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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语码转换在社会语言学、语法学、心理语言学和会话分析等领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在现

有成果的基础上，借助具体的会话范例，从会话含义的角度探讨语码转换现象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研究表

明说话者可以通过恰当的中英语码转换，故意违反会话合作原则来表达特定的会话含义以达到预期的交际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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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语码转换现象是语言接触和跨文化交际的产

物，是指在同一次对话或交谈中使用两种甚至更多

的语言变体。语码转换近年来受到社会语言学、语

法学、心理语言学和会话分析等领域学者的关注，出

现了上述几种不同的研究方向，分别揭示了语码转

换的不同方面。有学者将语码转换的研究方向归纳

为“功能总结”方向和“理论化”方向两大类。前者指

研究者对语码转换的功能进行清单式总结，后者则

试图通过建立理论框架来对语码转换的功能和意义

进行分析，其目的不仅是发现语码转换的功能，而且

还要解释语码转换如何体现这些功能。综观国内外

有关语码转换的研究，功能总结方面的成果颇为丰

硕。而“理论化”方面则尚嫌不足。笔者希望在已有

研究的基础上，从会话含义的角度探讨说话人如何

通过转换语码来表达预期的会话含义。

二、会话含义理论与语码转换

会话含义理论是理解自然语言的一种学说。会

话含义是说话者通过故意违反会话合作原则产生

的。Grice认为在会话过程中，交际双方都有相互合

作、求得交际成功的愿望；为此，交际双方需要遵守

一些诸如真实、充分、关联、清楚等的原则和准则叫，

这就是所谓“会话合作原则99 o Grice的合作原则具

体体现为下面四条准则：

1．数量准则，即说话者只说交际所需要的信息；

不要说多于需要的信息。

2．质量准则，即说话者不要说自已认为是不真

实的话；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3．关联准则，即说话要有关联性。

4．方式准则，即话语要避免晦涩、歧义；说话要

简练和有条理。

Grice又指出，在会话过程中说话者并不总是遵

守合作原则，很多时候他们会有意违反合作原则，通

过会话含义达到交际的意图。Grice把这种在言语

交际中推导出来的隐含意义称作“会话含义”。

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中并未涉及通过转换语码

来制造会话含义的情形。最先尝试将语码转换同会

话含义理论联系起来的是Gumperz，他提出语码转换

的语用含义可以在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中找到理

据。Gumperz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通过转换语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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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会话含义的情况。这个例子说的是在一节火车车

厢里，父亲对走在前面且边走边左右摇摆的儿子说：

“Keep straight!Sidha jao(Keep straight)”．[2]

从会话含义的角度来看，父亲的话违背了数量

准则，因为他在英语之后又用母语对英语表述的内

容做了重述。父亲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儿子听

不懂英语，而是因为儿子对他的话置若罔闻，于是才

改用印度语，希望通过母语来加强训导的效果。

Gumperz还提出了情景性语码转换和隐喻性

语码转换的概念。前者指那些由于情景的变化而引

发的语码转换。后者则是指在情景不变的情况下，

交际者为了表达一定的交际意图而实施的语码转

换。情景性语码转换和隐喻性语码转换都有可能产

生语用暗示或会话含义。尤其是隐喻性语码转换，

它打破了情景与语言选择之间的规约关系，产生了

话语自身以外的信息，要求交际对象付出更多的气

力来对语码转换所蕴含的会话含义进行推理。

Gumperz将语码转换同会话含义联系起来的

尝试得到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认同。Milroy和

Muyskenn提出谈话者能够通过语码转换来传递特

殊的语用信息。[3]黄国文也指出，在人们的日常会话

里存在许多独特的语码转换情形，这些语码转换可

以从会话含义的角度加以分析，其语用意图或为制

造神秘气氛，或为缩短人际距离等。H1

三、利用语码转换表达会话含义的途径

根据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会话含义的产生

源于说话者对会话合作原则的有意违反，亦即说话

者违反合作原则是一种有意识的言语行为。根据这

一原理，说话者如果要表达某种意图而又不便明说，

就可以通过故意违反合作原则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就语码转换而言，说话者同样可以使之违反合作原

则的方式准则、质量准则、数量准则或关联准则来表

达会话含义。本文将摘取日常会话及影视作品中的

典型语料来加以阐释。

(一)违反方式准则表达会话含义

一般来说，在同一语言社区里，人们通常采用相

同的语码进行交际；会话过程中也通常是以某一种

语码作为贯穿始终的交际语言。而涉及两种或以上

语码的语码转换情形，则打破了常规的单一语码会

话方式。因此黄国文指出，人们日常会话里存在的

语码转换情形，在实际的交际中通常违反方式准

则。Ⅲ说话者为了实现预期的交际意图，恰恰可以利

用语码转换的各种功能，巧妙地在两种或以上的语

码中进行切换。成龙影片《尖峰时刻3》中有一段对

白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一点。影片情节如下：

香港警探Lee和美国警探搭档Carter到巴黎

追查杀害韩国大使的凶手，结果被三合会骨干Kenji

的手下抓到巴黎一处下水道里。Kenji曾经是Lee

幼年时在中国孤儿院的玩伴及好友。限于篇幅，仅

摘录对话的一部分如下：

Kenji：Welcome to Paris，Lee．

Carter：Lee，you know this clown?

Kenji：Lee，tell him who I am．Don’t be shy．

Introduce him to your“兄弟”o

Carter：“兄弟”?Your brother?

Kenji：He doesn’t talk about me much．In

fact，he’S spent his whole life trying tO forget me．

How would it look if HongKong’S great Inspector

Lee had a brother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law?

Lee：You are not my brother any iIlorle．

Kenji同Lee交谈时突然在共用语码英语中插

入汉语语码“兄弟”，其语用意图是想通过“兄弟”两

个字唤起Lee对儿时的记忆，暗示他并没有忘记过

去的友情。Lee的回答没有沿用“兄弟”而仍然使用

“brother”则是在同时向Kenji和Carter暗示他将

秉公执法，不徇私情。

之后Kenji转而使用日语，同Lee谈起以前在

洛杉矶一次追捕行动中Lee曾经私放Kenji的往

事。Kenji用Carter一窍不通的日语讲述这段经

历，实际上是告诉Lee他不想让Carter知道Lee以

前的渎职行为。这符合祝畹瑾所述的促使人们转换

语码的三种原因之一，即“不想让在场的其他人知道

交谈的内容”。[53后来Kenji发现Lee对他的这种

“保护”并不领情，只好又切换回英语继续交谈，不再

对Carter有所回避。

Kenji的两次语码转换行为中，前者是通过句

内语码混用来表达会话含义，后者则通过句问语码

转换不露声色地向Lee传递了会话含义。与前者相

比，后者所表达的会话含义更加含蓄，通常在不便明

说或无需明说的情形下发生。

Myers—Scotton也曾经提供过一个类似的典型

实例：有一对兄妹都是Bakukusu人，哥哥经营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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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批发商店。有一次他的妹妹来买盐，哥哥用第一

语言Lubukusu向妹妹打招呼，然后又马上转用当

地的商用语言斯瓦希里语(Swahili)问妹妹买什么。

哥哥的语码转换违反了兄妹之间常规的交流方式，

向妹妹传递了特别的会话含义，即提醒妹妹他是在

做生意，希望妹妹不要指望从他那里免费得到食盐。

前文已经指出，人们日常会话及各类影视和文

学作品中存在的众多语码转换情形，大都可以归人

违反方式准则的行列。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二)违反质量准则表达会话含义

质量准则要求说话者不说自已认为是不真实的

话或缺乏足够证据的话，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为了

表达特殊的意图往往故意违反这一准则。违反质量

准则的常见方式有夸大其词或说谎，而被夸大的内

容或谎言完全可以通过其他语码来表述。试看下面

一则对话：

甲：你还有几篇作业没写完呢?

乙：哎!Uncountable nouns!

此例中，乙在用汉语发出感叹之后，转而使用一

个语义夸张的英语名词词组作为答语。“uncounta—

ble"一词夸大了实际情况，违反了质量准则，却形象地

向甲表达了“作业太多、永远做不完”的无奈心情。

说谎是生活中常有的事，但说谎并不一定产生

会话含义。说谎有真说谎和假说谎之别。真说谎是

为了制造假象，蒙骗他人，这种对质量准则的违反只

会造成误会，并不产生会话含义。假说谎则不但故

意违反质量准则，而且还有意让听话者知道说话者

违反了质量准则，这就使得听话者去思索说话者的

用意，因此能够产生会话含义。利用其他语码表述

假谎言不仅可以产生会话含义，还会起到额外的语

用效果。下面是两位英语教师之间的对话：

甲：你星期天上午能不能帮我监考英语专业八

级考试?我碰巧有事。

乙：要多长时间?

甲：从早上八点到十一点半。 ·

乙：Oh，sorry!I have an appointment that

time．

本段对话中乙显然是听说要监考三个多小时才

要找借口拒绝。此时如果用汉语直接拒绝可能会伤

及对方颜面，如果用汉语表述谎言又有些羞于启齿，

毕竟说谎不是美德。乙巧妙地利用了语码转换的委

婉功能，违反了质量准则，表达了会话含义，既达到了

间接、委婉拒绝的目的，又缓解了双方的尴尬程度。

(三)违反数量准则表达会话含义

语码转换的多种功能中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复言

的功能，即对刚刚说过的内容用其他语码再重复一

遍，这种复言具有突出语义的交际效果。复言功能

通过同义转换，提供了额外的信息，实际上违反了数

量准则，因而可能产生会话含义。例如《围城》中有

一例：

“因为他是博士，Ph．D．。我没有到过美国，

所以没听见过他毕业的那个大学，据说很有名，在

纽约，叫什么克莱登大学。，，[6]

此语是陆子潇向方鸿渐解释为什么韩学愈的薪

水比其他系主任高时说的话。通过附加“Ph．D．”

这一英语语码，陆子潇向方鸿渐传达了明里羡慕、暗

里不服气，同时又对学校薪金制度不满等多重会话

含义。

(四)违反关联准则表达会话含义

当交际一方对另一方的问话不想正面作答时，

除了沉默之外还可以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策略。

这种“言他”的行为同样可以通过语码转换来完成。

例如：

甲：呵呵，你英语考试怎么又不及格!

乙：Go to hell!

乙的回答表面上看与甲的问话不存在关联，但

实质上却表达了对甲及其话题的不满。此例虽然违

反了会话的关联准则，但却体现了语码转换的委婉

和回避功能，减弱了答语的不礼貌程度，实属会话合

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巧妙结合。

四、语码转换产生会话含义的

理据分析

社会语言学及语用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语

码转换能够产生会话含义提供理据。美国社会语言

学家Myers—Scotton提出的标记模式理论把语码转

换看作是说话者协商双方权利与义务的一种手段，

认为会话交际中语言的选择是社会因素和自身动态

考虑相互作用的结果o[7,sl该理论将语码转换划分

为有标记转换和无标记转换。作出无标记的选择意

味着说话者在协商遵循社会规范、维持各自的权利

与义务现状；作出有标记的选择暗示着说话者在常

规化交际中违反无标记选择准则，试图协商一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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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与义务均势。本文涉及的为表达会话含义而

进行的语码转换就属于有标记转换。有标记的语码

转换意味着说话人试图偏离和改变所预期的、现有

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种偏离和改变会迫使听话者

思索说话人的用意。后来，Myers-Scotton等人对

标记模式理论进行了修正扩充，认为说话者是理性

的行为者，特定会话中的语码转换是基于认知基础

上的，是说话者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高利益的一种

“算计”行为。

我们也可以从语用学家Verschueren提出的顺

应理论中获得依据。顺应理论认为语言的使用是语

言使用者基于语言内部或外部的原因且在不同的意

识下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他认为人类自然语言具

有顺应性。顺应性是指人类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

略指导下选择语言，其背后实际隐藏着语言使用者

的目的和动机。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要进行语码转

换，是为了能够接近或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而为了

实现这种目的，语言使用者会使用一定的交际策略，

语码转换就是其中的一种策略。顺应包括顺应语言

现实、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三个方面。[。]本文所举的

以会话含义为目的而进行的语码转换主要体现了顺

应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

无论是社会语言学家还是语用学家都认为语码

转换是一种交际策略，说话者通过这种策略，产生了

话语自身以外的信息，要求交际对象付出更多的气

力对之加以推理。会话含义即由此而产生。

五、结语

利用语码转换表达会话含义是说话者将语码转

换的特殊语用功能和社会功能同会话合作原则加以

巧妙结合的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交际手段。迄今

为止，从会话含义角度对语码转换进行的研究还未

见系统的理论模式，本文只是在现有语码转换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尝试着将语码转换同会话含义理论

结合起来，探讨通过转换语码来表达会话含义的实

施途径，并试着从已有研究成果中找到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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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atisfactory achievements on code-switching have been obtained in the past decades in such domains

as sociolinguisties，syntax，psycholinguistics and conversational analysis．With these achievements and some an-

thentic conversational examples as the base，it is a meaningful attempt to probe into code-switching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It is found that speaker can produce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through code-

switching that violates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s of conversation．

Key words：code-lswitching；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cooperative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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