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期 杨　恬：汉语教材中的会话结构特征及其语用功能呈现

话分析研究证明无论是正式会话还是闲谈都受规则支配，谈话者只有在会话中创造条件，才能使对

方真正理解自己；会话分析学者还深入探讨了语境中会话所表现的意义和功能（Ｇｕｍｐｅｒｚ，１９８２）。
从功能角度出发，会话中语言形式选择的非语言制约因素很值得讨论，例如提问与回答的语用

解释，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附加信息的语用功能等，这些现象有的可能涉及会话含意、言语行为、

人际关系与礼貌等一系列重要主题［３］。因此，在语用视野下分析会话结构特征，有其合理性、科学

性。会话分析理论对本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语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语料以三本汉语教材共８５个会话片段为基本语料。下面是教材的基本信息。

表１　教材基本信息

教材 编者 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阶梯汉语中级口语１ 张念、郝红艳 华语教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发展汉语 中级口语１ 路志英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当代中文 课本２ 吴中伟、吴叔平、高顺全、吴金利 华语教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本文将系统分析８５段会话的结构，包括按照“毗邻式”、“嵌入式”，“毗邻＋嵌入”三个维度来
统计会话的结构特征，考察会话中提问、附加信息、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最后，结合研究结果，本

文提出关于教材会话编写的思考与建议。

三、研究结果

（一）会话结构特征分析

会话由一定数量的对答组成，“对答”是刘虹（２００４）基于 Ｓｃｈｅｇｌｏｆｆ和 Ｓａｃｋｓ的“相邻对”（ａｄｊａ
ｃｅｎｃｙｐａｉｒ）［４］提出的概念，其形式结构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毗邻式，分为双部式与多部式；第二类是
嵌入式，分为单层嵌入式与多层嵌入式。本文依据“毗邻”、“嵌入”、“毗邻＋嵌入”这三个维度来划
分教材中的会话结构。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对会话结构中没有直接表示出来的应答语或者引发语进行“空位补足”

（关颖，２００７）。需要空位补足的有以下两种情况：第一，与应答语的制约关联［５］较弱的引发语，在

课文中常常没有应答语；第二，在多人参与的会话中，常出现第三人打断两人谈话的情况，这时引发

语没有应答语。依据上述制定的划分标准，本文对两部对外汉语中级口语教材会话结构类型进行

了统计，详见表２。

表２　会话结构类型的统计结果

结构类型

数目

教材名称

毗邻式对答 嵌入式对答

毗邻双部式

链条 套环
毗邻多部式 单层 多层 毗邻＋嵌入

阶梯汉语 ８２（６２．６％） １７（１３％） ２３（１７．６％） ７（５．３％） ０ ２（１．５％）

发展汉语 １６０（６９．９％） ３５（１５．３％） ２９（１２．７％） ３（１．３％） ０ ２（０．８％）

当代中文 ６０（４３．８％） ４６（３３．６％） ２２（１６．１％） ５（３．６％） １（０．７％） ３（２．２％）

可以看到，三本教材中的会话呈现出了不同类型的结构特征，只是在比例上出现了失衡———以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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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邻式结构为主，嵌入式相对偏少。毗邻双部式中，链条式对答序列（简称“链条序列”）［６］在三本

教材中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６２．６％、６９．９％、４３．８％，例如：
（１）
大卫：学校里有体育馆吗？ Ｔ１
王丽：有，新体育馆就在校园西边。 Ｔ２
大卫：体育馆设施多吗？ Ｔ３
王丽：体育设施很多，可以打球、可以健身，还可以游泳。 Ｔ４
———《发展汉语》第一课

（２）
李小雨：你家在东部还是西部？Ｔ１
马丁：我家在东部。Ｔ２
李小雨：你家大不大？Ｔ３
马丁：比较大。我家是一个两层小楼，一层是客厅和餐厅，二层是卧室。小楼后面是一个车库。

Ｔ４
李小雨：你家有院子吗？Ｔ５
马丁：有。我家前面是一个院子，院子里有很多树和花儿。Ｔ６
李小雨：从你家到学校远不远？Ｔ７
马丁：还可以。我每天开车到学校，大概需要半个小时。Ｔ８
———《当代中文》第六单元第二课

例（１）对话有两个链条序列，例（２）对话包含四个链条序列，但两个会话都是以简单的“一问一
答”形式出现。早有学者指出，这种“一问一答”的结构一般不会在日常会话中高频率出现，因为有

可能一方想与另一方谈话，而对方却不太愿意。在这种情况下，会话互动性较弱。

（３）
里奇：现在你家乡的天气怎么样？有这么热吗？Ｔ１
高一飞：比这儿更热。你家乡呢？Ｔ２
里奇：没有这么热。我家乡的夏天比这儿凉快多了。Ｔ３
———《当代中文》第五单元第一课

例（３）是一个毗邻多部式结构，可以表达为：

嵌入式指某些结构嵌入相邻对话语之中，这些结构又构成一组或者多组相邻对（崔国鑫，

２００９）。例如：
（４）
Ａ：哎，周六你有空吗？Ｔ１
Ｂ：有什么事啊？Ｔ２
Ａ：下星期一要考试，只剩下三天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复习呢。我知道你去年就通过了这门考

试，周六帮我辅导一下好吗？Ｔ３
Ｂ：你怎么不早说啊？我已经约了朋友周六去打网球，场地都订好了。Ｔ４
———《阶梯汉语》第四课

例（４）是典型的单层嵌入结构，即在毗邻式中插入一层新的对话。例（４）中，Ｔ２／Ｔ３作为嵌入
部分，就语用功能而言，是一个疑惑／解惑的过程［４］（Ｐ２１２）。又见下例：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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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王英：在几楼？Ｔ１
钱太太：六楼。上去看看吧？Ｔ２
王英：有没有电梯？Ｔ３
钱太太：没有，得走上去。Ｔ４
张园园：每天走上走下，太累了走上： 园 ） 开 没 ， ： 传 ： 没 去 ？ 去 ： 上 传 ： 走 传 ） 累 得 ） 累 有 累 ）

走走走走

） 开 累上 走 没有累 有 ， 上 累 有 有 累 累去 ： ） 开 去 上 走 ） 开 累 ） 有 上 有 传 传 上 ： ？ 子 子 有 去 累 没 ： 走 走 走 王 累 ） 子 有 ） 有 ： 走 梯 有 去 ？ 走 累 累 传 ） 开 有 累 子 走 累 有 累 传 没 去 累 累 累 有 没 ？ 有 吧 吧 传 有 传 子 传 ？ 累 有 子 走 有 的

）

有 的 走 得得吧 子

）

走走 ）

走上累）

每累？英累累累累累 累累 ）

）

）

走吧去有 走吧吧吧累去传，累累子有没累

没：？：：吧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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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例最高，例如“他们以前没有来过中国吧”。

表３　提问的语用功能类型统计

反问／反诘 澄清 确证 提醒 寒暄 建议 请求 总计（例）

《阶梯汉语》 ２９ ９ １７ ２ ２ ６ １ ６６

《发展汉语》 １９ １２ ７ ８ ０ １ ０ ４７

《当代中文》 １６ １５ ２０ １ ２ １ １ ５５

　　注：这里的“建议”主要指以“……怎么样”、“要不……”等形式出现的句式，不包括反问形式的建议句，以免
与“反问／反诘”冲突。

澄清类提问是日常会话中较常出现的句式，根据何自然（２００９）对澄清类提问功能的分类，我
们把教材中出现的共３５例澄清类提问做了如下归类：

表４　澄清类提问分类表

ａ．不明白对方话语的用意 ｂ．故意询问，隐含惊讶之情

１、合租？跟什么人？ １、什么，卖鬼？

２、跟着老师走，你去哪儿了？ ２、怎么了？这条裤子不是挺好看的吗

３、中国历史故事？ ３、异性合租？这也太开放了吧？

４．王丽：不到考试的时候，我就不可能准备好。
大卫：什么？

４、不会吧？什么也不带，他这是怎么了？

５．什么？贼多？ ５、他家人居然同意了？

６．怎么晚上就没精神了？ ６、不可能吧？你开什么玩笑呀？

７．那你还有心思出去玩儿？ ７、你开什么玩笑呀？到哪儿找这样的人呀？

８．怎么会呢？（出现了两次） ８、怎么这么便宜啊？

９．看电影？ ９、你怎么回来了？

１０．您是个大忙人，有时间看它们吗？ １０、不至于吧？

１１．外事活动？ １１．去见中国国家主席，还是美国总统？

１２、小张？就是那个特别可爱、特别漂亮的女孩子？

１３、那个唱歌唱得非常好听的女孩子？

１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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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对此类提问的呈现有一定局限性，一是所呈现数量较少，一是在类型上出现了倾斜性。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运用寒暄类话语来维护人际关系，最典型的莫过于“去哪

儿”、“（早饭）你吃了吗”、“下课啦”，但是，教材对此类提问的呈现数量很少（仅４例）。
２．附加信息
附加信息是一个会话语对之后出现的附加的后续话步或者话语［６］（Ｐ２２２）。从Ｓｃｈｅｇｌｏｆｆ（１９６８）的

“制约关联”角度来看，附加信息可以不存在，甚至多余。但是，如果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附加信

息具有多种语用功能。

表５　附加信息语用功能类型统计

解释原因，进一步说明 转移话题
维护人际关系

维护面子 缓和氛围

《阶梯汉语》 １６ ５ １ ０

《发展汉语》 ９ １ ０ １

《当代中文》 ２０ ４ ２ ０

具有“解释与说明”功能的附加信息在三本教材中所占比重最大，例如：

（７）
房东：那你说是谁把它弄坏的？

玛丽：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如果是我，我会赔给你的。

———《阶梯汉语》第３课
例（７）中，玛丽在回答房东问题后，“如果是我……”部分属于附加信息，是进一步说明，目的在

为自己澄清；再如：

（８）
大卫：怎么这么便宜啊？

王丽：我们俩来回都是坐火车，所以费用不高，你要是去新疆啊，就７月去，７月是最适合旅游
的时候。

———《发展汉语》第１３课
（９）
白小红：你还去过别的城市吗？

杰克：上海、西安、成都……我都去过。可是，有一个地方我还没去过。

白小红：什么地方？

杰克：你的家。

———《当代中文》第一单元第二课

在例（８）中，回答问题后，王丽把话题转向了去新疆的时间；例（９）中，杰克在回答白小红的问
题后，将话题转向了“去白小红家”的话题；两个例句都体现了附加信息的转移话题功能。此外，在

日常交际中，出于礼貌，交际双方都会尽量维护对方面子，例如：

（１０）
老师：你呀，太不努力了！

马丁：老师，不是我不努力。昨天晚上我喝酒喝了一个多小时，现在还有点糊里糊涂的。

———《当代中文》第七单元第二课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遭遇尴尬场景时，会运用附加信息来缓和现场氛围。但是，三本教材对附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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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自然会话特征，对学生提高日常交际水平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仍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三

本教材的会话结构总体上呈现出简单化特征。一方面，虽然教材涵盖了主要的结构类型，但是在呈

现比例上有所“失衡”———主要以毗邻双部式中的链条式序列为主，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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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８５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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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

第三届汉语韵律语法研究国际研讨会（ＩＣＣＰＧ３）
第一号通知

由香港中文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联合研究中心主办、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承
办的第三届汉语韵律语法研究国际研讨会，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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