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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自从出生开始就在进行言语加工。由于言语信号本身含有噪

音和歧义，言语加工并不总是很容易。言语信号由韵律信息承载，韵

律是决定言语形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韵律信息中的歧义是言语

歧义的一个重要来源。然而目前学界对于韵律信息中的歧义如何影响

言语加工和理解的认识还很有限。事实上，同一形式的言语信号被用

来表示不同的韵律信息，从而导致言语歧义的现象并不少见。本论文

即研究表示不同韵律信息的、有歧义的声学信号如何影响言语加工。 

声调语言，比如普通话，最显著的一个韵律特征是使用音高（声

调）来区别词汇意义。然而，在普通话中，音高不止用于区别词汇意

义，它也用来表示语调信息，同一音高曲拱有时候既包含声调信息又

包含语调信息。以往的行为实验的研究结果表明普通话中音高这一既

表示声调又表示语调的双功能会引发言语信号的歧义，从而导致母语

者在加工音高信息时出现困难。但是，促成最终的音高加工行为的底

层认知神经机制是什么？普通话母语者如何解决这种音高加工困难？

这些问题学界目前还没有答案，相关研究亟待进行。 

同样或相似的音高曲拱有时候还可以用来表示同一个人的不同语

言系统的同一语言功能（比如声调）的不同种类（比如不同的声调调

类）。这种情况在普通话使用者中很常见，大多数的普通话使用者还

会说另外一种汉语方言。在一些北方官话方言和普通话中，同样或相

似的音高曲拱经常用来表示两种不同的声调调类，进而导致不同的词

汇意义。比如，高平调 55 在西安方言（一种北方官话方言）和普通话

中的调类就不同。在西安方言中，ma55 这个音节表示“骂”；而在普

通话中，它表示“妈”。对于官话方言和普通话的双言者来说，这些

来自双声调系统的相同或相似的音高曲拱在音高加工中是不是被当做

同一种声调？声调在双言者的词汇激活和加工中起什么作用？这些问

题目前还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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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论文因此致力于探讨当相同的音高曲拱用来表示同一语言系统

（普通话）的不同语言功能（声调和语调），以及表示不同语言系统

（普通话和西安方言）的同一语言功能（声调）的不同种类（声调调

类）时，音高信息如何被加工。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各个章节的研究问题，然后简单概述了每章的

主要内容。 

第二章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研究普通话声调和语调加工

的神经关联物。母语者听语义中立的的普通话最小对立句，并进行行

为和脑电反应。这些句子的尾字声调控制为升调 T2 或降调 T4，句子语

调控制为疑问语调或陈述语调。实验结果表明当尾字声调是降调 T4 时，

普通话母语者可以区分疑问和陈述语调，表现为一个 P300 的 ERP 成分；

当尾字声调是升调 T2 时，普通话母语者无法区分疑问和陈述语调，表

现为没有任何 ERP 成分。本章为普通话声调和语调的交互作用提供了

脑电证据，用脑电技术确认了前人的行为实验的结果。相比于已有的

关于声调和语调的脑电研究，本章将对声调和语调的在线加工的认识

从前注意阶段扩展到了注意阶段，从单字句扩展到了多字句。 

第三章进一步研究语义语境如何帮助解决由声调和语调交互作用

导致的音高加工困难。本章设置了两种语义语境，一种是中立语义语

境，另一种是有限制的语义语境。采用与第二章类似的设计，本章在

两种语义语境中分别进行了声调和语调识别实验，被试为同一组普通

话母语者。结果表明尾字声调识别的结果整体好于句子语调的识别。

尾字声调的识别在两种语义语境下几乎都不会受到句子语调的影响；

而语调的识别，尤其是疑问语调的识别，则会受到尾字声调的影响，

且识别结果与语义语境有很大关系。具体来说，在中立语义语境下，

不管尾字声调是升调 T2 还是降调 T4，疑问语调都较难识别，疑问语调

的识别时间长且正确率低。在有限制的语义语境下，疑问和陈述语调

的识别时间都比中立语义语境下的减少了很多，同时尾字声调为降调

T4 的疑问句的语调的识别正确率明显提高，高于相同语境下尾字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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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升调 T2 的疑问句的语调的识别。这些结果表明由有限制的语义语境

提供的自上而下的信息可以促使普通话母语者更好地从表层的音高信

号中区分声调和语调信息，尤其是在尾字声调为降调 T4 的情况下。本

章为语义语境可以解决普通话中由声调和语调交互作用引起的音高加

工困难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语境的作用不光体现在传统参数识别正

确率上，还首次在反应时这一参数上得到了体现。在前人的研究中，

尾字声调为升调 T2 和降调 T4 的疑问句的疑问语调的识别在不同的研

究中表现出相反的趋势。本章的结果表明造成这种相反的趋势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这些研究中句子的语义语境不同。我们发现句子的语义语

境对尾字的限制越厉害（有限制的语义语境 > 中立语义语境 > 低通滤

波语境），普通话母语者对尾字声调为降调 T4 的疑问句的语调的识别

情况越好。尾字声调为升调 T2 的疑问句的疑问语调的识别则表现出相

反的趋势 。 

以往关于普通话的语言学研究经常忽略的一个要点是大多数的普

通话使用者同时还会说一种当地方言。这些方言有可能与普通话的音

系特征非常相似，而关于这些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的研究还很少。其

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西安方言。西安方言的声调系统看起来非常

简单，却似乎与普通话的声调系统存在一种一一对应关系，这种关系

还需要从实验中进行验证。第四章因此系统比较了西安方言和普通话

的声调系统。两种语言中具有相似音高曲拱的声调组成四组声调，西

安方言和普通话的流利双言使用者对这些声调对进行了产出和感知实

验。声调产出和感知结果表明西安方言和普通话的声调的确存在系统

性的一一对应关系。不过，两种语言的每组对应的声调在感知上的相

似性并非完全一致，感知的相似性主要取决于每组声调产出上的声学

相似性。对于两个低调来说，音系规则也影响了感知结果。相比于已

有的比较这两种语言声调的产出研究，本章在产出实验的设计上更加

科学。同时，本章首次从感知的角度研究了两种语言的声调对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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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了两个声调系统的关系，并探讨了双言者的声调感知和产出的关

系。 

第五章则进一步研究了跨方言的音段和声调相似性对双言者的听

觉词汇通达的作用。研究采用了听觉-听觉启动实验范式，要求西安方

言和普通话水平相当的双言者完成一个扩展的真假词判别实验。启动

项是西安方言或者普通话中的同音单音节，目标项是西安方言或者普

通话中的双音节词。启动项音节和目标项的第一个音节存在五种关系：

1）语言相同，音段和声调也相同（完全一致）；2）语言不同，音段

和声调相同（跨方言同音音节）；3）语言相同，音段相同，声调不同

（同方言声调最小对立音节）；4）语言不同，音段相同，声调不同

（跨方言声调最小对立音节）。第五种关系是基准条件，语言相同，

音段和声调都不同。实验结果表明，普通话单音节启动项对同方言和

跨方言的声调最小对立目标项没有启动效应，它对同方言完全一致的

目标项也没有启动效应，但是却对跨方言的同音目标项有明显的抑制

启动效应。西安方言单音节启动项在几种条件下表现出完全相反的结

果，主要是由于在两种方言混合使用的情况下，具有不同方言属性的

同音启动项没有被区别对待。这些结果表明跨方言的音段相似单独并

不影响双言者的听觉词汇通达，而跨方言的音段和声调的同时相似则

增加了双言者的词汇识别难度，声调信息在限制双言者的听觉词汇激

活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前人只关注音段和声调在单一语言环境下对

听觉词汇加工的作用，本章将我们对音段和声调在听觉词汇加工中的

作用的认识从单一语言环境扩展到了双方言环境。此外，同双语词汇

通达的研究结果一致，我们发现在双言听觉词汇识别中，双言者同时

激活了两种方言的词汇，表现出非选择性的词汇加工机制。 

第六章回顾了所有研究问题，总结了本论文的主要发现，并提出

了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相关问题。 

综上所述，本论文表明普通话的音高加工既会受到语内其他语言

功能的影响，也会受到语际相同语言功能的影响。普通话的音高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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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声调又表示语调，这一音高的双功能会引发言语信号的歧义，从而

导致普通话母语者在加工音高信息时出现困难。这种音高加工困难表

现出相应的底层神经关联物，并且可以通过由有限制的语义语境提供

的自上而下的信息得到解决。普通话的音高歧义还可能由一种具有相

似音系特征的与之紧密相关的汉语方言（比如西安方言）引发。跨方

言的声调相似影响两种方言的声调感知结果，进而会对双言者的听觉

词汇通达产生干扰。总之，本论文研究了声调语言使用者常遇到的来

自语内和语际的两种最显著的音高加工困难情况，从多方面促进了我

们对于音高加工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