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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顺应语用模式的研究

α 卜 杰 民

(常州工学院 外语系, 江苏 常州　213002)

　　摘　要: 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解释交际的性质, 指出交际是明示- 推理行为。认知语境为语用推理提供了一

种手段, 而推理是以关联原则和最佳关联假设为基础。顺应理论认为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 是各种

关系相互顺应的过程。关联- 顺应模式的理论框架, 应以关联原则和最佳关联假设为基础, 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相

互顺应, 使关联理论解释的充分性和顺应理论描述的充分性得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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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Sperber 和W ilson 于 1986 年出版了R elevance:

C omm unication and Cog nition [1 ]一书, 提出了关联理论

(R elevance T heory)。他们对 Grice 的会话含义理论

的关联准则进行了阐述, 从认知的角度解释话语产

生和理解的内在机制, 为会话含义理论提供了一个

理论框架。由于该理论是从认知的角度来审视言语

交际的过程, 从某种程度上说, 它忽略了社会、文化

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在描述语言的使用规律方面显

得不足。V erschueren 在U nd erstand ing P ragm atics
[2 ]一书中, 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角度, 综观语言现象

及其运用的行为方式, 提出了顺应理论 (A dap tation

T heory )。顺应理论在理论描述充分性的同时, 由于

缺乏统一的指导原则, 因而其解释力不如关联理论

强。本文在对比研究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的基础上,

分析其优点和不足, 取长补短, 提出关联- 顺应模

式。

二、关联理论

Sperber 和W ilson 以认知理论为基础, 分析了

话语产生和理解的机制。他们认为: 交际活动是人类

认知活动的一种, 交际的基础就是话语的关联性。

Sperber 和W ilson 把关联定义为: 假设同一系列语

境之间的关系, 即会话过程中的后一话语与前一话

语以及会话赖以存在的语境在语义和语用方面的关

系。关联理论结合了另外两种交际模式——语码模

式 (code model)和推理模式 ( inferen tial model) , 提出

了交际中的明示- 推理模式 (ostensive- inferen tial

model)。明示是相对于说话人而言, 说话人必须首先

对听话人的认知语境 (cogn itive con tex t)做出恰当的

分析, 并以此为基础, 选用恰当的话语方式明确地向

听话人表示意图。[1 ]这实际上是说话人的编码过程。

认 知 语 境 是 一 个 心 理 建 构 体 (p sycho logical

construct) , 即存在于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在言语

交际中, 听话人对世界的假设是以概念表征 (c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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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 tual rep resen tation)的形式储存于大脑中, 构成了

用来处理新信息的认知语境。[3 ]它由三方面的信息

组成: 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汇信息。[4 ]推理是相

对于听话人的理解而言的。话语的理解过程就是语

言解码和推理的过程。

这种明示- 推理过程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存在

关联原则 (T he p rincip les of relevance)和最佳关联假

设 (T he p resump tions of op tim al relevance) 。关联原

则是: (1) 人类认知往往同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相吻

合。(2)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该设想它本身具

有最佳关联性。最佳关联假设是: (1) 明示刺激 (os2

tensive stim ulus) 值得听话人付出努力加以处理, 因

而具有充分的关联性。 (2) 明示刺激与说话人的能

力和偏好 (p reference) 相一致, 因而具有最佳关联

性。[1 ] ] (P260～ 270)

在明示- 推理模式中, 说话人明示的目的就是

使某些假设显映 (m an ifest) 来改变听话人的认知语

境。如果说话人明示的某一假设改变了听话人的认

知语境, 它就产生了一定的语境效果 (con tex tual ef2

fect) , 就是互为显映 (m utual m an ifest) 的, 也就是相

关的。所谓互为显映就是交际双方共同明白的事实

或者信息。互为显映的事实和信息自然具有相关性,

它构成了人们交际成功的基础。因此对说话人而言,

如果他的明示行为改变了听话人的认知语境, 交际

就是成功的。而对听话人而言, 认知语境的改变使他

产生新的假设, 通过关联原则和最佳关联假设, 听话

人通过推理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从而完成话语

的理解。

M ey 和 T albo t [5 ] (P743) 曾经指出: 关联理论中

的说话人只是一个孤立的个体, 而不是一个处于社

会规约和文化中的主体。说话人在对听话人的认知

语境作出判断时, 只选择哪些他认为与最佳关联假

设相一致、符合听话人认知能力和资源的语境假设

(con tex tual assump tions) , 即关联假设 ( relevance as2

sump tions)。关联假设决定了话语方式的选择。但

是, 关联假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它和物理世界、社

会世界和心理世界是什么关系?另外, 说话人根据关

联假设所选择的话语方式有很多, 它和语境假设 (命

题)的关系是什么?话语方式应该从哪一个层次来描

述?关联理论对交际的概括太笼统, 对上述的问题都

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6 ] (P210)

二、顺应理论

V erschueren 认为语用学是从认知、社会和文化

的角度对语言使用行为进行综观。[2 ] (P7) 语用学研

究语言的使用, 也就是研究语言的选择过程 (lin2

guistic cho ice- m ak ing p rocess) , 而语言的选择过程

则是从语境、语言结构等方面, 动态地根据不同的心

理意识程度而做出的某种顺应。

使用语言交际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这种选择

既有有意识的选择, 也有无意识的选择; 动机既有内

部的也有外部的。语言选择的涉及面很广, 包括语言

的各个层次和方面, 例如: 语音、语调、词汇、句式、语

体和篇章等语言形式, 还包括语言策略的选择。选择

对交际双方而言存在着各种不同, 选择时的意识程

度可能不同, 可供选择的语言手段和语言策略也可

能不同等等。

语言的选择过程之所以能够完成, 取决于语言

的可变性 (variability)、协商性 (nego tiability) 和顺应

性 (adap tability)。[2 ] (P55) 语言的可变性是指语言所

具有的可变选项 (variable op tions) , 而所有的选项都

是可以供语言使用者选择使用的。也就是说, 语言的

可变性就是语言选择得以顺利进行的可能性范围。

语言的协商性说明选择不是机械的, 也不是按照严

格的规则或者固定的形式- 功能关系进行的, 而是

在高度灵活和策略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 协商性还

存在着各类不确定性 ( indeterm inacy)。首先是话语

产出者 ( language p roducer) 进行语言选择时的不确

定性。其次是话语理解者 ( language in terp reter)进行

理解时的不确定性。第三, 只要有选择, 就可以再协

商。这些正是语言顺应性所要解决的问题。语言的

顺应性就是: 语言能够使其使用者从其所提供的可

选项目范围之内做出协商性的语言选择和灵活的变

通, 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语言的这三种特性互相联

系, 密不可分, 构成了语言运用的基本要素。其中, 可

变性为顺应提供了可能, 而协商性则是顺应的手段,

在可能的范围内做出符合交际需要的语言选择, 从

而使交际顺利地进行。[2 ] (P59～ 63) 根据使用语言就

是进行语言选择这种观点,V erschueren 提出了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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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为理解和诠释语言的使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

视角。顺应理论在四个方面对交际过程进行了描

述: (1)语境关系顺应 (con tex tual co rrelates of adap t2

ability) ; ( 2 ) 语言结构顺应 ( 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 tability) ; (3) 顺应的动态性 (dynam ics of adap t2

ability) ; (4) 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 ( salience of the

adap tation p rocess)。

语境关系顺应指的是语言的选择应该与语境顺

应。语境包括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V erschueren 认

为交际语境属于非语言语境, 它包括语言使用者、物

理世界、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话语的发出者 (utter)

和话语的理解者 ( in terp reter) 是语言使用的焦点, 没

有他们的参与, 就不存在顺应选择, 因为物理、社会

和心理世界中的语境成分都要靠语言使用者的认知

活动来激活, 从而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这里的语言

使用者并不限于参与谈话的交际双方, 还包括参与

谈话内容的其他人。物理世界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指

示关系, 就时间而言, 它包括事件时间、说话时间和

指称时间。空间指示即地点指示关系可分为两种: 一

种是绝对空间关系, 另一种是参照指称对象的相对

空间关系。另外, 交际者的身体姿势、手势、外表形

象、生理特征等也属于物理世界的组成部分。社会世

界包括社交场合、社会环境、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

原则和准则。这里的交际者不是抽象化和理想化的

语言使用者, 他们的言语行为要受到社会和文化的

制约。心理世界涉及交际双方的性格、情感、愿望、意

图等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因素, 说话人选择语言的过

程正是顺应自己和听话人心理世界的过程。语言语

境主要包括一些对语篇理解起重要作用的语言手

段, 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 篇内衔接 (con2
tex tual cohesion ) : 利用连词、前指、互指、自指、重

复、替代等方式实现语篇语义相关。 (2) 篇际制约

( in tertex tuality) : 语篇要受其谈论的主题、使用的文

体类型等语用风格或者情景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 3) 语序 (sequencing) : 指选择语言时要注意语篇上

下文的逻辑语义关系, 按次序对话语做出先后安排。

语言结构顺应指的是语言各层次的结构和结构

组成的原则。语言的顺应也主要体现在以下选择上:

(1)语言、语码、语体的选择: 说话人要根据自己和听

话人的语言能力和爱好选择适当的语言进行交际。

不同社会的语言使用和顺应还会受政治观念、思想

意识和语言态度的制约。语言的语码转换、社会变

体、功能变体以及不同语体的存在, 也都影响到语言

的选择。人们为了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 必须首先选

择语言、语码和语体, 因为它们是人们进行其它结构

选择的前提。 (2)话语构建成分的选择: 包括语音结

构 (语音、语调、重音、停顿)、词素、词汇、句式的选

择。 (3)话语和语段的选择: 指的是言语行为和语篇

类型的选择。 (4)话语构建原则的选择: 在句子层面

上构建话语, 往往靠语法规则来进行。在句子构建所

遵 循 的 语 法 规 则 中, 信 息 结 构 ( info rm ation

structure) 和主位结构 ( them atic structure)是主要的

参照原则。随着句子复杂性的提高, 语法规则不足以

维持话语之间的逻辑关系, 因此到超句和语段层面

上, 意义连贯和关联作为话语构建的主要原则。

动态顺应指的是顺应过程具有动态性。V er2
schueren [2 ] (P147) 认为语用研究的核心就是以动态

的观点去研究实际语言运用中语境和语言结构相互

顺应的过程。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主要涉及的是

认知问题, 顺应过程中涉及的认知问题主要包括感

知、表征、计划和记忆。

在语言交际过程中, 语境和语言结构是语言使

用的交际中心, 是话语事件的交际空间中的语言与

非语言结合的坐标。[2 ] (P67) 过程是动态的, 它实际

上是语境和语言结构的动态关系。顺应过程的意识

程度主要讨论的是顺应过程是如何完成的, 是顺应

过程的媒介。[2 ] (P173) 它们构成了语言使用中有意

义的语言功能。

顺应理论强调根据各种关系的顺应而作出语言

选择。但这里的关系似乎是无所不包, 问题是各种关

系是如何相互作用以完成复杂的话语生成和理解

的。

四、关联- 顺应模式的理论基础

顺应理论为语言使用规律提供了较充分的描述

理论框架。该理论对顺应的对象, 即对语境和语言结

构描述得十分具体。它仔细地勾画出语境的具体成

分以及与之相顺应的语言要素, 其详细程度克服了

关联理论在描述上的不足。关联理论的语境观把语

境看成是听话人大脑中以假设形式出现的概念表征

和心理表征。[3 ]过于倚重认知使关联理论的语境无

法解释对话语理解至关重要的关联假设与具体语境

(社会关系、说话发生的时空)是什么关系。关联理论

仅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交际行为, 忽略了交际规范

性和常规性, 忽略了社会文化语境的作用, 它不能够

解释与社会文化相关的言语行为, 例如礼貌问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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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根据关联理论做出解释。因为从本质上讲, 礼貌

是一个社交问题而不是认知问题。语言运用的目的

除了传递信息以外, 说话人还需通过语言来维持或

者改变社交关系等。[1 ] (P67～ 80) 顺应理论语境观从

认知、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审视语境, 其语境包括语言

语境和交际语境。很显然, 顺应理论的语境概念比关

联理论的语境概念的内涵要大得多, 因此在描述话

语的生成和理解方面的功能也大得多。顺应理论的

语境观可以作为关联- 顺应模式的语境观。

然而, 在理论描述充分性的同时, 顺应理论的解

释力却不如关联理论强。V erschueren [2 ] (P176)承认

顺应的过程主要是通过人的感知、表征、计划和记忆

完成的。但是, 人们所能感知、表征、计划和记忆的外

部和内部事物成千上万, 他们是如何从这些繁杂的

表征中找到顺应的目标的, 也就是说顺应性的基础

是什么? 另外,V erschueren 认为顺应的过程是交际

双方对某些假设进行意识 (salience)的过程。问题是

为什么有些假设会有意识? 而另外一些假设不那么

有意识? 也就是说为什么意识会有程度的差别? 顺

应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

关联理论中的明示- 推理模式提供了一种理论

框架, 有着一致的指导原则, 即关联原则和最佳关联

假设。它们符合人类的认知行为, 即人们认知往往以

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 它们也符合

人类交际行为的经济原则, 即在交际中人们总希望

以最小的努力去获取最大的交际效果。因此关联原

则和最佳关联假设可以指导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原

则, 关联性可以成为语言顺应过程中的目标, 关联性

是顺应性的基础。

顺应性反映了语言使用的动态性, 它符合人类

社会的发展规律, 有其产生的哲学渊源, 即进化认识

论 (evo lutionary ep istemology)。进化认识论认为人

类处于一个不断认识进化的过程中。[8 ]认识过程包

括参与解决问题、作出行为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顺应。

进化则应该理解为知识的增长。语言同生物进化相

似, 在进化过程中进行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 即语言

应该与社会进化相顺应。在顺应的过程中, 有的语言

被选择而生存下来, 有的语言则被淘汰而逐渐消亡。

另外, 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顺应成人语

言的过程。语言和语境之间的顺应关系也是如此, 即

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 不仅要求语言顺应语境, 同时

语言也改变和重塑语境。因此关联顺应可以作为关

联- 顺应模式的理论基础。

五、关联- 顺应模式的理论框架

在对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作了介绍, 并综合它

们优势的基础上, 证明了关联顺应可以作为新模式

的基础。根据这种观点, 从说话人的角度出发, 提出

关联- 顺应模式的理论框架。根据关联——顺应模

式, 语言的理解和使用是一个顺应关联的过程, 即语

言的选择和运用是交际双方寻求关联、顺应关联的

过程。它包括八方面的内容: (1)话语产生的动机是

交际愿望。 (2)话语交际的目的在于寻求最佳关联。

(3)说话人的关联假设决定话语方式的选择。 (4)关

联假设也是说话人顺应符合关联原则的语境的结

果。 (5)该模式的语境包括语言语境 (语音、语调、重

音、词素、词汇、句子、篇章、语体) 和交际语境 (语言

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 (6)关联

顺应就是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 (非语言语境)相互顺

应的动态过程。(7)关联顺应过程也是语言使用策略

选择的过程。(8)话语交际是在顺应关联的基础上的

明示- 推理过程中进行的。

在关联- 顺应模式中, 话语产生的动机是交际

愿望。[9 ] (P13～ 19)说话人所发出的话语 (明示行为)

必须取得足够的关联, 值得听话人付出努力去加工

处理。所发出的话语还必须和听话人的认知能力和

喜好相一致, 保证取得最佳的认知效果。为了取得最

佳关联, 说话人还必须对听话人的认知资源和能力

做出假设, 形成关联假设。

关联假设是对外部世界进行的心理表征。表征

的结果就是说话人对听话人所处的具体语境进行顺

应的结果, 这个顺应的过程也是寻求关联的过程。面

对具体语境中复杂的因素, 说话人只能顺应那些符

合关联原则的成分。顺应语境、寻求关联是一个动态

过程, 语境永远是一个变量, 语境生成的过程主要就

是交际双方对语境不断商讨的过程。

说话人找到符合关联原则的语境因素后, 形成

关联假设, 关联假设决定话语方式的选择。话语方式

的选择过程也是说话人形成交际策略的过程。选择

可以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上进行: 从语音、语调到

词汇内容, 句式结构, 命题内容以及篇章结构和文体

风格等。说话人根据关联假设选择话语方式后, 通过

明示行为向听话人展示自己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

图, 为听话人的推理提供必要的理据。听话人则需要

用一系列的语境假设来处理根据说话人的话语所建

立起来的新假设, 并根据新旧假设的关系进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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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得出新假设的语境效果, 完成话语的理解。

结　语

关联- 顺应模式克服了关联理论描述不充分的

缺点和顺应理论解释不充分的弊端, 在说话人的关

联假设和具体语境成分之间找到了结合点, 使关联

理论的抽象性得到了具体化, 在强调认知的同时, 还

兼顾物理、社会以及文化因素对话语选择和理解的

影响。话语选择也在语言各个层面上得到了充分的

描述。该模式从认知的角度解释了顺应的机制, 该机

制有坚实的认知心理基础 (关联)和进化认识论基础

(顺应) , 因此该模式具有可行性。

关联- 顺应模式的提出对语用研究有以下启

示: (1)运用该模式可以对广告语言的使用规律进行

研究。探讨广告是如何顺应消费者的消费心理, 以及

构成消费心理的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因素, 这些因素

是如何体现在语言结构上, 又会产生怎样的认知效

果。 (2) 运用该模式可以对礼貌的认知机制进行解

释, 找出影响礼貌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 阐释在

什么样的情况下, 礼貌才具有认知效果, 说明在语言

上的相关表现形式。总之, 关联- 顺应模式的提出为

语用学的应用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该理论还需要

在研究中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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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A Pragmatic M odel for Relevance-Adapta tion Theory

BU J ie2m in
(Foreign L anguages D epartm ent, Changzhou Institu te of T echnology , Changzhou, J iangsu 213002, China)

Abstract: R elevance theory considers comm unication as an ostensive2inferen tial p rocess in w h ich cogn itive

con tex t p rovides a m eans fo r p ragm atic inference. T he p ragm atic inference is based on the p rincip les of rele2
vance and the p resump tions of op tim al relevance. A dap tation T heory regards language use as a p rocess of cho ice

and adap tation, w h ich is reflected in the four aspects: (1) con tex tual co rrelates of adap tability, (2) structural ob2
jects of adap tability, (3) dynam ics of adap tability, (4) salience of adap tation p rocess. A dop ting the p rincip les of

relevance and the p resump tions of op tim al relevance as the basis of adap tability, th is paper attemp ts to p rovide a

theoretical model fo r R elevance2A dap tation T heory, w h ich m akes the adap tation of linguistic con tex t and com 2
m unication con tex t possible. T he new model ach ieves adequacy in term s of descrip tion and exp lanation that R el2
evance T heory and A dap tation T heory is short of respectively.

Key words: cogn ition; relevance; adap tation; linguistic con tex t; comm unication con tex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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