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言语情感描述体系的试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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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闻有稿播音$采用多视角分析方式$探究言语情感生成及其衍化的可能机制)我们选

取了与情感联系最为直接的三方面222认知评价*心理感受和生理状态$来构建言语情感描述体系$

以期能够更为精准地刻画情感类型$反映情感的生成过程)在实验环节$组建了全部由播音专业高年

级学生参与的测试队伍$通过对其心理感知实验数据的聚类*相关计算分析$形成了情感描述体系中

的分级结构)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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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情感$情感产生$情感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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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言语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人

们已不再满足于从文字到声音的单纯转

换$而是希望合成语音更为逼真$表现力

更加丰富$除了字面意思$还能表现字面

背后所蕴含的情感信息)

关于言语情感的研究$大多从几个离

散的主要 "

4

!/=/&/>"

#情感或基本 "

5'#?

/9

#情感入手 .

) R

/$希望找到这些情感

与言语信息或语音信号的映射关系$更为

细致的情感类型则可以通过基本情感的衍

生得到 .

T

/)这种方法有其合理性$也得

到了很多有意义的结果$但是由于方案众

多$且各自的研究平台不同$很难将它们

统一起来运用于工程)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发现直接寻找某一情感与言语或语音

的对应关系并不容易$即便有$也可能只

是管中窥豹$并不完备)近年来兴起的维

度学说 .

N )*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离散

观的不足$它通过将某一情感映射到一个

多维空间来增加可区分性)这个空间由多

个基本维度支撑起来$如
1,[

的 %愉悦

维2激发维2控制维( .

)*

/等)维度观

的提出开拓了研究视野$同时也为研究结

果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但具体到言语中的

情感研究$完全的拿来主义并不适用)一

方面$它对于说话时情感是怎样产生的并

没有一个清晰的解释,另一方面$更细致

的言语情感如何刻画仍有待解决,同时$

它也并没有明显缩小情感信息与语音信号

之间的鸿沟)

研究言语情感$首先需要解决情感的

描述或表示问题$接下来才是探寻情感与

语音或言语的映射关系问题)本文工作主

!'



要围绕第一个问题进行)关于情感的描

述$因其本身的模糊性*复杂性及跨领域

性$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阐述和理解

.

)P )S

/$

+2!("%/$#

综合了前人的观点$

汇总出四大学说!达尔文学说*詹姆士学

说*认知学说和社会生成学说 .

)R

/)我

们认为$它们分别基于四个不同的视角来

解释或定义情感$即生理学视角*心理学

视角*认知学视角和社会学视角)几种视

角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独特性$同时它

们之间又有所交叠或关联$因此我们提出

了一种综合多种视角的情感描述方案

.

)N

/$以期能够更为精确地刻画情感表达

中的细节及其衍化机制)

本文的工作基于广播中的新闻 "有

稿#播音开展)之所以选择新闻播音作为

研究对象$我们有以下几点考虑!首先$

就其应用性来讲$工程应用中机器将文字

转换成声音的过程可视为对播音员将稿件

播报出来的一种模拟,其次$在科学性方

面$新闻播音领域有很多成熟的实践经验

或播音理论可供借鉴,最后$在可靠性方

面$新闻播音相对于自然语音是一种更加

工整更加稳定的语音$尤其经专业训练后

里面的情感表达是可以重复的$也就是说

每种情感表达都有其内在机制,除此之

外$播音前及播音过程中播音员会收集多

方面其他领域信息以求更为准确地理解*

表达稿件内容$这些辅助信息都为我们研

究言语中情感的产生因素提供了参考)

文章第二部分将介绍融合了多个视角

的基于新闻播音的言语情感生成机制方

案,第三部分在前期工作 .

)N

/的基础

上$针对其中与情感联系最紧密的几个层

面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实验探索$通过对

心理测试数据处理分析$形成了分级结构

描述方案,最后对全文的工作进行总结和

展望)

$

:

言语情感生成机制

言语技术的发展需要对言语情感的产

生因素及其衍化过程有更加详尽且系统化

的描述$由此$我们提出了一种融合了多

视角的言语情感生成机制来解释言语情感

的产生)我们认为$在言语情感产生过程

中$不同视角或领域间的因素会相互影

响$且呈一种自上而下的层级关系$不同

层级的效用长短和作用大小也不同$越上

层的因素影响可能越深远$跨度越大$与

底层的关系也越间接)目前该机制主要模

仿有稿播音的过程建立$一共涉及六个不

同领域或视角的因素影响!"

)

#最上层来

自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对发音人价值观*自

身立场*代言角色等社会属性的影响$是

一种最深远*最固有的影响因素,"

*

#接

下来进入播音的正式创作阶段$首先是发

音人接受稿件内容的刺激$对稿件的语

法*语义及逻辑关系作出语言学分析,

"

P

#然后评估所要播报内容的整体倾向

性$并根据文体对相应要采取的话语样式

等给出预判 .

)T

/, "

O

#某些相应的心理

感受随之被调动$有别于心理学中自发的

无意识情感$这种感受是可以受发音人主

观控制的可表演情感,"

S

#最后$一定程

度的生理特征被激活$并决定是抑制还是

推进这种激活$它的影响是即时性的$与

语音学的关系也更紧密,"

R

#至此$某些

特定的情感已经形成$发音人据此调整发

音器官$产生具有相应感情色彩的语音信

号)图
)

给出这一衍化机制的流程图$上

层因素可以直接作用于发音器官$也可以

通过影响下层因素间接影响发音$虚线框

中的几项被认为与情感产生直接相关$加

入它们将有助于建立语言学和语音学间更

为清晰*明显的映射关系)

图
)

!

多视角言语情感生成机制流程

%

:

情感描述体系

如前所述$情感的产生受认知评价*

心理感受*生理状态三方面因素直接影

响$因此我们将基于这三个层面来构建情

感描述体系)其中$生理状态可通过激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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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高2低#*控制度 "抑制2推进#两

个维度来描述$这在我们的前期工作中已

得到验证 .

)N

/$本次试验不作调整$而

另外两个层面的内容还有待实验进一步确

认与调整)

%

:

"

心理感受

关于心理感受的研究心理学界有其悠

久的历史和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针

对究竟有多少种基本情感或主要情感分别

是什么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研究

方法$得到的结果却很大程度上存在一致

性$如!"

)

#

L<='(

及其同事找到相当数

量的证据证明一小部分情感的面部表情具

有普遍性 .

)S

/$即
+2!("%/$#

所谓的 %

5/

6

#/B

(222高兴*悲伤*恐惧*厌恶*愤怒

和惊讶 .

)R

/, "

*

#

Z3'>"!

用层级聚类的

办法找到六种跨语言认可度也比较高的情

感222喜爱*愉悦*惊讶*愤怒*悲伤和

恐惧 .

)P

/,"

P

#

X'!2#

和
Z&""(<'=

4

汇总

了心理学文献中不同学者提出的基本情感

.

)Q

/$如果保留其中五位以上学者都提到

的基本情感$则只剩下以下七种222愤

怒*厌恶*恐惧*高兴*喜爱*悲伤和惊

讶)在最初的研究中 .

)N

/$我们直接选用

了这七种情感作为基本情感$并列举了一

些常见的情感词对这些基本情感的刻画能

力进行验证$实验发现它们之中有几对存

在高度相关性$如高兴和喜爱$恐惧和惊

讶$厌恶和愤怒等$这对于这几种基本情

感的必要性和独立性问题提出质疑)起初

我们希望通过对一定规模的情感词聚类的

办法$重新探寻汉语中的基本情感有哪些$

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类别数目可以随着聚

类粗细程度的变化而调整$探寻类别结构

的这种层级性变化似乎比只寻找哪些情感

最基本更有实用价值$因为即便找到了基

本情感有哪些$还要对基本情感和其他情

感的衍生关系*成分比例等作进一步分析$

这又对完备性*科学性提出了新的挑战,

而直接采用层级结构聚类树的办法$主干

与枝叶的生成关系或包含关系在聚类之初

已经清晰可见$研究者可根据需要自主选

择停留在哪一层级上进行研究)

以下是心理感受聚类实验的主要

步骤!

D

步骤一!情感词表汇总

关于情感词的汇总及划分$已有一些

成果可供借鉴$如吉大的李轶博士将情感

词根据心理感受分为愉快2中性2不愉快

三大类$共
P*

个单一小类和
P

个复合类

.

*M

/ "见表
)

第二行#,北师大的许晓颖

教授将现代汉语中基于心理感受的
PQM

个

情感词划分为
*P

个小类和
)

个其他类

.

*)

/ "见表一第四行#$二人的研究成果

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共通性)这些小类既在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感受类型的多样性和详

尽性$又比直接应用数目庞大的情感词进

行分类要省工省力的多$因此我们选择对

二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取并集操作$汇总后

共得到
OO

类情感作为即将要聚类的情感

词表 "其中 %信(*%疑(两类情感被认为

主要与认知评价相关$所以这里没有

采用#)

!

表
)

情感词汇总

李轶

宁静类 舒适类 满足类 快乐类 激动类 喜爱类 希望类 荣耀类 尊敬类 骄傲类 平静类 清闲类

怜悯类 紧张类 惊奇类 寂寞类 倦怠类 沮丧类 颓废类 耻辱类 羞愧类 悲哀类 烦闷类 焦躁类

怨恨类 忧愁类 轻蔑类 懊悔类 嫉妒类 憎恶类 愤怒类 恐惧类 复合类

许晓颖*陶建华

喜乐 爱 愁闷 悲 慌 敬 激动 羞疚 烦 急 傲 吃惊

怒 失望 安心 恨 "恶# 嫉 蔑视 悔 委屈 谅 信 疑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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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汇总

宁静 舒适 体谅 失望 恐惧 愉悦 悲哀 委屈 喜爱 安心 着急 自豪

惊奇 快乐 怨恨 尊敬 吃惊 懊悔 耻辱 希望 嫉妒 羞愧 怜悯 清闲

愁闷 满足 紧张 愤怒 蔑视 激动 沮丧 骄傲 寂寞 忧愁 烦闷 憎恶

颓废 轻蔑 惊慌 平静 焦躁 愧疚 荣耀 倦怠

D

步骤二!测试队伍组建

所有被试者均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

主持专业的高年级学生$由于他们经过几

年的专业训练$对词语理解和心理感受的

把握要比其他人敏锐而且准确$因此基于

他们得到的分类结果用于描述播音过程中

的心理感受也更合理)被试规模为
OQ

人$

男女比例是
)QtPM

)

D

步骤三!人工分类

请被试人员对情感词表进行人工分

类$分类规则基于被试者自身对于这些词

语所属心理感受类型的理解$为了避免分

类过粗或者过细$对分类数目进行限定$

最少不少于
O

类$最多不多于
)M

类$分

类完成后给每一类别进行命名以备我们后

续参考)经过筛选最终使用的分类结果是

OO

份$男女比例为
)Tt*T

)

D

步骤四!数据处理$算法聚类

得到人工分类的结果后$首先构建一

个可以表示数据集合中两两情感间相似性

的特征矩阵$一般是一个对称方阵$每一

行或每一列的数据表示聚类词表中的一种

情感$构建方法是!

"

)

#初始设定一个
=

3

=

的零值方阵$

=

为分类词语的总个数$此处为
OO

,

"

*

#在每一份分类结果中$如果词语

,

和
_

被分作一类$则方阵 "

/

,

$

E

_

#和

"

/

_

$

E

,

#位置加
)

$

/

,

$/

_

$

E

,

$

E

_

分别表示

,

*

_

所在行数和列数$同时
,

*

_

分别

与自己也成一类$因此在对角线位置 "

/

,

$

E

,

#和 "

/

_

$

E

_

#也要加
)

,

"

P

#

OO

份结果全部统计完之后除以总

人数$将数值作归一化处理)

在分类方法的选取上$对
]?="'(#

和

层次聚类两种算法的聚类效果作了对比!

]?="'(#

算法

"

)

#

]?="'(#

算法中$初始聚类中心

的好坏会影响聚类效果$初始中心的随机

设定也会使聚类结果具有随机性$因为本

实验中样本集不大$所以这种影响会比较

明显$因此为了更合理地设定初始中心$

我们使用文献 .

**

/中用前
<

大特征值对

应的特征向量乘以样本集的办法对其进行

近似估计,

"

*

#关于聚类个数的问题$

]?="'(#

算法需要预先设定聚类个数$因此我们对

所感兴趣的
O

.

)M

类都进行了尝试$发现

分成
O

类的结果已具有一定合理性$如表

*

所示$但随着聚类个数的增加$有些不

希望再拆分的类别越拆越细$如表
*

中第

三类在整体聚类个数为
)M

的时候就被分

成了
P

类$而有些类别的混合度仍然较

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阶段性局

部聚类的办法$第一轮全部数据聚成四

类$将第三类作为最终结果保留不参与之

后的聚类,第二轮其他三类类别内部再各

自聚类$聚类个数分别试验了
*

*

P

*

O

类$最终得到的聚类结果为八类$即保留

表
*

第三类$第一类拆分为
P

类$第二*

四类各自拆为
*

类$如表
P

所示)

!

表
* ]?="'(#

算法聚为
O

类结果

)

失望 悲哀 委屈 沮丧 怜悯 倦怠 忧愁 烦闷 颓废 懊悔 羞愧 愁闷 愧疚 寂寞

*

愉悦 满足 激动 骄傲 荣耀 希望 自豪 快乐 尊敬 喜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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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

舒适 体谅 清闲 平静 宁静 安心

O

恐惧 紧张 愤怒 蔑视 轻蔑 惊慌 吃惊 惊奇 憎恶 耻辱 嫉妒 着急 怨恨 焦躁

!

表
P ]?="'(#

算法分阶段性聚类结果

)

舒适 体谅 清闲 平静 宁静 安心

*

怜悯 懊悔 羞愧 愧疚

P

悲哀 倦怠 烦闷 寂寞

O

失望 委屈 沮丧 忧愁 颓废 愁闷

S

愉悦 荣耀 自豪 快乐

R

满足 激动 骄傲 希望 尊敬 喜爱

T

恐惧 紧张 惊慌 吃惊 惊奇 着急 焦躁

N

愤怒 蔑视 轻蔑 憎恶 耻辱 嫉妒 怨恨

!!

分析
]?="'(#

的聚类结果$我们发现

一些地方和人们一般的理解不一致$如

%愁闷(和 %烦闷(被分成了两类$而

%激动(跟 %喜爱(被分成了一类,另外$

在这个方法的改进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聚

类个数是一个很难掌握的问题$很难界定

分成几类最合适*最科学)因此作为对

照$我们又试验了层次聚类的处理算法)

我们发现$利用该算法产生的聚类树可以

更直观地展示聚类粗细变化的分级结构$

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采用不同的聚类

级别$从而可以绕开聚类个数的问题$而

且各级之间的包含关系是显性的$可方便

今后的原理分析及工程应用)

层次聚类算法

采用二叉树聚类策略$通过对聚类结

果的进一步分析*处理得到心理感受的分

级结构)具体实施是通过调用
K'&%'5

工

具包中的
O

个聚类分析相关函数实现的)

"

)

#根据特征矩阵计算两两变量之间

的距离,

调用向量距离函数
4

7/#&

"#)令
Ik

4

7/#&

"

,

$ &

7/#&'(9"

'#$

,

为特征矩阵$

&

7/#&'(9"

'是距离的类型$有表
O

第一行

中几种类型可供选择$

I

为返回的距离

矩阵)

"

*

#根据距离远近定义变量之间的连

接关系,

调用连接函数
%/(<'

6

"

"#)令
ak

%/(<'

6

"

"

I

#$

I

为距离矩阵$

a

为连接关

系矩阵$前两列是索引下标列$用以索引

聚类节点$最后一列表示它们之间的距

离)经由
%/(<'

6

"

函数计算之后$实际上

二叉树式的聚类已经完成了$只是
a

数组

可视化不强$还需下面的步骤生成可视化

聚类树)

"

P

#可视化聚类树绘制,

调用树图绘制函数
7"(7!2

6

!'=

"#)

键入
7"(7!2

6

!'=

"

a

#即可生成二叉树的

0/

6

$!"

文件$

a

为上面得到的连接关系

矩阵)

"

O

#评价聚类信息,

调用相似性分析函数
92

4

3"("&/9

"#$

用以评价二叉聚类树与实际距离的相符程

度)令
9k92

4

3"("&/9

"

a

$

I

#$

9

为相关

系数)表
O

是 "

)

#中各类型的距离与聚

类树的相关性评价对比$可以看出相关性

最高的是
3'==/(

6

距离$其次是标准化

欧式距离
#"$9%/7"'(

$因为
3'==/(

6

距离

统计的是两长度相等的字符串在相同位置

上不同字符的个数$而我们不仅要关注不

同字符的个数$还要关注这种差异的值的

大小$因此最终选用标准化欧式距离$即

欧式距离用标准差归一化之后的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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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O

各类型距离与聚类树的相关性评价

距离
"$9%/7"'(#"$9%/7"'(9/&

8

5%29<=/(<2A#</ 92#/(" 92!!"%'&/2(3'==/(

6 E

'99'!7 93"5

8

93">

相关系数
M:NSOT M:NNQN M:NRP) M:NSOT M:NRS* M:NPTO M:NQSM M:TRT) M:NOQR

!!

图
*

即层次聚类算法生成的二叉聚类

树$横轴即
OO

种不同情感$纵轴是它们

之间的标准化欧式距离)从图中可以看

出$根据距离尺度由大到小的变化$类别

呈一种由粗到细的层级分布$最底层划分

最细致$同一类别内的成员关系也最紧

密$越往上成员间距离越大$上层将下层

的类别根据距离的远近进行合并$最终汇

集成全部待归类心理感受)为了方便观察

这种层级性的结构变化$我们将处于同一

层级的类别作了距离归一化处理$即忽略

同一层级内部各类别间距离的数值差异$

只关注层级间的纵向变化$据此给出层级

结构的拓扑图$如图
P

所示$并对每一层

上的类别名称进行了尝试性归纳)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心理感受的分级

结构)

由图
P

可以看出$整个心理感受自上

而下被分为五个层级$最底层即汇总出的

用来人工归类的
OO

个小类,越往上划分

越粗$最粗被分为积极感受和消极感受两

类$二者叶子成员比例是
)Rt*N

$消极感

受比例偏大,第二层分为
O

类$积极感

受*消极感受各自又细分为两类$分别是

喜乐*同情和哀怨*惊恼,由于第二层的

类别复合程度还是较高$如惊恼类就可能

包含惊讶*恼怒*厌恶等多种成分$因此

又对每个类别进行分裂得到第三层$共分

为
Q

类$同情*哀怨和惊恼各一分为二$

喜乐一分为三$经分裂处理这一层的大部

分类别成分已趋于单一化,第四层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细分为
*M

类$属于积极感受

的
N

类$消极感受的
)*

类$这一层已基

本能保证所有类别成分单一)通常情况

下$第三层即划为
Q

类已能保证工程应用

的需求)

%

:

$

认知评价

认知评价是播音主体根据自身所代言

的角色*受众的身份以及播报所要达到的

目的等$对稿件内容的整体倾向性作出评

估$并根据文体对相应要采取的话语样式

等作出预判)在前期工作中 .

)N

/$我们

使用一个三维空间! %贬斥2赞扬($ %非

正式2正式(和 %冷漠2亲切(三维来对

认知评价的结果进行刻画,并利用若干常

见的表示态度倾向性的词语在这三维空间

的投射分解$验证该方案的刻画能力)实

验结果显示!三维空间对不同态度有一定

的区分刻画能力$但所设置的三个维度的

完备性和独立性仍存在疑问)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将扩充刻画的

维度$以解决完备性问题$并利用态度词

汇在各维度分解向量的相关性分析$测试

各维度间的独立性)具体做法如下!

D

步骤一!完善测试空间

首先$对原有空间的三个维度进行了

扩充和修正$以保证更多更详尽的细节能

得到刻画$本实验待考察维度有五个$

"

)

#正负倾向性!否定2肯定, "

*

#正式

程度!非正式2正式,"

P

#直露程度!委

婉2直接, "

O

#话语温度!冷漠2热情,

"

S

#话语硬度!柔和2刚硬)

D

步骤二!测试词语构成

然后$列举出若干常见的态度词语作

为测试词$每个维度上的词语也包含在其

中$作为测试其相关性的最直接体现)测

试词语如下!

反对
!

非正式
!

否定
!

强硬
!

坚定
!

肯定
!

冷漠
!

命令
!

批评
!

乞求
!

亲切
!

热情

柔和
!

随和
!!

随意
!

委婉
!

严肃
!

犹豫
!

赞扬
!

正式
!

支持
!

直接
!

庄重

D

步骤三!测试队伍组建

同上一实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

主持专业的高年级学生
OQ

人$男女比例

为
)QtPM

)

D

步骤四!被试打分

要求被试者对每个测试词语在各维度

上打分$采用五级打分制$除了正负两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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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分外$还给出了强弱两种级别的区

分$每个维度从左至右依次分为 %

*

(*

%

)

(*%

M

(*%

)

(*%

*

(五个分值$以 %否

定2肯定(维为例$分别表示 %强否定(*

%弱否定(* %中性(* %弱肯定(和 %强肯

定()

D

步骤五!数据处理及分析

通过对
OQ

份打分结果进行求和*取

平均以及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出这几个维

度间的相互关系)图
O

是相关性分析结

果$可以看出 %否定2肯定(与 %冷漠2

热情(的相关性较高$ %非正式2正式(*

%委婉2直接(和 %柔和2强硬(三者的

相关性较高)通过分析$我们认为!

"

)

#%否定2肯定(与 %冷漠2热情(

主要与话语内容的倾向性判断有关$其中

%否定2肯定(又是倾向性的主要决定因

素$因此设定 %否定2肯定(为倾向性主

导维度$ %冷漠2热情(为辅助维度$加

入对说话人所持态度的把握)

"

*

#%非正式2正式(*%委婉2直接(

和 %柔和2强硬(主要与话语样式相关$

新闻播音中基于文体和节目形式的不同主

要分为三种话语样式! %宣读式(* %播报

式(和 %谈话式($表达技巧上主要体现

于语言规整性*咬字力度*气息控制*语

流速度*声音形式等特征的不同 .

)N

/$

其中语言规整性是区分这三种话语样式的

主要特征$它与 %非正式2正式(维所要

表达的特征不谋而合$因此设定 %非正式

2正式(为刻画话语样式的主导维度$

%委婉2直接(和 %柔和2强硬(为辅助

维度$帮助刻画话语样式的更多细节)

图
O

!

认知评价描述空间几个基本维度的

相关性分析结果

图
S

!

多视角情感描述体系框架图

&

:

总结与展望

基于两个实验的结果分析$多视角情

感描述体系的各部分内容得到调整和修

正$形成了一个分级结构的描述方案)最

终的描述体系框架如图
S

所示!

"

)

#整个描述体系分别从认知*心理

和生理三个视角审视情感$并采用分级结

构以细致刻画言语情感)

"

*

#认知评价主要负责对话语整体倾

向性和话语样式的评估判断)话语倾向性

以 %否定2肯定(为倾向性主导维度$

%冷漠2热情(为辅助维度)其中 %否

定2肯定(主导话语内容的正负倾向性评

价$%冷漠2热情(辅助刻画说话人态度)

话语样式以 %非正式2正式(为主导维

度$ %委婉2直接(和 %柔和2强硬(为

辅助维度)在新闻有稿播音中$%非正

式2正式(主要负责话语样式的语言规整

性相关特征描述$其他两维辅助刻画话语

样式的更多细节$如吐字力度*气息控制

等$至于这些维度与发音特征的具体关系

将在下一步工作中进行探索)

"

P

#心理感受如何描述才能准确又不

失细致是本研究的难点和重点$这里采用

分级结构$既能满足不同粗细程度的聚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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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要求$又可避开基本情感确定以及其

他情感衍生等问题)本文将心理感受由粗到

细依次分为
*

类*

O

类*

Q

类*

*M

类和
OO

类$上层是对底层的合并)图
S

只列举到第

三层$是因为该层大部分成员成分已经趋于

单一化$应基本能满足工程应用的需求)

"

O

#生理状态仍然由激活度和控制度

两个维度刻画$前者表示个体生理水平的

激活程度$后者表示是抑制还是促进这种

激活)

基于这个情感描述体系$我们接下来

会进行文本分析与情感描述*情感描述与

发音方式*发音与声学特征等多方面关系

的研究和探讨$希望加入这个多视角多层

面的桥梁能缩小语言信息和声学表达间的

距离$并能对情感表达中的更多细节进行

刻画)

此外$基于新闻有稿播音实践及经验

的分析$结合多视角情感描述的思想所形

成的言语情感生成机制$仍属于假设$其

有效性还有待于后期应用的检验$包括言

语工程和播音实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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