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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符号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语言符号学视角下，探讨语言符号学对语料库全文本解

读的可行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是语言符号学应用广度上一个新尝试，也是对语料库后续价值的

进一步挖掘。本文主要从已经建立的语力和韵律关联性多模态语音情感语料库的语言符号学

全文本解读分析入手，论证语言符号学视角下多模态语音情感语料库的全文本解读不仅可以

还原语料库的原有信息，而且生成新的可用信息，更好地解释语力、韵律和情感的互动关联，同

时为语料库的后续研发提供资源基础，从而说明语言符号学这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实际应用价

值和对研究空间的拓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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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语音情感研究是当前人机互动工程的热点话

题。语音情感依托文本、声音等载体，故语音情感

是多模态的，涉及视觉 ( 语音的文本呈现) 、听觉

( 生理神经感官) 、心理触觉( 言者和听者对语音的

意义解读) 以及其他如思想、道德、伦理方面的诸

多因素，所以要进行语音情感的工程学研究，比较

通用的方法是首先建立语音情感语料库。这类语

料库与其他语料库的区别在于: 语料不是纯文字

文本而是声音文本，语料标注的重点信息是情感，

语料库的建库原理是基于语言学方法论，语料库

的标注内容要体现多模态特征，语料库的建立是

为后续工程研发提供通用信息［1 － 5］。目前中国社

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之“语力、韵律与情感研

究”子课题所建立的语料库即属于这类语料库。
该类语料库在语言学方法论指导下，结合语音流

中语力施事行为单元中语力和韵律的特征标注语

音情感，标注原理是在 Damasio 等人的情感论基础

上，通过情感分层建模来实现不同情感的表征形

式［6 － 9］，标注软件是当前语音学界通用的由荷兰阿

姆斯特丹大学人文学院语音科学研究所主席保罗

·博尔斯马 ( Paul Boersma) 教授和大卫·威宁克

( David Weenink) 博士研发的跨平台的多功能语音

学专业软件 Praat。当前这类语料库语料的主要来

源是广播体小说录音和现场即席讲话录音。
这类语料库建好后，如何解读语料库内容是

对其后续研发服务的前提。本文讨论从语言符号

学观点如何对其进行全文本解读，这类语音情感

语料库的核心内容是将听觉形态的语音情感用符

号与形式化的手段表示出来。
这类语料库实际是一个多模态的符号化整合

系统，是各种模态在感知、复现、互动方面的文本

表现，这些符号化的文本意义通过一个全文本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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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将符号交际意义进行共现式的表达，用什么方

法通过何种角度解读是决定语料库的价值关键。

二、语音情感语料库的语言符号学全文

本解读
语音情感语料库的建立主要是为后续的工程

研发服务，那么如何解读语料库内容，决定了根据

不同的研发目的对语料库数据的取舍和特征提

取。本着符号学对语言学提供的系统化思维方

式、丰富的概念工具和有效的分析方法的观点［10］，

我们来讨论如何对上述语料库进行语言符号学的

全文本解读问题，具体地说，讨论如何用语言符号

学观点全文本解读语音情感语料库，并探讨语音

情感与语力和韵律的互动关联性，以便界定语料

库应用价值，为后续开发提供足够的信息资源。
( 一) 语言符号学理论及全文本概念

1． 语言符号学理论及应用

语言符号学是结合符号学和语言学相关知识

的一门交叉学科。我们知道，符号学理论是基于

语言学、人类学和现象学三个学科的相关知识，这

就注定了语言学和符号学之间的密切关联性。语

言符号学本身是在汲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中与信息的编码、传递、解码以及语义等问题相关

的理论与实践的诸多理论和学科，如控制论、信息

论、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发展起来的一

门交叉学科，奠定了语言符号学的多元性特征。
语言符号学从语言的本体结构( 语素、词汇、句子、
篇章) 构建语言符号的层级概念，并把这些语言层

级的符号学研究作为主要内容［10 － 14］。这个理论

框架的提出为语言学与符号学的结合和实际应用

提供了很多研究空间，因为语言的元语言特质决

定了语言本身就具有对其他所有符号系统进行解

释的功能。
目前语言符号学的应用在传播学、词汇学、哲

学等学科领域以及跨文化交际、语篇分析、翻译、
古诗词的解读、网络符号的解读、短信文本的解

读、广告传媒等方面都有文献探讨。本文将语言

符号学分析运用到语音情感语料库的全文本解读

中，进一步论证语言符号学在应用领域的可行性

和拓展功能，从而论证语言符号学具有一个更为

开放的前景，论证语音情感语料库后续研发的潜

力和价值。
2． 全文本概念

全文本概念是基于世界普遍联系的哲学观

点，因为“文本”即“有意义的符号组合”［15］。赵毅

衡认为全文本就是“进入惯例式解释的全部文本

元素之集合”，包括通常意义潜势下的主体文本和

文本边界外的伴随文本等［16 － 17］，既有显性文本也

有隐性文本。基于上述观点，本文的全文本是指

通过语料库构建方法，用语音软件 Praat 切分及标

注语音流中的情感，从而形成一个多模态的全文

本。Praat 软件的功能是可以通过层级表达的方式

对声音和图形处理及文字标注处理进行分区分

层。但是就语音情感语料库而言，这些分区分层

后的文本组合元素都是意义解读的符号实体，都

服务于一个整体文本目标，即情感的解读。
( 二) 语音情感语料库全文本解读

1． 语音情感语料库解读的可行性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本身是一套传达思

想意义的符号系统，得出语言是一个表意系统的

概念，即语言是一个层级符号系统、多维的关系系

统、纯粹的价值系统［18］。人类社会所有信息的所

有沟通形式都是通过符号进行的，语言符号在本

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语

言符号与我们建立的语音情感语料库存在层级对

应关系，语料库建立后，就是一个全文本的打包系

统，那么用语言符号学观点首先要解读语音情感。
语音情感涉及很多因素，其解读也是多元性的。
本文从语言符号学视觉讨论语音情感的“全文本”
解读。首先，语音情感是多模态的，因为根据 Kress
的观点，所有的话语都是多模态的［19］; 其次，对语

音情感的解读是多模态的，顾曰国认为: “人类在

正常情况下跟外部世界( 包括人际之间) 的互动都

是多模态的。”［4］3

语料库全文本解读就是语料库从聚合整体性

方面对语料的表达实体、表达内容、内容实体、内

容形式从多个维度进行符号系统性、意指性的宏

观解读，同时对各个具体内容进行线性和非线性、
切分性、语境关联性和信息的丰富性进行解析。
具体地说，Praat 软件对听觉单模态的语音流进行

数字化、文本化等性质的可视化转变，从而形成多

模态语音情感语料库。语言符号学就是对其各种

模态特征、模态的间际关系、模态功能互动以及由

此构成的整体意义等进行解读［20］。
多模态语音情感语料库的语言符号学全文本

解读是基于人类多种感官基础之上的语言和非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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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符号的多样性符号系统的理解，因为多模态本

身就是指交际符号的多样性。当前这类语料库一

般是用 Praat 软件进行人工标注，从而形成语音符

号化，这些文本的各个要素都是为整体意义解读

的符号。从文本符号学和视觉符号学的角度来

看，这是由行为事件、声音、图形、文字、色彩、符

号、线条、标示记号、空间层次等多模态符号形式

对原有的符号化文本进行再生性转化或创造，通

过分割、截取和标注后，将即时性的符号意义转化

为长时性的示意性和描述性符号意义。在语料库

的基础上，进行语音情感的语言符号学全文本解

读是在了解语音文本具有了符号意义的基础上，

如何通过这些符号解读语音情感，这些语音情感

又是如何通过语言的转写转述而被人更加了解和

认知、感知的。每一个符号在规约化之前都有一

个具体的意向性关联，是存在于心理感知与对象

之间的内容，语言符号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所有

符号文本承载的意义进行尽量多的全方位传递和

解读。
2． 语音情感语料库的全文本解读示例

显然，多模态下任何一个事件的意义呈现都

是在一个打包系统下同时进行的，对该事件的各

项意义解读却必须是分步逐一解构的，即对各个

模态成分的意义解读。从通常的认知逻辑来看，

这种解构秩序是遵循先表象后真相，先现象后本

质，先具象后抽象，先主要后次要，先简单后复杂，

先解凸显事件后解背景事件，在符号与意义的组

合与聚合、广度和深度双重维度下进行的。
以语料库单元为例，“道歉”语力施事单元的

文本内容是“万丽不好意思的 /冲许大姐笑了一下

说 /对不起许大姐 /反正 /反正您知道”。通过语音

软件对这个施事单元进行人工标注后，形成了一

个多模态语料库单位组件，通过对这个单位组件

的语言符号学全文本解读，可以得到丰富的信息:

( 1) 首先这是一个语音流单元。( 2) 这个语音流的

总时长为 8． 9 秒。( 3 ) 这个语音流包含 3 个语调

单元。( 4) 这个语音流有声波、语图、韵律、文字等

的同步呈现。( 5 ) 这个语音流除了再现音高、音

强、停顿、语速等信息，重点是情感的呈现。( 6) 这

个语音流单元同时呈现了语音的三种情感: 社会

情感、基本情感和背景情感。( 7) 这个语音情感的

值价是正面的，取向是对人而非对己。( 8) 由标注

我们得知，言者表达出了“愧疚”的社会情感，而基

本情感是很真诚坦然的，却有因理亏而显得底气

不足的背景情感。( 9) 言者在表达这些情感时，伴

随了韵律特征，如长停顿、核心韵律词反复、低音、
高调、少能量等。( 10 ) 这些韵律特征和情感分层

形成对应关系，同时扣合“道歉”语力，形成语力与

情感和韵律的关联。( 11 ) 因为这样的标注，在即

使不听声音的条件下，我们仍然可以把言者声音

的停顿和犹豫通过转化文本“〈万丽不好意思的〉
〈冲许大姐笑了一下说〉对不起许大姐……反正

……反正您知道”体现出来。( 12 ) 这个文本还包

含了一些附加文本信息，由此我们知道叙事者对

言者的神态“不好意思”和讲话方式“冲……笑了

一下”都有既定的描述。( 13 ) 这个语料库单元是

由图、文、声构成的多模态。( 14) 这种文本的层级

建构是开放式的，可以继续增加。( 15 ) 这种语料

库发展了语构、语义和语用的符号学句意结构。
( 16) 这类语料库将句子和语篇的话语意义有机结

合……由此看出，这种解构至少遵循先宏观、后微

观、再宏观的程式秩序，同时在过程中关联了图

像、图形、声音、文字、色彩、空间、时间、立体维度

与平面序列等诸多符号。
这个只是对语料库中的一个施事单元的解

读。皮尔斯认为，任何一个个体符号的解释都指

向另外一个( 或诸多) 符号，即符号可以无限衍义。
按照这样的关联，当语料库足够大的时候，其符号

资源非常丰富，这样的全文本解读就具有了系统

性的结果，对语音情感的意义指涉更加精细和明

确，从而形成语音情感诱发条件、语音情感表达方

式的范畴性和范式化，就可以建立语音情感意义

解读的对应关系。当然，我们必须保证解读描写

的规约性、可重复性以及相同概念的一致性。

三、讨论
( 一) 多模态语音情感语料库的语言符号学全

文本解读的理据和可行性

多模态语音情感语料库的语言符号学全文本

解读的理据在于: 多模态语音情感语料库是一个

符号的集合系统，而语言对符号是有阐释功能的，

可以通过语言符号学视角进行解读; 其次，多模态

语音情感语料库的语言符号学全文本解读的可行

性在于，多模态语音情感语料库是一个兼容主体

文本和伴随文本的全文本。根据 de Bauderande，

文本具有七个特性: 结构上的整合性、概念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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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性、发出者的意图性、接收者的可接受性、解释

的情 境 性、文 化 的 文 本 间 性、文 本 本 身 的 信 息

性［21］。按照这七个特性界定，多模态视觉下语音

情感全文本符合这些特征，而且语音情感语料库

通过软件把一些隐性文本符号信息如音高、音强、
能量、共振峰、语速、音色、声域、响度、发音清晰度

等，同时加上伴随文本如语力施事单元的两端边

界信息、韵律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以及副文本信息

如停顿、叹息、言者的思想或感情等形成联合表意

整体，实际上形成了语言与非语言的文本资源，不

但提高了文本的清晰度，同时增加了文本的叙事

性和可视性，还增强了文本的直观性和修辞效果。
因此，可以进行全文本的系统解读。

由此我们看到，符号学的方法论和应用性至

少在语言学领域找到又一个接口，并看到了符号

学在分析具体语言现象上的又一种功效。对语言

现象进行符号学分析，建立符号学与语言学之间

的实质关系，也是符号学的主要任务。语言学与

符号学孰为种孰为属之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

是二者相互依存和联手之后内在功能的增强以及

强大的描述性和解释力。
( 二) 多模态语音情感语料库全文本解读的实

用性

通过语音软件生成的标注语音情感语料库符

合情感性、可理解性、可预期性，同时兼具目的性、
评价性、取效性、必要性、义务性和认知性，其跨学

科的应用性不言而喻。通过语言符号学的全文本

解读，可以增生和提供该类语料库的价值，拓展后

续研发的前景，使之更加有应用价值，如: 柔性语

音语言的可接受度研究，人机互动中语力、韵律和

情感的对应范式，声讯台、语音广告用语、广播用

语的语力、韵律和情感的对应范式，领导人话语场

合的适宜性和语用效应，教师课堂用语的得体性，

医患交流的语力情感选择性等等。

四、结语
语音中的情感主要是通过话语和声音特征来

体现，用 Praat 软件对语音情感信息进行切割后，

将音频信息可视化、符号化，并构成一个涉及情感

诱发事件、情感表达自我事件、情感感知他人事件

的主体行为和客体行为共同体，同时，事件的性质

决定了情感的正面与负面反应和效应，最终形成

一个多维全文本。对该全文本用语言符号学解读

的可行性和效价性可以总结为: 语言符号学为语

音情感语料库的全文本解读提供了理论支持; 多

模态视觉下，语音情感全文本的语言符号学解读

方式涉及言者和听者的双向性; 多模态视觉下，语

音情感全文本的语言符号学解读要注重过程解

读，即进行动态解读; 对语料库的全文本解读要遵

循以人为本的解读原则; 对多模态语音情感语料

库的语言符号学全文本解读在足够量的情况下，

逐渐形成范式化的解读模式，对语料库的后续研

发是有明显意义的。
总之，语音情感语料形式的文本是经过人工

标注的文本，因为标注中的各种参数和标注软件

的技术化处理，使得该类文本具有全文本特质，但

这样的全文本最终还是要进行意义的解读，从符

号学观点来看，其实就是系列符号的意义化。语

言符号学全文本解读观将语音情感进行文本化、
图示化、符号化，使得对语音情感的解读超越了基

于纯文字文本或纯声音文本的意义和语用的多向

关联，提高了对语音情感的阐释力。多模态语料

库的语音情感解读涉及听读能力、文字的识读能

力，在各种符号资源( 语力、韵律、言者、听者、文字

标注、语图) 非常丰富的情况下，能更好地识读情

感，形成一个通感解读。同时，语用环境下，语言

还有社会性和差异性，通过语力、韵律和情感的关

联来解读情感文本是有靶向性的，容易抓住情感

的特质，尽量体现符号传意的一致性。
多模态语料库的语音情感解读是基于语言符

号母版系统的文本再现，融合了索绪尔的符号学

理论和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语力的符号意指既

由语言的元语言性质决定，又因语言的社会功能

决定。可以说结合语力和韵律的多模态语料库语

音情感的语言符号学解读跳出了单纯从语音的声

学特征参数来分析情感的框架，融入了叙事学立

场和视角，有利于提高多模态识读能力，从文本意

向性解决了语力和韵律表达情感的联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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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textualizing towards Multimodal Corpus
of Emotion in Speech from Linguistic Semiotics

TANG Chaoju，WEI Quanfe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Chengdu 611731，China)

Abstract: The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full-textualizing towards Multimodal corpus of emotion in speech is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semiotics． It is actually an initial methodological application and discussion on both the disci-
pline of linguistic semiotics and further explorations and researchers of the established corpus． With the implication of the inter-
face of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the full-textualizing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can not only restore the given information，but al-
so dig out new information carried by the transcribed corpus．
Key words: linguistic semiotics; multi-modality; corpus of emotion in speech; 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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