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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主要考察韩国汉语学习者在言语产生过程中的韵律组块模式。通过知觉判断和

声学分析的手段,提取汉语学习者口语产出中的韵律边界特征,对比、分析韩国汉语学习者的韵律组块

特征。该研究一共包括30名韩籍学习者被试,高水平和低水平的被试各15名,同时有15名母语者作

为参照。研究结果表明:(1)汉语学习者在平均韵律组块单元长度、停顿频率、停顿时长、延长频率上均

和汉语母语者有显著的差异,然而汉语学习者内部,即高水平学习者和低水平学习者却并没有体现出显

著的差异;(2)在边界前音节延长量这一指标上,学习者和母语者也并未体现出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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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韵律,又称节律、音律,是指言语中具有的超音段(supra-segmental)特征和非线性(non-linear)特征

等。在汉语学习者的口语表达中,韵律也是体现学习者口语能力的重要方面,尽管有些学习者已经达到

比较高的水平,可以使用汉语传达非常准确的内容和信息,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流利性。但是,我们依

然能够感到浓重的“外国人口音”,听感上产生“节奏感不强”和“不连贯”的感受。有的学习者可以滔滔

不绝地产出话语,但是,在母语者听来依然有“不连贯”的感受。有研究表明,第二语言超音段音位的不

准确比音段音位的不准确更容易造成外国人口音。② 而这种“节奏感不强”和“不连贯的口音”往往是学

习者达到较高水平以后才想去提高和克服的问题。其实,韵律的获得贯穿学习者第二语言学习的始终。
从零起点开始的学习者一旦开始汉语学习,开始产出第一个汉语词汇词,韵律随之而生。因此,对韵律

能力和韵律产出机制的关注不仅仅对如何改善高水平学习者的口音问题具有意义,也对刚刚入门的汉

语学习者打好韵律的基础有现实意义。曹剑芬指出,除去汉语声调对学习者在语音习得层面造成的困

难,掌握目标语言的韵律结构是克服外国人口音的关键。③ 但是,除去声调教学,现在的汉语课堂并没

有专门对韵律方面的教学和训练,关于学习者韵律组块的研究也比较匮乏。本研究针对汉语学习者韵

律组块研究的匮乏现状,考察汉语学习者口语产出过程中的韵律组块的特征。通过描写性研究,对比汉

语母语者和不同水平的汉语学习者韵律组块特征,总结汉语学习者韵律组块能力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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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语学习者的韵律组块特征

目前,在汉语学习者的口语语料研究中,关于汉语学习者不同层级的韵律单元边界处的特征研究结

果并不是很一致。陈默通过分析韩国留学生汉语朗读语料发现,汉语学习者和汉语母语者在停顿处的

主要差异表现在停顿次数、停顿前音节的延长量、基频重置这3个方面,但在停顿方面二者无显著差异。
停顿无差异可能是因为采用了朗读范式所造成的。学习者的停顿次数远多于母语者,停顿前音节的延

长量远小于母语者,这表明了学习者对韵律切分的手段包括停顿前音节延长等并没有掌握好。① 陈默、
王建勤通过对两名韩国学习者自然话语语料的韵律边界声学特征的考察发现,学习者与母语者的无声

段时长依然没有显著性差异,同时,边界前音节延长也不具有显著性差异,而具有显著性差异的是停顿

的次数和位置以及高、低音点的音域范围。② 陈默又通过考察32个中、高级水平的美国留学生的自然

话语产出的停顿边界声学特征发现,在边界前音节延长量的指标上,中级被试的韵律边界前音节延长量

明显少于高级被试和汉语母语者,高级被试跟汉语母语者之间差异不显著;停顿时长指标上,中级被试

显著长于高级被试,而高级水平被试又显著长于母语者;在高、低音点音高重置方面,语言水平的差异并

没有带来音高重置方面的差异。该结果表明了汉语学习者的边界前音节延长量和无声段时长具有发展

的特征,水平越高,边界前音节延长量和无声段时长特征越接近母语者水平。③ 周宝芯在汉语韵律特征

产出研究中发现,汉语学习者(来自泰国、印尼)的停顿平均时长显著大于汉语母语者。从汉语水平而

言,初、高级水平的学习者的时长变化模式有显著差异,汉语水平越高时长变化模式越接近汉语母语

者。④ 陈梦恬通过看后复述任务研究了学习者在产出语法关系复杂度不同的句子时的韵律切分情况。
结果发现,高水平学习者相对于低水平学习者来说,韵律切分能力较强,能完整产出名词性、动词性主要

语法成分,但其相对于母语者来说,依然只具有较低的韵律切分能力。⑤ 朱雯静从学习者汉语韵律意识

的发展过程入手发现日本学习者受母语韵律特征、汉语声调特征、语言经验、信息加工方式以及学习者

采用的韵律加工策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汉语韵律意识呈现出非线性的发展过程,表现为韵律意识

的不同层面其发展过程各有不同。⑥ 已有研究的结果的不一致性可能是由于所分析语料的性质不同导

致,朗读语料与自然语料在特征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别,如韵律的声学表现,自然口语的基频变化范围比

朗读语料的变化范围大,上限的变化更大;音段音变现象在不同性质的口语任务中也有所不同。和朗读

语料相比,自然口语中存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音变现象,如声母的音变率比韵母更高等等。⑦ 还有研

究者认为,语料的标注方法、实验的研究方法和统计方法的不同也会带来结果的差异。
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考察汉语学习者口语产出过程中的韵律组块的特征。通过描写性

研究,对比汉语母语者和不同水平的汉语学习者韵律组块特征,总结汉语学习者韵律组块能力发展的规

律和特点。要考察汉语学习者韵律组块能力,离不开对学习者韵律组块特征的描写。本研究主要关注

汉语学习者的韵律组块特征以及这些特征是否存在发展的特点,即学习者韵律组块特征有没有随着语

言水平的提高而更加接近母语者水平。在关于学习者韵律组块能力的探讨中,我们将韵律组块特征“更
加接近母语者水平”视为更优秀的韵律组块能力。同时,本研究通过比较学习者和母语者在韵律组块能

力特征的差异,总结出学习者的韵律组块的特点,并为学习者韵律组块方面的不足之处提供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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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在汉语普通话和英语的韵律组块研究中,一般会根据听感对语流间断的感知明显程度划分不同韵

律层级的边界。已有研究表明根据知觉判断相对间断程度可以达到较高的准确率。① 因此,根据听感

知觉划分韵律组块单元为本研究采用的划分手段。尽管汉语学习者的韵律表现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
听感上可以明确感知的语流间断是所有语言都存在的。在本研究中,针对学习者的韵律组块单元的划

分,采用和以上所提到的对母语者语流间断的划分的方法相同———根据听辨划分出语流间断,以确保汉

语学习者和汉语母语者具有可比性。但是,在本研究中不细分3个韵律层级,而使用韵律组块单元作为

考察韵律单元的单位。
本研究通过语音分析的手段,在基于听辨方式对韵律组块单元进行划分的基础上,对相应的韵律切

分手段(包括停顿和音节延长)、韵律边界强度(停顿时长和音节延长量)、韵律组块单元的长度、韵律边

界出现率进行考察和比较,深入了解学习者的韵律组块能力。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的问题

本研究通过描写性研究考察学习者的韵律组块模式,再对比母语者和学习者的韵律组块模式总结

学习者韵律组块的特点。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两个问题:1、考察学习者和母语者在韵律切分的手段、韵律

边界的强度、韵律边界产生率以及韵律组块单元的长度上的差异,总结学习者韵律组块的特点以及产生

这些特点的原因;2、通过考察不同水平的学习者在韵律切分手段、韵律边界的强度、韵律边界产生率以

及韵律单元的长度上的差异,比较不同水平学习者的韵律组块能力,总结学习者韵律组块能力发展的规

律和特点。
(二)实验方法

1.实验设计

本研究为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其中自变量为语言水平,包括低水平、高水平和汉语母语者。因

变量包括:

1)韵律组块单元的长度,韵律组块单元长度=音节个数;

2)韵律切分的手段,对于韵律切分手段的考察主要通过对边界处停顿时长,和停顿出现的频率(停

顿频率=
停顿次数

产出音节总数
),以及边界前音节时长延长量(以下简称延长量)和边界前音节延长出现的频

率(以下简称延长频率,延长频率=
延长次数

产出音节总数
)的考察。其中,停顿时长和延长量代表了韵律边界

的强度这一指标;
控制变量包括:

1)词频以及词汇熟悉度:被试所复述的句子中的词均控制在《汉语水平词汇和汉字等级大纲》(2001
修订版)中的甲级词和乙级词范围内,其中95%为甲级词。以避免学习者因为不认识或不熟悉该词所

带来的加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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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句子难度,句子难度由问卷调查通过五度量表(见附录2)打分界定,①被试对实验中的句子进行

难度打分,5为很难,4为有点难,3为没感觉,2为简单以及1为很简单,通过句子难度调查问卷剔除实

验中被试觉得很难的句子。句子难度的设计是为了控制由于句子太难而带来学习者加工过程的困难所

掺杂的混淆因素。

2.被试

实验被试为从北京语言大学招募的30名韩国学习者,其中高水平和低水平学习者各15名。低水

平学习者来华学汉语时间为1~2年(不包括1年和2年);高水平学习者来华学汉语时间为2~3年(不
包括2年)。对来华时间短,但是在本国有较长学习经历从而水平较高的人进行了再分配。② 被试的母

语均为韩语,所有被试均于16岁后开始学习汉语。③ 年龄控制在20~30岁之间,其中男生11人,女生

19人,无听觉和视觉障碍,实验长度为90分钟,被试领取150元人民币作为报酬。同时,有15名汉语

母语者作为参照组,母语者教育背景均为硕士研究生,年龄在22~30岁之间,男生6人,女生9人,普
通话均为二级甲等。

由于工作记忆容量对句子加工和口语产出均有显著影响,④个体在工作记忆容量的差异是影响第

二语言加工的重要因素。⑤ 也有研究表明,工作记忆容量对早期二语学习者的影响更大,工作记忆容量

和二语者的口语产出相关度更高。因此,本研究在正式研究开始之前,对学习者进行了工作记忆容量的

测量,采用了数字广度测量(digitspantest)的方法,运用了TurnerandRidsdale的测量版本,⑥将该测

量版本翻译为韩国语版本,并邀请一名韩国女性发音人进行录音,在测量中播放给每一位被试。在获得

所有被试的工作记忆容量分数后,采用Z分数标准化法剔除两个正负标准差以外的数据。经过计算所

有被试的工作记忆容量分数的Z分数发现,被试中并没有异常值。因此认为本实验所招募的被试并没

有工作记忆容量过高或者过低的个体,被试并不会因为工作记忆容量的差距过大而对实验结果造成显

著的影响,所有被试的实验数据均被采用进行数据分析。

3.实验任务

实验任务在Sternbergetal.即时回忆(Memorizationtask,1978)实验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⑦

在Sternberg的实验中,被试在电脑屏幕上看到所呈现的句子,熟悉句子内容,当被试确定自己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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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54个实验句子的卡方值并查x2 表可知,df=4时,X20.05 =9.49,50个项目的卡方值都大于9.49,p<
0.05,因此,可以说明对句子难度判定的人数有显著差异,结果显示大部分被试将句子判定为“2简单以及1很简单”。同

时,根据五度量表的打分,每一个句子都有30名被试的打分平均分,根据Z分标准化法,认为±2.5个标准差以外的句子

为异常值,以此为标准剔除了4个打分较高也就是较难的实验句子,因此,最终选用50个打分一致的句子作为用于语料

分析的实验句子。
被试参加实验之前需完成15分钟的汉语水平模拟试题,将准确率达到80%以上、并在本国有汉语学习经历低

水平汉语学习者调入高水平组。

JohnsonandNewport(1989)研究中表明,16岁以后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在学习水平上不会体现出年龄

效应,即语言水平不会受到开始学习语言的年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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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内容后,自主点击鼠标,句子消失,被试开始复述句子。大部分研究者选择这样的实验任务,考虑到

研究者总是需要考察被试在说出具有特定的句法结构和句子长度时的韵律表现,因此需要一致的、确定

的实验材料。很多研究也选择朗读范式,选择朗读范式尽管可以使用确定的实验材料,也可以增加被试

的流利度,减少被试在言语产出中由于言语计划带来的不流利性,但是朗读范式并不是真正的自然语言

的产出,朗读的韵律模式和自然语言产出的韵律模式必然不同。因此,最理想的实验范式是:研究者既

可以控制实验材料,又能让被试自然地产出言语。然而并没有这样两全其美的实验任务。因此,本实验

在Sternbergetal.(1978)即时回忆任务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当句子呈现在屏幕上时,对句子的呈现时

间进行了限定,最长不超过10秒,也可以由被试根据自己的记忆情况自主点击鼠标。当10秒时间到或

者被试自己自主点击鼠标时,句子消失,屏幕出现“请重复刚才的句子”的提示。因此,即时回忆任务主

要体现被试对句子即时记忆后的产出,实验目的是考察产出句子中的韵律组块模式,研究任务通过

PowerPoint呈现。

4.实验材料

实验一共有50个句子,长度控制为6~8个词的长度(12~17个音节),①句法结构包括简单主谓

句、复句。句子中的词与词之间没有较高的共现率以避免固定搭配的词组对句子认知加工带来影响。

5.实验步骤

被试先阅读一遍所有实验材料的句子列表,主试在一边以确保被试明白所有句子的意思并且帮助

被试搞清楚句子中的生词,被试同时完成句子难度调查问卷。完成问卷后,被试坐到电脑前完成由

PowerPoint所呈现的实验任务。首先,被试阅读中文和韩语双语版本的指导语:“感谢你来参加我的实

验,本实验一共分为3个部分,一共包括50个句子。每个句子呈现10秒,10秒后句子消失,你需要复

述这个句子,你有10秒的时间复述这个句子。”当被试阅读完指导语以后,点击鼠标开始完成4个练习

任务,之后出现正式实验句子。屏幕出现句子,句子呈现10秒,也可以由被试根据自己的记忆情况自主

点击鼠标。当10秒时间到或者被试自己自主点击鼠标时,句子消失,屏幕出现“请重复刚才的句子”。
同时,屏幕呈现喇叭图像提示被试开始复述。被试复述刚才呈现的句子。被试需要在10s内完成复

述,也可以自主按空格键进行下一个任务;如果10s时被试没有按键,屏幕自动显示进入下一任务。实

验材料在屏幕上呈现的顺序为(图1):

图1 实验材料呈现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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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ller(1956)的研究表明人类的即时记忆广度(immediatememoryspan)为7±2个组块,Luck(1997)认为人类

的视觉工作记忆为是4个单元左右,Cowen(2001)通过大量反复的研究认为,人类心智储存的容量为4个单元。基于已

有研究的结果,本研究展开了一项10个句子的探测性实验,探测性实验中显示当句子长度为3~5个词时,被试(尤其是

母语者)的复述过于流畅,不易感知到语流间断,而当句子为10词以上时,句子的长度带来了被试记忆的困难,很难完整

地复述。因此,本文研究一共50个句子的长度均控制为6~8个词的长度(10~17个音节)。



6.韵律组块单元边界的标注

听者。3名听者参加了语料韵律边界的标注,听者平均年龄为27岁,听力正常,一名为经过标注训

练的汉语母语者,两名为不具有语言学背景、未经过标注训练的汉语母语者。李爱军(2002)的实验表明

受过韵律标注训练的人能通过听觉判断而标注出语流中存在的间断,10位长时间参加韵律标注训练的

被试中的9位的听辨结果显示出高相关性(r=0.733)。① 王蓓等的研究将24名无语言学和语音学背景

的被试根据知觉判断的韵律等级进行两两相关分析,相关系数均在0.8以上。② dePijper等(1994)认为

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具有知觉判断的准确性,可以通过知觉来判断出边界强度。已有研究表明,经过韵律

标注训练和没有经过韵律标注训练的人都具有较高的知觉判断的准确性,本研究选择3名汉语母语者

作为听者。③

听觉判断标准。听者通过听觉判断,标注出能感受到“语流间断”的地方,标注结果遵循“少数服从

多数”的原则,以2名及以上的听者的判断一致为准。
标注方式。听者通过音频播放软件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播放句子,也可以重复播放、反复听辨。通

过汇总3名听者的标注结果,得出每一个被试的语料切分情况。研究者获得语料的切分情况后,通过

Praat(5.4)软件标注出每一个被试的语料中韵律边界处产生停顿和音节发生延长的地方。具体的标注

方式以C-ToBI的韵律标注体系为参考,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韵律标注方式作为参考,根据本研究需

要,标注分为3个层级:

1.音节层:标出每个音节的声母、韵母和声调信息。

2.韵律边界的类型层:其中“前”表示句子发起时间———从句子消失到被试开口产出句子的时间;
“延”表示该音节发生了延长,“停”是指停顿。

3.文字层:以汉字转写出句子的内容,以及停顿的边界。示例如图2:

图2 基于C-ToBI韵律标注系统示例

(三)实验结果

本实验是单因素被试间多组实验设计,其中被试间变量为被试背景,包括汉语母语者、汉语高水平

学习者和汉语低水平学习者。因变量包括5个指标:韵律组块单元长度、停顿频率、平均停顿时长、延长

频率和平均音节延长量。5个指标的数据经过K-S检验均符合正态分布。以下部分将依次报告以上述

个测量指标为因变量的单因素被试间方差分析(one-waybetween-subjectsANOVA)结果,最后综合分

析本实验的主要研究结果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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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军.普通话对话中韵律特征的声学表现[J].中国语文,2002,(5).
王蓓,杨玉芳,吕士楠.汉语韵律层级结构边界的声学分析[J].声学学报,2004,(1).
dePijper,J.R.,&Sanderman,A.A.Ontheperceptualstrengthofprosodicboundariesanditsrelationtosupra-

segmentalcues.TheJournaloftheAcousticalSocietyofAmerica,1994,96(4).



1.以韵律组块单元长度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

被试背景的主效应显著,F(2,42)=29.278,p<0.0005,partialη2 =0.582,由于被试背景分为3个

水平,继续对信息进行多重比较。经过Tukey-HSD事后检验发现,同母语者组相比,学习者组包括高

水平组和低水平组的韵律组块单元长度都更短(分别为3.9和3.7个音节的长度),两者均p<0.0005。
但是,高水平学习者和低水平学习者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p=0.657。汉语学习者和母语者之间的韵律

组块单元长度差异显著,但是两个水平之间的学习者并无显著差异(表1)。
表1 学习者和母语者的韵律组块单元长度(音节数)

韵律单元长度 M(SD) F(2,42) p partialη2

低水平学习者 3.7(.66)

高水平学习者 3.9(.69)

汉语母语者 5.9(1.13) 29.278 .000 .582

  2.以韵律边界处停顿时长以及停顿频率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

以边界处停顿时长为因变量的结果发现,被试背景的主效应显著,F(2,42)=63.578,p<0.0005,

partialη2 =0.752,Tukey-HSD事后检验发现,同母语者组相比,学习者组包括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的

平均停顿时长都更长(分别为502ms和550ms),两者均p<0.0005。但是,高水平学习者和低水平学习

者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p=0.485.汉语学习者和母语者之间的停顿时长差异显著,但是两个水平之间

的学习者并无显著差异。
以停顿频率为因变量的结果发现,被试背景的主效应显著,F(2,42)=23.858,p<0.0005,partialη2

=0.532,Tukey-HSD事后检验发现,同母语者组相比,学习者组包括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的停顿频率

都更多(分别为13.2%和14.1%的停顿率),两者均p<0.0005。但是,高水平学习者和低水平学习者之

间并没有显著差异,p=0.657.汉语学习者和母语者之间的停顿产生的频率差异显著,但是两个水平之

间的学习者并无显著差异(表2)(表3)。
表2 学习者与母语者韵律边界处平均停顿时长(ms)

平均停顿时长 M(SD) F(2,42) p partialη2

低水平学习者 550(145)

高水平学习者 502(121)

汉语母语者 121(59.7) 63.578 .000 .752

表3 停顿作为韵律边界的产出频率(%)

停顿频率 M(SD) F(2,42) p partialη2

低水平学习者 14.1(4.2)

高水平学习者 13.2(3.9)

汉语母语者 5.7(2.6) 23.858 .000 .532

  3.以韵律边界前音节延长量以及延长频率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

以边界前音节延长量为因变量的结果发现,被试背景的主效应不显著,F(2,42)=2.975,p=0.
062,partialη2 =0.124。这表明汉语学习者和母语者之间的边界前音节延长量并无显著差异。

以延长频率为因变量的结果发现,被试背景的主效应显著,F(2,42)=15.316,p<0.0005,partialη2

=0.422,Tukey-HSD事后检验发现,同母语者组相比,学习者组包括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的延长频率

都更多(分别为7.2%和8.6%),两者均p<0.0005。但是,高水平学习者和低水平学习者之间并没有显

著差异,p=0.22.汉语学习者和母语者之间的延长产生的频率差异显著,但是两个水平之间的学习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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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显著差异(表4)(表5)。
表4 学习者与母语者音节平均延长量(%)

平均延长量 M(SD) F(2,42) p partialη2

低水平学习者 69.2(19.9)

高水平学习者 68.2(26.6)

汉语母语者 53.7(13.6) 2.975 .062 .124

表5 边界前音节延长作为韵律边界的产出频率(%)

延长频率 M(SD) F(2,42) p partialη2

低水平学习者 8.6(2.5)

高水平学习者 7.2(2.5)

汉语母语者 4(1.8) 15.316 .000 .422

  四、结果和讨论

本实验结果表明,汉语学习者在平均韵律组块单元长度、停顿频率、停顿时长、延长频率上均和汉语

母语者有显著的差异,然而汉语学习者内部,即高水平学习者和低水平学习者却并没有体现出显著的差

异。高水平学习者在本研究的水平考试中表现出语法、词汇知识更加扎实的特点,研究结果却并未显示

出该优势对韵律组块能力带来的积极影响,从而也可以说明:学习者的韵律组块模式并不完全依赖于句

法结构。
(一)关于汉语学习者韵律组块单元长度的讨论

汉语学习者韵律组块单元(低水平学习者为3.7个音节长度、高水平学习者为3.9个音节长度)要显

著小于母语者的5.9个音节长度的韵律组块单元。王茂林(2011)关于汉语自然话语韵律模式的研究中

通过考察电话语料得出不同韵律等级的单元长度,其中语调短语6.81个音节,中间短语为4.74个音节,
韵律词为2.5个音节长度,3个层级的韵律单元的平均长度为4.68个音节,①小于本实验结果中的5.9
个韵律组块单元的长度。这个差异,可能是由于实验任务的选择不同所带来的,本实验的实验任务是句

子复述,而王茂林所分析的语料是来自于汉语自然话语语料库。这个结果也可以说明,母语者在自然话

语产出过程中,韵律组块的长度短于句子复述任务中的韵律组块单元长度。通过Levelt(1993)的韵律

编码与加工模型可以解释,在自然话语产出中,决定说话人的组块长短的因素不仅仅包括所要表达的语

义信息,还包括句法结构的可获得性、说话人为所说内容可被听众理解所作出的努力、说话人的平均语

速等其他因素。② 在形成韵律组块单元的过程中,对于母语者来说,提取、加工和组合连接韵律词都是

自动化完成,但是在把语法成分和停延模式结合的过程中,为了让听众更好的理解,自然话语产出语境

中的说话人需要更多的时间选取合适的句法结构和听众互动,以确保对方能更准确地获得自己所表达

的意义。韵律生成器也比在完成句子复述任务时接受了更多信息的输入,比如对所要表达重要意义的

强调等,从而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表层结构和语调意义(语调意义包括态度和情绪等)的提取,因此限制

了组块单元的长度。在句子复述任务中,母语者已经有了10秒对句子的阅读,所呈现的句子已经激活

了母语者大脑中的词汇知识、句法知识和语义知识,因此,当句子消失时,母语者的组块过程比自然话语

产出中的更快、更高效,因此,韵律组块单元也更长。
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由于韵律结构和句法结构之间具有互相影响的可能性,讨论学习者的韵律组

块能力,就不得不考虑学习者句法编码能力的不足对韵律组块能力可能带来的影响。如果学习者的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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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取和加工都是从陈述性知识系统中获得,那么,速率较慢的句法编码自然会影响到和韵律编码的合

作关系,也会影响到韵律组块的表现。因此,以下对实验结果的讨论都会考虑到二语者口语产出过程的

这一特殊性,从三个方面来解释学习者韵律组块单元长度显著低于母语者这个现象。第一,学习者韵律

编码和加工能力发展不足直接影响了韵律组块单元的长度、韵律边界产生率和韵律边界的强度。尽管

和母语者复述的是完全相同的句子,并且在相同的实验环境和实验任务中完成句子复述,但是汉语作为

被试的第二语言,其韵律组块单元的生成过程的各个阶段包括词法/韵律拼读程序、音段拼读程序、语音

拼读程序和语音计划的实施都比母语者需要更多的加工时间。组合语法成分和停延模式的过程可能也

需要花费更多的加工资源才能完成,这一点是直接由学习者韵律编码和加工能力的不足所造成的。第

二,学习者的句法编码过程受限,所以韵律编码和句法编码的合作过程受限,影响了韵律编码的过程。
尽管学习者在复述句子之前阅读了所要复述的句法结构,在正式完成任务之前也对所要复述的句子有

比较充分的准备,但是,所复述的句子的句法结构的加工和提取依然不是从程序性记忆中自动提取,依
然需要分配加工资源来进行提取,从而影响了和与之相匹配的韵律结构的合作。第三,句法编码过程顺

利展开,但是学习者没有习得汉语韵律的停延模式,而只是依赖于句法结构进行切分和组块,因此韵律

组块单元的长度整体较短。以上这三点原因更有可能同时存在,即,学习者本身韵律编码和加工能力较

弱,句法编码能力也并没有完全实现自动化,而学习者又一定程度上依赖句法结构进行韵律切分,所以

导致了韵律组块单元长度受限、停顿频率和延长频率较高、韵律边界强度较长的结果。
考虑到被试的母语背景为韩国语,本研究也试图从被试母语韵律组块的特点来解释被试在第二语

言韵律组块的结果。Jun(1993)关于韩国语母语者韵律的研究中考察了韩语重音短语(accentual

phrase)的韵律切分情况,①Jun的研究结果表明,韩语的韵律切分受到说话人的语速、句子的语义关系、
韵律关系和句法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韵律边界的产生和所产生的位置可能会受到句法关系的影

响,但是二者的关系也并不十分确定。因为韩语的韵律切分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也并没有确定的结

论,因此,在本研究的结果讨论中,并不将韩国被试的母语韵律组块模式作为解释被试汉语韵律组块模

式的主要原因。
(二)关于汉语学习者停顿频率、停顿时长、边界前延长和延长率的讨论

停顿频率和延长率的结果显示,学习者在复述句子的过程中更频繁地切分语流,停顿和音节延长的

产出较多,这说明学习者的整体韵律组块能力较弱,需要不断地切分语流来获得更多的加工时间。从停

顿时长来看,学习者的数据都远远长于汉语母语者。其中,低水平学习者的平均停顿时长为550毫秒,
高水平学习者的平均停顿时长为502毫秒,都远远地长于汉语母语者的121毫秒,是母语者平均停顿时

长的4-4.5倍的长度。但是,在边界前音节延长量这一指标上,学习者和母语者也并未体现出显著的

差异(低水平学习者的平均延长量为69.2%,高水平学习者68.2%,母语者53.7%),说明在停顿和音节

延长这两种韵律手段中,学习者对于音节延长这一韵律手段的掌握较好,整体上并不会产生显著地拉长

或者缩短音节的行为,而在停顿作为韵律切分手段这一指标上,学习者掌握较差。陈默(2013)关于美国

汉语学习者韵律特征的研究发现在边界前音节延长量的指标上,中级被试的韵律边界前音节延长量明

显少于高级被试和汉语母语者,高级被试跟汉语母语者之间差异不显著,也就是说,水平较低的学习者

延长量反而会更短一些,和本研究的结果有些细微的差别。总得来说,不管是本研究的韩国学习者还是

陈默研究中的美国学习者,在延长量这一指标上,学习者体现出较好的发展,并不像其他指标那样差距

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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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略的是,除了学习者韵律能力较弱这一原因之外,停顿时长也体现了学习者的加工过程。如

前文所述,当学习者对句法结构和词汇不熟悉(尽管本研究控制了这一因素的影响),或者对词汇和句法

结构的提取没有实现自动化时,提取速度受到限制,那么和句法编码相合作的韵律编码也会受到限制,
韵律组块的过程也相应变慢,韵律组块单元更加松散;同时,停顿时长较长也可能直接由学习者韵律编

码和加工能力较弱导致,学习者的词法/韵律拼读程序、音段拼读程序和语音拼读程序均完成得较慢,韵
律生成器完成参数设置和音节序列框的选取都需要更长的加工时间,以上种种,都会带来停顿时长的

增加。
因此,学习者在产生停顿时,这个停顿既包含了他韵律组块能力较差的原因,也存在对语言知识进

行加工提取所带来的影响,这也是学习者口语产出不流利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学习者的音节延长

量和母语者没有显著差异,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学习者的音节延长这一组块手段的习得情况较好,同
时也可以说明,学习者并没有通过拉长音节来为加工句子争取更多的加工资源,音节延长量作为韵律结

构的一部分较少受到加工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了学习者的韵律组块能力,而非语言知识的提取加工

能力。
但是,在音节延长频率上,学习者仍然和母语者产生了显著差异,这说明学习者虽然在音节延长作

为切分手段上接近母语者的行为,但是音节延长产生的频率显著高于母语者,说明学习者的韵律切分能

力依然不足。Ferriara(2007)的研究中表明,韵律边界的强度受到加工因素的影响,①尽管本研究中的

实验材料都经过仔细筛选和难度控制,但是当学习者的语言知识并没有实现提取和加工的自动化时,依
然会在口语产出过程中占用大量的加工资源,因此,学习者停顿时长更长、停顿频率和音节延长频率更

高都可能是加工资源被占用的结果。
(三)关于不同水平的汉语学习韵律组块特征的讨论

此外,本实验所有的考察指标均未显示出不同水平的学习者之间的显著差异,学习时间长度较长、
汉语水平测试成绩较高的高水平学习者却并没有体现出比低水平学习者更显著的优势。这一结果说

明:学习者的韵律组块能力并不随着语言知识基础的更好而变得更优秀。高水平学习者比低水平学习

者有着更高比例的语言知识实现了提取和加工的自动化,但是,合理切分所产出的句子的能力并不因为

学习者的语言知识更扎实、学习时间更长而增加,韵律切分能力相较于语法能力、单词量的增加更难获

得,或需要更长时间的学习才能习得。韵律组块能力作为一种内隐的技能,其获得的结果并不像句法知

识、词汇知识或语音知识那样明显。这一结果从侧面说明,学习者的韵律组块表现并不完全依赖于句法

编码的结果,不是前文中第三种解释的原因。因为,如果依赖于句法编码的结果,那么句法结构和词汇

知识提取和加工能力更高的高水平学习者应该比低水平学习者体现出更加优秀的韵律组块的表现,但
是高、低水平的学习者的表现并无显著差异。更合理的解释为,高水平学习者和低水平学习者的韵律组

块能力均未得到长足的发展,也就是前文中第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更高:学习者韵律编码和加工能力发展

不足直接影响了韵律组块的表现。学习者韵律编码和加工受到加工资源受限的影响,他们的韵律编码

和加工过程均较慢,尽管高水平学习者的句法编码和词汇提取速率更快,有更多的加工资源可以用于韵

律编码和加工,但是由于其韵律编码能力和加工能力并没有好于低水平学习者,因此,二者在韵律组块

上的表现并无显著差异。
陈默(2013)在对美国学习者的自然话语语料研究中发现,美国学习者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在停顿

时长、边界前音节延长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②然而陈默(2013)用到的语言材料为自然话语产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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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Ferreira,F.Prosodyandperformanceinlanguageproduction.LanguageandCognitiveProcesses,2007,22(8):

1151~1177.
陈默.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自然口语韵律的发展研究[D].第十二届全国人机语音通讯学术会议论文集,2013.



话语产出过程涉及到学习者的言语计划、对语言知识的提取与加工速率以及产出过程中环境氛围的影

响较大的问题,只能说明学习者的口语产出流利度、汉语知识的通达、交际策略等方面随着水平提高而

改进。她的研究结果中的边界表现(停顿、边界前音节延长)可能有更多其他影响因素的掺杂,涉及到学

习者自然话语产出过程中的流利性问题。因此,并不能说明韵律组块能力在学习者水平上有显著的差

异。本实验为句子复述任务,且被试在录音前给予了比较充足的准备(句子难度打分、不懂的词可以咨

询主试)。在停顿时长、边界前音节延长和韵律组块单元产出这几个指标上,虽然也有加工因素带来的

影响,但是学习者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韵律组块能力。本实验虽然得出语言水平不是影响韵律组块表

现的必要因素,但是也不排除学习汉语时间长短在韵律表现中的重要角色,因为本实验的两组被试的水

平差距并不是很大(低水平学习者来京学习时间为1年多,高水平学习者为2年多),因此,未来研究在

考察更多其他因素的同时,也不可以忽略语言水平的重要性,应该尝试水平区分度更大的分组实验设

计。两组水平的学习者在句法和词汇知识上显示出差异,却并没有在韵律组块能力上显示出差异,说明

韵律能力是比句法和词汇知识更内隐、更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在本实验中至少要三年以上)才能获得的

能力,也更加说明了韵律能力在汉语教学中应该获得足够的重视。

Characteristicsofprosodicgroupinginthespeechproductionby
learnersofChinesefromSouthKorea

GAOSi-chang1 & WANGJian-qin2
(1.PostdoctoralResearchStation,Shanghai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Shanghai200083,China;

2.CenterforStudiesofChineseasaSecondLanguage,BeijingLanguageandCulture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 ThispaperinvestigatedhowlearnersofChinesefromSouthKoreaincorporateprosodic
specificationssuchasboundariesandbreakstogrouporchunkthelanguagecontentintoprosodicu-
nits.ThirtyparticipantsfromSouthKoreawhoweredividedintotwodifferentlanguagelevelswerein-
cludedintheresearchandfifteennativespeakers'performanceswererecordedasthebaseline.Partici-
pants'speechproductionwaselicitedbysentencememorizationtasksandthesentencesweretran-
scribedandanalyzedbyPraat(5.4).Thisstudycomparedtheprosodicgroupingcharacteristicsbetween
learnersofChineseandthenativespeakersintheaspectsofboundaryproductionrate,boundary
strength,andthelengthoftheprosodicunit.TheresultsshowedthatthelearnersofChinesehaddem-
onstratedsignificantlylesscompetenceonprosodicgroupingabilitiesthanthenativespeakers.How-
ever,differentlearners'groupsdidnotmanifestsignificantdifferences,afindingdemonstratedthatthe
lengthoflearningdidnotcontributetotheimprovementofChineseprosodicgroupingabilitiesinthe
aspectsoftheboundaryproductionrate,theboundarystrength,andthelengthoftheprosodicunit.
KeyWords: prosodicgrouping;speechproduction;Chineseasasecondlanguage;prosodicbounda-
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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