成 （县 ） ４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０

１ ６ ） 西礼 ４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０

１ ７ ） 武都 ４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０

１ ８ ） 文县 ４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０

１ ９ ） 龙迭 ４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０

２ ０ ） 天祝

４ 甘肃师大 ， １ ９６０

３ 邓文婧 ，
２０ ０９

１ 张燕来 ，
２００ ３

２ １ ） 民勤 ３ 甘肃师大 ， １ ９６０
； 张燕来 ， ２０ ０３

２ ２ ） 永 昌 ３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 ０ ； 张燕来 ， ２ ００３ ；邓文婧 ，
２００ ９

２ ３ ） 山丹 ３ 甘肃师大 ，
１ ９６ ０

； 张燕来 ，
２ ００３

；邓文婧 ， ２００ ９

２ ４ ） 张掖 ３ 甘肃师大 ，
１ ９ ６０ ； 张燕来 ，

２ ００ ３
；邓 文婧 ， ２０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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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２ ５ ） 高 台 ３ 甘肃师大 ，
Ｉ９６ ０

； 张燕来 ，
２ ００ ３

；
邓文婧 ，

２ ００ ９

２ ６ ） 酒 泉 ３ 甘肃师大 ，
Ｉ ９６ ０

； 张燕来 ，
２ ００ ３

； 邓文婧 ，
２ ００ ９

２ ７ ） 嘉峪关 ３ 张燕来 ，
２００ ３

；邓文婧 ，
２０ ０９

２ ８ ） 玉 门 ３ 甘肃师大 ，
１ ９６ ０

；
张燕来 ，

２ ００ ３
； 邓文婧 ，

２０ ０ ９

２ ９ ） 金塔 ３ 张燕来 ， ２００ ３
；
邓文婧 ，

２０ ０９

３０ ） 民乐 ３ 张燕来 ，
２００ ３

；邓文婧 ，
２０ ０９

３ １ ） 临泽 ３ 张燕来 ，
２００ ３

；邓文婧 ，
２ ００ ９

３ ２ ） 肃南 ３ 张燕来 ， ２００ ３
；邓文婧 ，

２ ００ ９

３ ３ ） 安西 ３ 甘肃师大 ， １ ９６０
；
张燕来 ， ２０ ０３

；
邓 文婧 ，

２０ ０ ９

３４ ） 敦煌 ３ 甘肃师大 ，
１ ９ ６０

；邓文婧 ， ２０ ０９

３ ５ ） 金 昌 ３ 邓文婧 ， ２ ００ ９

３ ６ ） 古 浪 ３ 张燕来 ， ２ ００ ３
；邓文婧 ，

２ ００ ９

３ ７ ） 临洮 ３ 甘肃师大 ，
Ｉ ９ ６０

；
邓文婧 ， ２０ ０９

３ ８ ） 定西 ３ 甘肃师大 ， １ ９ ６０ ；邓文婧 ， ２００ ９

３ ９ ） 会 宁 ３ 甘肃师大 ，
１ ９ ６０

；
邓文婧 ，

２００ ９

４０ ） 通 渭 ３ 甘肃师大 ，
１ ９ ６０

；邓文婧 ，
２００ ９

４ １ ） 静宁 ３ 甘肃师大 ，
Ｉ ９ ６０

；
邓文婧 ，

２００ ９

４ ２ ） 秦安 ３ 甘肃师大 ， １ ９ ６０
； 邓文婧 ， ２００ ９

４ ３ ） 清水 ３ 甘肃师大 ，
１ ９ ６０

；
却文婧 ， ２００ ９

４ ４ ） 天水 ３ 甘肃师大 ， Ｉ９ ６０
； 邓文婧 ， ２００ ９

４ ５ ） 临夏市 ３ 甘肃师大 ，
１９ ６０

；
邓文婧 ，

２ ００ ９

４ ６ ） 临夏县 ３ 邓文婧
．

， ２０ ０９

４ ７ ） 和政 ３ 甘肃师大 ， Ｉ ９ ６０
；
邓文婧 ， ２ ００ ９

４ ８ ） 东乡 ３ 甘肃师大 ，
１ ９６ ０

４ ９ ） 德 乌鲁 ３ 甘肃师大 ，
１ ９６ ０

５ ０ ） 广河 ３ 甘肃师大 ，
１ ９６ ０

； 邓文婧 ，
２ ００ ９

５ １ ） 永靖 ３ 甘肃师大 ，
１ ９６ ０

； 邓文婧 ，
２ ００ ９

５ ２ ） 张家庄 ３ 邓文婧 ， ２００ ９

５ ３ ） 庄浪 ３ 邓文婧 ， ２００ ９

５ ４ ） 康 乐 ３ 邓文婧 ， ２００ ９

５５ ） 永登 ３ 张燕来 ，
２００３

；
邓文婧 ，

２００ ９

５６ ） 皋兰 ３ 邓文婧 ， ２ ００ ９

５７ ） 会 川 ３ 莫超 、朱富林 ， ２００ ９

５８ ） 附城 ３ 莫超 、朱富林 ，
２００ ９

５９ ） 洮阳 ３ 莫超 、朱富林 ，
２００ ９

６０ ） 康 家崖 ３ 莫超 、朱富林 ，
２００ ９

６１ ） 武威
３ 甘肃师大 ，

Ｉ ９ ６０
；邓文婧 ，

２０ ０９

２ 张燕来 ， ２ ００ ３
；
曹志耘 ， ２ ００ ８

６２ ） 西固 区 马家山 ２ 张燕来 ，
２ ００ ３

６３ ） 红古话 ２ 雒鹏 ，
１ ９ ９９

；
张燕来 ，

２００ ３

６４ ） 海石湾镇 ２ 雒鹏 ，
１ ９ ９９

６５ ） 河嘴乡 ２ 雒鹏 ， １ ９ ９９

６６ ） 花庄镇 ２ 雒鹏 ， １ ９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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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 平安乡 ２ 雒鹏 ，
１ ９ ９ ９

６ ８ ） 三 甲 集 ２ 莫超 、朱富林 ，
２ ００ ９

６ ９ ） 永靖县 （红 泉 ）
２ 张建军 ，

２０ ０ ９

７ ０ ） 唐汪① ２ 徐丹 ，
２０ １ ４

７ １ ） 西宁 ４ 张成材 ，
２０ ０ ６

７ ２ ） 门源 ３ 曹 志耘 ，
２０ ０８

７ ３ ） 湟源 ３ 曹 志耘 ，
２０ ０８

７ ４ ） 乐都 ３ 曹志耘 ，
２０ ０８

；邓 文婧 ， ２０ ０９

７５
） 同仁 ３ 曹志耘 ， ２０ ０８ ； 邓文婧 ，

２０ ０９

７６ ） 民 和 ３ 邓 文婧 ， ２０ ０ ９

１ 张燕来 ，
２０ ０３

７７ ） 循化 ３ 邓文婧 ， ２０ ０ ９

７８ ） 贵德 ３ 邓 文婧 ，
２０ ０ ９

我们很容易看到 ，西北甘青一带的方言 ，从 ４ 声调到 ２ 声调都有 。 ３ 声调最多 ，
２ 声调也集

中在这里 。 榆中县和武威都是声调减少 了或统计方法所致 。 天祝和 民 和作者统计不
一致 ， 这

反 映 了一定的信息 。

一个地方有几个 不同的声调系统是通常 的事情 ， 比如刘伶 （ １ ９ ８８ ）调查 的

敦煌方言 ， 声调有 ３ 个 ，
１ ０ 年后曹志耘 （ １ ９ ９ ８ ）调查 的敦煌方 言 ， 既有 ３ 个调 （ １ ５ 个发音人 ） ， 又

有 ４ 个调 （ ３ 个发音人 ） 。 再如 兰州郊 区的红古话 ，雒鹏 （ １ ９ ９ ９ ）指 出 有 ２ 个声调 ，
１ ０ 年后莫超 、

朱富林 （ ２００９ ）指 出 有的区域是 ２ 个声调 ，有 的 区域是 ４ 个声调 ，和 兰州 基本相 同 。 唐汪话也是

这种局面 。 唐汪 回 民话 的单字调 已 经失去 ，但唐汪汉 民话的单字调仍然保持 了２ 个 ，有 的发音

人有 ３ 个调 。 所以 ，在声调 简化和失去 的地 区 ，声调 系统往往不稳定 ， 因发音人的不同而不 同 ，

这实属正常现象 。

图 １ 甘青 ２ 声 调分 布 图

从图 １ 不难看 出 ， ２ 声调 出 现 的 地方 都和 无声调的 非汉语言毗邻 。 汉语 受 到 非汉语 的

影 响 是毋庸置疑 的 。 徐丹 （ ２０ １ ４ ） 在唐汪 曾 做过 几次试验 ，唐汪 回 民 由 于单字调 已 经失 去 ，

单字听写完全是任意选字 ，如他们 听到
“

碗
”
一词时 ，可 以理解为

“

碗 、 玩 、 万
”

。 听 到
“

飞
”

时 ，

可 以写 为
“

飞 、肥 、 肺
”

等 。 但是他们在交 流 时却 没有任何 问题 ， 因 为 语境 、 上下文提供 了 最

好 的信息 。 这一事实表 明 ，声调 可 以 辨别词 义 ，但 没有那么 绝对 ，其 他辅助条件往往起 了 至

① 唐汪话里 回民和汉民 声调系 统有 差异 ， 请见徐丹 （ ２ ０ １ ４ ） 。

？１ ６？ 南开语言学刊



关重要 的 作用 。

其实 ，声调在各方言发展和演变都不均衡 。 根据 Ｃｈ ｅｎｇ （ １ ９ ７ ３
：

１０３ ） 对 中 国 ７ ３７ 个方言点

的统计 ，平声数量和降调数量最多 ，但降调更为甚之 。 请看他的统计 ： 平调 １ ０８６ ， 降调 １ １ ２ ５ ， 升

调 ７ ９ ０ 。 看得出 来 ，汉语方言平调和降调居多 。 也可以理解为高低 调 ，许多语言都是靠高 低调

区别意义 。
有的学者如 Ｄ Ｕａｎｍ Ｕ （ ２００ ４ ）就用髙 （ Ｈ ）低 （ Ｌ ） 调描述汉语 。

四 从 声 学 角度看 声 调

赵元任把汉语 的声调用五度标记描述以来 ， 已 被广泛运用 。
Ｌａｄｅ ｆ〇ｇ ｅｄ （ ２００ １ ） 的语音实验

也表 明 ，这种刻 画声调 的方式是有声学基础 的 ，而且是简便易懂的方法 。

图 ２Ｌａｄ ｅ ｆｏｇｅｄ（２ ００ １ ）

“

妈 ， 麻 ，马 ， 骂
”

的语 音实验

我们可 以看到 第三声调
“

标准
”

做法是用 ２ １ ４ 表达 ， 有人用 ２ １ ３
，
２ １２ 表达也是对的 。

笔 者

同意石锋 （ １ ９９ ４ ）关于声调声学空 间 的说法 ： 声调不具绝对的意义 ， 只有相对 的意义 （见 图 ３ ） 。

图 ３ 石锋 （ １ ９ ９ ４ ）关于北 京话四 个声调 的 声学空 间

具体来说 ， 即每个声调 都有
一

定的
“

伸缩
”

性和 空 间 ，第二声 ３ ５
、
２４ 或 １ ３ 都在听者感知能

懂的范围 内 。 再如第三声调 ， 只要不是低平 ，
２ １ ４ 和 ２ １ ２

，甚 至 １ ０ １ 都具有 同等 辨别语义 的功

能 。 我们 的声调教学可以参考这一声学空间 ，研究每一声调 的最大 和最小边界 ， 即 听者 的默认

度 。 现在研究声调 的软件还无法区分有声调语言和无声调 语言 。 笔者请教过 中 国境 内外的语

音专家 ，他们异 口 同声地说只看图谱无法确 定 。 请看下图 （徐丹 ，
２ ０ １４ ）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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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ａ图 ４ｂ

如果不 知道是哪种语言 ，没有人能说出 上 面两个 图像里哪个语言是有声调 的语言 ，哪个是

无声调 的语言 。 图 ４ ａ 是汉语 ， 图 ４ｂ 是法语 。 法语是一个 比较典型 的无声调语言 。 图 ４ａ 的 中

文句子是
“

牛 、
羊 肉 ， 都是热的 时候好吃

”

。 法语意思
一样 ，原 文是

“

Ａ ｇｎ ｅ ａｕｏ ｕｖｅ ａｕ ， ｆａｕ ｔｑｕ ｅ

ｌｅ ｂｅ ａｕ ｒ６ ｔ ｉ ｓ ｏ ｉ ｔ ｃ ｈａｕｄ
”

。 问题在于 ， 描述声调 、语调 、 重音的方法都是同一条音高 曲线 。 这一

曲 线负载信息太多 ， 负 荷太重 ，全凭研究者的诠释 ，与 现实难免会有误差 。 进 行过语音实验 的

人都知道 ，机器和人的感知是有一定距离 的 。 有时候 ，讲某种语言 的母语 者认为 没有 差别 ，仪

器测试反映出 差别 （ 比如某些词 的变体 ） ，或者发音人认为不同 ，但仪器反 映不 明显 。 物理上的

数据和听觉上的感知 不等同 ，所 以声调研究还任重道远 。

五 声 调教学 的 困 惑

我们 已 经谈到 ，北方声调 系统在简化中 ，声调是相对的 ， 不能绝对化 。 在任何 时候 ，词汇都

不能代替语法 ， 即单字或单词不能替代词法和句法 。 单个音节 的声调 习得再完美 ，也不是实际

语言里的语调 。 单字一旦放到双音词里 ，声调 变化就很大 ， 只有很小一部分的组合保持原来的

单字调 ，更不用说声调在句子里的变化 了 。 人们 的沟通 当然不能限于单个字词 ，那么我们怎 么

能靠教单个字词 的声调应付汉语实际语流 的变调呢 ？ 请看 ＬＴｎ （ １ ９ ９ ６ ） 做的一个双音节 的语音

实验 ，他的实验表 明 ，许多基本调都在词组 中 发生了变化 ：

表 ３Ｔｏｎａ ｌＶａ ｌｕｅｓｏｆ ｔｈｅＦ ｉｒｓ
ｔ Ｓｙ

ｌ ｌａｂ ｌｅａｎ ｄ
ｔ
ｈｅＳｅ ｃｏｎｄＳｙ

ｌ ｌａｂ ｌｅＷｈｏｓ ｅ Ｉｎ ｉ
ｔ

ｉａ ｌＩｓＮｏｎ
－

ｖｏ ｉｃ ｅｌ ｅｓｓ

Ｔ ｏｎ ｅ １ Ｔｏｎ ｅ １ Ｔｏｎｅ １ Ｔｏｎｅ１ Ｔｏｎｅ ２ Ｔｏｎ ｅ２ Ｔｏ ｎ ｅ２ Ｔｏ ｎｅ ２

Ｔｏ ｎｅ ｌ Ｔ ｏｎ ｅ２ Ｔｏｎｅ３ Ｔｏ ｎｅ ４ Ｔｏ ｎｅ１ Ｔｏｎ ｅ２ Ｔｏｎｅ３ Ｔｏ ｎｅ４

Ｔ ｏ ｎｅｓ ｅｃ ｔ 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ｆ ｉ ｒｓ
ｔ

５ ５ ５ ４ ５ ４ ５５ ３ ４ ３ ４ ３ ４ ３ ５

ｓ
ｙ ｌ ｌ

ａｂ ｌ
ｅ

Ｔｏｎ ｅｓ ｅｃ
ｔｉ
ｏｎ

ｉｎ ｔｈ ｅ ｓｅｃｏｎｄ

５ ５ ３ ４ ２ １ ３ ５ １ ４ ４ ３ ４ ２ １ ３ ５ １

ｓｙｌ ｌ
ａｂ ｌ

ｅ

Ｔｏｎ ｅ３ Ｔ ｏｎ ｅ ３ Ｔ ｏｎ ｅ３ Ｔｏ ｎｅ３ Ｔｏｎｅ４ Ｔｏｎ ｅ４ Ｔｏ ｎ ｅ４ Ｔｏ ｎｅ ４

Ｔｏｎ ｅ１ Ｔ ｏｎ ｅ ２ Ｔ ｏｎ ｅ３ Ｔｏ ｎｅ４ Ｔｏｎ ｅ１ Ｔｏｎ ｅ２ Ｔｏ ｎ ｅ３ Ｔｏ ｎｅ ４

Ｔｏｎｅｓ ｅｃ
ｔ
ｉ 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ｆ ｉ ｒｓ
ｔ

２ １ ２ １ ３ ４ ２１ ５３ ５ ３ ５ ２ ５２

ｓ
ｙｌ ｌａｂ ｌ

ｅ

Ｔｏ ｎｅｓ ｅｃ ｔ ｉｏｎ
４ ５ ２ ４ ２ １ ２ ４ １ ４ ４ ２ ４ １ １ ３ ４ １

ｉｎ ｔｈｅ ｓ ｅｃｏ ｎｄ

ｓｙｌ ｌ
ａｂ ｌ

ｅ

我们把他的实验用一个综述表来描述各个声调在双音词 中 的变化 ：

Ｘ
－

３００

２５ ０

２００

１ ５ ０

１
０ ０

５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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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基于林茂灿 （
１ ９９６ ） 实验的双音词 四声分布

－

声 二声

前宇 后字 前 字 后字 前字 后字 前字 后字

５ ５ ５５（ １ ＋１ ） ３ ４ ４４（ ２
＋

１ ） ５４ ３４（ １ ＋ ２ ）

５４ ３ ４（ １
＋

２ ） ３４ ４４（ ２ ＋
１ ） ３ ４ ３４（ ２ ＋  ２ ）

５４ ２ １３（ １＋ ３ ） ２ １ ４５（ ３ ＋１ ） ３ ４ ２ １ ３（ ２ ＋
３ ） ２ １ ２ ４（ ３ ＋ 

２ ）

５ ５ ５１（ １
＋

４ ） ５ ３ ４ ４（ ４ ＋ 
１ ） ３ ５ ５ １ （ ２＋４ ） ５ ３ ２ ４（ ４ ＋ ２ ）

三声 四声

前字 后字 前 字 后字 前字 后字 前 字 后字

２ １ ４ ５（ ３ ＋ １ ） ５４ ２ １ ３（ １ ＋  ３ ） ５ ３ ４ ４ （ ４＋
１ ） ５ ５ ５ １ （ １＋ 

４ ）

２ １ ２４（ ３＋

２ ） ３４ ２ １ ３（ ２ ＋ 

３ ） ５ ３ ２ ４ （ ４＋ 

２ ） ３５ ５ １ （２ ＋ ４ ）

３ ４ ２ １２（ ３ ＋ 

３ ） ５２ １ １ ３（ ４＋３ ） ２ １ ４ １ （３ ＋ 

４ ）

２ １ ４ １（ ３＋４ ） ５２ １ １ ３（ ４ ＋
３ ） ５２ ４ １ （４ ＋ 

４ ）

表中双数表示五度制声调 ，单数表示 １ 、 ２ 、 ３ 、 ４ 声调 。 每个声调分前字和后字的实际声调 。

我们看到 ，在双音节词里 ，声调 已经发生了变化 。 尤其第三声调在前字都读半调 ，不能读满 ，
和

同样声调相遇时 ， 即 ３
＋ 

３ 时 ，前字的三声变为二声 ，这是为大家所熟悉 的 。 试想 ， 如果我们过

分强调单字声调教学 ，那么在实际交流中 ， 只要超过单音节词 ，学生就难掌握了 ，很容易产生挫

败感 。 我们是否可以调整
一下声调教学 ，即很快过渡单字声调阶段 ，将重点放在两字组和短语

的声调模式上 ？ 从表 ４ 可 以看到 ，

一

声和 四声在前字都读得 比较满 ，基本保持原调 ，在后字略

降一度 ， 如一声 ５ ５ 可 以读为 ４４
， 四声可 以读为 ４ １ 。 三声在前字都读半调 ，在后字一般 比较满 。

二声在前字不变 ，在后字也是略降 ，读 ３４ 或 ２４ 。 如果用五度做标尺 ，那么 在两个字衔接时 ，动

程都 比较小 ，在 １ 度和 ２ 度之间 ，只有 ３
＋ 

１ 和 ３
＋

４ 时 ，动程比较 明显 ，差异达到 ３ 度 。 如果教

学者心中有数 ，就会重点练 习
一

些词语 的声调 ，适 当忽略另 一些词语的声调 。 如果每个字都读

原调 ，效果势必不佳 。

六 改进声 调教学

本文主张改进声调教学 ，不是说否认单字调的练 习 ，也不是说不要单字调的练习 。 根据学

生 的需要和 目 的 ，可以把学生分为两种 。

一种是专业人才 （如播音员 ） ，需要发音标准 。 但这是

有限度的 ，成年人 的二语习得 ， 除极少数的人外 ，

一般达不到母语者 的发音标准 。 看看我们在

海外常年居住的人 ，难道我们讲的外语就那么
“

字正腔圆
”

吗 ？ 我们与 当地人的 口音仍有
一

定

差距 ，那我们为什么要求学汉语的人非要达到
“

完美
”

程度呢 ？ 美国人 的英语和英 国人的英语

口音有不小区别 ，澳大利亚 、印度英语和英美也有差异 ，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的交流和理解 。

也许我们可 以把基本调和变调 的关 系按照音 系学 （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里的 音位 （ ｐｈｏｎｅｍ ｅ ） 和音

位变体 （ ａ ｌ ｌ
ｏｐｈｏｎｅ） 的关系来理 解 。 即基本调在真正的语流里不能总是读满 ，否 则会影响理

解 。 我们 的声调教学有时过于偏重单字的声调训练 ，而忽略了词组和句子里的语音变体 。 也

就是说 ， 我们可以在单字调的基础上 ，加强变体的声调训练 。 可 以从双音词人手 ， 再到短语和

短句 。 我们需要找 出关键调 ，即
一个词组或短句 中 ，什么情况下哪类字调需要读满 ， 即关键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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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时候可 以忽 略或只读半调 ， 即变 体 。 许多学者 已研究过汉语语流 中 的 变调 ， 比如 Ｃｈａｏ

（ １ ９６ ８ ）早已指出过在三音节词组中 ，如果第
一

个音节是
一

声或二声 ， 第二个音节是二声 ，那么

中 间的音节在快速的语流里会发生变化 ， 由二声转为
一声 。

三 年级１ ＋
２

十 
２
—

＞ １
＋

１
＋ 

２葱 油饼１ ＋
２

＋ 
３
—＞ １

＋ 
１

＋
３

隆福寺
２

＋
２＋ ４

—＞２
＋

１ ＋ ４好 几种
２

＋
２

＋
３
—＞ ２

＋
１

＋ 
３

这类例子举不胜举 。 我们的声调教学应该在大于单字的单位上多下功 夫 。 许多学者已 经

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 我们这里说的双音字词不是单纯的双音词 ， 而是板块 的概念 ，即

两字组合可能是名 词 ，可能是动词或者是别的词类 ，也可能是短语 。 如
“

助手 、驻守 、住手
”

这三

个词组 ， 第
一个是名词 ，第二个是双音节动词 ，第三个是动宾词组或短语 。 从理论上讲 ，三个词

组的声调完全一样 ，但在实际语流中 ，

“

助手
”

里 的
“

助
”

读得较满而
“

住手
”

里的
“

手
”

读得较满 ．

“

驻守
”

两个字基本相同 ， 即不分轻重 。 有的学者用
“

重音
”

这个概念来描述 ，如王志洁和冯胜利

（ ２０ ０６ ）在这方面做过很有意义的探索和研究 。 他们的
“

重音
”

和本文说的声调是否读满是一个

概念 。

？ 笔者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 ，

“

既不赞成不参考实验数据和语料而凭空进行理论推断 ，

也反对只相信仪器测 出 的数据
”
（ ２００ ６ ：

８ ） 。 二者实为互补关系 ，缺
一

不可 。 两位作者通过长期

的研究和实践经验 ，对北京话里的重音问题进行 了详尽的讨论 。 他们认为
“

左重为词汇重音 ，

非左重形式 由词汇 以外因素决定
”

（ ２００６
：
１ ９ ） 。 请读者详见他们对以往重音研究的综述以及他

们 的例句和讨论 ，此处恕不多赘 。

如果从双音节词汇或词组 、短语人手进行汉语声调教学 ，那么 有无
一种倾 向性的模式呢 ？

一些研究汉语语音和声调的 文章已 经做过这类 工作 ， 教学者还可 以挖掘 出 更多 的 结果 。 如

Ｄｕ ａｍｍｉ（ ２０００ ：
１ ３ ６
—

１４２ ） 发现 ，句法上的非中心词都可 以获得重音 ， 如 名词短语里 的状定成

分 、动介短语里的宾语等 。 无独有偶 ，王韫佳等 （ ２ ００６ ）做的语音实验也得到基本相同 的结果 。

他们通过 ３０ ０ 个 自 然语句的测试 ，指出
“

主谓 、述宾结构 中 的语义重音倾 向于后置 ， 偏正结构

中 的语义重音倾向于前置
”

（ ２００６ ：
８６ ） 。 我们看到 ， 他们 的说法不同 ，但实质是相同 的 ；即 动词

词组 中的宾语 、名词词组 中的定语经常需要读满声调 。 请 比较下面的例子 ：

表 ５

动词词组 名词词组 动词词组 名 词词组 动词词组 名 词词组

办事 半世 合股 河谷 食言 食盐

査夜 茶叶 记功 技工 守法 手法

到家 道家 浇水 胶水 亡国 王国

动土 冻土 卖力 麦粒 吓人 下人

封 口 风 口 签字 铅字 要饭 要犯

攻城 工程 煽火 山火 住手 助手

每个人的语感不
一定完全相 同 ，但总 的倾 向还是有的 ，动宾结构里 的宾语声调倾 向于读得

更满
一些

，
而名词词组里的修饰成分的声调倾 向于读得更满

一些 。 在短语或短句里的
“

重音
”

或者词的基本调在哪个位置出现 ，许多学者也有过建树 。 如王韫佳等的一系列文章 已经做过

① 两位作者对
“

重音
’’

的定义是 ：

“声调语言 的轻重音必然 表现为调值实现的充分度 。

”

（ ２ ００６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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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 的 、大量的实验 。 如果我们的声调教学能多参考已 有的成果 ，把重点从单字调转到双音词

调 、短语 ／短句的重音上 ，声调教学可能会有所突破 ， 习得者也会有更快 的进步 。

七 余论

本文的 目 的
一不是否定前人关于单字调的研究成果 ，

二不是否认汉语教学的单字调练习 ，

而是希望理论和实践结合 、研究和教学结合 。 单字调 的阶段 固然重要 ，但是似乎不宜过分强调

单字调的作用 。 汉语教材的编写也可以考虑做出 调整 ，增强双音词或词组的声调练习 ，再从词

组到短句进行板块练习 。 西北许多方言减少了调类甚至失去 了调类 ，但这并没有影响人们 的

交流 。 我们唱歌时 ，声调被 中和 了 ，是语境起了 重要 的作用 。 我们进行耳语时 ，调类被压缩到

了最小的音域 ，但这并不会让我们无法沟通 。 这表明 ，我们交流时 ， 只有几个关键 的部分或调

类在起作用 ，用以补偿的是语音以外的因素 。 这
一切都表明 ，最好不要以每

一

个单字为单位教

授声调 。 本文的思考还不成熟 ，分析也 比较粗糙 ，但是笔者认为 ，对声调教学的讨论和研究越

来越应该提到 日 程上来 。 这样我们才能迎接汉语普及的机遇 ，满足不断增多的习得者 的需求 ，

使习得者建立起信心 ，不必再惧怕汉语的声调习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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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專 ）

”

语源考

王雅静

我们都知道
“

专
”

的核心语义是
“

专一
”

，即 专于一事一物一人 ，

“

专门 、特别 、独有
”

这些意义

都是 由
“

专
一

”

发展来的 ， 由
“

专
一

”

到
“

专 门 、特别 、独有
”

， 这很好理解 。 但是 ，

“

专
一

”

的 意义又

是从何而来呢 ？

《说文 》
：

“

专 ， 六寸薄也 。 从寸 ， 寅聲 。

一 曰 专 ， 纺专 。

” “
一 曰

”

就是另 一 种说法 。

“

薄
”

即

“

簿
”

，段玉裁注 ：

“

六寸簿 ，盖笏也 。

”

笏即 臣子上朝时手持的笏板 。 许慎不能肯定
“

专 （專 ）

”

字本

义是笏板还是纺专 ，所以用
“
一 曰

”

并存二义 。

“

专 （ 專 ）

”

， 甲 骨文作 ；
￥ ， 字形位于下侧 的是

一 个

手的样子 ， 可左可右 ， 另一部分是一个纺锤的形象 ，有顶有底 ，呈穗状 ，腰身上还缠绕着棉线 ， 整

个字形 ，展示的是手转动纺锤的场景 。 因此 ，

“

专 （ 專 ）

”

字本义应指
“

纺锤
”

。 古代纺锤多为石制

或瓦制 ，故
“

專
”

又添加表示材料 的
“

瓦
” “

土
”

或
“

石
”

旁 ， 作
“

甎
” “

博
”

或
“

砖 （磚 ）

”

。
《 诗经 ？ 小

雅 ？ 斯干 》
：

“

乃 生女子 ，载寝之地 ，载衣之裼 ，载弄之瓦 。

”

毛传 ：

“

瓦 ， 纺甎也 。

”

《说苑 ？ 杂言篇 》 ：

“

子不闻 和 氏之璧乎 ？ 价重千金 ，然 以之间纺 ， 曾不如瓦砖 。

” “

瓦
”

是黏土烧制 的器物 ，

“

纺专
”

称
“

瓦
”

，实为用材料指代事物本身 。 传世文献中 ，

“

纺专
”

之义多加偏旁 ， 而
“

专
”

则 表示
“

专一
”

义 。

那 么
“

专
一

”

的意义从何而来 呢？ 纺线时一条线从棉 絮中抽 出 ，始终 向 纺专这个轴心集中聚 绕 ，

因此
“

专
”

引 申 为动 词有集中 的意思 ， 比 如
“

专心
”

就是集 中精神 的意 思 。 《 淮南子 ？ 精神训 》 ：

“

夫血气能专于五藏而不外越 ， 则 胸腹充而嗜欲省矣 。

” “

专于五藏
”

就 是集 中 于五脏 。 集 中则

一

， 比如
“

专权
’ ’

就是权力 集于一身 。 《孙 子 ？ 虚实 》
：

“

故形人而我无形 ， 则我专而敌分 。 我 专为

一

，敌分为 十 ，是 以十共其一也 ， 则我众而敌寡 。

”

《 易 ？ 系辞上 》 ：

“

夫乾 ，其静也专 。

”

韩康伯注 ：

“

专 ，专一也 。

” “

专一
”

之义 《说文 》从作
“

縛
”

， 《女部 》
：

“

搏 ，壹也 。

一 日 女搏婢 。

”

段玉裁注 ：

“

凡搏

壹字古如此作 ，今则专行而婢废矣 。

”

（王雅静 南 开大学文学 院 ３ ０ ００ ７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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