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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三十年现代汉语祈使及祈使句研究的总面貌可概括为: 两大派别、三个领域。

两大派别即传统研究和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三个领域即祈使和祈使句的性质和语气研究、功

能和结构类型研究、使用和习得研究。该项研究,现在迫切需要对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加以澄

清,在研究方法上则需要对传统方法进行突破 既要关注语言的形式和结构层面,又要考虑

语境对语言意义和功能的影响, 将静态和动态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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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使句 !及  祈使 !, 在不同的学术背景下具

有不同的称谓。西方研究者和中国外语界一般用

 指令行为 !、 使役行为!等, 中国汉语界传统上倾

向于使用  祈使句!、 祈使 !等,近年由于受到西方

言语行为理论 ( speech act theory)的影响, 有些也开

始使用  指令行为!、 祈使行为 !等 ∀。

西方  指令行为 !这个术语最早的使用者是

Searle( Ind irect speech ac,t 1975) ,他的最初定义是:

它们是  说者让听者做某事的企图 (有各种不同的

程度,因此更准确地说,它们是包括企图在内的对

于可决定事项的决心 ) !。

中国最早使用  祈使句!这个术语的是黎锦熙

的#新著国语文法 ∃ ( 1924), 第一次明确提出句子

可以按照语气分为五类: 决定句、商榷句、疑问句、

惊叹句和祈使句,并认为其中的决定句和商榷句都

属于更上位的祈使句。

从#新著国语文法 ∃算起到现在为止的 80多

年间,汉语祈使句的研究不断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尤其是从上个世纪的 80年代至今的三十年,

祈使句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前二

十年主要是继续了比较传统的研究,近十年越来越

多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借鉴英国 J. Austin和 Searle

的言语行为理论进行研究, 如: 方霁 ( 1999、2000)、

王秀荣 ( 2001a、2001b )、侯春杰 ( 2001)、马清华

( 2002)、许彩云 ( 2002 )、张美兰 ( 2003 )、李军

( 2003)、姚舜霞及邱天河 ( 2003)、赵微 ( 2005)、肖

应平 ( 2007 )等。因此我们选择从上个世纪的 80

年代起至今的三十年这个时段进行梳理,既可以纵

览传统的研究,又可以洞察传统研究大潮中的新动

向。这三十年该项研究的总面貌是: 两大派别、三

个领域。两大派别即传统研究和言语行为理论的

研究,三个领域即祈使及祈使句的性质和语气研

究、功能和结构类型研究、使用和习得研究。

一、祈使句的性质和语气研究

(一 )祈使句及祈使的性质研究

汉语本体研究和言语行为理论对祈使句和祈

使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前者研究的对象基本限于

语气祈使句, 后者则是对祈使言语行为的研究。

1.汉语传统研究:对祈使句的认识基本上分为

三类:语气说、功能说和融合说。

 语气说 !是由吕叔湘先生 ( 1944 )首先提出

的, 认为祈使是  支配我们的行为为目的 !的语气,

 命令、请求、敦促、劝说 !等种种差别  和语调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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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汉语学界所说的  祈使!或  祈使句!与西方言语行为理论所说的  指令行为!其所指是有区别的。后文

将有详细介绍。



大关系,但白话也借助于不同的语气词。!其后有
很多学者也采用此观点, 如: 胡明扬 ( 1981)、常敬

宇 ( 1988 )、贺阳 ( 1992 )、劲松 ( 1992 )、邢福义

( 1996)、商拓 ( 1996、1997)和范晓 ( 1998)等。采用

这种观点比较符合一般人的语感, 但  语气 !到底
是什么,语法学界并没有一致的认识。∀ 在祈使句

划分标准上,传统语气说认为句类和句子功能是一

一对应的, 更重视形式标准, 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家

泰 ( 1995),提出句类划分标准应是句法结构。

 功能说 !虽然较早就有人采用 (石佩雯,

1980) ,但最早明确提出的应是朱德熙先生的 #语

法讲义∃ ( 1982: 23 24)。朱先生提出  从句子的功
能来看,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

句、称呼句和感叹句五类 !。  祈使句的作用是要

求听话的人做某事 !。他同时也承认  形式和功能
之间的关系是错综的 !。此外还有: 石佩雯

( 1980 )、蒋平 ( 1984 )、刘月华 ( 1985 )、徐杰

( 1987 )、赵永新 ( 1988 )、袁毓林 ( 1993 )、张谊生

( 1997)、朱景松 ( 1998)、方霁 ( 1999)等。采用功能

说的学者一般是从表达了说话人命令、要求、请求、

禁止、劝阻听话人做或不做某事的角度定义的。

 功能说!承认形式和功能之间存在错综性和交叉
性, 认为主要应以在功能上是否表达了祈使意义为

标准,形式只能作为参考。袁毓林 ( 1993)据此划

分出了  核心祈使句 !和  边缘祈使句!。

语气和功能  融合说 !主要限于一些现代汉语
教学语法 (颜迈, 2008) ,他们用了  功能类型 !的说

法, 但是给祈使句下定义时, 又说  有祈使语调的

句子,叫祈使句 !, 实际采用的还是语气标准。因

此虽然也自称  功能类型 !, 我们还是将其归为融
合说。

在  语气 !说、 功能说 !和  融合说 !三者当

中,  功能说!所划定的范围最广,除了公认的语气

祈使句外, 还包括含具有祈使功能的疑问句。另

外, 各派都是在  语气!和  功能!两个方面中更强

调其中的一个方面, 而并非完全否认另一方的

看法。

总之, 由于对祈使句本身的认识不同,  语气

说!和  功能说 !在祈使句的划分标准及范围上存

在着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在起祈使作用的疑问句的

处理上。前者不视作祈使句, 后者则归为边缘祈

使句。

2.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借鉴言语行为理论对

汉语和其他语言进行的研究基本上对  祈使 !有着

相同的看法 (赵微 2005: 19): 指说者要求他人在未

来实施某种行为,具有指令语力, 可以根据目的或

迫切度区分出不同的次类, 疑问也是一种指令行

为。此外还有: 王秀荣 ( 2001a、2001b)、张美兰

( 2003)、和刘国辉 ( 2003)、夏菊芬 ( 2006)、王利众、

孙晓薇 ( 2006)。

与汉语传统看法不同的是,言语行为理论首先

把语言中所有的疑问看作指令行为,其次把所谓的

 情感性指令 !即表示希望和诅咒的句子也看作指

令行为。其实这种定义仍然可以看作  功能 !说的

进一步发展。

较汉语本体研究而言,言语行为理论所认定的

祈使行为表达式范围广泛得多, 包括  直接表达 !

和  间接表达 !两种, 前者直接将  我求你帮帮忙 !

这样含有祈使动词的陈述句划归其中,后者则较多

考虑语境因素。

(二 )祈使句的语气研究

1.  语气!及其类型

虽然  祈使句 !存在  语气说 !和  功能说 !等

不同的看法, 研究时也常论及  语气!,但到底何为

 语气!, 学界看法不一。代表性看法有: A.  狭义

语气说!:王力先生 ( 1985)认为:  % %, 凡语言对

于各种情绪的表示方式叫做语气;表示语气的虚词

叫语气词!。也就是仅把表示各种  情绪!的方式

看作  语气!, 也仅把语调和语气词作为判断语气

的主要手段。 B.  广义语气说 !: 贺阳先生 ( 1992)

认为:  语气是通过语法形式表达的说话人针对句

中命题的主观意识。从语义上看,语气是对句中命

题的再表述。!即表示情感、态度和意图的方式都

叫  语气 !, 影响语气表达的要素除了语调和语气

词之外, 还有句式变化和其他语气成分。

当然,学界也不乏其他看法, 如孙汝建先生

( 2000)认为语气是指说话人根据句子的不同用途

所采取的说话方式和态度,只有陈述、疑问、祈使和

感叹四种; 马清华 ( 1995)则直接质疑  狭义语气

说!,认为  祈使语气并不是靠语气词来表达的 !,

 祈使句的祈使语气主要是由语调表达!的观点也

是含混不清的。

另外,与  语气 !相关的  口气 !也有论述, 如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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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秋 ( 2002)认为在某种意义上  口气 !可看作语气
的再分类。

可见,到底何为  语气 !, 是只表示  情绪 !, 还

是表示情感、态度和意图,至今尚存分歧。

2.祈使句的语调和语气词

语调和语气词都是祈使语气的重要表达手段,

相关研究为:

( 1)对于祈使句语调的考察多是从它与祈使

句的功能类别的关系角度展开的, 而且由于语调和

语气词密不可分,所以语调考察经常伴随着语气词

的考察:

石佩雯 ( 1980)主要考察了不同语气的祈使句

的句调特点。认为表示命令或禁止时,  多不带语

气助词,语气强硬、严厉。全句句调都高!;表示请

求或劝阻时, 恰好相反, 另外,  祈使句末尾加上
&好吗 ∋ &行吗 ∋不是表示疑问, 而是一种委婉的请

求!; 沈炯 ( 1998)结合音理和功能考察, 认为祈使

语调短调和长调核型分别属于命令型和委婉型;劲

松 ( 1992)提出按照语气意义和语法表达形式的结

合关系可将北京话的语气分为  陈述、疑问、祈使

和表情!四种, 并划分出了祈使语气三个附类: 征

询、央求、命令; 徐晶凝 ( 2000)探讨了汉语语气表

达方式及语气系统, 认为前者主要有语调、语气助

词、叹词、语气副词、句法格式和同义选择, 并把后

者归纳为表态、表意和表情语气三种。

可见,对于祈使句语调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感

性描写方面,只有个别学者开始借助语音实验手段

展开研究,但调查范围还较为有限。

( 2)对于祈使句语气词的考察和研究成果相

对丰富,涉及多个角度:

黄国营 ( 1994)探讨了句末语气词的层次地

位, 讨论了  吧 !用于祈使句末的不同情况; 李明

( 1996)考察了语气助词的音高问题,认为:总是读

轻声的语气助词,其音高要受它前面非轻声音节和

语调升降的双重影响; 商拓 ( 1998)提出语气词的

使用是汉语特有的表达祈使语气的手段,认为由强

硬到和缓的七个语气助词为:啦、了、啊、吧、哟、嘛、

呗; 齐沪扬、朱敏 ( 2005)认为祈使句句末语气词的

分布存在选择性是与祈使句的类别及主语人称密

切相关的; 其他还有丁恒顺 ( 1985)探讨了语气词

的连用问题, 卢英顺 ( 2007)探讨了语气词  吧 !的

语法意义及作用等等。与上面的具体研究有所不

同, 胡明扬 ( 1988)曾就语气词的研究方法提出过

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要确切地分析语气助词的语

气意义, 就需要采取有效方法将其  孤立 !出来,而

不能随文释义。

不难看出,在祈使句语气词研究领域,近年已

基本不限于孤立地研究某个语气词,而是将其放到

不同的系统中, 或是联系其他的同类语气词,或是

联系祈使句的类别及主语人称等,进行成片考察。

二、祈使句的功能和结构类型研究

(一 )祈使句的功能类型研究

祈使句的功能类型包括内外两个系统,外系统

是以祈使句为参照点向外看, 看它与哪些句子并

列, 这实际上涉及句类问题。内系统是以祈使句为

参照点向内看,看祈使或祈使句内部又能划出哪些

类别。

1.外系统

( 1)普遍四分说。这是接受度最高的说法。

即按照句子表达的语气或功能分为陈述句、疑问

句、祈使句和感叹句。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一般都

采用此说; ( 2)特殊四分说。劲松 ( 1992)提出按照

 语气意义和语法表达形式的结合关系!将北京话

的语气分为  陈述、疑问、祈使和表情!∀四种。 ( 3)

五分说。朱德熙 ( 1982 )从句子的功能分成陈述

句、疑问句、祈使句、称呼句和感叹句五类。 ( 4)三

分说。徐杰 ( 1987)根据句子的  达意 !功能分为陈

述句、疑问句、祈使句三类, 祈使句又根据  表情 !

功能分为弱感句和强感句。 ( 5 )其他。马清华

( 2002)认为祈使句和意欲句有很大的一致性 (在

46项主要语法特征中, 39项相同, 仅 7项相异 ) ,建

议根据功能与形式相印证的句法原则,把两者统归

一类 叫  意志句!或  规划句!。

2.内系统

内系统是指祈使行为和祈使句的内部构成,以

下按两大派别列出有代表性的: ( 1)汉语本体研究

对祈使句的功能分类: 王书贵 ( 1985)四类: 命令、

请求、禁止和劝阻。劲松 ( 1992)三类: 征询、央求、

命令。袁毓林 ( 1993)三类六种: 命令句和禁止句、

建议句和劝阻句、请求句和乞免句。范晓 ( 1998)

十三种: 命令、请求、禁止、劝说、催促、商议、许可、

祝愿、号召、提醒、警告、威胁和戏谑。 ( 2 )言语行

为理论对祈使行为的分类:方霁 ( 1999、2000)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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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命令、要求、商量和请求。相同看法者还有曹忠

军及祁玲 ( 2001)。孙淑芳 ( 2001)四大类:请求、命

令、劝告及准许和禁止。王秀荣 ( 2001)十四种: 命

令、威胁、吩咐、建议、怂恿、号召、邀请、警告、提醒、

叮嘱、规劝、商量、请求与恳求和哀求。

可见,祈使句的内外两个功能系统在具体分类

上都还存在分歧。这主要是因为祈使句的功能分

类归根结底属于意义分类,而意义本身具有模糊性

和主观性。

(二 )祈使句的结构类型研究

真正明确论及祈使句结构类型的仅见张家泰

( l995) ,他提出句类划分标准应是句法结构, 但并

未深入探讨所谓按照  表语气的特定结构式 !形成
的句类系统。

以下是祈使句结构和形式方面的相关研究:王

书贵 ( 1985)首次明确提出祈使句主语除了由第二

人称代词和包括式的第一人称代词充当外, 也可以

用第一人称代词  我!; 韩孝平 ( 1992)从人称与句

子功能的关系角度考察了祈使句, 认为  祈使句的
谓语只能是表示动作或行为的动词或动词性结

构!, 包括动词谓语句、连动句、兼语句、 把 !字句
等句式,祈使句的人称也只限于第一、第二人称;贺

阳 ( 1992)认为,单凭标点符号是不够的,还需依靠

该语气在同现限制上的特点,在单句范围内,包括

以下几项:出现在由动词或动词性结构充当谓语的

叙事句中、与充当句中主语的第二人称代词以及第

一人称复数代词同现, 与  别!、 甭!、 不要 !,  不
用!等同现。袁毓林 ( 1993)仅从主语和谓语方面

予以说明,观点与贺阳类似。

可见,学者们对祈使句结构类型及特点的意见

分歧看似主要集中在祈使句主语上,实质上还是由

对祈使句的不同认识造成的,尤其是对类似  我求
您放了她吧!这样形式与功能不对应的句子。

三、祈使句的使用研究和习得研究

(一 )祈使使用研究

祈使使用研究包括对语气调节手段的研究、

 祈使行为 !实现因素的研究和祈使方式的研究。
1.对祈使语气调节手段的研究

( 1)祈使句的语气强弱及其调节手段一直受

到关注, 其中比较全面量化的研究当数李胜昔

( 1992) ,他统计出在祈使句系统里加强和舒缓语

气的方式都有 20种左右, 他还为每种祈使方式赋

了语气值。这种研究方法极为少见; 商拓 ( 1998)

则通过汉英比较提出了一些汉语特有的祈使语气

表达手段,如语气词、语气加强词、敬词及谦词、动

词重叠及把字句等;除了这些语气调节手段以外,

李军 ( 2003)认为省略句、倒装句、把字结构等句式

也都对语气具有不同的调控作用。

( 2)由于动词重叠是汉语的一大特点, 祈使句

又常使用动词重叠,所以祈使句与动词重叠的关系

就很自然地成为讨论的热点,关于祈使句中动词重

叠的作用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 ( a)语气  中和 !
说: 潘国英 ( 2007)认为,在祈使句中动词重叠起到

了中和的作用, 即用在强势祈使句中, 可以减缓量

度; 用在弱势祈使句中, 恰恰相反。持此观点的还

有常俭 ( 1981); ( b)  语气缓和 !说: 朱景松 ( 1998)

把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归结为  减弱动作、行为、
变化的量 !。认为随着句子祈使意味的逐步减弱,

容纳重叠动词的能力也逐步降低。持此观点的还

有刘月华 ( 1983)、赵新 ( 1994)和屈正林 ( 2004)。

2.对  祈使行为 !实现因素的研究
商拓 ( 1996)提出了理想祈使语气的基本要

素, 认为话语结构、用词差异和语调差异对于祈使

语气的强弱都有影响;王秀荣 ( 2001b)认为  祈使
行为 !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听话人是否按说话人意

图从事了某种活动,因此如何才能使说话人的意图

与最终结果相一致是个关键问题;李军 ( 2003)认

为  使役性言语行为 !实质是发话人利用话语策略
去触发受话人采取发话人希望的行动,实现发话人

的行事目的。他主要考察了使役效果的构成要素、

表现形态和使役取效的调控内容。

3.对祈使方式的研究

主要指结合情景因素对汉语祈使方式的研究。

对汉语请求方式的研究结论主要有: SongM e i Lee

W ong( 1994)认为  与西方以规约性间接策略为主
相反 !,直接使役方式是汉文化中占绝对优势地位
的使役方式, 它与规约性间接策略和暗示的使用比

例分别为 73. 4%、19. 2%和 1. 4%。姚舜霞、邱天

河 ( 2003)的结论与她相似: 直接请求在汉语中占

59. 7%;张绍杰、王晓彤 ( 1997 )的结论恰好相反:

规约性间接策略∀ 是汉语中最常见和最礼貌的请

求策略, 使用比例都在 50%以上。与其看法基本

一致的还有刘国辉 ( 2003) ; 李军 ( 2001)在其基础

上综合考虑社会权力、使役要求的难度等因素,做

了更加细致和全面的调查, 认为: 直接使役方式和

征询使役方式在汉文化中是两种相互补充、同样重

要的使役方式,各有自己的优势使用场合。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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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在汉语中直接使役方式和征询使役方式到底何

种方式占优势,目前并没有非常一致的结论。

综上,祈使使用研究不仅涉及静态的调节手段

和句式,而且涉及动态的实现因素和祈使策略, 此

外还开始将社会和文化因素考虑进来, 这无疑体现

了当下学界重视交际性的趋势。

(二 )祈使习得和教学研究

相对来说,祈使的习得与教学研究比较薄弱,

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而且大多停留在调查和

初步分析阶段。应该说,此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

阶段。

1.习得研究

主要是调查了祈使行为中的请求和建议言语

行为。请求言语行为是目前从第二语言习得角度

研究最多的言语行为之一,但有关汉语第二语言学

习者语用能力习得的相关研究少而又少,建议言语

行为的情况与此类似, 如:洪玮 ( 1996)对  请求 !言
语行为进行了小范围调查,发现学生的请求在很大

程度上偏离了汉语的语用习惯,由此认为在教学中

系统训练学生的语用技能至关重要。朱勇 ( 2005)

也对留学生的语用水平进行了调查; 丁安琪

( 2001)则对  建议 !言语行为进行了小范围对比调
查, 分析了其实施模式和出现问题。还有几篇硕士

论文涉及习得问题, 包括:薛秋宁 ( 2005)留学生实

施汉语请求言语行为调查及习得研究、黄仁新

( 2006)壮族学生汉语请求言语行为表达方式研究

和王霞 ( 2007)日韩和东南亚留学生实施汉语建议

言语行为的调查分析。

上面关于请求行为和建议行为的调查研究,都

集中在描写二语学习者的语用特征以及与操本族

语者的差异上, 主要特点是采用实证的方法,用数

字说明问题。

2.教学研究

肖奚强 ( 1993)专门论述了祈使义句的委婉程

度和得体性, 并建议合适时将各祈使义句串起来,

列出委婉程度强弱对比表,帮学生建立整体观念;徐

晶凝 ( 1998)对汉语普通话的语气助词系统及实现为

语气的情况进行了归纳描写, 并提出了一个参考性

的操作方案,建议采取  螺旋式推进!的教学模式。

四、小结

以上综述是从近三十年现代汉语祈使及祈使

句研究的三个领域方面展开的, 可以看出,该项研

究从总体上讲并不平衡,本体研究相对而言成果卓

著, 教学与习得研究则较为薄弱, 另外,它也体现了

近年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势 使用研究正在逐渐

升温。下面再看传统研究和言语行为理论这两大

派别在各方面呈现出的不同特点:

从研究方法上讲,传统研究主要运用传统的方

法如变换分析、语义特征分析等, 把语言看作一个

静态的系统, 侧重考虑句子的句法特征及功能类

型, 研究能进入祈使句的各种词及结构要受到哪些

句法、语义和语用的限制,囿于研究脱离语境的抽

象句子, 而较少考虑人的因素。即基本属于语言载

体层次上的研究,而非语言内容上的研究。应该承

认, 传统的研究方法无法描述交际功能层面的语言

形式,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语言中存在大量执行同一

交际功能的不同句子形式。

从研究领域上讲,传统研究主要是研究了带有

祈使语气的祈使句。这主要是因为对于祈使句性

质的认识,学界还显得过于保守。关于祈使功能和

祈使句之间的错对性,其实学界很早就注意到了,

从吕叔湘 ( 1944)、金兆梓先生 ( 1957)、开始, 中间

经过高名凯先生 ( 1963) , 最后再到朱德熙 ( 1982)

和邢福义先生 ( 1996) ,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热

点。但是,即使是以袁毓林为代表的  功能 !说也
只是给了具有祈使功能的疑问句一个  祈使句 !的

 名分!, 在研究时还是将其排除在外的。所以我

们认为汉语本体研究受传统观点的影响过深, 在祈

使句性质问题上一直抱着  犹抱琵琶半遮面 !的态

度, 确定的研究范围太过狭窄。

与之相比,言语行为理论由于不依附于结构主

义和功能主义, 对语言和言语不作严格的区分,其

研究范围大大超越了传统的研究领域。而且它更

重视人和社会的因素,更强调语境和语言的动态性

质∀。在此基础上, 它还根据任何祈使核心都表达

意愿这一事实, 倾向于将祈使看作语用范畴,而非

语义范畴。

从传统研究到言语行为理论指导下的语用研

究表明: 祈使重心已经由研究固定的语法意义转向

描述受情态意义、词汇语义、上下文制约的言语情

境中产生的各种变化意义。人们不仅研究影响祈

使意义的超语言因素,而且把祈使句与其他表达祈

使的手段,如疑问句、陈述句等进行对比,以揭示不

同语境中形成的各种祈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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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容否认, 套用西方的言语行为理论研

究汉语的祈使范畴也存在许多削足适履之处: ( 1)

在该理论框架下界定的  祈使 ! (指令行为 )范围过

大, 不符合汉语的实际; ( 2)整体照搬该理论,容易

忽视汉语本身的一些特点。如:使用动词重叠式和

把字句表示祈使是汉语特有的,该理论对此就较为

忽视。齐沪扬先生 ( 2002)也谈到: 言语行为理论

指导下的对指令行为的研究,有不少局限性:其基

本框架能否适合于汉语研究,需要有大量的实践的

研究成果加以证明; 它十分强调语境的作用,却忽

视了言语行为语言形式反面的验证。

综上,现有的对祈使及祈使句的研究, 传统研

究更重视语言形式, 重视微观, 重视深入挖掘语言

规律,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更重视语境和语用, 研

究领域有所扩大,研究视野和方法也开阔和丰富了

许多。但如上所述,两者又都有着自己不可克服的

弱点。笔者认为,现在需要将两者结合,取长补短,

一方面关注语言的形式和结构层面,另一方面考虑

语境对语言意义和功能的影响,将静态和动态因素

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研究,这也是本文试图强调的第

一点。

其次,现有的研究由于多停留在对祈使句语言

事实形式层面的研究, 对语用的研究重视不够, 对

祈使的本质更是缺乏深层次的认识,因而限于研究

零散的语言现象,考察孤立的语言材料, 而未能在

庞杂的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提炼和概括出人类语言

普遍适用的祈使构成规律。我们认为, 一方面, 祈

使言语行为是传达了特定祈使内容的言语活动,另

一方面,又是由说话方和听话方共同参与和促成的

社会交际活动,其实质是说话方利用各种话语策略

去促使听话方采取说话方所希望的行动,实现说话

方的行事目的。因而祈使行为必须考虑祈使效果、

祈使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现有研究较少从这一高

度看待祈使, 即使有所涉及也浅尝辄止, 因而祈使

句的研究一直缺少一个  纲领性!的东西。

最后,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比如祈使及祈使句

的性质,学界尚存模糊认识, 我们认为至少没有很

好地区分两个概念:  祈使 !和  祈使句 !。简要地

说,  祈使 !是句子的一种功能,  祈使句!只是一种

语法形式。两者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对应,其关

系可用下图表示:

类别 对应 不对应 不对应

(语气 )祈使句 + + -

祈使 + - +

简言之, 祈使句与祈使功能之间并非完全对

应: 一般而言,祈使句表示祈使是最常见的语言现

象, 即两者对应,但有时祈使句可以不表祈使,如:

a.见鬼去吧! b.去死吧! c.去你妈的!

这几句都是祈使句的形式, 却表示了诅咒 ∀。

与之相反,某些非祈使句有时也可以表示祈使, 如:

对坐在电风扇旁边的人说:  今天真热啊! !

(言外之意:请你把电风扇打开! )

这个感叹句有祈使意图,而且是靠句外信息传

达的。这种本身并非祈使句但在具体语境中具有

祈使功能的  祈使表达句 !更有表达效果(。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祈使及祈使句的研究,现

在迫切需要的是对于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的澄清,

在研究方法上则需要对传统研究方法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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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view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Imperativeness and the Imperative Sentences of

M odern Chinese in Recent Thirty Years

L I Pu

(Language C ollege, X inj iang University, X injiang Urumqi 830008, Ch ina )

Abstract: The researches on the imperativeness and the im pera tive sentences o f modern Ch inese in recent thirty years can be

summarized as tw o schoo ls and three fie lds. Spec ifica lly, the two schoo ls are traditional study and the study on speech act theo ry;

on the o ther hand, the th ree fie lds re fe r to the attributes o f the im pe rative sentences and the research on mood, the functions o f

the imperative sentences and typo logy o f imperative structure, as w ell as the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and acqu isition o f the

imperativ e sentences. About these researches, it is urgent to c la rify the basic prob lem s, to breakthrough the trad itiona lm ethods,

specifically, no t on ly pay ing attention to the form and the structure o f language, but a lso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 f contex t to

m eaning and func tion. In a w ord, this study needs to comb ine the static study and the dynam ic study together.

Keywords: imperativeness; the imperative sentences; m ood; acqu 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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