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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口语语料分析,探讨名词与代词的重音变异,发现重音标示信息度, 进而指出重音属于元话语, 在

动态语境中调控听者注意状态,实现语境的最佳关联。重音分布要遵守的原则按强制性大小依次排序为全局

新信息重读、全局中心旧信息重读、局部中心旧信息重读、个体新信息原则、局部节奏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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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音是指词、短语和句子中某些成分声调的

凸显,英语中重音表现为音高凸显,汉语中重音主

要表现为基频与音长的变化。研究中一般把可以

用规则 (句法规则或音系规则等 )预测其位置的

重音称为无标记调核重音 ( unm arked nucleus),而

无法用规则预测其位置的重音称为有标记调核

(m arked nucleus),此处叫做重音语篇变异。

基于王立非 SECCL语料库中 Voice Data 1之

1998- 21, 本文分析已有语篇重音变异原则的不

足,从信息度角度探讨说话人如何通过重音对受

话人认知推理进行约束及重音如何使受话人产生

关联, 以期能为语篇重音变异规律研究提供参考。

一  重音的观察视角

1、已有原则

关于名词与代词重音的结论有两个:代词不

被加重,而完整名词短语和专有名词被加重;主语

不被加重,而直接宾语被加重。这两个结论表明

语法功能与词法形式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例

如:

( 1) a. What did she do yesterday?

b. She read a nove.l

此句中, nove l是负载焦点, 又在句尾, 自然重

读。但在语篇中, 重音常常不在人们所预测的位

置,如下例的第二个小句中主语 she和宾语代词

him。

( 2) John h itMary and then she h it him.

一般认为,影响重读程度的因素有词序 ( line2

ar order)、词性 ( part of speech)、语义负载量 ( se2

mantic weight)和新旧信息四种因素。
[ 1]
并因此而

形成四个重音分布原则, 按强制性大小等级排序

为: ( i)新信息重读旧信息不重读; ( ii)实词重读

虚词不重读; ( iii)负载焦点重读; ( iv)重音居后原

则。这些原则一方面似乎能体现语法功能与词法

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如 ( i)、( ii)、( iv), 另一方面

又能解释重音变异,如 ( iii)。

但上述重音分布原则体系, 从理论上看,每个

原则与其它原则都有重复或重叠的地方,例如 ( i)

与 ( iii),一方面,如果新信息是负载焦点,那么两

个原则只需其一;另一方面, 若旧信息成为话语负

载焦点, 就有理论上的矛盾, ( i)与 ( iii)哪个更应

该遵守呢?

从实际运用来看, 这个原则体系不能解释所

观察语料的重音现象。首先, 语法功能和词法形

式之间存在非对称的交互。其次, 新信息并不一

定重读, 而旧信息也常重读。

2、新观察视角:信息度

一个深层的、也许更加值得注意的原因是, 上

述等级体系是从不同角度来观察重音变异分布。

( i)是从信息新旧的对比角度来定位重音; ( ii)是

从词性角度出发,观察重音的位置; ( iii)反映的是

重音在全局概念中的突出地位;而 ( iv)则又从语

序排列来讨论重音。四个原则体现的是四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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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内容上有重叠也就不足为怪。

因此, 有必要进行观察视角单一化的重音分

布规则的构建。

自然话语是一种信息传递的过程,具有 /一次

过 0特征,即信息纷至沓来, 又转瞬即逝。为了方

便信息破译,发话人必须把语用意识放在显著位

置,并通过重音等语言行为或多或少对自己使用

的言语进行修饰、限制、补充、美化等, 对言语单元

信息度进行加工,放大关键的信息,甚至突出隐蔽

的信息。

因此,重音有其特定的意义,并与言语单元的

信息度相连,从而帮助受话人对言语进行语用充

实,经济性地完成信息解码。

二  语料分析结果

我们从话语的信息性出发, 发现语篇重音主

要对听话人注意状态进行调控, 主要体现为语言

单元与单元之间的信息度比较, 并分别反映在语

篇局部和全局两个层次上, 共分三个方面。其中

局部调控表现为对个体信息度和结构节奏的标

示,全局调控的表现为全局概念中心的标示。

1、个体信息度标示

信息度大小是说话人对听话人认知判断的结

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个体信息度大小基本等同

于对听话人认知熟悉度的判断。越抽象、越不熟

悉的认知信息越要重读, 而话语双方中第一人称

单数则往往不用重读。后者即使第一次出现, 也

不用重读,而前者在话语中的情况是: /宾语 +重

读 0;
[ 2] 58- 59

即使不是第一次出现,熟悉度低的成

分 (通常是名词 )还是会重读。

个体信息度标示与个体信息的熟悉度表一

致,
[ 3] 122- 124

重读可能性等级序列见表 1。

  理论上讲, 下例中 boat的重读可能度为表 1

中第 5类,因为 sa iling必以工具 boat为前提, boa t

已是蕴涵信息,是熟悉度很高的信息,所以不再赋

予语篇重音。

( 3)He is sa iling in a boa.t

2、结构节奏信息标示

结构节奏通过节奏重音来标示。节奏重音指

语句中那些听感上有一定的重度、但并不特别突

出、只是为了形成语句在节律上的轻重循环,使语

音信号产生节奏感的重音, 这种重音对语句意义

的表达基本没有贡献。

结构节奏重音主要分布在两个位置, 并与自

然语流停顿有关。

在我们的数据中只有很少量处于韵律短语和

语调短语末字位置的音节获得了语义重音, 而这

些音节同时都获得了节奏重音。

与音节的总体分布相比, 节奏重音更倾向于

落在较大的韵律单元尾部,占总数的 71. 6%。不

过, 仍然有少数的节奏重音是与适当的停顿伴生

的 (在我们的数据中只出现了 38例,占总数的 1.

9% )。

3、全局概念信息标示

一般情况下,听话人总是倾向于把新的成分

即时地附加到先前的材料上, 使超出读者工作记

忆限度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但同时也可能导致无

关信息的激活、保持与提取, 从而影响对有关信息

的加工, 增加对全局概念理解的困难。这时,就需

要说话人通过旧信息重读阻止无关信息进入或保

持在工作记忆中,且使无关信息在总体上不损害

认知加工,达到调控听话人注意状态的目的。

我们的研究发现, 旧信息的重读调控着听者

的全局概念,标示全局话语中心的转移, 下面我们

分代词与名词说明。

一是代词重音。在这种情况下, 语调标记了

全局话语中心的移动, 表示一个内含语篇段落的

结束。这些情况下,重音表示对以往中心的指代,

而它并不在紧邻的前一语句中实现。

( 4) , One day, just after her two daugh terwen t

to schoo,l she saw an advertisement in the news2

paper, and she fe lt very happy. It read that a typist

was greatly needed.

二是名词重音。我们认为, 在这些情况下的

语调重音不仅表示相关的全局更新, 并且表示中

心从前边段落到新的相关主语的移动。因此,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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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显性形式上的重音与主语代词的重音相似,都

允许听者推断一个局部的注意转移。

三  重音元话语功能

说话人在一定语境里的每一个话轮里要说什

么,怎么说, 要达到什么语境效果等等问题,都是

他要策划的 (说话人的策划虽都有目的性,意识程

度却有异。朗读策划是说话人意识程度很高的策

划,对语音层面、形态层面和句法层面的顺应在很

高的意识下完成, 而且还会调用一定的语用策略

以便更 好更快地 实现自 己的信息 传送意

图 )。
[ 4] 76 - 79

策划 ( p lann ing)指 /心理因素对即将发

生的语言行为施加影响,或 -对即将发生的语言行

为所采取的对策 .。具体表现为一定的组词造句、

选择一定的语用策略等 -言内行为 .之前的准

备 0。
[ 4] 76- 79

我们认为, 策划过程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

真值语言成分的策划;另一个是非真值语言成分

的策划。前者显性表现为语言, 而后者显性或隐

性表现为元话语。一段话语的输出离不开声调凸

现、指示、照应、或主位 /主题前景化 ( foregroun2

ding)。一句话里有那么多的词或小思想, 到底要

突出哪个词或者哪个小思想, 即把哪个部分前景

化,哪个部分背景化 ( backgrounding),这些与说话

人的元语用意识有关。

如果说语言是一个由大量子系统或微观系统

所组成的宏观系统, 语用策略的功能应该体现在

语言分析的各个子系统与微观系统方面的话,那

么重音是说话人指导和调控受话人进行语境选择

时在语用层面上留下的 /语言痕迹 0 ( linguistic

traces)。

因此, 重音是说话人基于语境对言语进行策

划的结果,可以看作是元话语标记。

四  动态关联与重音变异

1、关联与认知负荷

关联理论认为, 话语的关联程度依赖于语境

效果和处理努力,语境效果与关联成正比,处理能

力与关联成反比。
[ 5 ]
作者把处理努力理解为认知

语言环境所消耗的脑力,关联性越强, 话语就越直

接,认知所耗的脑力越小,给受话者带来的认知负

荷就越小;关联性越弱,话语就越隐含,消耗的脑

力越大,受话人的认知负荷越大。交际中说话人

通过重音,对认知负荷增减的利用就表现为一种

交际策略的利用。一般来讲, 如果说话人有特殊

的交际目的,他在做出语言选择时,重音会在较大

程度上参与指导与调控, 最终使做出的语言选择

有明显的语用特征。

2、动态语境

认知语境是 /动态的概念 0。
[ 6] 189
理解话语的

过程是认知语境中的旧信息和交际过程中的新信

息相互作用的过程。

从上边的重音分布来看, 重音变异表现为发

话人利用重音连接话语同语境的功能, 说话人根

据不同语境的要求和自身交际体验的变化, 通过

重音提醒对方当时的交际状态, 更好地把主要信

息传递给对方。它反映了新旧信息的动态发展。

通过结构节奏标示提示信息单元间的关系, 通过

全局概念标示直接将话语同语境连接起来。这种

明示的音韵标记使语境信息规约传输, 有效引导、

标示、限定受话人认知搜索边界, 制约受话人对话

语关联语境的寻找的可能性, 从而减少不必要的

认知努力。因此,重音凸显信息度的大小, 体现的

是语言的 /经济原则 0与 /最佳关联原则 0,即说话

人总想在取得精确传递信息的效益时尽量减少自

己说话的付出。

3、重音与动态关联实现

重读是 /语境 化信 号 0 ( contextualization

cues),
[ 7]
人们可以在交际过程中有意识地利用它

们来增加或改变话语的意义。
[ 5] 16 - 22

适度的重读

变异可以加强原有假设、消除原有假设, 或者与原

来假设合并产生新的假设, 关联理论把关联看成

是话语语境效果与话语信息处理耗费之间的最佳

平衡。我们发现, 说话人心中的一些同主题有关

的重点细节,可能在整个话语中并不是特别抢眼,

也不一定处于听者概念结构的中心, 但它可能是

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点, 这就需要借助说话人的

强调,通过重音将其放大、展开、凸现出来。在 /直

线型 0的话语中, 信息纷至沓来, 又转瞬即逝, 因

此, 对关键的信息加以放大, 对隐蔽的信息加以突

出, 对看似寻常的细节巧妙的利用和点化, 能引导

观众的听觉关注,使他们由无意注意转向有意注

意, 从而使它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更有力地服务于

主题。现结合语料讨论三个问题:

问题 1:认知熟悉度的判断机制是什么?

个体信息熟悉度 (重读可能度 )判断体现的

就是话语的动态关联。具体表现为下面三个原

则。

最新 (激活 )原则:个体新信息, 特别是熟悉

度较差的新信息,第一次出现时重读。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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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理表征的建造材料是记忆单元 ( ce lls),记

忆单元由输入的信息自动激活, 信息一旦激活便

传递加工信号,为了保证语篇的连贯与系统性,新

信息, 特别是熟悉度较差的新信息, 第一次出现

时,总是重读,以增强有关记忆单元,抑制其他无

关记忆单元的激活。

重现 (衰减 )原则:个体信息, 特别是熟悉度

较强的信息,重现时不重读。个体信息重读会增

强记忆单元,抑制听话人其他记忆单元的激活,误

导听话人在话语表征中建立新的话语实体,这个

过程是不必要的而且易造成混乱, 导致听话人理

解时间变慢。

距离 (增强 )原则:个体信息, 特别是熟悉度

较差的信息,离第一次出现距离越远, 越有可能重

读。

这三个原则体现了记忆单元的信息度增强与

抑制两种认知加工机制的平衡。

问题 2:为何节奏重音是与停顿伴生?

这说明人对语句重音突显度的知觉, 在很大

程度上是通过将一个单元的重音突显与其邻近的

同级别单元的重音突显相对比而得到;而一个语

音单元与那些远离它的单元之间的重音对比,对

于判断这个单元在语句中的重音突显程度只有间

接作用。

问题 3:为何旧信息在标示全局概念时会重

读?

旧信息重音可能为了标示它们曾经被给出过

而被加重,或者标示它们是当前主题的新信息而

被加重。

三个问题总的来说,体现为说话人通过信息

度的对比,实现动态语境的最佳关联。

4、动态关联下重音的分布规律

上述讨论表明, 重音的选择要在元语用意识

的调控下进行。话语与受众产生最佳关联的语用

标记形式由元语用意识所致。重音与关联度有

关。通常情况下,话语中越容易引起混淆的信息,

越要用重音去明确。但是,重音标记过多, 会使话

语理解费劲而造成关联下降, 所以话语中要尽量

少用重音,并体现一定的强制性等级,以方便受话

人对直线型话语内容进行关联性的寻找。

语料表明,重音对受话人注意状态的调控, 表

现在语篇局部和全局两个层次上, 共分三个方面

进行:局部调控表现为对个体信息度和结构节奏

的标示,全局调控表现为对全局概念中心的标示。

重音语篇变异的原则可以等级排序如下:

全局新信息重读 >全局中心旧信息重读 >

局部中心旧信息重读 >个体新信息原则 >局部

节奏重读。

本研究表明语法功能和词法形式不能单独用

来作为重读程度的预测。传统意义上的语篇旧 /

新信息概念在预测重读程度时的价值也不大。

话语重音可视为元话语标记,在动态语境中

调控受话者注意状态,制约、引导着受话者的语境

假设与理解认知,实现语境的最佳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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