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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 ,尤其是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发展 ,语言学家开始关注语气词的语义研究。本文以俄语

语气词为研究对象 ,探讨语气词隐含义的研究方法。只有隐含义被受话人理解 ,说话人才真正达到交际目的。隐含义的

推导过程同很多因素有关 ,其中广义预设同说话人所依据的规范或共有知识有关 ,推涵则同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有关。视

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气词的语义。语气词的隐含义的产生还同它所管辖的语言单位及其语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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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iew a t Study M ethods Im plica tion s on Particles
W ang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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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nguistic theories, especially in semantics and p ragmatics, linguists return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emantics of particles.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study methods of imp licit semantics on the basis of Russian particles.

Speakers can reach communicative purposes only if the imp licit semantics of his speech is correctly understood by the listener.

The exp lanation of imp licit semantics depends on many elements. Presupposition relates to norm s and the common knowledge of

speakers, and imp lication has a bearing on the subjective app roach, while the visual angle influences the semantics of particles.

After all, the imp licit semantics of particles concerns the language elements under jurisdiction and their seman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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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 ,尤其是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发

展 ,语气词的语义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语言学家的关注 ,

而语气词赋予语句的隐含义更是成为语气词语义研究的

焦点。很多研究者都在论著中谈到 ,除了从语句中直接

表达出来的信息外 ,语气词还有助于表达其他信息。Н.

Шведова指出 ,“кто2кто, аон2топридет”除了语句本身

表述的信息“他会来的 ”之外 ,还表示“另一些人或其他人

可能不来 ”的信息 (Шведова1960)。Г. Крейдлин分析了

同语气词 даже有关的“隐含期待 ”(Крейдлин1979)。Е.

Стародумова也描写语句的补充信息 ,如 Толькоонне

вернулся提供的补充信息为“其他人都回来了 ”,而 Даже

онневернулся则告诉受话人“别人更不会回来 ”这一隐

含意义。 (Стародумова1996)我们认为 ,在语气词的语义

研究中 ,隐含义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本文以此为切入

点 ,探讨语气词隐含义产生的机制。

1　预设和推涵
要描写语气词的隐含语义 ,首先要涉及预设理论 ,这

一理论为语气词的语义研究打开了突破口。正如 A lt2
mann所言 ,“‘语气词语义 ’(partikelsemantik)这一特殊领

域随预设理论的产生而产生 ”(Николаева1985: 80)。预

设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Т. Николае2
ва在对预设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总结后 ,概括出预设理

论发展的 4个阶段 (Николаева1985: 84)。

在这个 4阶段理论中 ,第一阶段的预设理论包括存

在预设和事实 (命题 )预设。如语句 Джонсъелвсесвои

яблоки的存在预设是 Джонсуществует; 命题预设是

Джонжив. 然而 ,这种预设理论仅仅提供了语句所建立

于其上的基本前提 ,它不能被否认 ,也不容许被怀疑。但

语句除了预设 ,除了语句本身所陈述的内容外 ,还提供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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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客观事实。如语句 ДляватусиДжонвысокий向受话

人提供了两条信息 : 1) Джон是瓦图西人 ; 2)瓦图西人通

常个儿都不高。由此 ,预设理论发展进入第二阶段 ,即除

了预设 ,语句还提供补充信息 ———蕴涵 (следствие)。预

设具有稳定性 ,蕴涵却需要受话人根据说话人的语句进

行推导。但这两种现象“都属于隐藏于语句中的真实世

界 ,它们同真假值及其检验相关 ”(Николаева1985: 82)。

语用学的发展推动预设理论走向第三个阶段。语用

学把说话人的世界引入语言研究。在预设理论中 ,语用

学把真实世界和“可能 ”世界结合在一起 ,把预设理论发

展第二阶段中同属真实世界的存在预设、命题预设和蕴

涵都归结为语义预设。同时 ,引入同说话人世界有关的

预设 ———语用预设。它包括说话人的意向 ,其对所述事

实的态度 ,对某些无可争议的真实或结论及现存规范的

知识 ,对受话人施加的影响等。这些信息都是主观的 ,是

人为地强加在语句上的 ,是隐含的。随后 ,在对语用预设

的研究中 ,又发现所谓“主观的 ”、“人为强加的 ”信息中仍

有部分属于无可争议的事实。因此 ,第三阶段中的语用

预设实际上包含了两种现象 :无可争议的事实和相对的、

“强加 ”的内容。语用预设又分化为两部分 : (1)语用预设

(无可争议的、不必讨论的内容 ) ; (2)语用推涵 (强加的、

可引起争议的内容 )。而语义预设也随之分为语义预设

(包括存在预设和命题预设 )和语义推涵 (蕴涵 )。从而进

入预设理论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四个阶段的预设理论实际上揭示语句隐含意义两

个层次 4个方面的内容。 (1)句法层 :同指向过去的推导

过程有关的语义预设以及同指向未来的过程有关的语义

推涵。它们都是从语句中直接推导出来的。 (2)交际层 :

同说话人所依据的规范或共有知识有关的语用预设以及

同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有关的语用推涵。从预设理论的发

展过程看 ,前两个阶段的预设“和句子的交际类型、语法

结构有关 ,特别是由于句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所触发 ’”

(华劭 2003: 249) ;后两个阶段的预设则开始关注“语用

条件下语句所增生的意思 ”(同上 )。语气词的语义正是

在“语用条件下 ”使语句“增生的意思 ”。因此 ,预设理论

的发展使语气词的语义研究之路豁然开朗。

对于预设理论发展第四阶段的 4个方面 ,华劭先生

曾作过精辟分析。他指出 ,“凡增生的意思与原来词语意

义和逻辑规则密切相关 ,就不易被取消 ,一旦被取消 ,就

会令人感到惊奇或异常 ,所谓语义预设、语义推涵就属于

此类 ;而得出语用推涵和隐含 ,则更多与语境、背景知识、

不完全符合逻辑的推导的规则、会话准则等一些语用要

素或条件有关 ,因为这些条件可以变化 ,而增生意思被取

消的可能性也较大。后一类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化着增

生的意思 ,应是语用学着力之处 ”(华劭 2003: 261)。在

语言学习、理解和接受中 ,在语言实际运用过程中 ,最难

把握又至关重要的正是语用推涵和隐含。因为这不是一

种客观存在 ,而是说话人希望受话人理解的真正含义。

2　作用范围和辖区
2. 1作用范围和辖区概念

语气词隐含义的产生同语句中相关的语言单位及其

语义有关。И.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把在意义上进入句法结构片

段并填补词位语义价的词、结构和语调手段称为“作用范

围 ”(сферадействия)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1996)。可以说 ,作

用范围理论是对配价和题元理论的发展。作用范围概念

扩大了题元理论的覆盖面。一方面 ,这里所研究的主导

词不仅可以是动词 ,也可以是形容词、副词、代词、前置词

和语气词。另一方面 ,其配价也不仅仅局限于主体、客体

等句子语义成分 ,它可以扩展至整个语句或语篇。因此 ,

在语气词语义分析中 ,作用范围无疑是一个较为合适的

概念。“辖区 ”概念最初用于以逻辑公式来描写逻辑性算

符、量词、系词的句法。之后逐渐被语言学家用来研究自

然语言中的逻辑词 ,并扩展到对非逻辑词的描写。在语

气词语义分析中 ,使用“辖区 ”这个术语更有利于准确描

述语气词的语义 ,使我们在实例分析中更好地说明语气

词所统辖的语义成分。因此 ,借用这一术语表示语气词

的作用范围。

2. 2辖区 P, Q, R

语气词通常有三个辖区 :直接辖区、相关辖区和表示

隐含义的语义辖区。我们分别用 Q, P, R表示。Q是语

气词直接管辖的对象。P是语气词间接管辖的对象 ,在句

法和语义上同 Q相关。R是由于语气词的使用 ,语句所

产生的隐含义 ,它常包含预设部分和推涵部分。如语句

Мальчиксъелтолькояблоко中 ,语气词 только的直接

辖区 Q为 яблоко;相关辖区 P为 Мальчиксъел; R则为

“他没吃其他水果 ;或许他只喜欢苹果 ”。

直接辖区内可能有语义辖区与句法辖区不等的情

况。如 Онхорошознаеттолькорусскийязык. 其句法

辖区 Qсинт
① = русскийязык,而语义辖区 Qсем = русский.

因为该语句所要区分的是“他只有俄语这种语言讲得很

好 ,而其他语言如法语、德语就不太好 ”。因此 ,从语义上

看 , только只管辖 русский一词 ,而非 русскийязык. 此

外 ,在任何情况下 , Q不能等于零。

作为语气词的间接辖区 , P可以是语句的述谓成分 ,

也可以是非述谓成分。如上文中的语句 Мальчиксъел

толькояблоко. 其相关辖区 P为述谓成分 мальчиксъел;

而语句 ИзовсехфруктовВанялюбиттолькоперсик, 其

相关辖区 P还包括非述谓成分 изовсехфруктов. 当 P未

用语词表示出来时 ,也可转入 R. 如前面的 изовсехфру2
ктов如果不在语句中出现 ,就可成为隐含义 R中的预设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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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义 R包括预设部分和推涵部分。其中 , 推涵部

分通常反映说话人的评价、态度、评述等成分。如语句

ЭтузадачурешиладажеВаня,其预设部分表示还有除万

尼亚之外别的人 ,而推涵部分为“万尼亚是学习较差的一

个 ”或“这个题目很容易 ”,这是说话人的评价。

2. 3直接辖区 Q的类型

从语言单位上看 ,语气词的直接辖区 Q涉及到词、词

组、语句和语篇。

(1) Q =词或词组

当语气词的辖区为词或词组时 ,语气词通常发挥实

际切分的作用。如在语句“— Можетбыть, помочьвам

тетрадипросмотреть, — предложилПетро. — Ещечто

придумаете! (В. Попов) ”中 ,语气词 еще的辖区由代词

что实现 ,即语气词 еще切分出语句的述位 что. 而在“—

МнеподругапосоветовалаобратитьсякИрме. Кней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записьилиможнопрямосейчаспрой2
ти? (Д. Донцова) ”中 ,语气词 прямо管辖副词 сейчас,起

到切分述位 сейчас的作用。

当语气词的辖区为词组时 ,须注意区分句法辖区和

语义辖区不一致的情况。有时 ,并非整个词组的语义都

进入语气词的语义辖区。比如 ,当语气词 еще管辖带数

词和名词的词组时 ,名词进入语气词的语义辖区 ,而数词

本身不进入 ,进入语义辖区的只是该数词的上义部分。

如语句 Вконцегодадедушкаоткрылещедвакафе中 ,

进入 еще语义辖区的不是 двакафе,而是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кафе. 其中的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еколичество就

是数词 два的上义。这个语句可以有三种理解 :当句重音

在句末时 ,其隐含义为以前开过其他店铺 ;当句重音在

еще上时 ,表示以前也开过咖啡馆 ,数量不详 ,一般多于或

少于两个 ,但也不排斥两个 ;当句重音在 два上时 ,同样表

示以前开过咖啡馆 ,但强调的是开咖啡馆的数量。

(2) Q =语句

当语气词的辖区涉及整个语句时 ,说话人强调他把

整个情景视为一个整体。换言之 ,语气词可以使原本可

以切分的语句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没有语气词时 ,语

句可以切分 ,一旦有了语气词 ,语句成为整体 ,语气词同

整个语句发生关系。如“Простоследуетаккуратноим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Д. Донцова) ”中 , следует(主位 ) / акку2
ратноимпользоваться(述位 )是一个可切分语句。由于

使用语气词 просто,该语句成为一个整体 ,语气词统辖后

面整个语句 ,起到突显该语句的作用。

统辖语句的语气词还受语气词所处的位置及语调因

素的影响 ,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1)语气词常置于句末 :

Нучтотамеще? (Е. Носов) (2)语气词还可位于语句起

始处 ,此时语气词和语句之间有停顿。如 : Только/ не

говорипронаклейку, — перепугалсяКирюшка, — со

светусживут(Д. Донцова). (3)如果语气词位于非起始

的其他位置 ,则没有重音。如 : . . . Кудаейтольконадо.

(С. Салынский)

此外 , Q还可以是语篇。限于篇幅 ,此处从略。

3　语气词隐含义的相关因素
隐含义的推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前所述 ,

语气词的隐含义包含广义的预设部分和推涵部分。预设

同所谓的规范、普适性认识有关 ,而推涵则是说话人的主

观评价和态度。同隐含义有关的还有视点 ,它是推断隐

含义的一种角度或出发点。这些因素构成语气词所在的

语境的一部分 ,构成交际双方的共有知识。Ch. Peirce认

为语用隐含是“恍然悟出的 ,忽然萌发的 ”;“特定的语境 ,

日常经验的归纳沉积 ,双方的背景知识 ,都会导致悟出这

种推涵 ,它虽不符合逻辑 ,但却极可能是语句所要表达的

潜在意思 ”(华劭 2003: 255)。实际上 ,多数情况下能“恍

然悟出 ”这种隐含的是母语承载者。话语双方所需的共

同背景知识已成为他们的联想积淀 ,使他们无需经过推

导就能悟出语用推涵。鉴于语用隐含的重要性 ,在语气

词的研究中有必要探究导致“恍然悟出 ”隐含义的各种

因素。

3. 1规范

规范 (норма)是一个多层次概念 ,有的规范同客观自

然规律有关 ,它依据的是规范性事实。如语句 Ещенена2
ступилвечер, новвоздухеужепочувствоваласьсырость

以两个客观事实为基础 :“夜晚总要来临 ”,“晚上湿度较

大 ”。这些事实是无可争议的 ,属于真实的自然现象。有

的规范属于规定性事实 ,它主要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

上。如语句 Емубылоужезапятьдесятлет, ноонказал2
сяещемолодымчеловеком (И. Тургенев)隐含着一种规

范 :人一旦到了 50岁 ,就算不上年轻了。这类规定性事实

是从真实性事实衍生出来的 ,以诸如“随着年龄的增长 ,

人会变老 ”这种真实性事实为基础。

3. 2普适性认识

普适性认识 (генерализация)同规范十分相近 ,两者

都体现人类对事物或行为的认识和态度 ,但它们分别以

不同的对象为基础。规范虽然同普适性认识一样 ,是人

类在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行动准则 ,但它立足于客观

自然规律 ,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人类行为标准 ;而普适性认

识则是人群构拟的 ,并为社会集团所意识 ,它的基础不是

客观的自然规律 ,而是人们心目中的道德或评价标准。

因此 ,规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是一种客观存在 ,是无

可争议的 ,它可以被遵循 ,也可能被违背。而普适性认识

虽然是人们建立起来的 ,有可能引起争议 ,但却被当成绝

对的、应该被遵循的真理。如 Доммирноспал, дажесо2
бакинеподнялиголов, когдахозяйкаушла(Д. Донц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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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а)隐含的普适性认识是 :“主人外出时 ,狗会作出相应的

反应 ”。这一普适性认识构成语句的语用预设 ,由此推导

出语用推涵“女主人出去未引起家中任何反应 ”。

3. 3隐含的主观评价

隐含主观评价 (скрытая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属于纯个人

的意义。“Отецужешестьлетнежилсними. Аона

по2прежнемубояласьегодаженарасстоянии(А. Рыба2
ков) ”中 ,语气词 уже表达说话人的观点 ,认为“父亲已经

有 6年不跟他们住在一起了 ,因此她应该不再怕他了 ”。

说话人认为要消除恐惧心理 , 6年时间够长了 ,但这只是

说话人个人的认识 ,无法检验。

在这种类型中 ,能够体现隐含特征的通常是那些有

助于表达极端态度的语气词。如 только, даже, и, уже.

如 ДажеиДицдовольноловкожонглировалпустыми

бутылками. ( А. Куприн) ; — Верно, иэтотсынхоть

куда. (С. Михалков)

3. 4视点

语气词的隐含义有时还同视点 ( точкаотсчета)有

关。在这一方面 , уже和 еще在表示时空意义时最为

突出。

在时间意义上 ,这两个词都包含语句中事件发生的

时间距离发话时间很远的语义。但两者的视点不同 : уже

是从比事件发生的时间更早的某个出发点往后计算时

间 ,表示 уже后面的动作尚未走出前一动作时间的范围 ,

即由前一时间点向前看 ,向说话的时刻看 ,有从该出发点

开始后不久的意思 ;而 еще则是从现在即发话的时间回

溯过去 ,属于往后看 ,往过去发生的事看 , еще后面的动作

有距离现在很远的意思。因此 ,这两者的语义差异可以

分别用 вскоре和 давно表示。正如 И.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所

概括 , “如果 еще通过把事件从说话人时间中分离出去 ,

从而强调事件距说话人很远的话 , 则 уже强调时间相距

远是通过肯定事件离前一相关点不远的方式实现的 ”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1996: 240) 。试比较 : ЕщевТверияпо2
нял, чтоедузря与 УжевТверияпонял, чтоедузря.

由于 Тверь离莫斯科不远 ,所以用 уже表示离出发时不

久 ,可译成“刚到特维尔时我就明白 ”;而 еще的视点则一

般为已到的终点如彼得堡等 ,其视点不同 ,是从说话时已

到的终点向后看 ,因此可译成“刚到特维尔就明白 ”。

еще和 уже的这种语义特征也构成其空间上的语用

机制 ,不过这时的视点该为空间坐标的取向。如在上升

时说 Ужевысоко; Ещенизко; 而下降时说 Ещевысоко;

Уженизко. 上升时 , Ужевысоко表示进入新的要达到的

上升空间 ; Ещенизко则表示在上升过程中 ,距预期目标

尚有相当的空间高度。下降时则相反 , Ещевысоко表示

说话人认为尚保持与地面有相当距离的高度 ; Уженизко

则表示已进入或接近预期的下降的甚至着陆的空间高度

或领域。

4　结论
综上所述 ,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在语气词的隐含

义研究中 ,预设和推涵是相关的两大要素。预设和语义

推涵均属于向后看 ,可称之为广义预设。而隐含在语句

中的主观评价则属于向前看 ,为推涵 ,是说话人所欲表达

的真正意图。 (2)语气词的隐含义 R同辖区密切相关。

语气词通常包含直接辖区 Q和间接辖区 P. 在不同的辖

区条件下 ,可以产生不同的隐含义 R. 因此 ,研究 [ P, Q,

R ]模式不失为分析语气词隐含义的有效手段。 (3)语气

词的隐含义通常包含预设部分和推涵部分。预设部分同

规范、普适性认识和上下文等因素有关 ;推涵是说话人所

欲表达的评价和态度 ;视点因素则是推断隐含义的一种

角度或出发点。

注释

①Qсинт和 Qсем分别表示语气词的句法辖区和语义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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