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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普通高校日语专业也引起了教育部有关部门

的重视。同时，我国加入WTO以后，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涌现出一大批日语爱好

者。为了帮助学习者尽快实现自己的愿望，为此作者撰写了这本《多元化视角下的日

语研究》，其中以浅显的文字表达阐释理论，力求体现本书的循序渐进并具备较强的可

操作性。

本书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对日语语言的特殊文化内涵进行明确、清晰的表述，既有

对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宏观分析，又有从民族文化心理、交际习惯等不同侧面对日

语文化内涵的具体介绍，强调了学科建设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紧密结合的原则，旨在帮

助日语学习者树立跨语言、跨文化意识，有效提高学习效率并使读者获得更广泛的学

科内容。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广大日语教师有目的地学习有关理论，结合实际，深

化教学理论，极大地提高了教学能力，为日语教学质量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

对进一步深入实践的读者们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资料，更好地提高水平。

本书共分为十章，第一至四章是日语的基础知识，包括日语语音、日语词汇、日

语语法、日语语篇，力求为学习者提供有关日语语言及运用的基础知识，使学习者提

高语言素养，以建构一个比较完整的日语语言知识体系。第五至十章是日语研究内容，

分别包括日本社会语言学研究、日本文化研究、日语语料库研究、日语翻译研究、日

语教育研究、第二语言（日语）习得的研究，这些多元视角下的日语研究，力求为学

习者从事日语语言研究提供较高的起点和较新的视角，使学习者日语相关研究领域有

一个深层次的了解。

本书为 2013 年度牡丹江师范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为目标

的日语翻译课程改革研究 》（编号为 ：2013JGZX0002）；2014 年度黑龙江省教育厅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东北沦陷时期伪满洲国日系文学研究》（编号为：第 12542286 号）

的研究成果。

全书具体工作分工如下：

第一章至第六章（约 10万字）：关春园（牡丹江师范学院）

第七章至第十章（约 10万字）：徐宏亮（牡丹江师范学院）



本书在撰写的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同仁的相关作品，在此，对相关作者表示衷心

的感谢。由于受水平、能力及视野的影响，加之材料来源及实践感悟的局限性，本书

不一定全面准确，疏漏之处，敬请专家、同行及广大读者指正，以便今后更加完善。

作　者

2014 年 12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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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语语音

第一节　日语入门基础知识

语音（音声）指人们为了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等时，利用发音器官（音

声器官）所发出来的声音。语言学中所说的语音，是指以进行人际交流为目的的声音，

因此，它不包括生理现象中的一些条件反射式的声音，如打喷嚏、打哈欠时的声音等。

笑声、有意识的咳嗽声以及起到一定信号作用的声音，虽然也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

但因其不具备一般语言发音的可分析性（即按照该语言的音韵体系将其分析成一个个

元音和辅音），所以也不包括在内。

研究人类发声的学科叫“语音学（音声学）”，它可以大致分为“发音语音学”、“听

觉语音学”、“音响语音学”。与语言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是“发音语音学”。

一、发音器官

人体有许多器官，用来发出声音的器官叫“发音器官”。其实，除声带以外，人体

并不具备专门用来发音的器官，只不过是利用原有的各个生理器官，如用以呼吸的器

官、用以饮食的器官等来达到发音的目的。所以，即使是失去了声带的人，也可以利

用食管来发音。人们靠变换或震动这些器官的部位以控制通过口腔或鼻腔的气流，从

而达到发音的目的。

从肺部呼出的气流首先达到喉头，这里有由两片黏膜形成的声带，气流通过声带

与喉头的结合部——“声门”以后，进入口腔或鼻腔。人们可以靠变换悬雍垂、舌头

和嘴唇的位置和形状来控制气流的去向，是通过口腔还是通过鼻腔。在口腔内部有上

腭和舌头。上腭又分为靠近咽喉部位的软腭和靠近齿龈的硬腭。舌头也可以根据其部

位的不同分为后舌、中舌、前舌和舌尖。人们可以利用口腔内各个器官的不同位置来

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为了把各种语言的发音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在语言学研究中人们发明了许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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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语音的标记。现在通常使用的是国际语音协会制定的“国际音标”，简称“IPA”。

在语言学当中，把人类的语言发音基本分成“元音”和“辅音”这样两个大的类别。

所谓元音，是指声带颤动，气流在口腔内的通路上不受到阻碍发出的声音。元音

的区别主要靠舌头的部位和嘴唇的形状来决定。根据舌位的前后，元音分为前、中、后；

根据舌位的高低或口腔的开闭，元音分为高、中、低。靠嘴唇形状不同所发出的元音

有圆唇元音和非圆唇元音。由于所有元音在发音时，声带都要有所震动，所以元音都

是有声音。

所谓辅音，是指在发音时，气流在通路上受到某种阻碍后发出的声音。辅音根据

其发音方法的不同，可分为塞音、摩擦音、塞擦音、舌尖音和鼻音等；根据发音部位

的不同，又可分为双唇音、齿音、齿龈音、齿龈硬腭音、硬腭音和软腭音等。由于在

发辅音时，声带不一定都震动，所以辅音又根据声带的震动与否分为有声辅音和无声

辅音。有关浊音和清音，只要在发音时，把手放在喉结部位试验一下就能感觉到。

其实，元音和辅音，不过是为了分析研究语音，人们在习惯上的一种分类方法。

如果仔细观察起来，它们之间有些发音的区别并不十分明显。也就是说，从最典型的

元音开始，到不十分典型的元音，再经过半元音（或半辅音），到不十分典型的辅音，

直至最典型的辅音，人类的语言发音形成一个连贯的、即没有隔断的完整的发音体系。

二、语音的分类

（一）根据调音部位和调音方法的分类

语音的各种不同音色是发音器官对在声道内共鸣的嗓音进行调制的结果。因此，

现代语音学把语音调制的部位（即声道内造成阻塞或阻碍的部位）称作调音部位，把

调制的方法叫做调音方法。

调音部位包括两个方面：口腔的上半部不能活动或活动范围有限的部位（上唇、

上齿、齿龈、硬腭、软腭）和口腔的下半部能够积极活动的部位（下唇、下齿、舌）。

调音部位一般以“调音点”的位置来命名，在需要准确描述时，也可以用全称。

（二）根据在音节中所处地位的分类

在音节中发音响亮并且音长能够持久、总是处于音节中心地位的音，叫做元音，

如／ a／／ i／／ u／等。

发音不能持久或虽能持久但不响亮，在音节中处于从属地位的音，叫做辅音，如

／ p／／ b／／ s／／ f／等。

性质介乎元音和辅音之间的，称为半元音或半辅音，如／ j／／ w／等。半元音

常常使用另外一个术语来表述：无擦通音。由于半元音在音节中的地位及传达语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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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功能方面更接近辅音，因此被国际语音学会列在国际音标的辅音表上。

（三）根据其他方法的分类

从发音时是否伴随声带振动来看，辅音又可分为浊音和清音。这样，侧音、闪音、

鼻音为浊音；塞音、擦音和塞擦音中存在着清音与浊音的对立。

清辅音从有无送气的角度，还可分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根据嗓音在何处共鸣，可以分为口音（指嗓音在口腔共鸣的音，如元音／ a／／ i／

／ u／等）、鼻音（嗓音在鼻腔共鸣的音，如辅音／ m／／ n／等）、口鼻音（指嗓音

同时在口腔和鼻腔共鸣的音）。

三、现代日语的音素与音位

（一）音素与音位概念

语音中的最小单位是从成串的话语中切分、归纳出来的。一般的日本人自然而然

地感觉到的自己的语言里的最小语音单位是音拍。可是音拍还不是语音的最小单位，

语音的最小单位是音素。平常听到的音拍绝大多数是音素按照日语的语音结构规则组

合而成的。

对语音从社会功能角度进行分析，得出的最小单位是音位。操日语的普通人心目

中的一个“音素”，事实上是一群近似的音素。在这个群体中，音素之间的差别已被人

们忽略不计而当作一个音素来使用。就是说，普通人心目中的最小语音单位与语音学

家心目中的最小语音单位的内容与范围是不同的。普通人心目中的一个“音素”事实

上是语音学家心目中的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一群近似音素。原来语音学家是从语音的

自然属性（物理属性和生理属性着眼来划分语音最小单位的，即“音素是具有不同物

理属性（音高、音强、音长或音质）和生理属性（发音方法、发音部位）的最小语音

单位”，普通人是从语音的社会属性（社会交际的实用性）着眼来划分语音最小单位的。

即“音素是某个具体语言中（这里指日语）能够用来独立区分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

也即是“某语言中具有辨义功能的最小语音单位”。所谓独立区分，是指仅仅一个音素

的差别（包括前后顺序的差别、数量的增减、不同的音素）就能构成不同的语素或词（即

符号）的语音外壳。为了把两种概念的东西区分开来，语音学家把普通人心目中的“音

素”命名为“音位”，把语音学家心目中的音素仍叫音素，把某个音位内部的各个具体

音素叫某个音位的“音位变体”。音位的书写形式与音素一样。为了避免混淆，在音素（或

音位变体）左右加上“[  ]”，在音位左右加上“/  /”。
一个音位内部的各个音位变体，有的差别很小，普通人感觉不到，有的差别较大，

普通人能感觉到。语音学家为了照顾普通人的感觉能力和语音理论的实用性，就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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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音位内部的差别很小、因而普通人感觉不到的一群音素当作一个音素（即一个音位

变体），只把差别较大而普通能感觉到的音素当作不同的音素（即不同的音位变体）。

这样一来，一个音素（或音位变体）就成了由差别很小的音素集合成的一个群体。事

实上，音位学的初级阶段或语音学的初级阶段所谈到的音素（或音位变体）就是这样

的一个个群体，而不是从语音的自然属性着眼，从理论上阐述的“音素”。

至此，可以下一个简明的定义，音素是语音的最小单位，音位是一个语言中具有

辨义功能的最小语音单位，音位变体是音位内部的具体音素。如果一个音位内部仅仅

是一群具有细微差别的个体，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音位只包含一个音位变体，或

者可以说这个音位没有变体。

（二）二者的对立与互补

同样一个音素（一个相互间只有细微差别的群体），就其自然属性来说，对各个语

言都是一样的，但在不同的语言中所起的作用却可以很不一样。它们以各自的送气或

不送气的特征作为不同的音位而处于互相对立的关系中。在日语里，送气和不送气的

区别就不显得那么重要。它们仅仅是同一个音位内部的不同音位变体，只是在不同语

境的使用中有所分工而已。这种在同一音位内部的各个音位变体在不同语境中的使用

上的分工关系叫做“使用上的互相补充的关系”简称“互补关系”。它与不同音位的对

文关系有本质的不同。两种关系的共同之处是都以特有的自然特征为依据，两种关系

的不同之点是：一个是不同音位之间的关系，一个是同一音位内部的不同变体之间的

关系，一个表明不同的音位用于不同的符号形式，一个表明不同的音位变体用于不同

的言语环境。

（三）音位变体

在一个语种或一种方言的内部，一个音位常常包含了听觉特征相似的多个音素。

这些属于同一个音位的不同音素，称为音位变体。

音位的变体不能单凭使用上的互补关系来定，它们还须在语音上相似，而且普通

人把它们当作一个“音素”来使用才行。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即使互补，也不属于

同一音位。

有时处于同样语境的几个音素可以自由替换而不起改变语言符号的作用。这等于

是一个音位内部的几个可以自由替换的变体。这种在同样的语境中可以自由替换的变

体叫做音位的“自由变体”，而在语境中受互补关系的条件限制的变体叫做音位的“条

件变体”。日语中一般的音位变体都是条件变体。

一种语言的全部音位和音位变体需要经过大量的周密调查，积累符号资料，进行

切分，作定性分析，才能逐个发现。确定一个语言的音位一般用替换法，即用一个音

素替换一个符号中的另一个音素，如果能变成不同的符号，则说明这两个音素属于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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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音位，如果发现某几个相似的音素在使用上处于互补关系，而且普通日本人认为

它们属于同一个“音素”，或者普通日本人认为虽有差别但在交际中没有区分的必要，

则说明这些音素是同一个音位的条件变体，如果发现某些相似音素在使用上处于自由

替换的关系，则说明这些音素是同一音位的自由变体。在归纳音位的时候要求系统简

单、音位的数量尽量少一些，但也应该注意辨识词义和区别词义的清晰明确度。应该

注意日本人对于音类的传统习惯见解和日本语音学界的传统看法。

第二节　日语的音节与音拍

一、日语音节与音拍的概念

日本学者看待“音节”的角度不尽相同。除了围绕假名和时间的定义之外，有些

学者用感觉来定义，构成单词的语音单位，具有整体音的感觉，完整音的感觉成为“音

节”的特征。服部四郎采用语音段落的切分来定义，这种定义比较接近索绪尔的交界

理论，得到了佐伯梅友、佐膝喜代治等众多学者的支持。

金田一春彦采用“拍”来对应“假名对应”和“时间等同”观点下的“音节”。为

了避免与“音节”的混同，金田一春彦指出“拍”属于音韵论单位，应与音声学单位的“音

节”区分开来。

最早使用“拍”的是龟井孝，他首先将“拍”作为音韵论研究的重要概念加以考察。

金田一春彦重视并主张使用“拍”，认为日常语言生活中所使用的最小语音单位是拍，

从生活实际需要的角度确定了“拍”在日语语音学中的位置，突出了“拍”的实用性

和生活性。

由于日语存在着长音节与短音节的对立，因此在音节之下另设一个以时长为主要

依据的节奏单位：莫拉，日本学界一般称之为音拍。这样，“短音节”兼有音节和音拍

的双重身份，而“长音节”则含有两个音拍。

二、音拍的等时性

日语中所有音拍的时长在人们的心理上是大体相同的。一般把日语的这一特点称

作音拍的“等时性”。这种等时性是日语的节奏和韵律感的基础。日语诗歌的韵律也来

自这种音拍的等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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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长音节和短音节的感知属于范畴知觉，达到一定的区分度即可分辨出

两者的不同，因此在语流中长音节实际上是比两个短音节略短一些的。据杉藤的实验

研究，长音节的长度达到短音节的 1.6倍左右，即可被感知为正常的长音节。

音发得长些或短些在汉语中尽管有时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感情色彩，但一般情况下

并不影响词义。而在日语里音节的长短是对立的，把一个音节里的元音或辅音拉长，

就会在拉长的部分被感知为增加了一个特殊音拍，从而造成意义的不同。

三、日语的特殊音拍

音拍是日语音节构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可以说是日语的一种节奏感。特

别是掌握特殊音节的节奏感对学好日语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特殊音节，这里指的是拨

音、长音和促音。

（一）拨音

拨音虽然一般总是跟在元音的后面，但在发音意识上有相当的独立性，在时长上

它具有和普通音拍大致相同的长度。长音和促音与汉语中处于绝对附属地位的“鼻韵

尾”有着本质的不同。此外，拨音的音值是不固定的（这一点与促音相同），它的具体

发音随着后续音的调音部位而改变。

（二）长音

长音是普通音节中的元音拉长而形成的特殊音拍。在现代日语中，和语词较少出

现长音，而汉语词及外来词中长音较多。外来词中的长音，一般在原词中就是长元音。

汉语词中的长音，与早年传入日本时韵母部分的读音有关。有些经过了历史语音演变，

与现代汉语的读音仍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三）促音

促音来源于古汉语的“入声”韵。具体说来，即以 t，k做韵尾的汉字音传入日本时，

由于日语本身的“开音节”性，音节不以辅音结尾（鼻韵尾除外）。这一规则在今天日

语吸纳其他外来词时仍然适用。当原来具有入声韵尾的汉字音后面再出现清辅音时，

入声韵尾化作一个顿挫的音拍，这就是“促音”。

英语词汇在作为外来词进入日语时促音的一般规则是：重读闭音节后面出现清辅

音的，或者英语拼法中清辅音字母双写的，元音后面或字母双写处添加促音。

由于现代日语中促音的音色与后续辅音完全同化，因此促音的实际发音就是它后

面音节中辅音的发音。促音部分与后续音节的辅音在实际发音中是连续的。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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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情况：

1．摩擦促音
摩擦辅音做促音的，促音音拍与下一个音节的辅音发音不中断，等于发一个长辅

音。摩擦促音的舌位比非促音音拍中的辅音要高，摩擦也较强，同时，促音前的元音

与普通音节中的元音相比，发音器官的紧张度略高一些。

2．阻塞促音
与摩擦辅音做促音的情况不同，当塞音、塞擦音（特别是清辅音）做促音时，由

于促音音段声带不震动，又没有摩擦等噪声源（即使从声学角度来看，阻塞促音的促

音音段也没有声音信号），因此是听不到声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发音的停顿。因为，

完整的塞辅音在发音时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1）成阻——用发音器官的一部分阻住口腔的通道，形成阻塞。

（2）持阻——保持以上形成的阻塞并不断加强（阻塞点以下的）声道内气压。

（3）除阻——解除对声道的阻塞，使气息复从口腔流出。

塞音做促音时，促音音拍正是由上述持阻音段充当的。阻塞促音的具体音值（即

用发音器官的哪一部分形成阻塞）依后续音节的辅音而定。

第三节　日语的声调与语调

一、日语的声调

（一）日语声调的分类与功能

1．日语声调的分类
所谓声调是指“在每一个词句中声音的高低和强弱有一定固定的分布”。在许多语

言当中，有些词虽然发音一样，但根据声调分布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意思。在现代日

语中，这种因高低音分布不同而意思不一样的词有很多。

现代日语中这种以声音高低进行区分的声调叫“高低声调”。另外以声音强弱进行

区分的声调叫“强弱声调”。英语、德语等印欧语言均属于强弱声调的语言，日语和汉

语则属于高低声调的语言。不过日语和汉语的高低声调又有所不同。汉语的词多为单

音节词（往往一个字就是一个词或一个语素），所以为了区别同音异义的词，汉语的高

低声调是发生在音节之内的（即所谓四声）。

日语的词或语素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组成，所以日语的高低声调是发生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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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和音节之间的（在日语方言中，也有少量音节内发生高低变化的现象，但为数不

多）。如果是单音节的词，它的声调则发生于与后续的助词之间等。所以也有人说，

日语的声调不是存在于单词内，而是存在于句节内的。现代标准日语的声调大致可以

分为两类：

（1）平板式
平板式只有一种类型，也叫“平板型”，是第一拍低，从第二拍开始升高再不降下

来（即使后续助词也不降下来）。

（2）起伏式
“起伏式”是第二拍升高后还会降下来，或者是第一拍高，从第二拍降下来。“起

伏式”，起伏式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第二拍升高以后一直到最后一拍都保持高拍（只有

后续助词时才降下来），这种类型叫“尾高型”；第二种是在第二拍升高以后，在词中

的某一拍（第三、四、五、六拍不等）再降下来，这种类型叫“中高型”；第三种是第

一拍高，从第二拍降下来不再升上去，这种类型叫“头高型”。

2．日语声调的功能
（1）语词分界功能
语词分界功能——即用以划分语义单位（词或词组）的界限。

按照日语声调的规则，在一个语义单位 [1]内部，音高降下来之后就不再升高，因

此，由低到高的音高变化表明一个新的语义单位的开始（句子末尾的语调高低变化不

在此列）。

（2）辨义功能
辨义功能——即用以区别意义。

在汉语中，声调的辨义作用是很重要的。据柴田武等人对几种工具书的同音词所

做的统计，汉语声调对于同音词的语义辨别概率约为 0.71，而日语则只有 0.136左右。

也就是说，日语中一个词与另一个同音词靠声调可以区别的概率在 100次中只有不到
14次。由此看来，日语声调的作用主要是第一种：划分语义单位的界限。

（二）声调与音长的感知

日语中音的长短对于区别词又十分重要。而音长的感知是相对的，常常与音高有

关。这是由日语的声调特点（第一音拍与第二音拍的音高总不相同）所决定的。

（三）词组及句子中声调核的改变

由于日语声调的“语词分界功能”，声调核在词组及句子中的位置是经常改变的，

因此，跟汉语不同，日语的声调并不是只记住它的基本型就一劳永逸了。但是这种改

[1] 通常是一个句节，包括较长的复合名词 +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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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是有规则的，记住了这些有限的规则，就可以举一反三，大大减轻记忆的负担。

那么，声调核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位置改变呢？一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名词后续助词、助动词；（2）复合名词；（3）用言（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等）

的活用形等。

（四）降阶和下倾

由于日语在每个音拍的内部并无音高的变化，一个词或词组内部从高到低的音高

变化也只允许有一次，并且词形越长，声调越平，因此从日语句子的整体听觉印象来

看，音高相对较为平坦，高低起伏的变化不像每个音节都有声调的汉语那样显著。

降阶的产生是由人的发音机理造成的（需要用肺部呼出的气流激励声带振动而发

声，而人的肺活量是有限的，说话时呼出的气流有逐渐减弱的趋势）。但汉语的每一个

音节都有声调，因而句子整体的下降趋势不像日语那样明显。

日语的这种音高下降不仅仅表现在句子层面。短至一个词组甚至单词，只要高读

部分的音拍数超过 3个。这种自然下降语音学上叫做下倾。汉语的第一声一般也有微

小的下倾，但不像日语那样显著，音高基本上是平直的。因此，在日本人听来，音高

有明显下倾的是“平板型”的一般形态，而像汉语第一声那样物理特性相对平直的却

给人以音调上扬的感觉。

（五）汉语和日语声调的不同点

日语的声调和汉语的声调相比，有以下几个显著的不同：

（1）汉语的声调称作“曲线声调”，其高低变化是在一个音节的内部实现的。与此

不同，日语声调的高低变化是在音拍与音拍之间实现的，就单词或词组中的某个音拍

而言，或者是高读，或者是低读，没有高低、低高、高低高等曲线变化。

（2）总体看来，日语的相对音域（即语词内部高低变化的幅度）比汉语略窄，大

约相当于汉语的四分之三左右。当然，即便是日语，在加强语气时，音域也会随之扩

大。这一点是几乎所有已知语言的共同特点。但是，由于日语音域的基本宽度比汉语

窄，因此如果在说日语时音域像汉语一样宽，就会使人听起来像是在吵架一样。

（3）日语词汇在音高从低到高时升幅较小，这有点像汉语的第二声和第四声的音

高变化（当然，升高和降低的幅度都小于汉语）。在首音节为长音节时，升幅会变得更

小，有时几乎是高平调了。

（4）日语的语义单位（包括单词和词组）中，第一个音拍与第二个音拍的音高总

是不同的，而在一个语义单位的内部，音高降下来之后就不再升高。因此，单词及词

组的声调类型有“低高”型、“高低”型、“低高低”型，但没有“高低高”型或“低

高低高”型。也正是由于东京话声调的这一特点，日语的数码式声调标记法（只标出

音高由高到低的转折点是第几个音拍）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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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语的语调

（一）语调的概念

语言不是由呆板的，没有高低、强弱和快慢变化的一个个音节排列而成的。实际

使用着的活的语言，都有自然形成的节奏和丰富的变化，随着语句表达的意义和说话

人的思想情感而发生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变化。我们所说的语调，就是指句子语音

的高低、轻重、缓急的变化。

语调能够表达或者帮助表达意义和说话人的思想情感，为语句增添种种修辞色彩。

举例来说，“这是新的”这句话，如果后部调门升高，就会给我们疑问的刺激，使我们

感到含有要求做出回答的疑问。通常把这种句子叫做疑问句。如果语调平缓，句末调

门降低，就会给我们一种肯定的感觉：“这是新的”。日语中也有类似的例证。

同样一句话，会由于说话人的意图不同，要表达的意念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语调。“我

在学习日语”这句话，如果把其中的“我”的发音提高或者加重，就会使听的人感到

说话人是在着重指明学习者是“我”而非别人。这种语调通常用来回答“谁在学习日

语？”如果加重“日语”的发音，就表明说话人意在强调学习的对象。这种语调通常

用来回答“你学习什么？”等。此外，人们欢乐时讲话的语调和悲伤时讲话的语调显

然不同。反过来说，不同的语调正反映了说话人当时不同的思想情感。

语调不同于音调。音调主要附属于词、句节或连句节，语调主要附属于句子，以

句子为单位。如果是独词句，语调就会和音调叠加在一起。语调涉及音高、音势和音

长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常常同时出现。只要留意一下就可以注意到，我们强调句子

里的某个或某些词的时候，会把它们发得既高而且重，也比较长。相比之下，音调显

得比较单纯。分析语调要比分析音调复杂和困难。

（二）日语语调的模式

说话过程中语音高低、强弱、快慢的变化有较大的随意性。同一句话，表达完全

相同的意义和思想情感，在不同的人讲出来，语调不会完全相同。有人讲得节奏快一

些，有人讲得慢一些，有人高低变化大一些，有人高低变化小一些等。我们要讨论的

语调，是不计这些差异和个人因素而归纳出来的若干模式，例如升调、降调，重读、

非重读等。通过这些模式来研究语调的功能和使用规律。

语调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形成的，比较稳定，规律性比较强。一般地说，

某种类型的句子会有某种语调。例如：疑问句用升调，陈述句用降调等。另一类游离

于句子的类型、结构之外，随着说话人要表达的意图和思想情感而异，比较自由。一

般把前者叫做句法语调，把后者叫做逻辑语调。

1．升调
由于语调是附加在原词的声调上的，因此平板型词与中高型词的升调有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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