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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交际的顺利进行需要交际双方运用一些礼貌策略。汉语中消极礼貌策略体现出汉语

民族“谦虚谨慎”、“以和为贵”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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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语言交际时 ,交际双方为了使交际顺利地进行 ,就要相互尊重 ,要有礼貌。交际活

动的任何一方 ,可以用“尊他”的方式表示礼貌 ,也可用“自谦”的方式表示礼貌。“尊他”是在交

际过程中抬高对方的身份 ,是积极礼貌 ;“自谦”是在交际过程中降低自己的身份 ,是消极礼貌。

消极礼貌是言语交际中的一种现象 ,有如下特征 :

1)消极礼貌相对于积极礼貌存在 ,但本身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在交际过程中 ,降低自己的

身份同时也就抬高了对方的身份 ,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 (如演讲) ,要达到“尊他”的目的只有

“自谦”。消极礼貌的独立性决定了单独研究消极礼貌的必要。

2)消极礼貌需要借助一些语言技巧来实现。交际一方若要表示“自谦”,需要在语言上有

所体现。消极礼貌是抽象的 ,而这些言语技巧是具体的 ,构成了消极礼貌策略。

一、汉语中的消极礼貌策略

消极礼貌策略是一种言语方略 ,指用一定的言语来达到实施消极礼貌的目的。在汉语言

文化中 ,交际双方表示消极礼貌的现象十分突出。这里对实施消极礼貌的策略作一初步归纳。

1、使用谦称词

在汉语的交际过程中 ,谦称词的使用是非常突出的现象。下面的例子选自鲁迅的杂文《论

讽刺》:

但我们走到交际场中去 ,就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 ,是两位胖胖的先生 ,彼此

弯腰拱手 ,满面油油晃晃的正在开始他们的扳谈 ──

“贵姓 ? ⋯⋯”“敝姓钱。”“哦 ,久仰久仰 ! 还没有请教台甫 ⋯⋯”“草字阔亭。”“高

雅高雅。贵处是 ⋯⋯”“就是上海 ⋯⋯”

这里的“敝姓”、“草字”都是谦称自己。在交际过程中使用谦称词降低自己的身份 ,实现了

消极礼貌。

2、使用代词“我们”谦称自己

下面的例子选自 1998 年 8 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证券广播网”节目 ,股评人士回答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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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时使用“我们”指称自己 ,是一种消极礼貌策略。

今天的反弹 ,技术反弹 ,不能支持实现 ,表明市场的疲弱特征几乎是很明显的 ,而

且这种疲弱 ,我们认为 ,短线还很难上涨。

第四个原因 ,我们认为 ,二只龙头股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没有资金护盘 ,也是大

势下跌的原因。

在这两例中 ,讲话人指称自己“我们”,并非对所谈内容不确信而需要同事来一起承担责

任 ,相反 ,表达这些观点才是说话的真正目的。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被听众接受 ,讲话人要表示

出对听众的礼貌 ,这时使用“我们”谦称自己 ,表示自己普通得不必用“我”来特别标识 ,[1 ]表现

出说话人自谦的个人性格[2 ] , 从而达到维护消极面子的目的。由于使用代词“我们”谦称自

己 ,股评人士以一种商量的语气与对方谈及自己的看法 ,起到缩短讲话人和听众之间距离的作

用。“我们”拉近了讲话人与听众之间的距离。

3、使用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

模糊限制语指一些把事物弄得模模糊糊的词语 ,缓和型模糊限制语是其中的一种。它可

以使原来话语的肯定语气趋向缓和 ,属于语用范畴 ,不改变话语的真实含义。其功能是使说话

人得以恪守礼貌原则 ,在清楚表达“会话含义”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将意见强加于人 ,避免过于武

断。缓和型模糊限制语被分为两种 :直接缓和语和间接缓和语。直接缓和语指说话人对某事

所作的直接猜测 ,而间接缓和语则引用第三者的看法 ,间接地表达说话人对某事情的态度。在

汉语中使用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来维护消极礼貌的例子很多 ,在方式上有三 :

(1)一般型

一般型指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的单独使用方式 ,如 :

最近比较稳定的板块 ,我觉得 ,是科技板块 ,重组股。我觉得 ,这两个板块应该关注。

上例中 ,讲话人使用“我觉得”这个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 ,表示所讲的观点是自己的看

法 ,供听者参考。这样就可以避免武断 ,从而维护自己的消极面子。

(2)重复型

重复型不是指某个词语的重复 ,而是指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在一起重复使用的方

式 ,如 :

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呢 ,我想 ,嗯 ⋯⋯,我们现在去说个点位或某个点位是底部 ,

从中长期的角度上看 ,我觉得呢 ,至少应该说 ,还是比较地匆忙 ,我们不应该过早地下

这种结论。

讲话人重复“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明确地表明他在限制自己观点的适用范围 ;讲话人将

“我觉得”和“至少应该说”构成另一组重复 ,也是出于不被别人反驳的目的。

(3)强调型

强调型指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强调使用的方式 ,以强调“个人”认为居多 ,如 :

那么在下周 ,投资人应当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观点 ,我个人认为短线市场继续冲高

肯定会遇到卖盘的压力。

在这个例子中 ,讲话人通过强调我“个人”认为 ,并不是在炫耀自己 ,而是传达着一种自谦 ,

表示如果不对 ,由我个人负责 ,希望以此避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3、使用停顿方式

使用停顿的方式来维护消极礼貌的例子很多 ,如 :

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呢 ,我想 ,嗯 ⋯⋯,我们现在去说这个点位或某个点位是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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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还是比较地匆忙 ,我们不应该过早地下这种结论。

那么我想呢 ,嗯 ⋯⋯,如果我们说短期的底部的话 ,就是很短的周期的话 ,那么应

该说是临近了。

讲话人在讲话的过程中有时对所谈论的问题掌握不准 ,这时停顿一下 ,使用些表示停顿的

词语 ,可以向听者预示自己的不确定程度 ,避免主观武断 ,也避免被反驳的可能性 ,可以有效地

维护自己的消极面子。

4、话题转移

讲话人为达到维护消极礼貌的目的 ,往往也采用转移话题的策略 ,如 1998 年 8 月 14 日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证券广播网”节目中有如下主持人与证券分析人士的对话 :

问 :1158 点的价位会不会跌穿呢 ?

答 :1158 应该说 ,最近呢 ,是 ⋯⋯,周三出现了非常强的上影线 ,那么今天是下摸

至此 1165 点 ,短期内应该说这个点位附近仍然有所反复 ,但是 ,我个人判断由于距离

1158 非常近呢 ,短期呢击穿的可能性还是存在。

分析人在要说出“可能会跌穿 1158 点”的瞬间 ,突然感到有些唐突 ,于是话题一转 ,谈起了

导致他判断的原因 ,以求缓和一下语气 ,给听者一定的思考依据 ,这样就容易使听者相信他的

判断 ,而不容易反驳他的判断。从而达到维护消极面子的目的。

二、汉语消极礼貌策略的文化内涵

汉语交际中消极礼貌策略的应用是相当普遍的 ,这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汉语文化注重

整体和谐、集体、谦虚礼貌。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主张“宁静致远”,“礼之用 ,和为

贵”,“人治”,“中庸”等 ,道家文化主张“清静无为”,天人合一等 ,无不反映出汉民族把人体看成

是一个和谐而有机的整体 ,同时也把人与人和人与世界看成一个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3 ] 。处

于这种文化之中 ,言语交际的双方 ,遇事总要“自省”,谦虚谨慎。人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注

重集体意识 ,三思而后行 ,注重整体、淡化个体 ,这些正是汉语民族的文化内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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