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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声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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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人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声调问题 

                              韩承红 
            （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陕西西安  710061） 

摘  要：普通话水平测试是新时期推广普通话的最新举措，是一项国家考试，也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探讨了在普通话水平测试实践中陕西方言区在声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出现的原因及解决的对策，以期提高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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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话水平测试是对应试者运用普通话所达到的标准程度的检测和评定。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等级标准和量化评分办法，使得具有模糊特征的语言有了比较客观的可以操作的衡量尺度。通过几年的测试工作，我们看到，“测试对象都受过中等以上文化教育，大都能说不太标准的带有方言色彩的普通话，即过渡语”[1]，所以不光是词汇、语法出现错误极少，而且在语音
方面，有些很典型的方音规律也不会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出现，如西安话的[Pf][Pf‘]声母、[ŋ]声母、陕西方言的入声调值等。因此方言研究如果仅仅从纯方言和标准普通话这两个极端入手，显然不能用到对症下药。如何针对受测人员的“过渡语”进行研究，以有效提高普通话水平，这是当前普通话推广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普通话水平测试采用口试“直接测试法”，即主试人和应试人面对面的口语测试方法，因此，普通话水平测试中语音评定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第一、第二两题是专门考核语音的，占30分，第三、第四、五题的考核目的或者是兼顾语音、词汇、语法，或者是专门考核词汇和语法，但语音都占了不少的分值，如第五题总分30分，“语音面貌”一项就占20分。在测试实践中
我们又明显感到，陕西人普通话语音学习中困难最多、问题最大的是声调，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失分最多的语音问题也是声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陕西方言与普通话声调对应中有差异的常用字较多，而且类推比较麻烦。据笔者统计，《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所收的3500字中，陕西方言（以关中话为例）与普通话调类不同的字有334个，占9.5%，调类
相同调值不同的有2405个，占68.7%，两项总计达78.2%。第二，调类数目少，负担重。宋欣桥先生从现代汉语3500个常用字的语音分布来研究，证明“声调负担的确最重。普通话四个声调中所含常用字最多的是去声，为1300多字，最少的是上声，也有600多字”。[2]而声母韵母因为数量较多，常用字的负载压力相对减少，因此他认为，“从这个角度说，普通话声母是否准
确是影响普通话水平的首要因素”。[2]那么，陕西人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声调主要存在哪些方面问题呢？ 

    一、普通话声调调值读音失误 

    声调是非音质音位，也叫调位，是由音高的不同变化构成的。普通话有四个调位，由于不同的音高变化而形成特征分明的四种音高模式——调形（调型），即平、升、曲、降。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试题内容具体、评分量化，因此对调位的掌握提出了较高要求。我们来看国家语委专家提出的语音标准：“阴平调，保持平调调形，调值不低于中平调33；阳平调，保持升调调
形，调值起头在2—3度之间，中间不能出现大的曲折；上声调，基本上读作低调，即在调值214中强调‘1’段有一定的音长；去声调，保持降调调形，调值起头不低于3度。”这虽然只是“人们学讲普通话口语的语音应达到的最低限度要求”[3]，但在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评分中却把握地非常具体严格，如在第一、第二题中，只要音节的声调调形有误，便可判定为错误，如果
调形正确，但是声调的音高或音长达不到要求，即被判为缺陷。在实际测试中，许多应试者失分不少，读第一、二题时，有些人在生字不多的情况下，由于成系统的调值错误，失分高达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1．受陕西方音的影响，声调发音不到位，有误差，便声调遗留方言色彩。陕西方言和普通话声调系统相比，大部分地区都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但除阳平外，调值差异比较大，如关中方言的四声调值分别为：21、24、42、55，陕北方言还有入声。在普通话训练和测试中，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上声，因为陕西方言大部分声调没有曲折调形，所以对普通
话上声214感受不够敏感，常见的是把214误读成升调调形35或24，如在第一题“读单音节字词100个”中“挽”被读成了“完”，“邸”被读成了“敌”，“每”被读成了“煤”，“宠”读成“虫”第二题“读双音节词语50个”中把“雄伟”误读成了“雄围”，“永远”误读成了“永员”。此外，上声214还被经常误读成低降21或降升215、213、414等。除上声外，其他调
类也有读错调形或调值发音不到位的现象。如把阳平35误成曲折调调形，阴平55的相对音高过低，去声51降幅不够等。另外，陕北方言特殊的声调系统，也使这些地区的应试者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成系统的声调错误，最常出错的是陕北方言与普通话有明显调形区别的阴平和阳平。陕北方言阴平调值为曲折调213，所以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像“虚”、“胸”、“湿”、
“欢”等字的声调就被读为214，或在连续中被变读成21、35；陕北方言的阳平不是普通话的升调调形，而是平调33，所以像“豺”、“台”、“崛”、“糟”告示许多字在普通话中也被误推为平调，不过因为普通话中没有中平调，所以这些阳平调的字又被类推成普通话中的一个现成调子——高平55，因此“豺”就被读成了“拆”，“舞台”被读成了“舞胎”，“黄土”
被读成“荒土”。 
    2．对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要求不够了解，造成失误。这一方面的失误有时是成系统的，尤其在第一、二题中失分严重，十分可惜，在普通话语音面貌较好的应试者当中也时有发生。但这方面的问题只要经过一定学习，了解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基本要求，就可以较好地避免。普通话水平测试是新时期推广普通话的最新举措，它和以往推广普通话的要求相比，就是标准更
高，评分更细。如第一题“读单音节字词100个”的评分中，最小分值是0.05分，而每一处错误和缺陷的判定都有具体的标准，这就要求应试者不断提高普通话水平，明确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要求，不能仅仅满足于没有生字、语言基本正确，否则就会影响普通话等级。这一方面常见的问题是调形错误，如把阳平35读成了曲折调形，把上声214读成了低降21或中升35，这类错误
如果成系统的话，失分会很严重。假定应试者出现其中一种成系统的错误，那么第一题中会是什么结果呢？第一题共10分，100个音节，从理论上推，四个声调应该各有25个音节，某一个声调成系统的错误，会造成25%的失分，按照《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的规定，第一题失分10%，即判定应试人普通话水平不能进入一级，第一题失分20%，普通话水平不能进入二级。这样统
计比较极端，在实际测试中，应试者在这方面的失误不表现为单纯的“语音错误”，而更多地表现为“语音错误”和“语音缺陷”分布不等的集合，同时也反映出不同的失误量。尽管如此，在实际测试中由此而造成的失分和降等现象时有出现。在第二题中有一种现象也要引起特别关注，就是当双音节词语的第二个音节为上声214时，本应读原调而误变调为低降调21或中升
调35。如“偶尔”、“美好”、“永远”、“掌管”、“墨水儿”等词语的第二个音节调值214就常被误读为21或35，有的人甚至将此类词语无一例外全部读错，失分较多。 

二、方言和普通话调类类推错误 

    陕西方言和普通话声调有同有异，在方言研究中，人们已经总结了其中的对应规律，但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着眼于方言理论体系的建立，“很重视调查研究纯方言和标准普通话这两个极端的语言状态”，[1]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受测对象要求进一步提高普通话水平的需要。据我们研究，在现代汉语3500个常用字中，陕西方言和普通话调类调值完全相同的阳平字有761
个，占21.7%，调类相同调值不同的阴平、阳平、上声字共2405个，占68.7%，两项总计3166字，占90.4%，所占比例相当之大。虽然这些字数量很多，但我们发现由于陕西方言与普通话四声的调类对应，且每类所属字大部分相同，只是调值不同，因此，受测人员基本都能凭着长期形成的语感去自动类推调类，一般不会造成错误。如：“开放”陕西话声调为“21-55”,即
“阴平－去声”，类推为普通话仍为“阴平－去声”，只不过调值变成了“55-51”。此类例子还如： 
    “本身”：方言声调为上声（42）–阴平（21），普通话声调为上声（214）- 阴平（55）； 
    “文化”：方言声调为阳平（24）–去声（55），普通话声调为阳平（35）– 去声（51）； 
    在3500个常用字中，陕西方言和普通话调类不同的字仅有334个，占9.5%，但是这些字又因为人们的声调自动类推习惯，特别容易造成声调类推错误。可以说，陕西人说普通话时声调出现大多数问题都在于此。所以此类字虽然数量不大，却是陕西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的痼疾，是陕西特色“过渡语”的重要特征之一。下列词语中加点的字，就是由于此类原因而常常误
读： 
    学术：普通话应读去声，陕西方言为阳平24，误推为普通话阳平35； 
    翻译：普通话应读去声，陕西方言为阳平24，误推为普通话阳平35； 
    毕业：普通话应读去声，陕西方言为阳平21（在此处由于两个阴平相连，第一个变调为阳平），误推为普通话阴平55，或由陕西方言变调为阳平误推为阳平35； 
    把伞（撑开）：普通话应读上声，陕西方言为阴平21，误推为普通话阴平55； 
    溜冰：普通话应读上声，陕西方言为去声55，误推为普通话去声51。 
    要有效地解决此类问题，必须从理论上首先明确，到底哪些字是方言和普通话调类相同的，学习中可以自动类推，不必多化工夫；哪些字是调类不同的，需要找出规律，列出字表，重点掌握，以收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下面列出的就是根据《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归纳出的陕西方言（以关中话为例）和普通话调类不同的字（共334个）： 
    阴平字（30个）：批（一～）芬鲜拼突攻惊篇猫倾锋殊悲峰颗昌捐芳棵溜搁堤劈眯咖(～啡)鹃抡诬咪褒 
    阳平字（58个）：的（～确）国得（～到）于没而如什（～么）级扛炎结革决则识即了德格足角（～色上声调类亦不同）答责爷福骨额隔博折竹吉壳潜籍袭阁咳觉（～悟）廷祈菊娃泊愉啥囊搏馍媳辑棘舆焚颊嫉秫 
    上声字（45个）：以把法者百与北铁跑尺脚曲甲笔索谷雪塔予储柏嘱葛颈冶诊脊窄缴渴倚拟阐俺钾蕾挡蜀髓蕊疹匕呕沼 
    去声字（201个）：不作日力各次六入立必特设质目热术却色式较易克亚复越速确列片木落乐切（一～）块刻客叶发（头～）密迫错创略药策室血（～液 上声调类亦不同）恶液烈巷测麦灭束促尚录纳附弱控末份莫路筑扩括绿氏绩触欲壁握绍粒物袜涉裂牧或避脉辆侧释页墨摄秘辟耗获昌畅诞毕赤默肃饰役阅踏覆碍阔鹊臂宿倡腹蜜劣漠译症勿浙恰雀册匠谊惑鹿腊蜡竖毅斥
疫骆框掠逮辣窃洽沫蔑帜悦趟（一～）浴碌钥栗魄厕萨赫洛氯穆蟹帕粤岳怯蔗鳄泌虐睦隧聂廓眶瑟隘娜（安～）腻沛荔旭讶陌孽呐褥烙肋溺沐涩邑茉捺诲蓖璧墅鹤噩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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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es Problem in Mandarin Level Test Shaanxi People
Han Cheng-hong
(Chinese Dept of Shaanxi lnstitute of Education,Xi’an 710061,China) 
Abstract:Mandarin level Test is a new meawure to popularize Mandanrin in the new age which is both a state test and an important research subject.This article discusses about with the practice or Mandarin level Test the main problems of tones in Shaanxi dialect area,causes and solutions in irder to impriove the quality kr Man-
darin leve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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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原载于《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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