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引言
歧义作为一种自然语言现象早在2300年前就

被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并进行研究，但那时

的歧义只是哲学研究中的一颗棋子。随着语言学

的发展和各种新的子学科的兴起，歧义被愈来愈多

的学者关注，并赋予其不同的语言学解读。研究者

从句法、语义、语用、文体等不同视角对歧义的成

因、分类、结构及消解途径进行探讨，使歧义更加清

晰地呈现出来。以前，提起歧义，人们更多地是把

它和语用误解、曲解联系起来，认为歧义是自然语

言的一种缺憾或语言本身局限性的一种体现。现

在，歧义则成为一个中性词，利害兼有。歧义虽然

是不可避免的、普遍存在的，但绝大部分歧义是可

以消解的。歧义本身又可作为一种语用策略加以

利用。

二 歧义的成因
“语言符号在表达认知内容时，具有粒散性的

特点，如果我们要用语言来勾画一个未知事物，只

能得到一个疏略的框架，这个框架的颗粒是很大

的。单凭语言，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颗粒以下的细

部”（韩宝育，1987）。所谓的“颗粒”是对语言细部

的假想（钱冠连 2002：90），我们假想世界上的任何

事物都是由颗粒构成的，因而有颗粒大小的问题，

颗粒越细小，图象或信息就越清晰。语言类似颗粒

结构，线性排列中的各个语义点之间，在其前后左

右，都有空白，这就是粒散性。这是语言本身的局

限性，我们的语言符号是线性的，即一维的，而事件

的发生通常是多维的，在我们用语言表达的过程

中，总会漏掉语义点周围的信息，这里漏掉的信息

主要是说写方和听读方的共有知识、当前默认语境

及语言上下文。因此，语言的粒散性是歧义产生的

根本原因。

三 三带一理论的运用

三带一理论是钱冠连先生在《汉语文化语用

学》中提出的。“三”即语境干涉、附着（于人的）符号

束参与和智力干涉；“一”就是产生一个多于字面的

意思即会话含义。三带一理论在歧义消解中起至

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帮助听读者剔除话语的其他可

能意义即消除歧义而最终获得该话语的真正含义。

（一）概念

语境由语言上下文（linguistic context）和非语言

性环境（extra-linguistic context）两大部分组成。前

者是语言符号内的因素即上下语（可听的）或上下

文（可见的），后者是语言符号外因素。它可以是外

在于人的、显性的、可见的现场（当前默认语境），也

可以是隐性的、不可见的背景（共有知识）。语境干

涉是消除歧义最重要的手段。附着（于人的）符号

束包括一切伴随着人的声气息、面部符号、身势符

号、伴随的物理符号（物体）。智力干涉是听读者运

用最基本的事理逻辑、对世界的知识与记忆及人际

关系，推测出说话人词语里的隐含之义的推理过

程。从语用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歧义分成无意歧义

和故意歧义。其一指说写者未预见到所产出语篇

有歧义；其二顾名思义，指说写者明知产出语篇有

歧义而故意为之，留给听读者思忖。无意歧义主要

由语境干涉和附着（于人的）符号束参与来消解，智

力干涉则助故意歧义一臂之力。

（二）应用

（1）无意歧义

A. 语音歧义（Phonological Ambiguity）

常饮酒能治（致）病。同音异形词在书面语篇

中不会造成歧义。在会话中的无语境状态下，听者

可把/zhi/理解成治或致；而语境中的听者可以轻易

地辨别。如果是医生对患肝炎的病人说的，那就是

“致病”；如果是对胃寒的病人说的，那就是“治

病”。再者，说话人的面部表情和语气即附着（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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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符号束也可帮助听话人获得话语的真正含义。

如说者面色严肃，语气深重则是“致病”，相反，若其

语气轻松，说话时面带微笑，那一定是“治病”。

B. 词汇歧义(Lexical Ambiguity)

They found a bat.

①他们发现了一个棒球球拍。

②他们发现了个蝙蝠。

句子的歧义实际上是由bat这个多义词产生

的。一群在草地上打棒球的孩子发现一个棒球球

拍就是情理之中的；在山洞中探险的孩子发现蝙蝠

就比发现棒球拍的机率大得多。这是语境干涉的

结果。发现棒球拍一定是面露喜色，而发现蝙蝠多

半应该是惊悚之色。这是附着（于人的）符号束提

供的信息。

C. 结构歧义（syntactic Ambiguity）

a pretty little house

①一座漂亮的小房子

②一座相当小的房子

这短语之所以有两种解释，是因为pretty在这

里既可以视为形容词又可以视为副词。如果 a

pretty little house 是说话人传递给听话人的未知信

息，那么，无法解码的听话人在语境中自然会做出

这样的反馈：“How pretty ?”或“How small?”说话者

立即会对提问进行进一步的说明，短语的歧义也就

自行消失了。这是上下文语境参与的结果。

D. 语境歧义

Teacher:“Johnny, name two pronouns, please?”

Johnny:“Who? Me?”（Reader’s Digest, Mar.1978

P.40）

对话中学生Johnny在当时特定语境中勉强正

确回答了老师的提问。说勉强是因为聪明的老师

会从Johnny疑惑茫然的脸上和他疑问的语调（附着

（于人的）符号束）中看出破绽，为消除这样的语境

歧义，老师可接着反馈提问：“Could you please name

another two?”Johnny若确实知道什么是名词，就会给

出正确的两个词，反之就证明他前面的回答只是暂

时的歪打正着。

（2）故意歧义

故意歧义本质上是交际一方为实现某种目的

有意使用歧义，使接受方模棱两可。

A. 语用学中有一个经典例子，A是相面人，B是

算命先生。

A：先生，您能不能说说我父母的情况，看您说

的准不准。

B：父在母先亡。

一句“父在母先亡”，过去、现在、将来全部包

括，父亲先去世和母亲先去世也同时囊括，这位算

命先生真可谓机关算尽！对于“父在母先亡”，我们

可理解为：

B1父（现仍）在，母已先亡。

B2（母现仍在）父（现已在母）（之）先亡。

B3（父母已亡，当时是）父在母（之）先亡。

B4（父母已亡，当时是）父（仍）在，母（已）先亡。

B5（父母都健在，将来是）父在母（之）先亡。

B6（父母都健在，将来是）父（仍）在，母（将）先

亡。

算命先生的文字游戏只能暂时蒙骗相面人，细

想来，对于“父在母先亡”的解释之所以有六种之

多，是因为这里歧义的发生条件是语境缺失。相面

人与算命先生互不相识，即双方没有共有知识；谈

话一开始，相面人没有给予算命先生任何有关信

息，因而没有语言上下文。因此，此例是在语言语

境和非语言语境同时缺失的情况下发生的。语境

是语义赖以生存的土壤，可以说没有语境就没有会

话含义。算命先生为达到其“料事如神”的目的故

意设了这样一个“歧义圈套”。语境干涉的介入可

破解这个圈套。假设A、B是故友，即双方有共有知

识，A十年前见过B的父母，问B：“你父母可好？”若

B回答：“父在/母先亡”那么B的意思一定是父亲还

健在，母亲去世了。若B答曰：“父在母先/亡。”那么

他说的肯定是母亲还健在，父亲已辞世。日常会话

中，我们默认的时间背景是说话当前，因此，通过停

顿即可解除以上的语境歧义。

B. 积极地使用歧义可以避免冲突，委婉地表达

讽刺、批评等，在顾全对方面子的同时使对方意

会。例如，A能力一般，靠巴结上司得到升迁，一同

事为此很看不起他，但又碍于面子不好当面斥责，

于是对他说：“哎呀，恭喜恭喜啊！”A答道：“没什么，

都是领导厚爱。”同事对曰：“您别谦虚啊，您的能力

我们还不知道吗。”这里的“能力”A可以理解为对

他的肯定和恭维，但A通过智力干涉，大概能推导出

这“能力”里还有其他意思。

C. 利用歧义策略还可以实现其他语用意图。A

是B的男朋友，他想向B求婚，给B一个惊喜，于是

他故意告诉B：“I’ll give you a ring tonight.”在智力干

涉的帮助下，B可能猜到A“蓄谋已久”的计划，但对

于ring的理解既可以是电话也可以是戒指，因此，当

B等到A的求婚戒指时，她该是多么喜出望外啊！

四 结语
三带一理论的应用能够弥补因粒散性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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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义。歧义通过语境干涉、附着（于人的）符号束参

与和智力干涉是可以消解的。不但歧义的“害”可

以除，其利亦可趋。歧义，作为一种语用策略，恰当

地运用，可达到特殊的交际目的，在不直接伤害对

方面子的前提下，表达讽刺、批评等；又可利用其模

糊性，故意使听写方摸不着头脑，在其模棱两可的

时候，给其惊喜。总之，积极地利用歧义，对于维护

人际关系，协调人际交往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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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erspective on Ambiguity

WANG Jun，ZHAO Sha-sh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Hunan 411105）

Abstract:Ambiguity is the inevitable phenomenon in natural language.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papers
from all perspectives discussing its cause,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 and obvi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and
interpret the cause and obviation of ambiguity from a Chinese cultural pragmatic way and further discuss ambiguity
as a pragmatic strategy in hope that it will do its bit in the research field.

Key words: The cause of ambiguity; Theory of Chinese cultural pragmatics; Unconscious ambiguity; Conscious
ambig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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