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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曾参考了有关教材和论著，充分吸取了各家的优点和长处，有些地方还直接
引用了它们的理论和材料。
借此机会，谨向有关作者致谢。
　　本教材在出版之前曾铅印成册，作为杭州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和函授生的通用教材，出版时又作了
适当的修改，其中《语言学和计算机》的内容在教学中可作参考。
　　本教材由下列人员分工编写：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七章以及第五章的附
录由倪立民执笔；第四章由黄顺刚执笔；第五章由施建基执笔；第八章由俞祖勋执笔。
　　倪立民同志主持全书的编写工作并负责全书的统稿整理工作。
　　由于编著者学识浅薄，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1987年8月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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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知道，科学是人类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关于自然的、社会的和思维的知识
的总结和总和。
科学的目的是要阐明各种现象的相互联系及其发展规律。
人们掌握事物发展的客夫规律，目的是为了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
　　《语言学概论（第2版）》是普通语言学的基础课程，也就是说，是结合理论方面的课程，它以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系统地介绍语言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与理论，对语言的本质、
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规律等理论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
这些基本知识和理论是研究任何一门语言科学时都要使用的。
因此，该书也是学习一切语言学学科的准备与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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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语言学的对象和任务二、语言学的历史三、语言学的分科四、学习语言学的意义五、学习语
言学的方法第一章　语言的本质第一节　语言和言语一、语言和言语二、语言的基础第二节　语言是
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一、语言是社会现象二、语言的交际功能三、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第
三节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一、思维是社会现象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三、语言与思维是两种不同的社
会现象第四节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体系一、语言的符号性二、语言符号的特点三、语言符号与其
他符号的区别四、语言符号的体系性第二章　语音第一节　语音的生理基础与物理属性一、语音的生
理基础二、语音的物理属性三、乐音和噪音第二节　语音的分类一、音素与音标二、元音和辅音三、
元音的分类四、辅音的分类五、辅音的发音过程第三节　语音的结合一、音节二、复元音三、复辅音
第四节　语音的节律一、声调二、轻重音三、长音和短音四、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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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语音的物理属性　　语音同自然界的其他声音一样，是一种物理现象。
声音是由弹性物体受到外力的压迫而发生振动的结果。
物体受外力的作用，从而使周围的空气或别的媒介物也发生振荡而形成一种疏密相间的音波。
音波传到人的耳朵里，刺激听觉神经，于是就产生了对声音的感觉。
从声学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声音都有一定的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质等物理属性。
因此，声音都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去辨认。
　　1．音高　　音高就是声音的高低。
它决定于发音体振动的频率。
频率是指发音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振动的次数。
发音体在单位时间内振动快，频率大，声音就高，反之就低。
频率的单位是赫兹（Hz）。
每秒钟振动一次为一个赫兹。
凡是频率在20000赫兹以上的音波或频率在16赫兹以下的音波，人的听觉器官都不能感受到。
所以，人耳能够听到的声音，其频率范围在16至20000赫兹之间。
　　物体发音之所以有高低，这跟发音体本身的形状有关系。
大、长、粗、厚、松的发音体振动得较慢，频率小，声音就低；小、短、细、薄、紧的发音体振动得
较快，频率大，声音就高。
语音的高低决定于声带的形状。
一般来说，妇女、儿童的声带短而薄，声音就高一些；男子的声带长而厚，声音就低一些。
老年人的声带松弛，声音就更低一些。
比如，女子的声带一般约为13毫米，说话时声带的振动频率在272～553赫兹之间；而男子的声带一般
约为17毫米，说话时声带的振动频率在95～142赫兹之间。
由于人通过喉部肌肉运动，具有控制声带松紧的能力，所以，一个人的声音也可以有高低的变化。
例如，汉语普通话的四声就是靠音高的变化来实现的。
　　研究音高对于汉藏语等有声调的语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2．音强　　音强就是声音的强弱。
它决定于音波的振幅。
冁幅大，声音就强；振幅小，声音就弱。
所谓振幅就是振动体上的任何一点离开其平衡位置时的最大偏移量，或者叫做幅度。
振幅的大小跟发膏体所承受的外力大小有关。
语音的强弱决定于发音时用力的程度和气流量的大小。
用力大，气流量大，声音就强；反之，声音就低。
声音的强弱和响度有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
响度是指人们听觉上所感到的声音的强弱。
一般认为，说话时发出的声音越强，人们听觉上所感受到的声音也就越强。
但是，实验证明，声音的响度并不一定跟它的强度成正比，这是因为影响响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
音高、音长等因素都可能对响度产生影响。
有人进行过试验，声音的强度增大十倍，响度不过是原来的两倍；声音的强度增大一千倍。
响度只不过是原来的三倍。
　　音强在许多语言里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响度对一些复元音较多的语言有重要意义。
　　3．音长　　音长就是声音的长短。
它决定于发音体振动持续时间的长短。
振动持续时间长，声音就长，反之就短。
汉语普通话语音里，元音的发音要比辅音的发音来得长，如“a”与“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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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的长短在许多语言和汉语的方言里都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如日语和德语常常靠声音的长短来区别词义。
　　4．音质　　音质也叫音色，就是声音的个性、特色。
它是一个音区别于另一个音的基本特征。
音质决定于发音体振动形式，即决定于基音和陪音之间的关系。
　　因为一般的声音都是由发音体发出的一系列的振动复合而成，其中频率最小的振动在决定音的高
低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能莫定这个音的基础，物理学上把它叫做基音，其他的振动叫做陪音。
音质的不同取决于陪音的有无，陪音的数量，以及基音和陪音在高低、强弱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即振动
形式的不同。
物体发音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特色，原因很多。
下面三个条件都可以造成不同的音质：　　（1）发音体的质地不同可以造成不同的音质。
例如，钟声和鼓声的不同，是因为它们的发音体的质料不一样。
钟是用金属做的，鼓是用兽皮做的。
又如，人类的语音用声带振动发出的音跟不是用声带振动而发出的音，它们的音质就不同。
汉语普通话的“sh”和“r”的声音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后者使用了声带这个发音体，而前者没有用。
我们每个人的声带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各人说话在音质上就有各人的特点。
　　（2）发音的方法不同可以造成不同的音质。
例如，同一把二胡，用弓拉或用手弹，声音不就一样。
这是由于造成发音体振动的方法不同。
汉语普通话的“g”和“h”，发音时都要运用舌根和软腭，而且都是由气流受到阻碍发出来的，但气
流克服阻碍的方法却不一样。
发“g”时口腔完全闭塞。
气流必须冲破闭塞才能发出音来，发“h”时口腔还没有完全闭塞，中间留下窄缝，靠气流从窄缝中
摩擦出去发音。
　　（3）共鸣器的形状不同可以造成不同的音质。
例如，把同样的弦绷在二胡和京胡上，再用同样的弓去拉它们，发出的声音也是不同的。
这主要是由于二胡和京胡琴筒的形状和大小不同。
汉语普通话的“i”和“a”这两个音的差别就是由于人的口腔这个共鸣器的形状不同造成的。
以上三个方面只要有一个不同，就会产生不同音质的音。
　　语音的音质变化跟口腔、鼻腔、咽腔等共鸣器的形状、大小有关系。
舌头的前后升降，软腭的起落，嘴唇的圆展都可以改变发音器官中共鸣器的形状，从而造成基音和陪
音之间各种不同的比例，这样就会形成各种不同的音质。
因为基音和陪音都有它们自己的振动周期，某种共鸣器的形状，可以使某些陪音的振动得到强化，某
些陪音的振动被吸收或抑制，这样就使基音和陪音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形成新的音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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