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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能力关联阐释：从表达到理解

马　利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宣武分校，北京　１０００５３）

　　摘　要：表达与理解是言语交际中密不可分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话语发生

和理解的完整认知过程。完整的语用能力研究至少应该包含说话人的表达和听话人的理解两

个方面。语用能力的认知过程是复杂的，贯穿于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为实现其交际意图而进

行的选择过程中。本文以关联理论为基础，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视角论述语用能力从表达到

理解的认知过程，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力求对语用能力提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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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语用能力是随着语用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而

产生的一个概念。随着语用研究的深入，语用能

力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国内外学者

从不同角度对语用能力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

二语习得、语言教学、语言测试与评估、语际语用

学、语用失误、语用翻译等，但由于概念界定不同，
从而导致对象不明确、范围不确定。从研究现状

看，从关联视角研究语用能力的文献不多。陈新

仁汲取认知语用学研究成果，把语用认知能力纳

入语用能力分析框架 中［１－２］。以 关 联 理 论 为 代 表

的认知语用学的兴起，为分析言语交际中说话人

和听话人的语用能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日常言

语交际中，语用能力是说话人和听话人所共有，是
有效地表达和理解话语的保障和手段。从说话人

的角度来说，语用能力是一个表达过程，即把信息

意图明白地展现出来。从听话人的角度来说，语

用能力又是一个理解过程，即依据说话人的明示

行为（话语），结合认知语境，求得语境效果，识别

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表达与理解是言语交际中密

不可分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话语

发生和理解的完整认知过程［３］。完整的语用能力

研究至少应该包含说话人的表达和听话人的理解

两个方面。语言表达和理解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

间意义建构与重构的互动过程，语用能力的研究

也概莫能外。关联理论（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是有

关话语理解的一种理论，认为“每一种明示的交际

行为都应该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关

联性”［４］。从关联视角看语用能力的认知 过 程 是

复杂的，贯穿于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为实现其交

际意图而进行的选择过程中。话语表达和理解是

语言的具体运用，受交际意图制约。话语理解既

受制于话语表达，也影响话语表达。语用能力体

现为表达与理解的动态平衡。

　　二、关联视角：语用能力的界定

基于Ｌｅｅｃｈ对 语 用 学 的 划 分［５］，Ｔｈｏｍａｓ第

一次对语用能力做出明确界定及分类，将语用能

力定义为“有效地运用语言知识以达到特定的交

际目的和理解特定场景中话语的能力”［６］，并将语

用能力分为语用语言能力（ｐｒａｇｍ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
ｐｅｔｅｎｃｅ）和社交语用能力（ｓｏｃｉｏ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
ｔｅｎｃｅ）。Ｂａｃｈｍａｎ从测试学的角度也对语用能力

进行了界定与分类，提出语用能力从属于语言能

力，可分为施为能力 （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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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交语言能力（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７］。
施为能力指“交际者在话语表达过程中结合特定

语境传递和理解施为用意的能力”［８］，社交语言能

力指“交际者对具体语言使用语境特征所决定的

语用规范的敏感程度或控制能力”［８］。语 用 能 力

可理解为“交际者在话语过程中根据语境情况实

施和理解具有社交得体性的施为行为所运用的各

类知识”［８］的总和。
通过比较发现，Ｂａｃｈｍａｎ提出的施为 能 力 和

社交语言能力分别对应于Ｔｈｏｍａｓ提出的语用语

言能力和社交语用能力。我国学者也对语用能力

进行了不同的阐述，何自然认为：“不管怎样区分，
语用能力可以解释为语用语言进行得体交际的能

力，它可以简化为表达和理解两个方面。为使语

言表达得体、合适，语言的使用者就必须学会针对

特定的语境，考虑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灵活、合理

地使用语言；而为了增强对语言的理解力，语言的

接受者就必须了解言语交际的一般模式和原则，
以及话语意义的多层次性”［９］。刘绍忠认 为：“语

用能力指听话人对语境的认识能力和在对语境认

识的基础上理解别人的意思和意图，能够准确表

达自己的意思和意图的能力”［１０］。陈新仁将语用

能力界定为在具体语境中运用话语进行得体交际

从而实现交际目的（包括行事、人际目标）的能力，
并提出从语用语言能力、社交语用能力、语用认知

能力和语篇组织能力四个维度对语用能力进行分

析［２］。从关联角度，我们把语用能 力 理 解 为 在 话

语的表达和理解中提供和捕捉最佳关联的能力，
涉及到言语交际的主体（说话人和听话人）、认知

语境、明示与推理和加工努力等。

　　三、语用能力：从表达到理解

关联理论从心理认知角度出发，认为 话 语 的

表达和理解是以语境、认知、推理、百科知识等为

基础，强调人的心智作用，交际意图是核心。语用

能力体现在说话人的表达和听话人的理解过程，
贯穿于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为实现其交际意图而

进行的选择过程中。
说话人对话语意义的认知加工不是简单的符

号转换，话语的表达过程体现为一种创造性的意

义建构。话语是语言交际的一种现实单位。言语

交际中，说话人选择话语形式、建构交际意图的过

程常常要面对话语表达的诸多选择，如说还是不

说，直接表达还是间接表达，应该使用哪种话语形

式才适合当前的交际情景，多少话语量才能实现

当前的 交 际 意 图 等。说 话 人 的 表 达 并 非 绝 对 自

由，受到相关因素的制约。表达过程可理解为相

关因素动态平衡过程，是说话人认知策略选择的

结果。说话人的认知策略决定表达过程中相关因

素的取舍与平衡。
听话人对话语的理解是衡量语用能力的另一

重要方面。言语交际的核心是识别交际意图，并

始终围绕交际意图进行，听话人的认知加工要解

决的核心问题是透过话语形式识别交际意图。话

语的理解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其过程体现为

一种创造性的意义重构。在具体的认知语境中，
理解过程是动态的、变化的，具有不确定性。言语

交际中，说话人的表达和听话人的理解具有以下

四个特征：

　　（一）表达和理解的关联性

关联是“人类认知的关键”［１１］。Ｇｒｉｃｅ最早提

出“关 联”这 一 概 念，是 合 作 原 则 的 四 个 准 则 之

一［１２］。Ｓｐｅｒｂｅｒ　＆ Ｗｉｌｓｏｎ在关联理论中指出“关

联性”是始终制约人类交际的基本因素，可看作一

个常量，认为言语交际是一个“明示———推 理”过

程，语言使用者运用“关联性”认知模式生成语句、
解释语义。人类在信息加工过程中总是倾向于以

最小的 认 知 努 力 获 得 最 大 关 联 和 最 佳 关 联。因

此，关联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关联理论

本身就是一种认知原则。言语交际中，说话人和

听话人要掌握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关联是

话语形式与交际意图的关联。这一关联决定着话

语形式的交际价值，关系着交际能否成功。说话

人和听话人只有找到话语的关联性，才能取得交

际的成功，话语的意义才能建构出来。话语表达

与交 际 意 图 相 关 联，有 的 直 接 关 联，有 的 间 接 关

联。直接关联与间接关联具有相对性，有时仅仅

是程度问题。言语交际中，虽然关联是确定的，但
具体哪个话语形式与哪个交际意图相关联却是不

确定的，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例如：

①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

炉，黛玉 因 含 笑 问 他“谁 叫 你 送 来 的？难 为 他 费

心，那 里 就 冷 死 我 了！”雪 雁 道“紫 鹃 姐 姐 怕 姑 娘

冷，使我送来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道

“也亏你 倒 听 他 的 话。我 平 日 和 你 说，全 当 耳 旁

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宝玉听了

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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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的笑两阵罢了［１３］。
表达和理解时关联性是第一位的，即 任 何 话

语形式都必须和特定的交际意图关联。只有首先

满足关联性，交际才可能顺利进行。在实际的言

语交际中，有时候会有更为隐蔽的关联，须仔细辨

认。虽然黛玉的话语在形式上指向雪雁，但其真

正意图是为了嘲讽宝玉。无论雪雁是否理解黛玉

的交际意图，宝玉都识别了自己在话语中的实际

角色，“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因此“只嘻嘻的笑

两阵罢了。”表达的关联性会影响听话人的理解难

度，但同时也为听话人自由联想提供一个更为广

阔的空间，可以获得话语理解的情趣和愉悦。

　　（二）表达和理解的显著性

表达和理解的显著性与关联性紧密 相 关，体

现为关联的显现程度。人的言语认知假设不是必

然推理，而是认知努力和认知效果的平衡，因此显

著性是 一 个 程 度 问 题。Ｓｐｅｒｂｅｒ　＆ Ｗｉｌｓｏｎ在 关

联理论中指出，在同等条件下，关联性与认知努力

成反比，即关联性越强，认知努力越小，反之亦然。
言语交际实践表明，听话人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用

投入认知努力就能把握语言表达与交际意图之间

的关联。例如：

②“Ｎｏｗ，ｍｙ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ｏｙ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ｌｓ”，ｓａｉｄ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Ｉ　ｗａｎｔ　ｙｏｕ　ｔｏ　ｂｅ　ｑｕｉｅｔ———ｓｏ　ｑｕｉｅｔ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ｃａｎ　ｈｅａｒ　ａ　ｐｉｎ　ｄｒｏｐ．”Ｆｏｒ　ａ　ｍｉｎｕｔｅ　ａｌｌ
ｗａｓ　ｓｔｉｌｌ，ａｎｄ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ｏｙ　ｓｈｒｉｅｋｅｄ　ｏｕｔ：“Ｌｅｔ　ｈｅｒ
ｄｒｏｐ！”

交际意图与话语形式的关联越显著，越 容 易

被听话人加工；反之，听话人就要投入更多的认知

努力。老师期待的隐含前提是：Ｉｆ　ｙｏｕ　ｋｅｅｐ　ｑｕｉｅ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ｃａｎ　ｅｖｅｎ　ｈｅａｒ　ａ　ｐｉｎ　ｄｒｏｐ，Ｉ
ｗｉｌｌ　ｂｅ　ｈａｐｐｙ．但学生实际补足的隐含前提是：Ｉｆ
ｗｅ　ｋｅｅｐ　ｑｕｉｅｔ，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ｗｉｌｌ　ｄｒｏｐ　ａｐｉｎ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ｈｅａｒ．没有得到学生的回应，老师的期待落空，
交际失败。要实现交际意图，说话人需要通过努

力修正话语来传达交际意图。在理解过程中，关

联的显著性高，加工自动完成。老师想要传达的

交际意图与话语表达之间的关联比较复杂，显著

性比较低。如果话语表达与交际意图之间的关联

比较复杂，显著性降低，那么听话人就要投入更多

的认知努力，这时的理解就是受控制的。可见，在
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为加工付出的努力越小，
话语表达和交际意图关联的显著性越高；反之，显

著性越低。话语表达的作用只是促使交际意图变

得明显，但不等于直接表达意图。从此例可以看

出，认知语境假设绝非预先确定，亦非单向传递，
而是交际双方为改变对方的认知，在交际过程中

根据 话 语 的 语 境 效 应 选 择、调 整 的 动 态 连 续 体。
实现话语处理的最佳语境效果的过程就是寻求话

语最佳关联的过程。

　　（三）表达和理解的经济性

表达和理解的经济性建立在保证交际顺利进

行的基础上，但经济不能妨碍话语意义的建构和

交际意图的实现。言语交际中，在某种交际意图

确定的前提下，表达该交际意图的话语越少越经

济。Ｓｐｅｒｂｅｒ　＆ Ｗｉｌｓｏｎ提 出 的 明 示———推 理 交

际可以解释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在话语意义的建

构过程中，“明示”越少，对话语形式本身的处理就

越快，但需要“推理”的东西就越多；反之亦然。因

此，交际意图在“明示”和“推理”之间达到动态平

衡。这种动态平衡涉及到会话含意的推理、预设

的把握、话语标记语的掌握、以及在常规情况下使

用简洁的 语 言 表 达 方 式 以 减 轻 话 语 的 处 理 负 担

等。在自然话语交际中，“明示”的话语表达一般

不会过于复杂，不能超出人的认知能力范围。用

过于简洁经济的话语形式“明示”交际意图可能增

加认知难度，甚至使话语产生歧义。例如：

③ａ：Ｔｏｍ　ｗｅｎｔ　ｔｏ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ｐｏｕｎｄｅｒ　ｓｏｕｎｄｅｄ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ｈｅ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ｉｔ．

③ｂ：Ｔｏｍ　ｗｅｎｔ　ｔｏ　ａ　ｐｌａｃｅ　ｗｈｅｒｅ　ｆｏｏｄ　ｉｓ　ｐｒｅ－
ｐ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ｏｋｅｄ．Ｉｔ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
Ｔｈｅｒｅ　ｈｅ　ｓａｗ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ｅ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ｐａｔｔｉｅｓ，ｆｉｒｅ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ｂｒｅａｄ．

两个句子虽然表达相同的交际意图，但 由 于

说话人采用不同的表达形式，使得听话人话语理

解时付出不同程度的认知努力。熟悉麦当劳的人

会很容易理解话语③ａ，因为他们知道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ｐｏｕｎｄｅｒ是一种汉堡包而且经常会在麦当劳快餐

店出售。这些都是听话人可以从麦当劳快餐的百

科信息，即认知语境中提取的。对不熟悉麦当劳

快餐的听话人来说，③ａ的关联性远不如③ｂ，理

解③ａ时要 付 出 更 多 的 认 知 努 力，而 这 种 认 知 努

力又不一定能增强其语用效果。对比两个句子，

③ａ比③ｂ简洁经济，③ａ所传达的信息是建立在

双方共知的情况下，是有意识将其省略。当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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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麦当 劳 快 餐 的 听 话 人 听 到③ｂ这 样 的 话 语

时，会怀疑说话人的真正交际意图。如果已具备

理解该话语的认知语境信息，说话人再将信息③
ｂ明示出来，听话人就要付出多余的认知努力，就

会降低话语的关联性。在很多情况下，说话人有

理由相信听话人会产生正确的语境假设，从而恰

当地理解话语的交际意图。话语的表达和理解具

有经济性。

　　（四）表达和理解的适宜性

表达和理解的适宜性亦指得体性。在言语交

际中，传达交际意图的表达形式应该最大限度地

适 合 言 语 交 际 的 认 知 语 境。在 Ｐ．Ｂｒｏｗｎ　＆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７）提 出“面 子 理 论”后［１４］，Ｇ　Ｎ．
Ｌｅｅｃｈ（１９８３）提 出 礼 貌 原 则（Ｐｏｌｉｔｅｎｅｓｓ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５］，都涉及到言语交际中表达的适宜性问题。
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社会属性，言语交际是人的

一种社会行为，社会的各个层面，诸如政治、经济、
文化等，都会对话语表达产生影响。人们使用语

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或语言外部因素而

不断做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话语表达要适合言语

交际的语境。关联理论认为语境是一个“心理结

构体”。在言语交际中，听话人会利用百科知识、
逻辑知识、语言知识等生成与当前话语信息相适

宜的语境信息。因此，不同的认知语境选择不同

的话语形式，在不同的认知语境中同一话语表达

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在话语意义的建构过程中，
话语表达和理解具有适宜性特征。例如：

④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念了《四
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是什

么书，不过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
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因问

“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
些须认得几个字。”［１３］

话语表达和理解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语言创

造性活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动机性。因黛玉

从对话中得知贾母对女子读书的态度，所以在同

一问题上对宝玉和贾母的回答前后截然相反。黛

玉为了与贾母保持一致，否认自己“读书”，并非故

意前后矛盾，而是在识别贾母意图后给出的最得

体回答。黛玉顺应语境因素，转换语用策略，从而

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言语交际中，任意性提供

话语表达的无限可能性，约定性保证话语表达的

适宜性。可以说，话语表达和理解本质上是一种

自 我 转 换 投 射，是 在 前 理 解 的 基 础 上 达 到 的 新

理解。

　　四、结语

话语表达与理解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在言语博

弈互动过程中语用能力的集中体现和动态平衡。
言语交际中，说话人的表达和听话人的理解具有

关联性、显著性、经济性和适宜性特征。话语表达

是说话人在关联性推测引导下内部顺应和外部顺

应动态平衡的结果，是认知语境与语言形式相互

顺应的动态过程，话语的表达过程体现为一种创

造性的意义建构。话语理解是听话人顺应关联语

境产生认知期待，对不同的语境关联性推测出不

同的认知效果，话语的理解过程体现为一种创造

性的意义重构。鉴于语用能力本身的复杂性，我

们主张从多角度、多学科进行全面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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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ｆｅｍａｌ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ｍｏｒ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９５　第２期　　　　　　　　　马　利：语用能力关联阐释：从表达到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