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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绕戏剧文本解读时互动性文学话语建构的实质,提出戏剧文本话语多层分析方法。以话剧 雷

雨 !文本为基础,通过分析语音结构、词汇 /句法结构、会话结构和语用策略等层面的文学语用模式,动态地解

释戏剧语用效果,发现作品表现出形式美、互动性和思想启发性的特点, 强调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深层主观世界

的交流, 作品呈现一定的现代主义创作趋势。戏剧语用文体认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考察文学价值所在,验证文

学批评给予作品的可能的解释方式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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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语言分析哲学的推动下, 戏剧文体学

研究从诞生到发展,迄今已推进到多层次戏剧话

语语用文体分析。发展中的文学心理学
[ 1~ 3]
、语

用学
[ 4 ~ 8]
、话语分析

[ 9~ 11]
、文体学

[ 12~ 14]
, 不断提

供研究的理论指导和方法,戏剧等文学语言渐渐

被当做言语交际系统予以研究
[ 15~ 20]

,戏剧对话与

日常会话之间的分野正在逐步消失。文学与非文

学都是语言交际活动, 戏剧文学的生产和接受是

一定历史社会、文化、情境和交际环境的产物。

一、戏剧文体学:走向多层次话

语语用

戏剧中的人物作为语言使用者, 通过使用语

言表现出其思想和理性。只有合理地充分地理

解、阐释戏剧语言,把握戏剧话语的言外之力、弦

外之音及深层意义,才能揭示戏剧人物隐秘的思

想和动机;只有更好地理解、阐述戏剧冲突,把握

戏剧作品的主题, 才能对剧本语言 (戏剧表演 )

抽象式、主观机械式的评论辅以真正全新的视角

的研究。这一研究注重戏剧篇幅体裁与语言的

特点、戏剧艺术及戏剧欣赏的实际, 突出对戏剧

语言本质特征的强调。

文体学理论认为,对作品的语言进行研究,

特别要注意文学语言使用时 ∀如何有意识地使

语言的使用臻于完善和优美#。文体学应采用
概括的方法, 与语境联系,把不同的格式放在一

起比较, 并观察由此产生的复杂模式;注意两个

或更多的格式,考察选择的可能性和微妙效果的

复杂变化,找到语言使用带来的效应的差异;处

理人们在语言潜势中选择语言的行为,看到言语

的目的、环境和细节
[ 14] 144 - 145

。

我们认为,文学文本阅读和写作是互动交际

的过程, 失去对现有交际资源的解释,文学解释

就不可靠。语言结构是符号结构, ∀符号风格不
仅包含讲话的典型方式,而且包括存在和行为的

典型方式# [ 21]
, 形式和意义间的藩篱被打破,不

同的言说即不同的意义。文学语用是过程美学,

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一定目的下和一定环境

下,文本 释者进行动态的思想往复互惠
[ 15 ] 15
。

对戏剧语用文体的建构式理解, 应结合文学

语用学、戏剧交际语用学
[ 18]
和语用综观理论

[ 6 ]
,

从语言交际认知的视角, 分析戏剧的语音结构、

词汇和语义结构、句法结构、会话结构、语用策略

等层次的作者 人物 读者的文学语用过程,注

重协作性、循环性的话语构建
[ 22]

, 体味文学特

征,发掘戏剧文体分析的潜力, 扩大某一戏剧美



学效果的视阈。

二、 雷雨!话语:语用建构

在戏剧  雷雨 !的文学接受的历史上, 一直

有着对剧本主题、人物的典型化理解。早期批评

意识中的富商家庭悲剧和社会问题剧的论断是

社会历史式的解读, 显然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局

限。现在,评论的视角越来越多, 不少学者提醒

我们注意 雷雨!非现实性的另一面。  雷雨!除

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外,还有其他的创作方法存

在于文学批评中
[ 23~ 26 ]

,例如:

 雷雨 !中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
义成分∃∃使得  雷雨 !这部作品本身呈现出无

比的丰富性。实际上, 现实主义并不是  雷雨 !

唯一的创作方法, 它本身可以说是现实主义、浪

漫主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等多元创作方法的

耦合互渗。  雷雨 !也不是一部纯粹的现实主义

作品, 它兼具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品格。一句

话,  雷雨!既是现实的, 也是超现实的或非现实

的,仅用现实主义的批评理论框架并不能准确、

完全、贴切地界定它
[ 24] 155

。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像  雷雨 !这样的优秀

文学作品,它的主题和它的主角等问题都不像很

多年来 ∀直、浅、露地宣布思想倾向 #的作品那样

一目了然
[ 25] 525- 526

。作品的巨大成功使我们可以

断言,它符合艺术特征和文学语言艺术的创作规

律,内容丰富,值得咀嚼和品味,主题发人深省。

抽象的批评意见怎样找到科学系统的阐释?

以语篇语用为主要分析视角和工具的戏剧文体

学方法是否有助于新时期中国戏剧研究? 如何

利用戏剧文体学解决中国戏剧文学批评亟须解

决的问题? 下面以  雷雨 !文本为基础, 对戏剧

语言的结构成分,包括语音、句法、语义、言语行

为、会话结构和语用策略等做语用建构、文学认

知的考察,揭示该戏剧语言使用者 (作者、读者 )

美学活动的动态过程和结果。

1.语音建构

甘柏兹 ( Gum perz)指出, 人们 ∀在口头交际
的过程中使用语言韵律来传情达意 #。语言韵

律包括:语调,不同音高的音节组合在一起;响度

的变化; 停顿、加速、减速等
[ 10] 132

。在戏剧  雷

雨 !中, 周朴园和鲁妈 (侍萍 )都用了停顿等具有

语音特征的话语, 如例 1
[ 27] 194

:

例 1. (周朴园和鲁侍萍分别三十多年后邂

逅 )

朴 (徐徐立起 )哦,你,你, 你是

鲁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朴 哦,侍萍! (低声 )是你?

在这一幕中,鲁妈 (侍萍 )在被前夫周朴园

(或周家 )背信弃义地赶出家门多年后, 见到已

是煤矿大老板的周朴园。谈话中,鲁妈故意隐藏

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听到周朴园打听 ∀梅小姐#,

更是谎称她是自己的一位熟知同乡。多轮对话

过后, 鲁妈终于忍不住吐露了真情,周朴园惊诧

不已。这时周朴园的话语中使用了停顿和低声,

产生语音韵律、语用模式,激发读者 /观众的语用

联想。可以说, 此时的停顿和低声发出了共振,

引发了语用话语 /意义建构,具体分析见表 1。

表 1 周朴园语音语用多层分析

人物对 话 语境 意义 文学话语建构项

周朴园:哦,你,你,你是

周朴园: (低声 )是你?

你还活着 (你终于回来了 ),可我怎

么敢相信这一切?!

你是侍萍,我该怎么办?!

a周朴园瞬间的复杂心情;

b周朴园对发生在侍萍身上的一切感到内疚;

c周朴园犹豫,不愿接受侍萍;

d周朴园感到形象危机:一个道貌岸然、拥有财富和社会

声望的煤矿董事长面临道德耻辱;

e侍萍扮演的道德指控力量。

周朴园的话语是掩盖性的又是揭示性的。

要想理解周朴园的语言,既要看到前者又要看到

后者, 语法选择受语篇和语用限制, 理解话语就

要进行推理,分析戏剧创作 ∀活动中#的语言, 与

作者 人物 ∀互换角色#。

而在另一场鲁大海与周朴园的对话中, 鲁大

海与周朴园的话语 (见表 2)通过戏剧交际话语

语用机制的运行,使同样的语言形式折射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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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意义和环境, 浅表的文本触发语用联想,

反映出深刻的不同。语音节奏又一次形成对照:

相似的语音结构,在对立人物的话语里彰显不同

的心理状态和目的等意义, 强化了剧情矛盾。读

者先是被同时嵌入两人对话中间的同一强烈节

奏所吸引, 继而卷人其爱憎情感和事实推理中。

表 2 鲁大海、周朴园语音语用对比分析

人 物 对 话 语 境 意 义 文 学 话 语 建 构 项

大 ∃∃ (慢慢地,低声 )他们三

个人签了字。

他们可能没有我就在复工合同上

签字吗? 这真不能让人相信!

a)鲁大海怀疑其他三位工人代表已签字的说法;

b )鲁大海感到被同志背叛的痛苦;

c)资本家阴谋分裂罢工组织,阴险可恶。

大 ∃∃你叫警察杀了矿上许多

工人,你还

大 哼,你的来历我都知道, 你从

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故意

叫江堤出险

大 ∃∃姓周的, 你发的是绝子

绝孙的 昧心财! 你 现在

还

你真是恶贯满盈,无恶不作! a)周朴园有一段罪恶发家史;

b )鲁大海憎恨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性;

c)鲁大海无奈中急于争取说话权。

朴 ∃∃鲁大海, 你现在没有资

格跟我说话 矿上已经把

你开除了。

不要幻想什么罢工运动了,闭嘴! a)周朴园对鲁大海的激动情绪和 ∀过激 #行为的蔑视;

b )周朴园对自己赢得谈判的信心;

c)周朴园为自己找到令对方停止谈话的借口而得意;

d )周朴园相信规则而非情感;

e)周朴园在对待工人问题上的狡猾奸诈。

朴 你胡说!

朴 (厉声 )下去!

你撒谎!

你疯了!

a)周朴园被剥去伪装,原形毕露,不能听任鲁大海数落

他的罪状;

b )周朴园不愿回首往事;

c)失去自控。

总之, 在动态的作者 人物 读者 /观众的

交际环境下,音韵特征的旋律最终促成各自不同

又相映成趣的语用范式,过程美的经历带来互文

式的语用效果建构。

2. 词汇、句法建构

萨伊德 ( Saeed)认为, 指称是一种意义理论。

萨伊德引用弗里奇 ( F rege)的方法。弗里奇指

出,人们使用不同的表达指向同一个所指∃∃那
就意味着意义和指称不等同。换句话即是,除了

指明我们所谈论的对象, 我们还表达其他的意

义
[ 8] 86- 87

。按照弗里奇的方法,指称涉及的语义

包括内涵意义和指称意义。前者是第一性的,是

指称意义的基础。萨伊德得出结论:指称表达的

意义, 既来自它的内涵意义, 也来自将其用于指

称所带来的意义。指称表达包括名词和限定性

表述等。四凤与周冲的一段对话在指称表达方

面的冲突体现得尤为突出,如例 2
[ 27 ] 276- 278

。

例 2. (周冲来慰问四凤, 在四凤家 )

四 二少爷,您渴了吧,我给您倒一杯水喝。 (站

起倒水 )

∃∃

四 不,让我再伺候伺候您。

冲 你不要这样说话, 现在的世界是不该存在

的。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我的底下人, 你是

我的姐姐,我的引路的人, 我们的真世界不

在这儿。

四 哦,你真会说话。

冲 有时我就忘了现在∃∃忘了我自己。像是
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在无边的海上∃∃

有一只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

紧, 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 有点咸的时

候∃∃飞, 向着天边飞。∃∃我们坐在船
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四 我们?

冲 对了, 我同你,我们可以飞, 飞到一个真真干

净,快乐的地方∃∃
四凤与周冲在指称表达的使用方面连续相

互冲突:前者多用敬语人称指示语,以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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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为代表;后者则出乎对方 (四凤 /读者 )的意

料,将自家仆人称 ∀凤姐姐 #、∀引路的人 #, 还以

∀我们#共称。分析可知,鲁四凤尽量与周少爷拉

开距离,这是因为: 1)鲁四凤 周家的忠实仆

人,充满了对年轻主人的敬重和感激; 2)鲁四凤

不愿意离开周家; 3)鲁四凤淳朴善良, 不解自己

怎么能与上层阶级地位同等。

而在周冲一方, 他努力将四凤拉近: 1)周家

年轻的主人,与其父亲截然相反,充满了进步、民

主和文明的思想; 2)周冲对生活充满浪漫幻想,

他的平等、自由社会的理想抱负赫然醒目。

指称话语的表层结构对照成为深层意义对照

的视觉化表象, 话语跨越句子边界, 构造出语言

∀核心体#,从而折射出意义的 ∀实体 #效果 [ 28] 15
,整

个作品的主题走向纵深。

在功能语法 ∀对话的本质#的前提下, 韩礼德

(H alliday)讨论了功能句法的人际意义。韩礼德

认为, 与交际或人际意义有关的是语法系统中的

语气系统,即 ∀陈述#、∀疑问 #和 ∀命令 #的功能范

畴。句子语气结构的组成除了主语、谓语动词,

还有非常重要的语气附加语 ( mood ad juncts)。

语气附加语表示句子情态或语气评论,主要的语

气附加语可分为: 1)表示极性和情态的: a极性

(不, 是,无,如此 ) ; b可能性 (可能, 也许, 肯定,

大概,差不多 ); c通常性 (通常, 有时, 总是, 从

不,曾经,很少,极少 ); d意愿性 (情愿地, 怡然地,

欣然地,当然地,自然地 ); e责任性 (毅然地,绝对,

尽量,不惜一切,想尽办法 ); 2)表示暂时性的: a时

间性 (仍然,还, 已经, 曾经, 很快,就要 ); b典型性

(偶尔,通常, 一般,大多 ); 3)态度评价性的: a明

显性 (当然,肯定,显然,明确地 ); b强度性 (刚刚,

仅仅,只,甚至, 实际上, 真的, 事实上 ) ; c程度性

(相当, 几乎, 几乎不, 完全, 彻底, 整个 )
[ 29] 82- 83

。

语气附加语包括副词、词组或短句结构。

在鲁妈 (侍萍 )三十年后遇见周朴园的一幕,

鲁妈的台词以表示否定和可能的语气附加语为

特征。积极的、建构式的文学语用分析显示其人

际意义、语篇意义交际的独特魅力,分析见表 3。

表 3 鲁妈 (侍萍 )话语语气附加语多层语用分析

鲁妈对话 /附加语气 会话语用含义 语 境 效 果

也许记得, 不知道老爷说的是哪

一件?

说不定,也许记得的。

不敢说。

冤家路窄,这是真的吗?

他认出我了吗?

你 (周朴园 )还记得有个∀她 #吗?

a)鲁妈不 (敢 )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周朴园对家乡 (精

神家园 )有怀旧之情;

b )这样谈话下去,结果会怎样?

c)鲁妈不能确信周朴园现在的情况 他现在还与当

时一样狠心吗?

d )鲁妈常规的温柔善良的品质;

e)鲁妈对自己情绪的控制。

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

听人说她生前是不规矩的。

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

不清白∃∃

周朴园,你 (现在 )怎样看这样一个

不顾忌周围、为情所动的女子?

多年前遗弃,现在却与 ∀她 #相认,

缘由何在?

你还是赶我出门时的你吗 残

忍、无情、势力,一如你的富贵的封

建家庭?

a) ( 上述各语境含义 )

b )鲁妈拒绝任何说自己行为 ∀不规矩 #的指控;

c)鲁妈窥视周朴园对邪恶的 ∀公众舆论 #的反应;

d )鲁妈对年轻时遇到年轻浪漫的周朴园所发生的天真

∀无知 #行为而后悔。

大概她是不愿意吧? 她怎会返回自己的伤心之地?

她怎敢梦想周家的接受 /忏悔?

她有理由找到周家,这可能是你关

心的事吗?

a)鲁妈不敢相信周朴园竟然建议 ∀梅小姐 #返回周家;

b )鲁妈可怜自己的卑微:一个像她一样的可怜女人会被

允许有一丝自由的想法吗?

c)与周朴园探讨人之常情太滑稽了,既然起初他 /周家

可以那样绝情。

当我们随着鲁妈的意识去感受、判断时,周

朴园的 ∀本我#与 ∀自我 #之矛盾显而易见。因此,

不得不说, 最近文学阅读认识到的超越传统 ∀政

治#、∀阶级 #题材评价 ∀  雷雨 !的人性回归∃∃结

构与戏仿#
[ 26] 1
的意见是有一定文本依据的。

剧作家的词汇、句法语用变化层出不穷。研

究发现,在句法层, 利用不同人物话语中的语法

的及物性过程的调节 (如例 3
[ 27] 256 - 258

), 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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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视觉上的 ∀三足鼎立#,增加了情节浓度。

例 3. (鲁家的一场对话,鲁妈察觉家里情况

不妙, 决定带女儿出走 )

贵 (对四凤笑 )四凤,你听你妈带着你走。

∃∃

四 (惊 )您,您真要带我走?

鲁 (沉痛地 )嗯,妈以后说什么也不离开你了。

∃∃

贵 ∃∃可是你要带四凤到那儿干什么?

鲁 女孩子当然随着妈走,从前那是没有法子。

概念功能 ( ideationa lm etafunct ion)指人们对

现实世界包括心理世界的经历的表达,是由句子

及物过程结构 /及物系统 ( transit iv ity )来表达

的
[ 29] 179

。及物系统一般分为物质过程、心理过

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

等;每一过程又由特定过程、过程参与者和环境组

成。在物质过程 (m aterial process)中,特定过程为

∀动作# ( doing ), 参与者为行动者 ( Actor)和目标

( Goa l) /承受者 ( Pat ient)。这里,四凤、鲁妈和鲁

贵的话语运用了不同的及物过程形式,表明了各

自对世界的概念,也潜意识地表达出各自在事件

中的立场和所持的态度,具体分析见表 4。

表 4 四凤、鲁妈、鲁贵及物过程语用分析

人物 句 法 及物过程 参与者角色 话 语 语 境 意 图

四凤
您 (真 )要带我走 带走 母亲 (行为者 )

四凤 (承受者 )

(对鲁妈:深层 )提醒母亲切勿采取错误决定;

(对鲁妈:表层 )表达对母亲的决定的欣喜;

鲁妈

妈不离开你 不离开 =到达 母亲 (来源 )

四凤 (目标 )

(对女儿 )安慰女儿;

(对鲁贵 )表达决心;

女孩子随妈 跟随 四凤 (来源 )

母亲 (目标 )

(对自己 )表达内心信念;

(对鲁贵 )为行动辩解;

(对四凤 )解释行动的原因;

鲁贵 你要带四凤 带走 母亲 (行为者 )

四凤 (承受者 )

指责鲁妈行动决定的错误。

如表 4所示,四凤和鲁贵情愿选择 ∀ (甲 )带

走 (乙 ) #的句法语义过程,将鲁妈置于主动的行

为者的位置,要负责任,应受指责;而鲁妈则将句

子及物过程替换为 ∀ (甲 )到达 (乙 ) #, 四凤的句

法功能角色随即由被动的、动作延及的 ∀承受者#

(利益损失 )转变为暗示动作目的的 ∀目标 #角

色,含有获得利益而非蒙受损失的意蕴。事实

上,及物过程的选择表达了人际和话语意图。读

者只有认识到语言体系的对照、上下文的意境,

才能建构出戏剧话语。

语体是思维中的形象,是故事被视觉化的方

式,是实现舞台距离的方式, 是 ∀事件 #的语言构

造体。线性的文本经过交互式的反映, 聚射出立

体的对话效果。

3. 会话结构建构

戏剧作品中, 会话结构的文学语用得到发

挥,如会话局部结构相邻对和话题控制, 吸引着

读者 /观众的 ∀听辩#。

首先, 在会话结构局部结构的探讨中, 相邻

对指两个人对话各说一次所构成的对子。一个

相邻对包括两个对话人各一次相继讲出的内容。

先后各一次的说话内容分别属于相邻对的第一

部分和第二部分, 并且相互关联, 表现出诸如问

候 问候、提问 回答、给予 接受等的类型。

一种类型的第一部分要求对应本类型的第二部

分,反之,本类型的第二部分只适于对应该类型

的第一部分, 即该会话结构中, 施行一定言语行

为的第一部分预示了下一个确定言语行为的第二

部分会话行为。同一个第一部分具有两个以上地

位不同的第二部分, 其中,说话人期待的反应称作

优选的第二部分,不期待的反应称作次选的第二

部分。第二部分为次选时, 第一方心理上没有得

到满足
[ 7] 313- 315

。相邻对是话轮衔接的重要机制。

在 雷雨!中,话轮衔接结构的语用真实而富

有艺术表现力量,如例 4
[ 27] 224- 226

。

例 4. (繁漪、周萍争吵 )

繁 萍,你刚才同四凤说的什么? ( 1)

萍 你没有权利问。 ( 2)

繁 你不要以为她会了解你。 ( 3)

萍 这是什么意思?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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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你不要再骗我,我问你,你说要到哪儿去? ( 5)

萍 用不着你问。请你自己放尊重一点。 ( 6)

繁 你说,你今天晚上预备上哪儿去? ( 7)

萍 我 (突然 )我找她。你怎么样? ( 8)

繁 (恫吓地 )你知道她是谁,你是谁么? ( 9)

萍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真喜欢她,她也喜

欢我。过去这些日子,我知道你早明白的很,

现在你既然愿意说破,我当然不必瞒你。 ( 10)

繁 你∃∃同这么一个底下人的女儿, 这是一个

下等女人 ( 11)

萍 (暴烈 )你胡说! 你不配说她下等,你不配! ( 12)

繁 (冷笑 )小心, 小心! ∃∃一个失望的女人
∃∃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 13)

萍 我已经打算好了。 ( 14)

繁 好,你去吧! 小心∃∃风暴就要起来了! ( 15)

萍 (领悟 )我知道。 ( 16)

探讨例 4会话结构局部结构的运行, 其相邻

对语用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周萍、繁漪对话相邻对语用分析

编 号 话轮交换相邻对 第一部分 (繁漪 ) 第二部分 (周萍 ) 是否优选的第二部分

1 ( 1) - ( 2 ) 问题 不期望的回答 *

2 ( 3) - ( 4 ) 前置警告序列 前置接受序列 *

3 ( 5) - ( 6 ) 问题 回答 &

4 ( 7) - ( 8 ) 问题 (回答 ) +挑衅 *

5 ( 9) - ( 10 ) 问题 回答 &

6 ( 11) - ( 12 ) 建议 拒绝 *

7 ( 13) - ( 14 ) 警告 接受 *

8 ( 15) - ( 16 ) 威胁 接受 *

周萍和繁漪之间拥有过多的不相关的相邻

对,引起人们的注意, 读者的智力与情感必将参

与到对剧情和主题的推理中。透过这些话轮衔

接的不和谐, 可以看到人物的语用策略、交际意

图 他们操纵会话, 争夺主动地位, 因而读者

也看到人物的生活状况: 1)人物表面关系是母

子; 2)人物实际关系是出现裂痕的情人; 3)两个

人有不同的理想和愿望。进一步联系语境,寻找

语境效果, 繁漪关心 ∀儿子 #, 提出问题, 给予建

议;周萍作为 ∀下一代 #, 尊敬 ∀母亲 #, 承认其地

位,有问必答。而事实上, 交际的表面下, ∀冰山#
再也难以藏身,人物之间的矛盾, 人物自身的矛

盾,已超越句表, 进入文学主题。

其次, 会话结构中, 话题的概念指谈话语用

过程中的信息结构的中心。对于话题, 研究者至

今未能找到准确统一的表达来给它下定义。  语

义学与语用学!一书较为全面地总结语篇话题的
现象和研究

[ 4] 160- 165
:

∀话题 #的概念是 ∃∃使一段连续的话语
∀关于#某件事, 而另一段连续的话语 ∀关于 #另

一件事。它是人们直觉上认为满意的、有统一规

划性的思想
[ 4] 161
。

话题由命题库组成,或称为围绕情境语境和

上下文的话题框架。话语参加者通常遵循话题

框架的约束, 换句话说, 人们的语言交际遵守合

作原则,注重交际的信息性、真实性、清晰性和关

联性。会话语篇中, ∀说话者话题#指对话双方有

各自对话题和切题与否的看法, 因此这一提法更

为准确。话题有被控制、支持或转换的现象。

 雷雨 !中, 周朴园总是坚持自己的话题控

制,表示他的威严, 然而周朴园与侍萍三十年后

偶遇,他的话题控制有些特别。话题控制话语依

先后次序列出, 见例 5
[ 27] 184- 186

。

例 5. (鲁妈等待探望女儿四凤、周家现在的

仆人,忽与周朴园偶遇,相谈 )

朴 (沉思 )无锡? 嗯,无锡, (忽而 )你在无锡是

什么时候?

朴 哦,三十年前你在无锡?

朴 嗯, (沉吟 )无锡是个好地方。

朴 你三十年前在无锡么?

朴 三十年前, 在无锡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

朴 你知道么?

朴 我问过许多那个时候到过无锡的人, 我也派

人到无锡打听过 ∃∃不过也许你会知道。
三十年前在无锡有一家姓梅的。

朴 梅家的一个年轻小姐, 很贤惠,也很规矩,有

一天夜里∃∃ 你知道么?

朴 哦? 你说说看。

朴 也许,也许你弄错了,不过你不妨说说看。

闲谈中,周朴园对 ∀无锡#话题表现出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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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 他接着迫使鲁妈讲给他三十年前无锡一个

梅小姐的逸事,他完全不顾鲁妈对该话题的保留

态度, 或鲁妈想要改变话题的意图, 精力完全集

中在支持他自己的话题上。仔细审视他的 ∀口语

语法 #所蕴涵的言语活动发现: 1)周朴园有强烈的

目的; 2)周朴园强烈的目的性是下意识的; 3)周朴

园怀旧; 4)周朴园心态焦虑,为抛弃 ∀梅小姐#深深
内疚。与周朴园面对罢工代表 (鲁大海 )时的威

严、残忍相比,与他对于繁漪的漠视相对照, 此时

的他似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情感专注,有感激

心和归属感,充满纯情浪漫、淳朴善良的人性。难

道是物欲横流的世界、世俗的影响让这个自然的

人异化了? 剧作表现出现代主义的创作倾向。

4. 策略、原则建构

间接的言语超出寻常文字、寻常文法甚至逻

辑的表达,反常合道、无理得妙, 体现着深刻的语

言智慧和魅力。借鉴语用研究所发现的语言使

用 ∀间接性#概念,人们常常不是坦直地去说自己

想说的话,而是往往通过某种方式间接地去表达

自己
[ 7] 119, [ 28 ] 119 - 146

。我们知道, 语言使用中的 ∀拐

弯抹角#现象可以围绕语言形式和功能、字面意义
和话语意义等方面来呈现,又可以围绕言语行为、

话语连贯性、甚至会话合作原则等方面来呈现。

使用间接语言的效果有时既费力又冒风险,

然而间接语言出自 雷雨!人物口中, 却为作品带

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鲁大海工人出身, 上文在

周朴园面前, 他表现得激动气愤, 而在下例 (例

6
[ 27 ] 278

)却选用了语用模糊 一种语用上的间

接。语用模糊的言语让使用效果被有意识地不

确定化。谈话中,当参与双方的责任和权利关系

不明确时, 出于个人利益和礼貌的原因, 双方都

乐于保持话语效力处于开放的、有待商榷的状

态
[ 30]
。语用模糊的类型主要包括: 1)多重语用

模糊: 说话人在一个话语中对不同的听话人表达

其不同的言外行为; 2)双重或数重语用模糊: 一

个话语对同一个听话人表达两个或两个以上、有

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言外之力
[ 20 ] 379- 380, [ 31] 112

。

例 6. (周家二少爷周冲来鲁家看望四凤,大

海回家相遇 )

大 (冷冷地 )这是怎么回事?

冲 鲁先生!

四 周家二少爷来看我们来了。

大 哦 我没想到你们现在在这儿。父亲呢?

四 出去买东西去啦。

大 (向冲 )奇怪得很! 这么晚! 周少爷会到我

们这个穷地方来 看我们。

冲 我正想见你呢。我觉得我对你很抱歉的。

大 什么事?

鲁大海的语用模糊既包括多重语用模糊:他

的话语对不同的释话人 (周冲、四凤, 及至读者 /

观众 )表达其不同的言外行为, 又包括双重或数

重语用模糊:一句话对同一个听话人 (周冲或四

凤 )分别表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言外之意。

首先, 几句话询问、惊诧 /提问、惊诧、陈述的

字面功能不同于它们的语用意义, 即指责、贬斥、

拒绝,具体语用含义可以先后 /共同表述: ∀今天

周家少爷屈尊而至, 这极不正常! # ∀一个富家少
爷和一个穷家丫头不该这个时辰到我家里来相

会? # ∀周冲,你一定不是真诚来到寒舍,表示对我

家人的挂念! 告诉我你的卑鄙勾当! #∀我不会与

你交往,你这个恶心的吸血鬼! #
语用模糊方面, 对周冲而言: 1)鲁大海对周

冲行为、动机、思想表示否定; 2)鲁大海憎恶周家

人,视他们为禽兽心肠的剥削者代表; 3)鲁大海

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 4)鲁大海讽刺富贵和文

明,视之为虚伪毒害的陷阱。对四凤而言: 1)哥

哥提示妹妹两家社会距离远, 关系不好; 2)哥哥

提醒和警告妹妹要看清世道, 明白真相, 谨防自

食恶果。

文行至此, 读者 /观众仿佛置身于立体影院

的空间,作者、人物的对面。读者 /观众被戏剧语

用的磁场深深吸引, 读者 /观众因戏剧语言的魔

力而深深卷入剧情, 心潮起伏: 年轻浪漫的周冲

能懂得大海含沙射影的责备吗? 无辜的周冲怎

堪父母孽债的重负? 读者 /观众悬念四起: 天真

无邪的四凤能悉知大海间接转达的教训吗? 她

的爱情命运又会怎样?

鲁大海的间接语言还表现在他的语用模糊

与话语角色转换的有机结合上, 相得益彰, 详见

例 7
[ 27] 246

。

例 7. (鲁贵、四凤被周家辞退。鲁家饭后 )

贵 ∃∃ (向四凤 )茶呢?

四 爸,你真是喝醉了么? 刚才不给你放在桌子

上了么?

贵 (端起杯子, 对四凤 )这是白水, 小姐! (泼

在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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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冷冷地 )本来是白水,没有茶。

贵 混账。我吃完饭总要喝杯好茶, 你还不知

道么?

大 哦, 爸爸吃完饭还要喝茶的。 (向四凤 )四

凤,你怎么不把那一两四块八的龙井沏上,

尽叫爸爸生气。

话语角色及其转换理论
[ 31~ 32]

是近年来语用

学的又一研究成果。话语角色指交际主体与交

际信息在语言交际中组成的不同关系。依据此

关系, 话语有生产者 /发出者、接收者 /解释者、传

递者等。说话人细分为发话者、作者 /来源、传递

者、代言人和传声筒等, 对谈话内容所负责任大

小不同;谈话接收者可分为受话者、旁听者和观

众等, 参与交际的义务和能力有区分。话语活动

参与者考虑对话语信息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于是

话语角色有转换现象。

事先, 醉意中鲁贵要四凤给他沏茶, 发现送

上的是水, 非常不满。家里一贫如洗, 四凤无辜

被责。旁听者鲁大海忍无可忍主动插入话语。

鲁大海先是以说话人角色表示了对父亲要求的

接受, 接着, 鲁大海从说话人的话语角色 ∀回缩#
到代言人的角色,接续父亲 ∀责怪#妹妹。这一角

色转换意味深长。

从话语角色转换理论的角度看,角色转换意

味着责任、义务的变更。平时鲁贵就欺压无辜,

无理取闹,现在鲁贵更是因鲁大海带来的辞工一

事心情不快、醉意醺醺。如果鲁大海直接帮助四

凤指责父亲蛮不讲理,大海会罪上加罪, 一场家

庭暴力势不可免。为了避免与继父鲁贵的直接

对峙和正面冲突, 维护鲁贵的父亲地位和面子,

鲁大海细心地选择了角色转换。另一方面, 对于

极度自私、妄自无耻、好大喜功的鲁贵来说, 鲁大

海实际上还发挥了传声筒的角色 他个人的物

质欲望必须得到满足 (包括使用敲诈勒索的卑鄙

手段 ) ! 不过这次的传声筒传递给意识不清的鲁

贵的是满意, 而传递给意识清醒的四凤 /读者 /观

众的却是对鲁贵自私自利、无耻下作人性的讽刺。

三、小 结

通过对  雷雨 !人物对话和文学话语的语用
建构及文体特征的研究,结果表明: 作品是一个

开放的文本, 一个句法 语义 语用结构的实

体,作者在文本生成过程中预见了读者的解释过

程。通过剧作家与读者阅读接受的共同创作,自

然朴实的语言资源, 既保有即时性、未加工、歧

义、无关联、无规律的印记,又在 ∀合作#创作过程

中变得有目的、有节奏、有规律, 表现出意图性和

关联性,成为多元的艺术符号。结果还表明, 作

品中的现代主义元素在于它多层次诗性美的语

言形式构造、与读者的深层互动, 也在于它的作

品主题特征。这里, 个人独特的感受方式极其细

腻,反映出心理层面的真实; 思想意识上, 对现实

持批评态度,反映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扭曲和

异化,作品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自省式创作特征。

文学的解读和批评若能将描写和解释不只

建立在平面的语言 ∀规律 #之上, 而是建立在言

语 /话语现象的戏剧交际语用的动态效果之上,

预见读者的感知、解释和接受过程, 将能扩大美

学效果的视阈, 看到深藏于戏剧家作品中更多、

更灿烂的语言和思想 ∀宝藏#, 有助于深刻体味文
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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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tics Construction for Stylistic Cogn ition of Dramatic D iscourse:

A Study Based on Thunderstorm

HOU Tao
1
, YU Dong m ing

2

( 1. Schoo l of L ibera lA rts and Laws, Ta 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 logy, Ta iyuan 030024, China;

2. Schoo l o f Eng lish, Shangha i Inte rnational Studies Un iversity, Shangha i 200083, Ch ina)

Abstract: The paper centers on the literary discurs ive practice of dram atic text reading to propose a synthetic d iscourse-

pragm atic contex tua lization m ethod for dram atic text ana lysis. Based on the text o fThunder storm, the study discovers the pa t

tern ing and modes at the phono log ica,l lex ica l- syntactic, d iscourse and pragm atic levels, featur ing a dynam ic explanation for

the effects of dram atic pragm atics. The p lay is found to show unique " form a l" beauty, inte ractiv ity and insp iration to prom ote

its readers o r v iew ers reactions in the ir inner wor ld. The play presents the creation o f a certa in m odernism trend. The study,

targ eted at the cogn ition of the pragma tic style of the dram a tex t, he lps to further exam ine the literary va lue of the p lay, ve rify

the possib le interpreta tions and judge the op in ion o f lite rary cr itic ism.

K ey words: dram atic d iscourse; Thund erstorm ; literary pragm atics; constructive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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