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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阳方言轻声字声学特性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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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计算机praat软件,对千阳方言四种声调后的轻声字音高、音长、音强和音

色进行声学分析。在千阳方言的双音节词语中,后一个字读轻声时,轻声字音高模式为高降调

和中降调两个等级,阳平和去声后的轻声为高降调,阴平和上声后的轻声为低降调。音长后一

个字比前一个字短,但是,比普通话的轻声音节长。重叠词中,轻声字音强并不是都比前面音

节弱。音色方面,重叠词中,第二个字读轻声后,舌位前后、高低都略有变化,但变化有的略大,
有的略小,也没有规律。从语图上看,辅音方面浊化现象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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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阳方言属于中原官话秦陇片,有阴平、阳
平、上声、去声四种声调。张维佳研究其调值分别

为21、35、53、44,[1](P65)孙立新认为,调值分别为

21、24、52、44。[2](P61)

本文利用praat软件,从音高、音长、音强、音
色方面分析千阳方言四种声调后轻声字的声学特

性,为研究千阳方言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参考的

数据。
实验词语选取的是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

代汉 语》教 材 (增 订 五 版,上 册)中 87 页 的 例

字。[3](P87)分析的依据是男女发音人的360个语音

样本。

　　一、千阳方言轻声字音高特性

传统的轻声研究,主要根据耳朵听来判断结

果,由于轻声时长较短,用耳朵听出的只是一个短

而平的调子,相当于一个数字,所以,轻声的音高

用五度值的一个数值来表示。
但是,随着实验语音学的应用和普及,林茂

灿、颜景助、彭宗平、梁磊等学者,对一些方言轻声

进行了声学实验,发现轻声的音高是有调型的,它
不是一个短平调,也不是一个点,而是平稳或下降

的一条线。
我们在实验中也发现,千阳方言中轻声字出

现在四个声调后面的音高不是一个点,而是呈现

出下降调型的一条线。
实验结果为,千阳方言中阴平、阳平、上声、去

声后的轻声字音高调值 分 别 为:31、52、31、

41。[4]即:

调类 轻声字调值

阴平+轻声 31

阳平+轻声 52

上声+轻声 31

去声+轻声 41

　　王嘉龄在《三种方言轻声的优选论分析》中认

为,北京话有四个声调,用 H(表示高调)、L(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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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这两个声学特征表示,北京话的声调特征可

以描述为:[5]

声调名 调值 声调特征

阴平 55 H H

阳平 35 LH

上声 214 LLH

去声 51 HL

　　那么,用 H (高)、L(低)这两个声调特征,
对北京话轻声的音高表述为:

前字声调 轻声音高

阴平(H H ) L

阳平(LH ) L

上声(LL) H

去声(HL) L

上声在轻声前边为半上(LL),轻声音高为 H,在

其它三个声调后面,轻声音高均为L。
魏玉清对乌鲁木齐话的轻声进行了研究,认

为乌鲁木齐话有三个单字调,即阴平、阳平、去
声,对应的调值分别为44,51,213。它们后面出

现轻声时,音高形式为:[6](P263)

调类 调值 声调特征

阴平+ 轻声 44,51, HH,HL

阳平1+轻声 44,31 HH,LL

阳平2+ 轻声 31,51 LL,HL

去声+ 轻声 21,13 LL,LH

阳平在轻声前分为阳平l和阳平2。阳平1相当

于北京话的阳平,阳平2相当于北京话的上声。
同样,千阳方言轻声的音高形式可以描写为:

调类 调值 声调特征

阴平 + 轻声 21,31 LL,LL

阳平+ 轻声 24,52 LH ,HL

上声 + 轻声 52,31 HL,LL

去声+ 轻声 44,41 HH,HL

　　曹剑芬认为,普通话轻声音节的音高,可以用

中平调和中降调两个模式来表示。那么,千阳方

言的轻声字音高模式也可以表示为两个等级,即
高降调和中降调。阳平和去声后的轻声为高降

调,阴平和上声后的轻声为低降调。

　　二、千阳方言轻声字的音长特性

千阳方言轻声字读音有的长有的短,下面是

“跟头、石头、里头、木头”的基频语图。

从语图中可以看出,后面的“头”字比前面字

的音短。通过统计,得出轻声与阴平、阳平、上声

和去声的时长比分别为75.19%、89.57%、80.06%、

80.07%。四种声调字的平均时长为 352.0毫

秒,轻声字的平均时长为285.9毫秒,轻声和四种

声调字比例平均为81.22%,分数比平均为4/5。
从上面的语图和数据中能看出,整体而言,后

边的字音短,前面的字音长。音长具体排列顺序

为:阳平后的轻声字最长;上声后的轻声字次之;
去声后的轻声字较短;阴平后的轻声字最短。[4]

曹剑芬对普通话轻声音节也进行了研究,得
出轻声音节与前面音节总平均长度之间的比例为

60:100。[7]

曹德和通过声学实验,对巴里坤话进行了研

究,结果为轻声字和前面的非轻声字之间的平均

时长之比为90%。[8]

魏玉清认为,乌鲁木齐话中的轻声与非轻声

时长比为91%。通过统计,千阳方言中,轻声字

与前面字总平均长度之间的比例为81:100,二者

间的分数比为五分之四。可见,在双音节词语中,
千阳方言的轻声字时长,比普通话的轻声字长,但
是,比新疆一些方言的轻声字短。

曹剑芬认为,在普通话中,前面的音节和后面

的轻声音节,在音长方面没有规律。曹德和也认

为,巴里坤话的轻声字和前面的非轻声字相比,有
的长有的短。同样,千阳方言中的前后字音长也

无规律。
曹剑芬对普通话的轻声还进行了详细地统计

分析,具体结果为:在“? 的”中,“的”字的平均音

长较短,占前面音节音长的一半左右。并且发现

不同人所发的轻声词长度差别很大,没有规律,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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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性很大。[7]

我们也统计了千阳方言中四种声调后的“头”
“子”“下”“的”,及重叠词“妈妈、爷爷、奶奶、爸爸”
中后一个字的时长,其结果为:轻声“头”的时长最

长;其次是“子”;“下”比较短;“的”最短。“的”的
平均时长与前面字的比例为67%。同样发现,不
同的人读轻声字的长短没有规律。

另外,对千阳方言男女的轻声时长也进行了

统计。从平均值来看,男性读前一个字时长为

297毫秒,读轻声字时为279毫秒,轻声和非轻声

字时长之间的比例为94%。女性读前一个字的

时长为407毫秒,读轻声字的时长为293毫秒,轻
声字和非轻声字时长之间的比例为72%。可以

看出,男性读轻声字时音比较长,而女性读得短。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看出:千阳方言的双音节

词语中,有人把前面的字读得长,后面的轻声字读

得短;而有人把后面的轻声字读得长,把前面的字

读得短,没有规律。
但是,前面的字和后面的轻声字在音长方面,

一般而言,男性的轻声长于女性。从平均数值看,
前后比例为81:100。所以得出:在千阳方言的双

音节词语中,当后一个字读轻声时,音长比前面的

字短,但比普通话的轻声字长,[4]比新疆一些方言

的轻声字短。

　　三、千阳方言轻声字的音强特性

曹剑芬对普通话中的轻声音高进行了实验,
认为轻声音节听起来既弱又短,但是,轻声的音强

并不一定小于正常重读音节。所以,只凭借音强

的大小,来判断音节读音的轻重,是不科学的。[7]

林茂灿也发现,音节强度在普通话轻声中不起什

么作用,时长缩短则是轻声的本质。[9](P4)

为了避免前一个音节的音色对后音节的影

响,我们对千阳方言中,重叠词“妈妈、爷爷、奶奶、
爸爸”的音强进行了比较。从数据中看出,男性读

每一个词的音强都比女性的音强大,男性的音强

平均值前一个字为83.52dB ,后一个轻声字为

82.75dB。女性前一个字音强平均值为75.41
dB,后一个轻声字为75.85dB。但是,男女有一

个共同点是,发阴平调后的轻声时,后一个字的音

强比前一个字的强度小,平均占95%。阳平、上
声、去声后的轻声都比前一个非轻声的音强大。
见表1:

表1　重叠词的振幅(音强)统计平均值

调类
前字读原

调振幅(dB)
后字读轻

声振幅(dB)
轻声与非轻

声音强百分比

阴平 1.91 1.88 95%

阳平 1.90 1.91 102%

上声 1.89 1.90 101%

去声 1.90 1.91 101%

　　将表1的数据做成下列柱形图,如图1:

图1　千阳方言重叠词的振幅(音强)统计图

由此可见,除了阴平后的轻声音强比前一个

字弱外,其余三种音强都高于前者。所以说,千阳

方言中,重叠词中轻声音节听起来音短,但是,音
强不一定全比读原调时弱。

　　四、千阳方言轻声字的音色特性

频谱分布决定了声音的音色,所以说,不同的

频谱,音色就不同[9](P297)。由于音色的实验分析

比较复杂,我们主要以实验词语中的重叠词为例,
观察一下在重叠词中,同一个字读原调和读轻声

时,辅音的浊化及元音舌位前后、高低的变化

情况。
下面是重叠词语“妈妈、爷爷、奶奶、爸爸”的

宽带语图。
从这四幅语图中能看出,“妈妈、爷爷、奶奶”

的后一个字基线上的低频部分,有一条比较浓的

横杠,这是浊辅音的标志,[10](P81)说明后一个“妈、
爷、奶”的辅音是浊辅音。但“爸爸”的后一个“爸”
语图前没有明显的横杠,说明它没有浊化。

据我们抽样统计,发现“妈妈、爷爷、奶奶”的
后一个轻声字的辅音都浊化了,但是,“爸爸”中的

后一个“爸”,实验语料中的一半音被读成浊辅音,
一半音被读成清辅音。

另外,我们对轻声“头、子、下、的”的语图也进

行了观察分析,发现“头、下”都没有浊化,“的、子”
多数人读的是清辅音,少数人读的是浊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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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声学上,元音主要体现为共振峰(用 F表

示)。[11](P75)共振峰的频率不同,在频谱中则表现

为共振峰的位置不同,F1和F2这两个共振峰的

频率,大体上就可以决定一个元音的音色。[10](P50)

由于轻声的发音非常复杂,我们主要对重叠词语

“妈妈、爷爷、奶奶、爸爸”48个样本进行了实验。
求得重叠词元音F1和F2的平均值。如下表2:

表2　重叠词元音F1和F2平均值:

(重叠词后边的“1”表示读原调,“2”表示读轻声)

词语 F1 F2

妈妈
妈1 761 1364

妈2 766 1409

爷爷
爷1 496 2013

爷2 604 2075

奶奶
奶1 632 1767

奶2 634 1735

爸爸
爸1 914 1400

爸2 872 1391

　　从表中能看出,重叠词中读原调和轻声 F1
和F2的具体数值。原调和轻声F1、F2之差除了

“爷爷”差别较大外,别的差别不大,有的几乎

相同。
将表2中的F1数值做成柱形图,如图2:

图2　重叠词中的F1柱形图

将表2中的F2数值做成柱形图,如图3:

F1和F2的数值不同,决定了元音舌位的高

低和前后:F1低,舌位则高;F1高,舌位就低。F2
高,舌位则靠前;F2低,舌位就靠后。[10](P56)从表

中的数据可以推出:“妈妈”中“妈2”比“妈1”F1
相差5Hz,F2相差45Hz,舌位略低、略前;“爷
爷”中“爷2”比“爷1”F1相差108Hz,F2相差

62Hz,舌位低、靠前;“奶奶”中“奶2”比“奶1”F1
相差2Hz,F2相差-32Hz,舌位略低、靠后;“爸
爸”中“爸2”比“爸1”F1相差-42Hz,F2相差-
9Hz,舌位高、靠后。可见,重叠词中,读轻声的音

节舌位前后、高低都略有变化,有的差别小,有的

差别大。同样的元音,在“妈妈”和“爸爸”中,读轻

声后,变化也不同。总的来说没有规律。

图3　重叠词中的F2柱形图

综上所述,千阳方言双音节词语中,轻声的特

征表现为:后一个字读轻声时,轻声字音高模式为

高降调和中降调两个等级,阳平和去声后的轻声

为高降调,阴平和上声后的轻声为低降调。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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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字比前一个字短,但是,比普通话的轻声音

节长,男性比女性的轻声长;重叠词中,轻声字音

强并不是都比前面音节弱;音色方面,重叠词中,
第二个字读轻声后,舌位前后、高低都略有变化,
但变化有的略大,有的略小,也没有规律,从语图

上看,辅音方面浊化现象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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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usticCharacteristicsofNeutraltoneinQianyangDialect
NIANYu-Ping,HEDan-ni

(College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Baoji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s,Baoji721013,Shannxi)

Abstract:byusingthecomputersoftwarePraat,theexperimentabouttheNeutralpitch,sound
length,loudnessandtoneafterthefourtonesofQianyangdialectwerecarriedout.Inthetwo-sylla-
blewordsinQianyangdialect,whenthelatterwordisreadsoftly,thehighmodeofsofttoneistwo
grades:hightoneandmiddletone,thesecondtoneandthefallingtoneafterthesoundishigh,and
thetoneafterYinandrisingtoneislow.Thetoneofthelatterwordisshorterthanthatoftheprevi-
ousword,butlongerthanthemildlysyllableofmandarin.Inoverlappingwords,thetoneisnotall
weakerthantheprevioussyllable.Intheaspectoftone,whenthesecondwordisreadsoftly,the
heightoftonguechangeslightly,butthechangeisalittlebig,someissmall,andthereisnorule.
Fromtheviewofpicture,consonantturbidizationisnotobvious.

Keywords:Qianyangdialect;neutraltone;acoustics;pitch;soundlength;loudnes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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