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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预设不仅是语义、语用层面的语言现象 ,更是依靠语境和话语参与者对对方的心理、认知状态的相互假定 ,

而被掌握并运用到话语的理解与生成之中去的一种修辞现象。肯尼斯 ·博克的认同说和五位一体理论可有效地

阐释语用预设是一种修辞现象。

关键词 :语用预设 ;认同说 ;五位一体理论 ;修辞

预设 ,即前提 ,是语用学研究的范畴之一。它最

早来自于哲学术语 ,并在语义学中加以讨论。语用

预设引入了话语参与者和语境等社会心理因素 ,从

而使预设具有了动态特性 ,拓展了语义学偏重真值

的狭隘、物理学的研究视角。近年来 ,对预设的研究

又有了新的进展 ,如对预设的理解方式有了新的认

识 ———约束和适配 ;
[ 1 ]基于语料库的预设研究 ;

[ 2 ]

预设的语篇功能研究 [ 3 - 4 ]和从认知的角度看待预设

等等。[ 5 - 9 ]王德春 ,陈晨 [ 10 ]指出预设使言语富有含

蓄性 ,其规则原理被运用到择语等修辞方法 ,双关和

委婉等修辞格。然而预设的修辞特性并没有引起学

者的广泛重视。

修辞学从功能出发 ,研究语言常式在语言运用

中的价值及它们的变体。预设正是具有语言运用价

值的语言常式 ,它在语言交际中具有积极作用 ,是保

证话语经济性、有效性、连贯性和突显性的有效手

段 ,因此它应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之一。按巴赫金

的广义理解 ,修辞是语言的选择。预设也是选择 ,是

将某些信息设定为双方共享的已知信息的选择 ,是

表述还是不表述出来的选择 ,是用词和句式的选择。

预设的选择是通过对语言形式的选择达到最佳的交

际修辞的效果 ,语言具有预设性 ,任何语言都会有预

设的信息的存在。

肯尼斯 ·博克的动机修辞学理论有很深的社会

学和心理学根基 ,把语言和人性从根本上连接了起

来。他认为一切活动 ,从一个人内部下意识的冲突 ,

到最高种类的有意识的抽象化 ,都是修辞。[ 11 ]255基

于这样的特性 ,运用他的理论对语用预设的修辞现

象进行阐释是适切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共性

的东西。

一 　预设中潜在的“同一 ”性

博克的修辞学理论在古典修辞学的“劝说 ”理

论的基础上 ,引进了修辞的其它特点 ,扩展了修辞学

的定义 ,大大超出了传统修辞定义的范围。[ 12 ]古典

修辞学的核心是“劝说 ”,博克的理论核心是“同

一”。“劝说 ”是修辞功能的体现 ,具有工具和方法

性 ,但它是有局限的。而“同一 ”则根植于哲学的思

考 ,置修辞于人类的生存环境之中。“同一 ”便是

“同体 ”。人们通过与他人具有相同的语言 ,态度和

姿态来达到统一 ,并进一步劝说。做到“同体 ”的前

提是“分离 ”。因为只有个体的独立与分离的存在 ,

修辞的“同一 ”性才有意义。利用符号的“同一 ”正

是消除“分离 ”的手段。博克认为修辞动机无处不

在。“劝说 ”的行为通常是有意识的 ,而“同一 ”则可

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同一 ”是扎根于人

类意识深层的动机 ,是人们生存所依赖的手段之一。

博克提出了三种认同的方式 : 同情认同

( 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 ,对立认同 ( 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和误同 ( 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

同情认同强调了人们情感的共性。人们利用情感上

的共性来赢得他人的好感 ,达到劝说的目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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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通过拥有共同的对立面认同某一事物或情感 ,

是短暂的动态的。误同是错误地将某种形象、行为

或效果认同为自己的 ,其根源是作出认同的人没有

真正理解认同的对象。无论哪一种方式 ,都必须与

受众相结合 ,因为一切修辞行为都是为了与受众同

一。博克还指出劝说包含着选择、意愿。它针对的

只是一个自由的人。只要人们必须做某些事情 ,修

辞学就是多余的了。[ 13 ]

Stalnaker[ 14 - 15 ]于上世纪 70年代提出的共有场

( common ground)概念是对语用预设关系的社会心

理因素的较好诠释。共有场就是一组命题。它们被

认为理所当然是真的 ,并且是对话的部分背景。当

人们作出断言时 ,共有场就得到了拓展。共有场与

语境的关系是此消彼长。增加一个命题到共有场中

去等于剔除语境组合 ( context set)中与命题不相符

的部分。这样当共有场发展时 ,语境就缩减了。正

是在这种共有场的增长和更新中 ,说话者和受话者

逐渐达成对预设的共识 ,形成了“同体 ”,从而可以

维持交际的顺畅。预设的“同一 ”———交际双方对

共享知识的认定同样是建立在分离的基础之上。不

同的会话参与者在相同的会话中 ,在背景假定上有

一定的差异。可以说每个参与者在他的头脑中都有

一个属于自己的语境或对语境的表现方式。在成功

的交际中 ,个体的语境具有极大的共性。这便是分

离中达到的“同一 ”。

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强调的是说话者和受话

者之间存在的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在语用预设的理

解上主要表现为数量准则和质量准则。数量准则体

现在预设的使用 ,预设多少的选择上。预设哪部分

信息 ,预设信息的量必须符合受话者及交谈时所要

求的详尽程度。质量准则首先确定了说话者陈述或

断言的真值性。预设的建构者必然要避免说出自己

认为是不真实的话或自己认为是缺乏证据的话。预

设的阐释者认为建构者必然会遵守上述准则 ,他也

就理所当然地接受预设的真值性。这样的合作完全

有助于双方在不言而喻的默契中形成“同一 ”。由

于这样的合作准则根深蒂固 ,其实在实际交际中 ,人

们对大多数的预设习以为常 ,根本不在意它们的存

在。人们在无意识中形成了“同一 ”。

话语可以区分成背景 ( background ) 和前景

( foreground)部分。前景部分是话语的主要信息 ,是

受话者关注和应对的部分。按照信息结构的切分前

景部分是信息焦点 ,是新信息。背景部分是预设 ,是

旧信息。说话者通过对词语和句式的选择 ,即运用

预设触发语或语调和调核的选择来进行预设。受话

者在应答时往往针对突显的信息而不是背景的、预

设的信息 ,如 :

J ill, who lost something on the flight from Ithaca

to New York, doesn’t like to travel by train?

此句中的关系从句是背景 ,是预设 ,是旧信息。

J ill是确定性描述 ,也是预设。 like to 预设的是 J ill

有过坐火车旅行的经历。这样的信息安排是说话者

的选择。受话者的应答一般是 : No, he doesn’t. 或

者 Yes, he really likes to. 这句话的突显信息是 J ill

是否喜欢坐火车旅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说话者

和受话者可以轻易地就交谈的话题达成共识 ,也就

是默认了预设的 ,旧信息的成分。预设作为一种修

辞手段在信息传输过程中表现出意义价值。选择预

设的过程就是利用语言装置将信息内容表述出来的

修辞过程。[ 16 ]所谓的“价值 ”就是信息量。预设是加

工信息 ,增加信息量的手段。这种手段的运用不仅

可以被受话者接受 ,更可以在相互认同预设信息的

过程中使双方达到“同一 ”。

博克提出的三种认同方式在预设的形成和解释

中同样有相应的状况。当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真正

共享信息 ,共有场的形成先于话语形成之前 ,二者的

“同一 ”应属于“同情认同 ”。当双方对预设的信息

都持假定的态度 ,说话者假定受话者也会假定他所

假定的信息 ,而受话者也了解说话者会假定他所假

定的信息会被受话者认同 ,二者的“同一 ”便是“对

立认同 ”了。这时共有场的形成是在交际开始之

后 ,进行之中。例如 :

A: It is heard that Mary cried all night. Maybe

her husband loves someone else.

B: Anyone in that situation would act like that.

A预设的玛丽哭了一整夜和她丈夫另有所爱都

是非确定的信息。说话者 A只是假定这些信息的

存在。B的表达显然没有纠缠于预设的真值性 ,而

是抛弃了对假定信息的质疑 ,直接认同了预设信息 ,

并以此作为进一步交流的基础。信息的不确定性是

双方共同认同的对立面 ,是使双方走到一起的契机。

当说话者的假定信息并不预先存在于受话者的

语境中 ,话语形成后该信息却也更新了共有场 ,达到

了说话者所期待的效果 ,那便是“误同 ”。在这个过

程中 ,受话者为了应付交际 ,往往会以自己的类似经

验去套说话者的预设信息。虽然缺乏一致性 ,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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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丧失原有的效果。如 :

A: B ill ’ s sister is com ing here to spend her

vacation.

B: Oh, really? B ill must be very happy.

在这个简短的对话中 ,其实说话者 A 指的是

B ill的姐姐 ,她是公司休假来的 ,主要目的是观光。

而说话者 B由于对 B ill的家庭情况不了解 ,不知道

他有个姐姐在纽约 ,只知道她有个妹妹是教师 ,以为

她是放暑假来此地的。二者的共有场在交际中得到

了更新 ,但存在失误。他们完成了交际 ,却潜在着进

一步交际失败的危险。

二 　预设的戏剧情境说

博克的戏剧五位一体理论阐明了人类使用符号

的行为必然有五重视点 :场面 ———环境的视点 ;行

为 ———通过一种视点来表达的事物本身 ; 执行

者 ———事务的起源或有效的原因 ;方法 ———事务或

行为的“怎么样 ”;目的 ———执行者的动机。任何区

分于动物的生理性的运动的象征性的行为都有其动

机根源 ,也都必然可以运用上述的五重视点来分析

和解释行为的动机。

只要有断言就有预设。相同的断言可以有不同

的预设。相同的语句 ( sentence)可以有不同的话语

( utterance)。话语含义的获得是依靠话语语境

( utterance context)。语境是修辞现象的“土壤 ”,是

修辞汲取“有机成分 ”规范地或变异地使用语言 ,追

求与其修辞效果的基础。语境是修辞的生长空间、

生长点。[ 17 ]语境的适切度是修辞评价的重要原则。

作为无所不在的修辞现象的预设 ,它的生成和解读

都极大地依赖语境。语境是预设的参照系。预设参

照语境中各元素的组合关系而具有意义。这些各元

素的组合关系可以被视为是博克的五位一体理论中

五种视角的关系比。博克称自己的这一理论为“语

言的哲学 ”。[ 18 ]它可以揭示人类的动机根源。动机

是情景的简略表达式。[ 11 ]273五种视角之间的关系是

共存的 ,并体现了说话者的选择和决定。不同的组

合构建不同的动机。[ 19 ]

对于预设而言 ,场景就是发话时的环境 ,包括时

间、地点等。行为就是说话者所使用的动词 ,因为动

词极大地体现着使用者的目的和动机 ,而事实动词

( factive verbs)等是预设触发语 ,是形成预设的手

段。执行者是预设的发出者和解读者双方。修辞学

的研究应该是表达研究和接受研究并重。修辞的编

码研究只有建立在解码研究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地

走向繁荣。[ 20 ]预设的形成暗示着说话者的话语动

机 ,但如果不考虑受话者的接受情况 ,最初的动机是

得不到满足的。方法是工具性的 ,是形式。预设使

用的方法是对调核 ,词语和句式的选择。目的是说

话者通过预设所要达到的某一行为的个人目的。这

些目的有时是公开的 ,有时是隐秘的。语用预设的

目的性是显而易见的。如 :

A: Dad, it’s sunny today.

B: Get yourself p repared and let’s go to the zoo.

这是一个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对话。预设是如果

天晴 ,父亲要带儿子去动物园玩。儿子顺利地通过

预设简单而经济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对五种视角进行不同的组合可以得到 20种的

关系比。这些关系比可以用来考察形成预设的主导

因素。如 :

a. ———Martin ’ s book was borrowed from the

library.

　———How many cop ies are there in the library?

b. ———Martin ’s book was recently sold in the

bookstore.

　———Oh, his book has already got published!

a和 b两个对话中都预设了马丁的书。但如果

不依靠语境 ,该预设是存在歧义的。究竟是马丁买

的书 ,是马丁借的书 ,还是马丁写的书 ? 运用行

为 ———目的关系比可以比较恰当地阐释该预设。两

个对话中 ,说话者的行为 ,使用的动词 borrowed和

sold清楚地指出了分别预设着马丁借的书和马丁写

的书。 a对话中的说话者的目的是告诉受话者马丁

拿的书是可以在图书馆找到的。因此受话者问有几

份 ,他还能借到吗 ? b对话中的说话者的目的是告

诉受话者马丁著的书已经上市 ,在市场上可以买到

了。受话者对此表示惊叹 ,也许是惊叹速度 ,也许是

表示终于出版了。这样 ,行为决定目的就帮助生成

和阐释了预设 ,并消除了歧义。

戏剧五位一体理论的兴趣在于“内部 ”问题或

“物质 ”问题。博克的结论是 :动机的分配是一个诉

诸的问题 ,这取决于一个人总的定势。[ 11 ]273 - 274预设

的过程隐含着动机性 ,体现着说话者的立场 ,态度和

信念 ,更预示着在受话者身上要达到的个人目的。

预设是语言交际中伴随断言存在的现象。预设

的修辞性特点折射着它的语篇功能和社会功能。以

西方最经典的新修辞学理论 ———博克的动机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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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来阐释语用预设现象不仅可行 ,更是拓宽和加

深了对该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对它的认识可以超越

语用的范畴 ,更可以超越语句和语言本身的范畴。

作为语言固有的伴随现象 ,它浸淫着人类的动机 ,反

映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 ,还建构着人类的语言和认

知。对预设的修辞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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