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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36年，我大学毕业，开始作研究生，范围是电声学。
我在大学没有上过声学课，只是在萨本栋先生的大学物理课上，听他讲过中国棉衣的吸声特性，所以
对声学的内容和发展一无所知。
于是，就按导师朱物华先生和任之恭先生的指导，去检索文献。
那时，现代声学还很幼稚，国际上唯一有组织的美国声学学会只有七年历史。
好在当时北大物理系的藏书非常丰富，美国声学学会会刊和其他可检索的期刊、杂心=E-如科学索引
、哲学杂志等都有收藏，而且是开架展览。
所以，我很快地就浏览了所有会刊论文和其他有关声学的摘要，并且做了笔记。
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声学的发展和展望”的综述报告，概括地论述了当时的声学水平和发展趋向。
并且，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方向：一个是“声定位器”，利用双耳定位原理通过声音定出来袭飞机
的方位，这是准备反抗日本侵略所需，不久发展了雷达，声学定位就无用了；另一个方向是“语言声
的频谱分析”，当时电话上讲话不大清楚，很费劲，频谱分析的目的是找出改进电话的方法，这对我
们也是重要问题。
导师朱物华先生的研究工作是电信网络的过渡现象，他有一具阴极射线示波器（只有管子，没有扫描
线路）和一架高速照相机可以借给我用。
我又向中国文学系语言学家罗常培教授借来一台留声机，买来留声机上用的电磁拾声器。
最后，自己找来零件做了一台电阻耦合放大器。
这样，攒成了中国第一套声波波形记录设备，这套设备也成了一个小段语言的波形记录系统。
它读下波形就可以进行傅里叶分析了，这是中国的第一台电子式语言分析系统。
过去，我国研究语音主要靠研究人员的听力，只有刘复（半农）先生发明的声调推断尺，在烟熏纸上
划出波形，测出波长，推出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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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人机语音通信基础》首先系统地阐述了言语科学和言语工程赖以建立的电学、语音学和声
学的基础理论与实用知识，继而介绍了语音产生的声学理论和语音分析的技术与方法，进一步给出有
关汉语的语音分析结果和部分原始数据，还对言语可懂度试验和言语可懂度理论，以及言语质量评价
做了深入的讨论。
最后，综述构建人机语音通信的言语输出、言语输入和对话系统。
读者通过《汉语人机语音通信基础》可以集中方便地获取人机语音通信这个新兴多学科交叉领域的基
础知识和有关汉语语音特征的研究结果。
　　《汉语人机语音通信基础》可作为言语科学与技术、语音信息处理和电话通信等专业的研究生或
大学高年级学生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听力学和嗓音医学界的从业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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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騄，1955年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电信系。
1956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副博士研究生，师从马大猷教授学习电声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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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之一。
曾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语言声学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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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0.1 初创时期语音研究虽然开始得很早，但只是在个别语种中孤立地进行。
语音学作为研究言语过程一般规律的一门纯科学，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语音的研究往往是和创制文字联系在一起的。
古希腊字母从腓尼基字母演化而来，腓尼基字母是音节字母，希腊字母是音素字母，这个演化过程需
要深入研究语音才能得以完成。
希腊人主要根据听感，如元音的长短、辅音的强弱，对语音进行分类。
欧洲人的语音知识在很长时间内都受到希腊的影响。
可是，古印度对语音的描写和分类的方法就与古希腊完全不同，他们完全根据发音器官的动作和部位
来描写和分类语音，即根据口腔的开合、声门的启闭以及发音器官接触的部位，对梵语语音进行分类
。
这种分类方法比希腊的方法更加准确和细致。
随着佛学传图中国，这种语音分析方法也自然随着梵文一起传人中国。
三国时期（220～280年），魏国孙炎创用“反切”法为汉字注音，这可以说是汉语音韵学的肇始。
中国不乏传统语言学的巨著，如成书于601年的《切韵》，虽然原书已佚，但是经过多人考证，得知它
是一部沟通古今南北方言的韵书，用作文人审音辨韵的标准。
此书按声调平、上、去、人分类，对语音分类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
众所周知，汉字是音节字母。
怎样利用汉字进行注音需要经过一番思考。
反切的基本原理是，用两个汉字为另一个汉字注音。
其方法是前一个汉字即反切上字的声母与被注音汉字的声母相同，后一个字即反切下字的韵母和声调
与被注音汉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
这是一种循环方法。
作反切可选的同音字很多，因而缺乏唯一性。
由于中国人受汉字的影响太深，对语音分析不太熟悉，所以尽管隋唐（581-907年）以后，“小学”中
就包括了汉字形、音、义的研究，可是对于“反切”二字的理解却经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一直到清代的顾炎武才把“反切”二字的真正含义解释清楚。
韵书中每一类声母的反切上字都很多，例如声母／k／的表示在《广韵》中就有25个反切上字。
零声母也必须有反切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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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从动手开写，到编辑加工修改完毕，经过了四年多的时间，总算即将付印出版了。
书虽是我写的，可是其中的工作却是在许多人的合作之下完成的。
首先，我要对研究组内两位多年合作的同事齐士钤教授和吕士楠教授表示感谢。
能长时间在困难的条件下，风雨同舟、艰苦奋斗、孜孜以求、共同工作，是十分难得又可遇而不可求
的。
几位当年的研究生：石波、齐颖勇、张宁、邹景云、朱维彬、胡兴慧等，不辞辛苦地开展系统、深入
的研究工作，也为本书增添了重要的内容，在此谢谢他们。
书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我自己作研究生论文时的工作。
1956年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中国科学院第一次公开在全国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研究生条例
经国务院会议通过）。
在这一伟大口号的感召下，一百多位中青年（当时不招应届毕业生，只招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人员）
在1957年陆续走进了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
五十多年前的工作条件与现在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科学研究的目的和精神却是共同的。
可是自、1957年以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
多亏1962年开了一个“广州会议”（中央有关知识分子的工作会议），会上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
帽加冕”，加之当时我国同苏联的关系日趋紧张，赴苏留学培养人才这条路已经堵死，研究生制度才
又“死灰复燃”，首先是要求我们这些一息尚存的研究生赶快通过考试和答辩以便毕业。
答辩就要有论文，论文的要求就是要有创造性和一定的分量。
可是以前我们只是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工作，每个人又都领导着一个研究小组，没有也不可能考虑研
究生的事儿。
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提倡“劳逸结合”，而我们既要考试又要答辩，各位导师也都十分严格认
真，于是不得不加班加点赶写论文，那真可谓是急就章了。
我们这些人当中不乏工作多年、经验丰富的“老”同学，他们为了攀登科学高峰毅然走进了中国科学
院研究所。
我有两位关系密切的老同学就是这样，他们都长我六七岁。
李沛滋教授是我的同门师兄，专业是物理声学，入学前他就是八级讲师准备升副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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