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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好”有以下标记性：篇章话题转换标记，优势者地位的社会指示项，指令性宣告的形

式标记，会话的开端形式标记。四者互相关联，体现了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的结合。 “好”典型地代表

了语言中位于句法与语义外围而具有丰厚语用内涵的话语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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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好 ” 是 汉 语 高 频 使 用 的 一 个 词 ， 有 形 容

词 、 副 词 、 助 动 词 、 名 词 等 多 种 词 性 ， 能 做 谓

语 、 定 语 、 补 语 、 状 语 、 宾 语 、 主 语 等 句 法 成

分，在句子中具有特定的句法、语义功能，本文

要讨论的是目前语法著作中尚未提到的、在口语

语 体 中 作 为 话 语 标 记 、 具 有 多 种 语 用 特 性 的

“好”。在句法与结构外围，它不具有命题与语

义意义，非传统语法学研究的对象。然而正是这

种散乱片段更逼近并体现了口语的本质，因而应

作为话语研究的的重要指标，运用语用理论 / 分析

其在实际交际中的使用/ 以揭示语言形式与意义的

结合规律。

二 语言中的 “好”

结 构 上 ， “好 ” 位 于 小 句 的 前 面 ， 相 对 独

立，不从属于前后言语单位，是句法结构的外围

成分。口头上， “好”与跟随小句间有一定的语

音停顿，这种停顿有时用语气词 “吧”作形式标

志。其后一般是祈使句，例如：

+ " -好，我们开始吧。

跟随小句一般都是单句，且句式简短，极简形式

是只有一个动词。主语不是强制性成分：有主语

时，由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单、复数充当，不太

可能是第三人称或其它形式。谓语必不可少，大

多是动作动词，如言语类 “说、发言、讲0和其它

表示具体动作的动词。常与这些动词同现或单独出

现作谓语的动词有 “开始、该、轮到”等，例句谓

语虽然是 “开始”，但它后面所带的动作动词可以

从 语 境 中 回 找 （12345216782） ； “该 、 轮 到 ” 与

“开始”不同，它们与谓核动作动词同现时/ 作用

是引出该动词的施事题元，性质是介词/ 与 “由、

让”相同。状语有 “继续、接着、下面、现在”和

介词 “由、让”引导的介宾结构。宾语不一定出

现，但同样可以在上下文或广义语境中回找。补语

与定语一般不充当小句的直接成分；描写性状语不

出现在此类小句中。

在这种语境中的 “好”是一个虚词，没有句法

意义，也没有词汇意义，是一个高度形式化的语言

符号，删去并不影响命题意义的表达。其意义在于

篇章与语用层面。篇章上的意义可以用 “话题转换

标志”来概括。具体地说/ “好”类似于连词，启动

跟随小句，表示话题转换或开始。它是一个信号，

表示新信息即将出现，提示话语进入新的进程，是

新话题与旧话题的界限，标志二者的转换。即使在

非言语交际行为中， “好”也作为转换标记，用语

言来提示一个行为到另一个行为的转换。新言语行

为的具体内容是用 “好”后命题小句来表达的。

三 话语中的 “好”

作话题界限的 “好”专用于口语语体，常见于

会话或演说。下面我们从语用与交际角度来分析

“好”与所跟随小句是如何来表达意义的，也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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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使用中的意义怎样通过形式来体现的。

!" 言语行为类型

"# $%&’(% 把言外行为分成五类：阐述，指令，

承诺，表达和宣告五类。 “好)与其后小句属于指

令性宣告：言外之的是试图并能成功地使听话人

做某事；适从向是从客观世界到话语，使客观现

实与话语相符，客观世界要按照说话人所说的话

去变化；心理状态是希望与愿望。 $%&’(% 没有提

出指令性宣告这一类型，我们根据汉语的言语事

实与交际的情境定出这种行为类型，认为 “好”

体现的是两种行为的结合，并非单一的宣告或指

示。这是因为说话人本意是宣告，而这种宣告是

以指令对方的形式实现的，即要求对方做某事，

对方也完全听从并立刻执行，不会存在所指令的

行为不被施行而导致交际失败的可能。这样客观

现实不仅适从话语，而且这种适从与变化是话语

结束的瞬息之间发生的，因而 “好”在指令的同

时也是宣告。此时二者合一，指令等同于宣告，

宣告体现为指令，故而名之为指令性宣告。这与

交际双方特定的社会角色有关，说话人凭借所拥

有的话语权发布命令并进行宣告，听话人则因所

处的社会角色有义务立刻执行指令， “好”加小

句的语言形式由此具有了言外之力，语言形式具

有了行为意义并实现了交际功能。

“好”作用与功能等同于 * + ,-。这个第一人

称单数加行事动词 （-%’./’0&123% 3%’4）格式是用以

鉴 定 言 语 行 为 类 型 的 句 法 形 式 。 汉 语 口 语 中 ，

“好”是确定指令性宣布这一特定行为类型的指

标 ， 其 言 外 行 为 是 ： “注 意 ， 我 要 宣 布 指 令

了。”实际言语中，除极正式的场合外，一般不

采用 * + ,- 形式这样直白而又繁复的表达，而用

一个标记词 “好”来提醒听话人，引起其注意。

听话人听到这个词后，自动调整自己的言行，跟

从听话人的指示，开始新的行为或进入新的话语

进程中。口语表达中 “好”频率高于 * + ,-，还可

以从语言形式本身与会话交际两个方面来解释。

语言形式上， “好”是一个词，形式简约，表现

力强，当然是表达时的首选；交际中， “好”相

对委婉间接，不强调说话人的强势地位，符合会

话的策略准则，礼貌而得体地发布命令，而行事

动词明确表示行为类型，过于直白生硬，不符合

策略准则。

因此， “好”不仅是语法上的连接标记，也

是语用行为类型的标记，标志指令性宣告这种言

语行为，是说话人要求听话人注意力集中并宣告新

行为开始的提示性语言成分。其后跟随小句则是说

话人指令的内容，由于指令的多样性与具体性，小

句形式各异，但简单祈使句是基本类型。 “好”与

小句二者有明确的分工，前者是形式化标记，后者

是具体内容。或者借用符号能指与所指来说，前者

是指令性宣告的能指，后者是指令性宣告的所指。

非命题加命题的形式，共同表达语言的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好”加祈使小句指令

性宣告的原型表达，是此种行为类型的无标记形

式，其语势是标准与适中的，是最基本与简单的形

式，不需要语境辅助理解。实际言语中，有标形式

也常常出现。当交际情境不同时，语势也各各不

同，或强或弱 5 偏离了标准语势5 此时行为类型的语

言表达是有标的5 主要有以下几种标记形式：一是

用 最 正 式 的 “ ‘我 6 + 行 事 动 词 ) 的 形 式 代 替

“好”；二采用祈使句外的其它句式，如疑问句、

感叹句、陈述句；三利用其他语言手段，如重读、

停顿、语气等。这三种方式都会改变语势，或增强

而显得直接粗鲁，或减弱而变得委婉曲折，都会直

接影响听话人的心理，适合于当时情境的得体表达

会促使语言功能得以实现，而不得体的表达或因语

气强硬而产生不快与抵触，或因含蓄间接而引起理

解偏差，从而间接影响交际活动的进展与方向。

#" 指示

（7）主语指示

语言表达中，指示也是重要的语用范畴。 “好”带

的小句是简单的主谓句，指示项是主语，用于指定

下一个说话人或谓语动作的执行者。

前面分析句法结构时提到小句主语是 “我”、

“我们”或 “你”、 “你们”。第一、二人称在一

个交际情景中是特定的，正在说话的一方总是以第

一人称来表示自己，听话的一方则总是以第二人称

来表示，因而在本文所讨论的交际情景中， “我”

是说话人，处于主导地位，说出 “好”与小句，发

出命令标记与内容； “你”是听话人，是服从者，

执行命令。小句主语不同时， “你”执行的任务也

不 同 ： 如 果 是 “我 ” ， 实 施 谓 语 动 作 的 人 也 是

“我”， “你”所执行的任务是配合我的动作，注

意力集中于我处， “你”的交际角色是配角；小句

主语是 “你”、 “你们”时，实施谓语动作的人应

该是 “你”或 “你们”，执行的任务用谓语动词直

接表示， “你”的角色是主角；小句主语是 “我

们 ” 时 ， 实 施 谓 语 动 作 的 人 是 “你 8 你 们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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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双方，执行的任务也是谓语动词所代表的

行为，但要求双方共同来完成， “你 " 你们”和

“我”都是主角；没有主语时，借助介词 “由、

让、轮到、该”带宾语指派动作执行者，这个宾

语可以是代词，也可以是人物专名，有时带上称

谓与头衔，表示对接受指令者的尊敬与客气；还

有 一 种 情 形 ， 既 有 主 语 “我 们 ” ， 也 有 介 宾 结

构，这时谓语动词的施事者还是介词所带宾语。

后面两种有介宾结构的小句中行为主角都是介之

宾 ， “我 们 ” 或 者 实 际 指 代 交 际 活 动 中 的 所 有

人，或者只是指说话者本人，采用复数形式是一

方面为了表示谦虚，使交际氛围更自然、亲切，

另一方面是希望对方关注于自己的言谈与行为。

无论主语用指示还是专名，用第一人称指示还是

第二人称指示，用单数指示还是复数指示，其所

指都是参与交际的某一或几个特定在场人物。这

样，紧接着进行的交际行为才有明确的实施者，

话语的言外之力瞬间即可实现。第三人称不能作

此类小句主语是因为 “他 " 他们”指示的常是不在

场的其他人，不可能接受指令并执行命令。

伴随 “好”及小句的可能还有配合语言指示

的体态语， “好”常与目光扫视全场同时进行，

小句主语指示则与手势指点或邀请、目示提醒、

点头肯定等同时出现。这需要回到交际情境中才

能重现。

（#）社会指示

“好”在标记言语行为类型的同时，也是一

个社会指示项，反映出交际双方的社会面目与相

对社会地位：说话人 “我”社会地位高于听话人

“你 " 你们”。这种社会地位应该做绝对与相对两

种 理 解 ， 绝 对 地 位 是 指 双 方 社 会 角 色 有 高 下 之

别，不因场合与时空而变；相对的社会地位，是

指在此次特定交际活动中， “我”更具权威性与

发言权，处于交际的主导与强势方面，但其它场

景中则不一定。下面考察交际情境。

从 交 际 人 数 来 看 ， 说 话 者 “我 ” 常 是 单 个

人，而听话人可能是单个人或多数人，即这种交

际可能是一对一交谈，也可能是一对多的相对大

型的单向交流，此时 “你”听从 “我”，多数听

从 少 数 。 从 交 际 场 所 来 看 ， 既 发 生 在 课 堂 、 演

讲、节目演播这样的正式场合，也出现在随意的

日常会话中。正式场合下， “我”是教师、演讲

人、节目主持人，非正式场合下 “我”是掌握话

轮的人，常常是双方中相对地位较高、资历较老

因而具有话语权的人物。正式场合，交际双方人数

典型的是一对多；非正式场合，典型的是一对一。

总 的 来 看 ， 双 方 交 际 角 色 不 同 ， 地 位 悬 殊 ： 说

“好”的 “我”方社会地位高于 “你 " 你们”方。

“好”的言语行为类型决定 “好”与其后小句

的发出者必定是被授予这一权力的人。由于交际的

对 立 双 方 中 ， “我 ” 的 地 位 高 于 “你 ” ， 所 以

“我”才能以 “好”宣告交际的新进程，并发布具

体命令；没有主动权的 “你”方是不能发出 “好”

句的，滥用 “好”只会导致命令不被执行与交际中

断或失败。社会指示的语言项目还有动词 “开始、

该、轮到”与介词 “由、让”，它们与 “好”一

样，体现说话者的权威性；社会指示的非语言项体

现在交际进程的顷刻转换，所指令的行为立刻得以

执行，体现的是交际双方角色的特殊性，一方应该

听从于另一方，而且必须积极配合。

“好”的社会指示性揭示了双方的社会角色的

差异，也体现了会话的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相互

退让。合作原则表现在：说话人与听话人都非常清

楚各自的社会角色，都能根据各自角色进行交际，

这种默契使地位优势者知道何时说 “好”，如何发

布指令；被动方不会僭越本分发出 “好”的指令，

而是遵照对方的指令调节自身行为，这样双方共同

遵守着合作原则，使交际活动向既定目标推进。礼

貌原则表现在：指令本属于竞争类行为 $ 说话人更

要注意礼貌地使用语言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而根

据情境得体地措辞，不强化优势地位，尽量维护双

方均等的地位和友好关系，比如使用体现交互主观

化的 “我们%而少用单方指向的 “我”，使用语势

适中的 “好”而不使用行事动词。

总之， “好”具有社会指示性，是优势地位者的

话语标记，同时统一了会话的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

!" 会话结构

“好”固定地用在一次相对完整的会话的开端，标

示话语的开始，与小句构成前置话轮，一般无相邻

对，不构成前置系列。

“好”的前置位置有句法与语用两方面的原

因。首先， “好”的语法意义是连接、启动后文、

标示话语开端，我们归纳为话语转换标记。它出现

在前一话题结束之后、下一话题开始之处，但不太

有结束与承接前文之意，表结束是 “好”语法意义

的另一义项。但 “好”的这两种意义之间有关联，

因为往往一个话题结束之处也就是另一话题开始之

时，转换与结束是相通的，我们认为转换义项是由

鲜丽霞： “好”的标记性与语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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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义项语法化而来，结束义又由其它表示赞同

语气及其他有词汇意义的形容词用法虚化而来，

这一系列意义之间形成了一个连续统，具有动态

语法意义。关于 “好”的语法化历程，将另文讨

论。

作为宣告类言语行为的标志， “好”也用于

一次相对完整的话语单元的开端， 用于宣布一次

新的会话或交际行为开始，说话人与听话人后面

所有言语行为与非言语行为都源出于此， “好”

与跟随小句作为总动因，一起启动与控制新的交

际行为。作为强势者话语的标志， “好”也会出

现在话语开头位置。因为就人类社会活动而言，

强势者先于弱势者。作为典型的社会行为的交际

活动更体现此规则，话语权柄应掌握在交际地位

或社会地位更高的一方。第一句话具有话语总基

调的意义，一般应该由强势方发出。而 “好"正是

标 示 强 势 与 话 语 主 导 者 地 位 的 语 言 项 目 ， 所 以

“好”与小句作为前置话语# 其发言权由优势方掌

握，先于被动的另一方表达出来。

至于 “好”与小句构不成相邻对，既与言语

行为类型相关，也与社会指示相关。指令性宣告

行为类型，主要落脚点是宣告，而宣告本身是不

需要应答的，听话人所要做的只是遵照宣告的现

实，按指令行事。因而一般情况下无言语对应，

构不成会话中相邻对与前置系列。从交际双方的

权势关系来看， “好”与小句是强势者言语，其

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没有商量余地，听话人应

遵照合作原则，服从此语言事实，一般是没有对

应言语的。当然也不排除具体交际中听话人发出

异议的情况，但这是对合作原则的违反，可能会

导致交际失败。

!" 形式与意义

从 语 言 形 式 来 阐 释 语 言 意 义 ， 我 们 理 解 了

“好”在交际中的意义与功能；反之，从语言意义

来反观语言形式，意义可以证明形式，并能找到意

义与形式的结合点：指令要求新信息与新行为的出

现，宣布说明话语与现实世界变化的出现，说话人

要强调新信息与焦点的出现与转换，表示前后连接

与言语行为类型的形式标志必不可少；社会指示与

言语行为类型相关，宣告者的话语应标示其优势地

位；优势者的宣告应位于一个相对完整的会话结构

的开端与转换处。基于三方面的交际意义特征，相

应的语言形式 “好”就应时而生，由此证明了这个

语言形式的必要性与语用特性。在 “好”这个语言

成分上，形式与意义是完美结合的。

形式与意义的关系还可以沟通广义语言的静态

与动态、狭义语境与广义语境的不同意义层面$ 狭

义语境中的 “好”意义是连接与转换，广义语境中

的 “好”意义是以静态层面意义为基础的、体现各

类语言交际范畴的意义的综合，二者都在形式上以

“好”作标记。也就是说，形式上统一为标记的

“好”，无论在哪个层面，意义都与其基本义 “转

换、开端”有关，其中静态意义是基础，动态意义

是在此基础义上添加各自的范畴意义，再生成为该

层面的意义。如下$
静态 动态

言语行为 指令性宣告

转换开端 % 社会指示 & 优势者地位

会话结构 会话开端

转换开端是 “好”在静态层面所具有的语法意义，

交际中， “好”的行为类型由转换衍生为行为开

始，因而与宣告意义契合；具有宣告身份者是社会

意义上的优势者， “好”的社会指示意义由此诞

生；会话中 “好”的位置一方面与静态层面义直接

相关，由转换开始义决定会话中的位置在前置话

轮，另一方面由言语行为类型与社会指示意义推导

而来，优势者的宣告一般在会话开端或转换处。上

述假设是否成立，还需更多的理论与语料支持。

四 其它的 “好”

所谓其它 “好”，是从三个层面上来说的：一

是 “好”这个词的其它义项，它们与本文所讨论的

用法联系或远或近；二是汉语中类似于 “好”的语

言成分，都在句法与语义的外围；三是人类语言中

与 “好”相同作用的成分，指各类语言中具有特定

表达功能的语用成分。

语法著作中提到 “好”的语法意义主要有形容

词、副词、助动词及名词四种用法。与本文直接相

关的是形容词中表示语气的类似叹词的用法，它们

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形容词，词汇意义已经虚化

了，只具有语气意义，或表同意，或表结束，或是

反话。例如 $
’ ( ) “好了，好了* ”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

的。 “好，好* ”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解劝，是

颂扬，还是煽动。 ’鲁迅 《阿 + 正传》 )
’ , )好，就依你说的办。 ’吕叔湘主编 《现代汉

语八百词》 ’增订本 ) #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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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 = . P “好了，好了Z ”表示结束， “好，好Z [
是反话，例句 = 0 P 表示同意。与本文的 “好[相区

别也有联系。区别在于意义不同，所在上下文不

同，所结合的语言成分也不同，限于篇幅，我们

将另文讨论。结束意与本文直接相关，都是意义

很虚的标志性话语，同意与反话的意义较实在，

虚化义项由实义义项虚化而来。我们拟构了一个

共时层面的语法化历程\
词汇意义——— ——— ——— ——— ——— —!语法意义

性质——— ——— ——— !语气——— ——— —!虚义

优点多的 ] 使人满意的!赞许!同意!结束!转换

连接

反话

口语中还有其它常用在小句之前语成分，如

叹词、句首状语、句首语气副词等，有的与小句

结构相关，有的跟 “好[一样是自由成分。静态语

言系统中，它们都是命题外成分，不足以表达思

想，句法与语义意义薄弱；动态使用时，表现力

强，语用意义丰厚，需结合交际语境考察。对这

些成分充分的研究，可以解释一些句法层面解决

不了的问题，如易位与省略；有的还能有助于揭

示汉语的语言类型，如句法话题句与表现形式为

题元状语的语义话题句。

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着标示话语继续的非句

法成分，如英语中 X(II 与 FS。它们与 “好”既相

类似又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由表事物 “优点

多，使人满意”性质的语义语法化而来，都在口语

中应用：差异之处在于语用性质不同，各个语言项

目需具体考察。X(II 既可表示惊叹语气，又能作为

故意为之的信号表示正思考某一问题与对下文构思

中的踌躇，类似于汉语叹词 “哦[，与 “好[完全不

同，翻译时不能对译。这些成分也能作为语言研究

的项目，与句型及其构成成分一样，进行语言类型

学与认知语言学上的探讨，同时还具有社会语言学

与民族心理学价值。另外，对外汉语教学中在中高

阶段增加这种语言成分的教学，可以引导学生用汉

语地道表达。

五 结语

本文所讨论的 “好”是出现在口语语体中的一

个语法虚词，用于话语连接，具有多种语用意义。

它典型地代表句法外成分，反映了口语实质。与书

面语对比，口头语体中有大量不成型小句存在，形

式不齐整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律。口语除了与书面语

所共同具有的语言共核外，还自有其规则，所不同

的是要在实际使用中考察。本文正是着力于此，希

望能有所收获。遗憾之处是因条件所限，语料分析

不足，尚未通过定量研究对结论进行验证。

鲜丽霞： “好”的标记性与语用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