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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为了探讨元音内部的固有共振峰 信 息 对 元 音 感 知 的 影 响，文 章 采 用 范 畴 感 知 研 究 范 式 中 的 辨 认 和 区

分测试，考察普通话母语者对于普通话单元音之间（／ｉ／－／ａ／）、前响双元音和单元音之间（／ａｉ／－／ａ／）以及后响双

元音和单元音之间（／ｉａ／－／ａ／）的刺激连续统感知情况。结果表明：当不同元音之间（单元 音 与 单 元 音）内 部 的

共振峰曲线在走向上处于相对稳态时，其感知的范畴化程度较低；相反，当不同元音之间（复合元音与单元音）

内部的共振峰曲线在走向上存在着相对动态变化时，其感知的范畴化程度则会显著提高。结合文献中有关其

他音位范畴化感知的现有研究，文章还进一步总结了影响音位感知范畴化程度的多种内部和外部因素，并提

出了在行为学和脑电研究中衡量音位感知范畴化程度高低的客观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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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范畴化是认知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是指大脑通过感知器官对实物和现象的突出特征进行遴选

和归纳，并利用认知符号系统加以分门别类，将纷繁复杂的外部刺激转化为范畴化的信息。范畴化感知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ＣＰ）现象广泛地存在于人们感知外部世界的多种模态，视觉上的范畴化感知现

象已被众多学者所论述，比如基于视觉感知对不同颜色（Ｂｏｒ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６）或者对面部表情（Ｅｔｃｏｆｆ
＆ Ｍａｇｅｅ　１９９２）的分类。在听觉领域，人们同样倾向于将无限多样的语音信号归纳为有限的类别，将连

续的语音变化感知为离散的音位范畴（王士元和彭刚２００７）。有研究证明，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就能对一

些语音对立表现出范畴化知觉（Ｅｉｍａ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１；Ｗｅｒｋｅｒ　＆Ｔｅｅｓ　１９８４），并且这种言语范畴性知觉会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母语语言经验的丰富而逐渐完善和成熟（席洁等２００９；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从而帮

助人们准确理解语音信号所传达的信息，提升日常言语交际的效率。
言语感知的范畴性体现为人类对连续物理属性的非连续性感知，语音刺激连续统被感知为离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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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的语音范畴，即音位；听话者对范畴间（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语音差异比对范畴内（ｗｉｔｈｉｎ　ｃａｔｅ－
ｇｏｒｙ）语音差异的感知敏 感 得 多。对 语 音 范 畴 化 感 知 的 研 究 最 早 可 追 溯 到 二 十 世 纪 五 十 年 代，Ｌｉｂｅｒ－
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５７）通过修改英语浊塞音／ｂ／、／ｄ／、／ｇ／后接元音／ｅ／时在Ｆ２维度上共振峰过渡音征（ｆｏｒ－
ｍａｎ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吴宗济和林茂灿２０１４：１４０）的起始位置，等步长合成出从／ｂ／经／ｄ／并最终到／ｇ／的语

音连续统，并首次提出了包括辨认任务（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和区分任务（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的研究语

音范畴感知的行为学研究范式。另外，他们将语音范畴化感知的主要特点概括如下：１）在辨认实验中，
辨认曲线在不同语音范畴的边界位置附近有陡峭的上升或下降；２）在区分实验中，区分正确率曲线有一

个突起的峰值；３）辨认曲线的边界位置与区分曲线的峰值位置相对应，即“峰界对应”。如果满足了这三

个标准，则说明语音感知是范畴性的；反之，则属于连续型感知（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类型，也就意味

着两个语音间没有明确的感知边界。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５７）的研究为语音范畴化感知研究奠定了重要

的方法论及理论基础。其后，从辨认实验和区分实验两种心理语音学任务模式出发，探讨语音范畴表征

的心理机制，成为语音范畴化知觉实验研究的经典范式。
语音中的辅音感知 呈 现 出 了 非 常 典 型 的 范 畴 化 感 知 特 征（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５７；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６１；Ｍｉｌｌｅｒ　＆Ｅｉｍａｓ　１９７７）。然而，以共振峰（ｆｏｒｍａｎｔ）为主要声学线索的元音感知是否为范畴感知，
在学界一直还没有定论。Ｆｒ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６２）最早运用范畴感知实验范式，探讨了英语单元音／ｉ／、／ε／、／／
的听觉感知，通过改变英语元音的Ｆ１、Ｆ２这两条共振峰，等步长合成由元音／ｉ／经／ε／并最终到／／的包

括１３个语音刺激的连续统，相邻两个语音刺激间有等量的共振峰参数差异。感知结果显示，元音辨认

曲线的陡峭程度并不如浊塞音／ｂ／、／ｄ／、／ｇ／那么高，从一个元音范畴到另一个元音范畴的转变更像是

渐变而非突变；在区分实验中，被试对各个元音刺激音对的区分正确率普遍较高，而且没有表现出显著

的区分峰值，因而也就缺乏所谓的“峰界对应”。Ｆｒ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６２）将元音的这种感知类型定义为“连续感

知”，以同塞音的“范畴感知”相区别，并且认为元、辅音在感知模式上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元音和

辅音在发音时的连续 性 程 度 不 同，这 种 观 点 后 来 得 到 了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６７）所 提 出 的“肌 动 理 论”
（ｍｏｔ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的支持。

然而，有一些学 者 后 来 发 现 单 元 音 的 感 知 也 具 有 类 似 范 畴 性 感 知 的 特 点，如Ｓｔｕｄｄｅｒｔ－Ｋｅｎｎｅｄｙ
（１９７６）报道的一项研究表明，对“辅元辅”音节结构（ＣＶＣ）中的单元音和相应的孤立单元音（Ｖ）音节分

别作辨认和区分测试，发现ＣＶＣ音节结构中的单元音感知的范畴性特点相对而言更为明显。还有一

些学者直接比较孤立单元音感知和在外部语境影响下的单元音感知的不同，认为语境中单元音感知的

范畴化程度更高（Ｒｅｐｐ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９；Ｈｅａｌｙ　＆Ｒｅｐｐ　１９８２）。另外，Ｐｉｓｏｎｉ（１９７５）指出，元音感知在某些特

定的任务模式（如ＡＢＸ区分设计）或语境因素影响下会呈现出某些范畴化感知的特点，但这源于特定

区分任务或语境阻 碍 了 区 分 实 验 中 对 听 觉 声 学 信 息 的 检 索，使 得 范 畴 内 刺 激 对 的 区 分 正 确 率 下 降。

Ｃｏｗａｎ　＆ Ｍｏｒｓｅ（１９８６）认为对范畴内和范畴间语音刺激对的区分并非仅仅分别依赖听觉记忆（ａｕｄｉｔｏ－
ｒｙ　ｍｅｍｏｒｙ）或语音记忆（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ｍｅｍｏｒｙ）那么简单，并且重点探讨了区分实验设计中的元音次序效

应（ｖｏｗｅｌ　ｏｒｄ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的影响。除了从上述语境、区分任务设计等因素探讨元音范畴化感知问题以外，
还有一些学者从共时层面着手，探讨母语经验对元音感知范畴化程度的影响（Ｓｔｅｖｅｎ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６９；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总之，虽然在特定外在因素（如受语境影响或者在特定的区分任务）的影响之下，母语者对

单元音感知呈现出一定的类似于范畴化感知的模 式（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ｌｉｋ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但 是 参 照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５７）归纳的音位感知范畴化的基本特征，我们发现：这种感知结果的范畴性特征并不是完全充

足。后人（Ｈａｌｌé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进一步把这种新的感知类型定义为“类范畴型感知”（ｑｕａｓｉ－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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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ｐｔｉｏｎ）。
目前有关普通话元音的感知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研究成果也比较少。Ｃｈｅｕｎｇ（２００４）对汉语普通话

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两个舌尖单元音／／、／／进行了范畴化感知研究。实验结果显示Ｆ３是普通话的两个

舌尖单元音／／、／／听辨中最为重要的感知线索，对舌尖单元音的辨认和区分需要操控Ｆ３才能实现，Ｆ２
在两个舌尖元音的听辨中只起辅助作用。Ｃｈｅｕｎｇ（２００４）认为，母语者对于普通话舌尖单元音的感知也

是介于“范畴感知”和“连续感知”之间的第三种感知类型，即“类范畴型感知”。最近，相关学者（刘掌才

等２０１６）对普通话中的一级元音感知进行了探索，他们不再去论证普通话单元音的感知是否是“范 畴

化”感知的问题，而是分析辨认边界位置得出了各相邻单元音的听感分界，并在此基础上大致勾画出了

普通话基础元音的听感格局，通过与其声学格局的对比，发现了它们在空间分布上的一致性关系。

总之，以往元音感知的研究大都关注于受外部因素影响下（如语境因素、区分实验设计或者听者的

语言经验），对单元音感知在属性上是 “范畴型”“类范畴型”或是“连续型”的鉴别，而针对元音内部的固

有共振峰信息对于元音感知范畴化程度高低的影响，却鲜有学者关注。一般而言，单元音的共振峰的走

向随着时间改变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稳态特征（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而复合元音的

前几条共振峰的走向则会发生渐变或者突变，我们称之为动态属性（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元音内部的固

有共振峰属性对感知结果的影响，反映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感知模式，即对元音共振峰相对稳态ｖｓ．相对

动态的感知模式，探讨这类问题对于进一步了解人类的普遍认知和感知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然

而，目前有关元音感知的研究均着眼于共振峰处于稳态的单元音感知，且相关研究结果均表明稳态单元

音感知的范畴化程度偏低。虽然有研究者（Ｎｅａｒｅｙ　１９８９）已经提出过这样的假设：元音的稳态特征，如

单元音中的稳态共振峰是元音听辨的重要声学线索，另外一些元音固有的动态属性，比如复合元音中共

振峰的动态改变也可能会对元音感知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实证研究去探讨有关复

合元音的范畴化感知问题，并与单元音之间的感知范畴化程度高低进行对比。
范畴化感知考察的是不同音位之间的感知情况，不同单元音之间的共振峰曲线在其走向上相对而

言是一致的、稳态的；而复合元音与单元音之间在其共振峰曲线的走向上相对而言是不一致的、动态的。
本研究采用范畴感知研究的经典行为学范式，通过探讨普通话中单元音之间（／ｉ／－／ａ／）、前响双元音和

单元音之间（／ａｉ／－／ａ／）、后响双元音和单元音之间（／ｉａ／－／ａ／）的范畴化感知的表现，对比不同类别元音内

部共振峰信息的稳态与动态属性的差异在元音听感上的差异表现，从而探究元音内部共振峰曲线在走

向上的相对稳态（单元音之间）和相对动态变化（复合元音与单元音）对于元音感知的影响。我们提出这

样的实验假设：单元音之间的感知范畴化程度不足（文献已证明），而复合元音与单元音在共振峰走向上

的相对动态变化模式会使得其感知的范畴化程度得到提高。更进一步，我们综合其他音位感知的相关

研究成果，探讨音位本身所固有的内部频率信息会如何影响音位感知范畴化程度的高低。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被试

本研究所招募的被试是来自某研究院的１７名在读硕士研究生（９男８女），平均年龄为２３．３２岁（标
准差＝２．３７）。所有被试均为普通话母语者，且来自北方方言区，视听能力正常，非语言学、心理学专业

学生，无阅读、听力障碍与口咽部疾病，均没有接受过正规音乐训练。被试均为自愿参与，实验前签署

了知情同意书，在安静的语音实验室中完成实验任务，并得到一份礼品作为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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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实验刺激

当我们发复合元音时，口腔和舌头从一个元音滑到另一个元音的位置上去，两个（或三个）元音成分

的分量往往不相等，其中有一个往往特别显著，被称为韵腹。由于普通话的复合元音属于假性复合元音

（吴宗济和林茂灿２０１４），对于其二合元音而言，按他们在元音成分分量上的差别又可以分为前响二合

元音和后响二合元音。其中前响二合元音的韵腹在前、韵尾在后，如普通话中的／ａｉ／、／ｅｉ／、／ａｏ／、／ｏｕ／；
后响二合元音的韵头在前、韵腹在后，如普通话中的／ｉａ／、／ｉｅ／、／ｕａ／、／ｕｏ／、／ｙｅ／。从元音的共振峰模式

上看，后响二合元音的后一元音成分（韵腹部分）普遍存在着较长稳定段；然而，对于前响二合元音的共

振峰模式存在争议，王萍（２００８）通过大样本分析了５２位北京人的发音语料，归纳了普通话前响二合元

音的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韵腹部分先有较长的共振峰稳定段，后面紧接着斜率较大的韵尾过渡段；另

外一种是韵腹部分共振峰先会有缓慢变化的过程，后面再连接斜率较大的过渡段。在本实验中，我们将

选取前响二合元音中的前一种共振峰模式作为参照，以保持前响、后响二合元音在共振峰模式上的相对

统一。
我们将选取普通话元音系统中的单元音／ｉ／、／ａ／以及前响二合元音／ａｉ／、后响二合元音／ｉａ／作为语

音材料。由于／ｉ／、／ａ／均属于普通话顶点元音，且其组合的两个前响和后响二合元音在普通话音节或者

音节成分中的出现频率很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发音频次等自上而下的加工信息对于感知结果

的影响。在本实验中，这些单元音和复合元音均将独立作为普通话零声母音节的感知材料，且负载声调

统一为高平调（即普通话音节“衣、啊、哀、鸭”），以排除辅音声母、韵尾、声调等其他因素对元音感知结果

的影响。另外，石锋（１９８３）指出在自然发音时，汉语音节内部在时长上存在着补偿调节作用，以保证各

个音节的发音时长不至于相差太大。因此，本实验中的单元音音节和双元音音节在总时长上是保持一

致的（见下页图１）。此外，曹剑芬和杨顺安（１９８４）通过声学测量得出：普通话中所有二合元音韵腹与韵

尾、韵腹和韵头的时长比值的平均值约为６４；而吴燕萍（２００８）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当二合元音中的韵

腹由低元音／ａ／来充当时，韵腹部分／ａ／所占时长比例会显著变高，最高时可达７３。因此，本研究中将

二合元音中（／ａｉ／、／ｉａ／）的韵腹和韵尾、韵腹和韵头的时长比例统一定为一个适中值２１，如下页图１
所示（图中１１号刺激均为典型的单元音／ａ／）。

由于元音的前三条共振峰是其听辨的最重要物理线索（Ｌａｄｅｆｏｇｅｄ　＆Ｂｒｏａｄｂｅｎｔ　１９５７；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６７），因此我们修改了元音的Ｆ１、Ｆ２、Ｆ３的值，共合成了三套语音刺激连续统：／ｉ／－／ａ／单元音间的刺

激连续统、／ａｉ／－／ａ／前响双元音和单元音的刺激连续统、／ｉａ／－／ａ／后响双元音和单元音的刺激连续统（见

下页图１）。三套 刺 激 连 续 统 中 的 各 个 元 音 刺 激 都 是 借 助Ｐｒａａｔ软 件 下（Ｂｏｅｒｓｍａ　＆ Ｗｅｅｎｉｎｋ　２００９）

Ａｋｕｓｔｙｋ程序包里的 “Ｃｒｅａｔ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命令来实现（Ｐｌｉｃｈｔａ　２０１２），除操控变量Ｆ１、Ｆ２、Ｆ３外，其他

声学参数（Ｆ４、Ｆ５、基频值、音强等）均保持一致，以排除这些变量的影响，共 合 成 了 从／ｉ／到／ａ／、从／ａｉ／
到／ａ／、从／ｉａ／到／ａ／的三套连续统。所有语音刺激的音强均为７２ｄＢ，音长均统一为２７０ｍｓ。Ｆ１、Ｆ２、Ｆ３
维度分别以６３Ｈｚ、７３Ｈｚ、７０Ｈｚ为一个步长，每套刺激连续统下均合成了１１个语音刺激。其中，三套刺

激连续统中的１１号刺激均为典型的单元音／ａ／；／ｉ／－／ａ／连续统中的１号刺激是典型的单元音／ｉ／；／ａｉ／－／

ａ／连续统中的１号刺激是典型的前响双元音／ａｉ／；／ｉａ／－／ａ／连续统中的１号刺激是典型的后响双元音／

ｉａ／。这些典型的单元音和双元音刺激的语音频谱图如下页图２所示（图中红色虚线为共振峰曲线，各

图中从下至上的三条分别为Ｆ１、Ｆ２、Ｆ３），在听感上均比较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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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实验流程

实验通过Ｅ－ｐｒｉｍｅ软件实现，利用笔记本电脑呈现语音刺激和探测界面，实验采用范畴感知经典行

为学范式，包括辨认实验和区分实验，每位被试均需参与并完成这两部分测试。正式实验开始前有练习

环节，确保被试理解实验任务并熟悉按键。
辨认测试：每次呈现一个语音刺激后，就要求被试根据所听到的刺激音，尽量迅速地按键反应。按

照刺激连续统的不同分为三个辨认单元：如果判断为／ａ／，按键盘上的数字１键；如果判断为／ｉ／、／ａｉ／或

者／ｉａ／，则按数字２键。每个语音刺激重复１０次，以随机顺序呈现，每个被试共计需完成３３０个辨认任

务（１１个刺激×１０次重复×３个单元）。三个辨认单元以乱序形式在被试之间实现。在完成一定量的

辨认任务后，被试会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每个被试完成整个辨认测试共需要２５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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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测试：采取ＡＸ区分任务模式，由两个属于同一连续统的语音刺激组合成一个刺激对的形式呈

现。刺激对的内部时间间隔（ＩＳＩ）为５００ｍｓ，每个连续统下均包含了２９个区分刺激对，即１８个间隔为２
个步长的不同刺激对（９个顺序刺激对：１－３，２－４，……，８－１０，９－１１等和９个逆序刺激对：３－１，４－
２，……，１０－８，１１－９等）与１１个相同刺激对（１－１，２－２，……，１０－１０，１１－１１）。要求被试尽快判断

其所听到的一对刺激是相同还是不同：若相同，按“Ｖ”键；不同则按“Ｎ”键。按照刺激连续统的不同分

为三个区分单元，每个刺激对重复７次，以随机顺序呈现，每个被试共需完成６０９个区分任务（２９个刺

激对×７次重复×３个单元）。三个区分单元之间的顺序在被试之间实现乱序。在完成一定量的区分任

务后，被试会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每个被试完成整个区分测试共需大约４５分钟。

２．４ 数据处理

计算出共１７位被试的感知数据，包括辨认边界位置、辨认边界宽度以及区分正确率（包括范畴内和

范畴间区分正确率）。
辨认边界位置与边界宽度：边界位置是指两个辨认函数的曲线在辨认率达到５０％处（即两条曲线

的交点处）所对应的刺激序号值；边界宽度是指辨认率为２５％与７５％间的线性距离，这个数值由概率

分析中的均值与标准差决定（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边界宽度越窄，表明在边界附近从一个音位范畴到另

一个音位范畴变化的速率越快。本实验中边界位置与边界宽度均采用Ｐｒｏｂｉｔ分析拟合（Ｆｉｎｎｅｙ　１９７１）
得到。

区分正确率：采用了Ｘ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提出的计算公式。我们把所有的区分刺激对重新划分为九组，
每组中均包括四种类型的刺激对形式，即ＡＡ、ＢＢ、ＡＢ、ＢＡ，比如２－４组包含了２－２、４－４、２－４和４－
２这四种刺激对。相邻的组会包含重叠的ＡＡ或者ＢＢ刺激（比如４－４刺激对同时存在于２－４组和４
－６组中）。对于每组的区分正确率Ｐ值的计算方法为：

Ｐ＝Ｐ（‘Ｓ’／Ｓ）×Ｐ（Ｓ）＋Ｐ（‘Ｄ’／Ｄ）×Ｐ（Ｄ）

式中，Ｐ（‘Ｓ’／Ｓ）代表了被试在听到相同刺激对后，做出“相同”判断的百分比；Ｐ（‘Ｄ’／Ｄ）代表了被试在

听到不同刺激对后，做出“不同”判断的百分比。Ｐ（Ｓ）代表在每组 内 相 同 刺 激 对 占 所 有 刺 激 对 的 百 分

比，Ｐ（Ｄ）代表在每组内不同刺激对占所有刺激对的百分比。在本实验中，Ｐ（Ｓ）和Ｐ（Ｄ）均为５０％。

范畴内与范畴间区分正确率：基于每一个被试的具体辨认边界位置，我们又进一步把区分测试中九

组的区分正确率二分为范畴内和范畴间区分正确率（具体方法参看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比如对于某一个

被试而言，其辨认边界位置为５．８，那么跨过该边界位置的两组区分组（４－６组和５－７组）的区分正确

率平均值即为该被试的范畴间区分正确率，其余七组的区分正确率的平均值即为该被试的范畴内区分

正确率。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辨认、区分曲线

三套刺激连续统下（／ｉ／－／ａ／组、／ａｉ／－／ａ／组、／ｉａ／－／ａ／组）的平均辨认和区分曲线如下页图３所示，可

以直观地看到，对于单元音／ｉ／－／ａ／组的刺激连续统，辨认曲线在交点附近的变化相对较为平缓，区分曲

线虽然整体正确率较高，但是有较大的波动和起伏，并且没有在辨认边界附近呈现明显的凸起峰值；而

对于双元音与单元音／ａｉ／－／ａ／组以及／ｉａ／－／ａ／组的刺激连续统，辨认曲线在交点附近呈现相对陡峭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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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或下降，且区分曲线在边界位置附近有一个明显凸起的区分峰值。

图３三套连续统的辨认、区分曲线图

３．２ 边界位置与边界宽度

通过概率分析得到的所有被试的辨认边界位置和边界宽度的平均值以及标准差如表１所示：
表１三套连续统下的边界位置与边界宽度

刺激连续统
边界位置 边界宽度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ｉ／－／ａ／ ６．１４　 １．４６　 １．９１　 ０．９１
／ａｉ／－／ａ／ ７．２０　 １．０１　 １．３２　 ０．４５
／ｉａ／－／ａ／ ５．９８　 ０．９９　 １．３１　 ０．５４

　　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ｉ／－／ａ／、／ａｉ／－／ａ／、／ｉａ／－／ａ／三组刺激连续统的边界位置主效

应显著，Ｆ（２，３２）＝５．５２，ｐ＜０．０１，ηｐ
２＝０．２６。进一步的Ｔｕｋｅｙ多重比较发现，／ａｉ／－／ａ／组的边界位置

（７．２０）相对于／ｉａ／－／ａ／组的边界位置（５．９８）发生了明显后移（ｐ＜０．０１）。另外，／ｉ／－／ａ／、／ａｉ／－／ａ／、／ｉ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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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刺激连续统的边界宽度主效应显著，Ｆ（２，３２）＝５．９４，ｐ＜０．０１，ηｐ
２＝０．２７。这三组刺激连续统的边

界宽度箱线图如图４（图中盒子中的粗黑线代表中位数）所示。Ｔｕｋｅｙ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其中／ａｉ／－／ａ／
组的边界宽度（１．３２）和／ｉａ／－／ａ／组的边界宽度（１．３１）相对于单元音组／ｉ／－／ａ／（１．９１）都明显更窄（ｐｓ＜０．
０５），这说明在边界位置附近，双元音与单元音组的辨认曲线的变化速率更快，因此范畴化特点更强。

图４三套连续统下的边界宽度箱线图

３．３ 区分正确率

被 试 对 于 感 知／ｉ／－／ａ／、／ａｉ／－／

ａ／、／ｉａ／－／ａ／三组刺激连续统的范畴内

和范畴间区分正确率如图５所示。我

们进行了３（三套刺激连续统）×２（范
畴内与范畴间两 种 区 分 类 别）两 因 素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选用格林豪斯－盖
斯尔检 验 矫 正 结 果（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Ｇｅｉ－
ｓｓｅ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统 计 结 果 表 明，不

同的 刺 激 连 续 统 具 有 主 效 应，Ｆ（２，

３２）＝５９．１６，ｐ＜０．００１，ηｐ
２＝０．７９；区

分类别也具有主效应，Ｆ（１，１６）＝３６．
８９，ｐ＜０．００１，ηｐ

２＝０．６９；另 外，刺 激

连续统与区分类别具有显著的交互

图５三套连续统下的范畴内与范畴间区分正确率

效应，Ｆ（２，３２）＝１９．７５，ｐ＜０．００１，ηｐ
２＝０．５５。

鉴于交互效应的产生，我们又分别对／ｉ／－／ａ／、／ａｉ／－／ａ／、／ｉａ／－／ａ／三组刺激连续统下的范畴内与范畴

间的区分正确率进行了简单主效应（ｓｉｍｐｌｅ　ｍａ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分析。在单元音／ｉ／－／ａ／组的连续统中，范畴内

区分正确率（８１．６７％）和范畴间区分正确率（８３．５６％）没有显著差异，Ｆ（１，１６）＝０．５３，ｐ＝０．４８。然而，
在前响双元音与单元音／ａｉ／－／ａ／组的连续统中，其范畴间的区分正确率（７３．９４％）要明显高于范畴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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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正确率（５７．０１％），Ｆ（１，１６）＝７４．０９，ｐ＜０．００１；对于后响双元音与单元音／ｉａ／－／ａ／组的连续统，其范

畴间的区分正确率（７１．５５％）也要明显高于范畴内的区分正确率（６１．１４％），Ｆ（１，１６）＝３７．２１，ｐ＜０．００１。

４ 讨论

为了探讨元音内部共振峰信息的相对稳态和动态变化对于元音感知的影响，我们考察了普通话母

语者对于单元音之间（／ｉ／－／ａ／组）、前响双元音和单元音之间（／ａｉ／－／ａ／组）、后响双元音和单元音之间（／

ｉａ／－／ａ／组）的辨认和区分测试表现，这些前响、后响复合元音的内部共振峰的大小和走向在韵尾、韵头部

分都存在着动态的变化。依据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５７）提出的语音范畴化感知的基本特征，我们发现，普
通话单元音之间（／ｉ／－／ａ／组）感知的范畴化程度较低，具体体现为：／ｉ／－／ａ／组在辨认测试中的边界宽度

较宽，即边界位置附近辨认曲线的变化相对比较缓慢，并没有呈现陡升或陡降的特点；其次，／ｉ／－／ａ／组

的区分正确率曲线的波动和起伏较大，并且范畴内和范畴间的区分正确率无显著差异。相比较而言，普
通话双元音与单元音之间（／ａｉ／－／ａ／组、／ｉａ／－／ａ／组）感知的范畴化程度较高，具体体现为：／ａｉ／－／ａ／组和／

ｉａ／－／ａ／组的辨认边界宽度都更窄，即边界位置附近辨认曲线的变化呈现出了陡升或陡降的特点；其次，／

ａｉ／－／ａ／组和／ｉａ／－／ａ／组的区分正确率曲线都在边界位置附近存在一个明显凸起的峰值，且同等声学差异

下的范畴间的区分正确率要显著高于范畴内的区分正确率。因此，普通话双元音和单元音之间的感知

表现出了典型的范畴化感知的特征，双元音与单元音之间共振峰信息在曲线走向上的相对动态变化使

得感知的范畴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

４．１ 内部频率信息对于音位感知范畴化程度的影响

本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当不同元音之间（单元音与单元音）内部的共振峰走向处于相对稳态时，其感

知的范畴化程度较低；相反，当不同元音之间（双元音与单元音）内部的共振峰走向相对而言存在着显著

的动态变化时，其感知的范畴化程度会得到显著地提高，表现出了典型的范畴化感知特点。另外需要注

意的是，本研究中单元音组中的相邻刺激之间的共振峰平均大小差异，实际上是大于双元音与单元音组

相邻刺激的共振峰平均大小差异的（见图１）。因此，共振峰信息在走向上的相对动态变化而非共振峰

的大小差异，才是影响感知结果的关键决定性因素。元音之间内部共振峰在走向上的相对变化与否，会
对其感知的范畴化程度的高低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与此类似，基频信息Ｆ０才是决定声调的最重要的内部物理因素，相关文献中有关声调感知属于范

畴型感知类型的判断，均来自不同调形（基频走向）的声调刺激对。一系列研究证明了普通话母语者对

于阴平和阳平、阴平和去声、阳平和去声、上声和去声之间的声调感知呈现出行为学上的范畴化感知特

征（Ｗａｎｇ　１９７６；Ｘ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荣蓉２０１３；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学界在后来的研究中发

现了其他汉语方言声调（Ｆｒａｎｃｉ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高云峰２００４）、藏语声调（孔江平１９９５）感知的范畴化现象。
另外，借助于事件相关电位（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ＲＰ，如Ｘ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以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ＲＩ，ｆＭＲＩ，如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等技术，相关研究进一步

揭示了普通话阴平和阳平、阳平和去声之间声调范畴化感知的大脑生理基础和神经机制。Ｗａｎｇ（１９６７）
进一步指出，声调中的曲折特征（ｃｏｎｔｏｕ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属于一种动态属性。然而，在有关平调之间或者其他

调形相似的声调感知研究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平调之间的感知类型是连续型的（Ａｂｒａｍｓｏｎ　１９７９；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甚至于调型相似的声调对之间的感知在区分曲线上也没有呈现出典型的范畴性特

点（王韫佳和李美京２０１０；王韫佳和覃夕航２０１５）。虽然后来有些学者在其研究中发现了广州话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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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话中平调之间的感知（金健２０１０）或者相似调形声调的感知（阴平和上声，该实验中“上声”被设计为

“低平调”）（荣蓉和石锋２０１３）呈现出了范畴型或类范畴型的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把目标声调

置于负载句或是有意义的词语中，并不是经典范畴感知实验范式中的孤立音节感知，所以对目标声调的

感知结果必定受到了前后语境的影响，语境中的基频信息的参照作用可能使得目标声调的感知更加清

晰。因此，通过对比、总结可以发现，在没有语境因素参与的孤立音节单字调感知的条件下，导致声调感

知的范畴型与连续型不同结果产生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前者使用的声调对材料包括了声调之间调形的

相对改变，而后者使用的声调对的调形相似。因此，二种不同感知结果可能是由于使用的声调材料在

“基频模式”或者“基频走向”上的差异所引起的。
综上所述，音位之间的范畴化感知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当音位内部起决定性作用的频率信息在走

向上处于相对稳态时（如声调间调形的相对一致、单元音共振峰的相对稳态特征），其不同音位之间感知

的范畴化程度较低；相反，当音位内部起决定性作用的频率信息在走向上处于相对动态变化时（如塞音

的过渡音征变化、曲折调在基频走向上的相对改变、复合元音共振峰的动态变化），其不同音位之间感知

的范畴化程度则会较高。另外，除了频率外，音位的内部时长因素也会对其感知范畴化程度的高低产生

影响，比如Ｐｉｓｏｎｉ（１９７３）的一项研究对比了在／ｉ／－／Ｉ／刺激时长的长（３００ｍｓ）和短（５０ｍｓ）两种条件下元

音刺激连续统的听辨结果，发现在元音时长较短时，承载刺激对间声学差异的听觉信息（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的呈现时间会相应变短，使得区分范畴内刺激对差异所主要依赖的听觉记忆（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ｍｅｍｏ－
ｒｙ）变得模糊，进而造成范畴内刺激音对区分正确率的下降；而区分范畴间刺激音对所主要依赖的语音

记忆（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ｍｅｍｏｒｙ）相对稳定，因此范畴间刺激对的区分正确率不会因时长变短而发生显著变化，
从而范畴间刺激对的区分峰值相对而言会也更为显著，因此时长较短的元音感知的范畴化程度更高。
另外，Ｇｅｒｒｉｔｓ　＆Ｓｃｈｏｕｔｅｎ（２００４）认为在连续语流中，由于元音发音时长缩短，元音感知线索呈现时间随

之缩短，声谱编码更为复杂，使得元音的感知更具范畴性特征。当然，关于音位内部时长因素及其与频

率因素的交互作用对音位感知范畴化程度的影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进一步探讨和论证。

４．２ 衡量音位感知范畴化程度高低的客观量化指标

有学者（刘掌才等２０１６）非常明确地指出，无论是作为音段音位的元、辅音，还是作为超音段音位的

声调，一个音位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范畴，该音位的所有自由变体和条件变体即为范畴的成员。语音的听

觉格局和语音的声学特征的确应该存在一定的对应性，特定的音位在发音人的语言系统中能够区别意

义，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应该是范畴化感知的。如此说来，对语言中的声调、辅音，甚至是元音的感知在

本质上都应属于“范畴化感知”类型，只不过人们对不同音位感知的范畴化程度有高有低，各种内部、外

部因素均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音位感知的范畴化程度的高低。
在上文的一系列讨论中已经指出，音位内部的相关时、频信息，音位外部的语言环境、实验方法和听

者的语言经验（跨语言或者跨方言的差异，见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都会对音位的范畴化感知产生重要的影

响，甚至于失乐症者（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等特

殊人群对其母语中音位的范畴化感知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因此，音位的范畴化感知特征不仅

由其物理属性决定，同样受制于听辨人的生理和心理属性，是由不同的内部、外部因素有机地组合在一

起而形成的一个心理上的感知范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维的感知场”。我们认为，以往的传统研究中

将语音的感知类型截然划分为“范畴感知”“连续感知”或者“类范畴化感知”，并不能满足言语感知的实

际，在典型的连续型和典型的范畴型感知之间还存在着非常多的中间状态。感知结果本身就是一个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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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化程度由低到高的连续统，由于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５７）所提出的范畴化标准只是对感知类型二分的

定性分析，因此我们需要在该标准的指导下，发掘在各类不同因素影响下衡量范畴化程度高低的具体量

化指标。
音位感知范畴化程度高低的量化研究是近年来范畴感知研究中的新进展，音位感知的范畴化程度

越高，表明对不同类别音位的区分度越高。那么，哪些感知参数可以用来客观衡量音位感知范畴化程度

的高低呢？首先，辨认测试中的边界位置的作用主要在于划分不同音位类别在听感上的分界。如本文

中的／ａｉ／－／ａ／组的边界位置相对于／ｉａ／－／ａ／组明显靠后，是由于／ａｉ／－／ａ／组内部共振峰发生变化的位置在

时长后１／３的韵尾部分，而／ｉａ／－／ａ／组内部共振峰发生变化的位置是在前１／３的韵头部分。另外，有研

究指出，相对于非母 语 者，成 人 母 语 被 试 的 母 语 经 验 并 不 会 改 变 其 音 位 感 知 的 边 界 位 置（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Ｘ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并且儿童随着语言经验的增多，其音位感知的边界位置也不会发生变化（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因此，我们认为辨认边界位置并不能作为衡量音位感知范畴化程度高低的有效指标。而对

于音位感知范畴化程度的高低，可以使用辨认测试中辨认曲线的斜率（Ｘ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或辨认边界宽度

（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等参数来量化体现。边界宽度（辨认率为２５％与７５％间的线性距离）着重考察的是边

界位置附近的辨认变化速率，而辨认曲线的斜率则受到了整条辨认曲线的影响。由于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５７）所提出来的有关衡量范畴化感知的标准中，强调辨认曲线是在不同范畴的“边界附近”有陡峭的

上升或下降，因此，我们认为辨认边界宽度比辨认曲线的斜率更适合作为衡量感知范畴化程度高低的有

效客观指标。另外，在区分测试中，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５７）强调了在边界位置附近区分正确率的显著提

高，其实也就意味着“范畴间区分正确率”的重要性。在本实验中，虽然／ｉ／－／ａ／组的整体区分正确率相

比于其他两组均偏高，这主要是因为／ｉ／－／ａ／组中区分刺激对之间在物理（共振峰）参数上差异较大；但

是由于／ｉ／－／ａ／组的区分曲线并没有在边界附近出现一个明显凸起的区分峰值，且范畴间区分正确率并

没有高于范畴内区分正确率，因此其感知的范畴化程度仍然较低；而／ａｉ／－／ａ／组和／ｉａ／－／ａ／组的范畴间区

分正确率要远高于其范畴内区分正确率，其感知的范畴化程度较高。因此，在范畴感知行为测试中，辨

认边界宽度越窄、范畴间区分正确率相比于范畴内区分正确率越高，也意味着音位感知的范畴化程度越

高；反之，则音位感知的范畴化程度越低。
另外，由于范畴感知的行为测试受限于被试的注意力、认知水平、记忆力等因素，很多年龄偏小的婴

幼儿被试或者患有各类特殊认知障碍的人士并不能有效完成辨认、区分等行为测试。随着认知神经科

学的发展，借助于脑电技术，可以在被试不需要主动注意力的前提下，采集其对不同音位刺激感知的脑

电信号，实现对婴幼儿或者特殊障碍人士分析其范畴化感知能力的可能性。脑电中的ＥＲＰ是一种特殊

的脑诱发电位，是大脑对特定的刺激或事件做出反应的神经电生理体现。Ｘ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证明在不需要

主动注意力的条件下，范畴间音位偏差比范畴内音位偏差能够引发更明显的脑电波成分，这说明属于不

同范畴的音位刺激在大脑皮层已经有了生理表征上的显著差异。且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事件相关电位

中的失匹配性反应波（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ＭＭＲ）从正向波（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ＭＭＲ）
向负向波（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ｉｔｙ，ＭＭＮ）的转换，一方面反映出声音刺激在物理属性上的差异由小到大

的变化，另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听者对刺激差异在感知区分能力上由弱到强的变化（Ｌ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一

般而言，对于不同音位感知的范畴化程度越高，这种失匹配性反应波会倾向于负向波（ＭＭＮ），并且这

种失匹配性负波的幅值会更负，潜伏期会提前；而对于音位感知范畴化程度偏低的听者而言，这种失匹

配性反应波会倾向于正向波（Ｐ－ＭＭＲ）。因此，听者对于隶属不同范畴的音位刺激的偏差感知可能在失

匹配性反应波的极向、幅值甚至潜伏期上存在差异，这些脑电成分也可以作为衡量音位感知范畴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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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的神经生理指标。

５ 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元音内在的固有共振峰信息对于元音感知范畴化程度的影响，当不同元音之间（单元

音与单元音）内部的共振峰信息在走向上处于相对稳态时，其感知的范畴化程度较低；相反，当不同元音

之间（双元音与单元音）内部的共振峰信息在走向上存在动态变化时，其感知的范畴化程度会得到显著

地提高。结合以往研究中关于声调范畴化感知的相关结论，我们认为音位之间内部的频率信息（基频或

者共振峰）在走向上的相对稳态或动态变化会对感知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音位感知是受到多种

内部、外部因素影响下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感知范畴，我们主张抛弃以往研究中对感知结果“范畴型”或
“连续型”的粗略划分，而应该重点比较受到某种或某些变量影响下的音位感知范畴化程度高低的量化

差异。我们还指出，在经典范畴化感知行为测试中所得到的辨认边界宽度、范畴间与范畴内区分正确率

可以作为描写范畴化程度高低的客观行为学指标，而事件相关电位中失匹配性反应波在极向、幅值甚至

潜伏期上的差异也可以作为衡量音位感知范畴化程度高低的神经生理指标。未来有关音位范畴化感知

的研究应该走向定量化、科学化，而本文所总结和提出的有关音位感知范畴化程度的各类影响因素及其

衡量指标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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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ｕ，Ｚｈａｎｇｃａｉ（刘掌才），Ｐｅｎｇ　Ｑｉｎ（秦鹏），＆Ｆｅｎｇ　Ｓｈｉ（石锋）．２０１６．Ｈａｎｙｕ　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ｊｉｃｈｕ　ｙｕａｎｙｉｎ　ｄｅ　ｔｉｎｇｇａｎ　ｇｅｊｕ

ｃｈｕｔａｎ汉语普通话基础元音的听感格局初探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ｖｏｗｅｌｓ］．Ｎａｎｋａｉ　Ｙｕｙａｎ　Ｘｕｅｋａｎ南

开语言学刊 ［Ｎａｎｋａｉ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２７：１－１３．

Ｍｉｌｌｅｒ，Ｊｏａｎｎｅ　Ｌ．，＆Ｐｅｔｅｒ　Ｄ．Ｅｉｍａｓ．１９７７．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ｎｅｒ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ｉａｌ－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ａｎｄ　ｎａｓａｌ－ｓｔｏｐ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６１．３：８３５－８４５．

Ｎｅａｒｅｙ，Ｔｅｒｒａｎｃｅ　Ｍ．１９８９．Ｓｔａｔ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ｖｏｗｅ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８５．５：２０８８－２１１３．

Ｐｅｎｇ，Ｇａｎｇ，Ｈｏｎｇ－Ｙ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Ｔａｏ　Ｇｏｎｇ，Ｒｕｏ－Ｘｉａｏ　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Ｐｉｎｇ　Ｋｏｎ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ｈｉ－Ｙｕａｎ　Ｗａｎｇ．２０１０．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ｔｃｈ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３８．４：６１６－６２４．

Ｐｉｓｏｎｉ，Ｄａｖｉｄ　Ｂ．１９７３．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ｏ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ｖｏｗｅｌ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１３．２：２５３－２６０．

２２４

语言科学　２０１９年７月



Ｐｉｓｏｎｉ，Ｄａｖｉｄ　Ｂ．１９７５．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ｖｏｗｅ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Ｍｅｍｏｒｙ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３．１：７－１８．

Ｐｌｉｃｈｔａ，Ｂａｒｔｌｏｍｉｅｊ．２０１２．Ａｋｕｓｔｙｋ：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ｐｌｕｇ－ｉｎ　ｆｏｒ　Ｐｒａａｔ．ＵＲＬ　ｈｔｔｐｓ：／／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ｇｅ．ｎｅｔ／ｐｒｏ－

ｊｅｃｔｓ／ａｋｕｓｔｙｋ／．（Ｌａｓｔ　ｖｉｅｗ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３，２０１２）．

Ｒｅｐｐ，Ｂｒｕｎｏ　Ｈ．，Ａｌｉｃｅ　Ｆ．Ｈｅａｌｙ，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Ｃｒｏｗｄｅｒ．１９７９．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ｖｏｗｅｌ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Ｈｕｍａ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５．１：１２９－１４５．

Ｒｏｎｇ，Ｒｏｎｇ（荣蓉）．２０１３．Ｈａｎｙｕ　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ｓｈｅｎｇｄｉａｏ　ｄｅ　ｔｉｎｇｇａｎ　ｇｅｊｕ 汉语普通 话 声 调 的 听 感 格 局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Ｔｏｎｅｓ］．Ｎａｎｋａｉ　Ｄａｘｕｅ　Ｂｏｓｈｉ　Ｘｕｅｗｅｉ　Ｌｕｎｗｅｎ南 开 大 学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ｏｎｇ，Ｒｏｎｇ（荣 蓉），＆Ｆｅｎｇ　Ｓｈｉ（石 锋）．２０１３．Ｙｉｎｇａｏ　ｈｅ　ｓｈｉｃｈａｎｇ　ｄｕｉ　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ｙｉｎｐｉｎｇ　ｈｅ　ｓ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ｄｅ　ｔｉｎｇｇａｎ

ｙｉｎｇｘｉａｎｇ音高和时长对普通话阴平和上声的听感影响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Ｔｏｎｅ　１ａｎｄ

Ｔｏｎｅ　３：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ｉｔｃｈ　ａｎｄ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Ｙｕｙａｎ　Ｋｅｘｕｅ语言科学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１：１７－２６．

Ｓｈｉ，Ｆｅｎｇ（石锋）．１９８３．Ｓｕｚｈｏｕｈｕａ　ｚｈｕｏｓｅｙｉｎ　ｄｅ　ｓｈｅｎｇｘｕｅ　ｔｅｚｈｅｎｇ苏州话浊塞音的声学特征 ［Ｔｈ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ｚｈｏｕ　ｖｏｉｃｅｄ　ｓｔｏｐｓ］．Ｙｕｙａｎ　Ｙａｎｊｉｕ语言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８３．１：４９－８３．

Ｓｔｅｖｅｎｓ，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Ａｌｖｉｎ　Ｍ．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ｎ，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ｔｕｄｄｅｒｔ－Ｋｅｎｎｅｄｙ，＆Ｓ．Ｅ．Ｇ．ｈｍａｎ．１９６９．Ｃｒｏｓ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ｖｏｗｅ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ｃｈ　１２．１：１－２３．

Ｓｔｕｄｄｅｒｔ－Ｋｅｎｎｅｄ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１９７６．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ｅｄ．ｂｙ　Ｎ．

Ｊ．Ｌａｓｓ，２４３－２９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Ｗａｎｇ，Ｐｉｎｇ（王萍）．２００８．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ｕａ　ｅｒｈｅ　ｙｕａｎｙｉｎ／ａｉ／、／ａｕ／、／ｉａ／、／ｕａ／ｙｕｎｆｕ／ａ／ｄｅ　ｔｉｎｇｇａｎ　ｓｈｉｙａｎ　ｙａｎｊｉｕ北京话二合

元 音／ａｉ／、／ａｕ／、／ｉａ／、／ｕａ／韵腹／ａ／的听感实验研究 ［Ａ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ｉ／ａ／ｏｆ／ａｉ／，／ａｕ／，／ｉａ／，／

ｕａ／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Ｙｕｙａｎ　Ｗｅｎｚｉ　Ｙｉｎｇｙｏｎｇ 语言文字应用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８．３：９８－１０７．

Ｗａｎ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ｈｉ－Ｙｕａｎ．１９６７．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ｏ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３．２：９３－１０５．

Ｗａｎ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ｈｉ－Ｙｕａｎ．１９７６．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Ｎ．Ｙ．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８０．１：６１－７２．

Ｗａｎ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ｈｉ－Ｙｕａｎ．（王士 元），＆ Ｇａｎｇ　Ｐｅｎｇ（彭 刚）．２００７．Ｙｕｙａｎ，Ｙｕｙｉｎ　ｙｕ　Ｊｉｓｈｕ 语 言，语 音 与 技 术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ｇ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ｇ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ｓｈｉ　Ｄａｘｕｅ　Ｃｈｕｂａｎｓｈｅ香港：香港城市大

学出版社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ｒｅｓｓ］．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ｕｅ，Ｓｕｉｐｉｎｇ　Ｗａｎｇ，Ｙｕｅｂｏ　Ｆａｎ，Ｄａｎ　Ｈｕ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Ｓｐｅｅｃｈ－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ｉｎ　ａｕｔｉｓｍ：Ａｎ　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ｔｏｎ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７．４３２５４．

Ｗａｎｇ，Ｙｕｎｊｉａ（王 韫 佳），＆ Ｍ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李 美 京）．２０１０．Ｄｉａｏｘｉｎｇ　ｈｅ　ｄｉａｏｊｉｅ　ｄｕｉ　ｙａｎｇｐｉｎｇ　ｈｅ　ｓ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ｚｈｉｊｕｅ　ｄｅ

ｚｕｏｙｏｎｇ调型和调阶对阳平和上声知觉的作用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ｏｎ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ｉ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ｏｎｅ　２ａｎｄ

ｔｏｎｅ　３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Ｘｉｎｌｉ　Ｘｕｅｂａｏ心理学报 ［Ａｃｔａ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４２：８９９－９０８．

Ｗａｎｇ，Ｙｕｎｊｉａ（王 韫 佳），＆ Ｘｉｈａｎｇ　Ｑｉｎ（覃 夕 航）．２０１５．Ｐｕｔｏｎｇｈｕａ　ｄａｎｚｉｄｉａｏ　ｙａｎｇｐｉｎｇ　ｈｅ　ｓ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ｄｅ　ｂｉａｎｒｅｎ　ｊｉ

ｑｕｆｅｎ—ｊｉａｎｌｕｎ　ｓｈｉｙａｎ　ｓｈｅｊｉ　ｄｕｉ　ｓｈｅｎｇｄｉａｏ　ｆａｎｃｈｏｕ　ｇａｎｚｈｉ　ｊｉｅｇｕｏ　ｄｅ　ｙｉｎｇｘｉａｎｇ普通话单字调 阳 平 和 上 声 的 辨 认 及 区

分—兼论实验设计对声调范畴感知结果的影响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ｎｅ　２ａｎｄ　Ｔｏｎｅ　３ｉｎ　Ｍａｎ－
ｄａｒｉｎ：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ｎｅｓ］．Ｙｕｙａｎ　Ｋｅｘｕｅ语言科学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４．４：３３７－３５２．

Ｗｅｒｋｅｒ，Ｊａｎｅｔ　Ｆ．，＆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Ｔｅｅｓ．１９８４．Ｃｒｏｓ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ｏｆ　ｌｉｆｅ．Ｉｎｆａ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７．１：４９－６３．

Ｗｕ，Ｙａｎｐｉｎｇ（吴燕萍）．２００８．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ｕａ　Ｄａｎｚｉｙｉｎ　Ｙｕｎｍｕ　Ｓｈｉｃｈａｎｇ　Ｙａｎｊｉｕ 北 京 话 单 字 音 韵 母 时 长 研 究 ［Ｔｈ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ｌ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Ｎａｎｋａｉ　Ｄａｘｕｅ　Ｓｈｕｏｓｈｉ　Ｘｕｅｗｅｉ　Ｌｕｎｗｅｎ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ｓｉｓ，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２４

陈　飞等　内部因素与元音范畴化感知



Ｗｕ，Ｚｏｎｇｊｉ（吴宗济），＆ Ｍａｏｃａｎ　Ｌｉｎ（林茂灿）．（ｅｄｓ．）２０１４．Ｓｈｉｙａｎ　Ｙｕｙｉｎｘｕｅ　Ｇａｉｙａｏ（Ｚｅｎｇｄｉｎｇ　ｂｅｎ）实验语音学概

要（增订本）［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Ｄａｘｕｅ　Ｃｈｕｂａｎｓｈｅ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Ｘｉ，Ｊｉｅ（席洁），Ｗｅｉ　Ｊｉａｎｇ（姜薇），Ｌｉｎｊｕｎ　Ｚｈａｎｇ（张林军），＆ Ｈｕａ　Ｓｈｕ（舒华）．２００９．Ｈａｎｙｕ　ｙｕｙｉｎ　ｆａｎｃｈｏｕｘｉｎｇ　ｚｈｉｊｕｅ

ｊｉｑｉ　ｆａｚｈａｎ汉语语音范畴性知觉及其发展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Ｔ　ａｎｄ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ｔｏｎ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Ｘｉｎｌｉ　Ｘｕｅｂａｏ 心理学报 ［Ａｃｔａ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４１．７：５７２－５７９．

Ｘｉ，Ｊｉｅ，Ｌｉｎｊｕｎ　Ｚｈａｎｇ，Ｈｕａ　Ｓｈｕ，Ｙ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　Ｌｉ．２０１０．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ｔｏｎ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
ｖｅａｌｅｄ　ｂｙ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ｉｔｙ．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７０．１：２２３－２３１．

Ｘｕ，Ｙｉｓｈｅｎｇ，Ｊａｃｋｓｏｎ　Ｔ．Ｇａｎｄｏｕｒ，＆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Ｌ．Ｆｒａｎｃｉｓ．２００６．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
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ｔ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２０．２：１０６３－１０７４．

Ｚｈａｎｇ，Ｈａｏ，Ｆｅｉ　Ｃｈｅｎ，Ｎａｎ　Ｙａｎ，Ｌａｎ　Ｗａｎｇ，Ｆｅｎｇ　Ｓｈｉ，＆ Ｍａｎｗａ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Ｎｇ．２０１６．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ｘｐｅ－
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ｗｅｌ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ｎ．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ｅｃｈ　２０１６，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８

－１２．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Ｈｙａｔｔ　Ｒｅｇｅｎｃｙ．

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ｊｕｎ，Ｊｉｅ　Ｘｉ，Ｈａｎ　Ｗｕ，Ｈｕａ　Ｓｈｕ，＆Ｐｉｎｇ　Ｌｉ．２０１２．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ｔｏｎｅｓ　ｉ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ｏｒｅｐｏｒｔ　２３．１：３５－３９．
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ｊｕｎ，Ｊｉｅ　Ｘｉ，Ｇｕｏｑｉｎｇ　Ｘｕ，Ｈｕａ　Ｓｈｕ，Ｘｉａｏｙｉ　Ｗａｎｇ，＆Ｐｉｎｇ　Ｌｉ．２０１１．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ｈｏ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　ｓｐｅｅｃｈ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６．６：ｅ２０９６３－ｅ２０９６３．
Ｚｈｅｎｇ，Ｈｏｎｇ－Ｙｉｎｇ，Ｊａｍｅｓ　Ｗ．Ｍｉｎｅｔｔ，Ｇ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ｈｉ－Ｙｕａｎ　Ｗａｎｇ．２０１２．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ｏ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ｔｏｎｅｓ：Ａｎ　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ｓｔｕｄ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７．２：

１８４－２０９．

作者简介

陈飞，男，１９９０年生，湖南常德人。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博士在读，主要研究领域为实验语音学、儿童语音

习得。

张昊，男，１９９０年生，山东济宁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在读，主要研究领域为实验语言学。

王士元，男，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与大脑、语言演化研究等。

彭刚，男，１９７１年１０月生。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副教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

究领域为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Ｃｕｅｓ　ａｎｄ　Ｖｏｗｅ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　Ｆｅｉ　１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ｏ２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ｙｕａｎ１　Ｐｅｎｇ　Ｇａｎｇ１，３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ｏｗｌｏ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２４０
３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１８０５５

４２４

语言科学　２０１９年７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ａｉｍ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ｖｏｗｅｌ　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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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Ｐ　ｉｎ　ｂｏ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ｏｎｏｐｈｔｈｏｎｇ；ｄｉｐｈｔｈｏｎｇ；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ｃｕｅｓ；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９年第六届汉语特征与汉语教学
国际研讨会（一号通知）

２０１９年第六届汉语特征与汉语教学国际研讨会拟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２日在广州市暨南大学举行，现面

向国内外公开征集学术论文。

本届国际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为“汉语特征与国际汉语教学”，分议题重点研究但不限于以下方面：１）跨学科视角下的

汉语特征与汉语教学研究；２）国别化汉语教学模式、方法研究；３）不同国别学习者认知特征与汉语教学研究；４）国际汉语

教学资源库与教材建设研究；５）国别化汉语师资培养研究；６）汉语第二语言／继承语测试研究；７）不同国别学习者汉语发

展动态研究；８）信息技术与汉语教学研究。

投稿内容应包括：论文题目、摘要（５００字左右）、关键词（３－５个）、作 者 信 息（包 括 姓 名、职 称、学 历、工 作 单 位、电 子

邮箱）。摘要格式为ｄｏｃ或者ｄｏｃｘ，文件名称请用“作者姓名＿标题”的格式。投稿邮箱：ｊｎｕｈｕａｗｅｎ＠１６３．ｃｏｍ。本次会议

的部分优秀论文经匿名评审后，将刊登在《国际汉语学报》上，同时参会优秀论文将结集出版。

会议形式包括大会主旨发言、专题研讨。会议语言为汉语和 英 语。请 有 意 参 会 者 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５日 前 提 交 回 执

信息及论文摘要内容。会议学术委员会将对摘要匿名评审，并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５日公布录用通知，论文全文提交截止日

期为１０月１５号。报到时间：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９日，会议时间：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３０日至１２月１日，离会时间：１２月２日。

本届会议会务费为６００元／人，会议提供餐饮。同时欢迎汉语国际 教 育 专 业 的 研 究 生 参 会、听 会：如 提 交 论 文，会 务

费减半；如不提交论文，不缴纳会务费，餐 饮 自 理。本 次 会 议 住 宿、交 通、旅 游 费 用 自 理。更 多 信 息 请 访 问 会 议 网 址ｈｔ－
ｔｐｓ：／／ｈｗｊｙｙｔｈ．ｊｎｕ．ｅｄｕ．ｃｎ；会务组联络人：杨舒婷。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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