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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语体依赖于语境的语言特色

廖樱樱，王兴中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

【摘 要】谈话语体是最主要的语体类型之一。它主要活跃在人们的日常口语当中。从古至今，采用

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传承下来，积淀着传统的语言习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它对于语境的依赖远大于其它

的语体，显示出很多属于自己的语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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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体和谈话语体

语 体 是 因 交 际 功 能 的 不 同 而 形 成 的 功 能 变

体。言语活动是需要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在

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交际人群，为特定的目

的，用特定的方式进行交流。这就注定了我们要

选择与语境相适应的语言手段，反映客体的特定

方式，这时语言的运用自然显示出它的特点或是

风格，这种特点和风格的集合就是语体的语言特

征。一旦有了语体划分，就自有一套适合该语体

的语言运用的体系，这种语体中语言使用的基本

规律外化之后就成为一定语体的语言表达方式，

这种特定的表达方式为运用语言的人群所熟悉、

了解、并自觉遵守，这样，人们运用语言就不得

不受语体规律的支配和制约，正是千百万人的这

种语言运用的实践保证了语体的相对稳定，语体

才有其存在的价值。

根据人类言语活动的总的语言类型，语体从

大的层面可分为为谈话语体和书卷语体。谈话语

体是人们在日常口语交谈中形成的语体类型。所

以一说起谈话语体，很多人就把它理解为口语。

其实口语和书面语是人们运用语言的表达形式。

每一种语体都能以这两种语言形式出现；书卷语

体可以通过口头来传播，谈话语体也可以用文字

记录下来。只不过，谈话语体大多数时候活跃在

口头上，口语是谈话语体的主要表达形式。

谈话语体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场合下进

行的交谈或由这些交谈积累的言语经验，也不一定

是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的，可以是独白，也可以是语

篇。例如，平常写的家信，以随意的口吻谈家常，

无所不谈，用的也是谈话语体。另外由于语体还存

在相互交叉和渗透的现象，在艺术语体中尤其是大

量的文学作品中也会出现大段的人物对话，虽然作

者就艺术的需要做过一些加工和整理，但还是有很

大一部分是属于谈话语体的范畴。这就决定了谈话

语体的表达方式是多样化的，对于语境的依赖也远

远大于其它的语体类型。

二、语境赋予谈话语体的语言特色

语境可以指狭义的语境，即上下文，也可以指

广义的语境，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对象因素等

等。还可以从客观和主观，外部和内部对语境的因

素进行划分。在这里我们不做详细的划分，主要是

从语体在语境下所表现出其它语体没有或不明显的

特色入手进行探讨。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

来。

（一）语境赋予词语正确的含义

就拿“龙”这个字来说吧，本身并不存在这种

动物，是中国人自己想象出来的身形似蛇，却长有

犄角，生四爪，满身鳞片，能飞腾的一种神物。英

语里也有“0123456这一对应词7 但在他们看来这是

一种有着四足和翅膀，像翼龙一样可以飞还可以喷

火的怪物，是邪恶的象征。而外国人除了知道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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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龙”这种事物和说法，也了解它的大致模样，

可是对它所代表的更深的含义并不理解。“龙”是

中国炎黄子孙的图腾，所以炎黄子孙又自称是“龙

的传人”，在中国人心目中“龙”是神圣不可侵犯

的，是我们民族的图腾。所以西方人不明白“龙腾

虎跃”、“龙飞凤舞”等成语的含义，更加不明白

中国老百姓口头常说的“龙生九子，子子不同”、

“成龙上天，成蛇钻草”的含义了。反过来，外国

也有属于自己文化的特色语言，英国是一个岛国，

水产捕捞业和航海业曾在其经济生产中占据重要地

位。因此英语中有许多以“鱼”作比喻的成语，英

语“#$%&’比汉语中对应词“鱼”的内涵丰富得多。

( )*+, #$%& -不大同别人往来的人 .；( #/0%& #$%& -新

囚犯 .；( +**%0 #$%& - 放荡 的家 伙 .；( #$%& *12 *#
3(20/ -豪饮 .；4/$56 +$60 ( #$%& -处在陌生环境中的

人 .。
另外在谈话语体中有很多俗语、惯用语的应

用。俗语反映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里面含有很多

的方言成分和地方特色。例如：“说曹操，曹操就

到！”说的是正在谈论某个人，这个人就刚好来到

谈话者的面前，用来说明事情的凑巧。说这句话不

仅要紧密联系当时的情况，更要理解其中的典故和

文化内涵。如果是外国人听起来肯定又是“丈二和

尚——— 摸不着头脑了！”惯用语也是很有意思的，

它是用一些很形象的词语来表达另一种事物或者现

象。“戴高帽子”指说好听的话；“坐冷板凳”比

喻不受重视；“穿小鞋”比喻受到同事或上级的排

挤或为难。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语言如

若不依赖于语境的潜在信息补充是很难理解的。

（二） 语境赋予语句确切的含义

你或许有这样的体会，很多时候，同样的语

句，用在不同的场合，或用不同的语气、语调说出

来，表达的是不同的意思。这就要依赖语音环境。

语音环境主要指词语和句子的重读 7 节奏及语调7 词

语和句子的读音轻重，抑扬顿挫，语调升降等，都

可能在加强语义，辅助语义以至改变语义诸方面起

着重要作用，尤其在口语中，更是决定语义的重要

因素，例如：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

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

!鲁迅《孔乙己》 .
在这里如果仅仅从人们的语气、语调上来推

断，还以为他们是表示对孔乙己的关心。其实，酒

店里的这些无聊的酒客已经知道孔乙己因为生活无

着落而偷书，结果被丁举人痛打，他们不仅不是对

他表示同情，反而是讥讽他，嘲笑他。如果没有结

合具体的语境，很可能就出现理解偏差了。

又如 “ +$8&2 &*1%0 60090/’这个短 语，若 读成

“+$8&2&*1%0 60090/’意思是“看灯塔的人”若读成

“+$8&2 &*1%0 60090/’其意思变成了“做极轻微家务

活的女管家”或者与“( &0(:; &*1%0 60090/’意思

相反7 “很瘦的女管家”。

除了对语音环境的依赖，更多时候是对整体语

义的把握，就是直接地与语言含义有关，但又不属

于语言材料之内的现象，因为我们谈话不是孤立的

句子，有问就有答，且是围绕一定的主题展开的，

也可能由某一事件引起的，如果别人在谈论太阳能

开发，可你对此根本一窍不通，是无法加入谈话

的，如果你对引发谈话的事件一无所知，你也会被

谈话者弄得晕头转向，假如一定要插话的话，还会

弄得别人不高兴。

（三）语境赋予谈话语体深刻的修辞含义

!" 语境可以补充交际中省略的内容

人们在运用口头语体交际时，大多数时候是面

对面的交流 -如果对话发生在电话里或网络上，其

场景更加有所局限，大部分背景信息为两人共知，

当然也不排除虚拟信息，在这里不归入我们讨论的

范围），其中时间、地点、场合、人物等很多信息

都是共知的，甚至两人交谈的主题或事件双方心里

都明白，所以谈话过程自然少去了像书卷语体中关

于场景、人物等的交代，甚至有时连事件的起因也

没有叙述，由于对话在两人或少数人中间展开，又

是处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有些彼此已经清楚的东

西当然可以省略，如果旁人不了解对话展开的环境

有时会感到费解。如：

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地坐

在院子里等他，她说：“你有什么话，嘱咐嘱咐我

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

字、生产。”

“恩”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恩，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跟他拼

命！” !孙犁《荷花淀》 .
这段话中，话题跳跃性很大，由“要不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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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识字、生产”突然跳到“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

人后面”又突然转到“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且

句子好像都不完整，其实如果结合当时的语境就能

理解，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水生是游击队队员，水

生嫂是支持丈夫和革命的进步家属。对话虽然朴实

自然，表达的思想却很高尚，感情强烈。在社会交

际过程中，实际用于交际的语言形式是多种多样

的，从大范围来看，有作用于听觉的有声语言，还

有其他形式的无声语言。

!" 语境决定语言的表达方式

中国自封建社会起，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

响，中国人说话做事常走中庸之道，“发乎情，止

乎礼”待人接物较为拘束，说话委婉、含蓄，喜欢

给别人留余地，但有时难免令人感到隐晦。

梁惠王就治国之道曾询问孟子，其中有一问是

他自己觉得已经对百姓尽力了，为什么百姓不增多

呢？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为喻。填然鼓

之，兵刃相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

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 ：“不可，

直可百步耳，是亦走也。”

孟子是想指出梁惠王的爱民措施比别的国王好

不了多少，因为梁惠王是君主，不好直接说，只好

用五十步笑百步来做比喻，迂回地表达自己的意

见，这也是由于语境的影响而做出的选择。

同样一件事情，对于不同的人，采取相同的说

话策略，是不起作用的。必须根据个人的不同特

点，对症下药，才能达到目的，连被称为“至圣先

师”的孔子也强调说话要因人而异。在《论语·乡

党》中，记载了孔子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象，

运用得体的高超口才艺术：“孔子于乡党，恂恂如

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

尔，朝，与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门门

如也。君在，与与如也。 S除了考虑交际的对象言

语表达形式符合主体的精神境界、气质、情操、性

格等既定因素，还要考虑交际对象的主观心情这种

不定因素。中国人最强调说话要“察言观色”，意

思就是要照顾谈话对象的主观心情，选择实际和策

略，抓住对方的心理，才能与之进行良好的交流，

达到交际目的。

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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