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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content 
 

and
 

progress
 

of
 

discourse
 

markers
 

in
 

China
 

are
 

briefly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Some
 

hot
 

topics 
 

includ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ntological
 

research 
 

and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of
 

discourse
 

markers 
 

are
 

presented.
 

Existing
 

issu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discourse
 

markers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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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話語標記研究綜述

李丹弟　 袁雨薇

浙江工商大學

摘　 要:
 

本文簡要介紹了國內話語標記的研究特點、內容和進展。 總結了話語標記的理論框架、本體研究和研究方

法的代表性成果,探討了存在的問題和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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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話語標記;連貫理論;關聯理論

一、
 

研究概況

話語標記(discourse
 

markers)是一種十分常見的話語現象,它是依存於前言後語、劃分說話單位的界標。

它傳遞的並不是命題意義,而是對話語理解起引導作用的程式性意義。 1953 年,Randolph
 

Quirk 在一場講座

中首次明確提及話語標記。 此後,人們開始逐漸關注話語標記這一話語現象。 對於話語標記的研究主要有

三種研究範式。 「語義-語用」的研究范式建立在連貫理論的基礎之上,認為話語標記可以用來連接和標示

話語間的連貫關係。 其研究目的包括話語標記是如何在語義、語用方面增加語篇連貫性。 「句法-語用」的

研究範式主要考察話語標記在句法分佈、句法功能以及語音韻律上的特性,大多以單個句子為例,在分析其

句法特徵的同時探討其在話語層面上發揮的語用功能。 「認知-語用」的研究范式建立在關聯理論基礎之

上,認為推理在話語理解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話語標記將聽話人引向說話人所期待的語境和語境效果,從

而對聽話人的話語理解過程進行制約。 在話語標記研究領域,國外學者主要分為兩大陣營:一派是「連貫

派」,代表學者有 Schiffrin、Redeker、Fraser 等;另一派是「關聯派」,代表學者有 Blackmore、Jucker 等。 「連貫」

派建立在連貫理論基礎之上,主要分析語篇,強調語言使用者通過語言行為進行資訊傳遞的整體一致性,他

們認為連貫對語篇生成及理解至關重要,而話語標記正實現語篇連貫的重要手段之一。 「關聯」派建立在

Sperber
 

&
 

Wilson(1986 / 1995)提出的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的基礎之上,認為在交際過程中,話語標

記有助於讓交際雙方實現最佳關聯,獲得最大的語境效果。 前一派注重研究話語標記在連貫鄰近話語單位

之間、話語單位與語篇之間的作用,而後者則注重研究話語標記對語境的引導、選擇和制約作用,從而展現

話語推理和理解的過程。 在國外話語標記研究的影響下,國內關於話語標記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門話題,本

文將對國內話語標記的研究展開簡要概述。

二、
 

國內對話語標記的研究

近十多年來,在國外話語標記研究的影響下,國內學者也開始重視對該領域的研究。 國內學者主要從

自下而上的角度分析話語標記,多採用個案研究的手段進行研究。 個案研究有助於揭示個別話語標記的形

成、分類、功能等重要內容。 該部分將以國內對話語標記的個案研究為切入,回顧話語標記的形成及其分類

和功能。

(一)
 

話語標記的形成

話語標記是如何形成的,較早涉及這一問題研究的學者認為話語標記是由於漢語中一些詞類的語義弱

化而來的,方梅(2005)論述了連詞語義弱化進而虛化為話語標記的現象。 現在話語標記研究已經成為語法

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越來越多學者在對話語標記的個案研究中開始了對話語標記的溯源研究。 綜觀

學者們的觀點,基本可以分為兩派:一派認為話語標記是語法化和詞彙化的結果;另一派則認為話語標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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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性和主觀化的結果。

1.
 

話語標記的詞彙化和語法化

漢語界對話語標記形成的研究主要採用歷時角度,對其詞彙化和語法化過程進行討論。 這二者在話語

標記形成過程中往往是緊密聯繫的。

李宗江(2006)以「回頭」為例,指出其作為片語意義的虛化與其詞彙化和語法化是同時發生的董秀芳

(2007)分析「誰知道」和「別說」這兩個話語標記的形成過程和功能,指出它們作為話語標記是詞彙化的結

果,並概括了話語標記形成的一些規律。 從話語標記的形成可以看到詞彙化與語義化是密切相關的,二者

可以有一致的演變結果,也可以在同一個語言形式上相繼進行李思旭(2012)結合「別說」 「完了」 「就是」三

個話語標記的語法化演變過程,探討了話語標記的來源及其形成動因,話語標記與句法位置,話語標記與詞

彙化、語法化三者之間的關係。 李思旭認為,這三個話語標記的形成鏈條是一樣的,即都是先從短語詞彙化

為副詞,再經歷從副詞到連詞、從連詞到話語標記的不斷語法化的歷程。

周樹江、王洪強(2012)探討了話語標記的語法化機制,指出語法化的核心概念是虛化,傳統語法化描述

的是實詞虛化,是詞語在詞法層面上的歷時變化。 而廣義語法化的研究則關注更大範圍內的意義虛化,是

某些結構命題意義向語用功能甚至認知層面上的轉化。 話語標記的形成和發展就是這種轉化,經歷著命題

意義的虛化和語用意義的充實。

相对于上述研究,孔蕾、秦洪武(2018)侧重分析漢語話語標記「說 X」的形成過程,探討詞彙化、語法化、

語用化之間的互動關係。 研究指出,大部分「說 X」類標記是由句內動賓短語演化而來的;在向話語標記演

變的過程中,這類短語在句法表現、語義屬性和語用功能上均發生了變化,是語法化、詞彙化和語用化共同

作用的結果。 陳紅梅(2022)從歷時的角度對漢語三音節「X 不是」的詞彙化過程進行考察,發現這類詞都是

在謂詞性成分前和反問句語境中完成詞彙化的,先是「不是」的謂詞性功能逐漸消失,然後「不是」在「X」之

後的附著性增強,最後在高頻使用中增加了「X 不是」主觀情態化。 亓文香(2022)以「可以說」的功能演變

為例,分析了漢語「情態動詞+說」類話語標記的形成過程。 研究發現「可以說」歷時發展到現代漢語,具有短

語、動詞性語塊、副詞性語塊、連詞性語塊和話語標記五種角色。 其演變特點是,概念意義逐漸虛化,語音趨

於弱化,篇章功能增強,話語標記角色日漸凸顯。 從短語到話語標記,從語法層面上升到語用層面,「可以

說」有詞彙化和語法化的特點和傾向。 基於語料分析,運用語用學和認知語言學的相關理論,對話語標記

「可以說」的語用和認知機制進行全面深入的探索,進而管窺漢語中「情態動詞+說」話語標記化現象的存在

可能和理據。

2.
 

話語標記的主觀性和主觀化

另一種觀點是從使用的角度看待話語標記的形成,認為話語標記的形成是「主觀性」和「主觀化」的過

程。 這一觀點也在近年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 沈家煊(2001)曾對主觀性和主觀化作出解釋。 他指出

主觀性是指說話人在說出一段話的同時表達自己對這段話的立場、態度和感情,而主觀化則是指語言為表

現這種主觀性而採用相應的結構形式或經歷相應的演變過程方梅(2005)認為認證義動詞虛化的起點是「去

範疇化」,句法方面表現為謂賓動詞句法特徵的衰減,語義方面表現為由客觀表達變為主觀表達。 「認證義

動詞+小句賓語」既可以陳述事件,又可以表現主語的認識內容,這種雙重性是虛化的基本條件。 而虛化的

程度與認證義動詞自身的控制度密切相關,控制度較強的動詞虛化程度低,控制度較弱的動詞虛化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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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表示評價意義的認證義動詞控制度最弱,虛化為表達說話人視角和態度的語用標記。 姚占龍(2008)對

漢語人稱代詞與「說、想、看」的使用過程進行討論,指出該過程呈現出一種從「動作義」到「認識情態義」,再

由「認識情態義」到「話語標記」這樣一種主觀性不斷增強的過程。 李宗江(2009)在考察現代漢語口語中

「你看」類話語標記時,提出這類話語標記的演變是一個主觀化和交互主觀化的過程。

主觀化和語法化從不同角度考察了話語標記的形成過程:語法化側重於話語標記形式的演變、固化,是

一個由實到虛的過程;主觀化側重於話語標記使用中的主觀性需求,其外在的表現是對話語標記的傾向性

選擇。 二者有著密切的聯繫,主觀化同語法化一樣是一個漸變的過程,主觀化貫穿於語法化過程中。 掌握

兩者的關係更有利於我們對話語標記形成的研究。

3.
 

話語標記的語用化

殷樹林(2012)注意到了語法化和詞彙化在話語標記形成過程中的局限,提出了語用化的觀點。 話語標

記的形成一般要經歷語用化,至於是否經歷詞彙化或語法化,則因話語標記的不同而不同。 把「您看、我說」

類話語標記的形成看成語用化的結果,就可以避免語法化或詞彙化分析中的矛盾。

可以看出,國內學者對話語標記形成機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話語標記到底是語法化,還是詞彙話,抑

或是語用化上。 漢語話語標記數量眾多,來源模式多樣,不同的話語標記形成機制也應該各不相同。 董秀

芳(2007)認為話語標記的形成機制,既可以是詞彙化,也可以是語法化,還可以是兩者共同起作用。 侯瑞芬

(2009)指出從短語到話語標記有兩種形成機制:一是從短語直接語法化為話語標記;二是先發生詞彙化再

發生語法化。 殷樹林(2012)認為話語標記的形成比較複雜:可以從詞或短語直接語用化而來,也可以先經

歷語法化或詞彙化然後再語用,還可以是組成成分語法化的結果。

(二)
 

話語標記的分類及功能

話語標記的分類和功能緊密相關,研究人員往往將二者一併討論。 由於研究目的、方法、手段各有不

同,中外學者們對話語標記的分類和功能的研究也有所差異。 Fraser(1999)把話語標記分為四大類:(1)對

比性標記語,如 but、though、however 等;(2)闡發性標記語,如 and、for、in
 

addition 等;(3)推導性標記語,如

so、as
 

a
 

consequence 等;(4)主題變化標記語,如 by
 

the
 

way、speaking
 

of 等。 很顯然這一分類未能窮盡所有

的話語標記,沒能完全揭示話語標記豐富的語用功能。 因此,許多國內學者結合漢語語料,對話語標記的功

能即分類展開了進一步研究。

冉永平(2003)以言語交際中的話語標記語 well 為研究物件,重點討論它在會話互動中的語用功能。 指

出 well 在不同語境下的四種語用功能:(1)言語行為面子威脅緩和語;(2)言語行為緩延標記語;(3)資訊短

缺標記語;(4)資訊修正標記語。 他論述了如「well」之類的小詞在不同語境中可能表現的多種語用功能,而

非語法功能劉麗豔(2005)將語言的元語用意識理論同韓禮德關於語言的功能理論有機結合,闡釋了話語標

記的元語用功能———語篇組織功能、語境順應功能和人際互動功能,從而進一步加強了話語標記理論在互

動性言語交際活動中對言語的建構和理解等方面的解釋力王揚(2005)以關聯理論為基礎,從認知語用的角

度對話語標記進行認知語用解釋。 指出話語標記在話語生成和理解過程中增加交際雙方的認知共性和語

境效果。 從發話人角度看,話語標記能説明說話人組織資訊、表明態度、提示交際情景等;從受話人角度分

析,話語標記能説明聽話人儘快找到關聯的資訊內容、連接短路資訊、準確理解話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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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斌(2007)以關聯理論為基礎,從語用認知的角度出發,分析了話語標記「其實」及其英譯「 actually、in
 

fact」在話語中的主要語用功能,包括資訊修正,資訊追加,語用緩和,命題態度,資訊短缺等功能李心釋

(2008)認為 Fraser 關於話語標記意義標準齶界限太模糊,主觀隨意性較強,不宜作為劃分標準,而是從是否

標明句際關係和是否承擔主觀評書功能,兼顧句法、語義和語用功能,給語用標記進行了統一的劃分。 交際

中的語言都由基本話語與元話語兩部分構成,話語標記結構上屬於元話語層面,處於單個小句句法之上,既

反映說話人對基本話語的主觀態度,又標識出句際關係,既呈現對命題關係的主觀評述,又起到話語銜接連

貫的作用。 胡海娟(2010)以話語標記語 and 為研究物件,從語用角度探討它在庭審提問中的語用功能、特

定資訊與前指話語的聯繫功能以及提問者期待肯定回答的強調功能,並指出它在庭審提問中頻繁使用的主

要原因。 唐雪凝、張金圈(2016)基於禮貌原則,考察了元語否定語「不是我說你」類話語標記的產生機制,及

其功能,指出「不是我說你」類話語標記經常出現在有損聽話人面子的話語之前,具有面子補救功能,這種功

能的實現與「不是」的元語否定功能密切相關。 漢語中的「元語否定—事出有因」語義模型使得說話人在說

出「不是我說你」類話語標記時總是預設了自己對聽話人實施面子損害行為的某種客觀原因,從而在一定程

度上減輕對聽話人的面子損害,是一種積極的語用策略。 傅利、修文心(2019)基於特蕾莎·梅的 50 篇公開

演講詞,探究話語標記在不同語篇中的語用功能,如暗示事件發展順序、促進語篇連貫、強調特定資訊、豐富

文本內容、暗示作者觀點、推動人際關係等等。 姚雙雲、李衛光(2022)以自然口語中「哪有」為例,討論話語

標記「哪有」的位置分佈、互動功能以及功能影響因素。 研究指出,該話語標記在交際中主要有以下互動功

能:(1)話語否定;(2)話語修復;(3)話輪轉換;(4)話題終結,並指出「哪有」往往出現在話輪邊界位置。 劉

紅原、姚雙雲(2022)發現在自然會話中,話語標記「那個」與「什麼」高頻共現,凝固為複合型話語標記「那個

什麼」。 研究發現,「那個什麼」在言談交際中主要承載占位元填充、切換話題和引介例釋三項互動功能。 其

中後兩項功能系在第一項功能的基礎上衍生而來,具有位置敏感性。 李維靜、許家金(2023)基於 COLSEC

和 SECCL 兩個中國大學生口語語料庫,採用多因素分析法,通過與英語本族語者話輪起始位置話語標記序

列的對比,綜合考察我國英語學習者自由會話任務中 240 個話語標記序列的語用功能。 研究發現,英語學習

者話語標記序列內部的組合傾向、語用功能與英語本族語者基本一致,表明英語學習者總體能夠習得話語

標記的互動、銜接和元認知功能。

由於視角的差異,選取的語料也存在差異,不同學者對話語標記類屬的劃分存在很大差異。 就現有成

果來看,功能標準不一,有交叉重疊,尚未形成廣為接受的分類。 話語標記類屬的劃分不應該是為了分類而

分類,應當在體現話語標記核心意義的同時也加深對話語標記的本質認識。 一些話語標記同時具備幾大功

能,在具體語境中是不是某一個或幾個功能占主導地位,這些功能又有哪些層次角度,它們之間存在什麼樣

的關係,這些問題還有待深入研究。

三、
 

國內話語標記研究不足與展望

綜而觀之,通過對以上文獻的回顧,目前國內的話語標記研究碩果頗多,在研究物件和研究方法上,給

我們許多啟示,但總體來看,我們仍然應該在以下方面有所加強:

首先,個案研究和系統性研究相結合。 綜觀國內話語標記領域的研究,個案研究占比較多。 雖然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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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能夠有效探究個別話語標記的形成過程、特點和功能,但是如果不按照一定理論或分類標準對現

有研究加以系統性整理,將這些話語標記歸入不同語用功能層次,個案研究就會不成系統。 有的話語標記

會被反復研究,得出的結論也會較為雷同。 因此,對現有的話語標記研究結果進行系統性歸納是學界亟需

著手的任務之一。

其次,深化話語標記理論體系的跨語言普遍性研究。 目前學界對話語標記的理論及其分類大多以英語

為主,少有對其他語言的考察,英語中話語標記的分類體系是否也適用於其他語言還有待考證。 以漢語話

語標記為例,由於漢語本身和英語有較大差異,英漢語兩種語言的話語標記既有對應的一面也有不對應的

一面。 這就讓人對用英語話語標記體系來研究漢語話語標記體系有所懷疑。 此外,國內話語標記的研究成

果大多是基於普通話的,基於普通話提出的話語標記的形成機制是否具有普遍性,還有待於跨語言或和方

言的對比驗證。 因此,國內話語標記研究應結合方言研究或進行跨語言研究,使結論更具普適性和客觀性。

再次,總結漢語話語標記特徵,提出適合漢語話語標記的理論。 目前,國內對話語標記的研究基本還是

順用西方的連貫理論和關聯理論。 中西方語言雖然存在很多共性,但是不同語言間勢必存在差異,探究個

性也同樣具有意義。 李思旭(2023)將漢語的話語標記的屬性特徵歸納為「四個多樣性」:(1)話語標記來源

模式的多樣性:不同類型的話語標記有不同的來源,同一個話語標記的不同功能其來源也不同。 (2)話語標

記形成機制的多樣性:詞形式的話語標記來源於詞彙話和語法化,短語、小句形式的話語標記則源於語用

化。 (3)話語標記話語功能的多樣性:大部分話語標記都有不止一種話語功能。 (4)話語標記變體形式的多

樣性:話語標記大都存在著變體形式,比如話語標記「就是」可以有「也就是、那就是、就是說、也就是說」等變

體形式。 學界應當基於漢語話語標記的以上特點,提出適合漢語話語標記的理論,為漢語話語標記研究提

供更具針對性的新思路。

最後,話語標記分類體系亟須完善。 現有對話語標記的類型和功能分類主要建立在研究者自上而下的

語用功能分類上,其窮盡性和可信度仍然值得商榷。 學界應當建立較為統一的分類標準,對話語標記的類

型和功能進行系統梳理。 此外,由於視角差異,選取語料差異,不同學者在研究話語標記分類及功能時主觀

性過強,得出的結論也難以在多種語言中得到驗證。 由此,完善話語標記分類體系有助於我們更為系統客

觀地瞭解話語標記。

正如很多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話語標記是一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被人們忽略的問題,還有很多與之相

關的問題值得深入探究。 綜觀學界對話語標記的研究,現階段研究成果已然碩果累累,在未來,學界可以加

強對漢語方言和中國少數民族語言話語標記的類型學研究以展示中國特色,豐富話語標記的二語習得和資

訊處理研究,為進一步深化話語標記的研究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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