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拼音方案》与世界汉语语音教学●

王理嘉

提要　随着世界汉语教学的发展�《汉语拼音方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经走向国
际�传遍世界。国际公认它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近几年来有一些外国学生由于不了解
《方案》的设计理念、制定原则以及字母和语音的关系�在学习中产生了一些疑问。本文针
对这些疑问�从语音分析、字母和拼写设计的角度�分别作了讨论和回答�并在教学策略上提
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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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拼音中的几个问题

由联合国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确认的作为汉语拼写国际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随着世界汉语教学的发展�已经成为海内外汉语教学不可或缺的拼音工
具。国际公认“《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 （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
1977）。近年来在具有特殊性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初学汉语的外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方
案》提出了一些让他们感到困惑的问题。他们觉得用《方案》的字母去拼读汉语的某些字
音�有时并不完全切合实际语音�由此或多或少地对《方案》的表音准确性产生了一些困惑�
甚至主观认为《方案》是专为中国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设计的�有些方面未必适合于外国人
学习汉语。个别留学生还反映汉语拼音好像没有国语注音符号拼得准�乃至认为《方案》中
有些字母的读音以及拼音设计有误导作用�产生了负面影响。所有这些意见归根结底都是
因为对字母与语音之间的关系、以及拉丁字母的使用原则缺乏了解造成的。具体联系汉语
来说�那就是对《方案》的字母设计及其与汉语音值的配置关系�拼写设计及其与实际读音
的关系�以及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都必须考虑的社会传统的历史性制约等方面缺乏了解。
这方面的理论阐释当然不需要向初学汉语的学生去讲解�但作为一名汉语教师却应该了然
于心。这样才能在至关重要的语音教学阶段更好地开展拼音教学�在教学法上有所变通�有
所创新�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并化解学生由于误解而产生的困惑。

外国学生所提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在《方案》公布前的讨论中都做过说明�有些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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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问题。他们提的问题主要有：1）用字母ｏ跟唇音声母拼出来的读音�如“播”ｂō�并不完全
贴近教师口中的实际读音�声韵之间好像有一个ｕ。另外�这个ｏ在“欧洲” ōｕｚｈōｕ这样的
词里读音也变了�很像是ｅ�而在ｚｈōｎｇ（中）里�又十分接近ｕ。2）在单元音韵母中学会了字
母ｅ（如“鹅” ）的读音�用来拼“街”ｊｉē、“学”ｘｕé、“北”ｂěｉ却完全错了。同样学会了字母 ａ
（啊）的读音�也不能原样照搬�用来拼āｏ（凹）、ｉāｏ（腰）、ｉāｎｇ（央）这些韵母�尤其不能用来
拼读韵母ｉāｎ（烟）。3）根据字母直接拼读 －ｉｕ、－ｕｉ、－ｕｎ这三个韵母�读出来的字音�如
“酒”ｊｉǔ、“贵”ｇｕì、“滚”ｇǔｎ�听起来韵母总是太紧太窄�在上声和去声中尤其如此。4）前鼻
音韵母ｅｎ（恩）和ａｎ（安）与后鼻音韵母ｅｎｇ和ａｎｇ（昂）�比较容易辨别�但是ｉｎ（音）和ｉｎｇ
（英）的区别则并不十分明显�而且根据听感ｉ和韵尾ｎ／ｎｇ好像不是直接紧密结合的�中间
并不是一无所有的。5）对《方案》用拉丁字母ｉ兼表舌面前、舌尖前和舌尖后三个不同的元
音�外国学生很不习惯�常常导致他们误读。6）对《方案》采用拉丁字母中浊辅音字母ｂ、ｄ、ｇ
表示汉语中不送气清塞音�也很不以为然�认为这违反了拉丁字母使用的国际通例。这些意
见除了涉及字母与语音的一般关系以及方案的字母定音和拼写设计之外�实际上还包含着
拉丁字母的传统读音和英语读音对汉语拼音的干扰问题。这是应该提醒学习者自己注意
的。此外�《方案》作为一种主要供汉字注音、拼读汉语的书面符号�除了必须全面系统地表
达汉语的基本语音单位外�还必须考虑拼写简捷、阅读清晰、节省字母用量、音节分界清楚等
要求。而这些要求有时是互相冲突的�因此利弊夹杂�不得不权衡轻重�作出抉择�对此不可
求全责备。十全十美�众善皆备�全方位皆优的拼音方案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也是必
须首先说明的。

下文根据上面所提的几个问题分三个方面作一些讨论。
二　《方案》韵母表里某些韵母的实际读音

2．1关于韵母ｏ和ｕｏ的拼音形式
“播、泼、摸”这一类字的韵母�从汉语拼音的字面形式看是一个单元音ｏ�但实际语音确

实带一个弱化了的过渡音ｕ。而且就汉语音韵系统说�普通话里原本也只有一个属合口呼
的ｕｏ韵母�并无一个由单元音ｏ充当的韵母。早期国语发音学在谈到注音符号拼音设计时
曾说过：ㄅ（ｂ）跟ㄨㄛ（ｕｏ）相拼时�可以省略中间的ㄨ（ｕ）�既然说是省略�可见本来是有ｕ
的。当初拼音方案委员会也说明过在ｂｏ和ｂｕｏ两种拼音形式中�从节省字母用量考虑�以
采用注音符号的省略写法为宜。为什么可以省略？汉语的音节�声介结合非常紧密�ｕ是一
个圆唇元音�与唇音声母的发音部位是相合的�而且它后面紧接的又是一个比它略低的圆唇
元音�于是ｕ的圆唇特征就因为协同发音而跟声母和韵腹结合在一起了。在拼音教学中�如
果需要�不妨临时变通一下�采用ｂ（ｕ）ｏ或ｂｕｏ这样的拼写形式去教。这比只根据不带圆
唇特征的字母ｂ和ｏ去直接硬拼�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2．2关于ｉｎ和ｉｎｇ的拼音设计
根据汉语的音韵框架�“音、银、引、印”这一类字音是本韵 ｅｎ的齐齿呼韵母；“英、迎、

影、硬”这一类字是本韵ｅｎｇ的齐齿呼韵母。根据实际读音�这两个韵母的语音学严式标音
应该分别是［ｉəｎ］和［ｉəŋ］ �中间有一个因受左右邻接语音影响而高化并弱化的过渡音［ ə］ 。
这个央元音在后鼻音韵尾前显示得较为清楚�在前鼻音韵尾韵母中就较为模糊。但如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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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阴平字“音”和读其他三声的字�如“银、引、印”�则这个过渡音仍然是可以察觉到的（例
如�试读“银行”、“引导”、“印刷”这些词）。所以�语音学家周殿福先生在《国际音标自学手
册》（1997）普通话韵母的严式标音中�“银”韵和“迎”韵的严式标音都保留了这个过渡音�
宽式标音才是［ｉｎ］和［ｉŋ］ 。王韫佳（2002）也从发音生理和音韵系统两个方面论证了这个
过渡音的存在�并指出在教学中如让学生了解到前鼻音韵母ｉｎ和后鼻音韵母ｉｎｇ不单纯是
韵尾的不同�中间是有过渡音的�这对中外学生掌握这两个韵母的发音区别是很有帮助的。

按照上面的论述�“银”韵诸字的拉丁字母拼写形式也可以是ｉｅｎ�“迎”韵诸字也可以是
ｉｅｎｇ�那么为什么在上百年的汉语拼音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几十种拼音设计都没有出现这种
拼写形式呢？这里隐藏着一个历史原因�那就是早在中国人自己设计汉语拼音之前�从17
世纪的利玛窦开始一直到19世纪的威妥玛�西方人都用ｉｅｎ来拼写“烟”韵字。从实际读音
看�这也无可非议�因为“烟”和“椰”的主要元音是相同的。这样�“银”韵字当然就不能再
用这一拼写形式了。所以“银”韵字和“迎”韵字的拼写形式分别定为ｉｎ和ｉｎｇ。20世纪早
期�中国人自己投身于汉语拼音运动�从传统音韵框架来看�“安、烟、弯、冤”诸字历来同属
一个韵辙（言前韵）�所以就把“烟”韵字的拼音形式由 ｉｅｎ改定为 ｉａｎ。这样�ａｎ、ｉａｎ、ｕａｎ、
üａｎ就四呼相承�系统匹配了。但“银”韵字和“迎”韵字的拼音形式却没有改动�因为本韵
ｅｎ里的央元音［ ə］既然在齐齿呼韵母中已弱化为过渡音�这在宽式标音里也就可以不标�更
何况ｉｎ和ｉｎｇ这两个拼音形式�拼式简短�阅读书写方便�符合拼音设计要节省字母用量的
原则。由此�百十年来这两个韵母的拼音形式在汉语拼音运动史中就形成了经久不变的社
会传统�《方案》也就继承了在各种拼音方案中历来都没有改动过的这一传统的拼写形式。

作为一名汉语教师如果了解了ｉｎ、ｉｎｇ这两个韵母的音韵地位和它的实际读音�以及这
一拼写形式的设计原理和历史来由�对指导往往通过字母去硬拼汉字读音的汉语初学者来
说�显然是有用的。因为教师可能会在教学上采用一些变通的办法�让学生懂得这两个韵母
的实际读音就是ｉ（ｅ）ｎ和ｉ（ｅ）ｎｇ�但拼读时过渡要快�ｅ要念得轻短含混、一带而过。这对
母语中在音位上不能区别ｎ和ｎｇ（如日语）的学生�辨别和掌握诸如“音、银、引、印”和“英、
迎、影、硬”这两套字音�据一些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说�其效果是屡试不爽的。用于指导中
国方言区的学生学习普通话也是如此。

2．3ｉｏｕ、ｕｅｉ、ｕｅｎ的省略形式与实际读音
《方案》韵母表中的韵母ｉｏｕ、ｕｅｉ、ｕｅｎ在前接声母时要写成－ｉｕ、－ｕｉ、－ｕｎ�省略式的语

音根据是这三个韵母在一定条件下中间的主要元音会弱化�其中ｉｏｕ的音变规律只受声调
的影响。试比较“优”和“有”�“修”和“朽”。其中“优”和“修”的主要元音在平声（阴平、阳
平）中显然弱化了�但在仄声（上声、去声）中则显示得很清楚。ｕｅｉ和ｕｅｎ的音变规律则受
声调和声母两个因素的影响。试比较“推”和“腿”、“规”和“贵”这两对例字：“推”字的主要
元音在舌尖音声母（ｄ、ｔ、ｎ、ｌ）和平声这两个音变的条件下弱化为模糊的过渡音�但“腿”字因
为上声的时程较长�其主要元音并不弱化；“规”和“鬼”在舌根声母的条件下则不管处在哪
一个声调下�其主要元音都不弱化。这三个主要元音的音变规律�语音学家徐世荣（1958）
曾简括为：“上去不变阴阳变�舌根不变舌尖变” （舌尖音指ｄ、ｔ、ｎ、ｌ�ｚ、ｃ、ｓ和ｚｈ、ｃｈ、ｓｈ、ｒ）。
这对我们掌握这两条规律是很有帮助的。

从历史上看�ｉｏｕ、ｕｅｉ、ｕｅｎ的省写形式在汉语拉丁化拼音运动中可谓由来已久�有些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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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方案只采用－ｉｕ、－ｕｉ、－ｕｎ这一种拼写形式�更多的则兼采全拼式和省略式两种形式�惟
独国语罗马字（1928）只采用保留中间元音的拼写形式。《汉语拼音方案》在韵母表上列出
的是全拼的形式�但在字音拼写中由于隔音字母Ｙ（ｉ）和Ｗ（ｕ）的使用和前接声母时采用省
略中间元音的拼写形式�韵母表上的全拼式其实只是一种音韵理论上的写法�在实际使用中
不会出现。

从音系学的角度说�全拼式可以显示汉语韵母内在的系统性�ｏｕ－ｉｏｕ、ｅｉ－ｕｅｉ、ｅｎ－ｕｅｎ
开合相配�同属一韵。但从字母拼写设计的角度看�省写可以节省字母用量�使拼式简短�阅
读书写方便。这种形式自有其优点�而且在汉语拼音运动中也已形成传统。但对初学汉语
的留学生来说�却有可能因此把字母的省写当成实际语音的省略�根据字母直接去拼读�其
结果自然把韵母读得太紧、太窄�念出来的字音总是需要教师去帮助调整�才能切合自然语
言。因此�在初级阶段的拼音教学中�因材施教�因地制宜�需要时也可采用《方案》韵母表
中的全拼基本式�例如把“朽”的拼写形式写成ｘｉ（ｏ）ｕ�“贵”写成ｇｕ（ｅ）ｉ�“棍”写成ｇｕ（ｅ）
ｎ。这种变通形式可以起语音提示作用�表示中间加括号的元音在正式书写时应该省略。这
种变通办法在英语连读的语音教学中经常使用�就是为了显示在语流音变中增添的、弱化的
或省略的语音。对此我们可以借鉴使用。

三　汉语拼音字母与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

初学汉语的外国学生拼不准汉字读音的另一个原因是摸不清《方案》字母与语音之间
一对多的关系�用同一个字母的名称音去拼读不同的读音�结果拼不出正确的字音。但这并
不是《方案》拼音设计的缺陷。音素文字中的字母一般都是音位性的�字母代表的是音系学
上的“一类音” （即音位）�不是语音学上的“一个音” （音素）。《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如此�它
是拼写汉语的字母�不是一个符号代表一种发音的国际音标�所以不能要求一个字母只有一
种读音。字母与语音的关系一般都是如此�它们之间总体上就是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
同时�汉语拼音中字母和字母变读之间的联系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以字母ｅ和ｏ为例�这两
个字母的读音规则�借用音系学的表达方式可以分别概括如下：

例　　字

　　ｅ⇒

［ｅ］ ／－－－ｉ 北ｂěｉ　 伟ｗěｉ
［ ε］ ／ｉü－－－＃ 街ｊｉē　 椰ｙē

学ｘｕé　 约ｙｕē

［ ə］ ／－－－
ｎ

ｎｇ

ｒ

恩 ēｎ　 本ｂěｎ
耕ｇēｎｇ　灯ｄēｎｇ
耳 ěｒ　　二èｒ

［ γ］ ／Ø
－ｐ－－－＃ 鹅 é　　 饿è

歌ｇē　　哲ｚｈé

（ －ｐ表示非唇音声母�Ø代表零声母�符号＃表示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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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字

　　ｏ⇒ ［ｏ］ ／ ｕ
ｐ
－－－＃ 国ｇｕó　窝ｗō

波ｂō　 泼ｐō
［ ə］ ／－－－ｕ 钩ｇōｕ　欧ōｕ　优ｙōｕ

（ｐ表示唇音声母）
上述表达式用文字表述如下：
1）字母ｅ在ｉ韵尾之前读［ｅ］ �在韵头ｉ／ü之后、零韵尾之前读［ ε］ �在韵尾ｎ／ｎｇ和至ｒ

之前读［ ə］ �在非唇音声母之后、零韵尾之前读［ γ］ 。
2） 字母ｏ在ｕ韵头或唇音声母之后读［ｏ］ �在韵尾ｕ之前读［ ə］ 。
《方案》其他四个元音字母的读音规则�按照上述办法也可以条分缕析�简单明了地一

一展现在眼前。教师对此了然于心则一定可以更好地指导学生学习拼音�使学生不至于在
字母与语音的复杂联系中晕头转向。但这里又要提醒大家注意问题的另一方面�不要把拼
写系统的设计与普通话音位系统的分析完全等同起来。因为作为一种供注音识字用的字母
系统�它还有一般语音和音位分析不需要考虑的问题�如音节拼写形式的简短�阅读醒目�书
写方便而彼此又易于区别�等等。所以在不违反音位分析原则的情况下�《方案》有时必须
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字母（音位）和语音（音位变体）的关系作一些调整�如为了使ɑｕ和ɑｎ易
于区别�把ｕ写成ｏ�这并不表示《方案》在音位归纳上是把［ｕ］和［ｏ］归并成一个了�更不能
把字母和语音等同起来�甚至由此认为普通话里还有一个［ｏ］韵尾。出于同样的原因�“欧”
和“优”这一类韵母的拼写形式�汉语拼音运动史上产生的绝大多数拼音方案都设计为 ｏｕ
和ｉｏｕ�而不采用与实际语音更为贴近的ｅｕ和ｉｅｕ�也是因为这与ｅｎ和ｉｅｎ的拼写形式非常
容易相混。所以《方案》同样也采用了ｏｕ和ｉｏｕ这一阅读醒目、区别力强的拼写形式。我们
不能因此就认定这两个韵母的主要元音就是一个后半高圆唇元音ｏ。凡此种种�教师都应
该有一个透彻的了解�然后才能在教学策略上下一番工夫�指导学生正确地掌握字母和语音
的关系。

四　《方案》字母与语音配置关系
所谓字母与语音的配置关系指的是拉丁字母和汉语语音的配合问题。拉丁字母是世界

上通行最广的字母�由于英语的强势作用�拉丁字母的英语读法几乎无人不晓�所以学生在
使用汉语拼音学习普通话时就会受到英语字母读音的干扰。我们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
语�为字母定音�即在字母与语音的配置关系上�首先务必使字母的名称音、声母的呼读音要
体现汉语音值�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地随从世界习惯�适应拉丁字母的国际音域。赵元任
（1922－1923）曾经说过：“字母的定音�除有特别的不便处以外�总是和多数西文的读音相
近的好”。但是�要让这两方面完全契合�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拉丁字母国际音域的形成是
以印欧语言为背景的�而汉语则有它自己的语言特点�其中有些语音�26个拉丁字母的传统
读音是根本管不住的。因此�在字母设计中只能采用变通的办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
上：一是用拉丁字母ｉ兼表汉语特有的舌尖元音；二是用拉丁字母系统中表示浊辅音的字母
表示汉语的清辅音。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舌尖元音是汉语里有而欧美各语言里没有的元音。纵观历史上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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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中外人士设计的各种汉语拼音�在舌尖元音的字母配置问题上�不外乎三种处理办法：
1）按空韵处理�不为之设计字母。这会造成辅音字母连写（如“支持”ｚｈｃｈ）�并破坏汉语一
声一韵的音节框架。2）在拉丁字母范围内借用其他字母�如耶鲁方案用 －ｒ和 －ｚ（“诗”
ｓｈｒ、“思”ｓｚ）�威妥玛用ｉｈ和ǔ来表示（“诗”ｓｈｉｈ、“思”ｓǔ）�国语罗马字用ｙ（“诗”ｓｈｙ、“思”
ｓｙ）。3）另行设计新字母�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我们曾设计过两个新字母�一个是
小型大写的Ｉ�还有一个是加两点的ï。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喜欢这两个字母。
缺乏历史基础的新字母是很难让大家接受的�它在国内外的社会流通价值也一定极低。现
在回过头来看看�《方案》在拉丁字母的范围内�选择用ｉ兼表舌尖元音�实在是一个很不错
的办法。因为它可以省去最吃力不讨好的创造新字母的麻烦�可以避免双字母增加音节拼
写长度、加符字母书写不便等缺点�同时还有音位互补归并、节省字母用量、兼顾历史音韵等
优点。至于说用ｉ兼表舌尖元音完全脱离了拉丁字母的读音范围�那么历史上出现过的为
汉语舌尖元音配置的各种字母设计�有哪一种是符合拉丁字母的国际音域的？这个舌尖元
音是上一世纪二十年代才被西方语言学家从汉语中识别出来的�并单独为之设计了国际音
标。怎么可能找到一个跟它音值般配的拉丁字母？所以在用字母ｉ兼表舌尖元音这个问题
上�《方案》在字母和语音的配置上并没有差错。至于它可能引起的混淆�我们在语音教学
上可以多想一些变通的办法�例如采用音节整体认读�避免拼音�或者临时采用《方案》曾设
计过的新字母Ｉ或ï来表示舌尖元音�以区别于ｉ。我们应该欢迎教师在教学策略上采用诸
如此类有利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权宜变通的办法。

因拉丁字母的国际读音而影响学生拼读汉语字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方案》用拉丁字
母中原本表示浊辅音的字母ｂ、ｄ、ｇ去表示不送气清塞音的做法。拉丁字母中清浊配对十分
整齐�因为印欧语言普遍利用清浊这一发音特征构成音位对立。汉语则无清浊对立�但普遍
利用辅音的送气不送气辨别词义。如果翻检一下自17世纪起三百年内的各种拉丁化汉语
拼音�凡西方欧美人士设计的方案�他们囿于拉丁字母的传统用法�把ｂ、ｄ、ｇ、ｚ等这一类表
示浊辅音的字母弃置不用�另外设计加符字母或用清辅音字母的双写来表示送气与不送气
的对立。但实践证明�加符字母中表示送气的倒撇�书写不便而且极易脱漏；字母双写又会
使汉语中数目众多的音节增加字母量、延长拼写形式；而另造新字母则又很难在国内外得到
大家的认同。这些缺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自从1908年中国人刘孟扬在《中国音标字书》
（参见周有光�1961：57、181）中�首创用拉丁字母中的浊辅音字母ｂ、ｇ、ｄ表示汉语不送气清
塞音之后�中国自行设计的汉语拼音基本都沿用此法�甚至后来在美国一度十分通行的耶鲁
大学拼音方案也是照此办理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赵元任先生早在二十年
代《国语罗马字的研究》（1922－1923）一文中就把用浊音字母表示汉语不送气清塞音确定
为制订汉语拼音的一条基本原则。他说：这不仅可以“尽字母全用”�而且“可以分辨出许多
字形来”�对汉语来说把浊辅音字母“这样改借过来有无穷的便利�所以不能顾忌到学理上
的不准确”。由此可见�《汉语拼音方案》中对不送气清塞音的字母配置�实际上是继承了半
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在汉语拼音运动中开创性使用拉丁字母的宝贵传统。

五　结语

上面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角度�对《汉语拼音方案》中有些韵母的拼音设计�字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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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以及字母与语音的配置关系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并建议汉语教师
在课堂语音教学中因人制宜�创造一些权宜的变通的教学方法。关键是要开导学生不能把
字母拼音跟实际语音完全等同起来�要在教师的引导下�根据实际语言去学会汉语拼音�然
后用汉语拼音去学习汉语�而不是简单地按照字母去硬拼字音。自然语言中细微复杂的语
音变化�无论哪一种字母系统都是无法而且也是不需要全部表示出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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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举办首届国际汉语教学与习得学术研讨会

2004年12月26－27日�首届国际汉语教学与习得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
来自美国、法国、韩国、新加坡、越南和中国46所高校的81名学者、对外汉语教师及研究生
参加了会议。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40多名教师、研究生旁听了会议。

大会报告论文14篇�小组报告论文60篇。论文内容包括6个方面：本体研究�汉外对
比�认知习得研究�汉语教学�现代技术应用�对外汉语教学史。有定性研究和定量考察�有
理论阐述和实证研究�有个案考察和问卷调查�也有基于语料库的分析。

海外更关注课堂操练、现代技术应用、师资培养等问题�国内更关注习得研究和词典、教
材编写。不少在读研究生和刚毕业的博士、硕士参加了会议�其中一些论文表现出作者具有
良好的学术前景。此次会议使海内外汉语专家和教师的最新研究成果得以交流�对学科的
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会议秘书处供稿）

11

王理嘉：《汉语拼音方案》与世界汉语语音教学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ＳＨ?ＪＩ? Ｈ?ＮＹ? ＪＩ?ＯＸＵ?
Ｎｏ．2　Ｊｕｎｅ2005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ｏｆ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ｔｈｉｓｉｓｓｕｅ

Ｔｈｅ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Ｌ2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Ｌｉｊｉａ�ｐ5…………………………………………………………………

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ＨàｎｙǔＰīｎｙīｎＦāｎｇ’àｎ�
ｏｒｔｈｅ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ｓｔａｒｔｅｄｔｏｓｔｅｐｏｎ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ｒｅｎａｉｎ
1980ｓ�ａｎｄｗａｓｋｎｏｗｎｉｎ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ＮｏｗｔｈｅＰīｎｙīｎＦāｎｇ’àｎｉ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ａｓ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ｄｅａｌ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ｓ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ｆａｉｌｅｄ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ｎｄ
ｓｐｅｅｃｈｓｏｕｎｄｓ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ｏ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ＰīｎｙīｎＦāｎｇ’àｎｉｓｂａｓｅｄ
ａｓｗｅｌｌ�ｓｏｍ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ｅｔｗｉｔｈｓｏｍｅｐｅｒｐｌｅｘｉｎｇ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īｎｙī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ｓｗｅｒ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ｏｓ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ｗｏａｎ-
ｇｌｅｓ：1）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2） 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ｏｆ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ｎｄｏｒ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ｔａｌｓｏｍａｋｅｓ
ｓｏｍ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ａｎｓｗｅｒｔｏ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ｈｅ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ｎｄｐｈｏｎｅｍ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ｉ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ｉｍ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ｉｃｏｎｉｃｉｔｙ： Ｏｎｔｈｅ
　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ｏｆｎｉáｎ（年）�ｙｕè（月）�ｒì（日） ＬＵＢｉｎｇｆｕａｎｄＱｕＺｈｅｎｇｌｉｎ�ｐ12……

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ｒａｍｍａｒｉａｎ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ｒｅｇａｒｄｎｉáｎ（ｙｅａｒ）�ｒì（ｄａ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ａｎｄｙｕè
（ｍｏｎｔｈ） ａｎｏｕ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ｉ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ｅｖｉ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ｍｏｓｔｎａｔｉｖ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Ｇｉｖｅｎｔｈａ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ｃａｎｂｅｓｕｂ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ａｎｄｏｒｄｉ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Ｍａ�2002）�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ｒｇｕｅｓｔｈａｔ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ｔｈｒｅｅｗｏｒｄｓｃａ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ｓｏｒｄｉ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ｗｈｉｃｈ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ｎａｔｉｖｅｓｐｅａｋｅｒｓ’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ｒ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ｎ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ｌｉｓｔｏｆｔｉｍｅ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ｒｇｕｅｓｔｈａｔｗｏｒｄ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ｕｎｉｔｓｏｆｔｉｍｅ�ｆｒｏｍｓｈìｊì（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ｍｉǎｏ（ｓｅｃｏｎｄ）�
ｄｉｓｐｌａｙ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ｌｓ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ｌａｎ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ｉｍ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ｓ　ｗｏｒｄ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ｃｏｎｉｃｉｔｙ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ｎｔｈｅｈａｒｄ-ｗｉｒ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ｙòｎｇｌáｉ（用来） ａｎｄｓｏｍ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ＣＨＵＺｅｘｉａｎｇａｎｄＣａｏＹｕｅｘｉａｎｇ�ｐ22…………………………………………………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ｈｏｌｄｓｔｈａｔｙòｎｇｌáｉ（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ｄｏ） 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ｌｉｋｅＭáｏｊīｎｙòｎｇｌáｉ
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