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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通过对汉语动词“认为”实际运用情况的分析, 讨论陈述行为在实施程度上的变化,

提出这种变化不仅可由不同的动词实现, 而且可由同一动词承担; 程度的变化也可降至零点

以下, 即不实施陈述行为。同时还指出动词条件的不完全性, 提出语境条件是陈述行为在实

施程度上变化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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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Ch inese discou rses invo lving the use of verb“th ink”are analyzed and the

comm itm en t of an assert ive degree is discussed in term s of p ragm atics. It is found that the

degree of comm itm en t of assert ives m ay even reach below zero w ith the sam e verb of

“ th ink ”and that the con tex t serves as a decisive facto r in dist ingu ish ing betw een non 2
assert ives and assert 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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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出问题

　　陈述行为是施事性言语行为的一种, 它的语言形

式为“我+ 动词+ 句子”。[ 1, 2 ]陈述行为表达说话人的主

张, 并力求使听者相信他的主张。陈述行为在实施时,

其程度在强弱方面有所不同, 如实施猜测、建议、发誓

等。舍尔和胡壮麟认为这种陈述的程度变化是由不同

的动词来体现的, 而且这种程度可减弱至零。[ 1, 3 ]下面

几个陈述行为在实施程度上由强 (发誓)到弱 (猜想)的

变化就是由于使用不同动词实现的:

　　我发誓这部电影很动人。我确信这部电影很动人。我认为

这部电影很动人。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动人。

　　我猜想这部电影很动人。

　　陈述行为的程度变化由不同的动词来实现可称为

陈述行为程度变化的动词条件。笔者在用汉语为母语

进行交际时, 感到陈述行为在程度上的变化不完全由

不同的动词来体现; 同一动词也可体现这种陈述行为

的程度变化, 而且程度变化甚至会减弱至零点以下, 即

不实施陈述行为。那么, 这种感觉能否得到实证? 若同

一动词体现这种陈述行为的程度变化, 其条件是什么?

为回答这两个问题, 笔者选择汉语动词“认为”所实施

的陈述行为进行研究。

2　采集语料

　　本项研究的对象是汉语, 语料来自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 1998 年 8 月周一至周五 19∶30“证券广播网”节

目。笔者录下了沪深股市分析专栏中分析人士回答主

持人问题的话语。以下含有“认为”的两组话语作为分

析的样本:

　　第一组:

　　　　 (1)主持人: 这两支股票表现平平, 那您看, 您怎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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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这种情况呢?

　　　　分析人: 我
·
认
·
为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8 月 4 日)

　　　　 (2)主持人: 反弹如果继续, 是不是还需要量的配合?

　　　　分析人: 我
·
认
·
为需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 从短期的

　　走势来看它面临两个方面的压力, 第一个是短期获利回吐

　　盘的压力, ⋯⋯第二个是大盘上涨中解套盘的压力。如果

　　量不配合, 不放大, 那么, 我
·
认
·
为, 人们对反弹信心上还不

　　足。 (8 月 9 日)

　　第二组:

　　　　 (1)主持人: 深市的跌幅小于沪市, 您看为什么呢?

　　　　分析人: 沪市大跌的原因在呢, 我
·
认

·
为呢, 今天是个

　　补跌, ⋯⋯意味着什么呢, 我认为呢, 接近尾声了。

(8 月 11 日)

　　　　 (2)主持人: 昨天止跌回稳, 今天反弹, ⋯⋯对于今天

　　的大盘整体走势是不是还可以超跌反弹的理解比较合适

　　呢?

　　　　分析人: 我
·
认
·
为呢也有一些新的现象呢反映这些反

　　弹还有可能持续的。 (8 月 9 日)

3　分析与讨论

3. 1　理论分析

　　陈述行为是言语行为理论中的一个概念。这个理

论的基本内容是以言行事, 即人在说话的同时也在做

事。[ 4 ]例如, 一个人说:“我命名这只船为红旗号。”在说

话的同时他也在做命名这件事。奥斯汀将说话本身称

为表述性言语行为 ( locu t ionary act) , 将与说话同时进

行的做事称为施事性言语行为 ( illocu t ionary act) , 将

做事造成的结果称为成事性言语行为 (perlocu t ionary

act)。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中心是施事性言语行为。施

事性言语行为有五种: 陈述行为 (assert ives)、指令行

为 (d irect ives)、许诺行为 (comm issives)、表情行为

(exp ressives)和宣告行为 (decla ra t ion s)。[ 1 ]

　　舍尔所列的第一种施事性言语行为是陈述行为。

他指出, 陈述行为的主旨或目的是使说者承诺所陈述

事实的真实性, 换言之, 陈述行为是说者以话语使其言

语与外部世界相一致, 他的话语包括他对所述事实的

相信。[ 5 ]列温森不同意这种观点, 指出施事性言语行为

属于“行为”的研究范畴, 而不是属于以真实为条件的

“意义”的研究范畴。他举例指出, 陈述行为的实施意在

使听者相信所陈述的主张。[ 2 ]

　　实际上, 舍尔与列温森对陈述行为的论述并非完

全对立, 只是侧重点不同。舍尔强调的是与实施陈述行

为相关的陈述内容: 所陈述的内容应真实, 不真实也就

不是在实施陈述行为; 列温森强调的是与实施陈述行

为相关的陈述目的: 实施陈述行为旨在使听者相信所

陈述的主张, 如果无意使听者相信所陈述的主张, 也就

不是在实施陈述行为了。笔者认为, 陈述行为的实施既

要符合舍尔的标准, 又要符合列温森的要求, 即: 说者

要相信陈述内容的真实; 说者的目的是使听者相信所

陈述的内容。

　　在第一组语料中, 说者语气肯定, 相信所陈述内容

的真实性, 并且有强烈的使听者相信的意图, 所以, 是

在实施陈述行为; 在第二组语料中, 说者语气含糊, 对

所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将其说

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示一下自己的看法, 不一定要

让听者接受, 所以不是在实施陈述行为。

3. 2　语境分析

　　以上的理论分析可以通过对语料的语境进行分析

而更加具体。语境分为情景语境 (con tex t of situa t ion)

和话语语境 (d iscou rse con tex t)。[ 6 ]情景语境包括诸如

说者与听者的关系等一些与话语相关的因素; 话语语

境指说者与话语的关系。以下分析就是从情景语境和

话语语境两个方面讨论“认为”是否实施陈述行为。

3. 2. 1　情景语境

　　 (1) 股市深浅莫测, 分析人士在预测将来走势时,

一般只有在非常确信的情况下才希望股民相信自己的

见解, 否则只是谈谈自己的看法而已。第一组的实例显

示出分析人士的自信。他们相信所陈述的观点是真实

的, 也希望听者相信他们的观点。与其比较, 第二组的

分析人士就显得不那么确信, 对自己所陈述的观点是

否真实可靠缺乏自信, 他们可能只是陈述一下自己的

观点, 并不一定要听者相信或接受他们的观点。

　　 (2) 从说者和听者的关系来看, 在第一组的实例

中, 根据列温森的观点, 分析人旨在使听者相信所陈述

的主张, 在说话的同时亦在实施陈述行为; 而在第二组

中, 分析人对陈述的内容不确信, 其陈述目的也并非旨

在使听者相信, 所以实施陈述行为的程度非常弱。

　　 (3) 在第一组的话语中, 由于实施了陈述行为, 成

事性言语行为也会产生; 而在第二组的话语中, 产生成

事性言语行为的可能性会很低, 听者可能不会去相信

他的见解。

3. 2. 2　话语语境

　　 (1) 陈述行为的句法结构为: 我+ 动词+ 句子。在

第一组的话语中, 说者采用了这种结构, 动词是句子的

主体, 实施了陈述行为。在第二组的话语中, 说者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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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置于话语的从属位置, 与“认为的内容”关系松散,

实施陈述的程度就弱了许多。

　　 (2) 在第二组的话语中, 说者陈述时动词“认为”

与助词“呢”相伴, 表现出不确定。根据舍尔内容不真实

不实施陈述行为的观点, 也就无法实施陈述行为了。在

第一组的话语中, 说者在使用动词“认为”实施陈述行

为时, 还提出了支持这种行为的原因, 表现出对陈述内

容真实的确定。

　　 (3) 尽管舍尔在分析陈述行为时强调了实施条件

的重要, 但只注重了“我+ 动词+ 句子”这一语言形式,

所观察的语料也为孤立的话语, 一些功能显示手段, 如

词序、重音、语调、声调、停顿、语气等, 都未被考虑[ 5 ] ,

这是不妥的。陈述行为的实施与否与这些功能显示手

段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第一组话语中, 说者说出“认

为”时语气坚决, 带有重音, 在实施陈述行为; 而第二组

话语则语气平缓, 声调平平, 无法实施陈述行为。

4　结　论

4. 1　“认为”所实施陈述行为程度变化的语境条件

　　陈述行为是施事性言语行为的一种, 它在实施程

度上表现出变化的特性。变化的极点为非陈述行为, 即

不实施陈述行为。“认为”这一动词就体现了陈述行为

在程度上的变化。它在一定的语境中实施陈述行为, 而

在另外的语境中不实施陈述行为。陈述行为在程度上

的变化可以由同一动词来体现, 这一动词实施陈述行

为或不实施陈述行为由语境条件决定。
表 1　同一动词实施陈述行为的语境条件

语　境　条　件 实施陈述行为不实施陈述行为

情
景
语
境

对所谈内容相信是真实的 + -

期望听者相信所谈内容的真实性 + -

听者可能相信所谈的内容 + -

话
语
语
境

“我+ 认为+ 句子”结构 + -

与“呢”等词语相伴 - +

语气坚决 + -

　　说明:“+ ”表示所列语境内容存在;“- ”表示所列内容不存在。

4. 2　“认为”不实施陈述行为的语言形式

　　“认为”这一动词一般被认为是实施陈述行为的动

词, 其语言形式为“我+ 认为+ 句子”, 对此本文不再举

例说明。以下实例仅表明“认为”这一动词实施陈述行

为程度极弱乃降至为零的三种语言形式:

　　 (1)强调“个人”认为, 如: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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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1 日)

　　答: 作为吸权来讲, 它的将来市场波动程度, 换句话讲, 它

的将来市场定位的空间应该说是比较大的。
·
我

·
个

·
人

·
认

·
为呢, 转

券本身在这个市场上会有很好的获利机会。 (8 月 3 日)

　　在这两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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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为非陈述行为。

　　 (2)主语为“我们”, 如: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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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呢短线

呢还很难上涨。 (8 月 11 日)

　　答: 第四个原因呢,
·
我

·
们

·
认

·
为呢, 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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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1 日)

　　在这两例中, 讲话人通过使用“我们”, 而不是

“我”, 表示出一种亲近和礼貌, 似乎是在以一种商量的

语气与对方谈及自己的看法, 故很难形成陈述行为。

　　 (3) 与语气词连用, 这种情况样本中已列出, 现再

举一例:

　　答: 8 号和 9 号, 这两天成交量萎缩, 那么, 这两天成交量萎

缩说明了什么呢?
·
我
·
们
·
认

·
为呢, 表明了两点。 (8 月 11 日)

4. 3　余　笔

　　“认为”实施陈述行为或不实施陈述行为, 其决定

因素是语境。本文从情景语境和话语语境两个方面分

析了陈述行为在实施程度上的变化。然而, 语境包括的

范围很广, 比如, 汉语动词“认为”不实施陈述行为时,

是否处于“谦虚”这种东方文化的语境之中呢? 这还需

另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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