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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の追及によって，各地の革命委員会に存在した異質な造反派メンバーを一

掃できたと言える26。それだけではなく，「一打三反」キャンペーンは毛沢東に

主要な責任があると考えられる。周恩来にも責任はあったが，あくまでも周は

従属的な地位にいたからである。「一打三反」キャンペーンを実施する前に，

周恩来が毛沢東との間に何の相談もなく，毛沢東の同意を得ずして勝手に政治

局会議を開き，重要な政策を講じようとすることなどできたはずがない。

1970年1２月に毛沢東は「われわれは殺人によって統治することのではない」

という指示を出した。この毛沢東の指示から，一般的には「周恩来が勝手に

『一打三反』キャンペーンを実施した」という結論に至った。が，しかし，や

はり証拠が足りない。「一打三反」キャンペーンに関する責任を論じることは

大事であるが，「一打三反」キャンペーンの動機を追究することは同レベルに

大切であると思われる。

1970年という年は，毛沢東にとっても重要な年であった。文革の初期成果を

収め，次の段階が非常に重要であった。それは，林彪を失脚させるという段階

である。この段階においては，周恩来の協力が不可欠であった。こうした時期

において，「一打三反」キャンペーンと「 ５・16」組織に対する徹底的調査を

同時に進行させたことは，毛沢東と周恩来の心と心が通じ合っていたからだと

考えられる。すなわち，毛沢東が主導し，周恩来がそれに協力したことで，不

逞の紅衛兵や造反派を一掃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したがって，中共第10回全国大

会で，毛沢東派の紅衛兵や造反派の関係者が中央委員会のメンバーになり，文

革派が優勢になったのである。これこそが，「一打三反」キャンペーンの真の

目的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

26	丁凱文　前掲書　p.3２1を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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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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的方法论称作：“音等论”（笔者

1998）。本文汇报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研究中依据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

中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区分的句子中句法词成

分的语法词类型，即：品词，以及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语言教学中的作用。

包括 2个方面问题：一、轻重音用于区分语法词。扼要说明“句子语法结构单位

成分”和“区别轻重音的品词类型”。二、用于语言教学中的作用。扼要说明

“分析 1个句子语法结构”和“单语和语法词及其类型”。

把由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归类的大大小小停顿（用于语言分析时称作：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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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分用于语言分析，可以指出句子语言单位的数目类

型及其全部成分单位，其结果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作为语法单位，即，

语法结构单位。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

记形式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具有包括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

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可以用于指出 1个句子语法结构

单位表示的 1个句子语言单位。句子语法结构单位的成分单位是句法词和语法词，

句法词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语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句子中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具有无限数量的同类语素，所有同类语素汇

成的 1个语素集合体表示语汇中的 1个单语。单语充任语法词，同一单语可以充

任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 1个语法词表示的 1个区别轻重音语素及其无限数量所有

同类语素。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表示语素集合体，相同汉文字表记的单语不一

定是同一单语。单语成分是语元素。单语成分的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具有

1个语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

文字符号作为表记单位，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语的表记单位是表

意文字的汉文字，汉语语音的表记单位是汉语拼音符号。汉文字和汉语拼音符号

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文字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元素。汉语拼音符

号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音元素。

汉文字表记的单语可以用于指出重音类单语和轻音类单语发音时的轻重音规

律。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描写重音类单语发音时起标峰作用的重音语元素可以用

于指出重音类单语成分数目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汉文字表记的单语充任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任何 1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

重音的语素。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的轻

重音。

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中，句法词成分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和轻音句法词的

轻重音规律。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区分

为 4个类型：偏正关系、限定关系、动宾关系、补助关系，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

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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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可以用于区分句子中

句法词成分的语法词类型，即：品词。品词类型包括重音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的

二类四等 8品词。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任何 1个句子具有 2个

形式，即：包括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

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 1个句子，

可以用于指出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相一致的正确的 1个句子。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分析 1个句子语言单位，

包括四个部门：句法部门、语汇部门、语音部门、表记部门。汉语的表记单位是

表意文字的汉文字，汉语语音的表记单位是汉语拼音符号。汉文字和汉语拼音符

号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作为语法单位，即，语法结构

单位。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 1个句子，可以用于指

出其表示语言单位。语法结构单位成分包括句法词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和语

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分析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只要指出了句法词和语

法词，语法结构就清楚了。可以用于指出 1个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不是以往所

谓“主谓宾定状补”。可以化解以往现代汉语研究中语法单位、语法结构及其成

分以及相关联的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全部疑难问题，可以用于简化基础语言教学

程序。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单语是语

汇单位。单语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集合体。单语充任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任何

1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可以用于指出单语、语法词可以把以往

所谓“字词”区分开。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句子语法

结构单位成分中，语法词是句法词成分，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语法词类型可

以区分为包括重音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的二类四等 8品词。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表

示重音类语素的重音类语法词为重音类实词，相同汉文字表记表示的语法词不一

定是重音类实词。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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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为 4个类型，补助关系的语法词结构中起补助作用的语法词为轻音类语法词

表示轻音类语素，区分为轻音类虚词。区分品词类型可以把句子中语法词结构关

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揭示出来。可以适用于今后的基础语言

教学。

文中指出，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是语言学的方法论，这一语言学的分

析方法及其结果可以用于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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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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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本文讨论有关品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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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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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笔者2018 < 语言学的方法论 >《樱文论丛  第

100卷  2019年 9 月》。）本文汇报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研究中依据句子语法

结构单位成分中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区分的句

子中句法词成分的语法词类型，即：品词，以及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语言

教学中的作用。

1 ，区分句法词结构成分语法词类型

以往的现代汉语语法不能够用于指出 1个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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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由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归类的大大小小停顿（用于语言分析时称作：句切）、

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分用于语言分析，可以指出句子语言单位的数目类

型及其全部成分单位，其结果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作为语法单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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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结构单位。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

记形式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具有包括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

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可以用于指出 1个句子语法结构

单位表示的 1个句子语言单位。句子语法结构单位的成分单位是句法词和语法词，

句法词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语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句子中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具有无限数量的同类语素，所有同类语素汇

成的 1个语素集合体表示语汇中的 1个单语。单语充任语法词，同一单语可以充

任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 1个语法词表示的 1个区别轻重音语素及其无限数量所有

同类语素。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表示语素集合体，相同汉文字表记的单语不一

定是同一单语。单语成分是语元素。单语成分的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具有

1个语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

文字符号作为表记单位，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语的表记单位是表

意文字的汉文字，汉语语音的表记单位是汉语拼音符号。汉文字和汉语拼音符号

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文字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元素。汉语拼音符

号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音元素。

汉文字表记的单语可以用于指出重音类单语和轻音类单语发音时的轻重音规

律。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描写重音类单语发音时起标峰作用的重音语元素可以用

于指出重音类单语成分数目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汉文字表记的单语充任句子中

句法词成分的任何 1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

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的轻重音。

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中，句法词成分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和轻音句法词的

轻重音规律。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区分

为 4个类型：偏正关系、限定关系、动宾关系、补助关系，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

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可以用于区分句子中

句法词成分的语法词类型，即：品词。品词类型包括重音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的

二类四等 8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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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结构单位。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

记形式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具有包括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

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可以用于指出 1个句子语法结构

单位表示的 1个句子语言单位。句子语法结构单位的成分单位是句法词和语法词，

句法词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语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句子中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具有无限数量的同类语素，所有同类语素汇

成的 1个语素集合体表示语汇中的 1个单语。单语充任语法词，同一单语可以充

任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 1个语法词表示的 1个区别轻重音语素及其无限数量所有

同类语素。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表示语素集合体，相同汉文字表记的单语不一

定是同一单语。单语成分是语元素。单语成分的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具有

1个语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

文字符号作为表记单位，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语的表记单位是表

意文字的汉文字，汉语语音的表记单位是汉语拼音符号。汉文字和汉语拼音符号

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文字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元素。汉语拼音符

号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音元素。

汉文字表记的单语可以用于指出重音类单语和轻音类单语发音时的轻重音规

律。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描写重音类单语发音时起标峰作用的重音语元素可以用

于指出重音类单语成分数目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汉文字表记的单语充任句子中

句法词成分的任何 1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

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的轻重音。

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中，句法词成分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和轻音句法词的

轻重音规律。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区分

为 4个类型：偏正关系、限定关系、动宾关系、补助关系，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

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可以用于区分句子中

句法词成分的语法词类型，即：品词。品词类型包括重音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的

二类四等 8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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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分品词用于语言教学中的作用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任何 1个句子具有 2个

形式，即：包括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

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 1个句子，

可以用于指出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相一致的正确的 1个句子。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分析 1个句子语言单位，

包括四个部门：句法部门、语汇部门、语音部门、表记部门。汉语的表记单位是

表意文字的汉文字，汉语语音的表记单位是汉语拼音符号。汉文字和汉语拼音符

号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作为语法单位，即，语法结构

单位。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 1个句子，可以用于指

出其表示语言单位。语法结构单位成分包括句法词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和语

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分析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只要指出了句法词和语

法词，语法结构就清楚了。可以用于指出 1个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不是以往所

谓“主谓宾定状补”。可以化解以往现代汉语研究中语法单位、语法结构及其成

分以及相关联的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全部疑难问题，可以用于简化基础语言教学

程序。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单语是语

汇单位。单语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集合体。单语充任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任何

1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可以用于指出单语、语法词可以把以往

所谓“字词”区分开。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句子语法

结构单位成分中，语法词是句法词成分，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语法词类型可

以区分为包括重音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的二类四等 8品词。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表

示重音类语素的重音类语法词为重音类实词，相同汉文字表记表示的语法词不一

定是重音类实词。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

区分为 4个类型，补助关系的语法词结构中起补助作用的语法词为轻音类语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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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轻音类语素，区分为轻音类虚词。区分品词类型可以把句子中语法词结构关

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揭示出来。可以适用于今后的基础语言

教学。

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是语言学的方法论，这一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及其

结果可以用于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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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文包括 2个方面问题

本文汇报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研究中依据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中语

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区分的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

语法词类型，即：品词，以及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语言教学中的作用。

本文包括以下 2个方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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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轻音类语素，区分为轻音类虚词。区分品词类型可以把句子中语法词结构关

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揭示出来。可以适用于今后的基础语言

教学。

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是语言学的方法论，这一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及其

结果可以用于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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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文包括 2个方面问题

本文汇报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研究中依据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中语

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区分的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

语法词类型，即：品词，以及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语言教学中的作用。

本文包括以下 2个方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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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轻重音用于区分语法词

1 . 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

（ 1）句法词和语法词

（ 2）单语充任语法词

2 . 区别轻重音的品词类型

（ 1）汉语的表记单位

（ 2）单语和品词类型

二、用于语言教学中的作用

1 . 分析 1个句子语法结构

（ 1）句子的 2个形式

（ 2）句子的语法结构

2 . 单语和语法词及其类型

（ 1）单语是语汇单位

（ 2）语法词及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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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音用于区分语法词

1 . 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

把由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归类的大大小小停顿（用于语言分析时称作：句切）、

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分用于语言分析，可以指出句子语言单位的数目类

型及其全部成分单位，其结果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作为语法单位，即，

语法结构单位。句子语法结构单位的成分单位是句法词和语法词，句法词表示不

可再切分的句单位，语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句子中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具有无限数量的同类语素，所有同类语素汇

成的 1个语素集合体表示语汇中的 1个单语。单语充任语法词，同一单语可以充

任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 1个语法词表示的 1个区别轻重音语素及其无限数量所有

同类语素。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表示语素集合体，相同汉文字表记的单语不一

定是同一单语。单语成分是语元素。单语成分的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具有

1个语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

（ 1）句法词和语法词

把由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归类的大大小小停顿（用于语言分析时称作：句切）、

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分用于语言分析，可以指出句子语言单位的数目类

型及其全部成分单位，其结果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作为语法单位，即，

语法结构单位。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

记形式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具有包括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

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可以用于指出 1个句子语法结构

单位表示的 1个句子语言单位。句子语法结构单位的成分单位包括句法词和语法

词，句法词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语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例如，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

式可以用于指出“| 我
・
 | 是 | 学

・
生 |。”是 1个句子，可以用于指出 1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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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轻重音用于区分语法词

1 . 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

把由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归类的大大小小停顿（用于语言分析时称作：句切）、

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分用于语言分析，可以指出句子语言单位的数目类

型及其全部成分单位，其结果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作为语法单位，即，

语法结构单位。句子语法结构单位的成分单位是句法词和语法词，句法词表示不

可再切分的句单位，语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句子中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具有无限数量的同类语素，所有同类语素汇

成的 1个语素集合体表示语汇中的 1个单语。单语充任语法词，同一单语可以充

任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 1个语法词表示的 1个区别轻重音语素及其无限数量所有

同类语素。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表示语素集合体，相同汉文字表记的单语不一

定是同一单语。单语成分是语元素。单语成分的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具有

1个语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

（ 1）句法词和语法词

把由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归类的大大小小停顿（用于语言分析时称作：句切）、

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分用于语言分析，可以指出句子语言单位的数目类

型及其全部成分单位，其结果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作为语法单位，即，

语法结构单位。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

记形式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具有包括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

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可以用于指出 1个句子语法结构

单位表示的 1个句子语言单位。句子语法结构单位的成分单位包括句法词和语法

词，句法词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语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例如，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音声语言的表记形

式可以用于指出“| 我
・
 | 是 | 学

・
生 |。”是 1个句子，可以用于指出 1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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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结构单位表示的 1个句子语言单位具有包括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

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这 1个句子成分中的句法词

“| 我
・
 |”“| 是 |”“| 学

・
生 |”分别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语法词“我

・
”

“是”“学
・
生”分别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又如，可以指出“| 你

・
好 |。”这 1

个句子中的句法词“| 你
・
好 |”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语法词“你

・
”“好”

分别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1 ）句子中的句法词

句子中的句法词是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之一。句法词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

单位。

句法词及其数目。任何 1个句子中的句法词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任何

1个句子中的每 1个句法词前后有句切，可以用于指出句法词及其数目。

例如，朗读汉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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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
 | 是 | 学

・
生 |。”可以用于指出这是 1个句子，句法词表示不可

再切分的句单位，句法词前后的句切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句子的句法词数目为 3

个。又如，可以指出“| 你
・
好 |。”是 1 个句子，句法词前后的句切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的句法词数目为 1个。

指出句法词类型。句法词成分的语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可以用于指

出句法词类型。重音句法词成分中有 1 个表示起标峰作用中心语（即重音语素）

的重音类语法词，可以用于指出包括重音型句法词、前重型句法词、后重型句法

词的重音句法词，可以用于指出轻音型句法词是只含轻音类语法词的轻音句法词。

例如，可以指出“| 我
・
 | 是 | 学

・
生 |。”这 1个句子中，重音句法词

“| 我
・
 |”“| 学

・
生 |”分别包含的重音类语法词“我

・
”“学

・
生”即表示起标峰作

用的中心语（即重音语素），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 我
・
 |”“| 学

・
生 |”为

重音型句法词，轻音句法词“| 是 |”只含轻音类语法词“是”表示次轻音语素，

可以用于指出轻音句法词“| 是 |”为轻音型句法词。又如，可以指出“| 你
・



312 桜 文 論 叢

好 |。”和“| 你好
・
吗 |？”这 2个句子中，“| 你

・
好 |”和“| 你好

・
吗 |”分

别是包含 2 个以上重音类语法词或有其他轻音类语法词的重音句法词，“| 你
・

好 |”中的重音类语法词“你
・
”“好”分别表示重音语素和次重音语素，其中，

重音类语法词“你
・
”表示起标峰作用的中心语（即重音语素）在其他重音类语法

词表示的次重音语素前，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 你
・
好 |”为前重型句法词，

“| 你好
・
吗 |”中的重音类语法词“你”“好

・
”分别表示次重音语素和重音语素，

轻音类语法词“吗”表示轻音语素，其中，重音类语法词“好
・
”表示起标峰作用

的中心语（即重音语素）前有其他重音类语法词表示的次重音语素，可以用于指

出重音句法词“| 你好
・
吗 |”为后重型句法词。

汉文字表记的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中，句法词成分的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

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区分为 4个类型，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

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以下略记（参见： 2 . 区别轻重音的品词类型）。

2 ）句子中的语法词

句子中的语法词是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之一。语法词是句法词成分。语法

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语法词及其数目。句子中的 1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可以用

于指出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语法词及其数目。

例如，可以指出“| 我
・
 | 是 | 学

・
生 |。”这 1个句子中 3个句法词成分的

语法词“我
・
”“是”“学

・
生”分别表示 1 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表示重音语素（重

音类语素）的语法词“我
・
”“学

・
生”区分为重音类语法词，表示次轻音语素（轻音

类语素）的语法词“是”区分为轻音类语法词，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句子中语法

词数目为 3个，重音类语法词数目为 2个，轻音类语法词数目为 1个。重音类语

法词“我
・
”“学

・
生”分别构成重音型句法词“| 我

・
 |”“| 学

・
生 |”，轻音类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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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和“| 你好
・
吗 |？”这 2个句子中，“| 你

・
好 |”和“| 你好

・
吗 |”分

别是包含 2 个以上重音类语法词或有其他轻音类语法词的重音句法词，“| 你
・

好 |”中的重音类语法词“你
・
”“好”分别表示重音语素和次重音语素，其中，

重音类语法词“你
・
”表示起标峰作用的中心语（即重音语素）在其他重音类语法

词表示的次重音语素前，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 你
・
好 |”为前重型句法词，

“| 你好
・
吗 |”中的重音类语法词“你”“好

・
”分别表示次重音语素和重音语素，

轻音类语法词“吗”表示轻音语素，其中，重音类语法词“好
・
”表示起标峰作用

的中心语（即重音语素）前有其他重音类语法词表示的次重音语素，可以用于指

出重音句法词“| 你好
・
吗 |”为后重型句法词。

汉文字表记的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中，句法词成分的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

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区分为 4个类型，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

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以下略记（参见： 2 . 区别轻重音的品词类型）。

2 ）句子中的语法词

句子中的语法词是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之一。语法词是句法词成分。语法

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语法词及其数目。句子中的 1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可以用

于指出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语法词及其数目。

例如，可以指出“| 我
・
 | 是 | 学

・
生 |。”这 1个句子中 3个句法词成分的

语法词“我
・
”“是”“学

・
生”分别表示 1 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表示重音语素（重

音类语素）的语法词“我
・
”“学

・
生”区分为重音类语法词，表示次轻音语素（轻音

类语素）的语法词“是”区分为轻音类语法词，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句子中语法

词数目为 3个，重音类语法词数目为 2个，轻音类语法词数目为 1个。重音类语

法词“我
・
”“学

・
生”分别构成重音型句法词“| 我

・
 |”“| 学

・
生 |”，轻音类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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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是”构成轻音型句法词“| 是 |”。

句子中的 1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还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表

示的区别轻重音的语素成分是语元素。

例如，可以指出“| 我
・
 | 是 | 学

・
生 |。”这 1个句子中 3个语法词表示的

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其中，重音类语法词“我
・
”表示的重音语素（重音类语素）

包含 1个重音语元素，轻音类语法词“是”表示的次轻音语素（轻音类语素）包

含 1个次轻音语元素，重音类语法词“学
・
生”表示的重音语素（重音类语素）包

含 2个语元素： 1 个重音语元素和 1个次轻音语元素。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表示

的区别轻重音的语素成分是语元素。

指出语法词类型。句子中的语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可以用于指出表

示重音类语素的重音类语法词和表示轻音类语素的轻音类语法词可以区分为重音

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

例如，可以指出“| 我
・
 | 是 | 学

・
生 |。”这 1个句子中表示重音类语素的

重音类语法词“我
・
”“学

・
生”可以区分为重音类实词，表示轻音类语素的轻音类

语法词“是”可以区分为轻音类虚词。

汉文字表记的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中，句法词成分的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

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区分为 4个类型，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

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

音规律可以用于区分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语法词类型，即：品词，品词类型包括

重音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的二类四等 8品词。

以下略记（参见： 2 . 区别轻重音的品词类型）。

（ 2）单语充任语法词

句子中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具有无限数量的同类语素，所有同类语素汇

成的 1个语素集合体表示语汇中的 1个单语。单语充任语法词，同一单语可以充

任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 1个语法词表示的 1个区别轻重音语素及其无限数量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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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语素。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表示语素集合体，相同汉文字表记的单语不一

定是同一单语。单语成分是语元素。单语成分的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具有

1个语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

1 ）语素集合体单语

语素集合体单语。句子中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具有无限数量的同类语素，

所有同类语素汇成的 1个语素集合体表示语汇中的 1个单语。单语可以区分重音

类单语和轻音类单语。

句子中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具有无限数量的同类语素，所有同类语素汇

成的 1个语素集合体表示语汇中的 1个单语。

例如，可以指出“| 你
・
好 |。”和“| 你好

・
吗 |？”这 2个句子中重音类语

法词表示的重音类语素“你
・
”和“你”是同类语素，重音类语法词表示的重音类

语素“好”和“好
・
”是同类语素，可以用于指出无限数量相同句和非相同句中重

音类语法词表示的重音类语素“你”、“好”分别具有无限数量的同类语素，所有

同类语素为 1个语素集合体，重音类语素“你”和“好”分别具有的那 1个语素

集合体即为语汇中的 1个单语。又可以用于指出“| 你好
・
吗 |？”这 1 个句子

中轻音类语法词表示的轻音类语素“吗”具有无限数量相同句和非相同句中轻音

类语法词表示的无限数量的同类语素，所有同类语素为 1个语素集合体，轻音类

语素“吗”具有的那 1个语素集合体即为语汇中的 1个单语。

单语可以区分重音类单语和轻音类单语。

例如，上例句子中重音类语素“你”和“好”分别具有的语素集合体可以区

分为重音类单语，句子中轻音类语素“吗”具有的语素集合体可以区分为轻音类

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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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语素。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表示语素集合体，相同汉文字表记的单语不一

定是同一单语。单语成分是语元素。单语成分的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具有

1个语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

1 ）语素集合体单语

语素集合体单语。句子中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具有无限数量的同类语素，

所有同类语素汇成的 1个语素集合体表示语汇中的 1个单语。单语可以区分重音

类单语和轻音类单语。

句子中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具有无限数量的同类语素，所有同类语素汇

成的 1个语素集合体表示语汇中的 1个单语。

例如，可以指出“| 你
・
好 |。”和“| 你好

・
吗 |？”这 2个句子中重音类语

法词表示的重音类语素“你
・
”和“你”是同类语素，重音类语法词表示的重音类

语素“好”和“好
・
”是同类语素，可以用于指出无限数量相同句和非相同句中重

音类语法词表示的重音类语素“你”、“好”分别具有无限数量的同类语素，所有

同类语素为 1个语素集合体，重音类语素“你”和“好”分别具有的那 1个语素

集合体即为语汇中的 1 个单语。又可以用于指出“| 你好
・
吗 |？”这 1个句子

中轻音类语法词表示的轻音类语素“吗”具有无限数量相同句和非相同句中轻音

类语法词表示的无限数量的同类语素，所有同类语素为 1个语素集合体，轻音类

语素“吗”具有的那 1个语素集合体即为语汇中的 1个单语。

单语可以区分重音类单语和轻音类单语。

例如，上例句子中重音类语素“你”和“好”分别具有的语素集合体可以区

分为重音类单语，句子中轻音类语素“吗”具有的语素集合体可以区分为轻音类

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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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语充任语法词

单语充任语法词。同一单语可以充任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 1个语法词表示的

1个区别轻重音语素及其无限数量所有同类语素。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中的 1

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重音语素，充任句子中 1个语法词的不是 1个单语。

单语充任语法词，同一单语可以充任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 1个语法词表示的

1个区别轻重音语素及其无限数量所有同类语素。

例如，语汇中的“你”是 1 个单语，单语“你”可以充任“| 你
・
好 |。”这

1个句子中语法词“你
・
”表示的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同一单语“你”可以充任无

限数量任何句子中语法词“你”表示的无限数量所有同类语素。

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中的 1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重音语素，充任句子

中 1个语法词的不是 1个单语。

例如，可以指出“| 你
・
好 |。”这 1 个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中充任那 1 个

语法词“你
・
”表示区别轻重音语素的是单语“你”，但并不是 1个单语。

3 ）相同表记的单语

相同表记的单语。汉文字是汉语的表记单位，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表示语

素集合体，但相同汉文字表记的单语不一定是同一单语。

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表示语素集合体。

例如，可以指出“| 我
・
 | 是 | 学

・
生 |。”和“| 是

・
 |。”是 2个句子。前者

中的轻音类语法词“是”表示轻音类语素（次轻音语素），可以用于指出无限数量

相同句和非相同句中轻音类语法词“是”表示的轻音类语素的所有同类语素汇成

的语素集合体为语汇中的 1个轻音类单语，后者中的重音类语法词“是
・
”表示重

音类语素（重音语素），可以用于指出无限数量相同句和非相同句中重音类语法词

“是
・
”表示的重音类语素的所有同类语素汇成的语素集合体为语汇中的 1个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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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单语。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表示语素集合体。

相同汉文字表记的单语不一定是同一单语。

例如，轻音类单语“是”的同一单语可以充任“| 我
・
 | 是 | 学

・
生 |。”这

1个句子中轻音类语法词“是”表示的轻音类语素（次轻音语素）以及可以充任

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轻音类语法词“是”表示的所有同类语素。重音类单语

“是”的同一单语可以充任“| 是
・
 |。”这 1个句子中重音类语法词“是

・
”表示的

重音类语素（重音语素）以及可以充任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重音类语法词“是
・
”

表示的所有同类语素。句子中轻音类语法词“是”表示的轻音类语素与重音类语

法词“是
・
”表示的重音类语素为非同类语素。可以用于指出相同汉文字表记的轻

音类单语“是”和重音类单语“是”并非同一单语。

4 ）单语成分语元素

单语成分语元素。单语充任句子中的语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语素成

分是语元素。表示语素集合体的单语成分是语元素，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

具有 1个语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

单语充任句子中的语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语素成分是语元素。表示

语素集合体的单语成分是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

例如，可以指出“| 我
・
 | 是 | 学

・
生 |。”这 1个句子中单语充任的重音类

语法词“我
・
”“学

・
生”表示重音类语素，单语充任的轻音类语法词“是”表示轻

音类语素，语法词表示的重音类语素“我
・
”和轻音类语素“是”分别包含 1个区

别轻重音的语元素，语法词表示的重音类语素“学
・
生”包含 2个区别轻重音的语

元素。可以用于指出表示语素集合体的单语成分是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

单语成分的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具有 1个语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

例如，汉文字表记的重音类单语“学生”，可以用于指出这 1 个单语包含 2

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这 1个单语包含的 2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具有 2个语

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有几个语元素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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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单语。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表示语素集合体。

相同汉文字表记的单语不一定是同一单语。

例如，轻音类单语“是”的同一单语可以充任“| 我
・
 | 是 | 学

・
生 |。”这

1 个句子中轻音类语法词“是”表示的轻音类语素（次轻音语素）以及可以充任

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轻音类语法词“是”表示的所有同类语素。重音类单语

“是”的同一单语可以充任“| 是
・
 |。”这 1个句子中重音类语法词“是

・
”表示的

重音类语素（重音语素）以及可以充任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重音类语法词“是
・
”

表示的所有同类语素。句子中轻音类语法词“是”表示的轻音类语素与重音类语

法词“是
・
”表示的重音类语素为非同类语素。可以用于指出相同汉文字表记的轻

音类单语“是”和重音类单语“是”并非同一单语。

4 ）单语成分语元素

单语成分语元素。单语充任句子中的语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语素成

分是语元素。表示语素集合体的单语成分是语元素，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

具有 1个语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

单语充任句子中的语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语素成分是语元素。表示

语素集合体的单语成分是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

例如，可以指出“| 我
・
 | 是 | 学

・
生 |。”这 1个句子中单语充任的重音类

语法词“我
・
”“学

・
生”表示重音类语素，单语充任的轻音类语法词“是”表示轻

音类语素，语法词表示的重音类语素“我
・
”和轻音类语素“是”分别包含 1个区

别轻重音的语元素，语法词表示的重音类语素“学
・
生”包含 2个区别轻重音的语

元素。可以用于指出表示语素集合体的单语成分是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

单语成分的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具有 1个语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

例如，汉文字表记的重音类单语“学生”，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单语包含 2

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这 1个单语包含的 2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具有 2个语

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有几个语元素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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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语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

2 . 区别轻重音的品词类型

文字符号作为表记单位，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语的表记单位是表

意文字的汉文字，汉语语音的表记单位是汉语拼音符号。汉文字和汉语拼音符号

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文字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元素。汉语拼音符

号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音元素。

汉文字表记的单语可以用于指出重音类单语和轻音类单语发音时的轻重音规

律。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描写重音类单语发音时起标峰作用的重音语元素可以用

于指出重音类单语成分的数目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汉文字表记的单语充任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任何 1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

重音的语素。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的轻

重音。

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中，句法词成分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和轻音句法词的

轻重音规律。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区分

为 4个类型：偏正关系、限定关系、动宾关系、补助关系，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

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可以用于区分句子中

句法词成分的语法词类型，即：品词。品词类型包括重音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的

二类四等 8品词。

（ 1）汉语的表记单位

汉语的表记单位是表意文字的汉文字，汉语语音的表记单位是汉语拼音符号。

汉文字和汉语拼音符号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文字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

是语元素。汉语拼音符号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音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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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文字表记单位

汉语的表记单位是表意文字的汉文字。汉文字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元素。

汉语的表意文字汉文字表记可以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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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文字可以表记任何 1个句子及其成分单位以及任何 1个单语及其成分。汉

文字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元素。

例如，汉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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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可以用于指出“| 我
・
 | 是 | 学

・
生 |。”表示 1个句子，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

句子成分中句法词“| 我
・
 |”“| 是 |”“| 学

・
生 |”表示的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

及其数目类型，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语法词“我
・
”“是”“学

・

生”表示的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及其数目类型以及语元素数目类型。可以用于指出

这 1个句子以及无限数量相同句和非相同句中语法词表示的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我
・
”“是”“学

・
生”分别具有无限数量同类语素，所有同类语素汇成的 1个语素

集合体即语汇中的 1个单语。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单语“我”“是”“学

生”分别表示语素集合体，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同一单语“我”可以充任

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重音类语法词“我
・
”表示的 1个重音类语素及其无限数量所

有同类语素，同一单语“是”可以充任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轻音类语法词“是”

表示的 1个轻音类语素及其无限数量所有同类语素，同一单语“学生”可以充任

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重音类语法词“学
・
生”表示的 1个重音类语素及其无限数量

所有同类语素，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单语“我”“是”“学生”成分中的语

元素及其数目类型，可以用于指出 1个语元素具有 1个语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

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元素。

汉语的表意文字汉文字表记可以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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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汉语的表意文字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表示具有轻重音的语素集合体，

同一单语可以充任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 1个语法词表示的 1个区别轻重音语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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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及其数目类型，可以用于指出 1个语元素具有 1个语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

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元素。

汉语的表意文字汉文字表记可以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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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汉语的表意文字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表示具有轻重音的语素集合体，

同一单语可以充任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 1个语法词表示的 1个区别轻重音语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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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无限数量所有同类语素，单语成分是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可以用于指出汉语

的表意文字汉文字表记的基本单位是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可以用于指出表意文

字汉文字作为汉语的表记单位可以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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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语音的表记单位

汉语的表记单位是汉文字表意文字，汉语拼音符号是汉语语音的表记单位。

汉语拼音音节表记可以表示任何 1个单语成分语元素具有的语元素音节。汉语拼

音符号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音元素。

汉语拼音音节表记可以表示任何 1个单语成分语元素具有的语元素音节。

例如，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重音类单语“学
・
生”，汉语拼

音音节表记为“xuésheng”, 可以用于指出汉语拼音音节表记表示的这 1个重

音类单语成分语元素具有的语元素音节及其数目类型。可以用于指出汉语拼音音

节表记可以表示任何 1个单语成分语元素具有的语元素音节。

重音类单语成分中的重音类语元素音节（重音语元素音节、次重音语元素音节）

和次轻音语元素音节的发音全过程包括可以区分为发音肌肉紧张增强阶段的前辅

音性调音素、发音肌肉紧张高峰阶段的元音性调音素、发音肌肉紧张减弱阶段的

后辅音性调音素的 3个调音素，重音类单语成分中的轻音语元素音节的发音全过

程可以区分为 1个发音肌肉紧张增强减弱阶段的特殊辅音性调音素。语元素音节

类型可以区分为“普通音节”和“特殊音节”。

例如，重音类单语“学
・
生”的汉语拼音音节表记“xuésheng”可以用于指

出这 1个重音类单语成分具有的语元素音节数目为 2 个，分别是属于“普通音

节”具有 3个调音素的重音语元素音节和次轻音语元素音节。

语元素音节中调音素成分是包括音元素同时具有超音元素声调的语音元素。

例如，“学
・
生”的“学

・
”汉语拼音音节表记“xué”表示的那 1个语元素音

节的发音全过程中，发音肌肉紧张增强阶段的前辅音性调音素成分是包括音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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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具有超音元素声调的 2个语音元素，“xu”符号中前者表示 1个辅音音元素

同时具有超音元素声调的 1个语音元素，后者表示 1个辅音（介音、半元音）音

元素同时具有超音元素声调的 1个语音元素，发音肌肉紧张高峰阶段的元音性调

音素成分是包括音元素同时具有超音元素声调的 1 个语音元素，“é”符号表示

1个元音音元素同时具有超音元素声调的 1个语音元素，发音肌肉紧张减弱阶段

的后辅音性调音素成分是包括音元素同时具有超音元素声调的 1个语音元素，

“零符号表记”表示 1 个辅音音元素同时具有超音元素声调的 1个语音元素。可

以用于指出语元素音节中的最小成分是包括音元素同时具有超音元素声调的语音

元素。

语元素音节可以区分“声调音节”。重音类单语成分中语元素音节的“声调

音节”可以区分为：“重音类语元素四声音节”、“轻音类语元素四声音节”、“轻

音类语元素轻声音节”、“轻音类语元素特殊轻声音节”。轻音类单语成分中语元

素音节的“声调音节”可以区分为：“轻音类语元素四声音节”、“轻音类语元素

轻声音节”。语元素音节的声调是其发音全过程中每 1个语音元素的音元素同时

具有的超音元素声调。可以用于指出汉语语元素音节具有的声调是超音元素声调，

可以用于指出汉语拼音符号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音元素。

例如，重音类单语“学
・
生”成分中语元素音节的“声调音节”可以分别为重

音语元素四声音节和次轻音语元素轻声音节。重音类单语“学
・
生”汉语拼音音节

表记“xuésheng”，发音时语元素音节的声调是其发音全过程中每 1 个语音元素

的音元素同时具有的超音元素声调。可以用于指出汉语语元素音节具有的声调是

超音元素声调，可以用于指出汉语拼音符号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包括音元素同

时具有超音元素声调的语音元素。

（另参见笔者2016年〈语音元素〉《樱文论丛 第92卷  2016年10月》、2018年〈语言学

的方法论〉《樱文论丛 第100卷  2019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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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单语和品词类型

汉文字表记的单语可以用于指出重音类单语和轻音类单语发音时的轻重音规

律。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描写重音类单语发音时起标峰作用的重音语元素可以用

于指出重音类单语成分的数目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汉文字表记的单语充任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任何 1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

重音的语素。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的轻

重音。

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中，句法词成分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和轻音句法词的

轻重音规律。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区分

为 4个类型：偏正关系、限定关系、动宾关系、补助关系，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

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可以用于区分句子中

句法词成分的语法词类型，即：品词。品词类型包括重音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的

二类四等 8品词。

1 ）单语具有轻重音

汉文字表记的单语可以用于指出重音类单语和轻音类单语发音时的轻重音规

律。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描写重音类单语发音时起标峰作用的重音语元素可以用

于指出重音类单语成分数目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汉文字表记的重音类单语发音时的轻重音规律。

汉文字表记的重音类单语发音时其成分的重音类语元素中有 1个起标峰作用

的重音语元素，包含 2个以上重音类语元素的重音类单语成分中的那 1个起标峰

作用的重音语元素总是在其他重音类语元素前（表示语头、语尾、前缀、中缀、后

缀等的轻音类语元素除外），重音类单语成分中的那 1 个起标峰作用的重音类语元

素区分为重音语元素，其他重音类语元素区分为次重音语元素，重音类单语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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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示语头的轻音类语元素通常较弱，表示前缀、语尾的轻音类语元素通常较轻，

表示中缀、后缀的轻音类语元素最轻。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描写重音类单语发音

时起标峰作用的重音语元素可以用于指出重音类单语成分的数目类型及其轻重音

规律。也可以用“重、中、弱、轻”指出汉文字表记的重音类单语发音时其成分

中每 1 个语元素具有的轻重音。（汉文字表记的重音类单语成分中的语元素音节可以区

分为“普通音节”和“特殊音节”，重音类单语成分中表示中缀、后缀的轻音语元素的语

元素音节可以区分为“特殊音节”，此外的语元素音节为“普通音节”。）

例如，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重音类单语发音时起标峰作用

的重音语元素“大家
・
”、“老师

・
”、“阿姐

・
”、“咱

・
们”、“桌

・
子”、“妻

・
子”、“学

・
生”、

“別
・
人”、“看

・
见”、“人

・
民”、“伟

・
大”、“学

・
习”，可以用于指出这些重音类单语成分

数目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汉文字表记的固定短语包括成语、惯用语等等，具有固定性和熟语性，固定

短语发音时的轻重音规律与重音类单语发音时相一致。

例如，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固定短语“天
・
长地久”、“千

・
山

万水”、“深
・
思熟虑”、“轻

・
于鸿毛”、“刻

・
舟求剑”及惯用语“对

・
不起”、“来

・
得及”、

“赶
・
得上”等等，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固定短语发音时的轻重音规律与重

音类单语发音时相一致。

汉文字表记的轻音类单语发音时的轻重音规律。

轻音类单语发音时的轻重音可以区分为：轻音类单语成分的轻音类语元素音

节为四声音节的发音时通常较弱，轻音类单语成分的轻音类语元素音节为轻声音

节的发音时通常较轻。也可以用“弱、轻”指出轻音类单语发音时其成分中每 1

个语元素具有的轻重音。（轻音类单语成分的轻音类语元素音节的“声调音节”包括轻

音类语元素四声音节、轻音类语元素轻声音节。）

例如，轻音类单语“也”、“都”、“还”、“虽然”、“可是”、“不过”等等，轻

音类单语成分的轻音类语元素音节为四声音节，发音时通常较弱，又如，轻音类

单语“了”、“着”、“过”、“的”、“地”、“得”、“吗”、“吧”、“呢”等等，轻音类

单语成分的轻音类语元素音节为轻声音节，发音时通常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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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示语头的轻音类语元素通常较弱，表示前缀、语尾的轻音类语元素通常较轻，

表示中缀、后缀的轻音类语元素最轻。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描写重音类单语发音

时起标峰作用的重音语元素可以用于指出重音类单语成分的数目类型及其轻重音

规律。也可以用“重、中、弱、轻”指出汉文字表记的重音类单语发音时其成分

中每 1 个语元素具有的轻重音。（汉文字表记的重音类单语成分中的语元素音节可以区

分为“普通音节”和“特殊音节”，重音类单语成分中表示中缀、后缀的轻音语元素的语

元素音节可以区分为“特殊音节”，此外的语元素音节为“普通音节”。）

例如，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重音类单语发音时起标峰作用

的重音语元素“大家
・
”、“老师

・
”、“阿姐

・
”、“咱

・
们”、“桌

・
子”、“妻

・
子”、“学

・
生”、

“別
・
人”、“看

・
见”、“人

・
民”、“伟

・
大”、“学

・
习”，可以用于指出这些重音类单语成分

数目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汉文字表记的固定短语包括成语、惯用语等等，具有固定性和熟语性，固定

短语发音时的轻重音规律与重音类单语发音时相一致。

例如，用附加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固定短语“天
・
长地久”、“千

・
山

万水”、“深
・
思熟虑”、“轻

・
于鸿毛”、“刻

・
舟求剑”及惯用语“对

・
不起”、“来

・
得及”、

“赶
・
得上”等等，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固定短语发音时的轻重音规律与重

音类单语发音时相一致。

汉文字表记的轻音类单语发音时的轻重音规律。

轻音类单语发音时的轻重音可以区分为：轻音类单语成分的轻音类语元素音

节为四声音节的发音时通常较弱，轻音类单语成分的轻音类语元素音节为轻声音

节的发音时通常较轻。也可以用“弱、轻”指出轻音类单语发音时其成分中每 1

个语元素具有的轻重音。（轻音类单语成分的轻音类语元素音节的“声调音节”包括轻

音类语元素四声音节、轻音类语元素轻声音节。）

例如，轻音类单语“也”、“都”、“还”、“虽然”、“可是”、“不过”等等，轻

音类单语成分的轻音类语元素音节为四声音节，发音时通常较弱，又如，轻音类

单语“了”、“着”、“过”、“的”、“地”、“得”、“吗”、“吧”、“呢”等等，轻音类

单语成分的轻音类语元素音节为轻声音节，发音时通常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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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法词的轻重音

汉文字表记的单语充任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任何 1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

重音的语素。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的轻

重音。

例如，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的“| 我
・
 | 是 | 学

・
生 |。”这

1个句子，可以用于指出重音类单语“我”“学生”充任这 1 个句子中句法词成

分的重音类语法词“我
・
”“学

・
生”分别表示起标峰作用的 1个重音语素，轻音类

单语“是”充任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轻音类语法词“是”表示 1个次轻音语素，

可以用于指出重音类单语“我”“学生”充任的无限数量任何相同句和非相同句

中 1个重音类语法词的轻重音表示那 1个重音类语素（包括重音语素和次重音语素）

具有的轻重音，轻音类单语“是”充任的无限数量任何相同句和非相同句中 1个

轻音类语法词的轻重音表示那 1个轻音类语素具有的轻重音。

又例如，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的“| 你
・
好 |。”“| 你好

・

吗 |？”这 2个句子，可以用于指出重音类单语“你”“好”充任的这 2个句子

中句法词成分的重音类语法词“你
・
”和“你”、“好”和“好

・
”分别表示 1个重音

类语素，前者中重音类语法词“你
・
”表示起标峰作用的 1个重音语素，后者中重

音类语法词“你”表示次重音语素，前者中重音类语法词“好”表示次重音语素，

后者中重音类语法词“好
・
”表示起标峰作用的重音语素，可以用于指出重音类单

语“你”“好”充任的无限数量任何相同句和非相同句中 1个重音类语法词的轻

重音表示那 1个重音类语素（包括重音语素和次重音语素）具有的轻重音。又可以

用于指出轻音类单语“吗”充任“| 你好
・
吗 |？”这 1个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

轻音类语法词“吗”表示 1个轻音语素，轻音类单语“吗”充任的无限数量任何

相同句和非相同句中 1个轻音类语法词的轻重音表示那 1个轻音类语素具有的轻

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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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句法词的轻重音

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中，句法词成分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和轻音句法词的

轻重音规律。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区分

为 4个类型：偏正关系、限定关系、动宾关系、补助关系，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

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句子中每 1个重音句法词有 1个表示起标峰作用中心语即重音语素的重音类

语法词，此外的重音类语法词表示次重音语素，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按其成

分中表示重音类语素的重音类语法词数目和表示起标峰作用中心语即重音语素的

重音类语法词位置可以区分为重音型句法词、前重型句法词和后重型句法词，轻

音句法词只含表示轻音类语素的轻音类语法词，可以区分为轻音型句法词。用附

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句子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和轻

音句法词的轻重音规律。

例如，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 春天的心
・
 | 活

・
在 | 春

・
天的

人 | 的 | 身
・
体里 |。”这 1个句子，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的 5 个句法词分别

为：后重型句法词、重音型句法词、前重型句法词、轻音型句法词、重音型句法

词。

可以用“重、中、弱、轻”指出 1个句子的句法词成分中每 1个表示区别轻

重音语素的语法词的轻重音。可以用于指出表示不可再切分句单位的句法词的轻

重音。

例如，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 春天的心
・
 | 活

・
在 | 春

・
天的

人 | 的 | 身
・
体里 |。”这 1个句子，可以用“重、中、弱、轻”指出这 1个句

子的句法词成分中每 1个表示区别轻重音语素的语法词的轻重音。可以用于指出

表示不可再切分句单位的句法词的轻重音。这 1 个句子可以用“重、中、弱、

轻”改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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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句法词的轻重音

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中，句法词成分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和轻音句法词的

轻重音规律。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区分

为 4个类型：偏正关系、限定关系、动宾关系、补助关系，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

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句子中每 1个重音句法词有 1个表示起标峰作用中心语即重音语素的重音类

语法词，此外的重音类语法词表示次重音语素，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按其成

分中表示重音类语素的重音类语法词数目和表示起标峰作用中心语即重音语素的

重音类语法词位置可以区分为重音型句法词、前重型句法词和后重型句法词，轻

音句法词只含表示轻音类语素的轻音类语法词，可以区分为轻音型句法词。用附

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句子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和轻

音句法词的轻重音规律。

例如，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 春天的心
・
 | 活

・
在 | 春

・
天的

人 | 的 | 身
・
体里 |。”这 1个句子，可以指出这 1个句子的 5 个句法词分别

为：后重型句法词、重音型句法词、前重型句法词、轻音型句法词、重音型句法

词。

可以用“重、中、弱、轻”指出 1个句子的句法词成分中每 1个表示区别轻

重音语素的语法词的轻重音。可以用于指出表示不可再切分句单位的句法词的轻

重音。

例如，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 春天的心
・
 | 活

・
在 | 春

・
天的

人 | 的 | 身
・
体里 |。”这 1个句子，可以用“重、中、弱、轻”指出这 1个句

子的句法词成分中每 1个表示区别轻重音语素的语法词的轻重音。可以用于指出

表示不可再切分句单位的句法词的轻重音。这 1个句子可以用“重、中、弱、

轻”改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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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的心
・
 | 活

・
在 | 春

・
天的人 | 的 | 身

・
体里 |。

↓

| 中  轻重 | 重弱 | 重  轻中 | 轻 | 重  轻 |

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区分为 4个类

型：偏正关系、限定关系、动宾关系、补助关系，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结构关系

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汉文字表记的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中，偏正关系的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

重音句法词结构类型为后重型句法词，限定关系的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重音句

法词结构类型为前重型句法词，动宾关系的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重音句法词结

构类型为后重型句法词，补助关系的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重音句法词结构类型

为重音型句法词。

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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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1个句子中，重音句法词“| 春天的心

・
 |”的语法

词结构关系为偏正关系，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偏正关系的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

重音句法词结构类型为后重型句法词，重音句法词“| 活
・
在 |”的语法词结构关

系为补助关系，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补助关系的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重音句法

词结构类型为重音型句法词，重音句法词“| 春
・
天的人 |”的语法词结构关系为

限定关系，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限定关系的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重音句法词结

构类型为前重型句法词，重音句法词“| 身
・
体里 |”的语法词结构关系为补助关

系，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补助关系的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重音句法词结构类型

为重音型句法词，句子中的轻音句法词“| 的 |”只含轻音类语法词，可以用于

指出轻音类语法词构成的轻音句法词为轻音型句法词。

4 ）品词区别轻重音

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可以用于区分句子中

句法词成分的语法词类型，即：品词。品词类型包括重音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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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四等 8品词。

重音类实词可以区分为： 一等， 1、名 词。  2 、数 词。  

二等， 3、形容词。 4 、动 词。

轻音类虚词可以区分为： 三等， 5、副 词。  6 、介 词。  

四等， 7、连 词。  8 、助 词。

重音类实词

重音类实词可以单独构成重音句法词。重音类实词构成的重音句法词可以构

成重音句。重音类实词都可以作为重音句法词成分中的重音类语法词。相同汉文

字表记表示的语法词不一定都是重音类实词。

一等， 1、名词。 2、数词。

1、名词

名词可以单独构成重音句法词。名词构成的重音句法词可以构成重音句。句

子中重音句法词成分中的名词（包括代词）是重音类语法词即重音类实词，表示

重音类语素。

2 、数词

数词可以单独构成重音句法词。数词构成的重音句法词可以构成重音句。句

子中重音句法词成分中的数词（可以包括量词）是重音类语法词即重音类实词，

表示重音类语素。（相同汉文字表记表示的轻音类语法词即轻音类虚词。如，表示概数

的助数词“几”、“两”、“左右”、“上下”、“前后”等等，以及表示数量的助数词“个”为

轻音类语法词即轻音类虚词。）

二等， 3、形容词。 4、动词。

3、形容词

形容词可以单独构成重音句法词。形容词构成的重音句法词可以构成重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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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四等 8品词。

重音类实词可以区分为： 一等， 1、名 词。  2 、数 词。  

二等， 3、形容词。 4 、动 词。

轻音类虚词可以区分为： 三等， 5、副 词。  6 、介 词。  

四等， 7、连 词。  8 、助 词。

重音类实词

重音类实词可以单独构成重音句法词。重音类实词构成的重音句法词可以构

成重音句。重音类实词都可以作为重音句法词成分中的重音类语法词。相同汉文

字表记表示的语法词不一定都是重音类实词。

一等， 1、名词。 2、数词。

1、名词

名词可以单独构成重音句法词。名词构成的重音句法词可以构成重音句。句

子中重音句法词成分中的名词（包括代词）是重音类语法词即重音类实词，表示

重音类语素。

2 、数词

数词可以单独构成重音句法词。数词构成的重音句法词可以构成重音句。句

子中重音句法词成分中的数词（可以包括量词）是重音类语法词即重音类实词，

表示重音类语素。（相同汉文字表记表示的轻音类语法词即轻音类虚词。如，表示概数

的助数词“几”、“两”、“左右”、“上下”、“前后”等等，以及表示数量的助数词“个”为

轻音类语法词即轻音类虚词。）

二等， 3、形容词。 4、动词。

3、形容词

形容词可以单独构成重音句法词。形容词构成的重音句法词可以构成重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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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中重音句法词成分中的形容词是重音类语法词即重音类实词，表示重音类语

素。（相同汉文字表记表示的轻音类语法词即轻音类虚词。如，副词“早”、“快”、“全”、

“真”……为轻音类语法词即轻音类虚词。）

4 、动词

动词可以单独构成重音句法词。动词构成的重音句法词可以构成重音句。句

子中重音句法词成分中的动词是重音类语法词即重音类实词，表示重音类语素。

（相同汉文字表记表示的轻音类语法词即轻音类虚词。如，语法词结构关系为补助关系的

重音句法词中起辅助作用的轻音类语法词即轻音类虚词。）

轻音类虚词

轻音类虚词不可以单独构成重音句法词。轻音类虚词中连词可以单独构成轻

音句法词，结构助词的一部分以及语气助词的一部分可以单独构成轻音句法词。

连词、语气助词构成的轻音句法词可以构成轻音句，结构助词构成的轻音句法词

不可以构成轻音句。轻音类虚词中副词、介词以及助数词、态助词只作为重音句

法词成分中的轻音类语法词。

三等， 5、副词。 6、介词。

5、副词

副词不可以构成轻音句法词。句子中重音句法词成分中的副词为轻音类语法

词即轻音类虚词，表示次轻音语素。重音句法词成分中的一部分副词有时说成

“特殊强调重音”。 如，句子中程度副词“很”有时说成“特殊强调重音”。

6 、介词

介词不可以构成轻音句法词。句子中重音句法词成分中的介词为轻音类语法

词即轻音类虚词，表示次轻音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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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 7、连词。 8、助词。

7、连词

连词单独构成轻音句法词。连词构成的轻音句法词可以构成轻音句。如，

“| 可是 |……。”是 1个轻音句。句子中轻音句法词成分的连词为轻音类语法词

即轻音类虚词，表示次轻音语素。

8 、助词

助词可以区分为 4个小类：（ 1）助数词。（ 2）态助词。（ 3）结构助词。

（ 4）语气助词。

（ 1）助数词

助数词不可以构成轻音句法词。助数词可以包括用于表示数量的助数词

“个”和用于表示概数的“来个”、“几”、“两”、“左右”、“上下”、“前后”等等。

助数词只作为重音句法词成分中的轻音类语法词即轻音类虚词，除了“个”表示

轻音语素外，其他表示次轻音语素。

（ 2）态助词

态助词不可以构成轻音句法词。态助词除了“了”、“着”、“过”等等表示动

态的轻音类虚词，表示轻音语素外，可以包括那些重音句法词成分中与中心语的

重音类实词之间构成补助关系，在中心语前后表示时间、方向、方位、对象、场

所、处所、状态等等发生某种变化的轻音类语法词，如，上面举到的那 1个句子

中重音型句法词“| 活
・
在 |”的“在”和“| 身

・
体里 |”的“里”可以归为态助

词，“| 活
・
在 |”的“在”和“| 身

・
体里 |”的“里”作为轻音类虚词的态助词，

分别表示次轻音语素和轻音语素。

（ 3）结构助词

结构助词除了“的”、“地”、“得”等等只作为重音句法词成分中的轻音类语

法词即轻音类虚词，表示轻音语素外，可以包括那些用于表示句子中前后重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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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 7、连词。 8、助词。

7、连词

连词单独构成轻音句法词。连词构成的轻音句法词可以构成轻音句。如，

“| 可是 |……。”是 1个轻音句。句子中轻音句法词成分的连词为轻音类语法词

即轻音类虚词，表示次轻音语素。

8 、助词

助词可以区分为 4个小类：（ 1）助数词。（ 2）态助词。（ 3）结构助词。

（ 4）语气助词。

（ 1）助数词

助数词不可以构成轻音句法词。助数词可以包括用于表示数量的助数词

“个”和用于表示概数的“来个”、“几”、“两”、“左右”、“上下”、“前后”等等。

助数词只作为重音句法词成分中的轻音类语法词即轻音类虚词，除了“个”表示

轻音语素外，其他表示次轻音语素。

（ 2）态助词

态助词不可以构成轻音句法词。态助词除了“了”、“着”、“过”等等表示动

态的轻音类虚词，表示轻音语素外，可以包括那些重音句法词成分中与中心语的

重音类实词之间构成补助关系，在中心语前后表示时间、方向、方位、对象、场

所、处所、状态等等发生某种变化的轻音类语法词，如，上面举到的那 1个句子

中重音型句法词“| 活
・
在 |”的“在”和“| 身

・
体里 |”的“里”可以归为态助

词，“| 活
・
在 |”的“在”和“| 身

・
体里 |”的“里”作为轻音类虚词的态助词，

分别表示次轻音语素和轻音语素。

（ 3）结构助词

结构助词除了“的”、“地”、“得”等等只作为重音句法词成分中的轻音类语

法词即轻音类虚词，表示轻音语素外，可以包括那些用于表示句子中前后重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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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词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的“关系词”，如，“的”、“是”、“叫”、“姓”、“有”、

“在”、“像”、“等于”等等。结构助词中的这一部分“关系词”可以单独构成轻

音句法词，作为轻音句法词成分的轻音类语法词即轻音类虚词，除了“的”表示

轻音语素外，其他表示次轻音语素。结构助词构成的轻音句法词不可以构成轻音

句。

（ 4）语气助词

语气助词除了“吗”、“呢”、“吧”、“了”、“啦”、“的”、“是”等等只作为重

音句法词成分中的轻音类语法词即轻音类虚词，表示轻音语素和次轻音语素外，

可以包括叹词，如，“啊”、“唔”、“嗯”、“哎”、“欸”等等。叹词这一部分语气

助词可以单独构成轻音句法词。语气助词构成的轻音句法词可以构成轻音句。

二、用于语言教学中的作用

1 . 分析 1个句子语法结构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任何 1个句子具有 2个

形式，即：包括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

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 1个句子，

可以用于指出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相一致的正确的 1个句子。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分析 1个句子语言单位，

包括四个部门：句法部门、语汇部门、语音部门、表记部门。汉语的表记单位是

表意文字的汉文字，汉语语音的表记单位是汉语拼音符号。汉文字和汉语拼音符

号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作为语法单位，即，语法结构

单位。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 1个句子，可以用于指

出其表示语言单位。语法结构单位成分包括句法词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和语

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分析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只要指出了句法词和语

法词，语法结构就清楚了。可以用于指出 1个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不是以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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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主谓宾定状补”。可以化解以往现代汉语研究中语法单位、语法结构及其成

分以及相关联的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全部疑难问题，可以用于简化基础语言教学

程序。

（ 1）句子的 2个形式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任何 1个句子语言单位

具有 2个形式，即：包括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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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汉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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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
好 |。”可以用于指出这是 1 个句子，这 1 个句子具有包括句切、

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可

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语言单位具有 2个形式。

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 1个句子，可以用于指出

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相一致的正确的 1个句子。

例如，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 你
・
好 |。”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句子具有无限数量相同句，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句子是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

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相一致的正确的句子。

（ 2）句子的语法结构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分析 1个句子语言单位，

包括四个部门：句法部门、语汇部门、语音部门、表记部门。汉语的表记单位是

表意文字的汉文字，汉语语音的表记单位是汉语拼音符号。汉文字和汉语拼音符

号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作为语法单位，即，语法结构

单位。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 1个句子，可以用于指

出其表示语言单位。语法结构单位成分包括句法词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和语

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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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主谓宾定状补”。可以化解以往现代汉语研究中语法单位、语法结构及其成

分以及相关联的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全部疑难问题，可以用于简化基础语言教学

程序。

（ 1）句子的 2个形式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任何 1个句子语言单位

具有 2个形式，即：包括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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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汉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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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
好 |。”可以用于指出这是 1 个句子，这 1个句子具有包括句切、

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可

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语言单位具有 2个形式。

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 1个句子，可以用于指出

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相一致的正确的 1个句子。

例如，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 你
・
好 |。”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句子具有无限数量相同句，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句子是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

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相一致的正确的句子。

（ 2）句子的语法结构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分析 1个句子语言单位，

包括四个部门：句法部门、语汇部门、语音部门、表记部门。汉语的表记单位是

表意文字的汉文字，汉语语音的表记单位是汉语拼音符号。汉文字和汉语拼音符

号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作为语法单位，即，语法结构

单位。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 1个句子，可以用于指

出其表示语言单位。语法结构单位成分包括句法词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和语

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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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 你
・
好 |。”可以用于指出汉

文字表记的这 1个句子即语法结构单位表示句子语言单位。这 1个句子语法结构

单位成分包括句法词“| 你
・
好 |”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和语法词“你

・
”“好”

表示的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分析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只要指出了句法词和语法词，语法结构就清楚了。

例如，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 你
・
好 |。”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句子中的重音句法词“| 你
・
好 |”及其成分重音类语法词“你

・
”和“好”，

只要指出了句法词和语法词，这 1个句子中重音类语法词“你
・
”和“好”构成限

定关系的前重型句法词结构就清楚了。可以用于指出 1个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

是句法词和语法词而不是以往所谓“主谓宾定状补”。可以化解以往现代汉语研

究中语法单位、语法结构及其成分以及相关联的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全部疑难问

题，可以用于简化基础语言教学程序。

2 . 单语和语法词及其类型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单语是语

汇单位。单语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集合体。单语充任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任何

1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可以用于指出单语、语法词可以把以往

所谓“字词”区分开。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句子语法

结构单位成分中，语法词是句法词成分，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语法词类型可

以区分为包括重音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的二类四等 8品词。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表

示重音类语素的重音类语法词为重音类实词，相同汉文字表记表示的语法词不一

定是重音类实词。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

区分为 4个类型，补助关系的语法词结构中起补助作用的语法词为轻音类语法词

表示轻音类语素，区分为轻音类虚词。区分品词类型可以把句子中语法词结构关

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揭示出来。可以适用于今后的基础语言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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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单语是语汇单位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单语是语

汇单位。单语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集合体。

例如，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 你
・
好 |。”可以用于指出这

1个句子以及无限数量相同句和非相同句中重音类语法词“你
・
”“好”表示的区

别轻重音的语素分别具有无限数量同类语素，所有同类语素汇成的 1个语素集合

体即语汇中的 1个单语，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单语是语汇单位，单语表示

区别轻重音的语素集合体。

单语充任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任何 1 个语法词表示 1 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可以用于指出单语、语法词可以把以往所谓“字词”区分开。

例如，重音类单语“你”“好”可以充任“| 你
・
好 |。”这 1个句子以及无限

数量相同句和非相同句中重音类语法词表示的重音类语素，单语充任的任何 1个

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可以用于指出单语、语法词可以把以往所谓

“字词”区分开。

（ 2）语法词及其类型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句子语法

结构单位成分中，语法词是句法词成分，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语法词类型可

以区分为包括重音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的二类四等 8品词。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表

示重音类语素的重音类语法词为重音类实词，相同汉文字表记表示的语法词不一

定是重音类实词。

例 如， 用 附 加 句 切 符 号 和 标 峰 重 音 符 号 描 写 的“| 是
・
 |。” 和

“| 我
・
 | 是 | 学

・
生 |。”可以用于指出这是 2个句子，前者的重音句法词

“| 是
・
 |”中的重音类语法词“是

・
”表示重音类语素，区分为重音类实词，后者

的轻音句法词“| 是 |”中的轻音类语法词“是”表示轻音类语素，区分为轻音

类虚词。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表示重音类语素的重音类语法词为重音



332 桜 文 論 叢

（ 1）单语是语汇单位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单语是语

汇单位。单语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集合体。

例如，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 你
・
好 |。”可以用于指出这

1 个句子以及无限数量相同句和非相同句中重音类语法词“你
・
”“好”表示的区

别轻重音的语素分别具有无限数量同类语素，所有同类语素汇成的 1个语素集合

体即语汇中的 1个单语，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单语是语汇单位，单语表示

区别轻重音的语素集合体。

单语充任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任何 1 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可以用于指出单语、语法词可以把以往所谓“字词”区分开。

例如，重音类单语“你”“好”可以充任“| 你
・
好 |。”这 1个句子以及无限

数量相同句和非相同句中重音类语法词表示的重音类语素，单语充任的任何 1个

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可以用于指出单语、语法词可以把以往所谓

“字词”区分开。

（ 2）语法词及其类型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句子语法

结构单位成分中，语法词是句法词成分，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语法词类型可

以区分为包括重音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的二类四等 8品词。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表

示重音类语素的重音类语法词为重音类实词，相同汉文字表记表示的语法词不一

定是重音类实词。

例 如， 用 附 加 句 切 符 号 和 标 峰 重 音 符 号 描 写 的“| 是
・
 |。” 和

“| 我
・
 | 是 | 学

・
生 |。”可以用于指出这是 2个句子，前者的重音句法词

“| 是
・
 |”中的重音类语法词“是

・
”表示重音类语素，区分为重音类实词，后者

的轻音句法词“| 是 |”中的轻音类语法词“是”表示轻音类语素，区分为轻音

类虚词。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表示重音类语素的重音类语法词为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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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实词，相同汉文字表记表示的语法词不一定都是重音类实词。

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区分为 4个类

型，补助关系的语法词结构中起补助作用的语法词为轻音类语法词表示轻音类语

素，区分为轻音类虚词。

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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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1个句子中，重音句法词“| 活

・
在 |”和“| 身

・
体

里 |”的语法词结构关系为补助关系，可以用于指出 2者中起补助作用的语法词

“在”“里”为轻音类语法词表示轻音类语素，区分为轻音类虚词。

区分品词类型可以把句子中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

音规律揭示出来。可以适用于今后的基础语言教学。

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是语言学的方法论，这一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及其

结果可以用于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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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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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文汇报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研究中依据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中语

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区分的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

语法词类型，即：品词，以及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语言教学中的作用。

1 ，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

文中指出，把由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归类的大大小小停顿（用于语言分析时称

作：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分用于语言分析，可以指出句子语言单

位的数目类型及其全部成分单位，其结果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作为语

法单位，即，语法结构单位。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

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具有包括句切、轻重音、标峰重

音等等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可以用于指出 1个

句子语法结构单位表示的 1个句子语言单位。句子语法结构单位的成分单位是句

法词和语法词，句法词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语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句子中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具有无限数量的同类语素，所有同类语素汇

成的 1个语素集合体表示语汇中的 1个单语。单语充任语法词，同一单语可以充

任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 1个语法词表示的 1个区别轻重音语素及其无限数量所有

同类语素。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表示语素集合体，相同汉文字表记的单语不一

定是同一单语。单语成分是语元素。单语成分的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具有

1个语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

2 ，区别轻重音的品词类型

文中指出，汉语的表记单位是表意文字的汉文字，汉语语音的表记单位是汉

语拼音符号。汉文字和汉语拼音符号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文字表记表

示的基本单位是语元素。汉语拼音符号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音元素。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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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文汇报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研究中依据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中语

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区分的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

语法词类型，即：品词，以及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语言教学中的作用。

1 ，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

文中指出，把由音声语言表达形式中归类的大大小小停顿（用于语言分析时称

作：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分用于语言分析，可以指出句子语言单

位的数目类型及其全部成分单位，其结果可以用于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作为语

法单位，即，语法结构单位。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

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可以用于指出任何 1个句子具有包括句切、轻重音、标峰重

音等等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可以用于指出 1个

句子语法结构单位表示的 1个句子语言单位。句子语法结构单位的成分单位是句

法词和语法词，句法词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语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

句子中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具有无限数量的同类语素，所有同类语素汇

成的 1个语素集合体表示语汇中的 1个单语。单语充任语法词，同一单语可以充

任无限数量任何句子中 1个语法词表示的 1个区别轻重音语素及其无限数量所有

同类语素。汉文字表记的 1个单语表示语素集合体，相同汉文字表记的单语不一

定是同一单语。单语成分是语元素。单语成分的每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元素具有

1个语元素音节和汉文字表记。

2 ，区别轻重音的品词类型

文中指出，汉语的表记单位是表意文字的汉文字，汉语语音的表记单位是汉

语拼音符号。汉文字和汉语拼音符号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文字表记表

示的基本单位是语元素。汉语拼音符号表记表示的基本单位是语音元素。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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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记的单语可以用于指出重音类单语和轻音类单语发音时的轻重音规律。用附加

标峰重音符号描写重音类单语发音时起标峰作用的重音语元素可以用于指出重音

类单语成分数目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

汉文字表记的单语充任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任何 1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

重音的语素。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句子可以用于指出语法词的轻

重音。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中，句法词成分可以用于指出重音句法词和轻音句法词

的轻重音规律。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区

分为 4个类型：偏正关系、限定关系、动宾关系、补助关系，可以用于指出语法

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语法词结构关系构成的句法

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可以用于区分句子中句法词成分的语法词类型，即：

品词。品词类型包括重音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的二类四等 8品词。

3 ，分析 1个句子语法结构

文中指出，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任何 1个句

子具有 2个形式，即：包括句切、轻重音、标峰重音等等超音成分的音声语言表

达形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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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字表记

的 1个句子，可以用于指出音声语言表达形式和音声语言的表记形式相一致的正

确的 1个句子。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分析 1个句子语言单位，

包括四个部门：句法部门、语汇部门、语音部门、表记部门。汉语的表记单位是

表意文字的汉文字，汉语语音的表记单位是汉语拼音符号。汉文字和汉语拼音符

号可以表记全部语言成分单位。汉文字表记的句子作为语法单位，即，语法结构

单位。用附加句切符号和标峰重音符号描写汉文字表记的 1个句子，可以用于指

出其表示语言单位。语法结构单位成分包括句法词表示不可再切分的句单位和语

法词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分析 1个句子的语法结构，只要指出了句法词和语

法词，语法结构就清楚了。可以用于指出 1个句子语法结构单位成分不是以往所

谓“主谓宾定状补”。可以化解以往现代汉语研究中语法单位、语法结构及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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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及相关联的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全部疑难问题，可以用于简化基础语言教学

程序。

4 ，单语和语法词及其类型

文中指出，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汉文字表记

的单语是语汇单位。单语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集合体。单语充任句子中句法词

成分的任何 1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可以用于指出单语、语法词

可以把以往所谓“字词”区分开。

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句子语法

结构单位成分中，语法词是句法词成分，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语法词类型可

以区分为包括重音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的二类四等 8品词。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表

示重音类语素的重音类语法词为重音类实词，相同汉文字表记表示的语法词不一

定是重音类实词。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

区分为 4个类型，补助关系的语法词结构中起补助作用的语法词为轻音类语法词

表示轻音类语素，区分为轻音类虚词。区分品词类型可以把句子中语法词结构关

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揭示出来。可以适用于今后的基础语言

教学。

文中指出，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是语言学的方法论，这一语言学的分

析方法及其结果可以用于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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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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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及相关联的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全部疑难问题，可以用于简化基础语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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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语和语法词及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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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语是语汇单位。单语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集合体。单语充任句子中句法词

成分的任何 1个语法词表示 1个区别轻重音的语素。可以用于指出单语、语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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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析方法及其结果用于基础语言教学，可以指出汉文字表记的句子语法

结构单位成分中，语法词是句法词成分，表示区别轻重音的语素。语法词类型可

以区分为包括重音类实词和轻音类虚词的二类四等 8品词。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表

示重音类语素的重音类语法词为重音类实词，相同汉文字表记表示的语法词不一

定是重音类实词。重音句法词成分中语法词和语法词之间的语法词结构关系可以

区分为 4个类型，补助关系的语法词结构中起补助作用的语法词为轻音类语法词

表示轻音类语素，区分为轻音类虚词。区分品词类型可以把句子中语法词结构关

系构成的句法词结构类型及其轻重音规律揭示出来。可以适用于今后的基础语言

教学。

文中指出，中国语言学基础理论音等论是语言学的方法论，这一语言学的分

析方法及其结果可以用于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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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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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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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