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方言音系描写中记录为
@E

号不圆唇元音%

5

&的音

刘新中

摘
!

要
!

汉语方言的语音描写需要完善$文章以
)R

号元音 .

5

/为例作了一些探讨)

)

#分析了
H1,?

;LX1

中的发音样本 .

5

/以及在整个元音系统中的格局$总结了 .

5

/的主要特点)

*

#选取
Q

个方言

音系中记录为 .

5

/的元音$用
1!''&

标注*提取共振峰数据并作声学元音图$发现与
H1,?;LX1

的声

音样本 .

5

/较为接近的是海南乌烈军话*武汉话*西宁话*西安话以及合肥话中的 .

5

/$而银川话*

兰州话*汕头话*南京话音系中的 .

5

/离
H1,?;LX1

的声音样本 .

5

/较远)这一点我们从相应的录

音中也能凭耳朵感知到)

P

#如何处理汉语方言记音中的实际语音描写*记录和音标符号的匹配4 作者

认为在尊重传统的条件下提供较为可靠的语音学描写和实验分析)

关键词!

)R

号不圆唇元音$汉语方言音系$记录分析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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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表面上看$国际音标符号的元音图中

的 .

5

/$是元音 .

$

/的同部位的不圆唇

元音$从它在汉语
T

大方言音系中的分布

来看$主要分布在官话方言和潮汕方言)

相对于 .

/

/*.

'

/*.

$

/这样非常多见的元

音而言$较为少见$因此$对于它的一些

特点需要了解多一点$免得张冠李戴)

随着科技的进步$尤其是计算机技术

的发展$为语言研究提供了十分便利的工

具$刘复*赵元任*王力*岑麒祥*吴宗

济等先生介绍引进的运用科技手段研究语

音的工作$也在新时期有了巨大的发展)

*)

世纪前后$国内外出现了许多利用计算

机技术提取*分析*研究汉语语音的成

果$但是从方言语音的角度说$相应的成

果还是不够的)笔者从事方言研究已经有

*M

多年的实践$深感记录方言语音时需要

借助现代语音学的技术提取*分析汉语方

言语音的重要性$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准确

描写音系的同时$尽可能准确记录*说明

有些元音*辅音*声调的特点)汉语方言

的语音问题涉及面很多$既有共时层面

的$更要考虑历时的演变,既要注重每个

方言的个性$还要考虑包括所有方言的大

汉语的共性)本文就是希望能够抛砖引

玉$借助计算机和语音分析工具$对于汉

语方言语音的单个元音作一些分析研究$

以利于方言的共时比较和历史语音演变的

研究)

%&



$

:

(

5

)

的一般描述

先看国际语音学会公布的国际音标表

中的元音分布图 "见图
)

#)

图
)

!

国际语音学会
*MMS

版中的元音分布

图
)

所反映的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参照

系统$在我们的实际研究中$可以根据这

些来描述*说明我们的语音系统元音位置

和特点)对 .

5

/的描写是后*高*不圆

唇$英文的描写是
+%2#"7_'9< (̀!2$(7?

"7

$这个描写与 .

$

/相对 .

)

/)

我们利用美国暑期语言学
ZHX

的
H1,?

;LX1

中的声音$先将这些元音声音的数

据用
1!''&

提取出来 .

*

/$然后根据元音

共振峰数据作成一个声学元音图)下面是

我们根据
H1,?;LX1

中的声音用提取的相

关元音所表示的共振峰数据 "见表
)

#)

!

表
)

!

H1,?;LX1

中的声音所表示的

共振峰数据

前
b) b*

央
b) b*

后
b) b*

/ *NS *S)P

6

P)M **OM $ *TQ SNN

8

*SN *)*O

7

P)M )NR*

5

PS* ))NQ

H PN* *)N)

8

OM* )PRT

9

OMS TOT

I P)N )N*)

:

O)P ))SN

,

O*O )MSQ

" PNS *PPR

;

OPP )PO* 2 PO) R)N

<

PON )T*) p O)N )*OQ

=

OSM R)R

>

S)* )NOP

.

ON* )MSN

?

SSN )MMR

q S)R ))PR

@

SOQ ))OP f RQM )M)S

续表

前
b) b*

央
b) b*

后
b) b*

r N)S )SS)

A

S*O T*P

s SSQ ))ST

' N*N )*QP

这些数据与我们的认知基本是一致

的$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差异)我们根据这

些数据作成一个声学元音图 "见图
*

#)

图
*

!

H1,?;LX1

中的声音所显示的

声学元音 "

02!='(&93'!&

#

我们通常描写为前系列的元音$.

/

/

?

.

8

/*.

"

/

?

.

<

/* .

>

/

?

.

q

/以及
H?I

的

位置没有问题$但是 .

r

/的位置偏低$

.

s

/的位置偏央*偏高) .

r

/的位置偏

低较容易理解$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常

常听到很多英美人的 .

r

/都很像 .

'

/)

央元音系列 .

6

/

?

.

7

/的位置于我们

的理解而言偏前了很多$几乎与前元音差

不多了).

.

/

?

.

:

/*.

;

/

?

.

p

/的相对位

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

.

/的位置就比

.

;

/

?

.

p

/还要低$这似乎与表
)

中的位

置不一致)但是 .

.

/与 .

@

/的高低位置

关系以及 .

"

/*.

2

/的位置关系是没有问

题的)这也可以解释英语的音标中 .

.

/*

.

;

/的纠结问题)

1"&"!J2'93

.

P

/把长

.

.

!/就描写为 .

;

!/)这里反映出英语中

的长短音除了时长的差别$音质的差别也

是十分明显的)

后元音系列基本没有问题$只是 .

9

/

低于 .

2

/$表面上与表
)

所反映出的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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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不同$但是与我们听到的美国人的

522<

中的 .

9

/)后低元音 .

A

/和 .

f

/的

前后关系没有问题$但是 .

A

/比 .

f

/

高$甚至比 .

?

/还高$这也容易使我们

联想到英国英语的 .

=

/到美国英语中读

为 .

A

/)

就元音的高低来看$高*半高元音问

题不大$半低*低元音交叉的情况较为明

显$比如 .

'

/和 .

f

/除了前后$还有高

低的差别$.

s

/和 .

@

/的前后*高低都

十分接近$这是由于 .

s

/偏后*偏高的

结果)

从上述的数据以及声学元音图来看$

.

5

/前后的位置处在央元音的位置$而高

低处在半高的位置$但是要是观察一下所

有的八个标准元音的不圆唇2圆唇的相对

位置就会发现$同部位的不圆唇偏前*偏

低$同部位的圆唇元音偏高*偏后)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后系列不圆唇的几

个元音和央元音系列的不圆唇元音的共振

峰模型)

先看 .

5

/*.

B

/*.

?

/这三个元音的

共振峰模型 "见图
P

#)

图
P

!

.

5

/*.

B

/*.

?

/的共振峰模型

我们看到 .

5

/*.

B

/*.

?

/的第一共

振峰依次是
PSP

*

O*O

*

SSQ

$ .

5

/* .

B

/*

.

?

/的第二共振峰依次是
))NQ

*

)MSQ

*

)MMR

$这说明这三个元音依次由高变低$

由前到后)

我们看到 .

8

/*.

;

/*.

.

/*.

@

/的第

一共振峰依次是
OM*

*

OPP

*

ON*

*

SOQ

$说

明这四个元音依次由高变低$但是前后的

情况就不同了$.

8

/*.

;

/*.

.

/*.

@

/的第

图
O

!

.

8

/*.

;

/*.

.

/*.

@

/的共振峰模型

二 共 振 峰 依 次 是
)PRT

*

)PO*

*

)MSN

*

))OP

$如果按照数据前后的顺序是 .

8

/*

.

;

/*.

@

/*.

.

/)

.

5

/的第二共振峰依次是
))NQ

$与

.

@

/的
))OP

差不多$与 .

$

/的
SNN

以及

.

2

/的
R)N

都相距较远$较为明显地向

央*中元音靠)我们可以取前高*后高*

中低三个极点的元音作参照$将上述
T

个

央*后不圆唇元音放入其中$就可以明显

看出后系列不圆唇元音偏低*偏央的特点

"见图
S

#)

图
S

!

H1,?;LX1

中央后不圆唇元音在

声学元音图中的位置

从这个元音图看$与国际语音学会公

布的元音说明图的空间位置基本一致)差

别较大的是$如前所述$.

.

/和 .

;

/的位

置$.

;

/偏高而 .

.

/的位置稍偏后一点)

我们根据上述的比较分析把 .

5

/的

特点总结如下!

'&

中国语音学报 第
O

辑$

*M)P

年$北京



!

表
*

!

H1,?;LX1

中的声音所表示的

.

5

/的特点

声音来源 音标符号
b) b*

文字说明

H1,?

;LX1

5

PSP))NT

央偏后*半高偏

高*不圆唇元音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不妨把
H1,?

;LX1

中提供 .

5

/的共振峰数据作为参

照$以此来比较一下一些汉语方言音系中

描写为 .

5

/的元音的特点)

CA

在汉语方言音系中描写为 %

5

& 的

几个方言中记录为元音 %

5

& 的共振峰

特点

下面汉语方言中的材料来源$海南乌

烈军话的材料为笔者的调查$其余
N

个点

的录音以及音系记录来自侯精一主编的

0现代汉语方言音库1)

我们首先是根据侯精一先生主编的

0现代汉语方言音库1的音系记录$0现代

汉语方言音库1中的发音人都是地道的本

方言的使用者$录音也都规范*统一)我

们提取音系中那些含有 .

5

/元音的音节$

选择那些描写为 .

5

/的元音$然后用

1!''&

.

*

/标注$接着用脚本提取这些元

音的第一*第二共振峰的数据)我们将提

取的元音数据作归一化的处理$形成表
P

)

!

表
P

!

H1,?;LX1

中的声音与汉语方言音档

中所表示的 .

5

/的共振峰数据

5

/ ' $

b) b* b) b* b) b* b) b*

H1,?

;LX1

PSP))NT*NS*S)PN*N)*QP*TQ SNN

乌烈军

话
DX

PP*))O*PP)**NRNOO)ORPOMS NMS

汕头话

Z@

OT*)S)TP)M**QMQOM)PRNPQP RQO

西安话

\,

OMS))TO*QP)QPOTNM)*)OPQR N*)

续表

5

/ ' $

b) b* b) b* b) b* b) b*

西宁话

\W

PTM)*M)*NS*OTQN*R))OPPPQ TPN

合肥话

;b

PQ))*RRP)R**SM)MPR)PS)STR)MMP

武汉话

D;

P*))*TOP)Q*P**N*))*NPPQ* QST

银川话

I+

OR))*SPP)T*MN)NOP)*R*OSS TPT

兰州话

Xa

OT))PR)PSO*)RNT*Q))SMOOQ TTR

南京话

W.

PR* NTR PMT*MMMRS* Q)O PS* T)R

我们根据表
P

中
H1,?;LX1

的 .

5

/

以及我们挑选的
Q

个汉语方言音系中记录

为 .

5

/的元音的第一*第二共振峰的数

据$作成一个声学元音图 "见图
R

#)为了

便于比较$我们同时提取了这些方言中元

音 .

/

/*.

'

/* .

$

/的有关数据$这样我们

同时可以看到 .

5

/在它们相应的音系格局

中的大体位置)一般的音系格局中$所有

的元音都基本上处在由元音 .

/

/*.

'

/*.

$

/

三个点组成的三角形之内$因为元音 .

/

/*

.

'

/*.

$

/正好是前高*后高*低三个极点)

图
R

!

H1,?;LX1

和
Q

个方言点音系的

.

5

/在声学元音图中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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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R

中的大写拉丁字母是表
P

中所列

的汉语方言点的拼音)从图
R

我们清楚

地看到$与
H1,?;LX1

的声音样本 .

5

/

较为接近的是海南乌烈军话*武汉话*

西宁话*西安话*合肥话中的 .

5

/$而

银川话*兰州话*汕头话*南京话音系

中的 .

5

/离
H1,?;LX1

的 声 音 样 本

.

5

/较远)这一点我们从相应的录音中

也能凭耳朵感知到)

此外$我们还根据表
P

的数据$整理

出几个汉语方言音系中记录为 .

5

/的第

一共振峰
b)

和第二共振峰
b*

的数据范围

"见表
O

#)

!

表
O

!

H1,?;LX1

中的声音与汉语方言音档

中所表示的 .

5

/的共振峰数据范围

H1,?;LX1

的

共振峰数据

Q

个汉语方言的

共振峰数据范围

b) b* b) b*

5

PSP ))NT P*)VOT* NTRV)S)T

/ *NS *S)P *NSVPSO )QPOV*OTQ

' N*N )*QP R*SV)MPR Q)OV)ORP

$ *TQ SNN PPQVSTR RQOV)MMP

我们可以根据语音的声音数据并且结

合我们的听感$对于汉语方言音系中记录

为 .

5

/的元音作一些简单总结!与
H1,?

;LX1

的声音样本 .

5

/最为接近的是海

南乌烈军话*武汉话*西宁话*西安话*

合肥话中的 .

5

/$其次是银川话*兰州

话*汕头话*南京话音系中的 .

5

/)

!A

汉语方言语音记录中语音学与音

系学的平衡

仅从数据和音质上来看$有些方言音

系中记录为 .

5

/的元音与
H1,?;LX1

的

声音 样 本 .

5

/差 别 很 大$那 它 还 是

.

5

/吗4

这实际上涉及音位代表符号的选择问

题)我们在记录汉语言方言的语音时$当

然$记录其他语言的语音也一样$必须找

到一个语音学与音系学的平衡点)音系学

强调音类$而语音学首先关注音质$我们

的听感较多与音质相关)无论哪一个方面

的判断$最后的归结点在于是否区别意

义$这就是语言学的语音学)

一般来说$方言学者的音类的归纳能

力很强$但是$在一个音系内没有归类的

问题是否就万事大吉了呢4 不尽然$如果

音类的代表符号搞错了$恐怕也不应该$

比如 .

5

/*.

C

/当成了 .

,

/*.

.

/总是不

合适的)就以汉语方言音档中记录为 .

5

/

的元音为例$汕头话的 .

5

/实际上更像

.

8

/$银川和兰州的 .

5

/则与 .

;

/较为

接近$西宁话的 .

5

/则是与
H1,?;LX1

所提供的录音样本基本一致)这是从共振

峰*听感两个方面都能够感受到的)

下面的图
T

是汕头话的元音 .

5

/与

H1,?;LX1

录音中 .

5

/*.

8

/等的元音的

共振峰模型的对比)汕头话的 .

5

/元音

的共振峰与
H1,?;LX1

所提供的 .

8

/的

录音样本所显示的共振峰基本一致$而与

H1,?;LX1

所提供的 .

5

/的录音样本不

同)请看图
T

)

图
T

!

H1,?;LX1

的 .

8

/与汕头话的 .

5

/.

O

/

那么$汕头话的 .

5

/的第一*第二

共振峰是!

OT*

*

)S)T

$

H1,?;LX1

所提

供的 .

8

/的录音样本所提取的第一*第

二共振峰是!

OM*

*

)PRT

$也是相对接

近的)

下面我们再看看西宁话的 .

5

/和

H1,?;LX1

所提供的 .

5

/的录音样本的

共振峰的语图 "见图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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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N

!

H1,?;LX1

的 .

5

/与西宁话的 .

5

/.

O

/

图
N

反映的是
H1,?;LX1

的 .

5

/和

西宁话的 .

5

/$第二栏是西宁话包含

.

5

/元音的三个音节以及
H1,?;LX1

所

提供的 .

5

/的录音样本$第三栏是西宁

话 %斗( .

&

5

/音节中的 .

5

/的录音在

两个线段之间的共振峰数据$第一*第二

共振峰分别是
PR*

和
))SM

)这与前面的数

据也 较 为 一 致$

H1,?;LX1

所 提 供 的

.

5

/的录音样本的第一*第二共振峰是

PSP

*

))NT

$西宁话的第一*第二平均共

振峰是
PTM

*

)*M)

$数据几乎相同)从数

据和语图两个方面都能够较好地说明
H1,?

;LX1

所提供的 .

5

/的录音样本与汉语

方言记录为 .

5

/的实际关系)

上述的讨论说明$我们在方言的语音

记录*描写时适当运用语音分析的工具是

非常有必要的)然而$即使是使用了相应

的语音分析工具$是不是所有汉语方言中

的语音描写都必须以语音数据作为符号代

表选择的依据呢4 不可能)所以这就必须

考虑传统记录中的习惯$既然汕头话中的

.

5

/和 .

C

/等元音音素的音位代表过去

都记录为 .

5

/$我们就没有必要非要改成

.

8

/不可)但是在音系的说明中则应该尽

可能提供相应的语音学数据$这样不但使

我们的语音描写在继承方言学优良传统的

基础上更加科学$而且会有利于不同方言

之间的比较)

方言调查中的语音记录*描写涉及的

问题很多$准确地记录*描写总是研究的

起点$这一点多强调一点没有坏处$这也

是本文写作的基本动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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