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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汉语声调的性质
、

功能与组合模式

李 冲

摘 要 汉语的声调主要是音 高的变化
。

它有多种语言功能和作用
:
区别意义

、

协调汉语构词
、

提 高语言表达效 果
。

普通话四声的组合模式有 4 大 类 16 种
。

各类组

合模式的 不 同特点对认识
、

学习和掌握声调有着积机意义
。

关键词 声调性质 功能 组合模式

语言学家把世界上的语言按声调分类
,

分为声调语言和非声调语言
。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

言
。

声调对汉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功能
。

汉语声调在词语结构中的组合模式又是复杂多样的
。

以下分三个问题讨论汉语声调的有关问题
。

汉语的声调
,

主要是音高的变化
。

所谓音高
,

主要决定于基音的频率
。

这就是说
,

音高的分

别
,

在于 发音时声带的松紧度
。

发音时声带越紧
,

那么
,

它在一定时间里颤动的次数就越多
,

声

音也就越高
; 反之

,

发音时声带越松
,

它在一定时间里颤动的次数就越少
,

声音也就越低
。

人们

在发音时
,

就是通过对声带松紧度的自行控制
、

调节和变化
,

以造成诸如高低升降或曲折的各

种不 同的音高变化来构成各种不同的声调
。

普通话是通过 四种不同的音高的变化形式组成四

个不 同类别的声调
,

即
:

阴平
、

阳平
、

上声
、

去声
。

汉语的声调同音强
、

音长也有一些关系
。

音强也 叫音重
、

音势或音量
,

指声音的轻重或强

弱
,

普通 话的轻声跟音强有关
。

轻声在普通话里通 常是依附于多音节词里
。

普通话词里的轻声

音读有许多是出 自于习惯
。

如
:

爸爸
、

妈妈
、

太阳
、

月亮
,

这些词里带着重号的音节习惯上要读轻

声
,

但也有一些词里末个音节读不读轻声有辨义作用
。

如
: “

大意
”

和
“

大意
” 。

前者两个音节都

读重音音节
,

表示大概的意思
,

是名词
; 后者的第二个音节要读轻音音节即轻声

,

表示麻痹或疏

忽的意思
,

是形容词
。

音长是声音的长短
。

汉语一些方言的入声声调发音时发音体振动持续的

时间比普通话的四声声调都要短
,

给人一种发音短促
,

声音发出后很快就戛然而止的感觉
。

普通话声调的音读也即音高的具体变化
,

形成了声调的具体而实际的读法
,

这就是调值
。

对调值也即音高具体变化的描写和记录
,

历来有多种方法
。

古人对汉语四声的描写
,

用
“

平声平

道莫低昂
,

上声高呼猛烈强
.

去声分明哀远道
,

入声短促急收藏
’ ,
① 四句话

,

虽然朦朦胧胧地指

出四 声的差异
,

却让人无法具体辨析四声音高的高低升降与曲折变化的情况
。

20 年代我国一

些学者如刘半农
、

白涤洲
、

赵元任
、

王力对汉语语音进行实验
。

他们对汉语语音
、

特别是汉语声

调进行了研究
。

刘半农的《四声实验录 》就是根据浪纹计的记录
,

用声调推断尺测算出的汉语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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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曲线
。
② 目前描写和记录声调调值最简便而有效的方法是五度制标调法

。 “
五度制标调法是

赵元任先生创造的
’ ,③ ,

是在中国学者对汉语声调做了各种实验研究并对声调表现有了相当深

刻的认识之后产生的
。

五度制标调法是把声调的音高也即
“

调域
”

分为五度
,

用一条竖线四等

分
,

确立五个座标点
,

自下而上用数字 1
.

2
.

3
.

4
.

5 分别表示低
、

半低
、

中
、

半高和高等五度音高
。

然后用画线条的办法从左至右把各个声调的具体音高变化画出来
,

通过线条高低升降或曲折

变化的反映来显示各个声调的具体调值
。

在某一个语言或方言里
,

音高的变化是相对的
,

即所

谓相对音高
,

也就是不管音高的绝对频率值是多少
,

一般都归并到相对的五度值之中
。

调值是声调的实际读法即音高高低升降或曲折变化的情况
。

调类是声调的类别
。

一般说

来
,

在普通话或汉语方言里
,

同一调值的音节往往归为同一个调类
,

或者说同一个调类的音节

其调值是相 同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汉语各个方言里
,

同属一个调类的字具体调值有时并不一样
。

下面四个

字
“

东方天边
” ,

在北京
、

太原
、

济南
、

西安和合肥的话里都属阴平调
,

但各地阴平调的调值却不

完全相同 (记音用国际音标 )
。

太原

ie目

地点

调值

东

方

天

边

北京

5 5

t u习
5 5

f a 习
5 5

t h i` n 5 5

P i e n 5 5

t u 习
, , 3

f a习川

t h i 是
2` “

P i 是
2 , 3

西安

2 l

t u o 习
2 1

f a习
2 ’

t h i 免
2 ’

p i 滋
2’

u 习
2 `

f b
] l

合肥

2 1 2

t a习
2 ’ 2

f d
Z `“

t h i 1 2 ’ 2

P i 1 2 12

读音

我们常说同一个词某一方言和某一方言的腔调不同
,

其 中
,

调值的不同是其中的一个重要

因素

汉语的声调
,

具有多种的语言功能和作用
。

首先
,

汉语声调具有辨义的功能
。

辨别语词或语素的不同的词汇意义
,

是汉语声调最基本
、

最重要的语言功能
。

汉语每一个音节
,

通常是由声母
、

韵母和声调三个要素构成的
,

其中
,

韵母

和声调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

例如
“

鹅
”
(的这个词

,

只有韵母
e 和 阳平调

; “

爱
”
a( i) 这个词

,

也 只

有韵母
a i 和去声调

。

这两个词 (音节 )就没有声母
,

或者说其声母 叫零声母
。

但就多数情况而

言
,

语词的音节一般 由声母
、

韵母和声调构成的
。

在声母
、

韵母相同的条件下
,

声调的不同
,

往往

是区别词义不同的重要语音手段
。

例如
:

x i d n
鲜

w e n
温

x id n 咸

w 亡n 文

x id n
险

w 赴n 吻

x i d n 县

w 亡n 问

“

鲜鱼
”
和

“

咸鱼
”

的区别
,

靠
“

鲜
” 、 “

咸
”

两个词的声调不同来完成
。 “
我问你

”
和

“

我吻你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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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

靠
“

问
” 、 “
吻

”
两个词声调类别的不同来实现

。

普通话的音节
,

不计声调
,

约 40 0 个
,

包括声

调在内
,

达 1 3 0 0 多个
,

如果每个音节管十个单音词 (字 )
,

4 00 个音节只能管 4 0 0 0 个单音节词

(字 )
,

而 13 0 0 个音节则能管 1 3 0 0 0 个单音节词 (字 )
,

增加 了两倍以上
。

由此可看出声调的表义

功能与作用
。

其次
,

汉语的声调具有协调汉语构词的功能
。

汉语构造词语的手段和方法是很多的
。

如构

形法中的附加法
,

构词法中的联合式
、

偏正式
、

述宾式
、

述补式和主谓式等等
。

但是具体构造词

语时
,

人们又十分注意语素间声调的配搭调节
。

有人对 《现代汉语词典 》的双音节词的语素音节

里的声调的搭配做了分析与统计
,

发现双音节词里两个声调相同的音节组合不到 10 %
。

这就

是说
,

双音节词里两个音节声调不同的组合占 90 %以上
。

又有人对汉语成语中 2 74 0 条四字格

的成语做 了分析统计
,

结果表明
,

有 91 %以上的成语都是注意四声相 间平仄相配的
。

像
“

贪天

之 功
” , “

呜呼哀哉
” 、 “
含糊其词

” 、 “

历历在 目
”
这种四个 音节声调或平仄都相同的成语是极少

的
,

占成语总数不到 10 %
。

著名作家老舍说得好
,

比如起个名吧
, “ `

张三李四
’

好 听
, `

张三王

八
’

就不好听
。

前者是二平二仄
,

有起有落
; 后者是四字 皆平

,

缺乏抑扬
。 ’

坷 (按
: “

张三王八
” ,

张
、

三
、

王
”
三字 自来属平声

, “

八
”
原为入声

,

普通话读阴平
,

老舍 归
“
八

”

字 为
“

平
” ,

是以今北京

音为根据
,

与传统的平仄概念不同
。

特此说明
。 -

— 笔者 )这说明汉语在构造词语时
,

词语音节

中声调的协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

再次
,

汉语声调有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功能
。

为了提高语言表达的效果
,

我们应当重视语

言的物质外壳— 语音
。

而汉语语音诸要素中
,

声调是一个重要的要素
。

上面说过
,

汉语声调

最重要的本质是音高
。

音高的高低升降起伏变化
,

有如音乐上音阶的变化
。

汉语语音具有很强

的音乐性
。

这除了汉语音节中元音占优势是一个重要原因外
,

声调中音高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

的一个因素
。 “

普通话调类 系统是从古汉语继承下来的
。

我国南朝齐梁之间
,

就有人把古汉语

分为四类声调
,

即平
、

上
、

去
、

入
。 ”

宋由四声总结为平仄两大类
。

从那时起
,

人们就发现了汉语

声调音高变化可构成语音音律美这一潜在活力
,

用平仄声来概括当时汉语声调音高的音律性

质
,

提出包括诗歌创作在 内一切韵文作品应注意平仄的调节和配搭
,

合理安排平仄的交替和对

应
。

在创作的实践中又进一步总结了平仄格律的各种格式和一些忌讳
,

最大限度地调动汉语声

调音高表现出来的音乐美
、

节奏美
,

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
。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
,

但汉语各个方言的声调数 目是 不相等的
。

属北方方言系统的各方

言
,

一般是 4 个
,

少数有 5 个
,

个别地方 只有 3 个
。

普通话的声调是 4 个
。

在汉语的音节里
,

声

韵母的组合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

如普通话的 f 不能与带一
u 介音的韵母组合

; z h
、 c h

、 s h
、 r 声母

不能与齐齿呼韵母和撮 口 呼韵母结合
,

等等
。

而词语里各音节间声调的组合又是怎样的呢 ? 下

面以普通话的双音节词为例
。

可以看出
.

普通话四声在双音节词里的组合模式可归纳为 4 大类

1 6 种模式
:

A 类
:

阴平调与四个声调的组合
:

阴平 + 阴平 参观 出发 飞机 今天 春天



阴平 + 阳平 当然 今年 欢迎 非常 公园

阴平 + 上声 操场 风景 思想 黑板 钢笔

阴平 + 去声 帮助 高兴 书架 声调 音乐

A 类模式 的特点是
,

除前一个阴平调碰上
“
一

、

七
、

八
”

三个词外
,

各个模式的前后两语素的

声调都不变调
,

而念原调
。

“

一
”

的本调是阴平
,

单念或在词
、

句末尾念阴平
,

但在
“
一 + 去声

”
时

, “
一

”

读阳平
。

如
“
一

个
” y i 55一 3 5

g e
。 “
一 + 阴平

” , “
一 + 阳平

” 、 “
一 + 上声

”

时
, “
一

”

读去声
。

如
“

一天
” y i 5 5一 S ’ t i d n , “

一

年
” y i 5 5一 5 ` n id n , “

一本
” y i 5 5一 5 ’

b诬n 。

“
七

、

八
”

的本调是阴平
,

在单念或词句末尾时念阴平
,

在非去声前也读阴平
。

如
“

十七
” 、 “

十

八
” 、 “
七斤

” 、 “

八两
” 、 “
七碗

” 、 “
八斗

”

等
。 “
七

” 、 “
八

”
在去声前可读阳平

,

也可不变
。

“

不
”

的本调是去声
,

在单念或词句末尾前读本调不变
,

在非去声前也不变
。

如
“

不知
” 、 “

不

行
” 、 “

不好
” ,

等等
。

但在
“
不 + 去声

”
里

, “
不

”

变阳平
。

如
“

不去
”
b u s ’一 ’ s

q 。
, “

不像
’ ,

b u s ’ 一 ’ s x i o n g
,

等

等
。

在
“
A 不 B ”

式里
。 “
不

”
念轻声

。

如
“

行不行
” 、 “
去不去

” ,

等等
。

B 类
:

阳平调与四个声调的组合
:

阳平 + 阴平 成绩 房间 国家 毛衣 茶杯

阳平 + 阳平 回答 人民 食堂 留学 民情

阳平 + 上声 伯母 毛笔 男女 词典 牛奶

阳平 + 去声 伯父 学校 文化 磁带 杂志

B 类模式的特点是
,

各模式里前后两个语素的声调都念原调而不变调
。

C 类
:

上声调与四个声调的组合
:

上声 + 阴平 火车 雨衣 简单 北方 老师

上声 + 阳平 可能 语文 举行 起床 旅行

上声 + 上声 打扫 广场 展览 语法 小姐

上声 + 去声 比较 美丽 访问 考试 请假

C 类模式的特点是
,

各模式里前一个上声声调在连读时都要变调
,

前面上声变调又 可分为

两种类型
:

甲
,

上声 + 阴平
,

上声 + 阳平
,

上声十去声类型
。

这类型里前一个上声声调的语素在连读时

都要变成半上
,

具体调值是由 2 14 变为 2 1
,

即低降调
。

这是 由于上声调的调域曲折
,

先降后升
,

连读时的速度较快
,

未及完成整个调域的读音
,

而取前半部分低降调的读法
。

如火车 huo
Z’ `一 2 ,

e h e s s ,

语文 y u ’ “ 一 2 ’ w e n ’ 5 ,

美丽 m e i Z ” 一 “ , `15’
,

等等
。

乙
,

上声 + 上声类型
。

这种类型的前一个上声因连读要变调
,

变调后的具体调值是由 21 4

变为 35
。

也就是由上声变为近似阳平的声调
,

这种上声的变调是异化的结果
。

加
:

打扫 d丫
’ `一 35

s a o Z ’ ` ,

语法 y u ” `一 3 5
f a

5 5 ,

小姐
x i a o Z ’ `一 3 5

j i 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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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类
:

去声与四个声调的组合
:

去声 + 阴平 半夭 衬衣 电灯 健康 互助

去声 + 阳平 爱人 大学 教材 内容 练习

去声 十上声 厕所 汉语 号码 电影 剧场

去声 + 去声 毕业 电视 注意 汉字 电话

D 类模式的特点是
,

在去声 + 阴平
,

去声 + 阳平
,

去声 + 上声这三个模式里
,

前面的去声和

后面的其他声调都不变调
,

但在去声 + 去声的模式里
,

前一个去声由全降变为半降
,

即调值由

51 变为 53
,

而后一个去声仍不变调
。

这种变调的原因在于连读时速度较快
,

又避免两个同一调

值相连
,

而 使前一调值读出调 域 未全 部到 位 的结果
,

故 叫半去
。

如 毕业 ib
s `一 5 3

ye
s , ,

电视

d i a n s ’一 5 3 s
h i s ’

,

汉字 h o n s ’一 5 3 2 15`等等
。

在语言的组合和使用时
,

普通话还会出现
“

轻声
”

音节的情况
,

这种轻声音节的特点是
,

从

位置上看
,

多出现在双音节词的后一个音节或词组句子 的中间或末尾
;
从调值看

,

前个音节除

上声外
,

都不变调
,

后一个音节要放弃读音节的本调
,

变成一种用力小
,

音强特别弱
,

调域又 比

较短的新调值
。

这种调值又要因前个音节声调的不同类型而有所差别
。

例如 ( 轻声的字在调值

前加
·

号 )
:

阴平或阳平 + 各类声调变读轻声的字~ 阴平或阳平 + 中高调轻声
,

调值
·

3 :

玻璃 b o 5 5
l i

3 5一
`

3

聪 明
e o n g

5 5
m i n g

3 5一 ” 天上 t i a n 5 5 s h a n g
s ’一

`

’

便宜 p i o n 3 5 y i 3 5一
’

3

舌头 s h e 3 5

t o u 3 5一
`

3

别的 b ie 3 5
d e s `一

’

3

上声 + 各类声调变读轻声的字~ 上声变半上 21 + 半高调轻声
,

调值
·

4 :

点心 d i a n Z “ 一 2 ’ x i n 5 5一 `

椅子 y i Z ’ `一 2 ’ 2 1 2“ 一 “ 晚上 w a n Z ’ `一 2 ` x h a n g s ’ 一
’

`

去声 + 轻声~ 去声十低调轻声
,

调值
·

1 :

大夫 d a i s ` f u
5 5一

`

’

练习 l i a n s ’ x i ’ 5一 ” 客气 k e s ’ q i s `一 ”

上述 16 种模式的组合 (轻声类不计 )
,

虽然同类声调如阴平 + 阴平
,

阳平 + 阳平
,

上声 + 上

声
,

去声 + 去声的组合占 城
,

然而在实际组词中
,

同类声调的组合却不到 10 %
,

这再次说明同

类声调的组合对音律美的不 良影响
,

因而应尽力避免
。

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到
,

如果一个有声

调语言或方言
,

它的声调调类数 目越多
,

各类声调调值差异的程度越大
,

起伏变化的形式越多
,

那么
,

这个语言或方言词语里声调组合的模式就会越丰富
,

所显示的音律美会更加生动
、

鲜 明

而动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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