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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的方法论

─　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在今后语言教学研究中的作用　─

萬　　　清　華

提  要

迄今的现代汉语语法以字词为依据，不能够用于指出 1个语言单位是怎样的，

不能够用于指出语言单位的数目类型，不能够用于指出任何 1个语言单位具有的

全部成分单位及其数目类型，因而也就不能够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语法单位及

其成分结构是怎样的。

如果可以把归类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存在的大大小小停顿（用于语言分析

时称作：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超音成分用于语言分析，就可以区分语言

单位及其全部成分单位数目类型，其结果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及其语法结

构是怎样的。

我们把概括这一语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的方法论称作：“音等论”。

本文拟汇报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研究结果及其在今后语言教学研

究中的作用。讨论 2方面问题：一、音等论概括语言学分析方法及其结果。扼要

说明“语言单位及其全部成分单位”和“句法语汇结构及其语音结构” 2 个问题。

二、音等论在今后语言教学研究中的作用。扼要说明“ 1 个句子及其语法结构分

析”和“语音元素及统音法式音节表” 2 个问题。

这一语言学的方法论指出语言单位是句子。任何 1个句子语言单位具有包括

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归类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

中的超音成分可以用于指出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表示的任何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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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语言单位及其全部成分单位。任何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是“句法语汇结构”。

指出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时，句子作为语法结构单位，称作：“语法单位”。 1个

句子中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表示语法结构成分单位，称作：“句法词”，语汇

单位“单语”充任“句法词”成分，称作：“语法词”。“句法词”和“语法词”

可以用于指出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是包括“句法结构”和“语汇结构”的“句法

语汇结构”。句法语汇结构的语法结构模型，包括：句法结构模型的“二类四等

句法词”和语汇结构模型的“二类四等 8品词” 2 个模型。分析句子的语法结构

只要指出了“句法词”和“语法词”， 1 个句子的“句法语汇结构”就清楚了。

任何 1 个句子的全体语法结构核心是“语音结构”。语音单位是“语元素音节”，

其成分中同时具有“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的“语音元素”构成汉语语音

结构的 2个模型：“汉语语元素音节中语音元素结构模型”，也称作“语音元素结

构图”和“汉语语元素音节结构统音法式音节表”，也称作“统音法式音节表”。

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句

子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具有包括可以区分句法语汇结构、句法结构、语汇

结构、语音结构的全体语法结构。

这一语言学的方法论是中国语本身具有的方法论。如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

就可以指出区分 1个句子的依据是 1个语言包括各地方言方音本身具有的超音成

分。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的停顿、轻重音、标峰重音、声调等等是语言具有的超

音成分，表记音声语言的文字符号是语言具有的超音成分单位，依据语言具有的

超音成分区分的 1个句子语言单位以及包括句法部门、语汇部门、语音部门、表

记部门单位的全部成分单位是语言的超音成分单位。任何时候无论过去现在将来

存在和有可能存在的任何 1个语言包括各地方言方音都可以用这一方法指出正确

的 1个句子。如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

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就可以指出 1个句子的句法词和语法词，

句法语汇结构就清楚了。如果把语元素音节中的最小成分单位是同时具有音元素

和超音元素声调的语音元素用于基础语音教学，就可以指出汉语拼音符号是汉语

语音的表记符号，汉语拼音符号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音元素”，可以把汉语拼

音音节符号与其表示的“语元素音节”及其成分中同时具有“音元素”和“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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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声调”的“语音元素”区分开来。如果把“语音元素结构图”用于基础语音

教学，就可以指出汉语语元素音节的“声调”是“超音元素声调”，可以把“四

声字调”与语元素音节区分的“声调音节”区分开来。如果把“统音法式音节

表”的“二类 4音表”用于基础语音教学，只要按照“统音法式音节表”“主表”

和“辅表”的 4个音表的排序就可以指出汉语拼音音节符号表示的音节读音。可

以用于简化基础语音教学程序。

这一语言学的方法论是中国语的分析方法及其结果。如果可以把中国语言学

基础理论“音等论”用于基础语言教学，便可以作为确立以现代汉语为代表的中

国国语（标准语）依据，可以简化基础语言教学程序有利于基础语言教学标准化。

这一语言学方法论的语法模型具有特定性、一般性、概括性、适用性。可以

用于解答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语言形式、语言单位、语法部门、语法单位、

句法语汇结构、句法结构、语汇结构、语音结构和全体语法结构及其关系以及其

他有关方面的问题，可以化解以往语言研究、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国语言学

基础理论研究和现代中国语语法、语汇、语音研究中无法解决的全部疑难问题，

可以适用于今后的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和语言教学与研究以及其他相关联的各个

领域。

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提出了科学语言学的方法论，沿着科学语言

学方向发展是历史赋予我们全体语言工作者、教育者、研究者的使命。



152 桜 文 論 叢

前  言

（一）本研究提出的方法论

1、这一语言学的方法论称作音等论

迄今的现代汉语语法以字词为依据，不能够用于指出 1个语言单位是怎样的，

不能够用于指出语言单位的数目类型，不能够用于指出任何 1个语言单位具有的

全部成分单位及其数目类型，因而也就不能够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语法单位及

其成分结构是怎样的。

如果可以把归类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存在的大大小小停顿（用于语言分析

时称作：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超音成分用于语言分析，就可以区分语言

单位及其全部成分单位数目类型，其结果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及其语法结

构是怎样的。

我们把概括这一语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的方法论称作：“音等论”。“音等论”

最初是笔者1998年提出的。本文拟扼要汇报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研究

结果及其在今后语言教学研究中的作用。

（另参见笔者：1997年〈中国語の語音体系における語音単位〉《言语与文化论集 第

4号 1997》、〈超音元素—声调〉《中国语研究 第39号 1997》、2012年〈声调描写〉《樱文

论丛 第84卷 2013年 2 月》、2013年〈句单位〉《樱文论丛 第86卷 2014年 2 月》、2014年〈单

语〉《樱文论丛 第89卷 2015年 3 月》、2015年〈语言分析方法〉《樱文论丛 第90卷 2015

年10月》、2016年〈语音元素〉《樱文论丛 第92卷 2016年10月》、2017年〈语法结构〉《樱

文论丛 第97卷 2018年 3 月》。）

2 、这一语言学的方法论的研究结果

这一语言学的方法论指出语言单位是句子。任何 1个句子语言单位具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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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归类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

中的超音成分可以用于指出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表示的任何 1个

句子语言单位及其全部成分单位。

任何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是“句法语汇结构”。指出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时，

句子作为语法结构单位，称作：“语法单位”。1个句子中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

表示语法结构成分单位，称作：“句法词”，语汇单位“单语”充任“句法词”成

分，称作：“语法词”。“句法词”和“语法词”可以用于指出 1 个句子的语法结

构是包括“句法结构”和“语汇结构”的“句法语汇结构”。句法语汇结构的语

法结构模型，包括：句法结构模型的“二类四等句法词”和语汇结构模型的“二

类四等 8品词” 2 个模型。分析句子的语法结构只要指出了“句法词”和“语法

词”， 1个句子的“句法语汇结构”就清楚了。

任何 1个句子的全体语法结构核心是“语音结构”。语音单位是“语元素音

节”，其成分中同时具有“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的“语音元素”构成汉

语语音结构的 2个模型：“汉语语元素音节中语音元素结构模型”，也称作“语音

元素结构图”和“汉语语元素音节结构统音法式音节表”，也称作“统音法式音

节表”。

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

写句子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具有包括可以区分句法语汇结构、句法结构、

语汇结构、语音结构的全体语法结构。

3 、这一语言学方法论用于语言教学

这一语言学的方法论是中国语本身具有的方法论。如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

就可以指出区分 1个句子的依据是 1个语言包括各地方言方音本身具有的超音成

分。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的停顿、轻重音、标峰重音、声调等等是语言具有的

超音成分，表记音声语言的文字符号是语言具有的超音成分单位，依据语言具有

的超音成分区分的 1个句子语言单位以及包括句法部门、语汇部门、语音部门、



154 桜 文 論 叢

表记部门单位的全部成分单位是语言的超音成分单位。任何时候无论过去现在将

来存在和有可能存在的任何 1个语言包括各地方言方音都可以用这一方法指出正

确的 1个句子。如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

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就可以指出 1个句子的句法词和语法

词，句法语汇结构就清楚了。

如果把语元素音节中的最小成分单位是同时具有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的语

音元素用于基础语音教学，就可以指出汉语拼音符号是汉语语音的表记符号，汉

语拼音符号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音元素”，可以把汉语拼音音节符号与其表示

的“语元素音节”及其成分中同时具有“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的“语音

元素”区分开来。如果把“语音元素结构图”用于基础语音教学，就可以指出汉

语语元素音节的“声调”是“超音元素声调”，可以把“四声字调”与语元素音

节区分的“声调音节”区分开来。如果把“统音法式音节表”的“二类 4 音表”

用于基础语音教学，只要按照“统音法式音节表”“主表”和“辅表”的 4个音

表的排序就可以指出汉语拼音音节符号表示的音节读音。可以用于简化基础语音

教学程序。

这一语言学的方法论是中国语的分析方法及其结果。如果可以把中国语言学

基础理论“音等论”用于基础语言教学，便可以作为确立以现代汉语为代表的中

国国语（标准语）依据，可以简化基础语言教学程序有利于基础语言教学标准化。

4 、这一语言学方法论在今后的作用

这一语言学方法论的语法模型具有特定性、一般性、概括性、适用性。“本

研究分析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中

国语。即，具有特定性。由语言分析区分 2个形式，指出 1个句子语言单位，分

析句子区分四个部门，区分语元素音节全过程，指出全体语法结构核心，到：指

出句法语汇分析的任何 1个句子的句法语汇结构，指出一个语言的全体语法结构

是无限数量包括所有任何时候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发生发展消亡全过程中任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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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可能存在的具有超音语言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的

任何 1个句子语言单位及其全部成分单位构成的可以区分句法语汇结构、句法结

构、语汇结构、语音结构的超音全体语法结构。即，具有一般性。这 1个分析方

法及其全部结果可以概括为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超音理论：‘音等论’，

这 1个分析方法及其全部结果可以概括为语言的定义和语言形式的定义，她可以

概括和表示一个语言的全体语法结构模型。即，具有概括性。这 1个分析方法及

其全部结果可以适用于今后包括其他语言研究、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和现代

汉语语法、语汇、语音研究以及今后的现代汉语大语法研究和基础语言教学与研

究。即，具有适用性。”（引自：笔者2017年〈语法结构〉《樱文论丛 第97卷 2018年 3

月》。）

这一语言学的方法论指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表现手段。可以概括所有任何

时候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发生发展消亡全过程中任何存在和有可能存在的任何 1个

语言共同体约定俗成的思维的表现手段。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人类与语言共

存，语言与人类社会同步发展。”“语言形式是语言分析的对象，包括音声语言表

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 1个语言的语言形式是 1个语言共同体约定俗成

的思维表现的形式。 1个音声语言表达形式是语言分析的基本单位，表示语言的

基本成分单位句子。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是对音声语言的表记，表记单位是文字

符号。分析语言的基本成分单位包括句法、语汇、语音、表记四个部门。”（引

自：笔者2017年〈语法结构〉《樱文论丛 第97卷 2018年 3 月》。）可以用于解答语言学

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语言形式、语言单位、语法部门、语法单位、句法语汇结构、

句法结构、语汇结构、语音结构和全体语法结构及其关系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问

题，可以化解以往语言研究、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和

现代中国语语法、语汇、语音研究中无法解决的全部疑难问题，可以适用于今后

的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和语言教学与研究以及其他相关联的各个领域。

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提出了科学语言学的方法论，沿着科学语言

学方向发展是历史赋予我们全体语言工作者、教育者、研究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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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文讨论 2方面问题

本文扼要汇报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研究结果及其在今后语言教学

研究中的作用。讨论以下 2方面问题。

一、音等论概括语言学分析方法及其结果

1、语言单位及其全部成分单位

2、句法语汇结构及其语音结构

二、音等论在今后语言教学研究中的作用

1、 1个句子及其语法结构分析

2、语音元素及统音法式音节表

本文中若有与笔者以往其他文中不同处，以本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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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等论概括语言学分析方法及其结果

迄今的现代汉语语法以字词为依据，不能够用于指出 1个语言单位是怎样的，

不能够用于指出语言单位的数目类型，不能够用于指出任何 1个语言单位具有的

全部成分单位及其数目类型，因而也就不能够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语法单位及

其成分结构是怎样的。如果可以把归类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存在的大大小小停

顿（用于语言分析时称作：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超音成分用于语言分析，

就可以区分语言单位及其全部成分单位数目类型，其结果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

句子及其语法结构是怎样的。

以下扼要说明语言单位及其全部成分单位和句法语汇结构及其语音结构 2个

问题。

1、语言单位及其全部成分单位

2、句法语汇结构及其语音结构

1 、语言单位及其全部成分单位

任何 1个句子语言单位具有包括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

表记形式。归类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存在的大大小小停顿（用于语言分析时称

作：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超音成分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语言单位

及其具有的包括四个部门（句法部门、语汇部门、语音部门、表记部门）全部成分单

位。

（ 1）语言单位

语言单位是句子。 1个句子是 1个语言单位。语言单位的成分单位是 1个句

子中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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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 1个音声语言表达形式有 1个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 1个音声语言的表

记形式可以表示那 1个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以及无限数量相同或有可能非相同音声

语言表达形式。归类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存在的大大小小停顿（用于语言分析

时称作：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超音成分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语言

单位具有包括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

例如，可以指出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

标峰重音符号描写的“| 你
・
好 |。”是 1个句子。这 1个句子具有包括超音成分

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并具有无限数量的相同句。

归类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存在的大大小小停顿称作：句切。句切可以用于

指出句子的数目及其成分“句单位”数目。

句切归类为二类四等。一类句切可以用于指出 1 个句子和 2 个句子的区别，

二类句切可以用于指出 1个句子中 1个句单位和另 1个句单位以及 1个句子和句

单位的区别。一类句切可以称作：“停”，二类句切可以称作：“顿”。四等句切分

别是：属于一类句切的一等句切“停顿”、二等句切“较大停顿”和属于二类句

切的三等句切“较小停顿”、四等句切“小停顿”。用 2条竖线“| |”表示二类

四等句切符号（基础语言教材可以用“空格”表示）。用句切符号描写句子时，句切

符号写在句子及其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前后。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描写的

“| 你好 |。”可以指出这是 1个句子，这 1 个句子前后有一等句切“停顿”，

“你”和“好”前后之间没有句切，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中不可再切分的“句单

位”数目为 1个。

又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描写的

“| 你好 |。| 好久不见了 |。”可以指出其前后有一等句切“停顿”，但“| 你

好 |”和“| 好久不见了 |”前后之间有二等句切“较大停顿”，可以指出这是

前后 2个句子而不是 1个句子，前者和后者分别有 1个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

又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描写的

“| 有英文 |、| 中文说明 |。”可以指出这是 1个句子而不是 2个句子，这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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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前后有一等句切“停顿”，但“| 有英文 |”和“| 中文说明 |”前后之间

有三等句切“较小停顿”，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中有 2个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

再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描写的

“| 我 | 是 | 学生 |。”可以指出这是 1个句子，这 1个句子前后有一等句切

“停顿”，而“| 我 |”和“| 是 |”前后之间有四等句切“小停顿”，“| 是 |”

和“| 学生 |”前后之间有四等句切“小停顿”，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中有 3个

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

句切可以用于指出句子和句单位的数目，但是，还不能够用于区分和指出句

子和句单位及其成分类型。

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存在的轻重音是句单位中每 1个成分具有的超音成分。

轻重音可以归类为二类四等。二类，即，重音类和轻音类。四等轻重音在一般语

音教学中通常称作：“重”、“中”、“弱”、“轻”。

轻重音可以用于区分句子中的语素类型。轻重音区分的语素也称作：“区别

轻重音的语素”。

“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区分为二类四等。二类，即：“重音类语素”和“轻音

类语素”。四等，包括：一等，重音语素。二等，次重音语素。三等，次轻音语

素。四等，轻音语素。

句子中具有重音类语素的句单位区分为重音句单位，不具有重音类语素只具

有轻音类语素的句单位区分为轻音句单位。具有重音类语素的重音句单位中有 1

个“标峰重音”，可以用“下傍点”“ .”表示标峰重音符号。重音句单位中具有

“标峰重音”的重音类语素区分为“重音语素”，也称“标峰重音语素”，其他重

音类语素区分为“次重音语素”。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你
・
好 |。”可以指出这 1 个句子的句单位“| 你

・
好 |”具有 2 个

重音类语素，区分为重音句单位，其中，具有“标峰重音”的重音类语素“你
・
”

区分为重音语素，“好”区分为次重音语素。

又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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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描写的“| 我
・
 | 是 | 学

・
生 |。”可以指出这 1 个句子有 3 个句单位，其中

“| 我
・
 |”和“| 学

・
生 |”是分别具有 1个重音类语素的重音句单位，这 2个重

音句单位分别具有的重音类语素“我
・
”和“学

・
生”区分为重音语素，“| 是 |”

是不具有重音类语素只具有轻音类语素的句单位，区分为轻音句单位，这 1个轻

音句单位具有的轻音类语素“是”，区分为次轻音语素。

再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你好
・
吗 |？”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中重音句单位“| 你好

・
吗 |”

有 3个语素，其中重音类语素的“你”区分为次重音语素，“好
・
”区分为重音语

素，轻音类语素的“吗”区分为轻音语素。

“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可以用于区分句单位类型。

句单位可以区分为二类四等。二类，即：“重音句单位”和“轻音句单位”。

四等，包括：一等，重音型句单位。二等，前重型句单位。三等，后重型句单位。

四等，轻音型句单位。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我
・
 | 是 | 学

・
生 |。”可以指出这 1 个句子中“| 我

・
 |”和

“| 学
・
生 |”分别是具有 1个重音语素的重音句单位，区分为重音型句单位，

“| 是 |”是只具有轻音类语素（次轻音语素）的轻音句单位，区分为轻音型句单

位。

又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你
・
好 |。”可以指出这 1 个句子中“| 你

・
好 |”是具有 2 个重音

类语素（重音语素和次重音语素）的重音句单位，区分为前重型句单位。

再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你好
・
吗 |？”可以指出这 1 个句子中“| 你好

・
吗 |”是具有 2

个重音类语素（次重音语素和重音语素）和 1个轻音类语素（轻音语素）的重音句单

位，区分为后重型句单位。

句单位类型可以用于指出 2个句子有可能是相同汉文字表记的非相同句。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他
・
 | 写得好

・
 |。”和“| 他

・
 | 写

・
得好 |。”可以指出这是 2个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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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前者和后者分别具有 2个重音句单位，前者中的重音型句单位“| 他
・
 |”和

后者中的“| 他
・
 |”为相同句单位，前者中的后重型句单位“| 写得好

・
 |”和后

者中的前重型句单位“| 写
・
得好 |”为非相同句单位，可以用于指出相同汉文字

表记的这 2个句子是具有非相同句单位的非相同句。

区别轻重音的句单位可以用于区分句子类型。

句子可以区分为二类，即：“重音句”和“轻音句”。具有重音句单位的句子

区分为“重音句”，只具有轻音句单位而不具有重音句单位的句子区分为“轻音

句”。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你
・
好 |。”“| 你好

・
吗 |？”“| 我

・
 | 是 | 学

・
生 |。”可以指出

这 3个句子分别具有重音句单位，这 3个句子区分为重音句。

又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

音符号描写的“| 可是 |……。”可以指出这是 1个句子，这 1个句子只具有轻

音句单位而不具有重音句单位，这 1个句子区分为轻音句。

重音句有可能具有 1个或 2个以上数目的句单位。可以把具有 1个句单位和

2个以上数目句单位的重音句区分开，又可以把只具有重音句单位的重音句和具

有轻音句单位的重音句区分开。

例如，“| 你
・
好 |。”“| 你好

・
吗 |？”分别是具有 1 个重音句单位的重音句，

“| 有英
・
文 |、| 中

・
文说明 |。”“| 我

・
 | 是 | 学

・
生 |。”分别是具有 2个以上数

目句单位的重音句，“| 有英
・
文 |、| 中

・
文说明 |。”是只具有重音句单位的重音

句，“| 我
・
 | 是 | 学

・
生 |。”是具有重音句单位和轻音句单位的重音句。

句子中的语素成分是“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

语素成分的语元素可以区分为二类四等。二类，即：“重音类语元素”和

“轻音类语元素”。四等，包括：一等，重音语元素。二等，次重音语元素。三等，

次轻音语元素。四等，轻音语元素。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我
・
 | 是 | 学

・
生 |。”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的重音型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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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
 |”中的重音语素“我

・
”的成分是 1个重音类语元素，区分为重音语元素，

轻音型句单位“| 是 |”中的次轻音语素“是”的成分是 1个轻音类语元素，区

分为次轻音语元素，重音型句单位“| 学
・
生 |”中的重音语素“学

・
生”的成分是

2个语元素，区分为重音语元素和次轻音语元素。

任何 1个句子的句单位成分中的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有 1个“语元

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参见：“（ 2）语汇单位、（ 3）语音单位、（ 4）表记单位”。）

在指出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时，句子表示语法结构单位，称作：语法单位，

1个句子中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表示句子的结构成分单位，称作：句法词。语汇

单位“单语”充任的句法词成分单位称作：语法词。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是句法

语汇结构。

（参见：“ 2 、句法语汇结构及其语音结构”的“（ 1）语法结构”。另参见笔者：2013

年〈句单位〉《樱文论丛 第86卷 2014年 2 月》、2014年〈单语〉《樱文论丛 第89卷 2015

年 3 月》、2015年〈语言分析方法〉《樱文论丛 第90卷 2015年10月》、2017年〈语法结构〉《樱

文论丛 第97卷 2018年 3 月》。）

（ 2）语汇单位

语汇单位是“单语”。 1个“单语”是 1 个语汇单位。 1 个“单语”表示句

子中的 1个“语素集合体”。“单语”成分是“语元素”。

任何句子中的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具有无限数量“同类语素”。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你
・
好 |。”可以指出这 1 个句子中重音类语素的“你

・
”和无限数

量相同句中重音类语素的“你
・
”为“同类语素”，重音类语素的“好”和无限数

量相同句中重音类语素的“好”为“同类语素”。

又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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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描写的“| 你好
・
吗 |？”可以指出这 1 个句子中重音类语素的“你”和无

限数量相同句中重音类语素的“你”为“同类语素”，重音类语素的“好
・
”和无

限数量相同句中重音类语素的“好
・
”为“同类语素”，轻音类语素的“吗”和无

限数量相同句中轻音类语素的“吗”为“同类语素”。

又例如，“| 你
・
好 |。”和“| 你好

・
吗 |？”是非相同句，这 2个句子中，

重音类语素“你
・
”和“你”为“同类语素”，重音类语素“好”和“好

・
”为“同

类语素”，可以用于指出无限数量任何相同句和非相同句中重音类语素的“你”

为“同类语素”，重音类语素的“好”为“同类语素”，又可以用于指出无限数量

任何相同句和非相同句中的轻音类语素“吗”为“同类语素”。

“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可以用于指出句子中的“非同类语素”。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你
・
好 |。”和“| 好久不见

・
了 |。”这 2个句子，可以用于指出前

者中的重音类语素“好”和后者中的轻音类语素“好”为“非同类语素”。

又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我
・
 | 是 | 学

・
生 |。”和“| 是

・
 |。”这 2个句子，可以用于指出

前者中的轻音类语素“是”和后者中的重音类语素“是
・
”为“非同类语素”。

句子中 1个语素的所有同类语素为 1个“语素集合体”，表示语汇中的 1个

“单语”。 1个“单语”可以用于指出任何句子中的 1个语素及其所有同类语素。

“单语”可以区分为二类，即：“重音类单语”和“轻音类单语”。句子中任

何 1个重音类语素及其所有同类语素为 1 个“重音类语素集合体”，区分为语汇

中的 1个“重音类单语”，句子中任何 1 个轻音类语素及其所有同类语素为 1个

“轻音类语素集合体”，区分为语汇中的 1个“轻音类单语”。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我
・
 | 是 | 学

・
生 |。”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中的重音类语素“我

・
”

及其所有同类语素为 1个“重音类语素集合体”，“学
・
生”及其所有同类语素为 1

个“重音类语素集合体”，区分为语汇中的“重音类单语”，“重音类单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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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中重音类语素“我”的所有同类语素，“重音类单语”

“学生”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中重音类语素“学生”的所有同类语素。这

1个句子中的轻音类语素“是”及其所有同类语素为 1个“轻音类语素集合体”，

区分为语汇中的“轻音类单语”，“轻音类单语”“是”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

子中轻音类语素“是”的所有同类语素。

句子中的 1个语素及其所有同类语素为语汇中的“同一单语”。句子中的非

同类语素为语汇中的“非同一单语”。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你
・
好 |。”和“| 好久不见

・
了 |。”这 2个句子，可以指出前者中

的重音类语素“好”及其所有同类语素为 1个“重音类语素集合体”，区分为语

汇中的“重音类单语”，句子中重音类语素“好”的所有同类语素为语汇中的

“同一单语”。后者中的轻音类语素“好”及其所有同类语素为 1个“轻音类语素

集合体”，区分为语汇中的“轻音类单语”，句子中轻音类语素“好”的所有同类

语素为语汇中的“同一单语”。句子中的重音类语素“好”与轻音类语素“好”

是非同类语素，即为语汇中的“非同一单语”。

单语成分是语元素。单语成分的语元素可以区分为二类四等。二类，即：

“重音类语元素”和“轻音类语元素”。四等，包括：一等，重音语元素。二等，

次重音语元素。三等，次轻音语元素。四等，轻音语元素。（另参见：“（ 1）语言

单位”中的“句子中的语素成分是‘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

重音类单语有 1个标峰重音，那 1个具有标峰重音的重音类语元素区分为重

音语元素，此外的重音类语元素区分为次重音语元素。重音类单语成分中的重音

语元素可以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来描写。

重音类单语成分中的语元素包括重音类语元素和轻音类语元素，可以区分重

音语元素、次重音语元素、次轻音语元素、轻音语元素。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人民”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描写作“人
・
民”，

可以用于指出其表示 1个重音类单语，这 1个重音类单语成分中的 2个重音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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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人
・
”区分为重音语元素，“民”区分为次重音语元素。

又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别人”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描写作“别
・
人”，

可以用于指出其表示 1个重音类单语，这 1 个重音类单语成分中的 2 个语元素，

“别
・
”区分为重音语元素，“人”区分为次轻音语元素。

再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馒头”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描写作“馒
・
头”，

可以用于指出其表示 1个重音类单语，这 1 个重音类单语成分中的 2 个语元素，

“馒
・
”区分为重音语元素，“头”区分为轻音语元素。

轻音类单语成分中的轻音类语元素可以区分次轻音语元素和轻音语元素。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轻音类单语“是”，可以用于指出这 1 个轻音类

单语成分中的轻音类语元素数目为 1个，轻音类语元素“是”区分为“次轻音语

元素”。

又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轻音类单语“吗”，可以用于指出这 1 个轻音类

单语成分中的轻音类语元素数目为 1个，轻音类语元素“吗”区分为“轻音语元

素”。

语汇中的 1个单语表示的那 1个“语素集合体”可以用于指出任何句子中 1

个语素的所有同类语素。单语充任 1个句子句法语汇结构中的句法词成分时称

作：语法词。单语充任的任何 1个语法词具有无限数量的 1个语汇结构。

（参见：“ 2 、句法语汇结构及其语音结构”的“（ 1）语法结构”。另参见笔者：2014

年〈单语〉《樱文论丛 第89卷 2015年 3 月》、2015年〈语言分析方法〉《樱文论丛 第90

卷 2015年10月》、2017年〈语法结构〉《樱文论丛 第97卷 2018年 3 月》。）

（ 3）语音单位

语音单位是“语元素音节”。1个“语元素音节”是 1个语音单位。1个“语

元素音节”具有 1次发音时由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开始到紧张减弱结束为止的全过

程。“语元素音节”成分是“调音素”及同时具有“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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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小成分：“语音元素”。（另参见笔者：2016年〈语音元素〉《樱文论丛 第92卷 2016

年10月》。）

语元素音节区分为二类四等。二类，即：“重音类语元素音节”和“轻音类

语元素音节”。四等，包括：一等，重音语元素音节。二等，次重音语元素音节。

三等，次轻音语元素音节。四等，轻音语元素音节。

单语成分中的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具有语元素音节。

重音类单语成分中的重音类语元素音节和轻音类语元素音节可以区分：重音

语元素音节、次重音语元素音节、次轻音语元素音节、轻音语元素音节。

例如，重音类单语“人
・
民（rénmín）”发音时可以指出其成分中“人

・
（rén）”

和“民（mín）”的语元素音节为重音类语元素音节，“人
・
（rén）”区分为重音语元

素音节，“民（mín）”区分为次重音语元素音节。

又如，重音类单语“别
・
人（biéren）”发音时可以指出其成分中的重音类语元

素音节“别
・
（bié）”区分为重音语元素音节，轻音类语元素音节“人（ren）”区

分为次轻音语元素音节。

再如，重音类单语“馒
・
头（mántou）”发音时可以指出其成分中的重音类语

元素音节“馒
・
（mán）”区分为重音语元素音节，轻音类语元素音节“头（tou）”

区分为轻音语元素音节。

轻音类单语成分中的轻音类语元素音节可以区分：次轻音语元素音节和轻音

语元素音节。

例如，轻音类单语“是（shì）”发音时可以指出其成分中的轻音类语元素音

节“是（shì）”区分为次轻音语元素音节。

又如，轻音类单语“吗（ma）”发音时可以指出其成分中的轻音类语元素音

节“吗（ma）”区分为轻音语元素音节。

1个语元素音节具有 1次发音时由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开始到紧张减弱结束为

止的全过程。

例如，“人
・
民（rénmín）”、“别

・
人（biéren）”、“馒

・
头（mántou）”这 3个重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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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语发音时分别具有 2次由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开始到紧张减弱结束为止的全过程，

可以用于指出“人
・
民（rénmín）”、“别

・
人（biéren）”、“馒

・
头（mántou）”分别具有

的语元素音节数目为 2个。

语元素音节具有的发音时由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开始到紧张减弱结束为止的全

过程可以区分为 2个类型。第一类是发音时由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开始至紧张高峰

后到紧张减弱结束为止的全过程，第二类是发音时由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开始到紧

张减弱结束为止的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减弱全过程。

例如，“人
・
民（rénmín）”、“别

・
人（biéren）”、“馒

・
头（mántou）”这 3个重音类

单语发音时，“人
・
民（rénmín）”、“别

・
人（biéren）”分别具有的 2 次发音肌肉紧张

全过程可以区分为第一类，“馒
・
头（mántou）”的“馒

・
（mán）”具有的 1 次发音肌

肉紧张全过程可以区分为第一类，“馒
・
头（mántou）”的“头（tou）”具有的 1次

发音肌肉紧张全过程可以区分为第二类。

语元素音节具有的发音肌肉紧张全过程的这 2个类型可以用于区分语元素音

节类型。

语元素音节类型可以区分为“普通音节”和“特殊音节”二类。发音时具有

由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开始至紧张高峰后到紧张减弱结束为止全过程的语元素音节

可以区分为“普通音节”，发音时具有由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开始到紧张减弱结束

为止的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减弱全过程的语元素音节可以区分为“特殊音节”。

例如，“人
・
民（rénmín）”、“别

・
人（biéren）”和“馒

・
头（mántou）”的“馒

・

（mán）”成分中的语元素音节具有发音时由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开始至紧张高峰后

到紧张减弱结束为止的全过程，可以区分为“普通音节”，“馒
・
头（mántou）”的

“头（tou）”成分中的语元素音节具有发音时由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开始到紧张减

弱结束为止的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减弱全过程，可以区分为“特殊音节”。

发音时由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开始到紧张减弱结束为止的全过程可以用于指出

语元素音节成分数目类型。

重音类单语发音时，其成分中属于第一类语元素音节的普通音节具有的发音

肌肉紧张全过程可以区分为 3个阶段：紧张增强阶段、紧张高峰阶段、紧张减弱

阶段，其成分中属于第二类语元素音节的特殊音节具有的发音肌肉紧张全过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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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分为 1个阶段：紧张增强减弱阶段。

例如，发音时，“人
・
民（rénmín）”、“别

・
人（biéren）”和“馒

・
头（mántou）”的

“馒
・
（mán）”中的普通音节具有的发音肌肉紧张全过程可以区分为 3个阶段：紧

张增强阶段、紧张高峰阶段、紧张减弱阶段，“馒
・
头（mántou）”的“头（tou）”

中的特殊音节具有的发音肌肉紧张全过程可以区分为 1个阶段：紧张增强减弱阶

段。

发音肌肉紧张阶段可以用于指出语元素音节的成分是“调音素”。可以指出

普通音节具有 3个调音素，特殊音节具有 1个调音素。普通音节的紧张增强阶段

的调音素区分为“前辅音性调音素”，紧张高峰阶段的调音素区分为“元音性调

音素”，紧张减弱阶段的调音素区分为“后辅音性调音素”，特殊音节的紧张增强

减弱阶段的调音素区分为“特殊辅音性调音素”。

例如，重音类单语“人
・
民（rénmín）”、“别

・
人（biéren）”分别具有 2 个语元素

音节，发音时音节成分可以区分为 3个调音素：紧张增强阶段的前辅音性调音素、

紧张高峰阶段的元音性调音素、紧张减弱阶段的后辅音性调音素，可以指出“人
・

民（rénmín）”、“别
・
人（biéren）”成分中的语元素音节分别是具有 3个调音素的普

通音节。

又如，重音类单语“馒
・
头（mántou）”具有 2 个语元素音节，发音时“馒

・
头

（mántou）”的“馒
・
（mán）”的音节成分可以区分为 3个调音素：紧张增强阶段的

前辅音性调音素、紧张高峰阶段的元音性调音素、紧张减弱阶段的后辅音性调音

素，“馒
・
头（mántou）”的“头（tou）”的音节成分可以区分为 1个调音素：紧张

增强减弱阶段的特殊辅音性调音素，可以指出“馒
・
头（mántou）”成分中“馒

・

（mán）”的语元素音节是具有 3个调音素的普通音节，“头（tou）”的语元素音节

是具有 1个特殊辅音性调音素的特殊音节。

语元素音节中的最小成分是“语音元素”。 1个语音元素同时具有“音元素”

和“超音元素声调”。发音时语元素音节具有的 1次由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开始到

紧张减弱结束为止的全过程中， 1个语音元素包括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具有发

音肌肉紧张一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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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重音类单语“别
・
人（biéren）”发音时，“别

・
人（biéren）”的“别

・

（bié）”紧张增强阶段的前辅音性调音素“bi”可以区分为分别具有发音肌肉紧张

一定阶段的 2个语音元素，可以指出“b”、“i”分别表示的具有发音肌肉紧张一

定阶段的语音元素包括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紧张高峰阶段的元音性调音素

“é”可以区分为具有发音肌肉紧张一定阶段的 1 个语音元素，可以指出“é”表

示的具有发音肌肉紧张一定阶段的语音元素包括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紧张减

弱阶段是“零符号表记”的后辅音性调音素，可以区分为具有发音肌肉紧张一定

阶段的 1个语音元素，可以指出“零符号表记”表示的具有发音肌肉紧张一定阶

段的语音元素包括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另参见笔者：2016年〈语音元素〉《樱文

论丛 第92卷 2016年10月》。）

语元素音节由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开始到紧张减弱结束为止的全过程具有“超

音元素声调”，可以用于指出发音时每 1个语元素音节具有的“声调”。（另参见笔

者：2016年〈语音元素〉《樱文论丛 第92卷 2016年10月》。）

语元素音节具有“超音元素声调”，可以区分“声调音节”。

声调音节区分为二类四等。二类，即：“四声类语元素音节”和“轻声类语

元素音节”。四等，包括：一等，重音类语元素四声音节。二等，轻音类语元素

四声音节。三等，轻音类语元素轻声音节。四等，轻音类语元素特殊轻声音节。

重音类单语成分中的重音类语元素包括重音语元素和次重音语元素具有的语

元素音节区分为“重音类语元素四声音节”，也称作“重音类四声音节”，或“四

声音节”。

例如，重音类单语“人
・
民（rénmín）”发音时，其成分中重音类语元素的

“人
・
（rén）”（重音语元素）和“民（mín）”（次重音语元素）的声调音节区分为“重

音类语元素四声音节”，也称作“重音类四声音节”，或“四声音节”。

重音类单语成分中的轻音类语元素区分次轻音语元素和轻音语元素。

重音类单语成分中次轻音语元素具有的语元素音节可以区分为 2个类型。其

中的 1个类型是“轻音类语元素四声音节”，也称作“轻音类四声音节”，另 1个

类型是“轻音类语元素轻声音节”，也称作“轻音类轻声音节”，或“轻声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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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重音类单语“别
・
人（biéren）”和“客

・
人（kèren）”发音时，二者成分

中的轻音类语元素“人（ren）”区分为次轻音语元素，“人（ren）”的声调音节区

分为“轻音类语元素轻声音节”，也称作“轻音类轻声音节”，或“轻声音节”。

又例如，重音类单语“大
・
学生”（dàxuéshēng）和“学

・
生（xuésheng）”发音时，

二者成分中的轻音类语元素“生（shēng）”和“生（sheng）”区分为次轻音语元

素，“生（shēng）”的声调音节区分为“轻音类语元素四声音节”，也称作“轻音

类四声音节”，“生（sheng）”的声调音节区分为“轻音类语元素轻声音节”，也

称作“轻音类轻声音节”，或“轻声音节”。

重音类单语成分中轻音语元素具有的语元素音节（特殊音节）区分为“轻音

类语元素特殊轻声音节”，也称作“轻音类特殊轻声音节”，或“特殊轻声音节”。

例如，重音类单语“馒
・
头（mántou）”和“桌

・
子（zhuōzi）”发音时，二者成

分中的轻音类语元素“头（tou）”和“子（zi）”区分为轻音语元素，“头（tou）”

和“子（zi）”的声调音节区分为“轻音类语元素特殊轻声音节”，也称作“轻音

类特殊轻声音节”，或“特殊轻声音节”。

轻音类单语成分中的轻音类语元素区分次轻音语元素和轻音语元素。

轻音类单语成分中次轻音语元素具有的语元素音节区分为“轻音类语元素四

声音节”，也称作“轻音类四声音节”。

例如，轻音类单语“是（shì）”发音时，其成分的次轻音语元素“是（shì）”

具有的语元素音节区分为“轻音类语元素四声音节”，也称作“轻音类四声音节”。

轻音类单语成分中轻音语元素具有的语元素音节区分为“轻音类语元素轻声

音节”，也称作“轻音类轻声音节”，或“轻声音节”。

例如，轻音类单语“吗（ma）”发音时，其成分的轻音语元素“吗（ma）”

具有的语元素音节区分为“轻音类语元素轻声音节”，也称作“轻音类轻声音节”，

或“轻声音节”。

语音单位的语元素音节可以用于指出汉语的语音结构是由同时具有音元素和

超音元素声调的语音元素构成的。语元素音节成分中同时具有音元素和超音元素

声调的语音元素构成汉语语音结构的 2个模型：“汉语语元素音节中语音元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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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模型”，也称作“语音元素结构图”，和“汉语语元素音节结构统音法式音节

表”，也称作“统音法式音节表”。

（参见：“ 2 、句法语汇结构及其语音结构”的“（ 2）语音结构”。另参见笔者：2015

年〈语言分析方法〉《樱文论丛 第90卷 2015年10月》、2016年〈语音元素〉《樱文论丛 第

92卷 2016年10月》、2017年〈语法结构〉《樱文论丛 第97卷 2018年 3 月》。）

（ 4）表记单位

表记单位是文字符号。文字符号是语言的超音成分单位。

任何 1个句子语言单位具有包括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

表记形式，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句子，可以指出任何 1个句子语言单位及其全部成分单位。

汉文字是汉语的表记单位。汉语拼音符号是汉语语音的表记符号。

汉文字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元素。

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

写的句子可以用于指出 1个句子及其句单位和语素数目类型，以及可以用于指出

语素成分的语元素数目类型，还可以用于指出任何句子中的 1个语素具有的语素

集合体表示语汇中的 1个单语及其语元素数目类型，可以指出汉文字表示的基本

单位是语元素。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你
・
好 |。”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句子及其句单位和语素数目类型，

以及可以用于指出语素成分的语元素数目类型，还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句子中

“你
・
”和“好”的语素集合体分别表示语汇中的 1个单语及其语元素数目类型，

可以指出汉文字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元素。（参见：“（ 1）语言单位”和“（ 2）语汇

单位”。）

汉语拼音符号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音元素。



172 桜 文 論 叢

语元素音节中最小成分是同时具有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的语音元素，汉语

拼音音节符号可以用于指出单语成分中的语元素音节及其调音素数目类型，以及

可以用于指出汉语拼音符号表示的同时具有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的语音元素数

目类型，可以指出汉语拼音符号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音元素。

例如，“人
・
民（rénmín）”、“别

・
人（biéren）”、“馒

・
头（mántou）”的汉语拼音音

节符号可以用于指出这 3个重音类单语成分中的语元素音节及其调音素数目类型，

以及可以用于指出汉语拼音符号表示的同时具有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的语音元

素数目类型，可以指出汉语拼音符号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音元素。（参见：“（ 3）

语音单位”。）

汉文字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元素，可以组词造句以及表示无限大量不断产生

的新单语用于无限数量的句子中以超能产和超高效率不断扩大发展无限数量的语

汇。

（另参见笔者：2015年〈语言分析方法〉《樱文论丛 第90卷 2015年10月》、2017年〈语

法结构〉《樱文论丛 第97卷 2018年 3 月》。）

2 、句法语汇结构及其语音结构

任何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是“句法语汇结构”。分析句子的语法结构只要指

出了句法词和语法词， 1个句子的句法语汇结构就清楚了。

任何 1个句子的全体语法结构核心是“语音结构”。语音单位是语元素音节，

1个语元素音节具有 1次发音时由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开始到紧张减弱结束为止的

全过程。语元素音节的最小成分单位是语音元素包括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语

音元素构成汉语语音结构的 2个模型。

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

写句子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具有包括可以区分“句法语汇结构”、“句法结

构”、“语汇结构”、“语音结构”的全体语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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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语法结构

任何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是“句法语汇结构”。

指出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时，句子作为语法结构单位称作：“语法单位”。 1

个句子中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表示语法结构成分单位，称作：“句法词”，语

汇单位“单语”充任“句法词”成分，称作：“语法词”。“句法词”和“语法词”

可以用于指出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是包括“句法结构”和“语汇结构”的“句法

语汇结构”。

例如，指出 1个句子的句法语汇结构时，“句单位”表示“句法词”，“单语”

充任“句法词”成分“语法词”，可以用于指出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

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的“| 你
・
好 |。”这 1 个句子有 1

个“前重型句法词”，充任这 1 个“前重型句法词”成分的“你
・
”和“好”为

“重音类语法词”。

“句单位”表示“句法词”。句法词类型即为二类四等。二类句法词分别称

作：“重音句法词”和“轻音句法词”。四等，包括：一等，重音型句法词。二等，

前重型句法词。三等，后重型句法词。四等，轻音型句法词。

“单语”表示“语法词”。语法词类型区分为二类四等。二类语法词分别称

作：“重音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四等又区分为 8品词。即，属于重音类实

词的：一等， 1、名词（代词）。 2、数词。二等， 3、形容词。 4 、动词。属

于轻音类虚词的：三等， 5、副词。 6、介词。四等， 7、连词。 8、助词。语

法词类型也称作“二类四等 8品词”。

重音类实词可以单独充任重音句法词成分，而不可以单独充任轻音句法词成

分。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我
・
 | 是 | 学

・
生 |。”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句子有 2个重音型句

法词和 1个轻音型句法词，充任这 2 个重音型句法词“| 我
・
 |”和“| 学

・
生 |”

成分的“我
・
”和“学

・
生”分别为重音类实词的“代词”和“名词”。

轻音类虚词不可以单独充任重音句法词成分。轻音类虚词的一部分可以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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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任轻音句法词成分，一部分可以充任重音句法词中的成分。

轻音类虚词中，连词可以单独充任轻音句法词成分而不充任重音句法词中的

成分，有时可以构成“轻音句”。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可是 |……。”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是“轻音句”，有 1个充任轻

音句法词“| 可是 |”成分的连词“可是”构成的轻音型句法词。可以用于指出

连词可以单独充任轻音句法词成分而不充任重音句法词中的成分，有时可以构成

“轻音句”。

轻音类虚词中，助词可以区分为 4类： 1 ，助数词。 2，态助词。 3，结构

助词。 4，语气助词。

其中，助数词和态助词只充任重音句法词中的成分而不可以单独充任轻音句

法词成分。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一
・
个 |。”和“| 这

・
个 |。”可以指出二者中“| 一

・
个 |”和

“| 这
・
个 |”的“个”是助数词充任重音句法词（重音型句法词）中的成分。可以

用于指出助数词只充任重音句法词中的成分而不可以单独充任轻音句法词成分。

又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

音符号描写的“| 学了一
・
年 | 汉

・
语 |。”可以指出“| 学了一

・
年 |”中的“了”

是态助词充任重音句法词（后重型句法词）中的成分。可以用于指出态助词只充

任重音句法词中的成分而不可以单独充任轻音句法词成分。

其中，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的一部分可以充任重音句法词中的成分，有的结

构助词和语气助词可以单独充任轻音句法词成分。但结构助词充任轻音句法词成

分任何时候都不构成轻音句，语气助词充任轻音句法词成分可以构成轻音句。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春天的心
・
 | 活

・
在 | 春

・
天的人 | 的 | 身

・
体里 |。”可以指出

“| 春天的心
・
 |”和“| 春

・
天的人 |”中“的”是结构助词充任重音句法词（分

别是后重型句法词和前重型句法词）中的成分，“| 的 |”中“的”是结构助词充任

轻音句法词（轻音型句法词）成分。可以用于指出结构助词“的”可以充任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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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词中的成分，又可以用于指出结构助词“的”也可以单独充任轻音句法词

（轻音型句法词）成分，但任何时候结构助词充任轻音句法词成分都不构成“轻音

句”。

又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

音符号描写的“| 你好
・
吗 |？”和“| 唔 |。”可以指出前者中“吗”是疑问语

气助词充任重音句法词“| 你好
・
吗 |”（后重型句法词）中的成分，后者

“| 唔 |。”这 1个句子是“轻音句”，有 1个充任轻音句法词成分的语气助词

“唔”构成的轻音型句法词。可以用于指出语气助词“吗”可以充任重音句法词

中的成分，又可以用于指出语气助词“唔”可以单独充任轻音句法词（轻音型句

法词）成分，语气助词“唔”充任轻音句法词成分可以构成“轻音句”。

轻音类虚词中，副词只充任重音句法词中的成分而不充任轻音句法词成分。

副词充任重音句法词中的成分大多在重音类实词之前，但有的副词充任重音句法

词中的成分有可能在重音类实词之前或之后。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很好
・
 |。”和“| 好

・
得很 |。”可以指出这 2个句子中副词“很”

分别充任重音句法词“| 很好
・
 |”（重音型句法词）和“| 好

・
得很 |”（重音型句法词）

中的成分。可以用于指出副词只充任重音句法词中的成分，有的副词充任重音句

法词中的成分有可能在重音类实词之前或之后。

副词的一部分充任重音句法词中的成分有时读作特殊强调重音。这时可以把

标峰重音符号用于标示特殊强调重音，但中心语仍然是重音类实词。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很好
・
 |。”和“| 很

・
好 |。”可以指出这 2个句子中副词“很”分

别充任重音句法词“| 很好
・
 |”（重音型句法词）和“| 很

・
好 |”（重音型句法词）

中的成分，不同的是后者中副词“很”读作特殊强调重音。这时标峰重音符号可

以用于标示特殊强调重音，但中心语仍然是重音类实词。可以用于指出有的副词

充任重音句法词中的成分有时读作特殊强调重音。

轻音类虚词中，介词只充任重音句法词中的成分而不充任轻音句法词成分。

任何 1个介词充任重音句法词中的成分总是在重音类实词之前，任何时候都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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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特殊强调重音。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把门
・
 | 关

・
上 |。”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中“把”是介词充任重音

句法词“| 把门
・
 |”（重音型句法词）中的成分。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 个介词充任

重音句法词中的成分总是在重音类实词之前，任何时候都不读作特殊强调重音。

1个句子中的句法词数目类型可以用于指出句法词成分的每 1个语法词及其

类型，语法词类型也可以用于指出句法词结构。只要指出了句子中的句法词和语

法词， 1个句子的句法语汇结构就清楚了。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你
・
好 |。”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的句法词类型是前重型句法词，

“| 你
・
好 |”可以用于指出其成分“你

・
”和“好”的语法词类型，这 1 个句子中

的“你
・
”和“好”也可以用于指出代词（中心语）和形容词构成的“前重型句法

词”。

又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你好
・
吗 |？”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的句法词类型是后重型句法

词，“| 你好
・
吗 |”可以用于指出其成分“你”“好

・
”和“吗”的语法词类型，这

1个句子中的“你”“好
・
”和“吗”也可以用于指出代词和形容词（中心语）及疑

问语气助词构成的“后重型句法词”。

又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

音符号描写的“| 很好
・
 |。”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的句法词类型是重音型句法词，

“| 很好
・
 |”可以用于指出其成分“很”和“好

・
”的语法词类型，这 1 个句子中

的“很”和“好
・
”也可以用于指出副词和形容词构成的“重音型句法词”。

再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把门
・
 | 关

・
上 |。”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有 2个重音句法词，重音

型句法词“| 把门
・
 |”可以用于指出其成分“把”和“门

・
”的语法词类型，重音

型句法词“| 关
・
上 |”可以用于指出其成分“关

・
”和“上”的语法词类型，这 1

个句子中的“把”和“门
・
”也可以用于指出介词和名词构成的“重音型句法词”，



� 177语言学的方法论（萬）

“关
・
”和“上”也可以用于指出动词和态助词构成的“重音型句法词”。

任何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是包括“句法结构”和“语汇结构”的“句法语汇

结构”。句法语汇结构的语法结构模型，包括：句法结构模型的“二类四等句法

词”和语汇结构模型的“二类四等 8品词” 2 个模型。分析句子的语法结构只要

指出了句法词和语法词， 1个句子的句法语汇结构就清楚了。

（另参见笔者：2013年〈句单位〉《樱文论丛 第86卷 2014年 2 月》、2014年〈单语〉《樱

文论丛 第89卷 2015年 3 月》、2015年〈语言分析方法〉《樱文论丛 第90卷 2015年10月》、

2017年〈语法结构〉《樱文论丛 第97卷 2018年 3 月》。）

（ 2）语音结构

任何 1个句子的全体语法结构核心是“语音结构”。

语音单位是语元素音节， 1个语元素音节具有 1次发音时由发音肌肉紧张增

强开始到紧张减弱结束为止的全过程。语元素音节的最小成分单位是语音元素包

括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语元素音节成分中包括同时具有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

调的语音元素构成汉语语音结构的 2个模型：“汉语语元素音节中语音元素结构

模型”和“汉语语元素音节结构统音法式音节表”。

“汉语语元素音节中语音元素结构模型”也称作：“语音元素结构图”。

1个语元素音节具有 1次发音时由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开始到紧张减弱结束为

止的全过程，其中的每 1个语音元素包括同时具有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具有

发音肌肉紧张一定阶段，并具有弧线型，单一方向有始终等等特征。（另参见笔

者：2016年〈语音元素〉《樱文论丛 第92卷 2016年10月》。）

“语音元素结构图”表示汉语语元素音节中包括音元素同时具有弧线型超音

元素声调的语音元素结构模型。图中的超音元素声调体系称作：“音之声”，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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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体系中的元音体系称作：“音之元”，辅音体系包括辅音和半元音体系分别称

作：“音之辅”和“音之介”。（参见：“图（ 1）语音元素结构图”。）

“语音元素结构图”如“图（ 1）”。

（另参见笔者：2016年〈语音元素〉《樱文论丛 第92卷 2016年10月》、2017年〈语法

结构〉《樱文论丛 第97卷 2018年 3 月》。）

“汉语语元素音节结构统音法式音节表”也称作：“统音法式音节表”。

“统音法式音节表”分“主表”和“辅表”二类。包括 4个音节表：“表 1”、

“表 2”、“表 3”、“表 4”。

主表：“表 1”包括元音前不参与介音对立的音节模型及其构成的所有音节。

辅表：“表 2”、“表 3”、“表 4”包括元音前参与介音对立的音节模型及其

构成的所有音节。

“统音法式音节表”也称作：二类 4音表。

“统音法式音节表”的 4个音表，元音按“a”、“e”、“i”、“u”，辅音按“部

位特征”、“方式特征”、“共鸣特征”顺序排列，表中的音节模型用韵母符号表示。

“统音法式音节表”记入音节符号，表 1：265个。表 2：51个。表 3：63个。

表 4：24个。此外，“n（ng）”作为 1个特殊音节符号（写在“注”中。）计入，共

计404个。

“统音法式音节表”如“图（ 2）”。

（另参见笔者：2016年〈语音元素〉《樱文论丛 第92卷 2016年10月》、2017年〈语法

结构〉《樱文论丛 第97卷 2018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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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语音元素结构图

・

图（ 1）：语音元素结构图。表示汉语语元素音节中包括音

元素同时具有弧线型超音元素声调的语音元素结构模型。

图中的超音元素声调体系称作：“音之声”，音元素体系中

的元音体系称作：“音之元”，辅音体系包括辅音和半元音

体系分别称作：“音之辅”和“音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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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统音法式音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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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等论在今后语言教学研究中的作用

这一语言学的方法论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语言单位具有 2个形式：包

括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

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就可以指出任何 1

个句子语言单位及其全部成分以及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和包括可以区分句法语汇

结构、句法结构、语汇结构、语音结构的全体语法结构。

这一语言学的方法论用于今后的语言教学与研究，可以解答语言学基础理论

研究中的语言形式、语言单位、语法部门、语法单位、句法语汇结构、句法结构、

语汇结构、语音结构和全体语法结构及其关系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问题，化解以

往无法解决的全部疑难问题，有利于基础语言教学标准化。

以下扼要说明用于基础汉语教学的 1个句子及其语法结构分析和语音元素及

统音法式音节表 2个问题。

1、 1个句子及其语法结构分析

2、语音元素及统音法式音节表

1 、 1 个句子及其语法结构分析

如果把 1个句子语言单位具有 2个形式：包括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

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于基础汉语教学，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

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就可以指出任何 1个句子及其具

有的无限数量相同句，可以用于指出正确的 1个句子和不正确的句子的区别。

如果把指出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用于基础汉语教学，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

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就可以指出任何 1

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是“句法词”和“语法词”构成的句法语汇结构。句法语汇结

构模型包括：句法结构模型的“二类四等句法词”和语汇结构模型的“二类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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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品词” 2 个模型。分析句子的语法结构只要指出了“句法词”和“语法词”，

1个句子的句法语汇结构就清楚了。

（ 1） 1个句子

如果把 1个句子语言单位具有 2个形式：包括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

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于基础汉语教学，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

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就可以指出任何 1个句子及其具

有的无限数量相同句。

例如，可以指出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

标峰重音符号描写的“| 你
・
好 |。”是 1个句子，可以用于指出这 1 个句子具有

的无限数量相同句。

如果把指出正确的 1个句子用于基础汉语教学，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

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的 1个句子与音声语言表达形

式相一致就是正确的句子，反之，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的句子与

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不相一致就不能用于指出 1个句子而是不正确的句子。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你
・
好 |。”可以用于指出这1个句子及其具有的无限数量相同句与

音声语言表达形式相一致是正确的句子，反之，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

写的句子与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不相一致就不能用于指出1个句子而是不正确的句子。

如果把相同文字有可能表记正确的 2个非相同句用于基础汉语教学，朗读文

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就

可以指出相同文字有可能表记与音声语言表达形式相一致正确的 2个非相同句。

例如，可以指出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

标峰重音符号描写的“| 他
・
 | 写得好

・
 |。”和“| 他

・
 | 写

・
得好 |。”是 2个句子。

这 2个句子分别是与音声语言表达形式相一致具有无限数量相同句的正确的句子，

可以用于指出相同文字有可能表记正确的 2个非相同句。

如果把任何 1个句子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与表达的意思相一致而音声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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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记形式是对音声语言表达形式的表记用于基础汉语教学，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

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就可以用于指出

正确的 1个句子与另 1个句子的区别。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你
・
好 |。”和“| 你好

・
吗 |？”这 2 个句子，可以用于指出二者

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与表达的意思相一致，是正确的句子。

又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他
・
 | 写得好

・
 |。”（这 1个句子的意思是：他写得很好。）和

“| 他
・
 | 写

・
得好 |。”（这 1个句子的意思是：他能写好。），可以用于指出这 2个句

子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与表达的意思相一致，是正确的句子。

如果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与表达的意思

不相一致，就不能指出 1个句子，必然是不正确的句子。可以用于指出正确的 1

个句子与不正确的句子的区别。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春天的心
・
 | 活

・
在 | 春

・
天的人 | 的 | 身

・
体里 |。”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与表达的意思相一致，是正确的句子，但如果把句

切符号或标峰重音符号写在了其他位置就不能指出 1个句子，必然是不正确的句

子。可以用于指出正确的 1个句子与不正确的句子的区别。

如果把区分正确的 1个句子用于基础汉语教学，就可以指出区分正确的 1个

句子的依据是任何 1个语言包括各地方言方音本身具有的超音成分。音声语言表

达形式中的停顿、轻重音、标峰重音、声调等等是语言具有的超音成分，表记音

声语言的文字符号是语言具有的超音成分单位，依据语言具有的超音成分区分的

1个句子语言单位以及包括句法部门、语汇部门、语音部门、表记部门单位的全

部成分单位是语言的超音成分单位。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语言包括各地方言

方音都可以用这一方法指出正确的 1个句子。

例如，可以指出无论用标准的汉语普通话还是用汉语各地方言方音，朗读文

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的“| 春

天的心
・
 | 活

・
在 | 春

・
天的人 | 的 | 身

・
体里 |。”是相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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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又可以用于指出，任何时候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存在和有可能存在的任

何 1个语言包括各地方言方音都可以用这一方法指出正确的 1个句子。

（ 2）结构分析

如果把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用于基础汉语教学，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

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就可以指出任何 1个句

子的语法结构是“句法词”和“语法词”构成的句法语汇结构。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你
・
好 |。”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是包括“句法词”

“| 你
・
好 |”及其成分“语法词”“你

・
”“好”构成的句法语汇结构。

如果把分析 1个句子的句法语汇结构用于基础汉语教学，朗读文字符号表记

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就可以指出 1

个句子的句法语汇结构包括“句法结构”和“语汇结构”，句法语汇结构模型包

括：句法结构模型的“二类四等句法词”和语汇结构模型的“二类四等 8品词”

2 个模型，分析句子的语法结构只要指出了“句法词”和“语法词”， 1 个句子

的句法语汇结构就清楚了。

例如，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

符号描写的“| 你
・
好 |。”“| 你好

・
吗 |？”和“| 我

・
 | 是 | 学

・
生 |。”可以用

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具有包括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

式，朗读文字符号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

写句子可以用于指出正确的任何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中句法词数目类型及其成分

语法词数目类型，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是句法语汇结构，句法

语汇结构包括“句法结构”和“语汇结构”，句法结构模型包括二类四等句法词，

语汇结构模型包括二类四等 8品词，可以用于指出分析句子的语法结构只要指出

了“句法词”和“语法词”， 1个句子的句法语汇结构就清楚了。

那么，又可以用于指出，任何时候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存在和有可能存在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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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语言包括各地方言方音都可以用这一方法指出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分析句子

的语法结构只要指出了“句法词”和“语法词”，1个句子的句法语汇结构就清楚了。

2 、语音元素及统音法式音节表

如果把 1个句子全体语法结构的核心是语音结构，语元素音节的最小成分单

位是同时具有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的语音元素用于基础语音教学，就可以指出

语音元素构成汉语语音结构的 2个模型。

（ 1）语音元素

如果把语元素音节中的最小成分单位是同时具有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的语

音元素用于基础语音教学，就可以指出汉语拼音符号是汉语语音的表记符号，汉

语拼音符号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音元素，可以把汉语拼音音节符号与其表示的语

元素音节及其成分中同时具有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的语音元素区分开来。

例如，“中
・
国语（zhōngguóyǔ）”发音时可以指出其成分的 3个语元素音节中，

“中
・
（zhōng）的元音是“u”的“同位音”，“国（guó）”的元音是“e”的“同位

音”,“语（yǔ）”的元音是“i”的“同位音”。可以用于指出汉语拼音符号是汉

语语音的表记符号，汉语拼音符号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音元素，可以把汉语拼音

音节符号与其表示的语元素音节及其成分中同时具有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的语

音元素区分开来。

如果把“汉语语元素音节中语音元素结构模型”即“语音元素结构图”用于

基础语音教学，就可以指出汉语语元素音节的“声调”是“超音元素声调”，可

以把“四声字调”与语元素音节区分的“声调音节”区分开来。

例如，“中
・
国语（zhōngguóyǔ）”发音时可以指出其成分的 3个语元素音节分

别具有 1次发音时由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开始到紧张减弱结束为止的全过程，可以

用于指出语元素音节的“声调”是其发音全过程中每 1个语音元素具有的与音元

素同时的“超音元素声调”。可以把“四声字调”与语元素音节区分的“声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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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区分开来。（参见“图（ 1）：语音元素结构图”。）

（另参见笔者：2016年〈语音元素〉《樱文论丛 第92卷 2016年10月》、2017年〈语法

结构〉《樱文论丛 第97卷 2018年 3 月》。）

（ 2） 4个音表

“汉语语元素音节结构统音法式音节表”即：“统音法式音节表”。

“统音法式音节表”包括“主表”和“辅表”的 4个音表。也称作：“二类 4

音表”。

“统音法式音节表”于1997年作成并开始用于本班的基础语音教学，2016年

略作修改。（“统音法式音节表”参见“图（ 2）：统音法式音节表”。另参见笔者：2016

年〈语音元素〉《樱文论丛 第92卷 2016年10月》。）

如果把“统音法式音节表”的“二类 4音表”用于基础语音教学，只要按照

“统音法式音节表”“主表”和“辅表”的排序就可以指出汉语拼音音节符号表示

的音节读音。

例如，“中
・
国语（zhōngguóyǔ）”发音时可以指出其成分的 3 个“语元素音

节”中，“中
・
（zhōng）”在“主表”“表 1”“u”栏目中，前辅音“zh”与元音之

间不参与介音，元音应是“u”的“同位音”，“国（guó）”在“辅表”“表 3”“u”

（/ w /）栏目中，前辅音“g”与元音之间参与介音“/ w /”，元音应是“e”

的“同位音”,“语（yǔ）”在“辅表”“表 4”“ü”（/ ɥ /）栏目中，元音前是半

元音（介音）“/ ɥ /”，元音应是“i”的“同位音”。（参见“图（ 2）：统音法式音

节表”。另参见笔者：2016年〈语音元素〉《樱文论丛 第92卷 2016年10月》。）

如果把“统音法式音节表”的 4个音表用于基础语音教学，必然可以简化基

础语音教学程序。

例如，“统音法式音节表”区分 4 个音表，“主表”“表 1”有 4 个栏目，表

示包含在“天、地、人、物”中的元音：“a”、“i”、“e”、“u”，先有“天、地”

中的元音：“a”、“i”，后有“人、物”中的元音：“e”、“u”，按先后交叉排序



� 187语言学的方法论（萬）

为：“a”、“e”、“i”、“u”。“辅表”“表 2”、“表 3”、“表 4”的栏目分别是“i”、

“u”、“ü”表示元音前有半元音（介音）“/ y /”、“/ w /”、“/ ɥ /”。

又例如，“统音法式音节表”的 4个音表中，“表 1”的音节数为265个，“表

2”的音节数为51个，“表 3”的音节数为63个，“表 4”的音节数为24个，此外，

“n（ng）”作为 1个特殊音节符号（写在“注”中。）计入，共404个。“主表”音节

数约占总数的65.6%，“辅表”音节数约占总数的34.4%。（参见“图（ 2）：统音法

式音节表”。）

（另参见笔者：2016年〈语音元素〉《樱文论丛 第92卷 2016年10月》。）

我们从1997年开始在基础语音教学中采用了“统音法式音节表”，学生可以

依据“统音法式音节表”掌握汉语拼音音节符号和正确的读音，使语音教学取得

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  语

本文汇报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句子语言单位

及其全体语法结构和汉语语音单位及其语音结构模型。指出这一语言学的方法论

可以作为确立以现代汉语为代表的中国国语（标准语）依据，有利于今后基础语

言教学标准化，并可以适用于今后的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和语言教学与研究以及

其他相关联的各个领域。

1 、句子语言单位及其全体语法结构

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提出了“句子”语言单位及其全部成分单位

数目类型。其结果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是句法语汇结构， 1个

句子的全体语法结构核心是语音结构， 1个句子的全体语法结构是包括可以区分

句法语汇结构、句法结构、语汇结构、语音结构的超音全体语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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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语语音单位及其语音结构模型

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提出了“语元素音节”语音单位及其全部成

分单位数目类型。其结果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语元素音节的语音结构是由同时

具有音元素和超音元素声调的语音元素构成的。语音元素构成汉语语音结构 2个

模型：“汉语语元素音节中语音元素结构模型”，也称作“语音元素结构图”和

“汉语语元素音节结构统音法式音节表”，也称作“统音法式音节表”。

3 、有利于今后基础语言教学标准化

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提出这一语言学的方法论可以用于指出区分

1个句子的依据是 1个语言包括各地方言方音本身具有的超音成分，任何时候无

论过去现在将来存在和有可能存在的任何 1个语言包括各地方言方音都可以用这

一方法指出正确的 1个句子。这一语言学的方法论可以作为确立以现代汉语为代

表的中国国语（标准语）依据，有利于今后基础语言教学标准化。

4 、适用于今后语言关联的各个领域

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提出这一语言学方法论的语法模型具有特定

性、一般性、概括性、适用性。可以用于解答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语言形式、

语言单位、语法部门、语法单位、句法语汇结构、句法结构、语汇结构、语音结

构和全体语法结构及其关系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问题，可以化解以往语言研究、

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和现代中国语语法、语汇、语音

研究中无法解决的全部疑难问题，可以适用于今后的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和语言

教学与研究以及其他相关联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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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提出了科学语言学的方法论，沿着科学语言

学方向发展是历史赋予我们全体语言工作者、教育者、研究者的使命。

  2018年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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