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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的人际关系视角

韩雪峰
(浙江大学 研究生院 , 杭州 315000)

　　[摘要 ] 语用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研究中都涉及言语行为理论 ,对言语行为的研究重点包括行

为以及动词分类 、间接言语行为等等 。从人际关系的视角对言语行为的本质 、种类以及交际过程进

行研究 ,可以发现言语行为的本质是人际关系的交换 ,言语行为的交际过程实现受到人际关系的制

约 。同时 ,言语行为可以显示人际关系 ,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建立 、解除 、维持以及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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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语言学 、语义学以及语用学当中 ,关于言

语行为的研究一直是重要的课题。最早提出言语行

为概念的学者是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L.Aus-

tin),他认为语言本身也是一种行为 ,即说话是用来

做事的 , 例如发布宣告 、提出请求 、命令 、进行提问 、

道歉 、祝贺 、实施承诺等等 。
[ 1] (P.12)

例如 ,在某个大会

的开幕式上 ,主持人说 “我宣布某某大会开幕 ”,大

会开幕的事实因为主持人的这一言语行为得以实

现 。奥斯汀对语言哲学的重大贡献在于他改变了人

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 。而在奥斯汀之前 ,语言学家

与传统哲学家往往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在于认知世

界 、传递信息 、判别真假。奥斯汀认识到语言的本质

是人类的一种特殊行为 ,一方面使语言学对语言的

理解进入到动态的过程中 ,即在交际中来研究语言;

另一方面 ,言语行为理论也是现代语用学开端的一

个标志 ,此后 ,语用学开始关注言语交际的主体以及

语境。语境包括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两类 。语

音 、语法 、词汇 、结构等语言知识 ,话语上下文等语篇

知识属于语言语境 ,而非语言语境包括情景 、时间 、

地点 、人物特征 、社会地位 、文化背景 、关于社会 、文

化的一般性常识以及关于某一类行为 、某一类场景

的专门特定信息的知识。无论是交际还是语境角

度 ,都是以人的因素为研究重点 ,其中都不可避免地

涉及人际关系 。

一 、言语行为与人际关系的联系

根据奥斯汀的观点 ,完成一个言语行为的过程

可以细分为三种行为:言内行为 、言外行为和言后行

为。
[ 1] (P.94)

奥斯汀将研究重心放在言外行为上 ,对于

其将言外行为分为五类 ,即裁决型 、行使职权型 、承

诺型 、表态行为型和阐述型。美国哲学家塞尔(J.

R.Searle)进一步发展扩充了言语行为理论 ,他提出

新的分析标准 ,认为言外行为在四个主要方面有区

别 ,即行事要点(指说话人说一句话时的意图)、话

语与世界的适切方向(指话语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所表达的心理状态(说话人对所说命题的态度)、命

题内容(指称和陈述的内容)。他由此将其分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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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五类:断言类 、指令类 、承诺类 、表达类和宣告

类 。
[ 2] (P.12-20)

此外 ,塞尔还提出了直接型言语行为

与间接型言语行为的概念 。

言语行为理论提出后 ,系统功能语言学继承了

奥斯汀的观点 ,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符号具有两

大基本功能: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 。
[ 3] (P.19-22)

二者

分别指向语言外的自然现实和主体间现实 。言语行

为成为建构世界的载体 ,这种语言观念的改变也导

致了语言与社会关系包括语言与人际关系的变化。

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 ,它是社会关系的

一种具体体现 ,通常以直接交往关系为主 。人际关

系可以有多种分类方式:①依个体扮演的不同角色 ,

可分为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 、师生关系 、同学关系 、朋

友关系等;②依关系的情感表现性质的不同可分为

亲密关系 、疏远关系 、敌对关系等;③按关系中所包

含的需求性质的不同 ,可分为工具性关系和情感性

关系;④按关系持续时间长短的不同 ,又可分为长期

关系与临时关系 。人际关系的形成包含着认知 、情

感 、行为等方面的因素 。一定的人际关系表现出一

定的人际行为模式 ,其中由于一方的行为会引起对

方相应的行为。在现实社会中 ,人际关系的形成和

发展与变化被社会 、时空和交往主体等背景所限定 。

本文认为 ,言语行为与人际关系之间存在着密

切的联系。从人际关系视角对言语行为进行研究 ,

有助于我们从本质上理解言语行为 ,同时 ,言语行为

对人际关系的建立 、发展与变化也产生影响。

二 、言语行为交际中的

人际关系本质

　　在普遍语用学(后来改为规范语用学)的交往

理论当中 ,德国的哈贝马斯 (Herbemas)也受到言

语行为理论的影响。他指出言语行为应该纳入广泛

的社会生活背景和人际关系中考虑 ,言语行为理论

则应该以相应的交际条件 ,即在言语行为中运用句

子的能力为前提。
[ 4]
哈贝马斯对交际能力定义是:

以相互理解为指向的说话者把完美构成的语句运用

于现实之中 ,并使两者相吻合的能力。这种能力包

括三个方面:选择表述语句的能力;表达说话者本人

意向的能力;实施言语行为的能力 。

哈贝马斯提出的这三个交往行为方面的能力实

际上基于言语行为中的三种行为 。在人们说任何一

句话进行交际时 ,实际上同时完成了三种行为:言内

行为 、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其中第一种行为也可

以翻译为说话行为或以言指事行为 ,要求说话人在

交际过程中具有发音表述能力。它包括移动发音器

官 、发出语音 ,并且按照语音以及语法规则组合成一

定结构的句子 。在实施这一行为时 ,说话人必须选

择一个可以传递 、可以领会的语音表达以便交际双

方能够实现语言认同;这是在言语行为理论之前语

言学家所研究的重点之一 ,具有语言普遍性 。因此 ,

言内行为的实质是语句借助声音媒介产生并且物理

传递的有效过程。

第二种行为言外行为有时也翻译为行事行为或

以言行事行为 ,用来表明说话人的意图 。其目的是

使听话人能够理解并且相信说话人的话语字面意义

以及隐含意义 ,交际双方达到目的以及意义上的认

同。这个过程是意图和语义的传递 ,其本质是一种

信息的交换过程。

第三种行为也可以翻译为取效行为或以言成事

行为 ,其中涉及到话语的事后效应 ,也就是某一言语

行为对听话人所产生的影响 。尽管说话人的意图已

经被传递 ,但是交际的另一端———听话人如何采取

行动也很关键 。而这则取决于听话人对于交际过程

中人际关系的态度。在这三个基本方面中 ,哈贝马

斯认为 ,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乃建立在话语的第三

方面 ,即人际关系方面。并且 ,这方面能够体现说话

人的话语与世界的适切方向 ,表明说话人是用话语

来适合世界 ,还是用行为来适合话语。另一方面 ,只

有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 ,才能具有合理

的交往行为。由此可以看出 ,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

角度来看 ,言后行为的本质是一种人际关系交换的

过程 。

当然 ,言语行为中的这三种行为是交际过程中

的整体 ,并非孤立存在 ,有时很难将三者彼此截然分

开。但是从其过程及本质可以看出 ,三种行为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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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目的层面是有先后顺序的 。语句声音物理传递

的目的是信息交换 ,而信息交换的目的又是人际关

系的交换。因此 ,从这个角度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即言内行为的目的是言外行为 ,言外行为的目的是

言后行为 ,三者最终的重点是人际关系这一角度。

三 、言语行为实现的

人际关系条件

　　言语行为在交际过程中如何实现有效 ,受到很

多复杂因素的制约 ,如客观环境中的时间 、地点以及

情景等语境 。在一定语境中 ,对于某种行为是否有

价值 、是否合适 、有效 ,奥斯汀提出了三个必要条件:

第一 ,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第

二 ,说话人对自己要实施的行为必须真诚;第三 ,说

话人不能对自己说的话反悔 。
[ 1] (P.12-20)

这三个条件

的出发点都是说话人 ,其实也暗含着说话人与听话

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除此之外 ,奥斯汀还强调言语

行为必须符合约定俗成的惯例 ,遵照一定的规则和

程序。

塞尔提出的言语行为分类的四个标准其实是他

列出的言语行为的四个条件。其中第一方面称为必

要条件:说出语句的意向;第二方面是真诚条件:即

交际主体呈现出的人际态度;三是准备条件:说话人

是否具有能力 ,是否符合角色实施行为;四是命题内

容条件:即听话人是否具备条件实施行为 。

关于如何在言语交际中发挥有效性 ,哈贝马斯

认为对交际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 ,也就是要在

对话中遵守 “有效性要求的义务 ”,这些义务具体包

括:第一 ,言说者必须选择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和

听者能够相互理解;第二 ,言说者必须提供一个真实

陈述的意向 ,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第三 ,言

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 ,以便使听者能相信

他所说的话;第四 ,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

的话语 ,以便使听者愿意接受之 ,而言说者和听者能

在以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

在这些制约条件当中 ,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是

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从人际关系的类型中 ,可以

发现一些制约言语行为过程的人际条件 。这也成为

社会规范和约定俗成的一部分。

首先 ,从角色关系这一层面上看 ,其交际条件是

角色关系当中的不等值 。即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关系

中对话语权力地位的不对称关系。其中 ,说话人往

往具有对于建立人际关系的主动性和权威性 ,这种

权威往往是社会角色赋予说话人的。例如婚礼上的

牧师 ,法庭上的法官 ,典礼上的领导等 。其次 ,言语

行为动作的说话人拥有一定的话语主动 ,事先掌握

信息 ,并且让听话人对信息的真实性不容质疑。对

信息的接受与肯定 ,也就是对说话人角色的认同。

总而言之 ,要想取得有效交际的后果 ,不但发话人要

有适当的身份 、地位和权力 ,更重要的是他的话语必

须符合惯例。条件原则中也要求说话人必须是具备

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 ,也即拥有实施话语内容

的权力。社会角色关系与言语行为两者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对应关系。

此外 ,人际关系中的情感关系也是言语行为实

现的条件之一 。言语行为交际涉及的心理状态是真

诚 ,即交际主体对交际意愿 、命题内容的态度要真

诚 ,双方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这种人际关系 ,至少有一

个互相接受的心理对等关系 。

在言语行为的过程中 ,交际主体在空间维度上

通常是面对面的 ,在听话人和说话人两个主体之间

往往不通过其他中介。因此 ,它受到直接型的人际

关系的制约。在时间维度上 ,言语行为也受到人际

关系的制约。言语行为在交际中的人际关系往往具

有即时性 。也就是说 ,言语一旦发出 ,这个行为就同

时成立。说话人往往不能收回自己话语中的行为 。

四 、言语行为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从言语行为的种类及其本质可以看出 ,任何一

次言语行为都包含了三个方面信息:语句信息 、内容

信息和关系信息。这三个方面的信息作为一个整

体 ,一层层地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 。在言语行为中 ,

人际信息涉及角色关系条件 、心理关系态度条件 、空

间以及时间条件。同时 ,言语交际也对人际关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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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响 。言语行为当中的言后行为 ,关键就是在交

际过程中 ,该言语对人际关系的影响。通过对言语

行为的分析 ,可以发现 ,言语行为既可以显示交际双

方已经存在的人际关系 ,又可以起到确立 、维持或改

变人际关系的效果。

第一 ,言语行为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建立 。塞尔

认为 ,言语行为不仅显示说话人和听话人既定的人

际关系 ,而且能够建立新的关系。
[ 2] (P.12-20)

在宣告

类 、断言类的很多行为中 ,如洗礼 、任命 、命名等等 ,

说话人作为话语实施者和新的人际关系见证人而存

在 。例如神父在孩子的受洗典礼上宣布孩子的受洗

名字 ,使得孩子获得基督徒的身份 ,建立了教徒之间

的关系 。例如婚礼主持人在婚礼上宣布:“我宣布

你们结为夫妻 ”。在这一言语行为中 ,听话人因此

建立了新的人际关系 ———夫妻关系。而主持人和这

对夫妇的人际关系也建立起来 。

第二 ,言语行为影响到人际关系的解除 。例如

解雇 、辞职 、拒绝等等行为。如果公司雇主对员工

说:“我现在解雇你 ”,或者反过来 ,员工对雇主说:

“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我不干了 ”,从这一言语行为

实现开始 ,双方原来的雇佣人际关系则不复存在 ,得

以解除。

第三 ,言语行为影响到人际关系的维持。在日

常的言语行为当中 ,有相当多的类型 ,如承诺 、祝贺 、

感谢 、吊唁等等都是典型的人际关系维持型的言语

行为 。在此类行为当中 ,有些话语非常程式话 ,或者

重复率很高。但是他们能够起到维持良性 、友善的

人际关系交际作用。在这种作用下 ,交际的重点从

信息交换转移到了人际关系的维持。例如 ,在承诺

之前 ,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同向发展的 ,

承诺维持了这一人际关系的发展方向。例如说话人

对听话人说:“我向你承诺 ,我一定会按期归还欠

款。”这一言语产生的同时 ,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就

得到了维持。

第四 ,言语行为影响到人际关系的改变。言语

行为可以将本来积极的人际关系破坏为消极的人际

关系 ,也可以把消极的人际关系转变为积极的人际

关系 。道歉就是通过言语改变人际关系的重要行

为。在道歉之前 ,听话人和说话人之间的关系是消

极的 ,而在道歉之后 ,这一人际关系得到了改善。而

威胁则使人际关系转向负面 、恶化甚至解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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