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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称指示语映射现象指在日常会话中,说话人违背自我为中心的原则,将指示中心转移到听话人或其他非会话参与者身上的一种十分

常见的现象。本文将从语用学的角度,以语言顺应理论为理论框架,探讨人称指示语映射现象的顺应性,以及影响指示语选择和使用的因素。通

过对具体语料的分析,证实人称指示映射现象是说话者对人称指示语的顺应使用,是在交际中说话人受交际目的与语境因素的影响而采取的的

一种策略。希望通过此研究,我们可以对人称指示语的使用有更好的了解与把握,增强语用能力,从而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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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日常交际中,说话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特定需要,总是会精心地选择

一个话语来控制自己的语言。本文着重研究了指示投射和语境中语言选择

的动态过程。本文认为指示投射的适应性包括对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的顺

应性。前者包括动机、欲望、情感,后者包括文化和社会习俗。 

1 理论框架 

顺应理论于1987年提出,1999年由Verschueren发展起来,他认为语

用学关注的是语言的使用,包括出于语言内部或语言外部的原因,有意

识或无意识地不断做出语言选择。语言选择的概念因此成为顺应论的基

本概念。 

语言顺应可以从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来理解,以便更好地进行语用描

述和解释。顺应的语境关联、结构对象、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显著

性。我们也可以把这四个方面作为语用研究的四项任务,这与语言使用动

态过程中所涉及的语言、社会、文化和认知因素是一致的。 

首先,顺应性的语境相关理论认为,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的选择必

须与特定的语境相一致。语境可以分为两类：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具体

来说,它是由语言使用者、心理世界、社会世界和身体世界构成的。其中,

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语境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因为其他因素都依赖于语

言使用者的认知。 

其次,适应性的结构对象是指从各种因素中做出选择。也就是说,交际

选择可以发生在任何可能的语言形式层面,如语音、形态、句法、词汇和

语义层面等。 

第三，适应性的动态是“在生产和解释选择的制定和谈判中使用沟通

原则和策略的方式”(Verschueren,1999：66)。 

第四， 后一个适应的角度是适应过程的显著性。显著性探索了这样

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的选择,无论是在生产中还是在解释中,都是同样有

意识或有目的地作出的。 

本研究将集中在第一个调查角度,即适应性的语境相关因素。这个角

度包括了语言选择相互适应的交际语境的任何因素。 

2 人称指示语对心理世界的顺应 

心理世界是指参与者的心理和情感因素,包括动机、信念、情感、个

性、意图、欲望等。 

2.1对动机的顺应 

动机是人类行为的主观原因。人类言语交际是由一定的交际动机驱动

的,它不仅决定了言语交际的内容,而且决定了人称指示语的选择和使用。 

(1)—爸,你别问了,我没事。 

—儿子,有啥话不能给爹说。 

(2)—你妈刚才给你丢人没？ 

—妈,瞎说什么呢,哪有儿子嫌妈丢人的？ 

(3)—妈,马上就要考试了,我要是考的不好怎么办啊？ 

—妈妈相信我的女儿是 棒的。 

—嗯,我一定会加油的。 

在例1中,指示语“爸爸”的用法是将这个指示中心转移到听者身上,

也就是说,父亲称自己为“你的爸爸”,而不是“我”,以表明他作为父亲

的立场,并加深他自己和儿子之间的关系。父亲的动机是鼓励他的儿子毫

不顾忌地说出真相。 

在例2中,衣衫褴褛的母亲问她的孩子：“你嫌妈丢人吗？为了安慰儿

子,她用第二人称短语“你的母亲”将指示中心转移到儿子身上。这一变

化凸显了两人之间的家庭纽带,缩短了他们的心理距离,减轻儿子的尴尬。 

在例3中,母亲对即将参加高考的女儿说：“妈妈相信我的女儿是 好

的。”母亲把指示的中心从她自己转移到女儿身上,母亲成功地给了女儿一

种亲密的感觉。这种策略的动机是鼓励她更加自信。 

2.2对欲望的顺应 

欲望是一种对人、事物或结果的渴望或希望。当一个人渴望某物或某

个人时,他们的渴望感是由该物或人的享受或思想所驱使的,他们想采取

行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4)—宝宝想吃糖 

—乖,等会儿妈妈给你买。 

(5)—你怎么来,这个家不欢迎你走吧 

—你不能不管你儿子的死活啊。 

例4是母子之间的对话。孩子用“宝贝”这个词来称呼自己,使自己处

于弱势,以赢得母亲的爱和同情,从而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即满足自己对

糖果的欲望。 

例5中,当他没有向母亲借钱时,儿子哭着说：“你不能丢下你的儿子不

管”。通过自称“你的儿子”而不是“我”来表达他作为儿子的立场,并引

起听众的同情。 

2.3对情绪的顺应 

情绪是一种相对短暂的有意识的体验,其特征是强烈的精神活动和高

度的高兴或不高兴。 

(6)—老师,我想请几天的假,家里有点事。 

—我们是学生,我们 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 

(7)—老板,你们饭店的菜都是自家种的？撒农药了吗？ 

—咱们这儿都是有机蔬菜,请放心食用。 

(8)—他这个人不好相处,你说他一句,他能说你十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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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平时啊少搭理他,免得找不痛快。 

例6中从语义上看,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应改为第二人称复数“你”,

因为教师的身份不是学生。老师把自己和学生归为一个整体,并用人称映

射来缩小他们之间的距离。这种移情策略实现了双方的情感融合。 

例7是酒店老板对顾客说的话。“咱们”应为“我们”,酒店老板使用

咱们一词,让客人感觉仿佛回到了家中,这样就可以成为一顿更愉快的晚

餐,显示了主人对客人的热情。 

例8中“你”这个词指的是说话者,而不是听话者。然而,说话人使用

第二人称“你”来缩短与听话人的心理距离,就好像听话人直接参与了事

件一样。这种用法通常能引起听者的共鸣。 

3 人称指示语对社交世界的顺应 

社会顺应是指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包括社会关系、社会礼仪、文化因

素等,这些因素对交际者的言语行为有很大的影响。 

3.1对文化的顺应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儒家文化,它蕴含着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人际关系

理论。 

(9)—我懒得跟你说,别烦我。 

—你就这么跟爸说话？ 

(10)—儿子不孝,没您好好照顾您 

—只要你过得好,妈就放心了。 

在例9中,女儿在对父亲大喊大叫之后,被父亲责骂,并说出“你怎么能

这样不礼貌地和父亲说话？父亲称自己为“你爸”,而不是“我”,以表明

他作为父亲的立场,谁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批评她的女儿的不尊重。人称

映射反映了孔子文化的顺应。 

例10中一位男士对生病的母亲说：“儿子不孝,不能好好照顾你。”。

儿子称自己为“儿子”,而不是“我”,指示中心转移到母亲身上,中国

的传统观念认为孝道是一切美德中 重要的一种。这种选择与孔子文化

相适应。 

3.2对社会习俗的顺应 

在社会背景下,社会习俗可以保留“不成文法”的特征。社会习俗作

为人们交际的背景,对人称指示语的选择和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 

(11)—我们去看望姑姑时你听话。 

—知道了。 

(12)—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知道错了,下次一定听你的。 

在例11中,母亲在感情上,她需要和孩子们保持亲密关系,同时,她努

力使自己的话更有力。在中国,孩子在老人面前被教导要有礼貌,因此母亲

用“姑姑”代替“我姐姐”来强调他们会去看望长辈,确保她的儿子能够

遵守规则。因此,人称映射的使用反映了对社会习俗的适应。 

在例子12中,一位父亲抱怨儿子在被告知火车票已经没有了时,没有

提前买票。父亲引用了一句老话,父亲用第三人称“老人”代替第一人称

“我”,以表明他作为一个智者的立场。这句话反映了一种惯例,即你 好

接受成年人或有经验的人的建议,因为他们更老练、更有经验。 

4 结语 

本研究以语言顺应理论为基础,进行简要分析。首先,建立了基于

Verschueren语言顺应理论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人称指示投射的概念。然后,

从心理世界适应和社会世界适应两个方面探讨了人称指示投射的适应性。

本文运用心理距离分析指示语,总结说话人选择人称指示语的基本规律。

掌握不同人称指示语之间的差异,有助于语言使用者处理复杂的人际关

系。本文的主要局限性在于所使用的语料。其中大部分是老少对话,结构

单一。因此,需要更多的例子来使分析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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