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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类电视节目对话语篇的动态建构过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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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　语篇是具有交际意义的基本语言单位。以访谈类电视节目话语语篇为研究对象，以语篇语言学、语用
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对访谈类电视节目这种对话体语篇的动态建构过程的深入剖析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言语行为对”的基本内涵；“言语行为对”的基本类型，“言语行为对”的组配关系。在访谈类电视节目语篇的

结构中，对话体语篇从形式上看是由一系列的言语行为配对关系构成的一个意义结构体，在内容上具有其内在的

语义相关性，而语义的相关性很大程度上是跨话轮话题推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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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篇语言学（ｔｅｘｔ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是继结构主义
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之后新兴起的一个语

言学分支。“语篇语言学”这一术语是由德国

语言学家魏因里希（Ｈ·Ｗｅｉｎｒｉｃｈ）于１９６７年首
先提出的，语篇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应用

的成果———语篇（ｔｅｘｔ）。迄今为止，尽管语篇
研究已经取得了突出成果，但对于语篇的界定

并不十分清晰。在外国学者那里，有四种代表

性观点：第一，韩礼德（Ｈａｌｉｄａｙ）和哈桑（Ｈａｓａｎ）
的观点。韩礼德（Ｈａｌｉｄａｙ）和哈桑（Ｈａｓａｎ）认
为，语篇是一个语义单位：“一个语篇最好是看

作一个语义单位，即不是形式单位，而是意义单

位”②，他们将任何口头或书面的、长短不限的

段落统一体统统纳入语篇的范围。第二，奎克

（Ｑｕｉｒｋ）等人的观点。奎克（Ｑｕｉｒｋ）等人从语义
性的角度界定语篇，他指出：“语篇是在实际运

用中具有恰当的连贯性的一段语言。这就是

说，该语篇在语义上和语用上与现实世界中的

实际语境‘相一致’，而且它在内部或语言上也

具有连贯性。”③ 第三，布朗（Ｂｒｏｗｎ）和于勒
（Ｙｕｌｅ）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语篇是对具体
言语行为结果的记录：“语篇是交际行为的文

字记录”④，他们还将语篇按生产方式分为书面

语篇和口头语篇，且在口头语篇中排除了记录

过程中记录下来的其他非语言因素，如噪音。

第四，德·波格朗（ＤｅＢｅａｎｇｒａｎｄｅ）和德·莱斯
勒（Ｄｒｅｓｓｉｅｒ）等人的观点。１９８１年，德·波格
朗和德·莱斯勒在《语篇语言学导论》一书中

对篇章下了比较严谨的定义并做了深入研究，

他们认为 “篇章应定义为满足７个组篇标准的
交际事件。若其中任何一个标准被认为没有得

到满足，该‘篇章’就不具备交际性。不具备交

际性的‘篇章’为‘非篇章’（ｎｏｎ－ｔｅｘｔ）”。⑤篇
章是构成语篇的一个单位。我们认为，“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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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篇章”的“上义词”。篇章是指一段有意义、

传达一个完整信息、逻辑连贯、语言衔接、具有

一定交际目的和功能的语言单位或交际事件。

它依赖于语境，可以被受众接受。篇章由一个

以上的小句构成，可以是一组句子、一段诗歌。

也可以是一篇文章甚至一部小说。而语篇是一

个在抽象层次上高于篇章的概念，它包含篇章，

它可以包含一个篇章，也可以包含许多个篇章。

篇章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语篇是具体的言

语结果，是语言实际交际过程中的产物；第二，

语篇要合乎语法规范，并且具有内在的连贯性，

这一连贯性既包括语篇内在的语义连贯性，又

包括与外界语境上的连贯；第三，语篇要具有一

定的信息结构及明确的交际功能和目的；第四，

语篇是高于句子层面的语义单位。第五，语篇

可由任何具有语篇性的单位来充当，没有长短

限制。总之，我们把语篇看作是一个既包括口

头语语篇，又包括书面语篇的，具有交际意义的

超句单位，所有有效的交际性超句单位都看作

是语篇。换句话说，语篇是具有交际意义的基

本语言单位。

对话体语篇，是一种具体类型的语篇，是语

篇的一个子类型，它具有自身的典型特征：一是

对话体语篇的存在形式是对话，二是对话体语

篇具有自身的结构及推进特征。可以说，对话

体语篇是以对话形式存在的语篇形式。我们认

为，可以将访谈类电视节目划归在对话体语篇

中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对话体语篇是在话轮动态转换过程中建构

起来的，是语对组配、话轮交替的结果。本文拟

从“言语行为对”的基本内涵、“言语行为对”的

基本类型、“言语行为对”的组配关系等三个方

面，深入剖析访谈类电视节目这种对话体语篇

的动态建构过程。

一

访谈类电视节目是我国广播电视节目中盛

行较早的主持人节目类型，指在电视主持人引

导之下，节目嘉宾、主持人和来宾（直播节目还

包括打进热线电话的电视观众和互联网站同时

直播中的网上提问者），在演播室或者室外，以

交谈、对话形式讨论某个具有价值的问题，或者

进行沟通并解决问题的一种电视节目，它是一

种特殊的对话体语篇，是由一组一组对话构成

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美国社会
学家萨克斯（Ｈ．Ｓａｃｋｓ）等人对日常会话的结构
进行了探索和分析，提出了“话轮”（Ｔｕｒｎ）、“话
轮转换”（Ｔｕｒｎ－ｔａｌｋｉｎｇ）等基本观点，但是并未
对它下过定义。刘虹在《会话结构分析》一书

中指出“话轮是指会话过程中，说话者在任意

时间内连续说出的一番话，其结尾以说话者和

听话者的角色互换或各方的沉默为标志”①。

萨克斯等人在分析大量自然产生的会话材料之

后，总结出了会话时人们遵守的一套话轮转换

规则。他们认为，“一套控制话轮建构（ｔｕｒ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将下一个话轮分配给一个人，并
且协调转换，以便把间隙和重叠减少到最低程

度的基本规则如下：１．在每一个话轮的最初话
轮构建单位（ｉｎｉｔｉａｌｔｕｒ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ｔ）的
最初转换相关位置（ｉｎｔ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ｐｌａｃｅ）：（ａ）如果迄今为止的话轮构建使用了
‘当前说话人选择下一个说话人’的方法，那么

被选中的一方有权，而且必须，在下一个话轮开

口说话；其他人没有这种权利或义务。此时说

话人发生变化。（ｂ）如果迄今为止的话轮构建
没有使用 ‘当前说话人选择下一个说话人’的

方法，那么就可以，但不一定需要，实行自选下

一个说话人的方法；第一个开始的人拥有下一

个话轮的说话权。此时说话人发生变化。（ｃ）
如果迄今为止的话轮构建没有使用 ‘当前说话

人选择下一个说话人’的方法，那么当前说话

人可以，但不一定需要，继续说话，除非另有人

自选说话。２．如果在最初轮构建单位的最初
转换相关位置，既没有实施１（ａ）也没有实施１
（ｂ），并且按照１（ｃ）的规定由当前说话人继续
了，那么在下一个转换相关位置再次执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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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ｃ）的规则，而且在下面每一个转换相关位
置重复，直至出现说话人转换”①。访谈类电视

节目中的对话尽管具有大众传媒的特殊性，但

其话轮转换也是按照上述规则进行的。

语对，即话轮间的组配关系，它揭示了日常

自由对话的基本结构。一次对话至少包含两个

话轮，内容上的相关性促成了两个话轮之间的

相互匹配，即两个话轮组成一个语对。用萨克

斯的话说，就是“问题后面常常跟着回答”②。

从形式上看，一个语对包含两个话轮，构成话对

的两个话轮前后相连，且分属于对话的双方，构

成语对的两个话轮在内容上是相互关联的；从

语对的交际功能看，一个话对具有相对独立的

交际意义，构成话对的两个话轮必须紧紧围绕

一个中心进行组配，构成话对的前后两个话轮

之间的关系为：前一个话轮对后一个话轮的生

成具有强制力和期待性。可见，相邻语对是对

会话的一种普遍现象的概括，它意味着会话是

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互动行为，“有问有

答”，“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是一条普遍规律。

言语行为理论是现代语用学的核心内容之

一，源于英国哲学家奥斯汀（Ａｕｓｔｉｎ）对三个哲
学问题的探索。一是日常语言与哲学研究的关

系，二是行为研究的方法论，三是关于“述谓

句”（ｃｏｎｇｓｔａｔｉｖｅｓ）和“施事句”的划分。奥斯汀
认为，“说话即做事。”人类交际的基本单位不

是句子或其他任何表达手段，而是完成一定的

行为。比如：陈述、请求、命令、提问、道歉、祝贺

等行为。言语行为的特点是说话人通过说一句

话或者若干句话来执行一个或者若干个上面列

举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的实现还可能给听者

带来某些后果。说话人总是在通过说话来做

事，不论他们的说话方式直接还是间接，明晰还

是含蓄。奥斯汀进一步提出，认为讲一句话仅

仅构成一个言语行为是极端错误的。他认为，

任何一个言语行为都由三个次行为构成。这三

个次行为分别是言内行为、言外行为、言后行

为。所谓言内行为就是说话本身所构成的行

为，言外行为就是讲这句话所构成的行为，而言

后行为则是言之力行为对听话者所产生的效

果。言语行为是说话人通过话语表达意义的基

本功能单位，也是研究语言使用的基本分析单

位。据此，如果可以把访谈类电视节目中主持

人与嘉宾的说话过程看成是以言行事的过程，

因此，在访谈类电视节目中，无论是始动话轮还

是继动话轮，都在完成一个言语行为，而言语行

为的组配便构成了一个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

对”。例如：

（１）柴静：就是觉得你挺把这个当真。
毛丰美：确实是当真。

（《看见·言者老毛》）

这个例子中，柴静把持的始动话轮完成了

一个陈述的言语行为，意在把主持人的个人感

受告知毛丰美，即“你挺把这个当真”。毛丰美

把持的继动话轮的言语行为也是陈述，是受到

始动话轮陈述言语行为的促发而做出的，是对

始动话轮言语行为的反应和评价。这两者构成

的是“陈述———评价陈述”言语行为对。再如：

（２）朱军：不，我觉得悲哀当然也可以这么
理解，但是我要理解的话，我觉得也挺快乐的，

为什么非要去超越经典，经典就是经典，所以呢

您说的那个乐队它留下了，他们７０年代，那样
一个经典的记忆，你当听到它的歌的时候，我们

就会想到我们的故事，想到我们的人生，这不挺

好的一件事吗？就像我们看到《甜蜜蜜》，我们

马上就会想到，那个时候我们身边的事，我们身

边的人等等，是吧？无论到什么时候，它可能永

远都会成为经典，说这个我是想问问您，我听说

２０１４年，您要把《甜蜜蜜》重新整合，修复之后，
出一版新的，叫《甜蜜蜜》的修复版？

陈可辛：我得很坦白，也很真诚地讲，只要

你们要是觉得，我希望进去看新的东西是没有

的，是原汁原味的完全同一部戏，要是你说我只

在电脑上看过，电视上看过，我没有跟很多人一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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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大银幕上看过，你是可以去看的，但是它

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修复的时候他们问过我，

说有些地方你有没有要改动，那我记得有一两

个地方，其实是有一定的判断的错误，就是我糊

里糊涂，二十几岁的时候拍了，觉得，那个时候

有一些判断是不太对的，包括跟一些演员也有

分歧的意见，我记得跟张曼玉有一个很分歧的

意见就是，张曼玉一直觉得，你的音乐太大了，

就觉得你的音乐应该小一点。

（《艺术人生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０日》）
这个例子中，主持人朱军把持的始动话轮

完成了一个陈述的言语行为，用意在于告诉嘉

宾陈可辛，围绕着他在电影创作中的一系列创

新性做法，主持人的个人感受以及受众的基本

感受。而嘉宾陈可辛把持的继动话轮的言语行

为也是陈述，是受到始动话轮陈述言语行为的

促发而做出的，是对始动话轮言语行为的反应

和评价。这两者构成的也是“陈述———评价陈

述”言语行为对。

（３）柴静：那你怎么不像别的人那样记笔
记呢？

张?炀：记笔记还不如用脑记。

（《看见·长大要成人》）

这个例子中，始动话轮是柴静的特指问句，

张?炀陈述句的回答是继动话轮，两者构成的

是“提问———回答”言语行为对。再如：

（４）朱军：怕自己万一要有个闪失看不见
女儿长大？

张嘉译：就那天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都

说以前坐飞机没感觉，现在坐飞机会害怕，我说

我现在４０岁有女儿，我说我女儿２０岁的时候
我都６０了，我现在突然觉得那天海燕在那儿
说，我说我要能活到挺到１００岁的时候，我说我
就牛了。我说我就能看着我闺女一步一步长

大。

（《艺术人生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这个例子中，主持人朱军把持的始动话轮

完成了一个提问的言语行为，用意在于请嘉宾

确认，他口中的所谓“闪失”是不是担心“看不

见女儿长大？”而张嘉译把持的继动话轮的言

语行为意在回答，是受到始动话轮陈述言语行

为的促发而做出的，是对始动话轮言语行为的

积极回应。这两者构成的也是“提问———回

答”言语行为对。

（５）柴静：当时我正在做直播，你直接从镜
头前面过去就走了。

毛丰美：对这个场面我是记得，后面谁来说

你太冲了，人们做节目你还能这么干。我那个

时候就忘了。

（《看见·言者老毛》）

这个例子中，主持人把持的始动话轮完成

了一个提供性言语行为，意在开启话题，嘉宾把

持的继动话轮以肯定句的形式作了回应，完成

了对提供性言语行为的肯定性回应。两者构成

的是“提供———接受”的言语行为对。再如：

（６）主持人：终于有了一个让你特别惦念
的，盼望的，让你支撑自己好好活下去的这么一

个生命，这么一个人。

张嘉译：没错，每次回去抱孩子你都觉得她

需要你保护，需要你来，需要你来托付。

（《艺术人生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
这个例子中，主持人朱军把持的始动话轮

旨在完成一个提供性言语行为，意在开启话题，

确定自己的认知是否与嘉宾一致，而嘉宾把持

的继动话轮则以十分肯定句语气做出回应，完

成的是对提供性言语行为的肯定性回应。两者

构成的也是“提供———接受”的言语行为对。

不过，这里所谓的“接受”，绝不仅仅包括

肯定性回应，有时它也可能是否定性的。例如：

主持人：还要检查一下作业。

陈红民：不，这是一种传帮带的办法，他就

看蒋经国个人修养如何，然后这个处理政事的

能力怎么样。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蒋介石一

个最大的乐趣，就是读大儿子的日记。他每年

大概在春节前后，要把这个日记全部读完，他最

后的日记大量记，今天读了经国的日记，经儿的

日记，然后他什么事情处理得很好，回味。他最

后甚至于说，蒋经国现在可以接班了，因为我看

他处理事情，有些地方超过我，就能力比我还

高。 （《天涯共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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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中，主持人把持的始动话轮旨在

完成一个提供性言语行为，意在开启话题，确定

自己的认知是否与嘉宾一致，而嘉宾把持的继

动话轮则以否定句给予回应，十分严谨地解释

蒋介石阅读蒋经国日记的真实目的。表面上看

嘉宾确实是否认了主持人的观点，但是这种回

答同样是对主持人话轮的积极回应，换句话说，

这也是“提供———接受”的言语行为对。

可见，如果我们把对话的过程看成是以言

行事的过程，那么在以对话形式存在的对话体

语篇之间，无论是始动话轮还是继动话轮，都在

完成一个个言语行为，进而构成一个个不同的

言语行为对。

二

上文曾经提到，奥斯汀认为，说任何一句话

时，人们同时要完成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

行为、言后行为。言外行为是通过一定的话语

形式，通过协定的步骤与协定的力而取得效果，

所以言外行为是协定的。而言后行为依赖于语

境，不一定通过话语本身就能取得，因此是不确

定的。由于“言内行为”属于语言体系的范围，

“言后行为”本身又不是语言行动，而且听者的

反应也不是一个语言过程，而是复杂的心理过

程，所以研究者们均把注意力集中在“言外行

为”上。既然言语行为研究的重心在于行事行

为，那么，我们当然要重视行事行为的类型划

分。在这一问题上，从早期的奥斯汀到后来的

塞尔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奥斯汀将行事行为

划分为裁决型、行使职权型、承诺型、表态行为

型、阐述型六种类型①，塞尔在写作《言语行为》

时认为，是否可以把行事行为分为几个基本类

型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两年之后，他改

变了看法，将行事行为划分为断言类、指令类、

承诺类、表达类、宣告类②，可以说，言语行为理

论在探索重视行事行为类型这一问题上作出了

重要贡献。我们以为，尽管包括塞尔在内的上

述分类存在许多不足，不过它在方法论方面却

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启发价值。

尤其是塞尔提出的行事行为基本分类依据

的观点对我们的启发最大。１９７１年，塞尔在纽
约法布罗市的暑期语言学班上作了题为《行事

行为的分类》的讲演。③ 他认为行事行为可以

在１２个方面构成区别，其中行事要点（ｔｈｅｉｌｌｏ
ｃｕｔｉｏｎｓｒｙｐｏｉｎｔ）、词语与世界的适切方向（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所表达的的心理状态（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ｅｘ
ｐｒｅｓｓｅｄ）、命题内容（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是
四个主要方面。行事要点是指说话人说一句话

时的意图。“一个命令的要点或意图可以说是

一种要听话人做某事的企图。一个描述的要点

或意图是（真或假，正确或不正确地）再现某事

的状态。一个许诺的要点或意图是说话人承担

一种做某事的义务。”④词语与世界的适切方向

是指先有事实，然后用词语去适合它，还是指先

有词语，然后用事实去适合它？实际上，它所表

达的的心理状态是指说话人对所说命题内容的

态度。“一个人声明、说明、断言、声称 Ｐ时，表
示他相信Ｐ是事实；一个人命令、指示、要求听
话人做某事时，表示他渴望、想要、希望听话人

做该事；一个人为某事道歉时，表示他因做了该

事而后悔。”⑤这就是说，命题内容是指指称和

陈述的内容。由此可以说，塞尔所概括的行事

行为的四个主要方面，确实抓住了行事行为的

要害，从而使得塞尔关于行事行为的分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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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姜望琪：《当代语用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２页。
姜望琪：《当代语用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６页。
该文１９７５年以“Ａ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ｏｆ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ｓｒｙＡｃｔｓ”为题发表在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ｉｎｄ，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第七期上，同时又以“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ｓｒｙＡｃｔｓ”为题发表在Ｌａｎｇｕａｇｕ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上。
Ａ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ｏｆ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ｓｒｙＡｃｔｓ．ｉｎｋ．ｇｕ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ｉｎｄ，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ｎＳｅａｒｌｅ（１９７９：１－２９）
Ａ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ｏｆ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ｓｒｙＡｃｔｓ．ｉｎｋ．ｇｕ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ｉｎｄ，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ｎＳｅａｒｌｅ（１９７９：４）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较奥斯汀更为科学。其实，根据塞尔的观点，我

们完全可以将言语行为笼统的划分为“行为的

内容”和“行为本身的类型”两个方面，其中行

事要点、词语与世界的适切方向、所表达的的心

理状态属于行为的内容，而命题内容属于行为

本身的类型，它主要包括词序、重音、语调、标

点、动词的语气、施为动词等。我们以为，这两

者在句子层面上主要体现为“语义骨架”和“交

际功能”。语义骨架指的是句子的论元结构、

命题结构等层次，交际功能则可以通过言语行

为意图得到呈现。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一个非陈述性的句

子中，我们可以将它的交际功能抽象开去，在语

言形式方面则是排除掉这种功能特有的句法标

记。换句话说，陈述句的语义骨架和交际功能

都是表述，表述最直接的句法实现。不过，这种

做法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研究的方便，因为在

实际的语言运用中确实存在着许许多多不具有

表述的语义骨架。例如，仅仅由叹词组成叹词

句、特指疑问句，由表示接受或不接受的词语组

成应答句、某些过渡语等。这样一些句子是不

可能通过自身的语义内容推进对话的，但是它

们在对话推进中仍然发挥着作用，是整个话题

推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我们也把这些

缺乏语义骨架但却具有交际功能的句子纳入分

类范畴中。

正如塞尔依据行事要点、词语与世界的适

切方向、所表达的的心理状态、命题内容四个方

面可以基本科学地划分行事行为的类型一样，

我们同样可以以此作为重要依据，紧密结合对

话体语篇的自身特点，对对话体语篇的言语行

为进行分类：

１．陈述性言语行为。陈述性言语行为的行
事要点是传达信息，适切方向指向当前话对的

听话者，发话者的心理状态是希望得到听话者

的评价性言语，命题内容为陈述句。

２．祈使性言语行为。祈使性言语行为的行
事要点是希望，适切方向指向当前话对的听话

者，发话者的心理状态是希望听话者做某事或

不做某事，命题内容为祈使句。

３．应答性言语行为。应答性言语行为的行
事要点为回答。适切方向指向当前话对的发话

者，发话者的心理状态是自信，命题内容为肯定

性或否定性陈述句。

４．允诺性言语行为。允诺性言语行为的行
事要点为许诺，适切指向指向当前话对的发话

者，发话者的心理状态为意欲，命题内容为陈述

句。

５．提问性言语行为。提问性言语行为的行
事要点是获取信息，适切方向指向当前话对的

听话者，发话者的心理状态是希望从听话者那

里得到新信息，命题内容为是非疑问句、特殊疑

问句、选择疑问句等。

６．激发性言语行为。激发性言语行为的行
事要点为激发，适切方向指向当前话对的听话

者，发话者的心理状态是希望激发听话者的心

理状态，命题内容为辱骂、诅咒、挑衅等。

７．评价性言语行为。评价性言语行为的行
事要点为评价，适切方向指向当前话对的发话

者，发话者的心理状态为自信，命题内容为肯定

或否定性陈述句。

由于人的行为总是存在特定目的，因此，在

每一个话对中，每个话轮都完成一次言语行为，

只有当这些行为的目的（或意图）相互配合，而

不是相互冲突时，对话才可能正常展开。进而

言之，在一个话对中，话轮与话轮之间总是存在

着一定的联系，且受到特定规律支配的。

我们认同刘虹在《会话结构分析》一书中

根据引发语的应答方式的不同归纳出的十五种

不同类型的语对。① 如果我们认为一个话轮就

是一个言语行为的话，这十五种不同类型的语

对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十五种不同类型的“言语

行为对”。它们是：

（１）致意———致意
（２）告别———告别
（３）呼唤———回答

２４１
①刘虹：《会话结构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０－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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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询问———回答
（５）道歉———宽慰／责备
（６）祝愿———感谢／祝愿／宽慰
（７）介绍———致意／介绍
（８）建议———同意／搪塞／反对／质疑
（９）陈述———陈述／补充／肯定／质疑／确

认／提问／否定
（１０）感谢———谦虚／感谢
（１１）提供———接受／谢绝／搪塞／质疑
（１２）指责———道歉／否认／借口／承认／争

辩／挑衅
（１３）赞扬———谦虚／感谢／赞同／赞扬
（１４）要求———接受／推迟／搪塞／拒绝／质

问

（１５）祝贺———感谢／谦虚／祝贺
区分不同类型的言语行为对，可以很清楚

地呈现语对组合关系所承载的言语行为配对关

系。也就是说，在一个语对中，始动话轮和继动

话轮必然具有意图上的合作性。始动话轮所表

达的行为类型往往具有一种启动功能，它启动

了下一话轮的开始，同时也设定了继动话轮言

语行为的类型或范围。当始动话轮的发话者选

择或指定了下一个话轮的说话者时，也就同时

将这些设定指派给了具体的对象。继动话轮也

必须在言语行为上配合始动话轮所要求的言语

行为类型。始动话轮与继动话轮之间的这种组

配关系本质上标明了构成对话体语篇的基本单

元话轮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对话过程中，对话

双方不会漫无目的地将话题推进下去，他们都

能意识到自己在用一个言语行为启动或回应另

一个言语行为，话题推进的实质就成了满足对

方言语行为的要求、实现一定交际目的的媒介。

正如刘虹所指出的那样：“应答语并不是像一

般人想像的那样是完全随意的，而是被引发语

制约着。应答语必须与前面的引发语相对应，

否则不会被接受。”①

三

统而言之，在理想的交际状态之下，“意

图”对“满足”的选择具有很强的配定性和强制

性。因为在对话过程中，始动话轮扮演“指派

者”的角色，继动话轮相对于始动话轮只能是

被动地“接受”。所以始动话轮的意图类型就

须加以密切关注。从语法结构的角度上讲，充

当始动话轮的句子有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

等。

１．陈述句的语义骨架和交际功能都是表
述。陈述句是叙述或说明事实、使用陈述语气

的句子。陈述句是思维的最一般表现形式，有

真假之分，需要听话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区

分。对陈述句的回应通常是评价。例如：

（４）主持人：当真的好的音乐呈现在自己
眼前的时候。一定会打动我们。

刘欢：对，一开始你是，你就觉得这真的是

这样。会有这么好的东西，这原来是没有想到

的，所以这种时候那种惊喜，你知道你可以理解

真的是从心里高兴。

主持人：我完全能够理解。这就是刚才我

开场的时候在说，让我们一起聊一聊对于原创

音乐来说，也许是一个不一样的春天。可能在

于我们这个春天看到了我们原创音乐的希望，

我们需要有原创的东西。因为那样才能够更加

真实的表达我们的内心，表达我们的民族的情

感。 （《艺术人生２０１４年３月６日》）
这里，刘欢对主持人朱军的陈述表示肯定，

这是评价，是评价的形式之一。同时，评价也可

以表现为反问、否定、质疑疑等各种不同形式。

例如：

（５）记者：他有一个理论叫做先盖楼，然后
再装修，先把进度赶超上去，然后慢慢再补。

张?炀：你根本就是钢筋都没有，你盖什么

楼？ （《看见·长大要成人》）

（６）主持人：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蔡琴：不要讲什么年龄的人。每次讲都很

伤感情。上次主持不知道什么晚会，他硬要开

场就要说，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这位歌手，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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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听她唱歌长大的。

（《艺术人生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
例（５）中嘉宾对主持人柴静的陈述表示疑

问，这也是评价。例（６）中嘉宾对主持人朱军
的陈述表示否定，这也是评价。

２．疑问句是表示疑问、使用疑问语气的句
子。疑问句一般分为三类，即一般疑问句、特指

疑问句、选择疑问句等。对疑问句的回应是回

答。根据语义骨架和交际功能的不同，我们可

以把它们分为两类：一是一般疑问句、特指疑问

句的语义骨架都是一个不确切的表述。其实，

我们也可以把是非疑问句看作选择疑问句的一

个特例。它们的交际功能都是要求受话者对特

定的信息进行确认。二是一般疑问句的语义骨

架是一个不完整的表述，交际功能在于要求受

话者对缺少的信息进行补足。

（６）柴静：很多人会说你们本来就是公众
人物是明星，像这种被关注，你们应该熟悉了，

为什么微博上会有这么多人关注你？

姚晨：可能当你是一个明星的时候，大家更

多的会，会认同你的戏，会认同你的外表，可能

还缺少了一块儿，就是微博正好弥补了这一块

儿，就是认同你的精神世界。

（《看见·姚晨：一颗有温度的“卤蛋”》）

（７）主持人：那这些年呢，刚才说了，你做
了很多新的尝试，比如说歌舞剧等等吧，你有没

有觉得在这８年当中，你做的新的尝试，哪一点
是最成功的？哪一项是最失败的？

蔡琴：先讲成功，我觉得最成功的就是歌舞

剧，要唱、要跳、要演。这一个角色的表达方式

有三种，所以这个是最难的。对我的演唱来讲

有很大的帮助。就算是在录音棚里面没有角

色，我已经习惯了任何一首歌，都要有故事。我

要想好那个故事，有画面。我去唱，就不怕重

复。那这是比较成功的。比较失败的就是，我

太晚开始歌舞剧了。我开始去学歌舞剧的时

候，已经都４０岁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４０岁开始也许有点晚，但是总比没开始好。如
果４０岁的我没开始的话，那现在不晓得多么多
么的贫乏。

（《艺术人生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
例（６）中嘉宾姚晨对主持人柴静的疑问进

行回应，使用的是回答。例（７）中嘉宾蔡琴对
主持人朱军的提问给予全面的回应，依然运用

回答。

３．激发句的语义骨架是对某个事态的表
述。这个事态一般与受话者相关，甚至直接针

对受话者，从而能够影响受话者的心理状态，使

受话者发出某个言语行为或采取某个实际行

动。激发句的交际功能在于迫使受话者受到影

响。对激发句的回应可以是另一次激发。例

如：

（８）张会祥（张?扬之父）：你说你成天玩，
玩那个电脑，你能玩出啥来吧？

张?扬：玩成专家。（张父听完扭过头

去。） （《看见·长大要成人》）

４．祈使句是表示要对方做或不做某事、带
有祈使语气的句子。祈使句的语义骨架是对将

来某个事态的表述，交际功能在于要求受话者

实现其语义骨架表述的那个事态。因此，对祈

使句的回应是一个允诺，即受话者自己是不是

将实现那个事态做出允诺，有肯定和否定两种

形式。例如：

（９）主持人：那这样的男人是挺笨蛋的。
是是是，那也罢了。这个你也别变了，这个变了

也没什么意思。我们还说好了，让你的歌声陪

我们慢慢变老呢。

蔡琴：就是。

（《艺术人生２００９年９月３日》）
５．允诺句的语义骨架是对将来某个事态的

表述，交际功能与祈使句相反，在于要求说话人

亲自实现这个事态。表面上看来，允诺只涉及

说话人自身，但实际上，经过考察我们发现，允

诺都只指向说话人之外的另一个人：说话人总

是对别人做出允诺，自己对自己的允诺（比如

“暗下决心”之类）反而出现得很少。所以，允

诺同样需要回应。因为允诺要求说话人自己，

而不是受话者，实现其语义骨架表述的将来事

态，受话者显然也没有义务以允诺做出回应，这

一点与祈使句是有区别的。其实，允诺对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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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者来说只是相当于一个关于说话人的将来事

态的表述，相当于一个陈述，所以，对允诺的回

应可以是一个评价。例如：

（１０）主持人：我不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但
是我会告诉你这个事干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

的效果，你去选。

陈可辛：对。

（《艺术人生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０日》）
由上述例证可知，语对的行为组配关系不

是任意的，它取决于意图能够得到满足的特定

方式。同时，根据话轮配对关系的基本特征，我

们把对话体语篇理想的言语行为组配关系分成

两种：一是强制性配对关系；二是选择性配对关

系。

强制性配对关系指的是特定始动话轮的言

语行为类型必须由特定言语行为类型的继动话

轮相对应，别无其他选择，也就是说，上一级的

始动话轮的言语行为类型对与之构成对应关系

的下一级继动话轮的言语行为类型的要求具有

强制性，如果不予配合，就会导致对话的失败，

进而最终导致对话体语篇动态建构过程的失

败。比如，疑问类型的言语行为只有回答类型

的言语行为才能与之搭配并推动对话的开展，

若用其他言语行为则会导致对话的失败。

选择性配对关系是指作为上一级的始动话

轮的言语行为类型对与之构成对应关系的下一

级继动话轮的言语行为类型的要求并不具有强

制性，针对某一种特定的言语行为类型有至少

两种以上的言语行为类型可与之构成话对关

系。换句话说，与强制性配对关系相比，选择性

配对关系中始动话轮与继动话轮的搭配关系相

对灵活。

正是由于言语行为自身的这种强制性系列

关系，使得承载言语行为意义的话轮交替进行，

话语权得以有序地转让。其实，现实生活中实

际存在的语对的言语行为组配关系非常复杂，

远比以上我们所列的类型复杂得多。限于篇

幅，这里只分析理想的语对的言语行为的组配

关系：

主持人：观众朋友，上一星期我跟韩俊博士

在这里谈到了边缘人这个话题，可以说边缘人

走到我们经济生活当中，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

问题。前不久有一位电视观众来了一封信，这

封信中谈到他们那里正在进行户口农转非工

作，每一个人要交２５００元钱，这个观众还随信
寄来户籍证明和交款收据。这样一种现象，不

等于买卖户口吗？

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副研究员韩俊）像这样一种户口买卖现象，９０
年以后在一些地区非常普遍，甚至就跟股票热、

房地产热一样，在很多地区形成了一个买卖热，

这不是一个很个别的现象。

主持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为

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们暂且不说。

就说现在农民为什么要花这么高的代价来

买一个户口？

嘉宾：我们发现，他们买户口有两个动机。

第一个动机是：户口上面还沾附着特权利益。

比如说，买个户口你可以上技校，招工，参军，确

实有些好处；在婚姻上，地位就变了。由于我们

不合理的户口制度已经搞了３０多年了，在中国
人的观念上，农业户口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说

到这儿我倒有一些切身体会，我从小是在农村

长大的，我的父母兄妹都是农业户口。８６年因
为落实政策，我们全家农转非。我父亲说：他一

生中最高兴的事有三件：第一件就是 ４９年解
放；第二件就是７９年我上大学；第三件就是农
转非。当时周围的人都非常羡慕。农转非以

后，命运发生很大的转机。我弟弟找了一个女

朋友，但这女孩是农业户口，我和家人有点不舒

服的感觉，前不久这个女孩告诉我们，她家准备

花一万元钱给她买一个城市户口，我听了以后，

作为一个学者，没有一点儿轻松的感觉，反倒觉

得非常沉重。这哪里是买户口，这不是花钱买

身吗？在生活中，因户口导致的爱情悲剧及不

合理的现象非常多。

主持人：户口对人心理的影响，对道德，感

情的影响太大了，而这种影响又是潜移默化的。

说来说去，农民为什么要买户口？其实就那么

一张纸，而一纸可以改变他一生的命运，带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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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实惠。

嘉宾：对，虽然农转非，仅一字之差，可一字

千金。

主持人：现在这么大面积的买卖户口，恐怕

也不是改革户籍制度的正确方法。

嘉宾：是的，很赞同你的看法。把人看成农

业和非农业两种不同身份，非农业户口上沾附

着很多农业户口得不到的利益的特权，这样的

户口制度本身就不合理。如果现在把非农业户

口作为一种商品卖给农民，这不是改革，而是固

化不合理的户口制度。

主持人：那么到底用什么办法来改变现状

呢？人们希望的是既要经济生活所要求的那种

流动，同时又要使流动有序，在这样的前提下，

怎样使户籍制度沿着一个很合理又合情，合乎

规律的方向改变呢？

嘉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户籍制

度改革的目标是最终取消农业和非农业的划

分。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过程。要实

行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寄住人口的管理体制。

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是区分两种不主持人：这也

是世界上一般国家通行的管理方式。但我们国

家这么多年一直实行那种户籍管理制度，恐怕

改起来也很难，惯性比较大，情况比较复杂，大

城市啊，小城镇啊，恐怕要有所区别，一步一步

来。

嘉宾：对，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到每个人的利

益，目标非常清楚，但是应当采取渐进式方法进

行改革。

（《一丹话题·边缘人向我们提出了什么？》）

这个对话语篇共有１１个话轮，其中话轮ｌ、
２是由“提问———回答”组成“言语行为对”，话
轮３、４是由“提问———回答”组成的“言语行为
对”，话轮５、６是由“提供———接受”组成的言
语行为对，话轮７、８是由“提供———肯定”组成
的言语行为对，话轮９、１０由“提问———陈述”
组成的“言语行为对”。可见，这个“边缘人向

我们提出了什么？”的语篇便是在由上述一系

列具体言语行为组成的“提问、回答、提供、接

受、肯定”等一系列言语行为配对关系中展开

的。它是一个完整且成功的对话语篇。结构清

晰，话题衔接和话轮转换完全为主题服务。主

持人紧紧围绕主题“边缘人向我们提出了什

么？”这个主体设立了三个分话题，即“是什

么”、“为什么”、“怎么办”———“这样一种现

象，不等于买卖户口吗？”“农民为什么要花这

么高的代价来买一个户口？”“用什么办法来改

变现状呢？”这样的提问方式，无疑让嘉宾完成

了一篇结构完整的论说文；同时又有几次应接，

既显示了节目主持人的听知能力，又给予了被

采访者补充话题的机会，还激起了被采访者说

话的强烈兴趣。

我们知道，言语行为的目的在于达成共识，

并且是依赖语言的解释作用使交际双方达成共

识。叙述是说话人使听话人获得知识、说话人

的命令或请求在于使听话人理解命令或请求，

都是交际双方对某种情况达成的理解和共识。

因此，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取决于交际双方的

合作，只有合作才能使说话人选择对方能接受

的表达方式，使听话人努力理解语言意义，就言

语行为的意图达成共识。

对话体语篇作为一种多者参与建构的语篇

类型，更是需要对话者之间的言语行为达成共

识，即始动话轮与继动话轮要构成一个语对。

语对的存在说明对话者话轮所完成的言语行为

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对言语行为在更高层次

上的认识表明，言语行为通常不会由单个行为

独立完成，而是处在双方互动的关系中，对话双

方不会漫无目的地把对话推进下去，他们都意

识到自己在用一个言语行为过程启动或回应另

一个言语行为，如提问和回答，要求和接受或拒

绝。对话体语篇便是在这种意图配对关系中不

断推向前进的。

言语行为的目的性与合作性在语言上表现

为言语行为之间的选择性。也就是说，某一种

性质的言语行为对与之发生对应关系的另一言

语行为的类型有一定的选择要求，言语行为的

这种选择关系即是言语行为的配对关系。

总而言之，言语行为配对关系对对话体语

篇结构的作用，是分析对话体语篇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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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体语篇实际上是在一个一个的言语行为配

对关系中不断推向前进的，言语行为配对关系

的序列构成了对话体语篇的整体结构，对话体

语篇的整体结构是言语行为配对关系序列构成

的链式结构。

Ｐｒｏｂ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Ｄｉａｌｏｇｉｃ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Ｖ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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