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 音 知 觉 研 究 的 几 个 向 题
林 茂 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 究所 )

语言与听觉之间的关 系问题
,
历 来是声学中最活跃的研 究课题之一

。

语音知觉研 究 已发

展到深入揭露语音的微观 结构与其消息内容之间的关 系
,

进而研究语 音在人的听觉通过和大

脑 中的知 觉过程
。

语音知觉研 完的这种发展
,

主要由于认知科学和智能计算机研制的促进和

推动
,

下面 简单介 绍这方面的几个问题

一
、

语音的声学模式

近二三十年来
,

由于人们巧妙地交互使

用各种语音分析和合成技术
,

获得了许多用

于区分音位对立体的声学征兆
。

这些研究揭

示了与语音特征大体上相应的有规律的声学

模式
。

元音信息主要由频谱上前两三个振峰传

递
;
塞辅音在发音部位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与

其联接的第二和第三共振峰的过渡方向和过

渡程度的大小 ; 擦音则由其本身的强频区和

与其联接的共振峰过渡加以区分 ; 口音清浊

及送气与否
,

主要由嗓音起始时 间 (V O T )

识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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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提示 ; 鼻辅音本身具有反共振特性
,

它
‘

在与其联接的元音共振峰之间往往出现某种

不连续性
。

以上说的几点只是辅音和元音结合的音

节在单念时
,

其辅音及元音的一 些 声 学 表

现
。

图1给出一些语音语图的简单表示
。

事

实上
,

在以正常说话迅速说出
.

的 自然 语 音

中
,

稳定状态的元音是很少出现的
。

音节里

的元音及辅音声学模式
,

不仅往往要受其前

后音节的结构内容所制约
,

而且 还 要 受 重

音
,

语调
.

及谈话速度诸因素的影响
。

关于语音声学模式的知识
,

既是语音知

觉理论的组成部分
,

又是研究语音知觉过程

必不可少的依据
。

当然
,

语音知觉的研究成

果又会加深人们对语音声学模式的理解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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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 些语音语 图的简单表示

二
、

语音的范畴知觉

关于语音范畴知觉这个现象
,

是 由 P
.

L ie b e r m a n
等人 1 9 5 7年对英语 / b

,
d

, g / 三

个塞辅音作实验后发现 的
。

他们当时在模式

还音合成器上生成了1 4个由两个共振峰所表

征的辅音和元音结合的音节 ; 这些音节只是

FZ 从辅音到元音的过渡方向和过渡 程 度有

所不同
。

当人们从第 1 号刺激声顺序 听 到 第 14

号刺激声时
,

他们觉得是先听到/ b “/
,

然后

听到/ d e /
,

最后听到/ g e
/

,
其变化 是突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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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塞捕音/ b
,

d
,

g/ 的不同声学模式 (A )
,

和对它们的知觉测验结果 (B )

的
。

就是说
,

这种刺激声的声学 参 数 虽 然

在作均匀变化
,

但其刺激声给人 的印象都是

间断的
。

其间断的知觉只发生在某一两个刺

激之间
,

而其余的刺激声则是这个或那个音

节的清晰声音
。

对这种现象的实验检验要采用两种知觉

测验方法
。

一种是辩认测验
,

它要求受试者

说出每个单独出现的刺激声的音位名称
。

另

一种是区分测验
,

受试者在这种测验中一次

要听到A B X 三个刺激声
,

受试者的任 务 是

一定要说出第三个刺激声X 是跟第一个刺激

声A 相同
,

还是跟第二个刺激声B相同
,

而

A 和B 总是不同的
。

图2 (B )是L ie b e r m a n
等人得到的 英 语

/ b
,

d
, g / 的辩认测验和区分测验结果

。

图

2 (B) 的左上小图给出一个受试者的辩 认函

数
,

横坐标表示刺激声序号
,

纵坐标给出辩

认百分数 , 其余三个小图分别给 出 一 个 步

长
,

两个步长和三个步长的区分函数
,

横坐

标表示刺激声X 的序号
,

纵坐标给出正确的

区分百分数
,

图中
“。
一一

。”
表示 测 验 得 到

的
,

而
“。
一一一护表示根据予测函数计算得

到的
。

从图2 (B )看到
,

/ b /和 / d / 及 / d / 和

/ g / 的辨认函数在各自的交界处是很陡的
,

这

些交界处可以认为是/ b /和 / d / 及/ d /和/ g /

的音位分界线
;
在它们的区分函数上部有一

些高峰和低槽
,

高峰处的区分百分数在75 %

以上
,

它是由音位边界的那些刺激声引起
,

而低槽处的正确区分百分数只 比机遇稍好一

些
,

它是由音位丙部的那些刺激声引起
。

用

数学方法从辨认函数予测得到的 区 分 百 分

数
,

·

跟实际测验得到的基本一致
。

L ie be
r m a n

等人用的一个步长的频率差

为 12 0赫兹
,

它不仅大于 白噪声的频率差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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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大于语音音高的辨别差闭
。

这么大的颜
率变化

,

当发生在音位内部时
,

受试者区分

它毫无把握
,

但当它发生在音位边界处
,

受

试者才能较正确地区分
。

D
.

B
.

Pi s。或在 1 9 7 3年用三个共振 峰 对

/ b a ,
d a , g a ,

/ 作了辨认和区分测验
,

得到

了与L i e b e r m a n
等人的很相似的结果

。

/ b,,

/ d / 和 / g / 的这种作用被称为范畴知觉
。

D
.

B
.

F r 了等人于 1 9 e 2年利用如图3 ( A )

所示的两个共振峰结构的13 个元 音 作为 刺

激
,

研究了稳定单元音的知觉问题
。

他们的

研究结论是
,

稳定单元音的知觉不是范畴性

的
,

而是连续性的
。

这首先因为如图3( B )所

示的辨认函数那样
,

元 音/I / 和/ s/ 及/
。/ 和

/
。e / 的辨认函数在交界处比较平缓

,

彼此在

交界处有较多的重叠
。

而且对这种刺激声序

列作的区分测验也
、

表明
,

区分函数在语音交

界处没有明显的高峰
,

在语音内部没有明显

的低槽
。

这说明
,

稳定单元音在知觉上的表

现跟前面介绍 的塞辅音的情况很不一样
,

稳

定单元音在知觉上的这种表现被称为连续知

觉
。

D
.

B
.

P i s o n i在 1 9 7 3年用三个共振 峰 合

成的稳定单元音作的知觉测验
,

也得到了跟

F r y等人的相同结论
。

但是犷在 实 际 语 言

中
,

稳定单元音是 很 少 出 现 的
。

K
.

N
.

S t e v e n s
在 1 9 6 5年观察到

,

在 C V C音节中间

的元音
,

按范畴知觉的程度较高
。

A
.

s
.

A b r a m s o n 于 1 9 7 8年报道泰 语 遏

罗话声调 的知觉是非范畴性的
,

而 C h a n
等

人于1 9 7 5年报道汉语普遍话声调的知觉是范

畴性的
。

声调知觉到底是范畴性的还是连续

性的
,

看来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

前些年有人对语音范畴知觉 的研 究 方

法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
,

如合成 音 音 质 欠

佳
, A B X 的测验方法有缺陷等

。

近年 来 由

于在研究方法上有不少改进
,

因而对各类辅

音在这方面 的研究又取得了不少进 展
,

如

〔m )
,

〔n 〕和〔刀〕
,

〔t f〕和〔f〕
,

〔r〕和 〔i 〕等

都被认为属于范畴知觉
。

由于语音识别上的

‘曰八Ul气甘, .‘�,‘�次�燕场中他集

5 6 7 8 9 10 1 1 12 1 3

刺激声序数

图3 稳定单元音 I
, : 母

, ,

的不同共振峰结构 ( A ) 和

对它们的辨认结果 (B )

需要
,

语音范畴知觉的研究又受到了重视
。

三
、

语音的特征觉察器

对英语听音人来说
,

可根据 V O T 找 到

〔P〕和〔b〕及〔t〕和〔d 〕的音位边界
。

对同一群

听 音人
,

接着以〔p 〕(或〔b 〕)及〔t〕(或〔d〕对

他们的听觉加强刺激
,

然后再根据V O T 测定

其范畴边界音这时会发现
,

〔P〕和〔b 〕及 〔t入

和〔d 〕原先的音位边界向〔b〕(或〔p〕) 及〔d 〕

(或〔t〕)方向移动
,

如图4所示
。

这是P
.

D
.

E i m a s
和J

.

D
.

C o r b i t于1 9 7 3年采用所 谓 选

择性适应实验得到的结果
。

W
.

E
.

C o o p e r
在 1 9 7 4年对〔b〕

,

〔d〕和

〔刀〕作了选择性适应实验
,

也发现它们 之 间

的音位边界会发生移动
。

这是因为语音的每一对区别性特征在听

觉通道中都有专管它的神经
。

在强刺激情况

下
,

管这个刺激的那一位神经过于疲劳
,

因

而就不那么敏感了
,

使它跟其对立体之间的

音位界线发生移动
。

也就是说
,

在人类的知

觉系统中存在着把复杂的语音信号分解成其

特征的特征觉察器
。

声学技术 一2 5一



特征觉察器的发现被认为是语音区别性

特征在生物上的证明
。

音位学 已经有好几十

年的历史
,

但把它跟物理学生物学及心理学

联系起来
,

则是近十多年的事
。

如果人们能

够给每一人区别性特征不但找到社会上的证

明
,

而且还能找到它们在人体心 理 上 的 证

明
,

那将会对认知科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作

用
。

四
、

大脑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大脑左半球主管语言的看法
,

人们最早

是从失语症的病案中得来的
。

D
.

E
.

B r o a d b e n t于 1 9 5 4年发展了 所 谓

两岐倾听实验
,

佣于研究两耳听 觉 能 力间

题
。

他通过这个实验发现
,

对语音来说
,

右

耳要比左耳来得敏锐
。

这个实验证实为语音

是由大脑左大球管的看法
。

用脑电流 图 (E E G )可进一步证实 语言

与大脑左半球之间的关系
。

C
.

C ;
W

。。 d 等

人于1 9 7 1年在大脑两半球的顶叶和颖叶分别

埋下电极
,

然后用合成的相同F. 的 〔b a〕和

〔d a〕
,

及不同F
。

的〔b a 〕作刺激声(如图 5 所
示 )

,

对 10 位惯用右手的受试者进行实验
。

图

6给出这个实验得到的统计结果
。

图中 的予

反应期间表示受试者从听到刺激声到作出反

应所经历的时间
,

在这期间大脑对所听到的

信息作出不同的 反映
。

从图6可以看到
,

在

子反应期间内
,

大脑左半球的T 3
和 C 3

对不同

塞辅音序列和不同华频序列有较大的电位活

动差异
,

这是因为对讲英语的听音人来说
,

〔ba 〕和〔d a 〕有不同的语言学意义
,

不同基频

的〔b a 〕则没有不同的语言学意义
;
而对大脑

右半球的T
;

和 C 4
来说

,

在予反应期间内
,

这

两种不同的刺激声序列则不存在什么电位活

动上的差异
。

测量脑血流量可 以帮助人们弄清楚大脑

哪些部分对语言是最重要的
。

把大脑分成许

多小方块
,

用计算机把血液流过每个小方块

的流量计算出来并画成图
。

从血流图
,

看到

左大脑的 卜洛卡区 (B r
oc

a / 5
ar

e a) 和维尔尼

克区 (W
e r n ie k , 5 a r e a )对语言 来 说 是最重

要的
。

前一个区域在说话时起主要作用
,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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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 同塞辅音序列和不同基频序列对大脑左右两个半球作的不 同电活动反应

一个区域在听话和了解语义时起主要作用
。

我们在听取语句的过程中
,

有意无意地

用了语音
,

语法
,

语义以及语境等方面的知

识
。

在有限词汇(及无限词汇 )的连续语句识

别系统中
,

每一个环节都要用到大量的语音

学和语言学知识
。

就语音知觉而言
,

语句知

觉是第n 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 (1 9 8 7年8月初

在苏联塔林市召开 )最引人瞩目的课题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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