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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些年来，我非常关注海外冯胜利、国内叶军他们的研究，倒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属于所谓
“交叉型”，而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有可能真正触及语言，特别是汉语的要害问题，也就是节律与广义
的语法（语言组织之法）的结合问题。
　　20世纪初建立的现代语言学以“音义结合”的符号理论作为其基石，但是音义如何结合？
在语言各个层面如何发挥作用？
我们却很少见到真正有价值的研究。
多数人只是将其局限在语词层面上，转而进入任意性与理据性之间无休无止的争论。
到了语词以上层面，多数人将语音与语义、语法完全分了家，各管各，一辈子也联系不到一起去。
似乎语言的“音义结合”本质，到了较高层次就不再有意义，语言的组织只受所谓语法管辖，而语法
与语音是完全无关的。
西方一些学者洪堡特、索绪尔、浮士勒等早就提出过，语言是一个整体，分成语音、语法、词汇等等
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在我们有些人看来，这种划分却成了天经地义的界线，是不能轻易逾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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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语句韵律框架内，从综合韵律表达角度，对现代汉语节奏进行了结构和功能的综合研究。
本书首次从整体上提出了节奏概念，分析了与节奏有关的韵律层级，采用语音实验方法和现代音系学
理论，对音节、韵律词、韵律短语等各级节奏单位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书在音节的韵律属性、韵律词轻重格式、韵律短语的节奏重音等方面展开的研究，是现代汉语韵律
研究的发展和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构意义。
在韵律句法接口方面开展的探索性研究，为韵律句法学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丰富了韵律句法学的理
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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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汉语音节的韵律分析　　第三节 汉语音节的轻重　　分析音节长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
把握音节的轻重。
　　在讨论轻重之前，必须强调两点：　　第一，轻重是感知概念，或者是一种心理印象；因此，轻
重不是由某个单一的声学因素所决定。
　　第二，轻重总是相对的，是比较的结果。
有轻才有重，有重才有轻。
没有孤立的重，也没有孤立的轻。
　　研究表明（林茂灿、颜景助，1980；林茂灿、颜景助、孙国华，1984；曹剑芬，1986；林茂灿、
颜景助，1990；曹剑芬，1990；林焘、王理嘉，1992；郭锦桴，1993；叶军，2001），人们在语流中感
知到的轻重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音节的长度。
相对长的音节感觉较重，而相对短的音节感觉较辁。
　　二、音节的响度。
相对响的音节感觉较重，而相对短的音节感觉较轻。
　　三、音节的音高。
音高变化相对大的音节感觉较重，而音高变化相对小的音节感觉较轻。
　　上述三方面中，音节长度对轻重感知的影响最大。
　　在不少语言中，元音有长短的对立。
长元音占两个时位，短元音只占一个时位。
由于元音长短对立的存在，音节在不受任何韵律因素或其他因素影响下就有长短差别。
而这种长短差别具有音系学意义。
韵核为长元音的音节为两个莫拉的长音节，韵核为短元音的音节为一个莫拉的短音节。
　　尽管有研究表明不同元音或不同韵的时长绝对值会有一些差异，但这种绝对时长上的差异，不足
以形成长短音节的对立。
根据第一节与第二节所作的汉语普通话音节结构分析，汉语普通话不存在长短元音的对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汉语节奏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