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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研究　

关联顺应视阈下跨文化交际意图的动态激活①

旷　战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在简要介绍关联顺应理论、跨文化交际意图及其特点之后，指出跨文化交际意图的动态激活离不开交际双

方的合作顺应、示意推理、相关参项语境要素的认知建构以及文化图示的不断动态拓展延伸；最后尝试建构此类交际意

图动态激活的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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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意图是哲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中所涉及的概念，先后有语言学家从不同视角对

其进行了多维探讨和研究。国外学者主要涉及到指称论和观念论、形式主义语义学及语用学意义理论

这三个方面，代表人物分别为Ｇｒｉｃｅ［１］、Ａｕｓｔｉｎ［２］１４７、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３］１５－３０等人。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集中于
相同文化背景下交际意图与语篇理解及其认知范畴与语境要素之间的关系，主要有王传经［４］、方直［５］、

林波［６］等人。但迄今为止，对于跨文化背景下的交际意图及其特点，交际主体的能动性与客体内容的

文化规约性如何相互作用，交际意图动态认知激活需要交际者之间遵循什么原则来进行不同程度的文

化调试等问题，国内外学者均未曾涉及。本文立足于前人研究，以关联顺应等语用学理论为主要导向，

在跨文化言语交际的视角下对这几个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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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卷 旷　战：关联顺应视阈下跨文化交际意图的动态激活

一　关联顺应理论
Ｓｐｅｒｂｅｒ和Ｗｉｌｓｏｎ［７］３８－６０的关联理论从认知心理角度提出语言交际是一种受关联原则支配的示意－

推理交际，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是存于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它由词汇信息、逻辑信息和百科信息组

成［８］。关联理论强调交际者在社会和情感两方面心理上的认知，在此基础上通过演绎推理获取最佳关

联，话语是否具备关联性可通过推理所获得的语境效果来判断。语境效果与关联性成正比，与推理努力

成反比。

Ｖｅｒｓｃｈｅｕｒｅｎ［９］５８－１４３的顺应理论则认为语言的使用即语言的选择，使用者能够进行选择是因为语言具
有顺应性、商讨性、变异性，这三个基本特性使人类得以动态地使用语言。语言的选择过程也是语境和语

言结构之间相互动态顺应的过程。顺应性主要包括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中

的意识突显等方面。其中的语境包括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前者指交际者根据语境因素选择的各种语言

手段；后者则由语言使用者、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及心理世界组成，交际双方的意图属交际语境。

从关联顺应视角探讨跨文化交际意图的动态认知激活，即强调了语言的认知关联功能以及与语境

的相互动态顺应，又让关联理论解释的充分性和顺应理论的描述充分性得到很好的契合。

二　跨文化交际意图的内涵
随着国际上多领域多层次交流的日益频繁，语言的工具性用途也愈显重要。而在跨文化交际中，话

语意义的认知理解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心理过程，成功的交际离不开交际双方对话语意图的有效的表达、

传递和辨识。

意图（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包含信息意图（使对方明白或者更加明白的一组假设）和交际意图（使交际双方互
明说话人具有的某种信息意图）。作为影响交际的关键要素，意图既是交际过程的起点，又是相关信息

经认知推理后的终端。意图的产生是因为大脑接受到某种刺激源———刚收到的新信息，而这些新信息

或源于交际者内部机制，如情感因素、精神需要和生理变化等等；或来自外部环境，如交际对方的言行以

及其他相关语境的触发因素［１０］。

顾名思义，跨文化交际意图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所预设的某种言语行为指

向［１１］。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言语行为的动态变化尤为突出，交际意图的激活经常受到两种或以上不

同文化的干扰，从而使得交际意图愈加内隐模糊。伴随着语言的不确定性和认知的模糊性，推导中的意

图往往呈现出认知上的应变性与内容的不可协调性以及多态化、动态化、复杂化、隐蔽性等特点。交际

者必需运用跨文化语境的诸多要素进行关联假设和动态推导，寻求交际意图与语境之间的关联与顺应，

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进而确定说话者的真值意图。

三　跨文化交际意图的动态认知激活
跨文化交际意图动态激活的错综复杂不是源于语言本身，而是来自语言的具体运用，它涉及到交际

双方在合作顺应的基础上示意推理模式的应用、语境要素的认知激活、以及文化图示的不断动态拓展延

伸等等。

（一）交际双方的合作顺应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要使交际成功，交际者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至少有一个被双方或多

方都接受的大方向。这个目标或方向常常在谈话的一开始就明确，也可能在交谈过程中产生。美国哲

学家Ｇｒｉｃｅ也认为，言语交际中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交际双方之间存在一种默契，一种都应该遵守的
原则，从而使交际者所说的话符合交际公认目的或方向，这便是合作原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１２］１５３－１５５。当然，有时人们也会因种种原因而不愿继续交谈，从而出现答非所问最终导致交际中断
的情况，不过，这毕竟是少数情况。例如：

（１）Ａ：Ｗｈｅｒｅ’ｓＪ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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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Ｔｈｅｒｅ’ｓａｙｅｌｌｏｗＢＭＷｏｕｔｓｉｄｅＳｕｅ’ｓｈｏｕｓｅ．
在这个对话里，如果交际双方都遵守合作原则，那么 Ａ会很自然地在自己的问题和 Ｂ的回答之间

去建立联系，基于他们共享的常识或一般常识：Ｊｉｍ有一辆黄色的ＢＭＷ，到别人家去一般总把车停在那
家门前，他就能很快认知激活Ｂ的交际意图－Ｊｉｍ在Ｓｕｅ家里。

当然，除了合作原则的遵守，交际双方的语言顺应也必不可少。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就必须对

语言进行选择，就语言的各个层次的结构作出顺应以及对这些结构选择什么样的构建原则。语言结构

的顺应应从多方面对语言作出选择：选择语言、语码和语体，选择话语的构建原则；此外，交际者还要根

据双方的语言能力和爱好选择恰当的语言符号进行交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语言使用和顺应还会受

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和语言态度等因素的制约，而语言语码的转换与区域变体、社会变体、功能变体以及

不同语体的存在，也都影响到语言的选择。

在跨文化交际意图认知激活过程中，交际主体与客体、目的语文化与源语文化规约性以及跨文化交

际语境之间必然经历选择、冲突、磋商、调适等过程，这就更需要交际主体在合作顺应的基础上，彼此能

动地识辨来推进。

（二）示意－推理模式的应用
自索绪尔开创符号学以来，语码模式就长期在交际理论中占统治地位，但对具有文化内涵的言语交

际，编码和解码的解释就显得苍白乏力；而Ｇｒｉｃｅ的推理模式对交际的诠释又略显不足。Ｓｐｅｒｂｅｒ和Ｗｉｌ
ｓｏｎ结合两种模式的特点，提出了示意－推理交际模式，弥补上述的不足。

示意是对听话人而言，指的是说话人发出一种刺激信号，使之对交际双方互相显映（Ｍｕｔｕａｌｌｙｍａｎｉ
ｆｅｓｔ），其目的在于向听话人显映或更加清楚地显映一系列的命题，明确地表示意图；如果听话人能明白
说话人所作的示意行为，那么这种示意行为就是显映的。示意行为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
推理是对说话人而言，听话人凭借说话人所提供的显映方式进行解码，并将解码所得到的证据作为前提

的一部分，再结合本身的认知语境对话语信息按一定的方向进行推理，最终认知激活对方话语信息的真

值意图。

然而，交际者不仅会直接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意图，他们也经常间接地传达自己的意图，以期听话人

能够利用相关语境要素，通过推理得出交际者传达的交际意图。因此，交际者的交际意图常常与他提供

的话语信息不相一致，甚至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听话人就需要越过字面意思，结合相关语境信息，通过

正确推理把握说话人的意图。例如：

（２）Ａ：ＷｈｅｒｅｄｏｅｓＳａｒａｈｌｉｖｅ？
Ｂ：Ｓｏｍｅｗｈ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ｕｒｂ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ｙ．

通常情况下，Ｂ的回答至少可有两种不同的意图解读：（１）确实不知道住处；（２）知道住处却不想告
诉。而Ｂ的真实的话语意义却只有一个，在合作顺应的基础上，Ａ凭说话人的显映方式进行解码，并将
解码所得的证据作为前提部分，再结合跨文化交际语境对话语信息按相关的方向进行推理，在其大脑所

形成的关于一个命题的多个映射，并结合当时的语境假设去一一排除，就能选择最具体适合语境的语用

意义来阐释对方的交际意图。

（三）语境要素的认知激活

由于交际过程与环境的复杂性，跨文化交际意图作为一种重要的语境因素，往往呈现多态化。此时

交际双方就要在语境的诸多要素进行语境假设和顺应动态推理，寻求交际意图、话语、语境等各种因素

之间的关联顺应，取得最佳语境效果，最终激活对方交际意图的真值命题。

按照语境要素充当的功能，跨文化交际中的语境可划分为语言语境、文化语境、交际语境、心理语境

等宏观层面。而宏观层面又包含各种微观层面的语境。微观层面的语境既可单独对言语发生作用，又

可与其他微观语境彼此相互作用，形成大、中、小语境的层层联系。它不像同源文化交际中所涉及的具

体参项文化语境那样固定和系统化，而是对参项语境要素在关联顺应性这一契合点上的认知激活［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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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卷 旷　战：关联顺应视阈下跨文化交际意图的动态激活

与此同时交际者也在不断地选择、控制、变换、整合着不同的语境要素，不断做出一定的文化调适，在话

语中寻找最佳关联，顺应着语境的外显和内化因素以便为交际意图的认知激活更好地服务。例如Ａ（中
国人）与Ｂ（美国人）在闲聊：

（３）Ａ：Ｔｈｅｈｏｓｔｅｓｓｉｓａｎａｗｆｕｌｂｏｒｅ，ｄｏｎ’ｔｙｏｕｔｈｉｎｋ？
Ｂ：Ｔｈｅｒｏｓｅｓａｒｅｌｏｖｅｌｙ，ａｒｅｎ’ｔｔｈｅｙ？

表面上Ｂ的回答“玫瑰花很可爱，难道不是吗”似乎令人很茫然，实际上 Ｂ的回答同时操纵了若干
个语境要素：其一为语言语境，Ｂ表面不相干的回答暗含了Ｂ的某种态度；其二为交际语境，共享知识
背景表明他们都认识这个女主人；其三为逻辑语境，Ｂ有意这样回答，他很有可能有某种目的；其四为
文化语境，Ｂ所处的文化氛围不允许他这样说；其五为认知语境，Ｂ有意这样回答，肯定顺应对话并与之
关联。Ａ在不断的推理过程中如果通过至少这五层语境要素的协同干涉和动态组合，从而建立起相应
的跨文化交际语境，那么Ｂ的交际意图最终也就不言自明。

（四）文化图示的拓展延伸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以图式的形式贮存记忆，图式是认知框架，更是人们认识和了解世界的基

础。言语理解是一个动态交互的过程，外界输入的新信息同大脑中的图式顺应联系起来时产生共鸣，从

而达到理解新知识目的。

文化图式则指的是人脑通过先前的经验已经存在的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块”，它可用来感

知、理解和诠释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１４］。然而在现实当中，由于交际双方文化图示的差异性和

不对称，话语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大不相同，双方输入的言语信号激活不了应激活的认知空位，因而激

活不了比较完整的文化图式，有时甚至记忆里根本就没有相关的文化图式备用，从而无法认知激活对方

的交际意图，最终导致理解的障碍和失败。例如：

（４）Ａ：Ｔｉｍ，ｙｏｕｄｏｎ’ｔｒｅａｄ，ｄｏｙｏｕ？
Ｂ：Ｍｅ？Ｎｏ，Ｉａｍａｔｕｂｅｆｒｅａｋ．

Ｔｕｂｅ的本意在美国俚语中指得是电视迷的意思，但是在这段对话中，由于交际双方社会文化的差
异，相同的文字信息所激活的内容图式也就不同，就会引起信息差，造成Ａ对ｔｕｂｅ言语理解的信息不等
值现象，从而无法推断出Ｂ话语的真实意图。

话语语篇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为其理解创建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交际双方克服文化思维定

势和偏见，尽量在大脑中建立并充分调动尽可能多的文化图式，有效地进行文化图式的拓展与延伸，调

整和构建，对带有彼此文化烙印的话语语篇进行创造性的理解，才能更好认知激活交际意图。此外，交

际双方还可以从先前话语中寻找相关假设，从当前交际情境中提取相关信息，从存储或正被处理的话语

所传达的假设中出现的概念之下的百科词条来补充处理话语所需的语境［１５］。总之，人们的跨文化背景

知识越丰富，头脑中建立的关联图式越多，解读对方的交际意图也就越快越容易。

（五）跨文化交际意图认知激活示意图

基于上述探讨，我们不妨对跨文化交际意图认知激活模式作如下简易图示（如图１［１６］所示）：
说话人（ｕｔｔｅｒｅｒ）形成交际意图 Ｉ后，经过概念化的认知过程，将意图顺应转化为预设意义 ＰＭ；而后

通过建构跨文化语境，采取示意的方式，发出话语 Ｕ或行为，将预设意义传递到听话人（ａｕｄｉｅｎｃｅ）的大
脑中，以引导其从正确的方向进行推导。听话人接收话语或行为刺激信号后，通过认知逻辑机制和文化

图示对新的相关信息形成一系列的假设Ａ，并不断进行加工分析选择，以建构合适的跨文化语境来激活
交际意图，而后遵循最佳关联和顺应原则进行非论证性推理，逆导出对说话人意图的最佳阐释，赋予话

语或行为以含义Ｍ；最后通过听话人的信息反馈来验证假设意图的正确与否，图中过程用实线表示；虚
线为映射关系。该过程模式表明，无论是说话人在语用层面（ＰＬ）上对意图的传递，还是听话人对意图
的选择和阐释，都离不开认知层面（ＣＬ）的信息加工。

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双方的文化图式和认知语境呈不对称性，导致无法激活真值交际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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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会暂告失败；此时需要交际者重新调整语用策略，有效地拓展与延伸文化图式，对跨文化语境进行

重新构建。

（注：ＰＬ：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ｌａｙｅｒ；ＣＬ：ｃｏｎ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ａｙｅｒ；Ｉ：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ＰＭ：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Ｕ：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Ａ：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Ｍ：ｍｅａｎｉｎｇ）．

图１　跨文化交际意图认知激活示意图

四　结　语
本文以关联－顺应等语用理论为主要导向，从跨文化角度研究言语交际中意图的动态认知激活；并

以此为切入点，凸显交际主体的合作顺应的能动性、语境要素的认知关联的动态性、示意 －推理模式运
用的灵活性以及文化图示在交际意图的认知推理中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跨文化交际意图认知激活分

析模式。研究表明，探讨交际意图的动态认知激活的过程为交际意图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开拓新的

思路，有利于加深语言学习者、教学者等对交际意图及其社会文化内涵的了解，提高跨文化交际语用能

力［１７］；更有利于揭示话语发生和发展的内在和外在机制和规律，促进语言应用乃至语用学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１］ＧｒｉｃｅＨＰ．Ｍｅａｎｉｎｇ［Ｊ］．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５７，６６（３）：３７７－３８８．
［２］ＡｕｓｔｉｎＪＬ．Ｈｏｗｔｏｄｏｔｈｉｎｇｓｗｉｔｈｗｏｒｄ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Ｔｈｅ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
［３］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ＳＣ．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
［４］王传经．交际意图与英语教学［Ｊ］．外语与外语教学，１９９３（３）：３０－３５．
［５］方　直．交际意图与话语之间的关联性［Ｊ］．山东外语教学，１９９８（３）：１７－２０．
［６］林　波．交际意图的语用认知新探［Ｊ］．外语教学，２００２（３）：２７－３３．
［７］ＳｐｅｒｂｅｒＤ，Ｗｉｌｓｏ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Ｏｘｆｏｒｄ：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６．
［８］卜杰民．关联－顺应语用模式的研究［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３）：１３６－１４０．
［９］Ｖｅｒｓｃｈｅｕｒｅｎ，Ｊｅ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Ｍ］．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ｓ＆ＥｄｗａｒｄＡｒｎｏｌｄ（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００．
［１０］旷　战．会话含义推理中交际意图的动态识别［Ｊ］．陇东学院报，２０１０（２）：１００－１０２．
［１１］肖　乐．跨文化交际视阈下的旅游文化传播［Ｊ］．湖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２（６）：１８２－１８４．
［１２］何兆熊．语用学概要［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３］旷　战．关联顺应与跨文化交际语境的动态建构［Ｊ］．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２）：３６５－３６６．
［１４］刘明东．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Ｊ］．中国翻译，２００３（２）：３０－３３．
［１５］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６］宋德生，宋潇潇．认知语境参与下的交际意图的实现及其模式［Ｊ］．云梦学刊：２００８（６）：１３７－１４０．
［１７］成雪梅．语境渗透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Ｊ］．外国语文，２０１２（５）：１４６－１５０．

（责任校对　朱正余）

２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