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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1]以往的调值格局 可视化都是基于⾳⾼曲线的（图 2）。⽤⾳⾼曲线

展⽰调值格局存在下列问题：

Ÿ 细节过多
Ÿ 图形重叠
Ÿ 不能直接⽐较声调间的距离

Ÿ 不利于读者掌握调值格局的全貌
Ÿ 不便于做共时历时⽐较

[2–4]近来⼀些声调演变的研究 ⼤多直接⽤调值数字来展⽰声调的演变
（图 1、3），更是繁琐而不直观，甚⾄显得杂乱。因此，我们需要
摆脱⾳⾼曲线，开发⼀种新的调值格局可视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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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 1：南京话 150 年的声调演变（摘⾃远藤光晓 并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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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普通话四声的声学
空间统计，纵轴为 T 值

[1]21（摘⾃⽯锋 并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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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标准泰语的声调
[3]链移（摘⾃朱晓农

并染⾊）
⽅ 法

采⽤⼀个逆时针旋转 45° 的平⾯直⻆坐标系：

⒈⾮曲折调

↖ y 轴：声调起点⾼度
↗ x 轴：声调终点⾼度

以此确定调值对应的坐标。可知：

↑ 竖直⽅向：声调平均⾼度
→ ⽔平⽅向：声调升幅（斜率）

具有以下性质：

Ÿ 调值到点为⼀对⼀映射
Ÿ 点之间的空间距离反映调值间的距离
Ÿ 四个“象限”直观地表⽰⾼低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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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 平均⾼度 =

Ÿ 平均升幅 = 终点 − 起点

以此算法确定坐标。同时，从点引出⼀根竖杆指⽰调
形的凹凸：

Ÿ 竖杆的另⼀端坐标为 (起点, 终点)

Ÿ 竖杆朝下代表凸调，朝上代表凹调
Ÿ 竖杆的⻓度代表凹凸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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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213 的竖杆连在 23 处
调 552 的竖杆连在 52 处
以此类推

⒊展⽰调值演变

将不同时期的调值格局画在同⼀张图上，⽤箭头连接
[2]对应声调，即可展⽰调值演变。我们对远藤光晓 、

[3] [4]朱晓农 、明茂修等 探讨的不同⽅⾔/语⾔的声调演
变做了可视化（图 7~13，不显⽰曲折调竖杆）。

⒋汉语调类的通⽤配⾊⽅案

按古代汉语清浊和四声选取出 8 个表⽰颜⾊的字，作
为坐标系中的点的颜⾊，便于辨识：

⾦（阴平）

茶（阳平）

草（阴上）

柳（阳上）

蔚（阴去）

靛（阳去）

雪（阴⼊）

墨（阳⼊）

Ÿ 同⼀声的阴调和阳调⾊相相同，阴亮阳暗
Ÿ 声调间区分度⾜够⼤，且对⾊盲⼈⼠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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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本⽂提出的这种可视化⽅法

Ÿ 能清晰直观地展⽰调值格局和调值演变
Ÿ 在⽅⾔声调⽐较和祖语调值构拟⽅⾯作为辅
助⼯具有很⼤潜⼒

声调的演变趋势通过可视化⼀⽬了然：

Ÿ 顺时针环流：北京、南京、重庆⽅⾔和标准泰语舒声调
Ÿ 逆时针环流：上海、宁波、惠来普宁⽅⾔舒声单字调
Ÿ 我们认为顺时针环流源于“调尾脱落”和随之而来的“调头裂
化”（类⽐韵尾脱落和元⾳裂化）

Ÿ 注意，也有⼀些⽅⾔的声调演变很慢！

 不⾜和展望

Ÿ 能否区分凹/凸调拐点的前后？
Ÿ 能否展⽰两折调、连读变调、时⻓、发声类型？
Ÿ 编写程序⾃动绘图
Ÿ 制作调值格局演变的动画

扫描⼆维码下载本海报
或访问 phesoca.com/vis-tone

@联系⽅式：tw1701 ny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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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普通话的调
值格局

图 5：普通话四声
[1]21的声学空间统计

图 6：普通话四声的
[1]10–17听感范畴

图 7：标准泰语 100 
[3]年的舒声调演变

图 8：重庆 100 年
[4]的声调演变

图 9：惠来普宁
⼀带⽅⾔的声调

[3]演变

图 10：南京 150 年
[2]的声调演变

图 11：北京 150 年的
[2]声调演变 ，亦参考其

他报道

图 12：上海 150 年
[2]的单字调演变

图 13：宁波 150 年
[2]的单字调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