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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参考现有的针对英语超音段特点的研究发现 ， 本文对 6 个分属 内 图 、 外圏

和扩展圈英语类型的 朗读录音样本在语调 、 节奏和流利度三个方面展开描

写 与分析 ，
通过对比讨论初步提 出在不 同 英语类型之间 具有标志性的 4 个

区别性语调特点和 1 个流利度 区分尺度 。 研究发现尚处探索 的初级阶段 ，

期待后续研究的修正、 补充或核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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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别性特点

ｏ 引言

当代对英语的定义已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 ， 而是
一

种

可以 由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使用 以表述不同文化的
“

世界英语
”

（ Ｍ ｅ ｌｃｈ ｅ ｒｓ ＆ Ｓ ｈａｗ
，

2 0 0 3 ） 。 Ｋａｃｈ ｒｕ （ 1 9 8 2 ／ 1 9 9 2 ） 的同心圏理论将世界英语分为三个部分 ，
即

“

内圈
”

、

“

外圏
”

和
“

扩展圏
”

英语 。

“

内 圈
”

指本族语变体 ， 其所在国家在传统上和文化上

都把英语作为第
一

语言使用 ， 如英国英语 、 美国英语等 。

“

外圏
”

指
“

制度化的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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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属于 2 0 1 4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资助项 目
“

英语使用者语言态度与认同
”

的阶段性成果 （ 项 目批准
号

1
4ＦＹＹ 0 0 1

， 课题总 负责人高一虹 ） 。 研究得到高一虹教授的悉心指导 ，
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 了

宝贵的论文修改意见 ， 在此深表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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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对 6个朗读样本的对比分析” 9

族语变体
”

，
通常是所在国的官方语言 ’ 也是民众的第二语言如印度英语 、 马来西亚

英语等 。

“

扩展圈
”

则是英语旳
“

运用性变体
”

， 通常是传统意义上的
“

作为外语的

英语
”

变体 ’ 如中国英语 、 日本英语等 。

世界英语的出现使得对英语的语音研究也从内圏拓展到了外圈和扩展圈 。 目

前 ， 对世界英语的语音特点的研究却仍处于起步阶段 。 已有研究都将重点放在描述

某一种英语变体的语音特点上 ， 如Ｄ ｅ ｔｅｒｄ ｉｎｇ （ 1 9 9 4
，
 2 0 0 6 ） 和 Ｓ ｈａｒｂ ａｗｉ （ 2 0 1 2 ） 等 。

Ｍｅ ｓ ｔｈ ｒ ｉｅ和 Ｂ ｈａ ｔｔ （ 2 0 0 8 ） 对非洲 、 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外圈英语做了简略的语音分

析 ；
Ｍｅ ｌｃｈｅｒ ｓ和 Ｓｈ ａｗ（ 2 0 0 3  ） 和 Ｓ ｃｈｎｅ ｉｄｅ ｒｅｔ ａｌ

． （ 2 0 0 4 ） 则对三个同心圈中的英语变体

进行了更加系统的分析 ， 详细介绍了每种变体的音段特征和音节特点 ， 同时也简略

涉及其超音段特点 。 以上三本手册均没有对不同变体之间的语音特点进行比较 。 上

述研究均是对各个变体发音的主观印象描述 。 近年来 ，
不少学者通过声学分析来对

英语变体的语音特点进行描述 ， 如Ｈ ｕｎｇ （ 2 0 0 0 ） 等 ， 以及如何为世界英语的分类提

供实验数据支持 ， 如 Ｎ ｉｈａ ｌａｎｉ
（ 2 0 1 0 ） 等 。

值得注意的是 ，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超音段特点也为区分世界英语变体提供了

重要线索 。 外圈和扩展圈英语使用者倾向于把母语的韵律特点迁移到英语上 。 研

究表明 ， 许多扩展圏英语的韵律特征与本国母语极为相似 ， 如Ｔ ｒｏｆｉｍｏ ｖ ｉ ｃｈ和 Ｂ ａｋｅ ｒ

（ 2 0 0 6 ）
，
Ｇｕ ｔ

、
Ｐ ｉ ｌ ｌａ ｉ和 Ｄ ｏｎ （ 2 0 1 3 ） 等 。 同时 ，

不同英语类别旳节奏特点也有所区

别 。 例如 ，
Ｌｏｗ （ 2 0 1 0 ） 以英国英语 、 新加坡英语和中 国英语分别为 内 圏 、 外圈和

扩展圈英语的代表 ，
比较了三个变体的节奏模式 。 其中英国英语和新加坡英语主要

区别在于 ， 前者呈现出典型的重音定时模式 ，
而后者则是典型的音节定时模式 。 有

意思的是 ，
中国英语呈现出了更多的重音定时而不是音节定时的节奏特点 。 另外 ，

很多研究比较了不同英语变体的流利度特点 ， 都发现扩展圈英语使用者的朗读速

度 （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ａｔｅ ） 和发音速度 （ ａｒｔ ｉ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 普遍慢于内圈 （ Ｇ ｉｎｔｈｅｒ

，

Ｄ ｉｍｏｖａ
，＆

Ｙａｎｇ ，
2 0 1 0

；
Ｌ ｅｎｎｏｎ

，
1 9 9 0 ） ， 无声停顿也相对较长 （ Ｒ ｉａｚａｎｔｓｅｖａ

，
2 0 0 1） 。

综上所述 ’
目前很少有研究综合比较 3 个同心圈英语变体的语音特征 ， 尤其是超

音段特征。 本文旨在通过声学手段对 6 种世界英语 （英国英语 、 美国英语 、 美国黑人

英语 、 中国英语 、 日本英语 、 印度英语 ） 旳语调 、 节奏和流利度超音段特点进行分

析 。 我们希望通过这
一

描述性的研究为世界英语的分类提供更多的实证支持 ， 以加

深对世界英语的理解和认识 。

＆ 录音样本的介绍与分析

研究中使用 了
6个朗读录音样本 ，

①
时间长度均在 2 6 －

3 0秒之间 ，
包括英国 ＲＰ口

音 、 美国 ＧＡ 口音 、 美国黑人 口音 、 印度 口 音 、
日本 口音和 中 国 口 音 （ 以下简称为

① 这 6 段录音最幵始是为另一个研究项 目 （ 中国英语使用者 的语言态度和多元文化意识 ） 准备的刺激

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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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Ｅ
”

、

“

ＧＡＥ
”

、

＂

Ｂ ＡＥ
， ’

、

“

ＩＥ
”

、

＂

ＪＥ
＂

和
＂

ＣＥ
＂

样本 ） ， 其中 Ｂ Ｅ 、 ＧＡＥ和ＢＡＥ样

本属于内圈英语 ，

ＩＥ属于外圈英语 ，
而ＣＥ和 ＪＥ属于扩展圈英语。 其中 ＢＥ和ＧＡＥ

属于内圈标准变体 （ 内标变体 ）
，

ＢＡＥ属于内圈种族变体 （ 内族变体 ） （ Ｍ ｅ ｌｃｈ ｅ ｒｓ＆

Ｓｈａｗ
，

2 0 0 3
：
 3 1

－

3 4
，

8 4
） 。

朗读者均为 2 0 － 2 5 岁之间的男性本科生或研究生。 这不仅为对比分析提供了年

龄 、 性别和身份上的可比性 ，
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非内圏 口 音朗读者的代表性 ，

尤其是对扩展圈 口音而言 。 因为在非内圈国家里 ， 英语的使用范围 、 频率和深度都

是有限的 ， 使用者的英语水平差异也更大 ，
而处于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生有着多年

持续的英语学习和使用经历 ，
可以较好地反映出该口 音最终水平的普遍性面貌 。 朗

读材料是
一

段关于
“

超温感应排气阀
”

（ ｔｅｍｐ 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ｒｅ ｌ ｉ ｅｖｅｖａｌｖ ｅ ） 使用功能的说明材

料 （ 以下简称为
“

朗读段落
”

） ， 对于所有的朗读者都是陌生的 ， 排除了朗读者对所

读内容在文化和专业上的熟悉程度不同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 另一方面 ， 朗读段

落的专业技术性不大 ，
6位大学生朗读者可以完全接受和领会 。 在朗读之前 ， 每位朗

读者都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 ，
直到他们认为自 己能够熟练地用 中等语速朗读 。 这

样做可以消除朗读段落的陌生性和录音任务对朗读者展现口 音面貌的负面干扰 ， 可

以让朗读者充分体现出各 自的实际水平 ， 这对扩展圏 口音朗读者来说更为重要。

朗读段落包含 7 1 个单词 ， 共有 1 2 0个音节。

②
依照Ｍ ａｎｎ和 Ｔｈ ｏｍｐ ｓ ｏｎ

（1 9 8 8 ） 的

修舌辛结构理论 （ ＲＳＴ
，
Ｒｈｅｔｏｒｉ 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 ｅｏｒｙ） ，

朗读段落可分为 9 个语义单元 （ Ｕ 1
－

Ｕ 9 ） 0 这 9个语义单元长短不一 ，
语法结构有别 。

Ｕ 1 至Ｕ 4 构成了条件式的主从复合

句 ， 介绍了排气阀的保护功能
；

Ｕ 5 带有宾语从句 ， 说明了排气阀的提示作用 ；
Ｕ 6 －Ｕ 9

构成了带有联动式的简单句 ， 向用户告知了解决办法 ，
具体如下 ：

（ ＵＩ ） Ｗｈ ｅｎｗ ａｔｅ ｒ ｔｅｍｐｅ ｒａ ｔｕ ｒｅｒｅａｃ ｈｅ ｓｎ ｉｎｅ ｔ
ｙ

－ｎｉｎｅｄｅｇｒｅｅｃｅｎ
ｔ ｉ

？

ｇｒａｄｅ
， （ Ｕ 2 ）ｗａｔｅ ｒｗ ｉ ｌ ｌｂ ｅｒｅ ｌｅａｓｅｄｔｈｒｏｕｇ

ｈｔ
ｈｅｔｅｍｐ ｅ ｒａｔｕｒｅ－ｒｅ ｌ ｉｅｖ ｅ

ｖａ
ｌ
ｖｅ（Ｕ 3 ）ｔｏａｖ ｏｉｄｓ ｔｅａｍａｃｃｕｍｕｌ 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ｉｎｎ ｅｒ ｔａｎｋ （ Ｕ 4 ） ｓｌｓ

ａｒｅｓｕｌ ｔ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ｈｅａｔ ｉｎｇ

ｏｆ ｗａ ｔｅ ｒ ｉｎ ｔｈｅｉｎｎｅ ｒｔａｎｋ ．（Ｕ 5 ）Ｓｕ ｃｈ

ｃ 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 ｅ ｓｉｎｄ 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ｆｉｒｓ ｔ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ｅｐｓｏ ｆｓａｆｅｔｙ

ｄ ｅｖ ｉ ｃｅ ｓａｒｅｏｕ ｔｏ ｆｏ ｒｄｅ ｒ．（Ｕ 6  ） Ｔｈ ｅｕｓ ｅ ｒ ｓｈｏ ｕｌｄｃｏｎ ｔａｃ ｔｔｈ ｅｓａ ｌ ｅ

ａｇ ｅｎ ｔ
（ Ｕ 7 ）ｔｏｓｅｎｄｔｅｃｈｎ ｉｃｉａｎｓ （ Ｕ 8 ） 

ｔｏ ｉｎ ｓｐｅｃｔ （Ｕ 9 ）
ａｎｄｒｅｐａｉ ｒ ｔｈ ｅ

ｆａｕ ｌ ｔｙｐ ａｒｔｓ ．

图 1 概括了朗读段落的语义修辞结构 ，
为描写和比较口音样本之间的超音段特点

提供了语义结构的参照基础 。

② 基于发音词典 （ ＯｘｆｏｒｄＤ ｉ ｃｔ ｉｏｎａｒ
ｙ

ｏｆ Ｐｒｏ ｎｕｎ ｃ ｉａ ｔｉｏ ｎｆｏｒ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ｎ
ｇ

ｌ ｉ ｓｈ ；ＯＤＰＣ Ｅ ） 所提供的英国ＲＰ

或美国 ＧＡ的读音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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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朗读段落的语义修辞结构

Ｏ 趄音段特点的分析方法

为了更好地描写超音段特点 ，
先对录音样本进行了音素记音 。 音素记音采用 国

际音标符号 ， 参考ＯＤＰＣＥ的读音标准 ， 借助附加符号对语音细节进行必要的区分描

写 。

③

对超音段特点的分析与比较采用 了三个步骤 ：

Ａ 主观听辨

借助 Ｃｏ ｏ ｌＥｄ ｉ ｔ软件 ， 描写语调 、 节奏和流利度三方面的内容 ， 然后由另
一位研

究者进行审査听辨 ， 提供反馈。

语调描写包括了调群划分 （ ｔｏ ｎ ａ ｌ ｉ ｔ ｙ ） 、 调核音节 （ ｔｏｎ ｉｃ ｉ ｔｙ ） 、 调型升降 （ ｔｏ ｎｅ ）

和调群停顿 4个方面 。 其中 ，
调群划分参照了 Ｃ ｒＵ ｔｔ ｅｎｄ ｅ ｉｉ （ 2 0 0 2 ： 3 0 －

3 5 ） 所阐述的

标准 ， 即 1 ） 非重读音节在音高层级或方向上发生变化 ；

2
） 有
一

个音高重音 （ ｐ
ｉ ｔｃｈ

ａｃｃ ｅｎ ｔ ） 和 （ 或 ） 主要语法或语义单元之间的停顿 ，
和 （或 ） 起始非重读音节的快

读与弱化 （ ａｎ ａｃ ｒｕ ｓｉ ｓ ） ， 和 （或 ） 末尾音节的延长 ； 调群边界用
“

Ｉ Ｉ

“

标明 ， 调核音

节用黑体标明 ， 调型升降标在调核音节之前 ， 其中降调用 表示 ， 升调用
“

7
”

表示 ， 平调用
“

―
”

表示 ， 降升调用
“

Ｖ
”

表示 。

节奏描写集 中在音步划分上。 节奏音步以重读音节开始 ， 后跟一个或多个非重

读音节 ， 其中默拍 （ ｓ
ｉｌｅｎｔｂ ｅａｔ ） 用

“
Ａ
”

表示 （ Ｈａ ｌｌ ｉｄａｙ
＆Ｍａｔｔｈ ｉ ｅｓｓｅｎ ， 2 0 0 4 

：
 8 8 ）

；

重读音节的确定结合元音音色 （ 未弱化旳元音 ） （ Ｎｏ ｌａｎ＆Ａ ｓｕ
， 2 0 0 9

：
 7 1

） 、 单词重

音和听觉感知 3 个方面
；
音步边界用 标明 。

流利度描写主要借助朗读速度 、 发音速度和无声停顿 3 个参数 。 前者是指从单

③ 对音段特点另文分析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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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时间内读出的音节或单词数 ，
而后者是指在减去无声停顿 （ 以下简写为幻＼ｓ

ｉ ｌｅｎ ｔ

ｐａｕｓｅ ） 之后单位时间内读出的音节或单词数。

Ｂ 客观分析

通过 Ｐｍａ ｔ软件查看语图数据 ， 核査主观听辨的记录描写 。 借助 ＳＰ ＳＳ （ 1 3 ． 0 ） 对

相邻音节和音步的时长变化数据展开节奏分析 。

Ｃ 综合比较

结合相关的文献研究 ， 综合对比样本之间的异同 ， 讨论能区分出 内 圈 、 外圈和

扩展圈英语类别的超音段特点 。

ｏ 趄音段特点的描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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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7 7 ， Ｔ 2 等符号是调群的编号 ， 放在调群的起始边界处 。 以下 同



初 探 同 心 圏 英 语 类 型 之 闻 的 标 志 性 超 音 段 特 点
——基于对 6 个朗读样本的对比分析 1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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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超音段特点的综合对比与分析

表 Ｉ 对 6个 口音样本的超音段特点进了综合对比 ， 体现出如下特点 ：



表 1 6 种 口 音样本的超音段特点之综合对比


音类型内标口音内族口 音外圏 口音扩展圈 口音

超音段
＼
＾

ＢＥ样本ＧＡＥ料 ：ＢＡＥ样本Ｉ
Ｅ样本ＣＥ样本 ＪＥ样本

调群数量1 0个 7个 6个 9个 7个 9个

调群划分 边界合理
⑤

边界合理边界合理边界合理 1处边界有误 1处边界有误

调群停顿符合ＲＳＴ符合ＲＳ丁不符ＲＳＴ不符ＲＳＴ不符Ｒ ＳＴ不符ＲＳＴ

｜

■吾


ｍ
偶妗

立
书

符合 ｉ吾法符合语法符合 丨吾法符合语法符合语法 1 处不符语法
调核 曰 7 5

符合语义符合语义 1 处不符语义 1 处不符语义 1 处不符语义 1 处不符语义

徊刑乳膝符合法ＳＬ符合法义符合法义 2处￥符法义 3处不符法义 对
！
：不符法义

调型合理调型合理调型合理降调为主全是降调降调为主

音节数量
⑥ 1 1 9个1 2 1 个 1 〗 9个 1 2 0个 1 2 0 个 1 1 4个

音步数量 6 2个 6 0个 6 2个 6 4个 6 9个 6 6个
Ｔ

4
音节指数1 2 ． 1 7 1 1 ． 0 7 1 3 ． 4 2 1 1 ． 2 61 0 ． 0 6 1 0 ． 6 3

赫指数1
0 ． 2 4 8 ． 3 5 9 ． 5 5 8 ． 4 9

1 0 ． 0 6 6 ． 8
1

朗读时间 2 3 ． 6秒／ 1 0 0％ 2 3 ． ／^ 1 0 0％ 2 5 ． 1
秒／ 丨 0 0％ 2 4 ． 2秒 ／ 1 0 0％2 6 ． 5秒 ／ 1 0 0％ 2 9 ． 丨秒／ 丨 0 0 ％

发音时间 2 0激／8 5 ． 6％ 2 0 ．＾／8 7 ． 4％ 2 3 ． 2＾／ 9 2 ． 4％ 2
1

． 3＃； 8 8 ． 0％ 2 4 ． 3秒／
9 1 ． 7

°
／。 2 5 ． 8秒／ 8 8 ． 7

0

／。

流 无声停顿 3 ． 4秒／ 1 4 ． 4
0

／。 3 ． 0秒／
1 2 ． 6％ 1

． 9秒／ 7 ． 6
0

／。 2 ． 9秒／ 1 2 ． 0％ 2 ． 2 ／ 8 ． 3％ 3 ． 3秒／ 1 1 ． 3％

利


度
白 Ｂ

，

＃
、击甶

5 ． 0 4音节淋 5 ． 0 6音节嫩 4 ． 7 4音节嫩 4 ． 9 6音节嫩 4 ． 5 3音节 ／秒 3 ． 9 0音节淋
明谈述反

1 7 8单词 ／务 1 7 8单词 ／分 1 6 5单词 ／分1 7 3 单词 ／分 1 6 1单词 ／分 1 3 8单词／分

电立 、击奋
5 ． 8 9音节淋 5 ． 7 9音节嫩 5 ． 1 3 音节／秒 5 ． 6 3音节 4 ． 9 4音节嫩 4 ． 4 2音节嫩

Ｉ 曰述皮 2 0 8单词 ／分 2 0 5单词 ／分 1 7 8单词 ／分1 ％单词 ／分 1 7 5单词 ／分 1 5 5单词／分

1 ） 内圈和外圏样本的调群边界都和语法与语义单元边界吻合 ， 但是扩展圈样本

各有 1 例失误的情形 。 在ＣＥ样本中 ， 调群 5 旳边界落在介词
“

ｏ ｆ
’

及其宾语
＂

ｓ ａｆｅｔｙ

ｄ ｅｖ ｉ ｃｅ ｓ

＂

之间 ， 在 ＪＥ样本中 ， 调群 6 的边界落在连词
“

ｔ ｈａ ｔ

＂

及其引导的宾语从句

⑤ 有 1 处划分值得商榷 ， 但是边界符合语法和语义单元边界 。 从语义内容来看 ， 调群 7 已经属于已知 的

旧信息 ， 进行再次强调的必要性不大 ， 不宜单独划分出来 ， 而最好作为调尾归人调群 6 里。

⑥ 其中 ＢＥ样本漏读 了单词
“

ｔｈｅ

”

；
ＢＡＥ样本漏读了单词

“

ｔｏ
”

和
“

ｂｅ
”


；
Ｉ Ｅ样本漏读 2 个音节 （

［
ｓ／ 4 ＿

（
ｓ
）

3 ｋ9ｍｓｔ
ｂ

￡ｅｎｓ
（ ｉ
ｚ
）］
和


｜

＞ｋｊｍ （
3
）

ｌ
＿

ｅ
ｊ
ｂｎ

］
）

；ＪＥ样本 漏读 
了 题 目

＂

ｔ ｅｍ
ｐ
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ｒｅ ｌ ｉ
ｅｖｅｖａ ｌ

ｖｅ
＂

（
6 个 音节 ）

，

＂

ｂｅ
＂

和 2个音节 （
［

ｄｉｖ
。

ａ ｉｓ（ ｉｚ
）
］
和

［
3 ｋｉｍ（ 3

）

‘

ｌｅ ｉ

ｊ
ｂｎ

］
） ， 但是增 加 了 3 个音节 ：

［
（

7

ｓｅ
） 

7

ａｚｊ
］

、
［
ｉｎｄ ｉｋｅ ｔ

ｊ
［
ｉｄ）

］
和

［ （

？

ｓ ｅ）

ｂｏ

ｔ
ｄｓ

］ 。



初 探 同 心 園 英 语 类 型 之 间 的 标 志 性 超 音 段 特 点
——基于对 6 个朗读样本的对比分析

＂

ｂｏ ｔ
ｈｔｈｅ ． ． ． ｏｕ ｔｏｆｏｒｄｅｒ

＂

之间
，
这样就分别破坏了介宾短语和宾语从句的 语法与语义

结构 。 由此可见
，
调群边界和语法与语义单元边界不相吻合就成为区分出扩展圏英

语类型的标志性特点 。

2 ） 内标样本的调群停顿符合语法与语义结构层级 ， 但是其余样本的调群停顿不

能正确反映出语法与语义结构层级。 Ｂ Ｅ和 Ｇ ＡＥ样本的调群停顿分别处于 0
．

丨 7 ／ 0 ． 1 8 至

0 ． 9 6 ／ 1 ． 1 0秒之间 ， 层级清晰 ，
差异明显。 在 ＢＡＥ样本中 ， 题 目 和正文之间的停顿显

得太短 ，
只有 0 ． 2 0秒 ， 段落正文中调群停顿处于 0 ． 5 9 至 0 ． 6 7 秒之间 ，

几乎没有听感

差距
；
在 ＣＥ样本中 ，

调群停顿和语义修辞层级结构在数值差异上基本
一致

， 但是整

体来看 ， 调群停顿都处于 0 ． 2 6 至 0 ． 4 9 秒之间 ， 在听感上没有拉开差距 ； 而 丨Ｅ 和 Ｊ Ｅ样

本的调群停顿与语义修辞层级结构就完全不一致。 由此可见
，
调群停顿符合语法与

语义结构层级就成为区分出 内标英语类型的标志性特点 。

3 ） 内标样本的调核音节都符合语法和语义要求 ； 其余样本都有 1 处不符合语义

要求 ， 并且都是在语义单元 Ｕ 4 上的 同一失误 ，
即调核最好落在单词

“

ｗａ ｔ ｅ ｒ

＂

的重

读音节上 ， 因为短语
“

ｉｎｔｈｅｉｎｎｅ ｒ ｔａｎｋ
＂

属于重复的 旧信息 ，
也不需要再次强调 ， 因

此不是语义重点 ， 不宜作为调核 。 另外 ， 扩展圈的 Ｊ Ｅ 样本还有 1 处不符合语法要求 ，

即调群 6 的调核最好落在单词
“

ｉ ｎｄ ｉ ｃ ａ ｔｅ

＂

的重读音节上 ， 因为连词
“

ｔｈａ ｔ

＂

属于语法

词
，
不是语义重点 ，

不宜作为调核。 研究也发现 ， 国内大学生的 调核音节常犯不符

合语法要求的错误 （ 参见陈桦 ，

2 0 0 6
； 杨军 ，

2 0 0 8  ） 。 综合得出 ， 调核音节不符合语

法或语义要求就成为区分出非内 标英语类型的标志性特点 。

4 ） 内圈样本的调型升降都符合语法和语义要求 ， 而其余样本的调型升降则都倾

向性偏爱降调类型 ，
各都出现了 2 至 4 例降调不符合语法和语义要求的情况 ，

不能正

确表达话语的从属地位和未完待续等信息 。 综合得出 ， 调型升降不符合语法和语义

要求就成为区分出非内圏英语类型的标志性特点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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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6 个 口音样本在节奏空间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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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为了改善传统的音节定时 （ ｓｙｌ
ｌ ａｂｌｅｔ ｉｍ ｉ

ｎ
ｇ ）

－
－ 重音定时 （ ｓｔｒｅ ｓｓｔｉｍ ｉ

ｎｇ ） 的
一

维节奏分析模式 ，
Ｎｏｌａｎ和Ａｓｕ （ 2 0 0 9

：
 7 5 ） 提出了

“

节奏空间
”

（ ｒｈｙｔｈｍｓｐａｃｅ） 的概

念 ， 认为任何语言都兼具音节定时和节奏定时的特点 ， 不是传统的非此即彼的分析

模式。 节奏空间是基于归一化的相邻音节长度变化指数 （ ｎＳＰＶ Ｉ
，
ｎｏｒｍａ ｌ

ｉ ｚｅｄｓｙ
ｌ ｌａｂｌｅ

ｐ ａ
ｉｒｗｉｓ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 ｌｉ ｔｙ

ｉｎｄｅｘ） 和归一化的相邻音步长度变化指数 （ ｎＦＰＶＩ
，
ｎｏｒｍａｌ ｉｚｅｄ ｆｏｏｔ

ｐａｉｒｗｉ ｓｅｖａｒ ｉａｂ ｉ ｌ 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 的

一

个二维空间 。 图 2显示了
6 个样本在节奏空间上的分布

情况。 可以看出 ，
6 个样本体现出聚集在右侧的 中间方格内的态势。

一维方差 （ ｏｎｅ －

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 检验结果显示 6个样本在相邻音节 ［

ｆ＝ 2
．
4 8 3

；

ｄｆ＝ 5

；ｐ
＝

0
．
0 3 0 ］和相邻音步

［ ｆ
＾

3 ． 6 2 2
；
ｄ＾＝

5
；ｐ
＝ 0 ． 0 0 3

］ 的长度变化上都具有显著性的差异 。 Ｐｏｓ ｔＨｏｃ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检测

发现只有ＢＡＥ样本和ＣＥ样本之间在相邻音节变化上有显著性的差异 （ ｐ
＝

0 ． 0 1 7 ） ， 说

明 ＣＥ样本比 ＢＡＥ样本显著性地更倾向于音节定时的节奏 ；
Ｐｏｓｔ Ｈ ｏｃＴａｍｈ ａｎｅ检测发

现只有ＢＥ样本和 ＪＥ样本之间在相邻步长变化上有显著性的差异 （ ｐ
＝ 0 ． 0 0 7 ）

，
说明 ＪＥ

样本比 ＢＥ样本显著性地更倾向于重音定时的节奏 。 另夕卜 ， ｐａ ｉｒｅｄＴ 检验显示 ，

6 个样

本的相邻步长变化显著性地小于相邻音节变化 ［
ｔ
＝ 4 ． 2 9 5

；
ｄ ｆ
＝

5
；ｐ

＝ 0 ． 0 0 8
］

， 说明整体上

6个样本显著性地更倾向于重音定时的节奏 。 综合来看 ’ 节奏空间上的分布差异难以

成为区分不同英语类型的标志性特点 。

6 ） 在流利度数据上 ， 内标样本特点鲜明 ， 朗读时间和发音时间都最短 ， 同时无

声停顿整体最长 ， 这说明语流流畅 ’ 停顿充足 ’ 有条不紊 ； 内族 ＢＡＥ样本语速居中 ’

明显慢于内标样本 ， 无声停顿时间最短 ， 这说明停顿不足 ，
语流多显慌乱 ；

外圏 Ｉ Ｅ

样本的流利度很接近于内标样本
⑦

；
而扩展圈样本流利度明显不够 ， 圈内之间的差

距明显
， 其中 ＣＥ样本的无声停顿时间次短 ， 这说明停顿不足 ， 语流慌乱 ，

ＪＥ样本的

流利度居于最低位 ， 录音显得拖杳 ， 在调群 5 和调群 7 的开始的地方各出现了
一个有

声的停顿音步 ， 调群 9 中的第
一个音步就在犹豫中被延长了 ， 其后又紧跟了

一个长达

0
．

3 1 秒的无声停顿 。 综合来看 ，
只有内标样本旳数据相对稳定集中 ，

其在流利度上

的特点就是语流流畅而又有条不紊 ，
具体的量化区分尺度就是 ： 朗读速度超过 5 音

节 ／秒 ， 或者发音速度超过 5 ． 7 5 音节 ／秒 ’
同时无声停顿超过朗读时间的 1 2％。

从上面的对比分析来看 ’ 除了在调型升降方面之外 ’
内族ＢＡＥ样本在流利度和语

调的多个方面更接近于非内圈样本。 这可以从内族ＢＡＥ英语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以及现

处的社会语言环境找到合理解释。 从学界对ＢＡＥ英语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研究来看 ，

ＢＡＥ英语是一种后克里奥尔变体 （ ｐｏｓｔｃｒｅｏｌ ｅｖａｒｉｅｔｙ ） （ Ｍｅｌ ｃｈｅｒｓ＆Ｓ ｈａｗ
，

2 0 0 3
：  2 9

，
8 4

） 。 也

就是说 ，
ＢＡＥ英语源于由美国黑奴的西非母语和美国奴隶主的南部方言交杂而成的洋经

浜英语 ， 然后演化成为克里奥尔英语 ， 后来和美国英语进
一

步接触 ，
经历一＾去克里奥

尔过程 ， 驗成为美国英语社会内的种族方言 ， 如 Ｆａｓｏｌｄ （ 1 9 6 9 ： 7 6 3 ） 把美国黑人英语看

作是美国英ｉ吾社会方言的
一

另
一

方面 ， 为了彰显自身的种族身份特点 ，
ＢＡＥ英语

⑦ 对样本进行音段特点 的分析发现 ＩＥ样本的兀音空 间 （ ｖｏｗｅ ｌｓ
ｐ
ａ ｃｅ

） 最为 窄小 ， 这表明 ＩＥ样本朗读

者在朗读时舌 的动程较小 ， 所需时 间相对就要少
一些 。 听感也表明 ＩＥ样本朗读者的 口腔开度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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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保留和石化了很多英语中介语的特点 ， 与美国英语的标准变体之间保持了
一定Ｊ拒离 。

这些石化了的英语中介语特点就使得内族 ＢＡＥ样本更接近于非内圈的样本。

内族英语偏离内圈 ， 更靠近非内圈 ， 这表明了 Ｋａｃｈｍ分类模式的局限性 ， 只考

虑到世界英语传播的大趋势 ， 但容易忽视个别具体变体的形成与发展历史 ，
且往往以

国家为单位来界定 ， 因此可能忽视了国家内 多种变体并存的复杂状况 。 当然 ， 面对

纷繁复杂的世界英语现状 ， 很难有
一

个完美的分类模式 ， 可参考和需要考虑的因素

太多 （ Ｍｅｌｃｈｅｒｓ ＆Ｓｈａｗ
，

2 0 0 3 ） 。



表 2 区分不同英语类型的标志性超音段特点


内标口音内族口音 外圈 口音扩展圈 口 音

调群停顿 符合语法与语义结构层级

语
调核音节不符合语法或语义要求

调
调型升降不符合语法和语义要求

调群划分不符合语法与语义单元边界

无声停顿超过朗读时间的 1 2％

流
利朗读速度超过 5 音节
度

发音速度超过 5 ． 7 5音节形
、

ｏ标志性特点的讨论

从表 1 可以看出 ， 这 6个样本的超音段特点各 自独立鲜明 ，
又相互关联融合 。 表

2集中展现了能够区分出各个英语类型的标志性超音段特点 。

这些标志性特点集中在语调和流利度方面 ，
而没有出现在节奏方面 。 这和 目前

对语言节奏的理论认知和研究水平有很大关系 。 在过去的近 7 0 年中 ， 对语言节奏的

研究主要通过量化音段时长的变化 ， 把语言要么划分到音节定时和重音定时的两大

对立阵营去 ， 或者有所偏重地定位在这两极之间 ； 这其中的不足就是缺乏对节奏核

心概念的准确定位 ，
研究材料不够全面 ， 材料收集缺乏筛选 ， 忽视听者 ，

不问节奏

在言语交流中的作用等 （ Ｋｏｈ ｌｅ ｒ
，
 2 0 0 9 ａ

：
 5

－ 6 ） 。 语言节奏研究需要新的思路 ’Ｎｏ
ｌａｎ

和 Ａ ｓ ｕ （ 2 0 0 9 ） 的
“

节奏空间
”

应运而生 ，
否定了离散的类别观 ，

也不同意
一维的权

重观 ，
而认为语言分布在

一

个 由音节和音步的长度变化来调节的二维空间中 。 从本

文有限的数据中 ， 我们还没有在二维的节奏空间中看出具有区分性的特点来 。 也许

正如 1＾
1 1 1打 （ 2 0 0％

：
4 4 ） 所说 ，

“

节奏并非是固定的 ，
用来界定语言类别的 凸显模

式 ’
反而每门语言的节奏是都是可变的

”

。

在语调方面 ， 我们提出 4 点具有区别作用的标志性特点 。 第
一

， 调群停顿符合语



1 6 8语 言 应 用 研 究

法和语义结构层级是区分出 内标英语的标志 。 在言语交流中 ， 除了传递信息的 内容

之外 ， 我们还注重表达信息的层级结构 ’
而英语通过调群停顿的长短变化来传递信

息的层级结构 。 内标英语往往谙熟这种表达手段。 第二 ，
调核音节不符合语法要求

是区分出非内标英语的标志 。 英语的调核落在最后一个传递重要内容的单词或短语

的重读音节上 ， 因而调核音节极少出现在不需要强调的语法虚词或旧 内容上 ， 但非

内标英语常常对此掌握不到位 。 第三 ， 调型升降不符合语法和语义要求是区分出非

内圈英语的标志 。 英语是语调语言 ， 调型的升降具有传递语法结构和语义态度的功

能 ， 而非内圈英语经常忽视调型升降的功能 。 第四 ， 调群划分不符合语法与语义单

元边界是区分出扩展圏英语的标志 。 调群划分是进行信息传递的必要手段 ， 为了保

证交流的有效性 ， 划分的位置应当与语法语义单元边界相吻合 ， 但是扩展圈英语往

往会违反这一基本要求 。

值得指出的是 ， 这 4 个标志性特点揭示出
一

个英语语调特点的习得先后顺序 ， 即

调群划分 ＞
调型升降 ＞

调核音节 ＞
调群停顿。 这个习得顺序来 自于对本文数据的分

析 ， 也符合下面的理论推敲 。 言语交流 旨在沟通信息 ， 而信息至少包含内容和结构

两个方面
⑧

。 内容信息的交流是最基础和首要的 ； 结构信息的传递属于更高
一级的要

求 ， 是内容表达的粘合剂 。 另一方面 ， 调群划分和调型升降分别涉及 内容的宏观分

组和局部的结构层次 ，
而调核音节和调群停顿分别主控内容的微观调节和结构的整

体大局 ， 故而学习者会先注意到前两者 ， 然后才意识到后两者 。

在流利度方面 ， 我们发现内标英语的区别性特点是语流流畅而又有条不紊 ， 提

出
一

个内标英语的具体量化区分尺度 ，
即朗读速度超过 5 音节 ／秒 ， 或者发音速度超

过 5 ． 7 5 音节 ／秒 ， 同时无声停顿超过朗读时间的 1 2％ 。 这个区分尺度有两个方面值

得说明 。 首先 ， 量化的单位是音节 ／秒 ， 精度高
一些

？
。 样本数据表明单词中的音节

常常有被漏读的可能 （ 详情请参见脚注 6 ） 。 虽然单词 ／分是
一

个更易于操作 ， 更为

常见的单位 ， 但是单词 ／分的数据无法回避音节漏读的干扰 ，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音

节 ／秒的数据更能区分开内标英语类型 （ 详见表 1 ） 。 第二 ，
量化结合了无声停顿和

语速 ， 多了一层维度 。 停顿是流利度的重要因素 ，
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旳停顿模式

（ Ｒ ｉａｚａｎｔｓｅｖａ ，
2 0 0 1） 0 无论是朗读速度还是发音速度都只是对语速的单

一

度量 ， 本文

的区分尺度考虑到了调群间的无声停顿因素 ， 这样就把结构信息表达和言语产出速

度有机结合起来 ， 更加符合言语交流中的实际需求 ’
可以抵御单纯为了提高朗读语

速而不顾交流效果的做法 ， 也涵盖到了母语对外圈和扩展圈英语的影响和中介语英

语的发展阶段等因素
⑩

， 增强了区分尺度的效度 。

⑧ 另 夕卜的两个方面是情感和态度 。 由于 朗读段落是
一

段说明性文字 ， 在情感和态度表达上单
一

， 没有提

供足够的数据 ， 加上 目前学界对情感和态度表达 的研究有限 ， 我们缺乏可靠的研究发现来加以佐证 ，

所以本文不讨论情感与态度的表达 。

⑨ 虽然学界对单词音节的划分位置难于达成共识 ， 但是不同理论在确定单词的音节数量上还是几乎一致

的。 可见
， 音节 ／秒的内在精度是可以实现 的 。

⑩ 这种影 响在本研究的有备朗读任务 中 可能是有限 的 ， 在 自 然 口语任务 中就更明显 ， 如 Ｒ ｉ
ａｚａ ｎｔ ｓｅｖ ａ

（ 2 0 0 1 ） 对俄罗斯英语的看图说话分析就说明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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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 ，
上述标志性特点是基于对 6个样本数据的主客观综合分析而做出的保

守推断 ， 也参考了部分相关研究发现 ， 符合中介语和语言习得的基本理论 ，
可以初

步看作是在有充分准备的朗读任务中 ，
可以区分内标 、 内族 、 外圈和扩展圈英语类

型的标志性特点 。 但是需要明确说明的是 ， 鉴于研究样本在数量和代表性上的不足 ’

我们应当对这些发现留有谨慎态度 ， 它们仅仅为后续研究提供了
一个讨论基础 ，

亟

待进一步的探究。

Ｇ结语

同心圈理论对世界英语所做的三大类型划分主要是依据各自在国家社会中的使

用地位和领域 ， 对英语变体的形成发展历史和语音特点因素的考量不足 。 现有的英

语语音特点研究很少对内圈 、 外圈和扩展圈英语语音特点展开对比分析。 在这方面 ，

本文做出了初步的尝试 ， 对 6 个朗读录音样本的超音段特点展开主客观的描写 、 对比

和讨论 ’ 探索性地提出了语调方面的 4个区别性标志特点和流利度方面的 1 个量化区

分尺度 。 我们希望这些描述性的分析发现有助于我们对 6 种世界英语变体分类的认

知 ， 更好地了解和熟悉各个变体的超音段特点 ， 促进变体之间的 口头交流 ，
以求在

变体之间达成理解与包容 。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
世界英语有着各 自 的形成历史和使用现状 ， 加上英语口 音

特点涉及音段和超音段的多方面的 内容 ， 本文仅仅针对有准备旳段落朗读表现 ， 大

致讨论了超音段的主要方面 ， 加上样本数量十分有限 ’ 代表性也有待于进
一

步提高 ，

因而所得出的研究发现还只是处于探索的初期阶段 ， 对此尚需留有谨慎态度 。 我们

期待后续研究在语料类别 、 样本数量 、 样本代表性 、
语音超音段特点的细化等

一

个

或多个方面上做出补充或完善 ， 对本文的初步发现加以进一步地修正 、 补充或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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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探 同 心 圏 英 语 类 型 之 闻 的 标 志 性 超 音 段 特 点
——基于对 6个朗读样本的对比分析 1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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