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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取了三种方法来论证校园师生从事语码转换是出于某些动机,第一#从观

察%访问和问卷调查这三种途径来收集语料及数据&第二#对语料及数据进行调查分析#找出常

见校园语码转换动机&第三#运用所收集的语料对校园语码转换动机进行逐个分析$ 语料及数

据调查发现了校园语码转换的分类%频率%校园人对语码转换所持态度#揭示了最常见的校园

语码转换动机$ 最后作者对所揭示的语言动机和社会心理动机进行逐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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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随着现代交际方式的发展!语言或语言变体之

间的接触愈趋频繁#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双语或多语社团中常见的语码转换现象 -(+9'K

;U6>(36.4! 2?/-以下简称 2?/越来越引起语言学

术界的广泛关注# 2?一般被视为社会语言学研究

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些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语料对

2?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如S+W0/([ ?)最

初对美国的西班牙语H英语 2? 的研究! 2/-+0

\8'-;K?(+>>+.对非洲 2? 的研究!以及学者们对亚

洲尤其是香港"新加坡等多语社会的 2? 研究!其

中最著名的是 &/=69 c6和 *+3. P6VV+.;对香港的

研究#

一(文献综述

2?动机研究的模式或理论中最早也最有影响

的当属:0+T和P,TW'-X对情景型语码转换和喻意

型语码转换的划分# 情景型 2? 即语码随情景"对

象"话题等客观因素的改变而改变!这实际上考虑

的是语码转换客观语境# 喻意型 2? 指说话人为

了改变话题或说话的语气!或者为了调整角色关

系"表达情感等而采取的语码转换!这里考虑的是

交际者的主观因素# 标记模式是 ?(+>>+. 在 #G$F

年提出的# 她的标记概念源于布拉格学派的

*/[+V;+.# 早期的语言学家将标记性视为一条原

则!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符号的交际价值在于其符

号系统中语音和意义中的两元对立!即语言的最小

单位由某种特征的有或无来标识音素和词义的差

别# ?(+>>+.将这一概念引入2?研究!但她认为2?

并不是以某种特征的有或无来界定的!语码选择的

标记性是呈阶梯式的连续体!表现为有标记和无标

记的不同等级!一般认为符合社会规范的"出现频

率高的是无标记的!反之就是有标记的*#+

#

适 调 理 论 的 核 心 概 念 是 语 言 靠 拢

-(+.='-4'.('/和语言偏离-96='-4'.('/这两种操双

语者的语言现象*!+

# 所谓靠拢是指说话人调整自

己的语言或语体!以更接近谈话对象的语言或语体

而拉近双方距离.所谓偏离是指使自己的语言或语

体变得与谈话对象的语言或语体不同而保持群体

特征拉大双方社会距离#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3,/提出的%惯例域&理

论-Y.;>6>,>6+./06;'9 &+T/6. 73'+-8/!也叫语域理论

-&+T/6. 73'+-8/也是 2? 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

理论之一# 所谓语域!是指由活动场所"活动参与

者以及话题等要素构成的社会情景# a6;3T/. 共

分出五个语域'家庭域"朋友域"宗教域"教育域"和

工作域*F+

# 对于操双语或多语者而言!人们期望

他们在不同的语域使用不同的语言# a6;3T/. 的

语域理论和P,TW'-X的情景型语码转换有着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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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概念交叉!因为两者都认为特定的语码适应

特定的情景或语域# 事实上以上各理论模式都各

有所长!也有内容重合之处#

上述文献主要从语言的语境方面出发对 2?

的动机进行了分析!但文献研究发现!目前为止!上

述研究均局限在西方固有的语境环境对 2? 现象

进行研究!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在

多年语言学教育和研究中!笔者发现中国高校校园

语境中含有大量的语码转换的现象!本文拟以大学

校园语码转换现象为个案研究对象!对 2? 的社会

语言动机进行实证研究#

二(数据资料与研究方法

大学校园是容纳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具有

不同语言组合的人们的一个大熔炉!因此也是从事

语码转换研究的天然实验室# 研究 2? 这一语言

接触现象!离不开语料的搜集# 本研究是在湖北武

汉的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进行的个案研究!主

要探讨校园语码转换动机# 数据资料有三种来源'

观察"采访和问卷调查# 笔者对校园师生之间"老

师之间和学生之间的交流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并

且为了扩大观察范围!笔者还邀请了对此研究感兴

趣的学生作为研究助手!共同搜集 2? 语料# 每当

研究人员遭遇2?!就会尽可能当场就2?动机访问

进行语码转换的学生或老师!并随后就对话场景"

参加人员及其关系"谈话内容及 2? 动机记下详细

笔记# 至于书面 2?!则只能记录而无法访问# 通

过这种方法!笔者一共收集了 $# 个含有英汉语码

转换的话语片段和 !G 个含有普通话,方言语码转

换的话语片段#

值得注意的是!此个案研究中收集的 2? 语料

库主要用于定性分析!因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其用

于定量分析将极为有限!定量分析的数据主要来自

问卷调查# 为了使本研究更为客观科学!笔者在此

对校园2? 动机的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了旨在

揭示校园2? 形式和频率"校园师生对 2? 的态度

及最常见的校园 2? 动机的问卷调查# 问卷设计

采用中文!为保证问题措辞清晰!问卷经过对 #" 位

调查对象的试点答卷后进行了修改!最终包含 #L

个问题# 问卷发放 #L" 份给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

的学生!L" 份给不同学科的老师# 收回的问卷共

#GG 份!其中 JJ 份来自英语专业的学生和老师!

#!! 份来自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和老师# 对调查对

象问卷调查答案的每一项都进行了比例统计!其中

对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师生进行了分别统计

和比较分析#

三(数据资料分析

笔者收集的2? 语料库包括 ##" 个口头 2? 话

语片段和 #G 个书面语 2? 片段# 由于口语语码的

选择对交际的环境更为敏感!此次 2? 动机的研究

主要基于对口头 2? 的分析#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大多数调查对象经常在校园里遭遇口头英汉或普

通话,方言2?!而极少数调查对象经常遭遇书面

2?!其中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调查对象对此

的意见较统一!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笔者选择口

头语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正确性#

关于英汉2?和普通话,方言2?!问卷调查表

明'F"^的调查对象经常遭遇英汉 2?!而只有 !)

%^的调查对象从未在校园里遭遇英汉2?.其中英

语专业的调查对象比非英语专业的调查对象经常

遭遇英汉2?的更多!从未遭遇英汉 2? 的更少.大

多数调查对象经常"偶尔或很少从事英汉2?!只有

J^的调查对象从未有过英汉 2? 行为!其中英语

专业对象 #)F^!非英语专业对象 #")M^.F%^的

调查对象经常遭遇普通话,方言 2?!#M^的调查

对象经常从事普通话,方言2?# 这些数据表明语

码转换在校园中相当盛行并证实本研究的实用性#

S+W0/([ 将 2? 按结构划分为句内语码转换

-6.>-/K;'.>'.>6/0;U6>(36.4/"句间语码转换 -6.>'-K

;'.>'.>6/0;U6>(36.4/ 和 附 加 语 码 转 换 - >/4

;U6>(36.4/

*M+

!笔者收集的2?语料库中也体现出了

这三类2?# 问卷调查中有两个问题涉及校园 2?

的结构!数据表明'大多数调查对象!包括英语专业

-M#)!^/和非英语专业-FM)G^/的师生经常使用

以词或短语的形式出现的英汉 2?!即句内 2?.大

多数调查对象经常使用以句子或段落形式出现的

普通话,方言 2?!即句间 2?# 由此笔者认为不同

的语码组合会导致不同形式的语码转换# 此外!笔

者对2?语料库的核实和问卷调查的结果一致'最

常见的英汉语码转换是句间语码转换# 那么究竟

是什么类的词或短语经常被转换呢2 P6VV+.;和

:)R)?)23/.曾提出实义词!尤其是名词经常构成

语码转换# 为了核实这一说法!笔者发现语料库

$# 个含英汉2?的话语片段中!词语转换的有 %M)

M^的词是名词!G)F%^的是动词!#L)G^的是形容

词# 虽然语料库不能构成定量分析!但也一定程度

上证实了P6VV+.;的说法# 再者!语料库还显示了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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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c6所提出的这种折衷形式 -(+TW-+T6;'

1+-T;/!即英语和汉语交织在一起构成 2?!如%;'

不 ;'Z8&"&做% W-';'.>/>6+.&"%;3+U,;3+U&等等#

此外!%+[/8&"% +>3'-U6;'&等话语标志!% .+U/8&

%.+.;'.;'&等语气词也频繁出现在语料中#

对待2? 的态度问题值得我们斟酌# 因为肯

定的"否定的或中立的态度会影响 2? 的动机# 2?

文献显示!一方面2? 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沟通才

能!另一方面2?又被冠以%语言污染&"%语言能力

低下的标志&等恶名# 这一争论促使笔者去调查

校园师生对2?的态度# 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应

答者-%F)L^/对英汉 2? 的态度为中立!其次 F!)

F^的应答者持肯定态度!只有极少数应答者-M)

!^/对英汉2?持否定态度.绝大多数应答者-$")

L^/对普通话,方言2?持中立态度!其次 #L)G^

的应答者持否定态度!而极少数应答者-F)%^/持

肯定态度#

关于校园语码转换的动机!笔者通过对语料库

和采访笔记的仔细审查!认为校园语码转换动机主

要有两类'语言动机和社会心理动机# 前者包括语

言准确"方便和简易.后者包括情景场合需要"身份

一致"表示尊敬或礼貌等等可以用以上 2? 动机理

论模式来解释的社会心理动机!以及委婉语"限制

受话人"幽默"时尚等其它难以用以上理论模式解

释的社会心理动机# 笔者唯恐语料库不能代表校

园最普遍的2?动机!又在问卷中加入了两个关于

英汉2? 动机和普通话,方言 2? 动机的问题!每

个问题都既有闭合式问项!选自语料库中的常见

2? 动机!又有关于其它动机的开放式问项# 问卷

调查结果与语料库中的动机基本一致!所有选项都

获得了调查对象的认可!尤其是幽默-!%)%^/"语

言准确"方便和简易 -!#)%^/"情景场合需要

-!#^/"语言学习-G)L^/等英汉2? 动机!以及情

景场合需要-FF)F^/"同乡团结一致-!L)L^/"语

言准确"方便和简易-!")M^/等普通话,方言 2?

动机# 另外!开放式问项还补充了强调"文化缓冲"

语言教学等英汉2? 动机和满足受话人要求"对受

话人表示尊敬等普通话,方言 2? 动机# 值得注

意的是!调查对象还提供了其它诸如习惯做法"无

意识或随意语言行为"粗心等 2? 原因!这些确实

存在于2? 现象中!但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因为

语言研究者就是要从复杂的语言现象中去寻找科

学的规律!而不是把语言现象看成是杂乱无章的随

意行为#

最后!问卷中的两个问题还揭示了某些校园师

生为什么从未有过 2? 行为的原因!这个问题虽然

背离了我们研究校园 2? 动机的主题!但却为今后

的校园2?研究提供了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

数从未试过英汉 2? 的受试者的原因是语言能力

匮乏-%#)F^/!这一发现表明校园 2? 代表的是语

言精通!而非语言能力匮乏# 而从未有过普通话K

方言2? 的原因就相当复杂多样!这里我们不作

赘述#

四(2?动机分析及简要结论

A+4>早在 #GLM 年就提出'语码转换究其本身

也许并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是一种心理现象!

它的原因显然是超语言的*L+

# 从这个早期的论断

我们得知2? 不仅是语言现象!也是超语言-心理

和社会/现象!由此 2? 动机也有语言动机和社会

心理动机之分# 通过对 ##" 个语言片段中的自然

产生的对话及其特定场景的具体系统分析!笔者将

校园2? 动机分为语言动机"社会心理动机两个

部分#

"一%语言动机

2?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因此校园2? 的语言

动机不容忽视!这些动机当然不能用以上 2? 社会

心理动机理论模式来分析# 上文提到的语言准确"

方便"简易可具体为以下四种语言动机'

#)填补词汇空缺

词汇空缺是指说话人主导语和客语之间缺乏

语义一致的对应者!由此 2? 用来填补词汇空缺!

用客语来表示本义或隐含义的细微差别# 例如场

景-#/'一女生和一男生在校园英语角谈论将来理

想的人生伴侣#

女生' 2/. 8+, 9';(-6V'8+,-69'/0061'K0+.4

W/->.'-2 &+8+, U/.>3'->+V'='-8贤惠2

男生'Y3+W';+):,>;3'T,;>3/=';+T'>36.46.

(+TT+. U6>3 T')73/>);T+-'6TW+->/.>)R+U/V+,>

8+,2 &+8+, U/.>8+,-1,>,-'3,;V/.9 >+V'='-8老

实+-/V/9 V+82

此对话中的 2? 是由于汉语词%贤惠&和%老

实&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合适的对应词!因其与对应

的%=6->,+,;&和%3+.';>&存在着语义差异!前者的含

义要比后者宽泛得多#

!)避免含糊

操双语者有时会为了避免语义含糊而转换语

码来重复话语!以增加清晰度# 例如场景-!/'新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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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开始!英语老师第一次课堂点名#

英语老师' P++9 T+-.6.4! (0/;;4 736;6;+,-

16-;>W'-6+9 /.9 Y)9 06['>+[.+U'/(3 +18+,)c'>T'

(/00>3'-+00)刘3朝 -X3/+/ 明 +-朝 -(3/+/ 明2

\+-.6.4V-643>.';;! >+U/-9;V-643>.';;! +->+U/-9;

>+T+--+U2

学生 #'朝-(3/+/明! >+U/-9;>+T+--+U4

英语老师'3尹思4 S-6=/(82 3易婷4 g+, 06['

'/>6.42

这段对话中老师首先用 2? 澄清了一男生名

字的发音和含义!因为汉字%朝&既是多音字!又是

多义字!而后面的2?则是通过两组同音词%尹思H

隐私&和%易婷H'/>6.4&制造幽默效果#

F)准确引用

表示直接引用是 2? 最常见的动机之一!叙述

者通过转换到原话者的语码使得叙述更为准确"方

便"生动# 例如场景-F/'宿舍里一女研究生正在

回忆其大学本科一年级时跑马拉松时的情景#

女生'-普通话/那个苦哇! 真不是人受的4 从

湖大跑到东湖梨园! 又跑回来! 你知道路上的人

怎么说2 -武汉话/这些伢儿跑死了4

M)经济原则

经济原则也称最少努力原则!其含义不言自

明!操双语者选择 2? 来避免更复杂"更费力的语

言结构# 例如场景-M/'校园里两位英语专业的女

研究生相遇#

女生 #'嗨4 夏丹!下周要开始做;'T6./-了4

女生 !'?'T6./-2 好的! 我第几个做2

这里英语词%;'T6./-&要比其对应的汉语五字

词%学术研讨会&要简单省事得多#

"二%社会心理动机

2?作为一种社会沟通工具经常是出于某种社

会心理动机# 语料中 2? 经常出于去除一语言中

的突出不宜特性的目的!使表达更模糊"柔和#

#)限制受话人

限制受话人是指操双语者转换语码以控制受

话人数量!使得不懂该语码的受话人被排除在外#

例如场景-L/'校园里一中国男生-N/和一外国男

生-:/一起遇到中国男生的同学-2/#

N'嗨4 刘伟4 Q3'-'/-'8+, 4+6.42 c'>T'

6.>-+9,(')736;6;*6TT8)R'6;1-+T N,;>-/06/)

*6TT8! >36;6;c6, Q'6! T8(0/;;T/>')

:'D6('>+T''>8+,4

2'D6('>+T''>8+,! >++4 ->+N/嗨! 你怎么认

识他的2

N'英语角里#

上例中!2同学的语码转换就是为了将外国男

生暂时排除在对话之外!以私下谈论他#

!)幽默

例如场景-%/'两研究生正在宿舍谈论课程

论文#

学生 #'这学期真是苦啊!我还有 D篇 (+,-;'

W/W'-没写呢4

学生 !'你们翻译方向这学期到底要写多少篇

(+,-;'W/W'-啊2

N' 唉4 <.(+,.>/V0'.+,.;4 要是有人帮我写就

好了4

:' 你净说这些 ;,VI,.(>6='T++9 有什么用2

快点写吧4

这一动机反映了校园师生用 2? 追求说话的

艺术性!达到类似语言游戏的幽默效果# 汉语中用

英语字母D代表不确定的数目十分常见!但是用

英语%不可数名词&来表示不计其数!用%虚拟语

气&表示非真实条件实在是校园独有的#

F)强调和对比

通常操双语者用 2? 作为强调的工具是由于

其迫使受话人去解释 2?!并通过两种语码的并列

对比来达到强调的目的# 例如场景-J/'校园里一

男生正在开另一男生的玩笑#

男生 #'曾愈!最近看你挺忙!是不是交女朋

友了2

男生 !'D+.;'.;'4 -普通话/ 胡说八道4 -武

汉话/ 瞎扯4

这段对话特别的是男生 ! 用三种语码并列来

加强语气!彻底否认男生 # 的推测#

M)文化缓冲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2? 可充当文化缓冲器使

操双语者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进行调和# 例如场

景-$/'教师节当天一英语老师走进教室注意到黑

板上写的%教师节快乐&!他不确定这个祝福是否

是自己班上学生为自己写的#

老师'请大家准备听写4 -注意到黑板上的祝

福字样/Y;6>1+-T'2

学生'g';4

老师'73/.[ 8+, ='-8T,(34 Y>);-'/008/3/WW8

;,-W-6;'4

中国英语老师了解中西两种文化!通过转换到

英语和西方文化!该老师提出自己的推测而又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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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置于太尴尬的境地#

此外!在社会心理方面!2? 还具有委婉语"体

现语言主体的语言时尚性"软化表达者的语气以及

加强内部团结和体现语言表达者的内部成员身份

等方面的社会心理作用!语言是思想表达的工具!

但语言本身并非只有单纯的工具性功用!隐藏在语

言背后的社会心理和语言动机是非常复杂微妙的#

尽管语言纯粹主义者认为语码转换是一种边缘化

的新现象!实际上语码转换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

然而对语码转换的学术研究的开展只有短短几十

年!其中存在着很多空白!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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