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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分析基础理论的衍变
!

陈建祥
!盐城工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部"江苏 盐城"!!"##$#

摘"要!讨论了话语分析的基础理论"萨克斯#谢格洛夫和杰斐逊的会话结构理论"格赖斯的

合作原则"利奇的礼貌原则以及布朗和莱文森的面子理论的基本内容"分析了它们的历史贡

献和存在的缺陷"阐明了它们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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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话语分析%这一术语是由美国语言学家哈里

斯在&+*!年提出来的&在他看来"$语言 不 是 在

零散的词汇或句子中发生的"而是连贯的话语中

进行的%’&(&从 此"它 作 为 语 言 学 术 语 被 广 泛 使

用"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学分支&它的出

现体现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式不再单纯是静态的词

或者句的形式研究"而且有动态的话语和篇章分

析的功能研究&话语可以区分为书面语篇和口头

话语"话语分析也相应地分为对超句结构的描写

和交际过程意义传递的分析两个层次’!(!,-*#&
国内外学者对具体话语的表现形式及影响因

素做了广泛深入的分析研究"如拒绝)请求)致歉)
赞扬)道 谢)威 胁 和 批 评 以 及 具 体 言 语 行 为 与 年

龄"性别和社会权势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发

现这些话 语 分 析 研 究 都 是 以 一 定 的 理 论 为 基 础

的"因此有必要对其基础理论的发展衍变做一个

简要的回顾和评价"以便为将来话语分析的进一

步深入研究提供资鉴&在话语分析基础理论的发

展过程中"萨克斯"格赖斯"利奇"布朗和莱文森

等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萨克斯"谢格洛夫和杰斐逊的会话

结构理论

!#世纪*#年代"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普通

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现代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

的学科出现了"其理论支柱也就是他所倡导的结

构主义&索绪尔重语言结构!./0123#轻事实言语

!4/56.3#"认 为 语 言 学 的 任 务 是 探 索 语 言 的 构 成

规律和形式"而言语则是语言规则在实际使用中

的具体体现"没有科学分析的价值"因而这种研究

范式自出现伊始就饱受指责&

在7#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萨 克 斯"谢 格 洛 夫

和杰斐逊创立了民族会话方法学"提出要用会话

者本人的方法来分 析 会 话!860935:/;<60/./0/.=>

:<:#&他们从大量的自然语料中抽象出了一些基

本的结构,会话通常有开头序列和结尾序列-发话

者与受话者交替讲话"形成意义相关的话轮转换"

出现’)?)’)?)’)?模式’$(!,-7@#-会话的典

型结构单位是邻近语对"有时也会出现插入序列

和分岔序 列&特 别 指 出 的 是"他 们 对 话 轮!;250#

和邻近语!/AB/8308=4/<5#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在

他们看来"话轮是日常会话的基本单位"构成话轮

的语言单位可以是单词)短语)分句)句子)句组或

者更大的单位&会话中有一个潜在的"会话参与

者心照不宣地遵守的原则"即每次至少有一方"但

又很少多于一方在讲话&如果出现无人发话的局

面"便会有人挺身而出来挽救-如果两人或多人同

时发话"其中一个或几个便会让出话语权&而邻

近语对具有下列特征,一个应对只有一前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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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发话!始 发 话 和 应 答 话"#语 段 相 连$联 系 紧

密$由会话双方分别说出#始发话和应答话不能随

意排列$某一始发话的应答话往往不能用与另一

始发话的应答话%"&!,-!+7""’
英国学者 辛 克 莱 和 库 尔 哈 特 以 此 为 理 论 基

础$对课堂话语的建构模式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

从课!.3::60"到交际!3C8D/013"到话步!E693"再

到行为!/8;"的 由 上 而 下 逐 渐 细 化 的 话 语 分 析 单

位’这些发现系统地揭示了会话的精密结构$是

语言学理论的重要发展’然而他们把会话过程看

成是一个转换话轮的过程$实质上是结构主义在

话语分析领域的隐性延用$话轮的动态转换遮盖

了言语交际的动态过程$仍未脱离研究静态语言

的窠臼’

三!格赖斯的合作原则

与萨克斯他们不 同$格 赖 斯$利 奇$布 朗 和

莱文森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交际过程意义传递上’
格赖斯敏锐地觉察到会话不是由一系列不相干的

言语序列构成的$而是发话者和受话者共同努力$
相互配合的产物$据此他提出了会话的合作原则’
合作原则包括质的准则$量的准则$关系准则和

方式准则%*&!,-"7"’质的准则指不要说自知是虚假

的话$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量的准则指所说

的话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所说的话不

应包含超出需要的信息#关系准则指要有关联#方
式准 则 是 指 避 免 晦 涩$避 免 歧 义$简 练 和 井 井 有

条’如果违反这些准则$话语便产生了会话隐含

意义’并且他认为根据他提出的各项准则进行推

理$就可以推出说话人在话语中有意超越字面意

义的隐含意义$通过自身的体验和观察就可以发

现会话者一般都遵守合作原则%7&!,-(""’因此合作

原则可以看作是对会话者所发话语自然而又理性

的制约’
合作原则解释了话语序列之间的顺序性和连

贯性$一定程度上涉及了话语的理解’可是他把

为什么会话参与者会遵守合作原则归因于人的若

有若无$近乎缥缈的理性$与牛顿无法解释万有引

力时而求助于与上帝的做法相类似$未免是不得

已而为之’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也解释了信息交换

的有 效 性$但 是 却 又 存 在 描 述 不 足 的 问 题$如 吵

架(批评(撒谎和警察审问嫌疑犯人等现实的言语

交际事例’简而言之$他的理论一定程度依然没

有超出内部语言研究的框架’

四!利奇的礼貌原则

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充分肯定了其美国同行合

作原则合理性的一面$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并提

出了补救措施’在利奇看来$不仅语言本身受规

则 制 约$而 且 语 言 的 使 用 也 受 规 则 制 约%@&!,-!&"’
因此$人们在交际中不但要遵循言语序列顺序的

合作 原 则$而 且 更 要 遵 循 言 语 交 际 的 礼 貌 原 则’
礼貌原则可以很好地解释用语不当或出言粗鲁导

致交际失败的语用现实’他又进一步把礼貌原则

细分为得体准则(慷慨准则(一致准则(谦逊准则(
同情准则(赞誉准则’这些准则都与会话参与者

的损益有关$难怪F33)G601根据礼貌原则把会

话过程理解成一个补偿受话者的过程%!&!,-&@"’起

初$利 奇 把 礼 貌 原 则 看 作 是 对 合 作 原 则 的)拯

救*’后来他认为人们有意违背合作原则一般都

是出于礼貌的考虑$于是$他进一步提出礼貌原则

与合作原则并重’不同的语言文化的人们有着自

己的礼貌方式’针对语言文化存在的个性特征$
顾曰国提出了汉语文化礼貌的具体特征+53:438;>
H2.03::!尊 重"$E6A3:;=!谦 逊"$/;;<;2A<0/.
I/5E;D!态度热情"和53H<03E30;!文雅"$并仿效

利奇总结了*个下属准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

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从文化

观察的角度丰富了礼貌原则的内涵’
礼貌原则是一种社会制约$一种社会 道 德 规

范’人的社会性属性决定了人们必须遵守礼貌原

则’与合作原则相比$礼貌原则考虑了会话的社

会性因素$然而却忽视了与语言使用 的 主 体,会

话参与者本身有关的因素$这为会话理论的深入

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五!布朗和莱文森的面子理论

会话参与者则是布朗和莱文森研究关注的焦

点’高夫曼 曾 经 指 出 在 社 会 交 往 中 要 做 面 子 工

作%(&!,-&$"’布朗和莱文森深化发展了高夫曼发端

的面子理论’他们把会话参与者设置成一个常人

!J6A3.,35:60"’面子是他的基本需求$是在语

言共同体中保持自己的公众形象%+&!,-7&"’面子分

为两类+一类是积极面子$希望得到对方的同意(
认可或赞许#一类是消极面子$希望不被对方反

驳或阻止%+&!,-7!"’人们之间相互知晓公众形象对

于自身和其他个体的必要性’因此$人们在言语

交际中不仅要设法保全自己的面子$更要不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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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面子受到损害!布朗和莱文森采用积极面子

和消极面子来分析社会交往中的礼貌"礼貌等级

取决于相对权力#社会距离和强制程度!他们还

指出有一 些 言 语 行 为 本 身 就 是 威 胁 面 子 的 行 为

$KL’%"比如 说 批 评 和 拒 绝"需 要 实 施 策 略 来 维

护对方 的 面 子"提 出 了 用 函 数 公 式 GCM N$O"

%%P,$%"O%PQC来计算KL’的权重!因此

可以把礼貌比作能指"面子比作所指!
面子理论不但是对礼貌原则的继承"而 且 包

括了礼 貌 原 则 的 内 涵!面 子 理 论 把 社 会 学 的 角

度#心理学的角度和文化学的角度有机地结合起

来"具有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力"这就可能是为什么

大量具体话语分析的实证研究以面子理论为理论

基础的原因了!

六!结论

当然一种理论不可能提供话语分析所有研究

问题的答案"并且必须接受实证的检验!除了文

章中讨论的几种基础理论之外"关联理论从话语

与语境的关联来解释话语之间的关系也是颇具竞

争力的!还有学者致力于从生理学的角度来模拟

建构会话的生成模式!所有这一切表明"作为话

语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开放性的"凡是合理的理论"
都可以作为基础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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