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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话语标记语是一个复杂的语用现象% 本文首先从话语的动态性和话语的主观性

两个方面对话语标记语的语用作用进行了分析% 话语标记语是话语理解过程中的一种明示导

向标记#对构建话语语境$理解说话者的话语意图起着重要作用% 然后#以认知参照点为视角#

分析了话语标记语存在的理据% 认知参照点理论对话语标记语的认知机制有较强的解释力#

为分析话语标记语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话语标记语(语用作用(认知参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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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话语标记语%:6<'+,-<8S/-_8-<&的存在是一

切言语交际的共性!

.#/也是语篇领域中的一个重

要内容" 话语标记语不影响话语的真值条件!又

不对话语的命题内容增加任何新信息!但对话语

的构建与理解有制约功能$它所表达的不是命题

意义或语义意义!而是程序意义!即为人们理解话

语提供便利或指明一定的方向!制约着人们理解

话 语 的 直 接 联 想 % 6.(,6(6>8 <,448<J

(6+.&"

.!/.$/.L/.%/.F/近 $" 年来!话语标记语一直是

语言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问题" 其实!早在 !" 世

纪的 %" 年代初期!U/.:+R3 j6-_ 和 M-68<就注意

到话语标记语是一个很特别的语言现象" 他们发

现像Y800! T(36._! TS8/.! 9+, _.+Y等词或短语

频繁地出现在现实话语中" 他们是语法%句法&

无法处理的语言成分$是口语中的现象$没有实在

意义"

.#/从上个世纪 I" 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对话

语标记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现了三个代表人

物!他们是 ?'3611-6.!M-/<8-和;0/_8S+-8" ?'3611-6.

%#EKI&对十一个话语标记语的话语功能进行了

定性与定量分析!认为话语标记语对话语连贯起

着重要作用$M-/<8-%#EE"!#EEK&从句法'语义和

语用视角对话语标记语进行了研究!认为话语标

记语不仅仅+显示,某种关系%连贯关系&!其作用

是语用方面的" ;0/_8S+-8%#EKI! #EE!! #EEF!

!""!&是以 ?R8-W8-kP60<+.%#EKF&的关联理论

%-808>/.'8(38+-9&为基础!研究话语标记语的!强

调话语标记语对话语关联性的影响" 国外对话语

标记语的研究有静态的!但更多是动态的"

.I/

近 #" 年来!我国对话语标记语问题也做了很

多研究!既有对英语话语标记语的研究!也有对汉

语标记语的研究!如熊学亮 % #EEE &'何自然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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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冉永平%!"""! !""!! !""$! !""L&'莫爱

平%!""L&等!他们采用不同的理论指导和不同的

研究视角" 但纵观文献!我国学者发表的相关文

章大多是借助关联理论框架探讨话语标记语的语

用功能!如何自然%#EEE&'冉永平%!"""&'莫爱平

%!""L&'王扬 %!""%&'肖武云 %!""E&'冯洁茹

%!""E&等" 话语标记语的功能主要是语用的!而

不是句法的'语义的!

.I/这是话语标记语的语用

研究的意义所在"

本文从话语的动态性和主观性入手!研究话

语标记语的语用作用!并从认知参照原则角度探

讨话语标记语的存在理据"

二%话语标记语的语用研究

"一$话语标记语与话语的动态性

话语是动态变化的" 话语的动态特征至少包

含两层意思(一是话语内部词句累积是一个动态

的形成过程$二是话语在动态的语境中产生!并参

与建构新的语境" 因此!话语是一个动态的'开放

性的概念" 但是动态性往往意味着不确定性!这

给动态话语理解造成障碍" 而话语标记语在话语

的解读推理的过程中起着明示引导的作用!亦即

一种标识语或参照点!让听话人沿着它去寻找话

语之间或情景之间的某种联系!进行正确的语境

选择!以得到恰当的话语理解"

例 #( %/& T-/. 1-+S(38'0/<<-++S(+(38R0/9J

4-+,.:)738<(,:8.(<Y8-8S/_6.4(++S,'3 .+6<8)

%W & T-/. 1-+S (38'0/<<-++S (+(38R0/9J

4-+,.:! W8'/,<8(38<(,:8.(<Y8-8S/_6.4(++S,'3

.+6<8)

%'& T-/. 1-+S (38'0/<<-++S (+(38R0/9J

4-+,.:)@>8. <+(38<(,:8.(<Y8-8S/_6.4(++S,'3

.+6<8)

在%/&句中!前后句之间的关系不明确!没有

对听话人的理解做任何限制!从而使听话人造成

理解上的困难$%W&句增加了标记语 W8'/,<8后!

明确了前后句命题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明了+我

从教室跑到操场是因为教室里孩子们太吵闹

了,$同样!%'&句中的8>8. <+也明确了前后句之

间的关系!说明了+我从教室跑到操场的目的是

为了制止孩子们吵闹!但结果无济于事," %W&'

%'&这两个例子表明了话语标记语能够为听话者

寻求相关的语境信息提供依据!从而限制他作任

何其他的理解"

语境是一个动态的变量!它是一个心理构建!

由一系列假设构成" 话语理解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认知主体会利用推理机制将话语的字面意义

与可能隐含的信息加以综述!结合语境假设寻求

话语之间的内在联系" 话语标记语的作用就是通

过语境和语境效果的某些具体特征引导话语理解

与诠释"

.K/同时!话语标记语传递语用信息!将话

语的基本信息同使用话语的环境联系起来!有意

识地+操纵,基本信息!构建起符合发话人意图的

语境"

例 !( 738R+06'8S/. 380: ,R 36<3/.:)

%/&?+(38'/-<(+RR8:)

%W&738. (38'/-<(+RR8:)

%'&N.: (38'/-<(+RR8:)

听话者以三个不同的话语标记语为视点!可

以得到三种不同的前后句之间的关系" %/&句中

的<+表达了前后句的因果关系!%W&句中的 (38.

表达了时间上的序列关系!%'&句中的/.:表达了

前后句之间的因果或先后序列关系" 它们通过自

身所具有的程序意义!决定了前后句之间的语义

关系" 交际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动态的'不断发

展的过程!要正确理解一句话的意义!就必须了解

它与上文之间的语义关系!发话者正是通过话语

标记语的使用!确立了他要表达的上下文之间的

语义联系!为听话者构建了符合他话语意图的语

言环境"

.E/

话语是动态的!因而话语含义具有不确定性!

而话语标记语能激活'构建语境!使话语含义明晰

化" 同时!话语标记语也是动态的" 在不同的语

境条件下!同一话语标记语具有不同的含义!这时

候!语境又使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含义明晰化" 如(

%#& ?386<6.(800648.(/.: <386<-806/W08)%增

补&

%!&T+1(8. Y-6(8(+38-! /.: <38.8>8-/.<Y8-<

S8)C%转折&

%$&\818006. (38-6>8-/.: '/,43(/'+0:)C

%因果&

"二$话语标记语与话语的主观性

语言的使用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

程!即一个有意义的选择过程" 这一过程受语言

使用者主观意识不同程度的指导与调控" 在做出

语言选择之前!语言使用者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语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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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交际目的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选择什么

样的语言表现形式才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交际目

的!并对它们做出相应的协商和调整!最后做出适

当的语言选择!这整个过程都是在大脑中进行的'

属于意识的范畴" 因此!人们的意识在语言选择

中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这就是一种有关语言使

用的主观意识或语言使用的主观性"

语言或话语的主观性的研究历来受到语言学

家们的重视" 沈家煊%!""#&认为话语的主观性

是指+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

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

.#"/

A8-<'3,8-8.

%!"""&则认为话语主观性是人们的元语用意识

在起作用" 元语用意识无处不在!在语言结构的

表征层面上都基本上可以见到这种意识的语言痕

迹"

.##/话语标记语的使用是人们的主观意识在语

言表征层面的具体体现" 在具体语境中!元语用

意识支配说话人选择某一具体的话语标记语!听

话人可以根据话语标记语来判断说话人的主观

意图"

例 $(N( \+YS,'3 /-89+, <8006.49+,-'/-1

;( P800!08(S8<88)\+Y/W+,(L""" :+00/-<1

+Y800,用作一个缓延标记语或迟疑标记语!

可以避免过长的停顿! 并暗示对方说话人要提供

的信息还没有想好!因此不愿意放弃说话权" 这

里!+Y800,的使用能给对方以足够的暗示!较好地

维护了双方的人际关系"

在很多时候!话语标记语起到了缓和语的作

用!在话语中淡化所所说的话!特别是淡化纠正别

人'不同意或抱怨别人的话!调节人际关系!避免

直接表达观点或不同意见!增加话语可商榷性和

可接受性" 如(

例 L(% 6̂, M86186为节目主持人$\+00Y/9为原

悉尼奥委会主席'悉尼#北京奥运会秘书处高级

顾问&

6̂, M86186( T. 236./S/.9R8+R08/-8'+.J

'8-.8: /W+,((386SR/'(+1W,60:6.4.8Y-+/:<! <(/J

:6,S</.: /-8./<+. (38(-/:6(6+./0/-'36(8'(,-/0

<(908<+1;86H6.4)\+Y:+9+, -8'+.'608(38.88: (+

W,60: .8Y6.1-/<(-,'(,-8/.: (38.88: (+R-8<8->8

Y3/(0<(38-81

\+00Y/9(T4,8<<Y8:6:.0(3/>85,6(8(38</S8

R-+W08S6. ?9:.89! W8'/,<8-

+T4,8<<,的使用起到了缓和语气的作用" 主

持人所提的问题不够准确!但 \+00Y/9并没有直

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而是使用了标记语 +T

4,8<<,!这样避免了主持人的尴尬!体现了 \+00J

Y/9为了缓和气氛的主观意图" 下例中的标记语

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例 %(T1TS/9<,448<(! 9+, .88: /W/(3)

+T1TS/9<,448<(,既体现了发话人+T,的存

在!又缓和了话语信息可能带来的不愉快反应!起

到了委婉表达的效果"

交际的过程是交际双方共知信息不断增加或

扩大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说话人常使用一定

的标记语来提示说话人注意话语进程!

.#!/尤其强

调后面的话语内容或吸引听话人的注意力!以使

听话人注意说话人的主观意识" 如(

例 F(N( T:+.0(_.+Y)T:+.0(_.+YY3/(6<

3/RR8.6.4)

;( b+, S8/. 9+,0-8'+.1,<8:1 +̂+_! :+.0(

W8'+.1,<8:$ Y80-848((6.4S/--68:)

+0++_,的使用!表达了说话人的主观愿望!即

要求听话人关注自己的话语信息" 这类的话语标

记语还有+TS8/.,+9+, _.+Y,等"

说话人常常会有引入'转换或结束话题的意

识" 标记语是引入'转换或结束话题的有效的表

达手段" 如(

例 I(M6-<(+1/00! TY+,0: 06_8(+6.(-+:,'8+,-

:6<(6.4,6<38: 4,8<(! V-)\,)

+M6-<(+1/00,引出了说话人下面的话题!可以

体现说话人意图!提示听话人注意说话人的主观

意识" 有关话题标记语还有+(+W846. Y6(3, +/<

1+-,+Y800,+(3/(0</00,+W9(38Y/9,等" 这一类标

记语帮助或引导听话人准确理解话语和推导说话

人的交际意图!客观上也起到了缓和说话人的思

维从一个话题突然跳到另一个话题而带来的突兀

感的作用"

话语标记语所体现的说话人的主观意识还表

现在更多的方面!本文不能穷尽全部!但我们不难

看出!话语标记语的使用表达了说话人在特定语

境中的态度'语气'期待和情绪等!引导听话人朝

话语的真实意图方向对话语进行理解"

话语标记语因其特殊的语用功能存在于话语

交际中" 下面作者以认知参照点为视角解释其存

在的认知理据"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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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认知参照点的话语标记语阐

释机制

"一$认知参照点

+认知参照点,%'+4.6(6>8-818-8.'8R+6.(&这一

概念是U+<'3%#EI%&在研究原型范畴%R-+(+(9R6'/0

'/(84+-9&时首次提出!后来由 /̂.4/'_8-%#EE#&进

一步阐述和明确化!主要用以解释英语中的领属

结构%R+<<8<<6>8'+.<(-,'(6+.&和转喻机制%S8(+.9J

S9&!如所有格结构'话题结构'借代和转喻等!他

把它们统称为参照点的建构" 认知参照点是人类

一种基本的认知能力!普遍存在于我们每时每刻

的生活经验之中" 认知参照点理论的基本设想

是(由于各感知实体的突显程度不同!有些实体相

对于其他实体更易于定位" 这些实体对观察者来

说是显而易见!而感知其他的实体则需要付出较

大的努力" 这些突显的实体便被选为参照点%-81J

8-8.'8&!通过它们来感知其他实体!通过参照点

接近到的实体被称为目标%(/-48(&"

/̂.4/'_8-%#EE#&用夜空现象来解释认知参

照点(夜晚的天空繁星点点!如何从满天的星星中

找到一颗我们要找的星1 观察者往往是先确定一

颗明亮的'容易找的'突显的星%认知参照点&!然

后以其为出发点来找到它%目标&"

.#$/概念形成于

人的心智中!人通过认知参照点沿着心智思维路

线达到目标" 认知参照点可以激活层次认知'意

义'心智感觉"

.#L/话语标记语是一种暗示词语

%',8Y+-:<+-R3-/<8<&和指示手段%<64./006.4+-

6.:6'/(6.4:8>6'8<& %U+,'3+(/!#EEF$ \+>9! #EEL$

/̀(-680kh/<'/0! #EE!$ a+0/.96k?'3/! #EK$ 转

引自.I/

&!虽与语篇命题无关!但是语篇视点!是

耀眼的星座!是认知参照点"

.#L/

我们认为!认知参照点原则对话语标记语的

认知机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话语标记语是一种认知参照点现象

从根本上说!话语标记语是一种认知参照点

现象!运作机制可以用下图表示(

图 # 中!2表示处理者%'+.'8R(,/06Q8-&!U代

表参照点%-818-8.'8R+6.(&!7表示目标%(/-48(&!

即处理者利用参照点要建立心理接触的实体" 箭

头线路代表处理者到目标所要经历的心理路径"

h表示领地%:+S/6.8&!即一个特定的概念实体能

够提供心理可及的概念区域%'+.'8R(,/0-846+.&

图 #C

'#K(

或实体的集合%<8(+18.(6(68<&!即领地是一个参照

点所能建立起来的目标的总和" 参照点由于本身

内在的或语境的原因具有认知显著性!正是因为

有某种显著性!某个实体才被选为参照点" 得到

激活后!成为处理者的注意焦点!变得突出!从而

具有激活 U的领域 h内任何实体的潜力" 当这

种潜力得以实现的时候!即 U成为参照点的时

候!目标 7成为处理者 2的注意中心!从而变得

突出!而参照点U则退居成为背景!7本身也可以

作为参照点为激活其他目标提供心理可及性" 参

照点的功能对一个表达法的语义'语法结构是根

本性的"

.#%/没有任何语言现象不包含在认知参照

点之中"

.#F/

认知参照点理论能解释话语标记语运用的认

知基础" %#&语言处理者%2&选用话语标记语要

以一个主观视角和认知域%h&为基础!在其中确

定一个标记语为参照点%U&!然后以其为出发点

寻找话语含意%7&" 这一标记语就为话语含意的

理解提供线索" 只要抓住这一线索!对话语的理

解便迎刃而解" %!&话语含意是语言处理者寻求

的结果!标记语是认识和理解话语的出发点"

%$&话语在语境中是动态的'变化的和不确定的"

话语标记语是制约话语深层结构及语义的一种图

式!是确定话语含义的最佳方式之一"

在话语交际中!人是认知的主体!话语含义是

一个依存于说话人的设定概念!而对话语的理解

主要依靠交际双方的心智活动'经验和认知推理

等!因此!话语含义是发话者的一种心理认知状

态!往往隐含在话语的字里行间以及发话人的心

理状态中!需要通过人们的认知努力来加以唤醒"

而这种认知努力是通过认知参照点来实现的" 处

于突显位置的话语标记语容易被视作参照点!话

语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语境" 在这一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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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在进行概念化的人%'+.'8R(,/06Q8-&与话语

中其他不那么突显或隐含的成分建立了联系!并

激活话语意义!从而达到理解话语的目的" 话语

标记语作为认知参照点!为想要描述的目标提供

心理可及!并把听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上面来"

话语标记语的运用是说话人的一种心智反映

或一种主观意识的反映" 作为话语的认知参照

点!话语标记语帮助听话人选择语境'确定语境'

推导说话人的意图!从而引导和制约着听话人对

话语的理解"

四%结C论

本文从话语的动态性和话语的主观性入手!

分析了话语标记语的语用作用!发现话语标记语

在两方面对话语理解产生影响(%#&对话语理解

所需要的语境进行制约!即会影响话语理解时的

语境构建$%!&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意识!引导听话

人理解说话人的意图"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话语

标记语是一种认知参照点!是一种话语含义明示

语" 理解话语的过程!是以话语标记语为指向的

过程" 限于篇幅!笔者没有对话语标记语这一认

知参照点现象做深入研究" 希望本文能为话语标

记语更广阔的研究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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