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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运用优选论� ↓ ∠  ⊃⊆ℑ ⊂ ⊃  ∧ × ∪⊕ ∉ ∧�分析了英语软腭音化� ∂ ⊕ ⊂ℑ  ⊃ ∨ℑ  ⊃ ∉∈�和清音化�⁄⊕ √∉ ⊃ ℘ ⊃ ∈∩�两种辅音逆同化现 

象的制约条件 ∀首先介绍了目前辅音逆同化的相关制约条件并对其进行层级排列 �ƒ ϒ♥× ♦ �∉∈ ⊕  � µ ≥× ϒ ≠ �♥∂ � µ ϒ 2 

 ⊃ ⊆�♥∂ � µ ″ ∞≥♥≥ × �♥∂ � ∀利用上述逆同化制约条件及其层级排列 � 分析发音位置逆同化的双唇音化�′⊃ ⊂ℑℜ ⊃ ℑ ⊂ ⊃ ∨ℑ  ⊃ ∉∈� ! 

齿音化�⁄⊕∈ ℑ ⊂ ⊃ ∨ℑ  ⊃ ∉∈�和发音方式逆同化�ℑ   ⊃⊆⊃ ⊂ℑ  ⊃ ∉∈ ∉∅ ⊆ℑ∈∈⊕  �时可行 � 即能成功筛选出优选项 ∀但是利用上述 

制约条件评估发音位置逆同化中的软腭音化的两个例子�∇∏ ⊃  ⊕ ∩∉∉⊗ �⊄⋅ℑ ⊃ �∏⊗ � ψ �⊄⋅ℑ ⊃ ⊄ �∏⊗ � � ∪ℑ ℘ ℑ  ⊕ ��•  

⊄⊕ ⊃  � ψ ��• ⊄ ⊄⊕ ⊃  ��以及清音化的两个例子�∅ ⊃ √⊕ ∠ℑ  �∅ ℑ ⊃ √ ∠ �ℑ   � ψ �∅ ℑ ⊃ ∅ ∠ �ℑ   � � ∪ℑ ∉�∪ℑ ∨  �� ψ �∪ℑ  ���时 � 会出 

现问题 � 即 ≥× ϒ ≠ �♥∂ �淘汰优选项 ∀为此分别提出 ≥ϒ ↑ ∞ � ⊆ℑ∈∈⊕  �和 ≥ϒ ↑ ∞ �∠ ⊂ℑ℘ ⊕ �两个新的制约条件代替 ≥× ϒ ≠ �♥∂ � � 并 

检验了其有效性 � 同时证明了位置忠实性制约条件的层级要高于其它制约条件 ∀ 

关键词 � 软腭音化 � 清音化 � 逆同化 � 优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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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音同化现象是英语重要的语音特征之一 ∀关 

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多 � 或从社会历史角度 � 或从语音 

实验 !语音听辨角度进行研究 ∀ �� 世纪 �� 年代以 

来 � 生成音系学的形成和发展为英语辅音同化现象 

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 并提出了各种解释方法和理 

论模式 � 使我们对英语辅音同化现象有了更进一步 

的认识 ∀ 

优选论� ↓ ∠  ⊃⊆ℑ ⊂ ⊃  ∧ × ∪⊕∉ ∧ �以下简称 ↓ × �是 

�� 世纪 �� 年代初出现的音系学理论 �是由音系学 

家 ϒ⊂ℑ∈ ° ⊃ ∈℘ ⊕ 和认知科学家 °ℑ∏ ⊂ ≥ ⊆∉⊂⊕∈ ⊄∧ 于 

���� 年提出的一种语言学理论 � 它起源于对生成音 

系学的研究 ∀从提出到现在短短的十几年里 �优选 

论理论发展迅速 �不仅用于分析音系 �而且用于句 

法 !句义 !儿童语言习得和二语习得等其它语言学领 

域 � 成为一种普遍的语言学理论 ∀ 

音系学家们从不同角度对发音同化现象进行了 

定义 ∀ ♠∉∪∈⊕ 认为同化是词或句子原来的发音因 

受相邻发音的影响 �被另一发音代替的过程 ≈� ∀ 

ƒ⊃ ⊕ ⊂⊗则指出 �单词在边界处的混合即同化 ≈� ∀ 而 

← ℑ⊗ ⊕ ∅∉∩⊕⊗认为 � 一个词受到邻近发音的影响而变 

成另一个音时 �就发生了同化 ≈� ∀ ♣⊃⊆ ∉∈ 指出 �同 

化发生时 � 一些发音片断会发生变化 � 涉及到词内部 

或词际间发音部位 !嘴唇形状或软腭位置的变化 ≈� ∀ 

由于文章内容需要 � 本文采用 ♣⊃⊆ ∉∈ 的说法 ∀ 

英语辅音分类的三个主要依据是 � ℑ�发音位置 

的不同 � ℜ�发音方式的不同 � ℘ �清音 �浊音 ≈� ∀ 辅音 

同化可分为逆同化� ⊕∩  ⊕   ⊃ √⊕ ℑ  ⊃⊆⊃ ⊂ℑ  ⊃ ∉∈�和顺同 

化�∠  ∉∩  ⊕   ⊃ √⊕ ℑ  ⊃⊆⊃ ⊂ℑ  ⊃ ∉∈� ∀ 逆同化是指节尾辅 

音受节首辅音影响 �所发出的音变得与节首辅音相 

似 ∀顺同化是指节首辅音受节尾辅音影响 �所发出 

的音变得与节尾辅音相似 ∀ °⊕  ⊕  ″ ∉ℑ℘ ∪把逆同化 

分为三类 �ℑ� 发音位置逆同化 �ℑ  ⊃⊆⊃ ⊂ℑ  ⊃ ∉∈ ∉∅ 

∠ ⊂ℑ℘ ⊕ � �ℜ�发音方式逆同化�ℑ  ⊃⊆⊃ ⊂ℑ  ⊃ ∉∈ ∉∅ ⊆ℑ∈2 

∈⊕  � � ℘ �清音化�ℑ  ⊃⊆⊃ ⊂ℑ  ⊃ ∉∈ ∉∅ √∉ ⊃ ℘ ⊕ � ≈� ∀其中发音 

位置逆同化比较复杂 � 本文主要研究节尾辅音是齿 

龈音�ℑ ⊂√⊕∉⊂ℑ  � � � !�⊗ �和�∈�的单词在节首为非齿 

龈音�∈∉ℑ ⊂√⊕∉⊂ℑ �的单词前的逆同化情况 �≠ 在双 

唇音前 �≡ 在齿音前 �≈ 在软腭音前 ∀这三种情况分 

别称为双唇音化� ′⊃ ⊂ℑℜ ⊃ ℑ ⊂ ⊃ ∨ℑ  ⊃ ∉∈� !齿音化� ⁄⊕∈ ℑ ⊂2 

⊃ ∨ℑ  ⊃ ∉∈�和软腭音化� ∂ ⊕ ⊂ℑ  ⊃ ∨ℑ  ⊃ ∉∈� ∀ 由于利用目前 

相关的辅音逆同化制约条件来评估 ℑ�发音位置逆 

同化现象中的软腭音化和 ℘ �清音化的生成项时会 

出现问题 �为此本文分别提出两个新的制约条件 

≥ ϒ ↑ ∞� ⊆ℑ∈∈⊕  �和 ≥ ϒ ↑ ∞�∠ ⊂ℑ℘ ⊕� � 并检验其有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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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逆同化现象的制约条件及 

其层级排列 

�一�  忠实性制约条件 

� �特征忠实性制约条件 

↑ ℘ ≤ℑ   ∪∧ 和 ° ⊃ ∈℘ ⊕把忠实性制约条件分为两 

类 � 音段忠实性制约条件� ⊕∩⊆⊕∈ ℑ ⊂ ∅ℑ ⊃  ∪ ∅∏ ⊂∈⊕   � 

�如 ↑ ϒ ÷ ♥↓ 和 ⁄∞° ♥↓�和特征忠实性制约条件�∅⊕ ℑ 2 

 ∏  ℑ ⊂ ∅ℑ ⊃  ∪ ∅∏ ⊂∈⊕   � �如 ♥ ⁄∞→× � ƒ� ≈� ≠ ∀ °ℑ  ⊕ 把 ♥ ⁄∞→× 

�ƒ�条件细分成 � ♥⁄∞→× �♥ ψ ↓ ��禁止失去特征值�和 

♥⁄∞→× � ↓ ψ ♥��禁止增加特征值� ≈� ∀ ♣∈ℑ∈ℑ⊗ ⊕  ⊃ ⊄ℑ∈ 则 

用 ≥ × ϒ ≠ 和 ″ ∞≥♥≥ × 两个术语分别代替 ♥⁄∞→× �♥ ψ 

↓�与 ♥⁄∞→× � ↓ ψ ♥� ≈� ∀ 

♣∈ℑ∈ℑ⊗ ⊕  ⊃ ⊄ℑ∈ 提 出 用 三 刻 度 表 � ×⊕  ∈ℑ ∧ 

≥℘ ℑ ⊂⊕  �代替某些二分特征 �ℜ ⊃ ∈ℑ ∧ ∅⊕ℑ  ∏  ⊕  � �如 � 

≈√∉ ⊃ ℘ ⊕≈ ∉∈∉ ℑ∈ 等 ≈� ∀ 这样做的一大优点是 �三 

刻度表允许把同化现象和同化过程统一对待 �因为 

链式变化过程可视为同化过程的一步 ∀ 

三刻度表把三个不同的音段类型用梯度形式表 

现出来 ∀如表 � 中 ♥∂ �♥∈∪⊕  ⊕∈∂ ∉⊃ ℘ ⊃ ∈∩�中刻度表 

显示响音� ∉∈∉ ℑ∈ �与浊塞音�√∉⊃ ℘ ⊕⊗ ∉ℜ   ∏ ⊕∈ �的 

关系比清音�√∉ ⊃ ℘ ⊕ ⊂⊕   ∉ℜ   ∏⊕∈ �更近 �因为响音与 

浊塞音相邻 � 与清塞音不相邻 ∀ ♥∂ 刻度表的左端是 

清塞音 ♥∂ � � 右端是固有发音的响音 ♥∂ � �中间是非 

固有发音的 ♥∂ � ∀所以 � ♥∂ 刻度表允许把产生邻近 

值�♥∂ �2♥∂ � � ♥∂ �2♥∂ ��的过程和产生非邻近值的过 

程�♥∂ �2♥∂ ��统一起来 ∀ 

表 1  三刻度表 

∂ ∉ ⊃ ℘ ⊕ ⊂⊕  ∉ℜ   ∏ ⊕∈ ∂ ∉⊃ ℘ ⊕ ⊗ ∉ℜ   ∏ ⊕∈ ≥∉∈∉ ℑ∈ 

♥∂ � ♥∂ � ♥∂ � 

≤ℑ ⊂∉结合 ♥∂ 刻度表 �把 ≥ × ϒ ≠ 和 ″ ∞≥♥≥ × 

定义成 ≈�� � 

���≥ × ϒ ≠ �♥∂ � � 如果 ϒ 是输入音段 �′ 是 ϒ 的对 

应输出音段 �则当 ϒ 的 ♥∂ 刻度值是 ÷ 时 �′ 的 ♥∂ 

刻度值也是 ÷ ∀ 

��� ″ ∞≥♥≥ × �♥∂ � �如果 ϒ 是输入音段 �′ 是 ϒ 的 

对应输出音段 � 则当 ϒ 的 ♥∂ 刻度值不是 ÷ 时 �′ 的 

♥∂ 刻度值也不是 ÷ ∀ 

� �位置忠实性制约条件 

′⊕ ℘ ⊄⊆ℑ∈ 提出 � 通过位置忠实性制约条件使某 

种语音位置获得优先地位 �而且这种位置忠实性制 

约条件比特征忠实性制约条件在层级排列时地位更 

高 �ƒ ϒ♥× ♦ �∠∉ ⊃  ⊃ ∉∈� µ ƒ ϒ♥× ♦ 这种排列方法是基 

于重要位置需要更严格的忠实性这一假设 ≈�� ��� ∀ 

在英语辅音出现逆同化现象时 �节尾辅音受节首辅 

音影响 � 使前面的音变得与它相似 � 而节首辅音不发 

生变化 � 另外从发音角度观察音节 � 可得知节首辅音 

在区分单词时所起的作用更突出 �更显著 ∀ 所以这 

个制约条件可以表达成 � 

���ƒ ϒ♥× ♦ �∉∈ ⊕  � � 英语辅音出现逆同化现象时 � 

第二个单词的节首辅音不发生改变 ∀ 

�二�  同化作为表层一致 

′⊕ ℘ ⊄⊆ℑ∈ 和 ← ∉⊆ℜℑ  ⊗ ⊃认为 � 发音同化是在一致 

制约的驱使下产生的 � 一致制约� ϒ ♣ ″ ∞∞�的条件要 

求阻塞音丛在发音时一致 ≈�� ��� ∀ ♣∈ℑ∈ℑ⊗ ⊕  ⊃ ⊄ℑ∈ 把 

一致制约条件重新定义成表层一致制约 ≈� ∀ ≤ℑ  ⊂∉ 

采用 ♣∈ℑ∈ℑ⊗ ⊕  ⊃ ⊄ℑ∈ 的术语 ϒ  ⊃⊆�ℑ  ⊃⊆⊃ ⊂ℑ  ⊃ ∉∈ 的缩 

写� � 并把表层一致细分成 � ♥⁄∞→×♥≤ ϒ ←和 ϒ ⁄♠ϒ2 

≤ ∞→× ≈�� � 

ϒ ≥≥♥↑ �♥∂ �制约条件 � 

���♥⁄∞→×♥≤ ϒ ←�♥∂ � �相邻的输出音段必须有一致 

的 ♥∂ 值 ∀ 

��� ϒ ⁄♠ϒ ≤ ∞→× �♥∂ � � 相邻的输出音段的 ♥∂ 值在刻 

度表上也要相邻 ∀ 

本文将根据具体情况 � 分别采用 ♥ ⁄∞→×♥≤ ϒ ← �♥∂ �和 

ϒ ⁄♠ϒ ≤ ∞→× �♥∂ � ∀ 

�三�  逆同化制约条件的层级排列 

根据上述分析 � 以及英语辅音逆同化的特征 �可 

得出位置忠实性制约条件处于最高地位 � 即 � 

ƒ ϒ♥× ♦ �∉∈ ⊕  � µ ≥× ϒ ≠ �♥∂ � �ϒ ≥≥♥↑ �♥∂ � �″ ∞≥♥≥ × �♥∂ � ∀ 

另外 � 逆同化现象是部分同化 �不是完全同化 �即节 

尾辅音发生同化现象 � 节首辅音不变 ∀所以可得出 � 

≥× ϒ ≠ �♥∂ � µ ϒ ≥≥♥↑ �♥∂ � µ ″ ∞≥♥≥ × �♥∂ � ∀ 

综上 � 逆同化制约条件的层级排列是 �ƒ ϒ♥× ♦ �∉∈2 

 ⊕  � µ ≥× ϒ ≠ �♥∂ � µ ϒ ≥≥♥↑ �♥∂ � µ ″ ∞≥♥≥ × �♥∂ � ∀ 

二 ! 制约条件层级体系的具体操作 

前面提到 �逆同化分为三类 �ℑ�发音位置逆同 

化 � ℜ�发音方式逆同化 � ℘ �清音化 ∀其中 ℑ�发音位置 

逆同化显著地发生在齿龈音� � !�⊗ �和�∈�上 �可分 

为三种情况 �双唇音化 � ′⊃ ⊂ℑℜ ⊃ ℑ ⊂ ⊃ ∨ℑ  ⊃ ∉∈� !齿音化 

�⁄⊕∈ ℑ ⊂ ⊃ ∨ℑ  ⊃ ∉∈�和软腭音化� ∂ ⊕ ⊂ℑ ⊃ ∨ℑ  ⊃ ∉∈� ∀ 利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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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逆同化制约条件及其层级排列 ƒ ϒ♥× ♦ �∉∈ ⊕  � µ 

≥ × ϒ ≠ �♥∂ � µ ϒ ≥≥♥↑ �♥∂ � µ ″ ∞≥♥≥ × �♥∂ �分析前两种情况 

和 ℜ�发音方式逆同化时可行 � 即能成功筛选出优选 

项 ∀限于篇幅 � 在此仅举一个齿龈音� �在双唇音前 

的例子 ∀ 

以  ∪ℑ ∠⊕   ∉∈��• ∠�  ∈� ψ ��• ∠ ∠�  ∈�为例 ∀ 

受节首辅音双唇音�∠�的影响 �节尾辅音齿龈音� � 

变成�∠� ∀这一过程可以表示成表 � ∀ 
表 2   ∪ℑ ∠⊕   ∉∈ 的齿龈音化 

输入项 � �•∠ �  ∈ 
ƒ ϒ♥× ♦ 

�∉∈ ⊕  � 

≥× ϒ ≠ 

�♥∂ � 

♥⁄∞→×♥≤ ϒ ← 

�♥∂ � 

″ ∞≥♥≥ × 

�♥∂ �

 ℑ��• ∠ �  ∈ 3 � 

⊗ ℜ� �• ∠ ∠ �  ∈

 ℘��•  �  ∈ 3 �

 ⊗��• ⊗ ∠ � ∈ 3 � 3 3 

上述优选竞赛表清楚地表明 �制约条件 ≥ × ϒ ≠ 

�♥∂ �和 ♥⁄∞→×♥≤ ϒ ←�♥∂ �可以确保逆同化的发生 �把发 

生顺同化的候选项排除掉 ∀ 应用优选论的观点 �每 

个制约条件都是可以违反的 �而最小限度违反制约 

条件层级的候选项就被评估为优选项输出 �在这里 

就是 ℜ项 ∀同时可证明位置忠实性制约条件在逆同 

化分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种情况的典型例 

子还有 ⊂ ⊃ ∩∪ℜ ⊂∏⊕�⊂ℑ ⊃ ℜ ⊂∏ �� ψ �⊂ℑ ⊃ ∠ ℜ ⊂∏ �� � ⊆⊕ℑ ∠ ⊃ ⊕ � 

⊆⊃ � ∠ℑ ⊃ �� ψ � ⊆⊃ �∠ ∠ℑ ⊃ ��等 ∀ 而齿音化的典型例子有 

 ∪ℑ  ∪ ⊃ ∈∩ ��•�⊃ �� ψ ��• 
Η �⊃ �� �℘ ∏  ∪ ∉∏∩∪ �⊄� 

� ∏ �� ψ �⊄� 

Η � ∏ ��等 ∀ ℜ�发音方式逆同化的典型例 

子有 � ∩∉∉⊗ ∈⊃ ∩∪��∏⊗ ∈ℑ ⊃  � ψ ��∏∈ ∈ℑ ⊃  � � ∪ℑ  ⊃ ⊗ ⊕ 

��• ℑ ⊃ ⊗ � ψ ��•  ℑ ⊃ ⊗ �等 ∀ 

�一�  软腭音化 

软腭音化是指节前辅音是软腭音�√⊕ ⊂ℑ �如�∩� � 

受其影响 �节尾辅音如� �变成�⊄� ∀ 观察 ∇∏ ⊃  ⊕ 

∩∉∉⊗ �⊄⋅ℑ ⊃ �∏⊗ � ψ �⊄⋅ℑ ⊃ ⊄ �∏⊗ �的逆同化过程 � 如表 

� 所示 ∀ 
表 3  ∇∏ ⊃  ⊕ ∩∉∉⊗的软腭音化 

输入项 � ⊄⋅⊃  �∏⊗ 
ƒ ϒ♥× ♦ 

�∉∈ ⊕  � 

≥× ϒ ≠ 

�♥∂ � 

ϒ ⁄♠ϒ ≤ ∞→× 

�♥∂ � 

″ ∞≥♥≥ × 

�♥∂ � 

ℑ� ⊄⋅ℑ ⊃ �∏⊗ 3 � 

ℜ� ⊄⋅ℑ ⊃ ⊄ �∏⊗ 3 � 3 

℘� ⊄⋅ℑ ⊃ � �∏⊗ 3 � 3 3 

⊗� ⊄⋅ℑ ⊃  ∏⊗ 3 � 3 3 

⊕� ⊄⋅ℑ ⊃ ⊗�∏⊗ 3 � 3 3 

表 � 的分析出现了问题 ∀ ≥ × ϒ ≠ �♥∂ �把优选项 ℜ 

淘汰了 ∀可见 �这个制约条件下分析此种现象时不 

适用 ∀再看另一个例子  ∪ℑ ℘ ℑ ⊕的软腭音化�如表 

� 所示� ∀ 

表 4   ∪ℑ ℘ ℑ  ⊕的软腭音化 

输入项 � ��⊄⊕ ⊃  
ƒ ϒ♥× ♦ 

�∉∈ ⊕  � 

≥× ϒ ≠ 

�♥∂ � 

ϒ ⁄♠ϒ ≤ ∞→× 

�♥∂ � 

″ ∞≥♥≥× 

�♥∂ � 

ℑ��• ⊄⊕ ⊃  3 � 

ℜ��• ⊄ ⊄⊕ ⊃  3 � 3 

℘��•  ⊕ ⊃  3 � 3 3 

⊗��• ⊗ ⊄⊕ ⊃  3 � 3 3 

同样 � ≥ × ϒ ≠ �♥∂ �也把项 ℜ淘汰了 ∀ 这说明它在 

分析此种情况时不具有有效性 ∀ 

经过仔细分析 � 发现���和�⊄�的发音位置相同 � 

都是软腭音 �这也有利于发音位置逆同化的发生 ∀ 

因此本文提出 ≥ ϒ ↑ ∞ �∠ ⊂ℑ℘ ⊕�这一制约条件代替 ≥ × ϒ ≠ 

�♥∂ � � 可表达成 � 

≥ ϒ ↑ ∞�∠ ⊂ℑ℘ ⊕� �如果 ϒ 是输入音段 �′ 是 ϒ 的对 

应输出音段 � 那么 ϒ 和 ′ 的发音位置相同 ∀ 

因此 �软腭音化的制约条件和层级排列就是 

ƒ ϒ♥× ♦ �∉∈ ⊕  � µ ≥ ϒ ↑ ∞ �∠ ⊂ℑ℘ ⊕� µ ϒ ⁄♠ϒ ≤ ∞→× �♥∂ � µ ″ ∞≥♥≥ × 

�♥∂ � ∀再看 ∇∏ ⊃  ⊕ ∩∉∉⊗的逆同化过程�如表 �� ∀ 

表 5  ∇∏ ⊃  ⊕ ∩∉∉⊗的软腭音 

输入项 � ⊄⋅ℑ ⊃ �∏⊗ 
ƒ ϒ♥× ♦ 

�∉∈ ⊕  � 

≥ϒ ↑ ∞ 

�∠ ⊂ℑ ℘ ⊕ � 

ϒ ⁄♠ϒ ≤ ∞→× 

�♥∂ � 

″ ∞≥♥≥× 

�♥∂ �

 ℑ� ⊄ℑ ⊃ �∏⊗ 3 � 3 

⊗  ℜ� ⊄⋅ℑ ⊃ ⊄ �∏⊗ 3 �

 ℘� ⊄⋅ℑ ⊃ � �∏⊗ 3 � 3

 ⊗� ⊄⋅ℑ ⊃  ∏⊗ 3 � 3

 ⊕� ⊄⋅ℑ ⊃ ⊗�∏⊗ 3 � 3 3 

表 � 显示 �≥ ϒ ↑ ∞�∠ ⊂ℑ℘ ⊕ �成功地筛选出了优选项 � 

淘汰了其他项 �这表明 ≥ ϒ ↑ ∞ �∠ ⊂ℑ℘ ⊕�的有效性 ∀ 同 

时 � 可以注意到这一层级排列是正确的 �而且 ƒ ϒ♥× ♦ 

�∉∈ ⊕  �起了重要作用 � 这一制约条件保证逆同化顺 

利发生 ∀ 

再来看  ∪ℑ ℘ ℑ ⊕的情况�如表 � 所示� ∀ 

表 6   ∪ℑ ℘ ℑ  ⊕的软腭音化 

输入项 � �• ⊄⊕ ⊃  
ƒ ϒ♥× ♦ 

�∉∈ ⊕  � 

≥ϒ ↑ ∞ 

�∠ ⊂ℑ ℘ ⊕ � 

ϒ ⁄♠ϒ ≤ ∞→× 

�♥∂ � 

″ ∞≥♥≥× 

�♥∂ �

 ℑ��• ⊄⊕ ⊃  3 � 

⊗ ℜ� �• ⊄ ⊄⊕ ⊃  3 �

 ℘� �•  ⊕ ⊃  3 � 3

 ⊗��• ⊗ ⊄⊕ ⊃  3 � 3 

同样 � ≥ ϒ ↑ ≠ �∠ ⊂ℑ℘ ⊕�成功地筛选出了优选项 ℜ�淘 

汰了其他项 � 从而证明了 ≥ ϒ ↑ ∞ �∠ ⊂ℑ℘ ⊕�的有效性 ∀ 软 

腭音化的例子还有 ℜ  ⊃ ∩∪℘ ∉⊂∉ �ℜ  ℑ ⊃  ⊄�⊂�� ψ � 

ℜ  ℑ ⊃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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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音化 

当前一个单词的节尾辅音是浊摩擦音�∅  ⊃ ℘ ℑ 2 

 ⊃ √⊕�或浊塞擦音�ℑ ∅ ∅  ⊃ ℘ ℑ  ⊕ � � 而且后一个单词的节首 

辅音是一个清辅音时 �浊摩擦音或浊塞擦音要发生 

改变 � 变成其对应的清辅音如 � √ ψ ∅� � ψ � � ∨ ψ � ⊗ � ψ 

 � ≡ ∀ 

下面利用 ƒ ϒ♥× ♦ �∉∈ ⊕  � � ≥× ϒ ≠ �♥∂ � � ♥⁄∞→×♥≤ ϒ ← 

�♥∂ �和 ″ ∞≥♥≥ × �♥∂ �制约条件分析清音化 � 以 ∅ ⊃ √⊕ ∠ℑ  

和 ∪ℑ ∉的逆同化情况为例 � ∅ ⊃ √⊕∠ℑ �∅ℑ ⊃ √ ∠ �ℑ  � ψ 

�∅ℑ ⊃ ∠ ∠ �ℑ  � � ∪ℑ ∉ �∪ℑ∨  �� ψ �∪ℑ ��见表 � ∀ 

表 7  ∅ ⊃ √⊕ ∠ℑ  的清音化 

输入项 � ∅ℑ ⊃ √ ∠ � ℑ  
ƒ ϒ♥× ♦ 

�∉∈ ⊕  � 

≥× ϒ ≠ 

�♥∂ � 

♥⁄∞→×♥≤ ϒ ← 

�♥∂ � 

″ ∞≥♥≥ × 

�♥∂ � 

ℑ�∅ℑ ⊃ √ ∠ � ℑ  3 � 

ℜ�∅ℑ ⊃ ∅ ∠ � ℑ  3 � 3 

℘�∅ℑ ⊃ √ √�ℑ   3 � 3 3 

⊗�∅ℑ ⊃ ∠ ∠ �ℑ   3 � 3 

表 � 中尽可能输出了 � 个项 ℑ!ℜ!℘!⊗∀ 其中 � ℑ 

项未发生逆同化 �ℜ项发生了逆同化 � ℘项发生了顺 

同化 � ⊗项是与实际不符的逆同化 ∀ ƒ ϒ♥× ♦ �∉∈ ⊕  �首 

先把 ℘项淘汰 �从而保证输出项是发生了逆同化现 

象的选项 ∀ ≥ × ϒ ≠ �♥∂ �把 ⊗项淘汰的同时也把实际优 

选项 ℜ淘汰了 � 从而使输出项为 ℑ∀ 这与事实相反 ∀ 

可见 � ≥ × ϒ ≠ �♥∂ �在分析清音化时也不适用 ∀ 

再看另一个例子 ∪ℑ ∉ � 见表 � ∀ 

表 8  ∪ℑ  ∉ 的清音化 

输入项 � ∪ℑ∨  � 
ƒ ϒ♥× ♦ 

�∉∈ ⊕  � 

≥× ϒ ≠ 

�♥∂ � 

♥⁄∞→×♥≤ ϒ ← 

�♥∂ � 

″ ∞≥♥≥ × 

�♥∂ � 

ℑ� ∪ℑ ∨  � 3 � 

ℜ� ∪ℑ � 3 � 3 

℘� ∪ℑ ∨ ∨� 3 � 3 3 

⊗� ∪ℑ  � 3 � 3 

同样 � 表 � 中尽可能输出了 � 个项 ℑ� ℜ�℘� ⊗∀ 

其中 � ℑ项未发生逆同化 �ℜ项发生了逆同化 �⊗项发 

生了顺同化 �⊗ 项是与实际不符的逆同化 ∀ ƒ ϒ♥× ♦ 

�∉∈ ⊕  �首先把 ℘项淘汰 �从而保证输出项是发生了 

逆同化现象的选项 ∀ ≥ × ϒ ≠ �♥∂ �把 ℘!⊗项淘汰的同时 

也把实际优选项 ℜ淘汰了 � 从而使输出项为 ℑ∀而这 

与事实相反 ∀这一例子也证明了 ≥ × ϒ ≠ �♥∂ �在清音化 

中不适用 ∀ 

上面提到 � 清音化发生时 � 浊摩擦音或浊塞擦音 

要发生改变 � 变成其对应的清辅音如 √ ψ ∅� � ψ � 等 � 

这表明节尾辅音的发音方式不会改变 ∀ 因此 �本文 

提出 ≥ ϒ ↑ ∞� ⊆ℑ∈∈⊕  �这一制约条件来代替 ≥ × ϒ ≠ �♥∂ � � 

可以表达成 � 

�ℜ� ≥ ϒ ↑ ∞� ⊆ℑ∈∈⊕  � � 如果 ϒ 是输入音段 �′ 是 ϒ 

的对应输出音段 � 那么 ϒ 和 ′ 的发音方式相同 ∀ 因 

此 � 清音化的制约条件及层级排列可表达成 �ƒ ϒ♥× ♦ 

�∉∈ ⊕  � µ ≥ ϒ ↑ ∞ � ⊆ℑ∈∈⊕  � µ ♥⁄∞→×♥≤ ϒ ← �♥∂ � µ ″ ∞≥♥≥ × 

�♥∂ � ∀ 

现在利用上面的制约条件及层级排列来分析 

∅ ⊃ √⊕ ∠ℑ 的清音化情况 � 见表 � ∀ 

表 9  ∅ ⊃ √⊕ ∠ ℑ 的清音化 

输入项 � ∅ℑ ⊃ √ ∠ �ℑ   
ƒ ϒ♥× ♦ 

�∉∈ ⊕  � 

≥ϒ ↑ ∞ 

� ⊆ℑ∈∈⊕  � 

♥⁄∞→×♥≤ ϒ ← 

�♥∂ � 

″ ∞≥♥≥× 

�♥∂ �

 ℑ�∅ℑ ⊃ √ ∠ �ℑ   3 � 3 

⊗ ℜ�∅ℑ ⊃ ∅ ∠ � ℑ  3 �

 ℘�∅ℑ ⊃ √ √�ℑ   3 � 3

 ⊗�∅ℑ ⊃ ∠ ∠ � ℑ  3 � 3 

表 � 同样输出了 � 个项 ∀ ƒ ϒ♥× ♦ �∉∈ ⊕  �先把 ℘项 

淘汰 � 以确保逆同化的发生 � ≥ ϒ ↑ ∞ � ⊆ℑ∈∈⊕  �则淘汰了 

ℑ项和 ℜ项 � 保证清音化的发生 �从而成功地筛选出 

了优选项 ℜ∀ 这也证明了 ≥ ϒ ↑ ∞ � ⊆ℑ∈∈⊕  �的有效性 ∀ 

再看 ∪ℑ ∉的清音化情况 � 见表 �� ∀ 

表 10  ∪ℑ  ∉ 的清音化 

输入项 � ∪ℑ ∨  � 
ƒ ϒ♥× ♦ 

�∉∈ ⊕  � 

≥ϒ ↑ ∞ 

� ⊆ℑ∈∈⊕  � 

♥⁄∞→×♥≤ ϒ ← 

�♥∂ � 

″ ∞≥♥≥× 

�♥∂ �

 ℑ� ∪ℑ ∨  � 3 � 3 

⊗ ℜ� ∪ℑ � 3 �

 ℘� ∪ℑ ∨ ∨� 3 � 3

 ⊗� ∪ℑ  � 3 � 3 

同样 � 可从表 �� 观察到 �ƒ ϒ♥× ♦ �∉∈ ⊕  �先把 ℘项 

淘汰 � 以确保逆同化的发生 � ≥ ϒ ↑ ∞� ⊆ℑ∈∈⊕  �则淘汰了 

ℑ项和 ℜ项 � 保证清音化的发生 �从而成功地筛选出 

了优选项 ℜ∀这也证明了 ≥ ϒ ↑ ∞� ⊆ℑ∈∈⊕  �的有效性 ∀ 

以上仅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 ≥ ϒ ↑ ∞ � ⊆ℑ∈∈⊕  �具 

有可行性 ∀清音化的其它典型例子还有⊂∉√⊕ ∉ �⊂�√ 

 �� ψ �⊂�∅ �� �ℑ℘ ℑ∈ ℜ⊕  ∪∉⋅∈��∨ ⊄�∈ ℜ ⊃�∉∏∈� ψ � 

�⊄�∈ ℜ ⊃�∉∏∈� �⊕⊗∩⊕ ∉ ⊕⊗∩⊕ ��⊗   � �⊗ � ψ �� �  � 

�⊗ �等 ∀ 

三 ! 结语 

本文从 ↓ × 角度研究了英语辅音逆同化现象中 

有软腭音化和清音化现象的制约条件 �分别提出 

≥ ϒ ↑ ∞ � ⊆ℑ∈∈⊕  �和 ≥ ϒ ↑ ∞ �∠ ⊂ℑ℘ ⊕�两个新的制约条件 �并 

# � � � # 第 � 期               黄丽花 �张承平 � 曾相文 �英语辅音软腭音化和清音化制约条件的分析



证明了其有效性 �同时证明了位置忠实性制约条件 

的层级要高于其它制约条件 ∀ 

注释 � 

≠ ↑ ϒ ÷ ♥↓�♥ 表示输入项 �↓ 表示输出项� � 输入的每个音段在输出中 

都应有对应 ∀ 

⁄∞°♥↓ �输出的每个音段在输入法中都应有对应 ♥⁄∞→× �ƒ� � 输入音 

段 ϖ ƒ 在输出中的对应音阶也应是 ϖ ƒ ∀ 

≡ 当节尾辅音是齿龈音� �和�∨� � 且节首辅音是��� � �⊇ �时 � 分别逆同 

化成 � � � ψ ��� � �∨� ψ ��� � 如 �  ∪ ⊃  ∪∉⊕ ��⊃ �∏ �� ψ ��⊃ � �∏ �� � ∪∉ ⊕ 

∧⊕ ℑ   ���∏ ∨� ψ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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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ϒ →♣ ← ⊃ 2∪∏ ℑ � � ≡ ♦ ϒ →♣ ≤ ∪⊕∈∩ 2∠ ⊃ ∈∩ 
� � ≡ ∞ →♣ ÷⊃ ℑ∈∩ 2 ⋅⊕∈ � 

�� � ≥℘ ∪∉∉ ⊂ ∉∅ ƒ∉ ⊕ ⊃ ∩∈ ← ℑ∈∩∏ ℑ∩⊕ � ≤⊕ ∈  ℑ ⊂ ≥∉∏  ∪ ∝∈⊃ √⊕   ⊃  ∧ � ≤∪ℑ∈∩  ∪ℑ ������ � ≤ ∪ ⊃ ∈ℑ� 

� � × ∪⊕ ��  ∪ ↑⊃ ⊗⊗ ⊂⊕ ≥℘ ∪∉∉ ⊂ ∉∅ ≤ ∪ℑ∈∩ ∪ℑ� ≤ ∪ℑ∈∩ ∪ℑ ������ � ≤ ∪ ⊃ ∈ℑ� 

ϒℜ   ℑ℘  �′ℑ ⊕⊗ ∉∈  ∪⊕ ↓∠  ⊃⊆ℑ ⊂ ⊃  ∧ × ∪⊕∉ ∧ � ∪⊕ ≤∉∈   ℑ ⊃ ∈ ∉∅ ∂ ⊕ ⊂ℑ  ⊃ ∨ℑ  ⊃ ∉∈ ℑ∈⊗ ⁄⊕√∉ ⊃ ℘ ⊃ ∈∩ ∉∅ ∞∈∩ ⊂ ⊃  ∪ ≤∉∈ ∉2 

∈ℑ∈  ⋅⊕  ⊕ ⊕  ⊕ ℑ ℘ ∪⊕⊗�ƒ⊃    ⊂∧ � ∪⊕ ⊕ ⊂ℑ  ⊃ √⊕℘ ∉∈   ℑ ⊃ ∈ �ƒ⊕ ℑ  ∏  ℑ ⊂∅ℑ ⊃  ∪∅∏ ⊂∈⊕  �ƒ ϒ × × ♦ �∉∈ ⊕  � ℑ∈⊗ ϒ ≥≥♥↑ �♥∂ �� 

⋅⊕  ⊕⊂ ⊃   ⊕⊗ℑ∈⊗ ℑ∈⊄⊕⊗�ƒ ϒ × × ♦ �∉∈ ⊕  � µ ≥ × ϒ ≠ �♥∂ � µ ϒ ≥≥♥↑ �♥∂ � µ ″ ∞≥♥≥ × �♥∂ � � × ∪⊕∉∠  ⊃⊆ℑ ⊂ ℘ ℑ∈⊗ ⊃ ⊗ ℑ  ⊕℘ ∉∏ ⊂⊗ℜ⊕ 

 ∏ ℘ ℘ ⊕   ∅∏ ⊂ ⊂∧ ∉∏  ∠∏ ⋅∪⊕∈  ∪⊕℘ ∉⊂ ⊂⊕ ℘  ⊃ ∉∈ ∉∅ ∠∉  ⊃ ℜ ⊂⊕℘ ℑ∈⊗ ⊃ ⊗ ℑ  ⊕ ∉∅ ′⊃ ⊂ℑℜ ⊃ ℑ ⊂ ⊃ ∨ℑ  ⊃ ∉∈ ℑ∈⊗ ⁄⊕∈ ℑ ⊂ ⊃ ∨ℑ  ⊃ ∉∈ ⊃ ∈ ℑ  ⊃⊆⊃ 2 

⊂ℑ  ⊃ ∉∈ ∉∅ ∠ ⊂ℑ℘ ⊕ℑ∈⊗ℑ  ⊃⊆⊃ ⊂ℑ  ⊃ ∉∈ ∉∅ ⊆ℑ∈∈⊕  ⋅⊕  ⊕⊕√ℑ ⊂∏ ℑ  ⊕⊗� ♦ ∉⋅⊕√⊕ � ∪⊕ ℑ⊆⊕⊃ ∈∉  ∏⊕ ⋅∪⊕∈  ∪⊕℘ ∉⊂ ⊂⊕ ℘ 2 

 ⊃ ∉∈ ∉∅ ∠∉  ⊃ ℜ ⊂⊕℘ ℑ∈⊗ ⊃ ⊗ℑ  ⊕ ∉∅ ⋅∉ ⊕¬ℑ⊆∠ ⊂⊕ ∉∅ ∂ ⊕ ⊂ℑ  ⊃ ∨ℑ  ⊃ ∉∈ ⊃ ∈ ℑ  ⊃⊆⊃ ⊂ℑ  ⊃ ∉∈ ∉∅ ∠ ⊂ℑ℘ ⊕� θυιτε γ οοδ / ⊄⋅ℑ ⊃ �∏⊗ � 

ψ �⊄⋅ℑ ⊃ ⊄ �∏⊗ � � φιϖε παστ �∅ℑ ⊃ √ ∠ �ℑ  � ψ �∅ℑ ⊃ ∅ ∠ �ℑ  � �ℑ∈⊗ ∉∅ ⁄⊕√∉ ⊃ ℘ ⊃ ∈∩ � τηατ χασε ��•⊄⊕ ⊃  � ψ ��• ⊄ ⊄⊕ ⊃  � 

ℑ∈⊗ ηαστο �∪ℑ∨  �� ψ �∪ℑ �� � ⋅⊕  ⊕⊕√ℑ ⊂∏ℑ  ⊕⊗� × ∪⊕  ⊕ ∅∉ ⊕� ∪⊕℘ ∉∈   ℑ ⊃ ∈≥× ϒ ≠ �♥∂ � ⋅⊕  ⊕∠ ∉√⊕⊗ ∉ ℜ⊕⊃ ∈√ℑ 2 

⊂ ⊃ ⊗� ϒℑ  ⊕  ∏ ⊂� ⋅∉ ∈⊕⋅ ℘ ∉∈   ℑ ⊃ ∈ �≥ ϒ ↑ ∞� ⊆ℑ∈∈⊕  � ℑ∈⊗ ≥ ϒ ↑ ∞�∠ ⊂ℑ℘ ⊕ � � ⋅⊕  ⊕ ∠  ∉∠∉ ⊕⊗ ∉  ⊕∠ ⊂ℑ℘ ⊕ ≥ × ϒ ≠ �♥∂ � 

 ⊕  ∠⊕ ℘  ⊃ √⊕ ⊂∧ � ⋅∪ ⊃ ℘ ∪ ⋅⊕  ⊕ ∠ ∉√⊕⊗ ∉ ℜ⊕ ∏ ℘ ℘ ⊕   ∅∏ ⊂�♥∈ ℑ⊗⊗ ⊃  ⊃ ∉∈ � ∪⊕℘ ∉∈   ℑ ⊃ ∈ƒ ϒ × ♦ �∉∈ ⊕  � ⋅ℑ⊗ ⊕⊆∉∈   ℑ 2 

 ⊕⊗ ∉ ℜ⊕ ∪⊕ ∪ ⊃ ∩∪⊕  ⋅∪⊕∈  ℑ∈⊄⊕⊗� 

↔ ⊕∧ ⋅∉ ⊗ � √⊕ ⊂ℑ ⊃ ∨ℑ  ⊃ ∉∈ �⊗ ⊕√∉ ⊃ ℘ ⊃ ∈∩� ⊕∩ ⊕   ⊃ √⊕ ℑ  ⊃⊆⊃ ⊂ℑ  ⊃ ∉∈ � ↓ ×� ↓ ∠  ⊃⊆ℑ ⊂ ⊃  ∧ × ∪⊕∉ ∧� 

≈编辑 � 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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