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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節律與語法的關係  
 

胡 維 堯  
 

    聲音的輕重緩急所形成的節奏就是語音節律。語音節律
表現的是語言的聽覺形式。從語言的交際功能來說，只靠視
覺形式的文字是不夠的，聽覺形式的語音是必不可少的。語
法研究多注重文字的分析，聲音的分析極少，所以研究一下
語音節律和語法的關係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有用的。 
 
    拿普通話來說，輕重音的不同、語調的高低升降、適當
的停頓都屬於語音節律的範疇。一般人所說的「語感」，大
抵就是指語音節律的總體表現。掌握語音節律可以使朗讀和
說話傳意準確，疾徐適度，悅耳動聽。 
 
    朗讀和說話雖然是極具個人特色及風格的，但是語言的
社會性決定了語言的統一性和規範性，所以語音節律可以從
語法中找到一些規律的。 
 
    本文試圖從語法結構的三個平面去分析語音節律的規
律，為把文字由視覺形式轉變為聽覺形式提供一些方法。本
文只分析一般情況的規律，不涉及特別的變化；只從語法結
構去分析語音節律，不涉及詞語內部構造所形成的輕重音，
也不涉及句子語氣的類型(即句調)。詞語內部結構形成的輕重
音、句子語氣的類型，都是可以另外專門為文的題目。 
 

一、語法研究的三個平面  
 

    近年有學者提倡從句法結構、語義分析、語用功能三個
平面去研究語法。這種研究方法是看到了語法交際功能的作
用，把語法理論和應用聯繫起來，這是把語法研究向前推進
了一步。 
 
    語法的第一個平面是「句法平面」。句法就是造句法。
詞和詞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起來構成句子，詞排列的次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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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句法結構。研究句法結構通常是先分析甚麼樣的詞或詞語
(如名詞、動詞等)在句子中充當甚麼成分(如主語、謂語等)，
從而確定句子結構的類型(如主謂句、非主謂句等)；繼而再對
句法結構的層次進行切分，找出各個詞語之間是直接關係還
是間接關係。語法的第二個平面是「語義平面」。從結構深
入到語義，看到詞語在句子中特有的語義關係。語法的第三
個平面是「語用平面」。「語用」是指構成句子的詞語和使
用人之間的關係。 
 
    語音節律是「語用平面」在「句法平面」和「語義平面」
上的應用。「語用」是使用人和句子構造的關係，使用人的
語言表現為聽覺形式的時候，和語音節律就有密切的關係。
以下以「語用」為出發點，從句法結構和語義層面去分析語
音的強弱規律。 
 
二、語音節律與語法的關係  

 
    本文只講單句。複句是由幾個單句依照一定的關係組合
起來的，語音節律以單句為基礎。複句各分句之間所具有的
聯合、遞進、因果、轉折、讓步等意義關係，在整個句子的
句調中體現出來，本文暫不討論。 
 
    單句可以分為主謂單句和非主謂單句。 
 
1. 主謂單句 
句子中最典型、最多的是主謂單句。 
 
1.1 主謂單句的主語部分 
1.1.1  主語是一個詞語，不帶定語的。主謂單句的主語部分和

謂語部分之間稍微停頓，謂語部分的動詞或形容詞重
讀。 

     
水∥漲起來了 ，太陽的臉∥紅起來了。〔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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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 頭∥ 歪向枕頭一邊。 
   • 

她∥攝取了過多的胰島素。 
 • • 

喬治‧華盛頓∥是個偉人。 
 • 

 
主語如果是並列成分構成，讀音等同；中間可以稍稍停頓。 
 

爸爸∣媽媽∥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我。 
 • • • 

報紙∣雜誌∥散了一地。 
 • 
 

1.1.2 主語部分帶定語成分的 
 
    語音節律除了受到語法結構的制約之外，也和語義有關
係。定語和主語構成的偏正結構之間就有不同的語義關係，
輕重音各有不同。(定語和賓語構成的偏正結構之間的節律與
定語和主語之間的節律一樣，文中不再重複。) 
 
1.1.2.1 描寫關係 
 
    描寫關係的定語是用來描寫中心詞的性質、特點或情態
的。這樣的定語是句子中的重點。一般來說，重音都落在這
些描寫詞上。 
 

孤單的小島∥無家可歸。   
• • 

玉屑似的雪末兒∥隨風飄揚。 
• • 

一剎那間，這深紅的東西∥，忽然發出奪目的光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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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限制關係 
 
    限制關係的定語是用來給中心詞分類或劃定範圍的。這
樣的定語表示與中心詞的領屬關係，時間、處所、環境、範
圍、用途、數量等關係。表領屬、時間等關係的定語是使用
人要表達的重點，重音一般都落在定語上。但是數量詞作定
語時，重音卻落在中心詞上。 
 
藝術家的青春∥只會獻給尊敬他們的人。 
• • • • • • • 

家鄉的橋∥是我夢中的橋。 
• • • • 

遠處的蝙蝠山∥已在夜色下化為剪影。 
• • 

一隻小鳥∥無家可歸。 
 • • 

那裏∥四圍是山，環抱�一潭春水。 
 • • 

一陣風∥吹來。 
 • 

 
    從語義來說，數量詞有它特別的意義時，才會重讀。例
如「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常作嶺南人」，「三百」在這裏
具有特別強調的語義意義，表示很多，重音才會落在數詞上
面。如果「三百」不在這個句子中，只不過是個普通數詞而
已，沒有甚麼特別強調的意思，也就無須重讀。由此可見，
「語用功能」對語音節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1.1.2.3 定語由幾個並列成分構成 
     

    從句法結構來看，幾個並列的定語並沒有甚麼主次之
分。但是從語用的邏輯關係來看，接近中心詞的那個定語比
前幾個來得重要一些，讀音也會略微重一些。 

 

每人頭上∥戴�個做工精巧、色彩鮮艷的紙帽。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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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頭上∥戴�個色彩鮮艷、做工精巧的紙帽。 
 • • • • 

    
    「做工精巧」和「色彩鮮艷」同樣都是修飾「紙帽」的，
從句法結構來看，它們不分輕重；但是說出或讀出的時候，
前一句總是「色彩鮮艷」來得重一些，後一句「做工精巧」
來得重一些。如果使用人想強調一下「色彩」，一定會使用
第一句，如果他想強調一下「做工」，一定會使用第二句。
所以，並列的定語重音總是落在最接近中心詞的那個上面。 
 
落光了葉子的柳樹上∥掛滿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銀條兒。 

 • • • 

那些冬夏長青的松樹和柏樹上∥則掛滿了蓬鬆鬆沉甸甸
的雪球兒。          • • • 

 

上面∥佈滿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徽章、獎章。 
 • • • • 
 
1.1.2.4 多層定語 
 
    多層定語的次序是按照句中語義的邏輯關係排列的，最
接近中心詞的那個最重要，那個定語就是一連串定語的重音
所在。 
 
一隻孤單的小鳥∥無家可歸。 

 • • 

一輪血色的太陽，∥從多少聳立�的高樓背後冉冉升起。 
 • • 

一位高棉的華僑∥把他的兩個兒子送到我這裏來。 
 • • 

一座在岩崖間的石砌茅草屋∥同時躍進眼底。 
 • • 

這位慈祥和善的老太太∥就是他的祖母。 
 • • 

    如果定語的層次太多，應該在層與層之間適當停頓，但
是重音仍然是落在最接近中心詞的那個定語上。 



語音節律與語法的關係 

 130

 
這∥就是被譽為∣世界民居奇葩∣、世上獨一無二的∣ 
神話般的∣山區建築模式的∣客家人∣民居 
   • •  • 

 
1.1.2.5 助詞「的」 
 
    定語和中心詞之間用助詞「的」連接。「的」讀輕聲。
如果遇到較複雜的偏正結構，一霎間不能一口氣讀出時，「的」
後面宜稍作停頓，這樣可以給自己一些思考或組織語句的時
間。「的」的後面或者就是中心詞，或者還有離中心詞更近
的定語，在「的」後稍停不但不會破壞句義的完整性，反而
可以突現後面的中心詞，或者需要重讀的另一個定語。 
 
土樓內所存在的∣儒家文化遺風，∥讓人感到中華民族 

    o • • • • 
傳統文化的蒂固根深。 

o 
 
1.2 主謂單句的謂語部分 
 
1.2.1 謂語部分是一個詞語時，重音落在謂語上。 

 
我∥吃。 

 • 

學生∥好。 
 • 
 
1.2.2 動賓謂語 
 
    名詞做賓語的，賓語重讀，謂語輕讀；代詞做賓語的，
賓語輕讀，謂語重讀。 

 
一群群孩子∥在雪地裏堆雪人，擲雪球。 

 •  • • • 

請你∥把這本書寄給我。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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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賓語的，間接賓語是代詞的，代詞輕讀，直接賓語的
名詞重讀；間接賓語是名詞的，間接賓語重讀，直接賓語輕
讀。 
 
誰∥給他們醫療費？    

 o o • • • 

誰∥給孩子們醫療費？ 
 • • • 
 
    代詞處於賓語位置時都讀輕音，在特殊情況下才會重
讀。如「我給他一本書」，強調的是給「他」，不是給別人，
如果不是表達這種特殊情況，應該讀做「我給他一本書」，
重音落在賓語「書」上。 
 
1.2.3 動補謂語 
 
    補語由助詞「得」連接的，重音落在補語上，「得」為
輕聲。 
                  
那顏色∥真紅得可愛。 

 o • • 

樹葉兒∥卻綠得發亮，小草兒∥也青得逼你的眼。 
 o • • o • • • • 
 
  補語不能用助詞「得」的，補語輕讀，重音落在謂語上。
不能用「得」的補語大多是數量補語。 
 

那女士∥伸頭望了一下。 
 • 

他∥在門上敲了兩下。   
 • 

  趨向動詞做補語時都讀輕聲。 
                  

山∥朗潤起來了，水∥漲起來了，太陽的臉∥紅起來了。 
 •  • o o o • o o o • o o o 
 (「了」是助詞也輕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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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女士∥不禁「啊！」地叫了起來。(「了」是助詞，輕
讀)        •  o  o o 

 
1.2.4 帶狀語的謂語 
 
    狀語是修飾謂語的。用形容詞或副詞把謂語中心詞(動詞
或形容詞)的特點、程度、情況描繪得更加生動、準確、具體，
這就是狀語。正因為狀語是突出特點的，所以它們是每個句
子重點所在，也是重音所在。只有一個修飾詞的，這個詞重
讀；如果是副詞或數量詞和形容詞連用的，重音多落在形容
詞上；如果是幾個形容詞連用的，最接近中心詞的那個略微
重讀。 
 

華盛頓∥疾步跑到跟前。 
 • • 
華盛頓∥已經跑到跟前。 
 • • 

華盛頓∥已經疾步跑到跟前。 
 • • 

他∥一個箭步跑到跟前。 
 • • 

我們∥像朋友一樣聊起天來。 
 • • • • •  

我們∥像朋友一樣愉快地聊起天來。 
 • • o 

 
2. 非主謂單句 

 
    不能切分出主語部分和謂語部分的就是非主謂單句。非
主謂單句十分精簡，有時只是一兩個字而已。它常常表達感
歎、讚美、招呼、警戒等情況。中心詞都要重讀。 

 
請勿踐踏草地。 
 • • 

 



集思廣益(二輯)：開展新世紀的普通話教學 

133 

啊！小橋呢？ 
 • • •  

 

3. 獨立成分 
 
3.1 不和其他任何部分發生結構關係的獨立成分，單獨處理輕
重音。 
 
3.1.1 稱呼的獨立部分 
 
    獨立成分前面或後面都要停頓，輕重音獨立處理，通常
獨立語在前或在後比較輕，在中間比較重。 

 
小姐，∣您是哪國人？ 
 • • • • • 

給我一杯茶，∣志強。 
• • • • • 

乖孩子，∣祝你永遠向新的高度進軍！ 
 • • • • • • • • • • • 

自己上，∣小乖乖，∣自己上。 
 • • • 

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甚麼一去不  
 • • • 
復返呢？ 

 
3.1.2 感歎的獨立成分 
 
    感歎的獨立成分表示驚訝、感歎、應答，都是由感歎詞
充當的。根據當時詞境中要表達的感情決定聲調和強弱。 

       ／ 
「哦，這倒是真的！」(表驚訝，重讀) 
 •  

  ─  
推開門一看，呵！好大的雪呀！(表驚訝，重讀) 
 • 



語音節律與語法的關係 

 134

 \ 
唉，看他那樣子，怪可憐的。(表歎息，輕讀) 
 • • • • • • • • • 
 

  如果感歎詞後面不是逗號，是歎號，這個感歎詞就成了
非主謂句。 

例如「啊！小橋呢？」 
 
3.1.3 由摹擬性質的象聲詞構成的獨立成分，都重讀。 
 

唰，唰，唰，傳來一陣整齊的腳步聲⋯⋯ 
 • • • 

 
3.1.4 插入語 
 
    插入語有的是為了加強語氣，有的為了引起對方注意，
有的表示估計、推斷，有的表示總括，有的表示態度等。插
入語是獨立的，與句子結構沒關係，插入語的前或後要稍停
頓，以示它的獨立性；都重讀，讀音不受句子其他成分的影
響。 
 
我相信∣這一場十分及時的大雪，一定會促進明年春季作 

• • • 
物，尤其是小麥的豐收。(表肯定) 
 
你可以想像，∣那位下士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華盛頓本 

• • • • • 
人，是多麼羞愧。(表推斷) 

 
今晚我們過一個收穫節，請你們父親也來嚐嚐我們的新花 
生，好不好？(表態度) 
 • • • 

 
    從語法深層去發掘語音節律的規律，有助於提高說話人
的表達能力，增加語言交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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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大部分例句選自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普通話水平測試大綱》

的朗讀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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