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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subjects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multi-disciplinary, mul-
ti-dimensional, multi-functional voice database has a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 This thesis in-
tends to use Chinese dialec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mainly for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and 
the old and new variant pronunciation, using sociolinguistics,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other theories, to de-
sign a speech database and exhaustively examine the phenomenon of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and the old and new reading,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sources, types, 
chang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henomena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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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相关学科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多学科、多维度、多元化、多功能的语音数据库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本文拟以汉语方言异读词为研究对象，主要是文白异读和新老异读，运用社会语言学、历史比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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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学、计算语言学、地理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理论和方法，设计一个语音数据库，穷尽式地考查汉语

方言文白异读和新老异读现象，以期通过大数据的研究方法厘清这两种现象的特点、来源、类型、变迁

及二者的区别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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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以“活着”的语言为主，只有在大量语言材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能站得住脚。

传统研究中，主要通过口耳相传搜集、整理和加工语言材料，这是一项复杂而又耗时费力的工作。直到

计算机出现并用来处理语言数据后，给语言材料的处理工作带来了很大便利。目前，国内外基于语料库

的语言学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相关学科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多学科、多维度、多元化、多功

能的语音数据库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文拟设计一个异读词专项语音数据库，广泛收集现有的方言异读材料，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实地调

查，补充和完善，综合处理语音数据库中的性别、年龄、地域等信息，进一步提高精准度，以梳理汉语

方言异读词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变特点，厘清文白异读和新老异读的特点、来源、类型、变迁及二者的

区别与联系，也可用于语音识别、方言特征词识别等研究。 

2. 概念界定 

2.1. 异读 

汉字形、音、义的关系错综复杂，异读是一种最常见的现象。本文所说的异读，主要是指文白异读

和新老异读。文白异读分为文读音和白读音，新老异读分为新派音和老派音。 
关于文白异读的界定有以下几个维度：1) 从语音的语体色彩角度，认为白读是口语形式，文读是书

面语形式。文读音用于新词术语、书面语及通用语，而白读音则用于古语词、特色词、土语词及地名。

另一种情况是文白的风格差异体现为语用限制，与词汇色彩无关。2) 从历时角度，探讨文白异读的来源

问题，认为文读和白读意义上有关联，具有相同的来历，在《切韵》里的音韵地位相同，与古音来源有

一定的对应关系[1]。3) 从语言接触角度，认为文度和白读的共存是方言接触在同一系统中的历时体现，

也是语音层次分析的依据[2]。4) 从音变方式角度，认为音变发生在一个音节中声母、韵母或声调三个语

音单位的某一项，而不是整个字音音节。也就是说，文白差异只是声、韵、调的差异，而不是整个字音

的差异[3]。 
李如龙认为新老异读是表现了同一个时代的新旧两种读音，这类异读大多是近代方言受普通话的影

响所产生的现象[4]。换句话说，新老异读属社会语言学的概念。 
曾缇认为“每一种方言的语音层面都有文白异读和新老异读的情况，从历时角度看，文白异读现象

是不同历史层次字音的叠置现象，不同时期共同语和方言的语音特点都可能沉淀其中”[5]。文白异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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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语音和外来语音两个系统的叠置现象，而新老异读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系统，主要是受社会因素的影

响造成同一个字的异读现象。 

2.2. 文白异读与新老异读的区别 

文白异读与新老异读的区别文白异读和新老异读均属语音异读现象，但二者有明显区别，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 
1) 所指的时间段不同。王洪君认为文白异读的音类是中古音发展演变的结果，是来源不同、进入当

地时间不同的两个(或几个)音韵层次在共时音系中的叠置。各音韵层次间有成系统的同源对应(姊妹方言

关系)，但它们不是直接的继承发展关系，而是反映某一历史层面上土语音系与权威方言音系的接触与竞

争[6]。而新老异读是一个社会语言学概念，主要指由于代际(一般可分为老中青三代)差异引起的异读，

就目前来说，主要指方音受普通话影响而产生的异读。 
2) 异读是否成系统。一般文白异读是某一类中古音无例外地发生系统性的异读，偶尔也有一些例外，

但是可以利用语音演变规律做出一定解释。但新老异读不成系统，也不稳定，它受发音人年龄、受教育

程度、语言环境、职业等社会因素影响。如现在的年轻人文化程度越高，普通话水平相对较高，与外界

接触较多，往往存在母语遗忘的趋势，同时也会很自然地将普通话语音融入自己的发音。 
3) 发展趋势差异。由于普通话推广工作的不断深入，新派读音会有很大发展，老派读音会渐渐萎缩。

即使是由祖父辈抚养的留守儿童，虽习得的是老派读音，但日后如果他们求学、工作，语音也会向新派

发音靠拢。文白异读的发展趋势比较复杂，可能是文读音消失或萎缩，白读音继续发展，也可能出现新

文读和白读，但是这一过程比较缓慢，要遵循语音本身的发展演变规律。尤其是地名中的文白异读，存

古性更高。 
以上是基于目前材料所得结论，有待于通过大数据库加以验证和补充完善，尤其是二者的判定目前

还没有定论，需要更多的材料来佐证。 

3. 汉语方言异读词语音数据库的设计 

语音语料库设计的关键问题在于语料，即语音数据的内容或录音文本。 

3.1. 语料库及设计准则 

语料库作为样本必须具有代表性。本文首先通过现有的资料穷尽式收集汉语十大方言区异读词，然

后根据各方言区分布情况及特点适当补充完善，最后形成语料库发音文本。主要的设计准则有：1) 每个

异读词都要收集一些语言使用中的自然语料；2) 提取当地方言的特色词作为该方言区的特征词汇；3) 注
意当地地名的读音，因为地名中的文白异读现象较为稳定；4) 有意识地结合发音人的年龄、性别、职业、

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以便做社会语言学考察。 
基于以上准则收集的原始语料文本由固定词、句子、短文和自由话题四部分组成。 

3.2. 发音合作人的选择 

发音合作人的选择非常重要，直接决定了样本的代表性。为确保采集方言语料的质量和代表性，所

选择的方言发音人必须是土生土长、口齿清晰、发音地道、用于传统、语速适中。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

我们既要选择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生活范围狭小，善于交际聊天、很少受普通话影响的年龄在五、六十

岁的发音人，还要有意识地控制发音人的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寻找各年龄段发音人

作为参照，这样才能全方位、科学地判定文白异读和新老异读，进而揭示其演变规律，预测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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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时，发音合作人的发音方式包括自然语音、描述语音、回答语音和朗读语音，语调为中性[7]。 

3.3. 数据库建设技术及软件 

1) 语音录制及处理 
尽量选配专业录音房、录音麦克风等设备，或安静的室内房间，无背景噪声。录音软件用 Cool Edit，

采用单声道录制，采样率 11,025 kHz，以 PCM 格式 16 比特量化编码的 wav 格式保存。如果录音条件受

限，也可结合电话录音，软件用 IRNO3000，采用 8 kHz 采样率，语音存储为 16 比特量化、PCM 格式编

码的 wav 格式。 
每次录音结束后，都由通晓该方言的人员人工检验语音文件，及时修正和补录。然后对噪声进行预

处理，如过长的静音段、电流噪声、咳嗽声、喘息声和笑声等。 
2) 文本标注 
为后期采用语音合成技术模拟仿自然语句，需对句子、短文和自由话题进行标注，采用 Praat 软件完

成。参照汉语音段标注系统 SAMPA-C 进行分级标注。语音库的标注主要包括文字标注和音节标注两部

分。文字标注部分用汉字 + 拼音形式，以便为语音识别、切分和合成系统使用。对于副语言学现象，可

用相应的副语言学符号表示。音节标注部分需用国际音标标出相应的当地方言语音，以便与中古音及其

他方言点语音进行对比。另外声调标注可设定相应符号，如 0 表示轻声，1 表示阴平，2 表示阳平，3 表

示上声，4 表示去声。具体情况可根据语料情况来设定。 

3.4. 数据库建设技术及软件 

1) 数据库功能 
检索功能。数据库应具有强大的检索功能，可以通过语音和文本一框式检索，也可使用多条件组合

检索，能实现普通话及各方言之间的双向浏览，如输入普通话字词，可以检索到各方言各年龄段、职业

等相应的异读字词或语音；能通过语音输入，从调类、调值、语音特点等方面匹配查出该语音的市、县、

乡地名信息；能根据中古音类检索其在各方言区的演变结果，并绘制出该语音类型地理分布图；也可根

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和浏览习惯来确定检索条件和方式。 
学习功能。该数据库的建成将成为人们研究汉语方言异读字(词)，尤其是文白异读和新老异读不可或

缺的工具。可以直接点击数据库中的字词，并选择方言点，便可听到该方言的发音和相关语音资料等信

息。如技术条件允许，我们将适当运用语音切分和合成技术，用户不仅可以听到语料库中原生态的发音，

而且还可以听到采用语音合成技术模拟而成的仿自然语句。 
分析功能。系统可以运用内置的语音演变条件和路径规律，对照各方言文白异读字今读音与中古音，

推导出其演变条件和路径，并与其他汉语方言区该音类进行横向对比加以考察，以分析其语音层次。另

外还可以对比分析文白异读与新老异读的区别，分析哪些是文白异读，哪些是新老异读。 
下载功能。用户可以将检索、分析和比较的结果输出到 Excel 表格，然后下载和打印；可以输出用

户浏览和使用情况的统计数据和分析等；可以按规定格式下载语音文件。 
维护功能。这一功能只能由系统管理员操作。一是数据编辑功能，可复制、粘贴、剪切、替换、插

入数据等；二是系统维护功能，可管理和操作数据、用户信息、日志及系统升级等；三是拓展功能，可

根据用户反馈信息和研究需求对数据库进行再设计，或添加新模块，以加强或拓展数据库功能。 
辅助功能。提供各方言点的语音系统介绍，数据库建库原则和使用说明，以及一些简单的汉语方言

异读词调查表和相关语音、释义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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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4.1. 异读词的界定 

文白异读和新老异读至今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我们之所以建立这样一个语音数据库就是为了通过

大数据的方法，为其界定和分类提供依据，所以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如果把握不准不能随意判定，需

与各地方言和普通话进行横向比较，再与中古音进行纵向比较，以期得出合理、可信的解释。另外，随

着数据量的不断扩大和认识的不断深入，还需回头审查之前的结论，以保证数据库的正确性和可信度。 

4.2. 调查点和发音合作人的选择 

调查点的选择可以借鉴现有成果来选定。对于已经有丰富文白异读现象的方言点，应根据其特点来

选代表点。对于没有文白异读研究成果的方言点，需根据已有方言点的分布情况推测其是否有可能存在

此现象，再进一步深入挖掘，使该数据库尽可能覆盖各大方言区。 
由于该数据库采用社会语言学方法选取发音合作人，最后还要在此基础上判定新老异读与文白异读

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二者的发展趋势，所以在选择发音合作人时，应充分考虑其社会因素，如性别、年

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以保证样本和数据的可对比性。 

4.3. 数据库标准化 

目前，我国数据库系统的研制和开发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建库规范，这也是很多数据库虽然建成了，

但是并没有公开或广泛使用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在建库时应统筹考虑现有语音数据库的优缺点，

尽可能扩大其适用领域。 

4.4. 数据采集 

数据是数据库各种功能得以实现的最基本保证，而方言设计种类多，范围广，难免存在与真实语音

相悖的情况，尤其异读词更是一个方言特色词的代表。尽管在设计之初，我们规定发音合作人的发音方

式包括自然语音、描述语音、回答语音和朗读语音，语调为中性。但由于普通话推广工作的广泛深入，

发音合作人难免受普通话或调研员语音影响，在采集数据时，我们应想尽一切办法采集最纯、最地道的

方言，以保证其客观性和特殊性。 

5. 结语 

文白异读是汉语中较常见的语言现象，我国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一现象了，可至今没有彻底搞清

其来源、层次、类型、特点及演变趋势。随着普通话的推广，社会语言学又将新老异读列为研究对象，

关于文白异读与新老异读的区分又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有待挖掘的空间很大，这必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

语音演变路径的认识。由此看来，我们建立汉语方言异读词语音数据库将为文白异读和新老异读研究提

供大数据支持，不仅有利于汉语方言异读词对比研究，而且有利于从地理学角度探求汉语方言的演变路

径及规律，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意义。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通用彝文规范方案》认知度及现行字库使用情况调查研

究”资助(16YJC740028)。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基于彝语动态流通语料库的

汉语借词使用及语序特点研究”资助(2019NQN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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