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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音理論 

第一節 重音概念 

語流中，依序排列著大小不等的語音單位，它們成線形排列，按線

性組合的先後順序切分出來的語音單位，各占一定的時間段落，稱之為

音段。音位是具體語言中能獨立區分語素或詞的語音外殼，是語流中最

小的音段(語音單位)，因此音位也可以稱作音段音位。語音成素尚有一

種非線性的共時組合，可在語流的某一時段上同時出現，或附加到某個

音段上與此音段共現。當音位前後連綴組合成為較大的音段時，往往具

有原來所沒有的語音成素。這種較大音段所具有的語音成素，超越了原

本較小的線性組合音段，因而具有超音段的性質；由於這種較大音段具

有的語音成素往往也與語義相關，意即具有音位的辨義功能，所以在音

位研究中稱它們為「超音段單位」3，例如：聲調、重音、語調等。 

音質、音高、音長和音強是聲音的四大物理屬性。超音質成分又稱

超音段成分，是結合音質之外的音高、音強和音長三種發音特性的語音

單位4。超音質成分可依附於一個音節上，也可依附於比音節更大的音段

上，是構成聲調、重音和語調的主要成素。 

尌重音而論，靠著加重音強、擴大嗓音高低起伏的變化或是增加音

                                                      
3
 摘錄自 戚雨村 編，《語言學引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上海，1996，頁 83 

4
 摘錄自 周同春 著，《漢語語音學》，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1990，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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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來突顯音節。重音有力重音、樂重音和量重音之分。少部分語言的重

音特性比較單純，如普遍認為日語的重音是樂重音。大多數語言的重音

是綜合性的，即話語中包含了音強、音高和音長等語音成素。漢語重讀

音節的嗓音起伏相當明顯，音強和音長也相較增加。法語的重音則兼容

了音強、音長和音高三種因素。英語和德語母音音位因有長短之分，重

音尌以音強和音高為主，但仍有音長的成分，其非重讀的長母音略短，

重讀的短母音又稍延長。俄語的重音一般視為力重音，但實驗證明，音

長似乎扮演著決定性的作用5。 

重音的語音特徵是既複雜又艱深的課題，不僅是俄語，其他語言亦

復如此。重音是一種以綜合的方法來表示其本身的特性，而不單單以音

長或是音強來闡釋，然而音長與音強卻是重音許多特性中最為主要的，

二者的關係密不可分。當音強較弱，音長則較長，反之，當音長較短，

音強則相對較強6。至於其他的重音特性或許伴隨著一起出現亦或完全消

失。以下分別說明俄語重音的四個語音特徵 : 

1)音長：一般稱此為量重音(                       ч с        

        )。俄國學者 Л.В.З     с     在其書中說到，所有帶重音之母

音，其發音長度為前一個未帶重音音節的一倍半7。此種發音特徵並不是

                                                      
5
 同註解 3，頁 87 

6
 А    с   Р.И.《У          с             сс                 я ы  》  М с     1958  с.12 

7
 З     с      Л.В.《Д     ь  с ь    с ых   с    с ых   сс     я ы  》  Уч  ы  З   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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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語言都具備，例如：德語(    ц    я ы )、匈牙利語(      с    

я ы )，這兩種語言的重音並不以發較長的音來突顯。然而並非在所有的

情況下，帶重音母音的音長都比非重音母音為長，如說話者欲表達特殊

的感受，有時會延長非重音母音的音長來強調其意圖。 

2)音強：藉由增加聲音的強度，幫助聽者更容易分辨出重音節的所

在。用發較長且強的聲音突顯重音的方式，一般稱之為氣重音或力重音

(э с                        с               )。其中，音節所在的位

置會影響重音的響度，其位置愈靠近詞首，響度則愈大；同時，當此為

開音節 A (    ы ы     с ы )時，響度更大8。此外，發音的強度和發音

時肌肉緊張的程度二者並不互為條件，肌肉越緊張並不代表發音越強。

如發母音時，發音通道較狹窄，肌肉較緊張但音強弱，帶重音時則更窄，

肌肉則較放鬆但所發出來的音強較強9。力重音是肌肉緊張程度的生理反

應，表現出聲音的響度(但發音時，母音響度愈大，音長則愈短)。在俄

語中，音強是組成重音特性的一環，但卻不是主要的特徵。 

3)音品：是指聲音的質素和獨特性，為聲音的本質，所以又稱音質

或音色。對於任何語言，音品都是區別意義的最重要因素10。在俄語中，

母音帶重音的獨特發音，為詞句帶來的音色特質，能幫助聽者理解句中

                                                                                                                                                        

К    с           с       1956 

8
 Б        Л.В.《Ф        с              сс     я ы  》, 1998, c.218 

9
 З      Л.Р.《О щ я ф       》  Л          1960  с.249 

10
 摘錄自 張家驊 編，《新時代俄語通論》，商務印書館，北京，2006，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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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音節的詞。Л.В.Щ    認為母音的發音特質與發音長度，同為俄語重

音的主要發音特性11。 

4)音高：與母音發音時加重強度的特徵一樣，都能使聽者更容易區

分出重音節，此類型的重音特徵被稱為樂重音(   ы   ь             

        ч с            )，如日語。事實上，俄語不具備此項特徵，但

存在於句法結構中，舉例說明：Вы      .和 Вы      ?這兩個句子的文法

結構相同，那該如何來分辨說話者所要表達的是肯定或是疑問呢？疑問

句具有獨特的音律感，以音調上揚來表示不確定與疑問之意。 

在此，尌語義和結構的作用範圍或所附著的語音單位(音段)而言，

重音可劃分為三種不同的型態來加以說明： (1)詞重音  (2)語段重音  

(3)句重音 

第二節 詞重音 

  詞重音在俄語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俄國語言學家達維多夫說

過：「俄語中任何一個簡單的詞都有重音，它尌像心臟跳動一樣，是表

示活的細膩思想的有機成分。」12在平常的話語中，詞重音為其必要的

仍素，因為在說話快速時非重讀的音節常常會弱化、消失，而重音卻能

勾勒出整個詞的面貌。相較於其他語言，例如：埃文尼語(э   с    я ы )、

                                                      
11

 Щ     Л.В.《И      ы       ы      сс     я ы  》  М с     1957  с.163 
12

 摘錄自 王超堅、黃樹南、信德麟 編，《現代俄語通論》，商務印書館，北京，1994，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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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梅克語(    ы ц    я ы )等等，詞重音不存在其話語中。 

ㄧ、俄語詞重音的作用 

(一)表示詞中母音的讀法 

重讀母音由於在發音上的加強，使詞中處於非重讀母音在發音方法

上產生一定量或質的變化，即非重讀母音的弱化。如此一來，重讀母音

和非重讀母音尌構成了讀詞的基礎，形成詞的節律。尌非重音母音的弱

化 而 言 ， 可 以 從 弱 化 量 (    ч с      я      ц я) 及 弱 化 質

(  ч с      я      ц я)兩方面來探討。弱化量 ─ 以發音的長短而言，

不帶重音的母音音長與帶重音的母音音長兩相比較，實則短了許多；弱

化質 ─ 不帶重音的母音發音較短，可被視為因發音時間不夠而產生發

音不完全的現象。不帶重音母音之音色取決於其與帶重音母音的相對位

置，同時，非重音音節在詞首或詞尾也反映在發音上13。舉例說明：

        ш 擁有三種不同發音色彩的母音，其中，發音最為清楚的便是

帶重音的母音﹝ ﹞；其次為重音節前一個母音發﹝Λ﹞，比帶重音之母

音發音較弱；最後則是重音節前的第二個母音要發﹝ъ﹞(相較於母音〔ы , 

  ,  〕，在不帶重音的情況下，其弱化程度不受本身所在位置的影響，而

且弱化程度不大)。 

(二)區分不同的詞義 

                                                      
13 同註解 8，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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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語中有些詞，包括其變化形式，都是以重音位置的不同來區別兩者的

詞義。如： 

      麵粉       痛苦 

     с 地圖集      с 緞子 

с    с    性質 с   с     姻親關係 

        小組         杯子 

       鎖        城堡 

       風琴        器官 

х       棉花 х       掌聲 

   ч   我支付     ч  我哭 

с      他站著 с      價值 

(三)辨別不同的詞類 

俄語的重音不僅具有辨別詞義的作用，同時還可以鑑別詞的類別。如： 

例詞 詞類 例詞 詞類 

        貴重的 

形容詞      ó 

的陰性短尾 

        路 名詞 

   щ  密林 名詞   щ   放開 

動詞   с    ь的

第一人稱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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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     

落下，降

落 

動詞 с с ь 中性

過去時 

с     村莊 名詞 

       然後 副詞        汗 名詞    的單數

第五格 

   с    消息 名詞    с ь的複數

第一格 

  с    進行 動詞 

   ю 我洗 動詞   ю  我的 代名詞 

     已經 副詞      較窄 形容詞比較級 

      在家 副詞       房子 名詞複數 

(四)區分不同的語法形式 

在許多場合俄語重音常常會隨著詞的語法形式的變化而移動。有時候在

同一個詞仏，由於重音位置的不同，詞在句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會不一樣。

如： 

動詞不定式 第二人稱複數(вы) 命令式 

      ь 贈與                 

   с   ь 請求     с       с     

      ь 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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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ь /         ь 

(未完成體/完成體) 

承認 

未完成體動詞 

第一人稱 

完成體動詞 

第一人稱 

      ю         ю 

 

名詞單數第一格 單數第二格 複數第一格 

      手             

      窗戶             

      水    ы      ы 

      河             

с       國家 с    ы  с     ы 

俄語不是以語音，而是以詞彙或是語法規範來定義自由重音。正因

如此，俄語的重音不僅是對外國人造成極大的困擾，甚至於俄語是母語

的本國人，都是個頗為棘手的問題。事實上，詞根正是此問題的關鍵，

其非但不能幫助我們讀出正確的重音，有時候還會誤導我們。以

     ѐ ь而言，同此詞根的詞還有  ó    с ь和  ó   ，若按照詞根原

本的重音，則應該讀成  ó     ь，但卻非如此；另一方面，     ó 

和      é ь這兩個詞的重音則是否應為         和         ь。因此，

按詞根來闡明重音的位置是不明確的，在此只能以―傳統‖來解釋此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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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了14。 

二、針對俄語詞重音的特點，分類如下： 

(一)移動重音(                  )和不變重音(                    ) 

複雜的俄語重音不僅只有自由性，而且還有移動性。即詞會隨著詞

形變化(包括派生構詞)，其重音可能移轉到另外一個音節上，而有別於

原有的重音音節，稱之為移動重音，如： é - ,    -á,    -á  ；    é ь, 

   ч-ý,  é  - шь,  é  -я 。反之，有些詞在詞形變化時重音不會移動，

稱為不變重音，也可稱為固定重音，如： ý  - ,  ý  -ы,  ý  - ；с   éчь, 

с     -ý, с     -ѐшь, с     -ý ；  ѐ ,    -á,    -ó。 

(二)詞尾重音(    ч            )和非詞尾重音(      ч            ) 

從詞法的角度來看，重要的是重音和詞素之間的關係。詞可以切分

為前綴、詞根、後綴和詞尾。其中，詞根+構詞詞綴=詞幹。當詞形變化

時，重音始終落在詞幹上，稱為非詞尾重音，如：   ó - ,    ó - ,    ó - , 

   ó - ,    ó -  ,      ó - //ч  á-ю, ч  á- шь, ч  á-ю ；ч  á- , ч  á-  , 

ч  á-  , ч  á-  ；ч  á- ；同樣地，當詞形變化時，重音始終落在變化

詞尾(屈折)上，稱為詞尾重音，如：с    -я , с    -  , с    -é, с    -ю , 

с    -ѐ ,   с    -é//     -ý,      -ѐшь,      -ý ；    é ,      - á, 

     - ó,      -    ；      -  . 

                                                      
14

 М   с   ч М.И. ,《С        ы    сс    я ы 》, М с   , 1976, с.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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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幹以重音的位置和音節的數量，可以劃分為：1) 從音節角度來看，

可以把詞幹分為構成音節的詞幹(с     ы   с   ы)，如：  сé  ,         , 

с  éчь以及不構成音節的詞幹(  с     ы   с   ы)，如：  - ,   - ,   - ；

2) 按重音位置劃分為重音在詞幹上 (     ы   с   ы)，如： с   , 

х  óш-  ,  áх  - ь 以及重音不在詞幹上(        ы   с   ы) ，如：

      -á,     -ó ,     - á。其中，重音在詞幹上的類型，尚可區分為重

音在詞幹第一音節，如：ý   ,  á   ь -  ,  áх  - ь或是不在第一音節

上，如：х  óш-  ,  с á     -ы ；重音在詞幹最後一個音節上，如：

 с     ѐ  -ы 或是重音在詞幹中間的音節上，如：   с  ý    , 

   фéсс  ,    ó      -ы . 

如詞尾具有兩個音節，則按以下重音的特性來區分15： 

(1) 重音落在詞尾倒數第 2 個音節上： 

 . 名詞：с   -á  ,   с -á    

 . 形容詞：   ьш-ó  ,    -     

 . 動詞：  с-ѐ   

 . 形動詞：       -ó   

 . 代名詞：  -óю,  -á   

                                                      
15

 А      я      СССР   с        сс     я ы  , 《Р сс  я           》Т  1 . М с   ：Н    , 1982, 

c.93 



21 
 

 . 複合數量數詞以 -с  結尾：  éс  ,     с  ,  я ьюс -á  , 

    яс -á   

 . 集合數詞：   -      

(2) 重音落在詞尾最後一個音節上，如代名詞     , ч   的變格： -  ó, 

ч-  ó,    -  ý 

(3) 重音不規則的落在詞尾的不同音節上： 

 .代形容詞    ,     , с   ,    ,   сь, с  , ч  的變格，如：  -  ó, 

  -    ,   -éю 

 .定量數詞     在單數陽性 2、3、4 格時，重音落在詞尾最後一

個音節上；在單數陰性第 5 格、複數第 5 格時，重音落在倒數

第 2 個音節上，如：   -  ó,    -  ý ─    -óю,    -     

有些詞，本身不具有劃分詞尾重音或者是非詞尾重音的條件，如：

1)   -  ,  ь - ,   - ; 2) с   -ø
16

, ц ѐ -ø 第一組詞中，詞幹本身不具音節，

這樣來看重音勢必落在詞尾上；第二組詞中，則不具詞尾，重音勢必落

在詞幹上。如果一個詞的重音是固定在詞尾上，而少數形式是零詞尾，

那麼重音自然只能落在詞幹上，如  ы ,    , с  等詞單、複數各格的重

音都落在詞尾上(с   -á, с   -ý ..... с   -ó , с   -á .... )，只有單數第一

格重音不得不落在詞幹上；又如：  с  ,     等詞的複數第二格  éс - ø, 

                                                      
16

 „ø‟代表無詞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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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 -ø 亦是如此，因為其它形式重音都在詞尾上 (  с -á,   с -á , 

  с -á  ；    -á,    -á ,    -á  )。而動詞陽性的過去式，一樣不具有

詞尾，其重音也勢必落在詞幹上，如：ц ѐ -ø。但其它各形式重音都在

詞尾上，如：ц   -á, ц   -ó, ц   -  。關於  ы ,    ,   с ,    , ц   這類

詞形的重音，稱之為假設重音 ( с               )。因此，在實際標記

重音位置時，可以遵循下列規則17： 

1) 如果詞幹和詞尾都能構成音節，因而有可能區分詞尾重音和非詞尾重

音的話，那尌以實際重音位置為準。舉例說明： ý  -ы,   сѐ -ы 的

實際重音落在詞幹上，ц   -á,     -ó 的實際重音落在詞尾上。 

2) 如果一個詞形只有詞幹或是只有變化詞尾具有音節的話，那麼重音尌

在此音節上，而不再區分是否為詞尾重音，那麼確定該詞形的重音

尌得用相應形式的實際重音來進行試驗。此種詞形稱為控制詞形

(       ь  я с    ф    )。說明如下： 

 .要想知道所有形容詞、行動詞短尾以及動詞過去時單數陽性形式

的重音，尌應以其中性形式為準，舉例說明：  é    –   é  - , 

   я   –    я  - 的實際重音在詞幹上，х  óш – х   ш-ó, ц ѐ  – 

ц   -ó 的實際重音在詞尾上。 

 .變格形式的重音，應該以同一個數(單數或是複數)的第 3 格為準，

                                                      
17

 同註解 15，c.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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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明：   ó  –    ó -   ,  áш –  áш-   的實際重音在詞幹上；

 éсь –  с  -ý , с    – с   -á 的實際重音在詞尾上。 

(三)變異重音(                    ) 

有時這類帶有變異重音的詞形沒有意義上和語體上的差別，但有時

則具有不同的意義或不同的語體屬性，這種重音變異的現象稱為搖擺重

音(        я        я)。以下列兩方向說明： 

1) 合乎一般語法規範的變體 ─ 詞重音的界定有時與語義以及修辭

學有關，藉由重音在詞中的位置來確立詞的詞彙意義。以 х  с 為

例，在現代俄語中詞重音所在位置的不同，詞義尌不同：хá с ─ (古

希臘神話)混沌，天地未開時的世界；х óс ─ 混亂、亂七八糟之意。 

2) 由一般俚俗語、地域性方言或是口語習慣而來 ─ 此種變異缺乏個

別語意以及修辭上的差別，且不違反一般語言規範而具有雙重音

(      ы)的特色(這是俄語獨有的語音特徵)。舉例說明：    ч      

    ч ，    ó        ó   這兩組詞的第二個例子為地方方言中特

有的讀法，換言之，當地方方言已不再為世人使用，此重音類型也

將隨之消失。但有關於專業方面的單詞，受雙重音的影響甚為巨大，

如：шóф  司機、с ó я 細木工、      с羅盤，這三個詞的重音

並不是正確的規範，但卻廣為流傳，正確的應該是 ш фѐ 、с   я  、

 ó   с。再以動詞        ь來說，按古老的傳統習慣，除現在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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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稱單數外，重音通常落在母音  上，如：    ю ,   ó  шь,   ó   , 

  ó   ,   ó    ,   ó я 。但在現代俄語中，正確為       шь, 

       .....但現在式第一人稱單數，則仍保留了原本的重音，而其

他人稱尌轉移到詞幹上。即使加上前綴   -還是會發生讀法錯誤的

現象。因此，不管是從前或是現在，加上前綴與否，都不影響重音

的移動；而過去式，       ,         ,         ,         其重音位置

仍與動詞不定式一樣。因此，重音的移動都擁有不同的因素，有時

是可以被解釋的，而有時卻是難以理解的。 

除此之外，也有可能遇到不完全符合語言規範的變異重音 ─ 即重

音由原本的音節移到另一個音節上，這種變異重音也不完全是錯誤的，

反映出語言歷史的演進過程以及現代語言特有的修辭色彩。如： 

1)      шь，此重音符合 19 世紀的語言規範，現代俄語已落在第一個

音節  á  шь，但舊的重音位置並未完全被取代，至今還是有不少人

在使用。 

2)     á  (口語上習慣的重音位置) –         (規範下的重音位置)為例，

    á 仍被廣泛地使用在現代俄語中18。 

3)        é   (圖書館)，不久之前其重音落在前一個音節 o 上

     ó    ，但現在鮮少聽到此種發音且已被公認是不正確的19。 

                                                      
18

 同註解 15，頁 92 
19

 同註解 14，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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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搖擺重音在某些情況下並不會產生新的詞意，兩詞中之一具

有獨特的修辭色彩，而另一個則無，符合一般的修辭規範。如： ó    ц, 

 é  ц , сé     , ч с  ó ,    ó , ш   ó ы , с хá  ы ,    á ы ь ─ 這

些詞的重音源於民間，帶著特有的詩歌修辭色彩，而有別於一般文學體

裁的      éц,      ц , с     ó, чéс    ,       , шѐ    ы , сáх   ы 。

再如重音落在第一音節的  áч  ы ,         ы ,  é ч   ы , с ý  щ   

為一般的文學體裁，而古老的書面體裁將重音轉換到第二音節   чá ы , 

   чá  ы , с   áщ   則具有不同的修辭外貌。 

(四)次重音(с        я  ы          ) 

在一些複合詞詞組中，有時會同時出現兩個重音，且往往有主次之

分，但此非必然的現象，取決於 1) 複合詞是否被廣泛的使用 2) 此複

合詞是屬於一般語言或是專業語言 3) 是否在書信體裁中具有獨特的修

辭色彩20。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新詞、科技類專業術語或是外來語

通常都有主、次重音的區別。試比較：        ó  (水管  ─ 這個複合詞

只有一個重音，而且很明顯的是從       (水)以及   ó    (導管)所組合成，

但是在我們的認知裡卻把         ó 視為一個完整的概念；然而

  ш   с   é   
21

(機器製造)，是   ш     (機器)以及 с   é    (製造、

結構)的組合，卻是有兩個重音。複合詞具有兩個重音的情況：一是主重

                                                      
20

 同註解 6，頁 48 

21 以符號 “    ”表示主重音；符號“    ”表示次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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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通常位在複合詞的後半段，另一個則是位於複合詞前半段的次重音。

次重音的發音較主重音為輕、弱。主重音的位置不僅是取決於複合詞的

組成，使之融合為一，也要符合詞法、句法以及語音學的範疇。以下分

別統整出只帶單一重音以及具有主、次重音的複合詞群組22： 

1) 只帶單一重音的複合詞： 

(1)以下所列複合詞的詞幹不帶次重音： 

    - :       ó   ,        цы ,          é ц,        é     

     -:      á  ы ,       ýш  ,            ь,        ýч ы , 

       á  ы ,       с  ó с    

      -:          á  ы ,        ýсс   ,        ýш ы , 

      с é с    

    - :      áч  ,      é ,        ó  ы ,           ,      ó , 

    с ó ,     с ýс  

      - :           é   ,        ó  ы ,        ó     

   ь  - :    ь   ó  ы ,    ь   ó    ,    ь   é  

     - :       ó с   ,        áс  ы ,        é    ы , 

         с  ,       ýш  ,         ч ы   

     - :       ó ,       ó с   ,       ó  

                                                      
22

  А    с   Р.И. 《У          с             сс                 я ы  》, М с   , 1958, с.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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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é   ,       é  ц,       ó ,       é , 

      áш ц,       ó ь        

   - :     á я  ы ,     áч с     ы ,       é    ы , 

    ыхá   ь 

      - :        с á   ь,        óс ы ,       ш é  ы  

     - :       ó  ы ,           ó ,         óс ы , 

      é  ы ,       ѐ с   ,       é  ы ,      с   ь ы , 

         á  ы  

 я   - :  я    é ы ,  я   с   éч ы  

    - :       áч ы ,      ó    ,     сѐ ,     с  ó   , 

       é  ы ,         ѐ  ы  

    - :          ч ы ,       ý ,          ó ,        ó , 

    óс    ,        ы ьѐ 

с   - : с     á   , с      ó ь ы , с     щ    , 

с       ю é   , с       ó  , с    щ щé    

с    - : с     ó   , с    ý  ы , с    х  á     ы  

с    - : с      ý   , с     х      ы , с         é   , 

с           á    

ч    - : ч     éсь , ч    сó    ц, ч     á 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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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身體的一部份以及毛髮類語義的複合形容詞，不帶次重音 

-  á ы  :         á ы , с     á ы , с     á ы ,    ьш   á ы  

-ó    : ч    ó   , с     ó    

-ýх   :       ýх  ,     ýх   

-  ó ы  : ч      ó ы  

-ýсы  : ч    ýсы ,  ы  ýсы , с   ýсы  

-   ó ы  : ч       ó ы ,  ы     ó ы , с      ó ы , 

         ó ы  

-   óсы  :          óсы , с      óсы   

-   ó ы  :           ó ы ,        ó ы  

- ó ы  :    ьш  ó ы , ш      ó ы ,    с   ó ы  

-щѐ    :    с  щѐ   ,       щѐ    

- óс ы  :      óсы ,  с    óсы ,      óсы   

-шé   :        шé   

- ý    :      ý   ,    ьш  ý     

- ý ы  :    с   ý ы ,       ý ы  

- ý ы  :      ý ы   

-  éч   : щ       éч   

- ó    :        ó   ,         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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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ó    :      ó   ,       ó   ,    с   ó    

-   цы  :        цы ,        цы ,          цы  

-  ý ы  : ш       ý ы   

-х óс ы  :       х óс ы ,        х óс ы   

- ѐ ы  :    с   ѐ ы , ч     ѐ ы   

- ó  ы  :      ó  ы ,    с   ó  ы  

- á ы  :        á ы ,    с   á ы  

-шѐ с ы  :        шѐ с ы ,       шѐ с ы   

- ý ы  :    с   ý ы  

-   ы  :   с   á ы , ш      á ы  

- ó    :    с   ó    

-     ы  : ч         ы ,          ы  

- ý  ы  : ч     ý  ы ,       ý  ы  

-  ы  ы  :         ы  ы ,       ы  ы  

-  ю  ы  :  с     ю  ы ,       ю  ы  

-  ю х   :    с    ю х  ,       ю х   

(3)複合詞如帶有抽象意義，或其第二部份具有轉變為後綴的傾向時，

則沒有次重音 

-    :         ó ,      ó ,      ó ,   ц  ó , с     ó ,    ц  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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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    :         ó с   ,      ó с   ,      ó с   , 

  ц  ó с    

-   ч с    :         ó ч с   ,      ó ч с   ,      ó ч с   ,  

-    :      é , с  х  é ,       é ,       é , я ы   é ,  х    é   

-        :      é     , с  х  é     ,       é     , 

      é      

-   ч с    :      é ч с   , с  х  é ч с   ,  х    é ч с    

-  с :      óс,    ч    óс, эф    óс 

-  с ц :        óс ц,       óс ц,       óс ц  

-  с ы  :      óс ы ,    ч    óс ы , эф    óс ы , 

       óс ы , с      óс ы  

-      ы  : ш          ы ,    ш        ы ,             ы  

-    ы  : ш        ы ,          ы , ч ш      ы   

-      ы  :        ó  ы ,        ó  ы ,        ó  ы  

2) 部分數詞詞幹的複合形容詞，帶有主、次重音 

(1)   ѐх-, ч  ы ѐх-：  ѐх   é ь ы ,   ѐхч с  ó ,   ѐх  áсс ы , 

  ѐх é    , ч  ы ѐх     ч ы , ч  ы ѐх   óс ы , ч  ы ѐх  é  ы , 

ч  ы ѐх éсяч ы  

(2)具有數詞詞幹 с  -的複合形容詞：с ò    é ы , с ò   цé   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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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 ò     ó  ы  

(3)具有複合數詞詞幹的複合形容詞 ：  

 .數詞 11-19：       ц       ó ы ,        ц   э á  ы  ... 

ш с     ц          ы , с      ц          , 

  с      ц   с           ы ,     я     ц    é     

 .數詞 20-90：    ц      é ч ы ,     ц       ó ы , 

с    à    é ы ... ,   с     ся      ó ы ,    я òс   é     

 .本身尌帶主次重音的複合數詞，當與其他詞幹組合成為複合形容

詞時，則帶三個重音，兩個為次重音，一個為主重音(有時更多)：

  ѐхс    é    ,     ц     ѐх é    , 

   я òс  ч  ы ѐхсý  ч ы , с àс    à  сь    é  ы  

3) 複合縮寫詞帶有次重音 

  с- :  òс    á  ,  òс ю  é  

    - :         á   ,      ó    

   - :        á   

     - :  è   с á ц я 

    - :  ò   ó    

    - :   ò    ó  

     - :          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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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ф- :   òф    é    

с ц- : сòц     ó  

с    - : с  ò         

     :  à     é  

4) 具有下列前綴的複合形容詞或是名詞帶有次重音 

  с  - :  òс    é  ы   ó ы 

с   х- : с è х     ы   

     - : ò    с   éч ы  

   - :  è  óс  ы  

      - :               ы  

   - :   èс   é  ы  

    - : à     щéс     ы  

  ь   - : ỳ ь        с ó  

с    - : сỳ     ó    

    с- :   à с   á с    

     - :  ò   шá сы 

     - :   ò   á  ы 

   - :   ò    á с    

     - :   à   чѐ 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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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語段重音 

ㄧ、語段重音的定義與劃分 

此類型的重音分類和語段 (с              ч         )
23

 的概念有

關，是語音句在語調、語法結構和意義上的最小單位。Л.В. Щ    把語

段視為在語流中具有完整的語義，能承接上下文的詞組或單詞24。也尌

是說，語段的劃分可以將說話者的思維更明確的傳遞給聽者。舉例說明：

Б  ьш  я чѐ   я с      ｜
25

  é      ó      . 這句話是由兩個語段所組

成，每個語段視為一個整體、一個思維，換言之，完整的表達語義乃是

定義一個語段的先決條件。 

語段在語調上有三個主要特徵。首先，語段仏部不能停頓，只容許

在兩個語段間作短暫的停頓，而在快速說話時，這類的停頓也有可能會

省略。其次，語段末尾的重讀母音音調大都上升，而全句末尾語段的音

調則下降。最後，語段中的最後一個重讀音節較其它重讀音節的音強為

強，是全語段的重心，借此把整個語段組織成為一個整體，稱之為語段

重音。 

一個句子可以由單語段或者是多語段所組成。其中，單語段的句子

                                                      
23

 Т      с        最早被 Б   э     К     э 所使用，他把語段視為句中一個普通的詞。 

24
 同註解 14，頁 228 

25
 „｜‟代表語段與語段間的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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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一個詞或是一段話，例如：П     ! П шѐ   ó  ь.  Мы  с     сь 

 ó     -       я . 等等。同樣地，以多語段來說，其各個語段也是可以

由單一詞、詞組或是一段話構成，例如：П с   é   ｜ ы     ы     ｜

   ó ы   с ó  я        .其中 П с   é   是由一個詞所組成的語段；  

 ó ы   с ó  я        是 由 詞 組 所 構 成 的 語 段 。  К      я 

с  х      ся,｜    ы             . 這兩個語段皆是由一個完整的句子

所組成。 

句子劃分的語段，可以強調說話者的思維。Е.А. Б ы       提出這

樣的看法：以 В    х           х              ч     ся   с,｜        с   

   х               я        . 為例，在這句話的兩個語段裡，還可以將

其再劃分為 В    х           х          ｜  ч     ся   с,｜      

  с  ｜   х               я        . 考慮到語段的語意表達已無法再

劃分，因而她稱此為最小的語段 (       ь  я с       )。此外，她認

為在句子裡劃分語段，除了語義的考量外，也要兼顧句法的規範。如：

Б  ьш  я чѐ   я с        é      ó      . 按其語意可分為兩個語段，但

如果再加入狀語語段(  с  я   ьс      я с         ─   с   с      

  я     с х，按句法的規範則為第三個語段。Б  ьш  я чѐ   я с      ｜

 é      ó      ,｜  с   с          я     сéх. 

在句法的規範下且又不違反語段的規則，得出語段是可移動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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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明：З               ы     ѐ      с. 從句法的角度來看，可得出

兩種不同的語段劃分：З             ｜ ы     ѐ      с. ─ З      ｜

        ы     ѐ      с. 在第一句中 З           視為一個整體；而在

第二句      則是一個補充的想法，說話者想表達的是 З     這個時間

副詞。А.Н. Г      以 К               с          . 為例提出了可以劃

分兩種不同語段的看法。如 К               ｜с            . (兄弟的話使

他震驚)；而 К           ｜    с             (他的話使兄弟震驚)。這兩

種不同語段的劃分，同時也有兩種不同的語義。但不同的句法結構，則

未必可以劃分成不同的語段，如 И  ч      шý   ｜    щ       х        

   ш       ч . (噪音的研究，全然不在我們的任務裡)；而 И  ч      

ш          щé｜    х           ш       ч . (一般噪音的研究，不在我們

的任務裡)。副詞     щ 出現在兩個不同的語段，則語意大不相同。Г.М. 

К    ц    舉了一個不同的語段劃分，會改變原來語義的例子。如

Н           х  ш    ó    ｜ ыс          ч   . (不久之前來的那個

醫生，出現在報上)；而  Н       ｜    х  ш           ыс        

  ч    .
26

(來過的那個醫生，不久前在報上出現過)。上述的例子說明，

語段移動的與否，取決於說話者對於當時情景的鋪陳與思維，但前提是

必頇合乎句法的結構。 

                                                      
26

 同註解 14，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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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段同時也有語音的特徵：  

1) 語段中，發音時加重最後一個詞的重音。釋例：М     ь    сé ы  

     é ｜ ó      ы           ó   . 第一個語段有三個重音，前兩個重

音語調一致，而第三個重音位於最後一個詞，因此，發音時會加重最後

一個音節      é ；第二個語段與第一個語段相同，發音時加重最後一

個詞的重音    ó   。語段是有層次的描繪重音的韻律感，賦予句子獨

特的節律。  

2) 語段重音中，全句最後一個重音詞的發音比非語段重音的詞長。

釋例：П     ó     ы         é . ─ В    é    ы          ó  . 第二句

中的    ó  有別於第一句應發較長的音。 

3) 語段與語段間，發音的停頓。停頓能幫助語段的劃分更為清楚，

但沒有停頓也不代表此句話中沒有個別的語段。釋例：П  я  х    я    

с Д   с  ы . 在此句中，可在 П  я後作停頓來突顯思維，但此停頓並

非絕對的必要。此時以發較重，較長的音只是用來表示語段重音的詞。

發音停頓固有其益處，但有時也會混淆仏部語段的劃分，如：Сé ы ｜

     é    éс   ｜ч       . 在此停頓中，首先阻礙了思維的延伸；再

者，     é    éс    無法表達出完整的思維；其次，按句法學的結構

Сé ы  (灰色的─形容詞)是無法獨自成為一個語段，形容詞應與其所修

飾的名詞成為一個語段、一個思維的整體；同理可證， éс    (愉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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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詞) ч        (唧唧叫─動詞)則為一個語段。因此，正確的語段劃分應

為：Сé ы       é ｜ éс    ч       . 由此例證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語

段是不可以任意的切分，切分時頇合乎語段的切分原則。隨意停頓，不

僅使聽者混淆，同時也違反了句法的規範。 

4) 第四個語音特徵 ─ 音調。仏部語段(非整句結尾)在最後發音時，

音調要上揚；整句話的最後一個語段，結尾時音調要下降。舉例說明：

Б  ьш  я с      ｜ é      ó      ,｜  с   с          я     сéх. 在此句

中，前兩個為仏部語段，最後一個詞重音節時，音調要上揚 Б  ьш  я 

со↑   к  ,  é     ↑пó      ；在最後一個語段時，其音調漸漸下降，至

最後一個重音節時，音調則明顯向下降   с   с          я    ↓всéх.  

語段的兩個語音特徵 ─ 重音與發音的停頓，二者具有互補的關係。

有時，仏部語段的最後一個重音節發音較弱，以停頓來加強其語段性；

反之，如未作停頓，則重讀仏部語段的最後一個重音節。基本上，在沒

有停頓或是重音微弱的情況下，是以音調來協助語段的劃分。 

二、語音詞 

通常每一個實詞都具有一個重音，不同於實詞的是虛詞，虛詞本身

則不帶重音而與實詞結合成為一個語音詞(ф     ч с    с    )。語音詞 

─ 是一個帶重音的詞組；或在語流中，重讀詞及其前後的附詞組成了以

重音為標誌的語義和結構相對完整的統一體。也可能在少有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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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不帶重音的詞組合成為一個語音詞。虛詞置於帶重音詞之前稱為前

附詞或是重讀詞前詞(          )；當虛詞置於帶重音詞形之後稱為後

附詞或是重讀詞後詞(э        )。當然也有這樣的情況，帶重音的詞形

前有前附詞，後有後附詞，如：        ó   ы。前附詞通常為單音節的

前置詞或是連接詞，如：с    ó  ,  é  ы          я,    с é   ,   с   ,   

 é   ；後附詞通常為單音節的語氣詞，如：ó -       ѐ ,     ѐ     ó 。

單音節的連接詞通常不帶重音，但某些單音節的連接詞雖不具重音，卻

保留了母音 О原有的發音27，例如連接詞    ,   -   ,       -       。如 

Сó  ц    ш ó,     ы     щѐ с    ó. Мы хó       éс,               ,    

   я       . Н      ó  ь,       с é . 在某些情況下，實詞有時也有可能

成為後附詞而失去原本重音的特性。同樣地，否定語氣詞   置於動詞

或是短尾形動詞前時，有時也會帶重音，而所修飾的動詞或是形動詞短

尾則不帶重音，如： á      ,  á    ,  ó    ,  é    ,  é  ы 等等；更有

些前置詞    ,    ,     ,    ,     ,   ，常將實詞的重音引向自身，在這類

的短語中，常作副詞用。常見的例子，如  á     ,  á    ,  á     ,  á   с, 

 ó    ю,  é            я,     ó      
28。上述的情況是前置詞+實詞作為

副詞用，重音在前置詞上。而以下要說明的是，當前置詞作為副詞用時，

                                                      
27

 同註解 6 ,頁 42 

28
 例子引自 А    с   Р.И.《Ф        с              сс                   я ы  》, 1956, 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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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此前置詞本身帶重音29。釋例：С   ý  óс  . П  ш         . Ж  ѐ  

ó    . Ос    é ся     ó . Ж  ѐ      ó   . 在某些固定的詞組中，其

中一個實詞會失去原有的重音，如        ý  ,        ý  . 

大部分的單音節虛詞，例如：前置詞、連接詞、語氣詞等等，本身

都不帶重音。有時因語音條件的影響，而產生了雙音節變體，同樣不帶

重音 (如    ,    ,    ,      .......)。以多音節的虛詞為例，可能本身不帶

重音，但在語流中有時卻會帶有次重音。以下列舉出不帶重音的多音節

虛詞與帶次重音的多音節虛詞30
 ： 

1) 不帶重音的多音節虛詞 ─   -    éс ,   -    с   á,      сéх, 

       ó ,      сѐ ,      сéх,          ó ,       ь ó . 

2) 帶次重音的多音節虛詞： 

 .前置詞      ： К ò      я,   à      ó      с ýш   .同樣地，還

有一些從副詞所變化而來的雙(或三)音節的前置詞：Вс  é   ся 

 òс    é ц  . Бé         ò   ó я. Р с        сь     ỳ  ó    .  

С  é       ò       á. С á       ѐ     ó  . 前置詞      , 

     , ч    可以帶也可以不帶次重音： è       é ья           

   é ья  ；  è      ъé               ъé    ； чè     ó     

                                                      
29

 同註解 6，頁 42 

30
 同註解 8，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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ч      ó  .  

 .單音節連接詞    ,    ：Х   шó  ы   é ь      ю            ,  à  

   ш .  Рà     щá  ,  ы       .  

 . 雙音節和三音節的連接詞：Х  я  шѐ   ó  ь. К   à    é  . 

П  é  ,      ỳ ч      щá .   с    ó   ,     ш    .  

Рá     ся с ò       ѐ   .  Е  à   сс  ó,  ы     á    сь   

 ý ь. 但連接詞      和 ч   ы 視為前附詞：К      á шь, 

  сс     .  П  с   , ч   ы     сá . (有別於連接詞 ч   ы，代詞

ч  與語氣詞 ы連用時，帶重音：С é  ю  сѐ, ч ó  ы         с   .) 

在句子中用來指示主句中某個成分的關係代詞，如：В   ý ся   

 ó   ,      ò       ш ó   ѐ  é с   . Н   á   ся     á  ю, ч ò 

        ся      . Рóщ ,    ỳ    ы  ы ш  . Мéс  ,    à 

       я   сь. Дó ,   è      . 人稱代名詞與物主代名詞，如：

М è  с с  é хóч  ся    ч   ься   á   ь. У    ò  á     é    . 

 .簡單數詞同名詞連用時：  à  éсяц ；      ся     á (如果數詞前

有前置詞而重音又轉移到前置詞上時，則不受此限，如： ó     , 

 á    ) 

 .系詞  ы ь，如：Вéч    ы     х      ѐ  ы ；動詞 с   ь，如： С à   

   ó   .  О   с à     ч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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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情態動詞在語流中，既可帶次重音或不帶重音，如  ы  ：

О   á   ся  ы    ч   á     á  ；多音節的情態詞  ы    則永遠

帶次重音：Вс  é   ся,  ы à  ,       ó              ься.  

ѐ.插入語一般都帶次重音，如：ó , с à   ы ь, с   áс  . 較常被使用

的插入語     , с     ь ,        受其母音弱化的影響而不帶重

音。 

 .插入語      (具有表示親暱、友好的意味)，有時會帶次重音，有

時則不帶重音：Ты,   à ,    с     сь. Ты,     ,    с     сь.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通常只帶次重音或是根本不帶重音的詞，如果

在特定的語境中需要強調時，也可能重讀而成為整個句子結構的語氣中

心，如：Н  я,    ó         ѐ .  С   ý  óс     ó  ,      с  чáс. Вà  

чá  с сáх          é . 

第四節 句重音 

語段重音的劃分與句法的結構有密切關係，且在句子中有其一定的

位置，而句重音則完全不同。句重音是以其它的語言因素來標記重音，

可以用以下兩個特徵說明：一種是邏輯重音—吸引聽者的注意力到所要

著重的詞上，展現出說話者完整的意圖；另外一種是情感重音—突顯說

話者當時仏心的情感狀態，表達最直接的感受。兩者語言表達的方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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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相同，為不同類型之句重音。 

一、 邏輯重音 

有別於語段重音，邏輯重音不受句法規範限制，同時在句中也沒有

一定的位置。邏輯重音是依說話者的意念來劃分句義。如果語段重音能

協助聽者更明確地理解句義，那麼邏輯重音則可以傳達說話者不一樣的

思維想法。例如：И        ѐ                   é  . 這句話可以視為一個

完整的語段，以詞原本的重音以及語段重音落在最後一個重音節上，會

發較強的音強去呈現句義。在這種情況下，並沒有要特別強調某一行為

或是狀態，只說明單一的事實。如果說話者想要表達特別的思維，強調

單一個別的現象時，以此句為例：И        ѐ                   é  . 說話

者強調的正是 И   ，而不是其他的人明天將去圖書館。當然，同樣也可

以強調其它的現象，如         (是明天而不是其它天)、    ѐ  (走路去

而不是坐車去)或是          é   (去圖書館而不是去其它地方)時，這些

所強調的詞是以邏輯重音的方式去鋪陳，可以達到特殊的語音效果。其

中，         é   去圖書館而不是去其它地方，融合了重音的三種語音

特徵 — 詞重音、語段重音以及邏輯重音。 

邏輯重音也可以運用在某些詞上，而這些詞在句中為了要符合其語

意，或是句法規範而失去原有的重音，例如虛詞：Д  ь     ш  сь     ä
31

 

                                                      
31 在非重音音節上畫兩點，表示想要特別強調語義 



43 
 

с    ,｜ ö  с     . Н     с   ь  яч     ë         ,｜   ä      . 邏

輯重音強調兩個相對的概念    с     和     с      以及             

和         ，而с     和с     以及      仍保留其原有的語段重音。

再者，句子仍保留原有的詞重音，但在其它的音節上加上附加重音

(                       )，舉例說明：Э             ä  é   ь,｜  

 ä  é   ь. 在     é   ь 、    é   ь兩個動詞的前綴上作強調，強調不

是稍微切開一點，而是完全切開。 

有關於邏輯重音的語音研究，到目前為止還未出現。因此，只能傳

統地以音強、音長和音高來定義邏輯重音，其中包含三種仍素： 

1) 一般的重音節在發音時加重其力道，但基本上是以母音為主，如

果在這個音節中也包含子音，此時，子音在發音時也要加重其力

道。例如：И    ä         ѐ . 這句話中所要強調的是 И  明天

會來，因此強調重音節  ä─    
32。  

2) 在邏輯重音下，一般帶重音的母音會比非邏輯重音的母音來的要

長些。比較詞重音、語段重音與邏輯重音，差別處在於發音時的

音長。即邏輯重音可依說話者的意念來加長或縮短所要強調詞的

音長。 

3) 邏輯重音具有旋律性。通常在一般重音節與邏輯重音節的發音間

                                                      
32

 同註解 14，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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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處，以高音調銜接。但邏輯重音如果落在語段結尾處的最後一

個詞上，會與語段重音相結合(語段重音全句以低音結尾)，而發

出較平常為低的音。 

詞重音在發音上強調音長、音質和音強，不著重音高；語段重音在

發音上首先以音強和音調為重，其次為音質和音長；而邏輯重音在發音

上則以音強、音質和音高為重點，發音時的音長則較不重視。三者相較，

皆有不同之處。邏輯重音有別於詞重音和語段重音，以說話者的思維想

法為主軸，具有獨特的語音外貌來傳達不一樣的聽覺感受33。 

二、 情感重音  

情感重音主要的特徵為―思維、想法‖，但有別於邏輯重音的―理          

性思維‖。情感重音是以最直接的方式表達出說話者的感受，傳達說話

者因為不同因素的影響而導致情緒激動的狀態。因此，情感重音不受句

法規範的限制，直接取決於說話者當時仏心的感受。 

情感重音的語音特徵相當特別，其語調因情緒的波動而轉換。 Л.В. 

Щ    指出，在表達情感重音時，通常會拉長重音的母音來使之更為生

動、清晰。例如：高興、撒嬌、興奮 …К     ч  é- с ы     ! (愉悅)； 

О        х  ó- ш  , с á-  ы  ч      . (有好感)等等。在表達生氣、懷

疑、輕視等心情，重音音長較短，習慣在所強調詞的第一個子音上拉長

                                                      
33

 同註解 14，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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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 — Ч-ч-ó    ы    я        !；Ах  ы  -  я ь    á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