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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言语交际中，含糊其辞话语会产生语言协同、语境协同、信息协同、语用不协同等语用现象。语用协同既是
成功交际的基础，也是言语交际顺利进行的有效运作机制。语用不协同虽会给交际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也不会造成

交际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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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交际中，话语的意义会呈现出不确定性，产生语用含糊现象。含糊其辞是语用含糊中的一种，

是指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明知话语要表达的意图，本可顺应语境，选择合理话语表达出来，但说话人没

有这样做，而是有意把话语说得不清不楚，含含糊糊，不愿把话照直说出来，以回避要害问题，从而满

足了说话人当时的交际需要。例如：

（１）排协力邀技术全面的３１岁老将周ｘｘ回归，帮助中国女排走出困境。但周 ｘｘ离开排
球场已有半年了。记者采访她时，问到：“现在回归，你会不会很难适应？”对于这个问题，周ｘｘ
思考了一会，用了一句很诗意的话作为回答：“我的心一直在排球上。很多人都说，我这次是

回国家队，其实，我从未离开。”（网易，２０１０－０９－１７）①

此例中，周ｘｘ顺应了交际时的语境，选择话语作答，该话语含有的语用用意可为“否认（难适应）”、
“承认”还是“担心”等，听话人理解此话语时似乎较难把握，但周ｘｘ使用的含糊其辞话语既表达了自己
的意图，又避免了把话说绝对而引起的尴尬。

含糊其辞的使用与说话人要传递的意图相关，其理解可建立在推知说话人意欲表达的话语意图的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２－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２ＢＹＹ１１９）；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ＧＤ１３ＸＷＷ０８）
作者简介：廖开洪（１９６５－），男，湖南望城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外语教学研究。

①　带有下划线的话语表示含糊其辞，下同。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基础上。含糊其辞的使用是以语用用意的不确定性来实现说话人心目中确定了的话语意图，故对交际

中的语境具有强烈的依赖性［１］。本文将考察言语交际中，说话人使用含糊其辞与听话人理解此类话语

时所产生的协同与不协同现象，以及这些现象给言语交际带来的影响。

１　含糊其辞在使用中的语用协同现象
１．１　语言协同

互动需要协作，协作促进协同，协同体现在互动中，是成功交际的基础［２］。会话是说话人与听话人

所进行的合作行为，这种合作行为是有意向的，交际者会尽量协调各自的话语，无疑是为了取得主要的

交际目的［３］３３－３５。某一语言层面（如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的协同会促进非语言层面（语境）相应地

形成趋同，如词汇和句法的协同会促进语言与语境（空间、时间、因由、意向和话题讨论时的所指对象）

的协同。会话中，交际双方会尽量协同各语言层面，以助话语交际意图能更容易实现。

言语交际中，说话人会含糊其辞地使用“借代”这一修辞手法来表达语用用意。“借代”是说话或写

文章时不直接说出所要表达的人或事物，而是借用与它密切相关的人或事物来替代的修辞方式，被替代

的部分为“本体”，替代的部分为“借体”。“本体”一般不会出现，而用“借体”来代替。交际者在选择使

用回答用语时，有时会含糊其辞地使用“借代”，力图启动其语用用意，以刺激听话人的认知，产生理解

该话语意图的效果。例如：

（２）１月１３日晚，林ｘｘ搭机返台准备参加今天的台湾领导人竞选投票，在接受记者访问
时，被问道：“你会支持谁？”她满脸笑容，不说挺谁，只说：“我属马！”还比出 Ｖ胜利手势，强调
希望台湾安定，社会繁荣，还祝大家马到成功。（人民网，２０１２－１－１４）
此例中，林ｘｘ使用自己的生肖“马”，巧妙地使用“借代”，含糊其辞地回答了记者的“挺谁”问题，

“借体”为自己的生肖“马”，“本体”没出现，但此届台湾领导人的竞选是在马 ｘｘ与蔡 ｘｘ之间展开的。
交际过程中，听话人会试图协同此话语的语用用意，理解此话语的意图为“支持马英九”。我们可以观

察到说话人在对话中成功地实现了其语用目的，语用用意理解的线索根植于对话中，帮助听话人解码说

话人的意图。其实，听话人对“属马”的“在先认知”也可帮助他对话语进行认知加工处理。同样，这一

话语的选择使用激活了听话人的认知，其理解加工过程是一种自动的语言理解的协同过程；“属马”的

概念及意义激活了林ｘｘ的认知协同，使她采取了更为社会认同的语用策略来回答记者的提问，成功地
表达了其语用用意。显而易见，如果交际双方实现了语言使用上的协同，既能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又

能帮助交际者摆脱“被动”的尴尬情形。

１．２　语境协同
成功的会话取决于交际双方与语境协同的程度，双方尽量以相同的方式理解与所处语境相关的方

方面面，力图构建良好的语境参数，捕获在谈话中所处语境的各主要因素，如空间、时间、缘由、意向性、

主要人物的身份等等。因此，在成功的会话中，交际者对涉及的时间、事件发生的地点和主要人物会构

成相似的画面［４］。会话中，交际者不需制定明确的协同目标，他们会使用修正机制来协同会话中的各

表征，以期达到会话顺畅进行的目的［２］。我们可以观察到说话人会根据语境，调节话语，使听话人尽量

协同会话时的语境，当交际双方构建相似的语境时，语境也就会相应地协同起来，从而达到互明的目的，

更好地理解话语。

（３）前晚，刘ｘｘ与朱 ｘｘ十指紧扣现身香港机场，并大方让媒体拍摄。被追问两人关系
时，刘ｘｘ简单地回应：“谢谢大家关心，你们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现在不解释，以后再说。”在
七夕前夜的这一牵手，成为刘ｘｘ２４年来最高调的情感表白。刘ｘｘ之所以终于敢公开感情关
系，或许是因为时代在变，粉丝的态度也在变。（羊城晚报，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７日）
此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说话人使用含糊其辞话语回答时，构建了非语言表征（语境）的协同，如刘

ｘｘ与朱ｘｘ十指紧扣、牵手等，这些非语言表征在听话人的认知理解中会产生一种相同的心理表征，即在
头脑里构建出一幅画面，这些由说话人固定下来的突显性画面会促进含糊其辞话语的理解。同时，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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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会动态地顺应、灵活地依赖、构建不断变化的心－身－世界（ｍｉｎｄ－ｂｏｄｙ－ｗｏｒｌｄ）的认知语境，从而
调整话语，使话语与社会认知语境达成协同［５］。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刘ｘｘ动态顺应了“时代在变，粉丝的
态度也在变”这一社会认知语境，对自己的话语作出调整，达到与语境协同的目的。他的含糊其辞话语

灵活地协同了情景语境。这一语境协同有助于听话人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从而理解刘ｘｘ的含糊其辞话
语表达的意图为“承认两人的关系”。说话人说此话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避免尴尬”或“失去粉丝”的交

际需要。

１．３　信息协同
交际中，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共同参与的语言活动，交际双方旨在共同努力来解决交

际中的信息传递问题，即说话人把自己的意图通过语音转换为信息，让听话人接受所传递的信息，引领

这种从声音至意义的信息转换过程。这种交流互动是交际双方根据会话语境，借助相近的信息状况，使

话语临场涌现出信息共建现象，以体现出对话双方的合力行为，从而达到交际信息上的协同。

（４）有媒体爆料演员胡ｘｘ与沙ｘｘ在谈恋爱，甚至传闻两人已经秘密领证结婚。胡 ｘｘ昨
日接受媒体采访，记者问胡ｘｘ：“你是否与沙 ｘｘ正在拍拖？”胡 ｘｘ回答到：“他很细心，很会照
顾人，他是个非常绅士的好男人，大家相处非常融洽有默契。”（新浪网，２０１０－０８－２５）
此例中，一问一答是双方合作的话语行为，胡 ｘｘ的回答并非随意，而是依据记者的话语意图作答，

来减少听话人对其意义理解的不确定性。会话是一种协同信息共识的过程，而非简单地仅仅传递信息。

一般说来，在理解话语时，听话人可根据谈话的话题，会话时所处的共同场景、百科知识、认知环境等等

相关因素，来激活自己的相关认知，作出反馈，达成与说话人共有的信息支撑点，从而较好地理解话语，

以避免误解。此例中，综合各种认知理解因素，听话人可推知这一信息共识，即胡ｘｘ的含糊其辞回答表
达了“承认”之意。

２　含糊其辞在交际中的语用不协同现象
总体说来，语言和语境协同是密切相连的。言语交际中，当话语理解出现不协同现象时，交际者会

调整话语，使话语与会话语境协调起来，以使交际顺畅地进行下去。然而，交际者在会话中有时为了达

到各自的交际目的，刻意使用某一语言策略，使言语表达在某一方面较协同，而在另一方面则不太协同；

有时语言与语境出现不协同现象，但也不会影响交际顺利地进行。

交互中，在创造的会话语境下，说话人通过增添新的信息来加强会话语境效应，但这一语境并不存

在于听话人的语境中，他会依然保持先前的语境。此种情况下，交际双方因不能同步保持语境的协同，

语言协同也就会随之消失。此外，说话人Ａ与说话人 Ｂ在各自的认知语境中保留各自的对话语境，在
交际双方的认知语境中也就会出现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所表达的语用意义也会有所差别，语言使用中

的不协同现象也就随之出现。这种不协同现象的产生有时是交际者的一种刻意行为，是为了达到不同

的交际目的。例如：

（５）香港富商李ｘｘ２５日出席旗下公司长江实业及和记黄埔股东大会后，向媒体披露了他
的财产分配给两个儿子的具体方案。在记者会结束时，记者们一直追问：“您已公布财产分配

方案，是否打算退休？”李ｘｘ特地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纸，密密麻麻地记录了他当日要出席的会
议，他反问记者：“我今日有１０个会议，我要不要退休？”（广州日报，２０１２－５－２６）
此例中，李ｘｘ的含糊其辞回答有效地回避了记者的直接追问，以表达他“会”或“不会”退休的语用

用意。在一问一答中，记者与李ｘｘ构建了各自的认知语境：记者的认知语境是李ｘｘ公布了财产分配方
案，这表示他即将退休；而李ｘｘ的话语用意为“只是公布未来的财产分配方案，以防不测，并不意味着他
将马上退休”。各自不同的认知语境会造成话语使用上的不协同现象。李 ｘｘ不直接作答，而是使用含
糊其辞话语，既隐约传递了自己要表达的信息，又避开了可能出现的麻烦。如果他宣布退休，把话说绝

对，可能会对公司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也可能会引起公司的股价出现波动；万一出现对公司不利的情

况，他也可凭借语用用意不确定的含糊其辞话语来挽回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从而有效地满足自己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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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需要。这种不协同现象也是说话人有意决定“不协同”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语用现象。

语言上的不协同现象还可体现于下列情形：（１）对某一物体的所指，对话双方采用不同的术语，说
话人Ａ使用此术语，而Ｂ拒绝采用该术语；（２）对话中，交际双方处于“不太合作”状况，对话人拒绝客
观作答、含糊其辞、答非所问，但在所处的情景模式里，双方能相互理解对方的语用用意；（３）说话人通
过调节话语，利用部分语言结构来推断话语的意图。对话的主要特征呈现“非全部协同”，却可产生部

分协同。同样，语言表达上的部分协同也可促进语境的部分协同，从而可能造成话语理解不全面，而出

现交际失败。例如：

（６）香港女星周ｘｘ昨日下午在珠影摄影棚为韩国某彩妆品牌拍广告并接受采访，她称到
了年底，忙了一年，暂不会考虑接拍电视剧。但有人传她与内地男星陈 ｘｘ的绯闻。记者问：
“传闻是否真实？”周ｘｘ则回应说：“你们自己定吧，我不参与自己的绯闻。”（广州日报，２０１２－
０２－０３）
此例中，对话双方处于相同的语境中，即他们都在谈论“绯闻”之话题，但周ｘｘ为了避免尴尬，拒绝

直面回答记者的问题，而是采取回避策略，含糊其辞地回答了记者，但这种语言上的非全部不协同中也

体现出部分协同，我不参与自己的“绯闻”也表示周 ｘｘ采取了部分协同策略。我们可观察到缺乏语言
表达上的协同，语境也不可以保持完全协同，从而会给交际带来一定的影响。

３　结语
本文尝试性地探讨了言语交际中含糊其辞话语在使用中出现的协同与不协同现象。我们可以观察

到交际者有强烈的意愿在交际的方方面面努力协同话语，这既有利于交际顺畅地进行，又是成功交际的

基础。同时，我们也探究了言语交际中含糊其辞话语的不协同现象，虽然这种不协同现象会妨碍交际，

但也不会使交际完全失败。交际中，说话双方在语言表达上不断趋同，交际也就会变得更为顺利。成功

的交际不仅仅取决于语言表达上的趋同，还包括在对话的实际过程中交际双方所处的语境等其他因素

的不断趋同。此研究结果对我们研究日常会话中的语用协同现象、社会互动话语、机构话语中的语用协

同与不协同现象等课题都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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