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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运用言语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 ,微观探讨环保类告示语的语用语言特点以及相关语用策略的使用状

况。研究发现 ,该类告示语大量使用祈求直接言语行为和相关间接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层面则集中在中心言语行为及其

与辅助言语行为的配合使用上。结合面子理论 ,文章指出 ,环保类告示语使用的这些语用特征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其制

作者对中国当前的社会、心理语境的顺应 ,体现他们的人本主义理念和追求语用和谐的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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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 resent study attemp ts to exp lore the linguistic p ragmatic features of the public signs of environmental p rotection and the

strategies emp loyed in them withi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peech Act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requests and some related indi2
rect speech acts are frequently exp loited in this category of public discourse; in term s of extended speech acts, CSP and its con2
currence with ASP are most often found. It is argued in the light of Face Theory that these p ragmatic features reveal the p roduc2
ers’adap tation to the current social and p sychological contexts of China in the new historical times and reflect their humanism

and socio2p sychological state of pursuing p ragmatic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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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告示语 , 又称社会标志语 (于伟昌 1998) , 属

于社会管理用语范畴。告示语涵盖的范围很广 ,

凡在公共场合张贴或印刷的旨在为一般公众或特

殊群体提供指南、提醒、警示等帮助的宣传性、服

务性语言标牌或标语都可归于告示语范畴 (陈新

仁 2001: 58)。请看下面几条关于环保类告示语

的实例 :

①一只水龙头一分钟流 5升水。

②花有意难开口 ,人有情莫动手。

③禁止在此倒垃圾。

④任何企业必须执行环保条例。

我们不难看出 ,上例几条环保类告示语具有

简洁明了、目标明确的特征。然而 ,细心的读者不

难发现 ,这几条告示语设计的风格各异 ,体现了不

同的设计理念。例 ①是一个事实陈述 ,具有告知

性特征。例 ②通过修辞的手法请求受众莫要动手

摘花。例 ③和 ④则语气生硬 ,直接禁止和命令受

众做出某一行为。本研究以各种环保类告示语为

语料 ,从言语行为理论入手 ,微观探讨其语用语言

特点以及相关语用策略的使用状况。

2　关于告示语的相关研究

社会用语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俯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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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它是一个相对稳定又不停变化流动的立体

交叉的开放体系 (周日安等 1992)。作为社会语

言学与语用学的研究课题 ,社会用语业已引起学

界的关注。关于社会用语的研究主要沿着学科本

体探讨和应用研究的两条路子进行。前者集中在

对其特征 (如王建华 袁国霏 1999)和方法论 (如

冯学锋 1994)的研究上 ;后者则广泛地体现在对

警示语 (如崔达送 1992)、告示语 (如陈新仁 2001)

以及其英译 (如吕和发 2004a, 2004b;王银泉 陈新

仁 2004;杨全红 2005;戴宗显 吕和发 2005;吴伟雄

2006)的考察上。其研究范围也逐步拓展到特定领

域 ,例如交通宣传语 (潘京安 周毅 2002) ,警示类

公示语 (王彩丽 2005) ,汽车车尾警示语 (蒋华 王

梅 2006,徐桂芝 王丽媛 2006)等等。

崔达送 (1992)指出 ,有些警示语忽视了交际

的对象 ,即使使用了诸如“请 ”之类的礼貌标记

语 ,同样产生了令人不快的效果 ;还有一类公示

语 ,如“禁止吸烟 ”、“为不危害他人的身体健康 ,

请不要吸烟 ”,虽无明显不当 ,但总是没把吸烟者

当作一个主体来看待 ,而把他们看作教育的对象。

笔者认为 ,警示语要注意社会文明 ,否则会造成维

护社会文明的意愿与本身的不文明形成背反。陈

新仁 (2001)指出告示语属于社会管理用语范畴。

作为一种公告性话语 , 告示语具有言简意赅、使

用范围广、社会功能强等特点。他调查统计了

456条物业管理模式下社会告示语的使用状况 ,

并从语言顺应理论的高度分析其语用语言特点及

策略取向。潘京安、周毅 (2002)从社会语言学视

角出发 ,认为交通宣传语的设计需要彰显公众意

识 ,体现服务宗旨 ;体现人文关怀 ,强调人本思想 ;

注重修辞炼句 ,讲求审美情趣。王彩丽 (2005)认

为当前的警示类告示语策划具有以下 4个特点 :

由直接向间接过渡、遵从礼貌原则、角色屈尊以及

幽默诙谐。蒋华、王梅 (2006)分析了汽车车尾警

示语产生的原因及类型 ,概述了相关修辞和语用

特点。徐桂芝、王丽媛 (2006)认为汽车尾标语以

其语言的简洁性和多样性、变异性和幽默性、时尚

性和交往性等特点 ,把安全模式和个性化结合起

来 ,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方言。

以上文献回顾表明 ,就研究主题而言 ,尚没有

相关研究涉及环保类告示语 ;就研究的理论框架

而言 ,缺少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分析框架的研究 ,而

告示语因其言语行为属性和面子威胁属性带有明

显的行为取向 ;研究方法上 ,除陈新仁 (2001)一

文外 ,大多都采取了描述性的分析方法 ,缺少实证

的数据支撑。鉴于此 ,本文拟通过实地调查和网

络搜索的方法收集有效语料 187条 ,运用言语行

为理论微观探讨环保类告示语的语用语言特点以

及相关语用策略的使用状况 ,以期揭示出此类告

示语制作的语用制约因素以及和谐社会语境下中

国社会用语体现的语用和谐特征。

3　环保类告示语的语用属性

社会用语的使用一般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

为 , 如号召人们遵守公德 , 禁绝有损于公众的行

为 (张新红 2000)。环保类告示语作为社会用语

的一种 ,具有社会用语的一般特征 ,凡提供指南、

提醒、警示等帮助的宣传性、服务性语言标牌或标

语都可归于告示语范畴 (陈新仁 2001: 58)。其目

的在于希望能够唤起读者的环保意识 ,以实际行

动保护环境卫生 ,创造和谐的生态环境 ,从而减少

或者杜绝危害环境的行为。也正因为如此 ,环保

类告示语的基本属性包括言语行为属性和面子威

胁属性。前者意在通过告示类话语达到促使人们

做出保护环境的行为 ,设计者意图通过说话 (告

示 )达到令他人做事 (遵守某一行为或者放弃某

一行为 )的目的 ,而后者则由于号召、请求甚至禁

止受众实施某一类行为而具有面子威胁属性 ,因

为通过说话来做事本质上表达了一种要求他人做

事的行为。因此 ,或多或少地损害了他们的消极

面子。例如 :

⑤上项目必须先办环保审批手续。

⑥提布袋购物是一种时尚。

例 ⑤使用“必须 ”一词 ,语气相对强硬 ,表达

了一种行政命令行为 ,要求上项目就必须办理环

保审批手续。这是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行政命

令 ,是典型的面子威胁行为 (当然 ,由于行政权的

参与 ,加上针对的是单位而非个人 ,这种面子威胁

似乎让人觉得不是很明显 )。例 ⑥则是一种告知

言语行为 ,是对某种事实的宣告 ,具有较轻的面子

威胁特征。

4　调查结果与分析

4. 1言语行为与间接言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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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反映环保类告示语的言语行为分

类 ,我们从言语行为的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对所

收集的语料进行分类。直接言语行为是指说话人

直接通过话语形式的字面意义实现其交际意图 ,

而间接言语行为则是指通过话语形式取得了字面

意义之外的交际效果 (如说话人通过表达陈述言

语行为“我很惭愧 ”,实施“道歉 ”言语行为 )。本

研究中间接言语行为的话语形式多表现为告知、

提问、劝慰和感谢而实际执行了请求的功能 ,即通

过实施一类言语行为间接地实施另一类言语行

为 ,以达到以言行事的交际效果。例如 :

⑦一块旧手机电池能严重污染六万升水。

告示语设计者通过告知一块旧手机电池能严

重污染六万升水事实 ,以引起受众对此的关注 ,从

而避免随意丢弃旧手机电池的行为。

⑧小草有情踏之何忍。

上例即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对小草的同情 ,

设计者首先将小草描述成一个有生命的物体 ,然

后发问“踏之何忍 ”,从而请求读者绕道而行 ,莫

要践踏草坪。下面的劝慰类则是比较直接的请求

方式。例如 :

⑨劝君莫打三更鸟 ,子在巢中盼母归。

感谢类则有别于以上三类 ,原因在于在对方

还没做出值得你感谢的事情之前就表达了感谢的

意愿。例如 :

⑩感谢你对花草的爱惜。

感谢类是在受众没有实施相关行为之前 ,设

计者便首先表达了其感谢之情 ,从而通过事先的

感谢来感染、影响对方 , 进而获得所需的支持、帮

助、合作等 (陈新仁 2001)。

上面这 4类通常叫做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

为 ;而对于规约性的间接言语行为 ,受众很难察觉

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在字面上的施为用意 ,原

因在于其已经内化为惯常使用的标准格式。因

此 ,将其归属为直接言语行为中的祈求类。例如 :

�λϖ Could you be a little more quiet?

这些话语字面的意义在于表达了询问和陈述

言语行为 ,并没有实施指令类比如请求言语行为。

然而 ,按照人们的常规 ,听话人都会自然地理解为

请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在句末或者主动词前插入

p lease得到验证。

�λω Could you p lease be a little more quiet?

也正因为如此 ,一旦 p lease在这类句子中出

现 ,其本身也就直接表达了请求的以言行事行为。

随着人们经验化体验和感知事物 ,即使在没有

“请 ”出现的情况下 ,人们依然将这一类句子理解

为“祈求类 ”。例如 :

�λξ 来也匆匆 ,去也冲冲。

例 �λξ是作为洗手间的祈求类用语。现代社会

节奏加快 ,人们匆匆而来。设计者首先表现为对

受众的关切 ,接着提出委婉的请求。该告示语都

表明设计者顺应了人们快节奏社会语境和爱护生

命的心理语境 ,从而成功实施了积极礼貌策略 ,以

此为基点 ,提出委婉的请求。

本研究所收集的直接言语行为的 3小类均属

于指令性以言行事行为。这表明了环保宣传语的

指令性规范性特征。而大量间接言语行为的使用

则体现了对受众的尊重与理解 ,展示了新时期中

国告示语语用和谐的特征。见下表所示 :

表 1　环保类告示语言语行为分类统计表

行为类型 数量 占总数比例 实例举隅

禁止 3 1. 6% 禁止践踏草坪

命令 6 3. 2%
任何企业必须认真

执行环保条例

祈求 33 17. 6% 请爱护环境。

间接 145 77. 6%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

合计 187 100% ――

禁止类言语行为通过直陈强制性措施以阻止

公众某种特定的违反环保行为的发生。禁止类告

示语的语用语言特点表现为祈使句式以及“禁

止、严禁 ”等字眼的使用 (陈新仁 2001)。环保类

告示语禁止类言语行为所占比例仅为 1. 6% ,这

说明了环保类告示语的设计者更多地关注其文

明、礼貌特征。命令类言语行为旨在通过强制性

指令要求公众遵守某种社会规范。其语气比较强

硬 ,受话人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在所收集的语

料中 ,发出这类指令的话语制作者带有官方的声

音或者机构话语的声音。例如 :

�λψ 上项目必须先办环保审批手续。

这一类命令性言语行为的受众并非广大公

众 ,而主要是指生产性的企业 ,一般带有行政上的

隶属关系。这类告示语的制作者顺应了中国政府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的社会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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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类言语行为的语力明显比以上要轻 ,其

语气要弱一些 ,留给受话人选择服从或拒绝的回

旋余地较大 ,在对受话人的消极面子有所威胁的

同时 ,采取了“请、请勿 ”等语用语言策略而有所

缓和 ,达到了该话语内部相对的“语用平衡 ”(陈

新仁 2004)。

�λζ 请勿攀折花木。

�λ{ 请选用无磷洗衣粉。

另一种祈求类言语行为带有一定的号召性 ,

目的在于呼吁公众加入环保的行列。

�λ| 人美 ,街美 ,城市美 ;靠你 ,靠我 ,靠大家。

此类祈求话语语言上一般带有一定的修辞色

彩 ,以唤起公众的注意与共鸣。又如 :

�λ} 请弯一下腰 ,让垃圾去它自己该去的地方

吧。

上面例 �λ}通过拟人的修辞手法 ,将垃圾比拟

成有生命的物体 ,有自己的家 ,为了能够让它回

家 ,祈求人类弯一下腰。举手之劳 ,何乐而不为 ?

告示语制作者正是通过这种人性化的表述 ,言辞

恳切地向受众提出温和的请求 ,既顺应了当今中

国创造和谐社会的背景 ,也顺应了受众期望受到

尊重的心理。

4. 2扩展言语行为层面分析

Ferra (1980)认为人们在实施言语行为时并

不总是使用单一的言语行为 ,相反 ,言语交际中经

常出现言语行为序列 (何自然 陈新仁 2004,陈新

仁 2009)。B lum — Kulka ( 1984, 1989 ) 及 Wood

& Kroger (1994) 所提供的分析言语行为的三个

层面则指出一个言语行为通常有中心言语行为

( central speech act, 简称 CSA ) ,辅助言语行为

( auxiliary speech act,简称 ASA ) 和修饰语 (m i2
crounit)构成。在我们所调查的语料中 ,修饰语仅

出现一次。

�λ∼ “嘀哒 ⋯⋯”水龙头正在提醒人们 :“快点

儿拭去我的泪水 ,不然我的泪水会流干的 ”。

嘀哒为修饰语 ;水龙头正在提醒人们为宣告

类辅助言语行为 ;“快点儿拭去我的泪水 ,不然我

的泪水会流干的 ”为祈求类中心言语行为。

该例也是我们语料中言语行为层面三分法同

时出现的唯一一例。

与日常话语言语行为不同的是 ,告示语中除

了以上三种组合外 ,还有一种即是重复出现同一

种主言语行为 ,以加强以言行事的语力。例如 :

�µυ 垃圾混置是垃圾 ,垃圾分类是资源。

我们对所收集的语料从言语行为层面的组合

方式入手进行了统计。请看表 2:

表 2　环保类告示语言语行为层面分析

扩展言语

行为层面

CSA +ASA

+M icrounit

CSA +

CSA

CSA +

ASA
CSA 合计

数量 1 41 42 103 187

百分比 0. 53% 21. 92% 22. 5% 55. 1% 100%

单一中心言语行为所占比例较高 ,解释了告

示语的简洁性以及宣传类言语行为出现的高频率

特征 ,与此相对应 ,言语行为三个层面同时出现的

低比例进一步验证了环保类告示语的简明扼要的

特性。一条告示语同一中心言语行为多次使用解

释了其语言的工整性与修辞性 ,而中心言语行为

与辅助言语行为的共现说明了祈求类与间接类告

示语所占比例较高的原因 ,因为辅助言语行为的

使用减轻了面子威胁的程度 ,增加了其间接性与

礼貌程度 ,体现了环保类告示语关注社会文明 ,尊

重受众心理感受 ,追求语用和谐交际效果。

5　结束语

社会用语是一个平面镜 ,能够直观地反映当

前中国时代发展和语言生活的概况。环保类告示

语作为社会用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反映了中

国政府和公众在当下工业化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

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以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的协调发展。我们或许能够从中管窥中国和

谐社会建设语用和谐发展的一个侧面。从内容来

看 ,环保类告示语主要集中在水、大气、野生动物、

森林 (包括花草 )、垃圾处理、汽车尾气 ,以及其他

包括手机、废旧电池等。这体现了当前中国的环

保主题以及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等的高速发展状

况。言语行为分析表明此类告示语的制作者大量

借助祈求类以及间接言语行为以引导和暗示公众

遵守某些社会规范 ,言语行为层面的研究即大量

主言语行为及其与辅助言语行为的配合使用也证

实了这一点。其语篇构建者运用这些语用策略一

方面力图最大限度地传达信息 ,另一方面也体现

了其人本主义理念 ,反映了和谐社会建设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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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们追求语用和谐的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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