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价语句的言语行为分析
3

金　城
(吉林大学 ,长春 130012)

提 　要 :评价语句的目的不仅在于传达评价意义“好 /坏 ”,而且是说话人通过表明自己态度实现特定的语势 ,引发

受话人的取效结果。评价语句的语势根据语境发生变化 ,经常出现语势与取效结果之间稳定的对应关系受到破坏的现

象。因此 ,评价语句在交际过程中经常实施间接言语行为。说话人如何通过评价语句实现语势 ,取得既定取效结果 ,取

决于其评价态度。评价态度是说话人为实现语势而进行的一种能动操作 ,可以调节评价内容的真值性和确信度 ,准确表

达言语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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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lysis on Eva lua tive Utterances in Respective of Speech 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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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ve utterances can not only generate the good /bad evaluative imp licatures, but also exp ress the speaker’s attitude,

perform the illocutionary force and perlocutionary act. Sometimes the illocutionary force changes and can not p roduce certain

effects as it is influenced by the context. Consequently, evaluative utterances always perform indirect speech acts. How the illo2
cutionary force and perlocutionary act are performed is determ ined by the evaluative attitude, which may adjust the felicity of the

evaluative content and rep resent the intentionality perf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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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评价逻辑 ,评价是人的一种主观意识和观念活

动 ,是在对象性活动中表现的观点和态度。在言语交际

过程中 ,评价态度和意义可以还原为用普遍评价范畴

“好、坏 ”表述的评价语句 ,如“X хорошо/плохо”,“А (评

价主体 ) считает( знает, думает. . . ) , чтоX (评价客

体 ) хорошо/плохо”. 其中 ,“хорошо/плохо”表现的评

价态度是评价语句的核心部分 ,影响和决定整个语句的

意义。本文将评价语句看作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实施的

一种行为 ,从言语行为角度考察评价语句的语势、取效结

果、间接言语行为以及评价态度等问题。

1　评价语句与言语行为
言语交际本质上是说话人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意图 ,

受话人正确把握说话人意图的活动。这一活动只有通过

两者的双向作用才能达到预期目的。J. 奥斯汀提出的言

语行为理论正是抓住语言的这种动态特征 ,把语言研究

从以句子本身的结构为重点转向语句表达的意义、意图

和交际参与者的相互作用方面。“语势体现语句的总和

一体特征 ,涵盖说话人与受话人的关系、语用语境与交际

语境的关系、语用意义与字面意义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

系。语势针对说话人并告之其在语用语境中所起的作

用。语势同时又表达说话人的交际意图 ,在语句中反映不

同的交际态式”。 (孙淑芳 2002: 29)说话人如何通过语句

实现语势 ,直接影响受话人的情感状态 ,决定取效结果。

从言语行为理论角度看 ,说话人用语句表达评价意

义时 ,不只是简单表达自己的观点、情感态度 ,而是用特

定语势最大限度引发受话人的取效结果。塞尔指出 ,“评

价语句的言语行为目的是表达情感和态度 ,表扬或指责、

奉承或侮辱、推荐或建议、命令或指挥等 ,向受话人实施

影响的一种行为 ”( Searle 1968: 187)。如语句 X хорош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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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人表达的实际意义为“我赞扬 X,请你也赞扬 ”。 ( St2
evenson 1960: 207)这种语句不具有强烈命令或强迫意义 ,

是否实施行为由受话人决定 ,但该语句既表达说话人的

评价态度 ,又间接传达意图 :劝告。又如 ,语句 Этохоро2
шийкомпьютер可以表示对特定对象的一种推荐 ,具有

Ясоветую或 Ярекомендую的语势。这种评价语句的劝

告或推荐与纯粹命令不同 ,不直接影响受话人意志 ,而是

通过暗示间接促使受话人实施行为。

1. 1评价语句的施为性特征

明确体现语势的语句是施为句 ,它必须有一个施为

动词。“施为动词的语义特征在于准确无误地表达说话

人的交际意图 ,是说话人具体语势的表现形式 ,也是语句

施为化的标志。语句的施为性就是依靠作谓语的施为动

词来实现的 ”。 (孙淑芳 2003: 11)评价语句的施为性特

征比较独特 ,其施为意义不一定用施为动词 ,而是依赖语

境隐性表达 ,并引起受话人的取效反应。当听到“X хоро2
шо”时 ,受话人可以认为说话人在阐明自己的观点、信念

及态度 ,并把它理解为说话人在传达“Яуверен, чтоX

хорошо”,“Ясогласен”等观点。在语句“Онхороший

человек!”的命题中已经包含“Яхочухвалиться”,“Явы2
ражаюпохвалу”等语势。 (Вольф1985: 197)语句隐性施

为意义的理解具有较强的语境依赖性。通过语境和隐性

施为意义 ,可以预测评价语句的取效反应。

1. 2评价语句的语势与取效结果

塞尔以说话人的意图、语词与客观世界的适应方向、

表达的心理状态等言语行为的多种条件为标准 ,提出意

向行为的 5种类型 :断言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和宣

告类。其中 ,断言类和表达类与评价语句最为相关。在

断言类语句中 ,评价主体的理性层面占优 ,评价主体对某

事及命题的真实性承担义务。此时的心理状态是“相

信 ”。值得注意 ,虽然对该类语句的命题可以作出真 /假

的断言 ,但命题内容可以变化 ,这一变化取决于断言的事

实。表达类语句主要表现评价主体的情感状态 ,命题内

容的真实与否预先设定。断言类和表达类评价语句的取

效结果不同。试比较 :断言类 : Унего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го2
лос(Ятожетакдумаю) ; 表达类 : Какой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голосунего! (Великолепно! )

不同点具体表现在 : 1 )表达类评价语句主要用带有

как, какой等感叹句、表情感词汇、语气词、惯用语等多

种词汇 -句法手段 ,借助语境创造语言表达效果 (Акимо2
ва1990: 89) ; 2)表达类评价语句引起的往往是对情感内

容的反映 ,而断言类评价语句是对命题内容的反映 ; 3)断

言类评价语句的目的是传达说话人的评价判断 ,其取效

结果表现为受话人对说话人断言的同意与否 ,而表达类

评价语句的取效结果则表现为受话人的同感或反感。

(Davis 1980: 52 - 53)根据取效结果 , Вольф将断言类和

表达类评价语句的语势概括为两种情况 :在评价语句“Ты

молодец! ( Ev + ) ”和“Тыдурак! ( Ev - ) ”中 ,说话人

одобрение的表达具有语势 похвала, неодобрение的表达

具有语势 оскорбление;肯定性评价语句会引起受话人的

情感状态 радость, приятность,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否定性评

价语句会引起受话人的情感状态 огорчение, раздраже2
ние, неодобрение. (Вольф1985: 166)但在交际过程中 ,

由于语境因素的参与 ,取效结果表现出较强的任意性 ,经

常出现语势变化以及语势与取效结果之间稳定的对应关

系受到破坏的现象。如“Великолепно!”“Чудо!”“Хоро2
шиетуфли!”等根据语境及说话人与受话人关系而表达

“讽刺 ”、“幽默 ”等意义。 (Шмелев1958: 68)这说明取效

结果根据评价语句的语势及语境呈现多样性。

1. 3评价语句的间接言语行为

评价语句不只局限于是否具有断言、表达等语势。

它借助语境具有实施表达新语势的间接言语行为的条

件。如语句“Курить2плохо!”根据语境 ,既可以认为是对

事实描述 ,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劝告或对未成年人的一种

警告、责备 ,还可以有相同语势 :请求 ———Прошувасне

курить; Плохокурить. 这种语句的结构与说话人的交际

意图之间不吻合的情况就是间接言语行为。

判断评价语句的间接言语行为应以“成功条件 ”( feli2
city condition)之间的差异为原则。对命题内容条件来说 ,

间接言语行为的语势根据事态属现实世界还是可能世

界、肯定 ( Ev + )还是否定 ( Ev - )发生变化。说话人愿 /

不愿 (真诚条件 )、受话人有无控制力 (预备条件 )等在区

别语势的过程中都可作为条件。下面 ,考察评价语句表

示请求、建议、警告和疑问式间接言语行为的情况。

1)表示请求。从说话人角度看 ,表达肯定评价的命

题行为对说话人来说是愿望 ,因此说话人既是愿望主体 ,

又是受益主体。说话人的地位与受话人是平等关系。例

如 :间接言语行为 : Слишкомдушно. ─ Хорошоот2
крытьокно; 解释 : Еслитыоткроешьокно, этобудет

хорошодляменя; 直接言语行为 : Япрошутебяоткрыть

окно.

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表现的请求语势可以

用命令式代替。命令的语势作为请求的变体 ,具有预备

条件 :说话人对受话人具有某种权威性。有时尽管命题

内容承载说话人所愿的肯定评价内容 ,但对受话人来说 ,

命题内容与其意志相反 ,可能理解为强迫 ,于是说话人的

请求会遭到拒绝。因此 ,评价语句实施的请求间接言语

行为可以缓和直接言语行为或命令式表达的强迫或不礼

貌态度 ,实现委婉请求、隐匿命令等语势。

2)表示建议。与请求间接言语行为不同 ,表建议的

语势中 ,说话人愿意与否一般不表现出来 ,命题内容是肯

定评价。说话人认为其建议会给受话人带来益处 ,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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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为命题内容的受益者。例如 :间接言语行为 : Хоро2
шопоехатьвбольницу; 解释 : Еслитыпоедешьвболь2
ницу, этобудетхорошодлятебя; 直接言语行为 : Ясо2
ветуютебепоехатьвбольницу.

有时说话人的观点与受话人的观点冲突。受话人通

过自己的评价判断 ,会拒绝说话人的建议。此时 ,说话人

用 лучше替换 хорошо,相对弱化命题内容的肯定性 ,以

应对受话人拒绝的可能性 : Послушай, лучшепоехатьв

больницу. Лучшесразуже. 这里 , лучше没有强迫语势 ,

是否接受建议由受话人自己决定。 ( Арутюнова1988:

252)

3)表示警告。说话人对命题内容作否定评价 ,认为

命题内容对受话人不利 ,警告受话人不要实施命题行为。

例如 :间接言语行为 : Плохоходитьтуда. Тамбомба; 解

释 : Еслитыходишьтуда, этобудетплоходлятебя; 直

接言语行为 : Ятебяпредупреждаю: неходитуда.

因警告间接言语行为以对命题内容的否定评价为前

提 ,该行为已蕴涵禁止意义 : То, чтоплохо, сточкизре2
ниясубъектамодуса, запрещается. 警告行为是以说话

人知道命题内容可能会实现 ,受话人不知道命题内容实

现的结果为前提 , 这是说话人对受话人可控行为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едействие)的一种评价。此外 ,像 Пло2
хоупасть; Плохоспоткнуться等对受话人来说不可控的

评价也可以实施间接言语行为。

4)疑问式间接言语行为。用疑问式语句表达的评价

语句不是真正的疑问 ,说话人不寻求受话人回答命题内

容 ,而是说话人已知评价内容 ,取得受话人同意的一种语

用手段。这类语句经常使用情感形容词或情感成分 ,情

感形容词不能再对评价内容提出纯粹疑问。 ( Вольф

1985: 160)如 Какое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еплатьетынадела? 如

果在纯粹疑问句中出现情感形容词或否定语气词 ,那么

该语句具有反问性质 ,目的不在于获得信息 ,而是说话人

希望受话人验证其评价内容。试比较 :

① ─Онанаделакрасивоекольцо.

　 ─Какоеэтокрасивоекольцоонанадела?

② ─Развеэтонепотрясающийфильм?

　 ─Ещебы!

2　评价态度与评价内容的真值性
评价态度不仅指说话人对某一客体的评价 ,而且也

包括针对评价内容的真值性向受话人传达自己的态度。

这种态度以说话人在自己的概念世界中认知的真值性为

前提 ,是对评价内容的真值性和确信度的态度。评价内

容的真值性不是依据是否与现实世界一致 ,而是借助可

能世界概念 ,根据说话人对可能世界的命题态度来辨别。

因此 ,说话人的评价态度局限在可能世界领域 ,其观点不

具有客观真值意义 ,也不以必须与他人的观点相一致为

前提。

从言语行为理论角度看 ,评价语句的真实性不是依

据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真 /假 ) ,而是依据说话人的真诚条

件。 (Lakoff, Gordon 1973: 64 - 68)评价态度以说话人对

评价内容的直接认知为基础 ,并根据说话人的主观情态、

语境、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 ,它是说

话人对评价内容的一种能动操作 ,是为实现语势而进行

的一种操作 ,直接影响受话人的取效结果。

说话人的这种态度在评价和情感意义同时表现的语

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说话人一般用信源化 ( авториза2
ция)手段调节评价内容的真值性和确信度。所谓信源化

指说话人不仅在语句中指出评价内容 ,而且明示评价信

息的来源 ,即信源主体 (авторизующийсубъект) ,如 Олег

считает, чтоэтакнигаполезная; По- моему, Лариса

умница. (华劭 2003: 212)而没有明示信源主体的语句 ,

如 X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чтоР是一种判断语句 ,一般不

允许受话人提出异义或疑问 ,因而出现断然性。如果断

然性得不到受话人的认同 ,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取效结

果 ,导致交际双方误解。明示信源主体不仅可以表达个

人立场和态度 ,而且表明说话人可以对语句的评价内容

负责 ,间接让受话人认同他的观点 ,可以缓和语句的断然

性。这是在交际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语用方法。

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时说话人是具有独特个

性、价值观和心理特点的主体。他对某一事物的评价往

往与受话人或其他主体的观点矛盾或冲突。如在语句 Я

люблю( Ev + ) плохую( Ev - ) погоду中 ,说话人的嗜好

与对喜欢天气的普遍评价矛盾。此时 ,语句有必要明示

信源主体 ,明确指出评价内容只限于特殊主体的概念世

界 ,以制止冲突或矛盾出现。也就是说 ,当评价内容脱离

客观性和普遍性时 ,说话人有责任明示特殊评价主体。

(Ковалев1987: 89)

明示信源主体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 1)名词 (代词 )

+动词 (主动态、被动态 ) ; 2)前置词结构 ; 3)情态词。这

些手段进入评价语句后便成为语句的构成成分。例如 :

Викторсчитает, чтоэтакнигаполезна; Поегомне2
нию, этакнигаполезна; Викторсчитаетэтукнигуполе2
зной; Какизвестно, этакнигаполезна. 这些成分在形

式上扩展评价语句的结构 ,但不会破坏语句的语义结构 ,

反而成为语句语义结构的必要构成成分。它们介入语句

的语义中 ,不仅影响整个语句的语义 ,而且表现说话人对

评价内容的责任 ,弱化其绝对真值意义 ,附加不确定性 ,

缓和语句的断然性。根据上述表现形式 ,可以把信源化

手段分为以下三种 :

1)认知命题态度谓词。评价态度以说话人对评价内

容的直接认知为基础 ,因此说话人在语句中经常使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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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或意见等认知命题态度谓词来表现对评价内容的真值

性和确信度的态度。但知晓和意见命题态度谓词所表现

的评价态度不同。前者“以命题具有事实性为预设 ”,所

知晓的事实对其命题态度主体来说 ,应该是“现实中业已

发生的 ”(李洪儒 2002: 48) ,而且经过说话人验证。后者

没有命题事实性预设 ,只表现说话人的个人认知结果和观

点 ,希望得到受话人相关反应。知晓命题态度谓词潜在地

实现肯定甚至是断然语势 ,而意见命题态度谓词实现不确

定、协商等语势。为了弱化评价语句的断然性 ,说话人往往

用意见命题态度谓词表示自己的态度。试比较 :

③ Язнаю,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этоистинно.

④ Ясчитаю,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этовозможно.

如果说知晓类命题态度谓词因具有事实性预设而致

使评价具有客观性特点 ,那么 считать, полагать类意见命

题态度谓词则反映评价主体的心智世界 ,给评价内容附

加主观色彩。这类谓词用现在时第一人称引出评价内容

或用作插入结构时 ,强调评价属于说话人的个人观点 ,可

以把它们看作特殊施为动词。

2)不确定性。说话人表现对评价内容不确定态度

时 ,经常使用情态词、插入结构缓和语句的断然性。如 ве2
роятно, возможно, кажется, случается, по2моему等。

此时 ,语句表达不确定的态度。试比较 :

⑤ Лучшезвонитьему.

⑥ Вероятно, лучшезвонитьему.

⑦ По2моемулучшезвонитьему.

⑤是建议、请求间接言语行为 , ⑥⑦强调命题的可能

性和不确定性。说话人虽然把是否实施命题行为的选择

权交给受话人 ,但 ⑥⑦始终隐含说话人的愿望。因此 , ⑥

⑦要比 ⑤更委婉 ,更符合礼貌原则。

3)近似性。近似性指与表现语句确实性程度相关的

词汇 ,它表现对命题内容的似乎、大概等态度。 (Сорокин

1985: 63 - 68)当说话人不能认定自己的语句是对现实的

确定反应 ,但又是表达自己观点的唯一可能形式时 ,往往

给语句附加缄默色彩。一般用 буквально, такговорить,

пожалуй等表达。如在 Этослучилосьоченьпросто, по2
жалуй, несколько, бесстыдно, чтоли句子中 пожалуй,

несколько, чтоли提供的就是近似性信息 ,它们弱化断

然性。“近似性 ”可以谐调说话人和受话人的意见 ,尤其

是受话人的相反意见 ,也可以影响语句的真值性 ,具有语

用功能。 (Вольф1985: 113)

3　结束语
评价语句的目的不仅传达评价意义 ,而且通过语句

实现特定语势 ,引发受话人的取效结果。其语势根据语

境变化 ,经常出现语势与取效之间的稳定对应关系受到

破坏的现象。因此 ,在言语交际过程中 ,评价语句经常实

施间接言语行为。说话人如何通过评价语句实现语势 ,

影响受话人 ,取得既定取效结果 ,关键在于说话人的评价

态度。评价态度可以调节命题的真值性和确信度 ,准确

表达言语意向 ,因为评价态度是说话人为实现语势 ,针对

受话人取效反应进行的一种能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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