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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采用会话分析的方法，描写汉语应答语话轮的基本句法形式与话轮构建方式，分析各种话轮形式所

表达的立场，发现汉语自然会话称赞行为应答语话轮有三种基本小句形式和四种基本立场：小句形式是形容词谓

语小句、肯定 ／ 否定标记词、无评价词小句，四种立场是强同意、弱同意、弱不同意和强不同意。 汉语自然会话称赞

行为应答语话轮的句法形式形式和立场受称赞行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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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日常会话中进行交际，实现各种行为。 交际互动中有发话和受话两方，发话人如果对特定的事物

事件作出评价（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表达自己的内在立场［１］２４［２］２１，受话人会对前者的评价行为做出回应，表明自己

的态度或立场［３，４］，受话人的这种回应话轮称为应答语。 本文研究汉语评价行为的应答语，特别是称赞行为

的应答语。
评价行为应答语的研究开始于英语，研究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美国英语口语中的应答话轮进行细致的

分析，提出应答话轮组织的系统特征［３］；日语研究者也从社会学和语言学的学科交叉视角研究日语应答语

中的连接词［２］。 汉语的应答语研究主要是文化学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从经验印象出发，采用个人直觉语料，
总结应答语的文化和部分语言特征［５－９］；有的学者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年龄等社会变量对应答语的影

响［１０］。
本文采用会话分析的方法，以汉语自然口语为语料，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描写应答语的语言形式，

结合话语现象考察语言形式所表达的种种立场，从而力图揭示互动与语法的密切关系。
本文的汉语自然口语是日常生活中面对面的谈话，不规定话题，比如做晚餐或看电视时的谈话，谈话人

是汉语母语者，日常用语是汉语普通话。 语料有录像和文本两种形式，录像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陶红

印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博士研究生 Ｍｏｎｉｃａ Ｔｕｒｋ 录制，文本由笔者转写，转写符号采用 Ｊｅｆ⁃
ｆｅｒｓｏｎ 系统①［１１］。 录像共两个小时，转写文本约十万字。 文中例句除六句来自文献以外，其他都是通过上述

录像转写的语料，这六个例句以参考文献的方式标明了出处。
一　 应答语话轮的语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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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语在会话中形成一个话轮，并与位于它前面的评价话轮构成一个相邻对。 两个话轮有共同的评价

物，第一个话轮是引发话轮，第二个话轮是回应话轮。 例如下面 Ｆ 和 Ｅ 的话语构成相邻对，共同的评价物是

Ｆ 搬的新家，Ｆ 发出引发话轮，Ｅ 进行回应：
　 　 （１）Ｆ：但是呢就是：：，－－就是没这边好嘛。

Ｅ：那－－那肯定的。
应答语话轮可以从句法、语调、行为等方面进行分析［１２］３－４。 基于语法视角，我们分析应答语话轮的句法

组成，即应答语话轮内单个小句的句法类型与词汇特征，应答语话轮中多个小句的组合方式，应答语话轮与

引发话轮之间的词汇对比或篇章联系。
应答话轮由三种小句构成：肯定 ／否定性标记词小句，以形容词谓语为中心评价词的小句，无形容词评价

词和肯定 ／否定标记词的其它小句。
（一）肯定 ／否定标记词小句

肯定 ／否定标记词小句是由肯定词“是、对”或否定词“不、不是、没有”等组成的小句，有时后面带语气词

“啊、呀”等。 应答者通过这种小句直接表达对前面说话人评价的同意或不同意立场。 例如下面 Ｃ 和 Ｂ 的对

话中 Ｃ 夸 Ｂ 的菜做得不错：
　 　 （２）Ｃ：美美呀！

Ｂ：→不是不是。
肯定标记词和否定标记词都很少单独构成应答语话轮，而常与其它句法形式共同出现。 例如：
　 　 （３）Ｃ：那还是做蚂蚁上树好，很快就做［好（（笑声））］

Ｂ：→ ［（（笑声））］是啊，我———做那个我觉得做那个还难呢。
（二）形容词谓语小句

自然会话中，形容词作谓语是汉语形容词的基本功能［１３］１１，因此形容词谓语小句不仅在应答语话轮中很

常见，而且也是引发话轮的基本句法形式。 这种小句的谓语中心部分是形容词，形容词是评价的专用成

分［１４］６－７。 形容词谓语小句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形容词、形容词的修饰语。 从形容词来看，应答话轮和引发话

轮中的形容词有相同、不同两种情况，不同包括褒贬相同、褒贬相反两种情况；褒贬相同中形容词之间词汇意

义差别不大，褒贬相反中形容词之间常是反义词关系。 与形容词相比，形容词谓语的修饰语是表达同意和不

同意立场更为重要的因素，两个话轮修饰语的对比更为细致。 修饰语大多是程度副词，有时也有语气副词。
根据应答话轮和引发话轮中形容词修饰语的情况，同时也参考形容词的情况，我们将形容词小句分为四

种类型：升级、平级、降级、相反。
１．升级

Ｅ 和 Ｃ 在谈 Ｅ 家的房子：
　 　 （４）Ｅ：－－这里－－这里比较（（边笑边说））新吧。

Ｃ：－－嗯：：这是新－－挺新的哈，这个房子。
引发话轮和应答话轮的谓语片段分别是“比较新”和“挺新的”，两者形容词相同，程度副词不同，应答话

轮的“挺”比引发话轮的“比较”程度高，两个话轮构成升级关系。
２．平级

晚餐时 Ｃ 做了饺子：
　 　 （５）Ｂ：（（把酱汁倒在饺子上））我觉得一看－－饺子就肯定很多了。

Ｃ：－－其实饺子还是（挺多）的。
两个话轮的形容词谓语片段分别是“很多”和“挺多的”，它们形容词谓语相同，程度副词“很”和“挺”程

度接近［１５］５３２，从而构成平级关系。
Ｔ 和 Ｆ 喝了 Ｔ 带来的啤酒，两人谈啤酒：
　 　 （６）１Ｔ：这个酒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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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Ｆ：（（笑））
３Ｔ：喝了没什么怪味啊。
４Ｆ：哦，这个哦，
５Ｔ：嗯。
６Ｆ：→哦，还－－还行。

Ｔ 在第 １ 行发出引发语“这个酒还可以”，Ｆ 在第 ６ 行应答“还行”。 两个话轮相比，副词相同，谓语部分

“可以”和“行”词汇意义接近，构成平级关系。
３．降级

Ｂ 和在场其他人谈他们去过的一次郊游，Ｆ 当时没有参加，Ｂ 说 Ｆ“后来直后悔”：
　 　 （７）Ｂ：后来直后悔。 ［（（笑声））］

Ｆ：　 　 　 　 　 　 ［（（边笑边说））后］来比较后悔（（笑声））。 啊：：
Ｂ 提出 Ｆ“后来直后悔”，Ｆ 则回应“比较后悔”，两个话轮形容词相同，副词构成降级关系。
４．相反

Ａ 夸 Ｂ 做的菜：
　 　 （８）Ａ：哇噻，这功夫太－－太大了。 （我要学着做）。

Ｂ：－－不大，很简单，这个一做完就蒸了。 （（笑声））
Ａ 的“太大了”和 Ｂ 的“不大，很简单”构成相反关系，“太大了”和“不大”形容词相同、修饰语相反，“太

大了”和“很简单”形容词相反。
Ｃ 称赞 Ｂ 做的菜很精致：
　 　 （９）Ｃ：嗯你这个可是：：（很精雕的一件）－－

Ｂ：哎呀，很简单很简单的。 没什么，就是挖个洞，那个洞也不用，…也不用．．很规则。
Ｃ 的“很精雕”和 Ｂ 的“很简单”副词修饰语相同，形容词之间是相反关系。
（三）无评价词小句

无评价词小句是指没有出现形容词谓语，也没有出现肯定 ／否定标记词的小句，此处简称无评价词小句。
这些小句常常与同一话轮内的其它小句或引发话轮构成特定的语义关系，比如转折、原因、对比 ／实例 ／描述

等关系。
１．转折

Ａ 认为自己做的宫保鸡丁很简单，Ｃ 不同意：
　 　 （１０）Ａ：哎没有，上次我就是看那个菜谱，我觉得哎呀，太：：简单了。 （（笑声））

Ｃ：－－但是那个，－－那个：：－－花生仁是不是已经买来就是已经－－
Ｃ 的“但是”小句和 Ａ 的话轮之间形成转折关系。
Ａ 认为 Ｃ 做饺子太费时间了，Ａ 不同意：
　 　 （１１）Ａ：嗯来不及啦，－－那个太－－时间（（边笑边说））太费了。

Ｃ：－－没事，实际上很简单。 不过那个要－－有馅，－－没有－－碗，那个不能－－
Ｃ 话轮的后半部分是转折小句。 与例（１０）不同，这个小句并不是与前一说话人话语构成转折关系，而

是与自己话轮内的话语构成转折，我们称之为话轮内转折。 这两种转折小句具有不同的话轮构建方式，见本

节（四）“小句组合”（４）“标记词＋形容词谓语小句＋无评价词小句”部分。
２．原因

在 Ａ 家的厨房中，Ｃ 提出 Ａ 家冰箱里的东西新鲜：
　 　 （１２）Ｃ：你这里的东西还挺新鲜的。 我冰箱里东西（（边笑边说））全都（（笑声））－－

Ａ：我昨天才去中国城。
Ａ 的话轮解释了 Ｃ 话轮中“东西还挺新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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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比 ／实例 ／描述

Ｃ 和 Ｂ 都认为做中国饭麻烦：
　 　 （１３）Ｃ：做中国饭还是挺麻烦。

Ｂ：－－嗯：：－－对，－－我看那西餐，－－哎呀，冷的一半，－－然后烤一烤，……
Ｂ 的话轮中“我看那西餐……”是对自己话轮中的“对”小句描述，同时也是 Ｃ 话轮中的“做中国饭还是

挺麻烦”小句的对比。
Ｅ 和 Ｆ 谈租房时如果妻子不在同一个城市，自己一个人时好租房：
　 　 （１４）１Ｅ：然后我给你讲你这样单身还好，－－然后－－不是，就一个人的话，

２Ｆ：对对对，
３Ｅ：－－那就随便凑合点就行，
４Ｆ：对对对。
５Ｅ：两个人一起［－－］找房子，
６Ｆ：→　 　 　 　 ［对对对］，两个人一块儿，我来的时候就这样。

第 ６ 行 Ｆ 话轮“我来的时候就这样”，是对自己话轮“对对对，两个人一块儿”和 Ｅ 话轮的描述和实例证

明。
对比、描述、实例这三种小句列为一类，它们具有共同特征：话轮中的句法分布一致，位于肯定 ／否定标记

词和形容词谓语小句之后，构成小句组合型话轮；表达相同的立场，实现相同的行为。
（四）小句组合

肯定 ／否定标记词小句、形容词小句、无评价词小句是应答话轮基本的小句单位。 除了作为话轮中唯一

的小句单独构成应答话轮外，更多时候是不同类型的小句相互组合，构成多个小句组成的话轮，其组合形式

有“标记词小句＋形容词小句”、“标记词小句＋无评价词小句”、“形容词小句＋无评价词小句”、“标记词小句＋
形容词小句＋无评价词小句”的形式。

无评价词小句有独立构成话轮和组合构成话轮的差别，它们的话轮分布和语义类型一致：独立使用的无

评价词小句是原因型和转折型的，组合使用的无评价词小句除话轮内转折小句以外，其它小句都是对比 ／实
例 ／描述小句。

１．标记词＋形容词小句

Ｃ、Ｂ、Ａ 三人在聊 Ｂ 做的酿豆腐：
　 　 （１５）Ｃ：哇：：你这个很好看。

Ｂ：－－（（边笑边说））这还好看？
Ａ：→（（走近 Ｂ 和 Ｃ））是啊，很好看。

Ｃ 发出称赞，Ｂ 和 Ａ 应答，Ａ 的话轮是“肯定标记词＋形容词谓语小句”。
２．标记词＋无评价词小句

Ｂ 和 Ａ 聊 Ｂ 家的厨房：
　 　 （１６）１Ｂ：（（看橱柜））嗯：：你们的厨房是小，－－我们这里－－我们这里足够大，而且这个足够高，可以

放好多东西。
２Ａ：→（（打开橱柜））对呀，好多东西，－－不够高呀，也－
３Ｂ：你们这里给人感觉柜子特别小：
４Ａ：是呀，－－是很小……

Ｂ 提出 Ａ 家厨房小，Ａ 在第 ２ 行以标记词“对呀”和后面的无评价词小句应对。
３．形容词谓语小句＋无评价词小句

　 　 （１７）Ａ：哇噻，这功夫太－－太大了。 （我要学着做）。
Ｂ：－－不大，很简单，这个一做完就蒸了。 （（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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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以形容词谓语小句“不大，很简单”加后面的无评价词小句构成应答话轮。
４．标记词＋形容词谓语小句＋无评价词小句

Ａ 提出宫保鸡丁这道菜不麻烦，Ｂ 的意见与她相反：
　 　 （１８）Ａ：哎呀，不麻烦呀，我就因为觉得不麻烦哎。

Ｂ：（（手用力横划））什么呀我怎么就觉得（（笑））它最麻烦，然后－－我一直不肯做，－－然后－－
我老公老是要吃。

Ｂ 的回应话轮是“标记词＋形容词谓语小句＋无评价词小句”。
以上所有小句组合中无评价词小句都是对比 ／实例 ／描述小句，它们与前面的标记词、形容词谓语小句组

合构成应答话轮。 有时这种话轮中的小句也可以话轮内转折，见例（１１）。
综上，应答语话轮的句法形式多种多样，基本小句形式是肯定 ／否定标记词小句、形容词谓语小句、无评

价词小句，这些小句有多种下属类型。 小句可以单用，也可以相互组合构成四种复合形式。 因此，应答语话

轮有七种话轮构成方式：形容词谓语小句，肯定 ／否定标记词小句，无评价词小句，标记词小句＋形容词小句，
标记词小句＋无评价词小句，形容词小句＋无评价词小句，标记词小句＋形容词小句＋无评价词小句。

二　 应答语的行为类型

特定的句法形式具有特定的功能，不同的话轮构成方式实现说话人的具体行为。 应答语的七种话轮构

成形式及其细类表达说话人的种种态度和立场，并表现在话语现象中。
（一）应答语的立场

应答语的立场分为四种：强同意、弱同意、强不同意、弱不同意［３，４］。
首先，前一说话人发出评价，听话人要进行回应，表示同意或不同意。 引发话轮会引起两种不同的回应

方式，如表 １ 所示［１６］３３６：
表 １．不同行为类型的相邻对后件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相关性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Ｓ：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Ｏｆｆｅｒ ／ Ｉｎｖｉｔ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Ｂｌａｍ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Ｓ：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ａｎｓｗｅｒ
ｄｅｎｉａｌ

Ｄｉｓ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ｒｅｆｕａａｌ ｒｅｆｕｓａｌ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ａｎｓｗｅｒ ｏｒ
ｎｏｎ⁃ａｎｓｗｅｒ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然而，同意立场和不同意立场内部并非完全一致，同意之中存在着程度差异，有强度同意和弱度同意之

分，不同意中可以分为强度不同意和弱度不同意，这是 Ｐｏｍｅｒａｎｔｚ 在研究美国英语口语的评价行为时提出来

的。 她提出强同意（Ｓｔｒｏ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表达纯粹的同意，弱同意（Ｗｅａｋ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中隐含着不同意［４］６６，６８。
例如：

　 　 （１９）Ｊ：Ｔ’ｓ⁃ｔｓｕｈ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ｄａｙ ｏｕｔ ｉｓｎ’ｔ ｉｔ？
Ｌ：Ｙｅｈ ｉｔ’ｓ ｊｕｓｔ ｇｏｒｇｅｏｕｓ…［４］６５

Ｌ 对 Ｊ 的立场表示强同意。
　 　 （２０）Ａ：Ｓｈｅ’ｓ ａ ｆｏｘ！

Ｌ：Ｙｅｈ， ｓｈｅ’ｓ ａ ｐｒｅｔｔｙ ｇｉｒｌ．［４］６８

Ｌ 对 Ａ 的评价表示弱度同意。
同样，不同意立场有强不同意（Ｓｔｒｏｎｇ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和弱不同意（Ｗｅａｋ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之分，前者

是纯粹不同意，后者隐含着同意［４］６５，７４。 例如：
　 　 （２１）Ｌ：…Ｉ’ｍ ｓｏ ｄｕｍｂ Ｉ ｄｏｎ’ｔ ｅｖｅｎ ｋｎｏｗ ｉｔ ｈｈｈ！ —ｈｅｈ

Ｗ：Ｙ－ｎｏ，ｙ－ｙｏｕ’ｒｅ ｎｏｔ ｄｕ：ｍｂ，…［４］７４

Ｗ 对 Ｌ 的评价表示强烈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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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Ｃ：…ｙｏｕ’ｖ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ｂｏｔｈ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ｈｏｎｅｓｔｌｙ ｇｏｎｅ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ｗａｙｓ．
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ｅｘｃｅｐｔ ｗｅ’ｖｅ ｈａｄｄａ ｇｏｏ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ｅｔ ｈｏｍｅ．［４］７５

Ｄ 对 Ｃ 的评价表示弱度不同意。
可见，同意和不同意不是绝对两分的，在完全同意和完全不同意之间有弱度的同意和弱度的不同意，弱

同意和弱不同意之间联系紧密，弱同意中近似于不同意，弱不同意中意味着部分同意，强同意到强不同意是

一个连续的过程。 四者之间的关系如下所示：
　 　 强同意　 　 弱同意　 　 弱不同意　 　 强不同意

　 　 ←———————————————————————————→
同意和不同意内部存在着程度差异，不仅英语如此，日语研究也证明了这点［２］。 汉语口语中，同意 ／不

同意立场同样有程度差别②，并通过应答话轮的句法形式、会话结构及话语现象表现出来。 对话轮的七种句

法构成形式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它们与四种立场的对应关系如表 ２：
表 ２．应答语立场与话轮构建方式的对应

立场 话轮构建方式
具体小句类型

肯定 ／ 否定标记词 形容词谓语小句 无评价词小句

强同意

单用形容词小句

标＋形

标（＋形）＋句
肯定标记词

升级

同形

平级 对比实例 ／ 描述

弱同意
单用形容词小句

单用无评价词小句

同形、降级、平级

原因

弱不同意

单用形容词小句

单用无评价词小句

标＋形＋句 否定标记词

降级、平级

相反

转折

强不同意 （标＋）形＋句 否定标记词 相反 描述

　 　 从表 ２ 可以看出，不同的话轮构建方式表达不同的立场，表现在两个方面：不同的话轮构建方式表达不

同立场，具体的句法细类表达不同立场。
先来看形容词谓语小句。 形容词谓语小句既有独立使用的，也有组合的。 单用的可以表达强同意，也可

以表达弱同意和弱不同意：升级型表示强烈同意，如例（４）；平级和降级分别表示弱同意或弱不同意，平级的

如例（６），降级的如例（７）；相反的常和其它形式结合，表达强不同意，如例（８）。
再来看无评价词小句。 无评价词小句既有独立使用，也有组合的。 单用的可以表达弱同意，也可以表达

弱不同意：原因小句表示弱度同意，见（１２）；转折小句表示弱度不同意，见（１０）、（１１）。
最后来看组合形式。 不同的组合方式表达不同的立场：“标＋形”表示强同意，例（１５）和例（１６）第 ５ 行；

“形＋句”表示强不同意，例（１７）；“标＋形＋句”既可以表达强同意，也可以表达强不同意，前者如例（２８），后者

如例（１８），还可以表达弱度不同意，如例（１１）。 小句组合式话轮具有相同的特点，大多表示强度立场，只有

本句内转折小句不同，“否定标记词＋相反形容词谓语小句＋本句内转折小句”表达弱不同意，如例（１１）。
三种基本小句在组合形式中表达与单用时基本一致的行为：肯定标记词用于同意中，否定标记词用于不

同意中；形容词谓语小句中，升级与相反的形容词谓语分别用于强同意和强不同意，例外两种情况是，平级的

如果加上前面的肯定标记词可以表达强同意，相反的如果加上后面本句内转折小句可以表达弱不同意；对
比 ／描述 ／实例型无评价词小句用于强同意或强不同意中，本句内转折小句用在弱不同意中。 各个小句的类

型及其在话轮中与其它小句的组合可以解释小句组合所表达的立场：话轮中如果几种形式都表示一致的立

场，即都表示同意，或表示不同意，那么这三种小句共同作用，从而整体表达强度立场；如果几种小句表达的

立场前后不一致，那么整个话轮表达弱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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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话语现象所表达的立场差异

同意 ／不同意的强弱程度差异不仅体现在话轮构成的语言形式上，同时也体现在话轮发出时的话语现象

中。 强同意和强不同意趋向于快速、流畅地发出，说话人强化其立场，使其明显、突出，弱同意和弱不同意倾

向于延迟、不流畅地发出，说话人弱化其立场，使其不明显［３］８１［１２］６３－７３［１６］６４［１７］３３４－３３５，２３３－２３４。
话语现象包括话轮接应，会话结构，话轮中非句法、非语言的声音（如笑声、话轮开始处或话轮内部的填

充词“嗯、啊、哦”），语言的韵律等。 我们将这些现象分为话轮之间③和话轮内部两个层次：从话轮之间看话

轮接应和会话结构，从话轮内部看笑声、填充词、话轮完成情况、韵律和其他句法现象（见表 ３）。
表 ３．第二评价话语现象与四种立场的关系

会话结构

立 场

强同意 强不同意 弱同意 弱不同意

话轮

之间

话轮接应

序列组织

话轮间重叠、快速接应

接应者自选

引发话轮与应答话轮相邻

话轮间沉默

修正话轮，不接应，继续标记

话轮

内部

笑声

开始处的填充词

话轮完成情况

韵律

其它（句法成分、复句）

长、响、高，
占据整个话轮

话轮前、后
嗯

流畅

高、强、快

就、就是、老、一直、然后

紧缩复句

轻、短、低
边说边笑

话轮后

嗯、啊、哦

话轮内沉默

低、弱、慢

其实、实际上、好象、那个、不过、但是

多重复句

　 　 强同意和强不同意具有相似的话语现象④：在话轮之间，应答语紧随引发话轮发出，相邻对中间没有其

它话轮形式插入，接应时间很短，常发生话轮间重叠或快速接应，强同意中应答人即使没被前面说话人指定

为接应者也可以自选接应话轮；在话轮内部，话轮开始处一般没有填充词，话轮中间没有沉默，一般流畅、快
速、响亮地发出，如果出现笑声，音质长、响、高，占据整个话轮或者出现在话轮前、后；说话人句法形式上常有

加强肯定的副词和正面描述的连词作功能成分。 总的来看，说话人总是力图使其立场强化、明确化。
弱同意和弱不同意型应答语的发出特征有：引发话轮和应答话轮之间常出现隔断，以修正序列、继续标

记话轮、话轮间沉默或者不接应的方式实现；话轮内部常出现话轮内沉默，开始处常有填充词，整个话轮不是

很流畅，语音低、弱、慢，如果出现笑声，音质短、轻、低，并与评价词同时发出或出现在话轮末尾；句法成分上，
常出现副词“其实、实际上、好象”，话语标记“那个” ［１８］８１等表示模糊或转折的成分。 总的来看，说话人总是

力图使其立场弱化、模糊化。
三　 三种称赞行为的应答语

评价行为引发的应答语具有特定形式和立场，而引发语预示应答语的形式［１９］２９５－２９６ ［１２］１６，因此研究应答

语需要结合引发语。 作为引发语的评价行为包括称赞性评价、批评性评价和中性评价⑤，我们分析称赞行

为，藉此分析应答语的规律。
（一）三种称赞行为

称赞行为包括多种类型。 根据被评价物与现场话语参与者的关系远近⑥，可以分为：称赞说话人自己或

相关事物，称赞与双方关系不大的普遍事物，称赞听话人或其相关事物。 目前国内的研究只限于其中一

种———被评价物是听话人或与听话人相关的事物，如：
　 　 （２３）Ａ：你这双鞋真好看。

Ｂ：我在西单商场买的。［５］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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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Ｓ：你们考得不错呀。 祝贺你们取得了好成绩！
Ａ：谢谢老师的鼓励！ 我们还要再努力。［６］４５

除了称赞听话人以外，称赞说话人自己或相关事物的如例（３）、（４）、（６）、（１８）。 例（６）中酒是说话人 Ｔ
带来的，他对与自己相关的事物进行正面评价，其行为是表扬自己；称赞与双方关系不大的普遍事物如下例，
双方在讨论油炸食品，这一话题与双方关系不大。

　 　 （２５）Ｂ：－－但是一炸确实好吃啊。
Ａ：（（转身，走开，做其它事））－－我要那么健康，我也去（吃）了，但我也好象觉得炸好象是觉

得（（咂舌音））－－感觉上－－不健康还是（（边笑边说））什么 ／ 似的。
称赞听话人或其相关事物的例子如（２）、（５）、（８）、（９）、（１０）、（１２）、（１５）。 这些例子中第一个话轮称

赞的都是与应答方相关的事物。
称赞听话人还有特殊类型———称赞在场方，即当话语参与者超过两人时，听话人中既有被称赞者，也有

没被称赞的人，这两个人都会发出应答话轮。 例如：
　 　 （２６）Ｃ：你还挺会做，（模样看起来）－－

Ａ：对，她的东西很－－［（是呀）］。
Ｂ： ［小模样］！ －－这个－－这就是－－（（微笑））

Ｃ、Ｂ、Ａ 三个人参与谈话，Ｃ 是称赞方，Ｂ 是被称赞方，Ａ 既非称赞方也非被称赞方，但她也发出了应答

语。 Ａ 的行为是称赞在场方，是称赞听话人的下属类型。
因此，称赞行为可以分为称赞自己、称赞对方、称赞普遍事物三种情况，称赞对方包括称赞在场方。
（二）三种称赞行为的应答语的差异

不同的称赞行为引发不同的应答语，在话轮的句法词汇、语用、会话特征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对比和差异。
表 ４ 是三种称赞行为与立场、句法形式的对应：

表 ４．三种称赞行为的应答语的立场和句法形式

同意 不同意

强 弱 弱 强

称赞自己

／ 普遍事物

／ 在场方

形容词小句 升级 平级、降级

无评价词小句 转折小句

小句组合 标＋形＋描述句、标＋形

称赞对方

形容词小句

无评价词小句

小句组合

平级 降级

原因小句 转折小句

形＋描述句

　 　 在应答语的立场上，称赞性引发语与其它评价行为相同，都引发强同意、弱同意、强不同意、弱不同意四

种基本立场；但在句法形式上，称赞性引发语的应答语只有五种：单用形容词小句、单用无评价词小句、形容

词小句＋无评价词小句、标记词＋形容词小句、标记词小句＋形容词小句＋无评价词小句。
当结合称赞行为时，不同的称赞行为引发不同的立场：称赞自己与称赞普遍事物、称赞在场方（回应者

不是被表扬方）的应答语相同，应答者一般以强同意、弱同意、弱不同意三种方式回应，对应的话轮形式分别

为“升级形容词谓语小句、标＋形＋描述小句、标＋形”、“平级 ／降级形容词谓语小句”、“转折小句”，极少采用

强不同意；称赞对方时，应答者一般以弱同意、弱不同意、强不同意三种方式回应，对应话轮形式分别为“平
级形容词谓语小句、原因小句”、“降级 ／平级形容词小句、转折小句”、“形容词谓语小句＋描述小句”，极少采

用强同意。
１．称赞自己 ／称赞普遍事物 ／称赞在场方

１．１　 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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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赞自己、普遍事物或在场方时，应答语的强同意立场可以通过两种句法形式表达。
第一种是单用升级形容词谓语小句。
　 　 （２７）Ｂ：我最喜欢就这个豆腐。 因为它老这么样而且豆腐还挺好（去塞）。

Ｃ：美美呀！
Ｂ 是称赞自己，她提出自己带来的豆腐很好，Ｃ 表示强同意，话轮句法形式是升级形容词谓语小句。 话

语现象同时证明 Ｃ 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话轮之间没有出现其它阻断的话轮，Ｃ 快速接应引发语，没有延迟；
从话轮内部来看，话轮完成流畅、快速，语调高、强、快。

标记词＋形容词谓语小句＋描述小句：
　 　 （２８）Ｃ：－－嗯：：很快的。

Ａ：对。 （不过）我看你这样子，准备很充分，我想应该是－－平常自己（不行）。
Ｃ 称赞自己。 这段话之前的场景是 Ｃ 准备做饺子，Ａ 认为太麻烦，Ｃ 再次表明自己做饺子“很快的”，Ａ

此时表达强同意立场，她的话轮是“标记词＋形容词小句＋描述小句”。 其中出现的话语现象有：两个话轮之

间没有阻断话轮或延迟现象，话轮内部完成流畅，语调强、高。
第二种表达强同意的句法形式是标记词＋形容词谓语小句。
　 　 （２９）Ｃ：哇：：你这个很好看。

Ｂ：－－（（边笑边说））这还好看？
Ａ：（（走近 Ｂ 和 Ｃ））是啊，很好看。

对 Ａ 而言，Ｃ 在称赞在场方。 Ｃ 称赞 Ｂ 的酿豆腐很好看，Ａ 作为在场方表达强同意，其话轮形式是“标记

词＋形容词谓语小句”。 话语现象上，虽然 Ａ 与 Ｃ 的话轮中间有 Ｂ 的话轮，但 Ｂ 也是应答者，因此不算阻断

话轮。 Ａ 的话轮开始处没有出现时间和语音上的延迟现象；整个话轮流畅、快速，语调高、强。
１．２　 弱同意

称赞自己、普遍事物或在场方时，应答语的弱同意立场通过单用平级形容词谓语小句表达。
　 　 （３０）１Ｔ：这个酒还可以。 －－喝了没什么怪味啊。

２Ｆ：哦，这个哦，
３Ｔ：嗯。
４Ｆ：→哦，还－－还行。

这个例子是例（５），这里为方便分析再次引用。 Ｔ 的行为是称赞自己。 场景中 Ｔ 和 Ｆ 正在喝 Ｔ 带来的

啤酒，Ｔ 作为引发者在第 １ 行提出这个酒“还可以”，Ｆ 作为应答者在第 ４ 行回应“还行”，这是平级形容词谓

语小句，表达弱同意立场。 话语现象体现弱同意特征，尤其通过修正序列表现出来：第 １ 行引发语之后，应答

者并没有立即作出明确的同意或不同意回应，而在第 ２ 行以填充词加代词小句发起修正，等待对方确认，对
方在第 ３ 行确认之后应答者才在第 ４ 行发出正式的应答语。 这样第 ２ 行和第 ３ 行构成一个修正序列，插在

引发话轮与应答话轮之间，延缓应答语的发出，标示应答者的迟疑和双方的商讨。 修正话轮的出现意味着接

听或理解障碍，听话人对前面话语存在某种质疑，通过修正话轮来解除疑问，以便继续互动。 这种修正型商

讨常预示着应答者的不同意立场［１２］１０２，而第 ４ 行的弱同意话轮证明了这点。
除了修正序列这种会话结构以外，其它话语现象同样标示了弱度立场。 先从话轮之间来看，当 Ｔ 在第 １

行发出引发话轮“这个酒还可以”后，应答者 Ｆ 并没有立即接应话轮，从而使第 １ 行内部出现较长的话轮内

沉默，Ｔ 自己接应话轮继续讲话“喝了没什么怪味啊”，在会话中当被指定的接话人（Ｆ）没有接应话轮，也没

有在场方自我选定为接话人，那么当前说话人可以继续讲话［２０］７０４，这种话轮接应方式预示了接应者的不同

意立场。 另外，从话轮内部来看，有两个现象标示着弱不同意立场：一是第 ４ 行应答语话轮的开始处出现填

充词“哦”，根据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研究，“ｏｈ”是状态改变标记，标示应答者信息状态的改变及其独立的评价角度，暗
含某种不同意［２１］；二是第 ４ 行中间出现了重新组织的“还———还行”，“还”“把事情往小里、低里、轻里说，表
示勉强过得去” ［２２，１５］，整个话轮发出时低、轻、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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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弱不同意

称赞自己、普遍事物或在场方时，弱不同意立场通过转折小句表达。 例如：
　 　 （３１）Ａ：哎没有，上次我就是看那个菜谱，我觉得哎呀，太：：简单了。 （（笑声））

Ｃ：－－但是那个，－－那个：：－－花生仁是不是已经买来就是已经—
这段话发生在 Ａ 反复申明自己做宫保鸡丁不麻烦之后，当 Ａ 再次提出这道菜很简单时，Ｃ 的反应是弱

不同意，她的立场不仅通过转折小句表达，也通过话语现象表现出来：首先，在话轮开始处、话轮内部、话轮末

尾共出现四处停顿；其次，话轮内部两次重新组织，一处是语用标记“那个”，而且第二个“那个”拖长发出，
“以便让对方体会出其中的顾虑和犹豫”，“预测该话题信息可能是听话人不愿意接受的”，具有逆接功

能［１８］７３－７４，还有一处是“已经”，在第二次发出时特别加上“买来就是”，指出 Ａ 觉得那个菜简单是另有原因，
因为菜中的花生仁“买来就是已经”做好的，而并不是做这个菜简单；再次，“是不是”作为是非问句形式，表
达与对方的商讨，使不同意程度弱化；韵律上，话轮发出时慢、低、轻。 总的来看，说话人的态度是迟疑的，立
场是不明确的。

２．称赞对方

２．１　 弱同意

称赞对方时，应答语的弱同意立场可以通过两种句法形式表达。 第一种是平级形容词谓语小句。 例如：
　 　 （３２）Ｂ：（（把酱汁倒在饺子上））我觉得一看－－饺子就肯定很多了。

Ｃ：－－其实饺子还是（挺多）的。
Ｂ 称赞对方，她肯定 Ｃ 做的饺子够吃了，Ｃ 表示同意，但她的同意是弱度的，通过 Ｃ 话轮开始处的短暂迟

疑和“其实”表现出来。 “其实”表示“对上文的修正或补充” ［１５］４３７。
表达弱同意立场的第二种句法形式是原因小句。 例如：
　 　 （３３）Ｃ：这些刀和：：－－菜板都挺好－－挺好切：：。

Ａ：－－菜板是我从（国内带来的）。
Ｃ 称赞 Ａ 家的刀和菜板好切，Ａ 表示弱同意，这一立场以原因小句间接表达，也通过话轮开始处的略微

延迟表现。
２．２　 弱不同意

称赞对方时，应答语的弱不同意立场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表达。 第一种是降级形容词谓语小句。 如：
　 　 （３４）Ｃ：（（喝水，看周围，啧舌））嗯＝（（放杯子））－－这里风景还不错嘛。

Ｅ：－－这里－－这里比较（（边笑边说））新吧。
Ｃ 称赞 Ｅ 家小区的风景不错，Ｅ 只是指出小区“比较新”，对 Ｃ 的立场表达弱不同意，这种立场既通过表

示程度低的副词“比较”来传达，也通过话语现象来表达：话轮开始处有延迟现象；“这里”重新组织；话轮中

有掩饰性笑声，与核心评价词“新”同时出现；“吧”表示缓和语气，表示同意某种意见、要求，句末语调低降，
有时包含“勉强”、“无可奈何”的意味［２３］４２６；整个话轮语调低、弱、慢。

弱不同意立场的第二种句法形式是转折小句。 如：
　 　 （３５）１Ｃ：这个百叶窗也拉开了以后风景挺好。

２Ｆ：（（喝啤酒，放下））嗯：：
３Ａ：－－［１（尽种．．种些）１］—
４Ｅ：－－［１ 还要搞一点，［２ 种一点 ２］－－种 １］一点植物去。 （（指背后））
５Ｃ：　 　 　 　 　 　 　 　 ［２ 很绿呀 ２］。 －－哦。
６　 （（Ｅ 清喉咙，Ｃ 转身去厨房，Ｅ 转向 Ｆ））

Ｃ 认为 Ｅ 家的小区“风景挺好”，Ｅ 在第 ４ 行以转折小句表示弱不同意，话轮中的话语现象也展示了说话

人的弱度立场：Ｃ 和 Ｅ 话轮之间有话轮间沉默，Ｅ 话轮开始处出现延迟现象，话轮中间也有话轮内沉默；“搞
一点”重新组织，出现两次“种一点”；整个话轮语调低、慢、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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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特定的会话结构，比如修正话轮也常表达弱不同意立场，下例中 Ｂ 的应答语就是一个发起修

正的话轮。
　 　 （３６）Ｃ：哇：：你这个很好看。

Ｂ：→－－（（边笑边说））这还好看？
Ａ：（（走近 Ｂ 和 Ｃ））是啊，很好看。

２．３　 强不同意

汉语中，当前面说话人称赞对方时，被称赞者应答时常以强不同意应对，在我们的语料中出现的话轮形

式是“形容词谓语小句＋描述型无评价词小句”。
　 　 （３７）Ａ：哇噻，这功夫太－－太大了。 （我要学着做）。

Ｂ：－－不大，很简单，这个一做完就蒸了。 （（笑声））
Ａ 表扬 Ｂ 做菜功夫“太大了”，Ｂ 以强不同意回应，她在话轮结束处发出响亮且有较长的笑声，表达了她

的强度立场，同时话轮语调高、强、快的特征也与该立场一致。 但是，并不是全部话语现象都表现说话人的强

度立场，有些现象比如话轮开始处的略微延迟显示立场强中有弱。 强中有弱并不是特殊类型，而与引发语的

行为类型相关，并显示了四种立场间的连续性，我们将另文讨论。
总之，不同的称赞行为引发不同立场的应答语：称赞对方时，应答语的立场一般是强不同意、弱不同意、

弱同意，不以强同意应对；称赞自己、在场方、普遍事物时，应答语的立场一般是强同意、弱同意和弱不同意，
不以强不同意应对。 立场的差异通过话轮句法结构、话轮构建方式、话语现象、会话结构表现出来。

四　 结论

应答话轮有多种词汇句法形式，分别表达不同的立场，而立场的差异与引发语的类型密切相关。 自然语

言告诉我们面对不同的称赞行为，应答者怎样使用语言，作出怎样具体的反应，实现何种行为。
前人研究和社会经验认为汉语会话者被称赞时倾向于拒绝［５］或极少接受［６］，但自然语料告诉我们对汉

语会话者而言拒绝和接受都很常见，他们会细致地选择词汇句法手段来构建话轮，来明确或不明确地表达其

拒绝或接受的立场。 而且，被称赞只是称赞行为的一种，会话者还常面对称赞他人的行为，这时人们也会通

过具体的语法手段来表达明确或不明确的同意或不同意立场。 将被称赞和称赞他人的应答语进行对比，可
以发现二者在语言形式和立场上形成系统的差异和对比。 可见，语法是互动的重要手段：自然语言为我们提

供了研究语言使用的基本场景，在会话结构中可以观察到词汇句法成分的实际运用，从而观察到语言成分的

功能及其实现的行为［１３］；从交际行为入手，可以观察到特定行为通过哪类词汇句法成分、结构式实现，从而

发现语言的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２４］。
被称赞的人是自己时，大多表示强不同意、弱不同意和弱同意，极少表示强烈同意；当被称赞的是他人

时，大多表示强同意、弱同意、弱不同意，极少表示强烈不同意。 可见，有的互动方式优先被说话人选择，是说

话人所偏爱的（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而有的互动方式不会被选择，是要回避的（Ｄｉｓ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３］。 会话中的倾向性体现

了社会公众交往的规则［１６］３３２－３３３［１７］２３２［１２］６１，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和礼貌原则；另一方面，不同文化类型也

存在着差异，表现在语言系统上，可以通过应答语的语言使用研究加以考察，对此，我们将另文研究。

注释：
①本文根据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转写系统（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１９８４：ｉｘ－ｘｖｉ）转写，本文采用的主要符号有：

＝ 　 后面的话语紧跟前一个话语

－－　 停止或打断，多个表示不流畅

：　 语调延长

ｈｅｈ　 笑声

（（）） 　 场景中的重要动作

（ 　 ） 　 转写中不确定的地方

［ 　 ］ 　 几个话轮的话语同时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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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向的话语是作者需要读者注意的部分

，　 表示继续的语调，不一定出现在小句中间

②陶红印教授向笔者指出汉语应答语并非只有“太好了”这样单一的形式，而可能存在种种复杂的情况。
③会话分析将话轮之间分为局部组织（ｌｏ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和总体组织（ｏｖｅｒａｌ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两个层次：局部组织指的是前后邻近

话轮间的转接情况，主要是指接应时间；总体组织指的是由多个话轮构成的序列（ｓｅｑｕｅｎｃｅ）的展开过程，主要指应答语与引

发语之间间隔的其它话轮。 本文篇幅限制，一并分析。
④话轮间重叠、话轮间沉默、话轮内沉默、继续标记话轮、修正话轮 ／相邻对是常见的话语现象和会话结构。 话轮间重叠指的

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话轮的话语同时发出，话轮间沉默和话轮内沉默分别指的是话轮之间出现的间断和话轮内出现的间断。
继续标记话轮指的是接应者的话轮极简短的语言形式（如“嗯”、“对”），从而让对方继续持有话语权（Ｓｃｈｅｇｌｏｆｆ１９８２；Ｃｌａｎｃｙ，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Ｓｕｚｕｋｉ ａｎｄ Ｔａｏ１９９６：３５６），如例（１４）第 ２、４ 行。 修正话轮指的是以疑问形式，对前面说话人的话语中的内容进行

质疑，要求对方回应修正，提供新信息或确认信息（Ｓａｃｋｓ，Ｓｃｈｅｇｌｏｆｆ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１９７３：２９６），如例（１５）Ｂ 的话语。
⑤批评性评价如例（７）（１１）（１６），中性评价如例（１３）（１４）。
⑥被评价物与话语参与者的相关度有高有低，而且不是绝对的，要视参与者的个人情况而定，比如说对女性而言，评价烹饪技

术比评价房子的相关度高一些，对有信仰的人而言，评价宗教信仰比评价所住区域的相关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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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４４ 页毕剑文章《“美丽中国”：想象共同体的内生与他构———基于旅游者视角》最后一

段“‘美丽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使用具有诗意的语言对执政实践的高度概括和对未来发展前景的形象化表

述。” ［１６］处的上标参考文献标码［１６］应为［１７］，对应的文末“参考文献”［１７］为：［１７］张伟．美丽中国战略的

内涵、缘起及实施路径探讨［Ｊ］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１⁃６，９１．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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