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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标记语“你知道”的语用功能
———从认知、心理和社交多角度考察

单　谊
（浙江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杭州 ３１００２３）

　　摘　要：“你知道”的语用功能是动态的、语境的，需要打破单一视角的研究模式，对其进行多角度考察。

文章从认知、心理和社交三个角度探讨了“你 知 道”在 汉 语 口 语 交 际 中 所 发 挥 的 认 知 语 境 构 建 功 能、心 理 情 态

强示功能和关联推理明示功能，揭示了其语用理据，并认为应该从语用视角出发，把话语标记语放在动态的交

际语境中去多角度研究，才能准确全面地把握其语用功能及语用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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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标记语虽然不影响话语的命题内容，但它在互动言语交际过程中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

此，英语话语标记语“ｙｏｕ　ｋｎｏｗ”引起了很多西方语言学学者的研究兴趣，如美国学者Ｂｒｕｃｅ　Ｆｒａｓｅｒ［１］、英国

学者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Ｓｃｈｏｕｒｕｐ［２］、美国学者Ｄｅｂｏｒａｈ　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ｎ［３］、美国学者Ｂｒｉｔｔ　Ｅｒｍａｎ［４］等，他们从社会

学、结构与功能、话语生成、逻辑哲学以及互动社会语言学等视角展开研究，对“ｙｏｕ　ｋｎｏｗ”的意义、句法与

功能进行了探讨。而“ｙｏｕ　ｋｎｏｗ”的相应格式“你知道”在汉语中的应用情况除了洛杉矶加州大学语言学学

者陶红印教授和我国语言学学者刘丽艳的研究外，在我国却鲜有学者关注。
事实上，“你知道”在汉语口语交际中使用频繁，而且其基本形式已经固化为几种常见的变体形式

（如“你知道”、“你知道吗”、“知道吗”、“你知道吧”等）；其基本词义呈现虚化趋势，而且其功能也逐渐开

始倾向于语用层面。陶红印认为，尽管汉语的“你知道”还没有达到英语的“ｙｏｕ　ｋｎｏｗ”那种高度熟语化

程度，但诸多证据表明它正在朝这个方向演化，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正在演化中的话语标记语。［５］在汉语

口语交际中，“你知道”具有鲜明的动态语境特征和丰富的语用功能，因此有必要对其在汉语口语交际

中的使用情况进行认知、心理和社交多角度的系统考察，弄清其语用功能和语用理据。

一、相关研究

陶红印以自然谈话语料为研究对象，从语音、语法和话语特征层面考察了“知道”类的三种固化格

式（“我不知道”、“不知道”和“你知道”）在汉语口语交际中的演化过程。［５］本文只探讨“你知道”的语用

功能，在此仅简单介绍陶先生对“你知道”的语用功能的研究情况。
陶先生认为“你知道”正在朝高度熟语化，即语用标记的方向演化。作为语用标记，“你知道”主要

是调节谈话的一个手段。具体表现为：帮助说话人在继续当前谈话话题前直接和听话人交流，确保听

话人能跟随说话人的话题；说话人在独白过程中用它来唤起听话人的注意。
刘丽艳根据语料中的话语标记“你知道”与所指信息单位间的位置关系，总结出该标记的三种使用

模式，即“（Ｘ　ｌ），你 知 道 吗—，Ｘ，（Ｘ　２）”、“（Ｘ　ｌ），Ｘ—你 知 道 吗／吧，（Ｘ　２）”和“（Ｘ　ｌ），你 知 道，—Ｘ，（Ｘ
２）”。“Ｘ”表示所指信息单位，“（Ｘ　ｌ）”和“（Ｘ　２）”表示同一话轮中可能存在的与所指信息“Ｘ”相邻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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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单位，“—”表示信息的指示方向。［６］

通过对三种使用模式及功能的考察，刘丽艳认为“你知道”在口语交际中的功能典型地体现了话语

标记元语用功能的互动性特征。“你知道吗”是通过把听话人的注意力和兴趣点集中在要讲述的内容

信息上来进行互动。“你知道吗／吧”是通过监察话语进展情况，以摆脱背景信息的不平衡状态从而产

生互动，其中“你知道吗”是把说话人认为对听话人来说可及性 较 低 的 背 景 信 息（不 太 熟 悉、不 容 易 想

到、不愿意接受或不容易理解的信息）提供给听话人，使之成为听说双方的共有信息来完成互动，而“你

知道吧”是把说话人认为对听话人来说可及性较高（较为熟悉、容易想象和理解的信息）但却处于听话

人当前认知语境的休眠状态的背景信息提示给听话人，使之转换为当前激活状态来完成互动。“你知

道”则通过把某背景信息假设为听说双方共有并接受的信息，从而调动对方的积极性，使之赞同并接受

说话人的观点来实现互动。
陶、刘二人的研究显示，他们仅从单一视角探讨了“你知道”的语用功能，触及到了问题却没有对问

题作进一步的系统深入探讨。正如我国语言学 学 者 冉 永 平 所 说，以 往 对 话 语 标 记 语 的 研 究 多 是 狭 义

的，多限于从单一视角探讨部分词语、结构等的语境标记与语篇连接功能。［７］笔者认为，只有同时从多

个视角对话语标记语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其丰富的语用功能及其语用理据。

二、“你知道”之语用功能的多角度考察

话语标记语依附在一定的话语中，其具体语用功能须依托语境而定，即，它的选择与功能受到交际

情景因素的制约。［８］笔者在分析语料后发现，“你知道”的语用功能是动态的、语境的。因此，本文将充

分利用动态语境条件考察其使用情况，从认知、心理和社交角度探讨其在汉语口语交际中的语用功能

及语用理据。

１．认知语境构建功能

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具有一定的认知理据，然而我国学者很少从认知角度去探讨话语标记语的

语用功能。从认知角度对话语标记语进行研究的代表是英国语言学学者Ｄｉａｎｅ　Ｂｌａｋｅｍｏｒｅ，他打破了

以往的研究模式，明确提出应从认知角度对话语标记语进行研究。［９］Ｂｌａｋｅｍｏｒｅ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法国

语言学学者Ｄａｎ　Ｓｐｅｒｂｅｒ和英国语言学学者Ｄｅｉｒｄｒｅ　Ｗｉｌｓｏｎ的关联理论。该理论把交际看作是一种认

知活动，认为人类认知的目标是力图以最小的努力去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为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在认

知过程中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最为关联的信息上。［１０］为了让听话人在理解话语时付出尽可能小的努

力，说话人在尽可能清楚地表述话语信息的同时会使用各种语言手段来制约听话人对话语关联性的理

解，话语标记语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话语的命题内容往往会有几种可能的解释，为达

到最佳交际效果，听话人要在所面临的几种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某种可以实现话语最大关联的解释。话

语标记语就是通过限制可能出现的解释的数量来引导听话人的语言线索。［９］

认知语境，即语境假设，是一个心理构建体，是人们所明白的一系列能感知并推断的事实或假设构

成的集合。它是一个随交际需要不断被创造的变动体，一个在交际中不断发展的动态系统。它更关注

交际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动态生成的关系体，是在交际过程中不断被主体激活而创造出来的。话

语和语境处于互为建构的动态关系中。英国语言学学者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Ｌｅｖｉｎｓｏｎ注意到了话语标记语在

组织话语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指出某些单词和短语“通常以复杂的方式表明包含这些单词和短语的

语句是如何回答或接续前述话语某部分的”［１１］。笔者认为，“你知道”不仅是上下文话语的连接工具，而
且更是话语跟语境联系的桥梁。“你知道”把说话人提供的信息与假定的听话人的知识状态联系起来，
表明了说话人对自己所提供的信息与听话人的认知状态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某种判断。在很多情况

下，“你知道”还把“会话者大脑中的原有假设与现时交际中即将出现的新假设”链接起来［１２］，为会话者

提供思维认知空间和刺激。说话人通过策略性地使用“你知道”，为自己组织话语提供了思维空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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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为听话人理解后续话题提供了思维预设与信息提示，使交际双方的话语编码与话语解码过程有了

共同的认知基础，从而构建了现实交际的关联认知语境，以保证交际的顺利完成。文章将“你知道”的

这种功能称为认知语境构建功能。例如：
戈：不是，您别误会。李东宝啊，现在碰上难题儿了。你知道我们的刊物吧，每期的卷首，都要诗配画，来

几句咏青春的寄语。可是，你知道吗？它期期都有，每期都不重样儿，我们俩现在是江郎才尽了……
这一会话的背景是：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李”编辑和“戈”编辑一起采访一个读者，“戈”编辑

在向这位读者说明他们目前的工作处境。“戈”使用“你知道”旨 在 引 出 理 解 后 续 话 语 的 背 景 信 息，即

“我们的刊物吧，每期的卷首，都要诗配画，来几句咏青春的寄语”，并假定该读者的认知状态中已经存

在这一信息。这样，“你知道”就假定听说双方的认知中共有这一背景信息，从而使该读者能更容易地

理解和接受“戈”的后续话语。随即“戈”又用“你知道吗”引出了自己认为对于该读者来说可及性较低

的信息：“它期期都有，每期都不重样儿。”此处，“你知道吗”用于监控该读者的认知状态，即该读者对这

一信息的了解情况。即，“戈”使用“你知道吗”是为了表明自己尚不清楚该读者是否已经拥有了这一可

及性较低的信息，但为了让该读者认同自己的观点，她在后续话语中将这一信息提供给了该读者，使之

成为双方共有的信息和认知基础，从而使该读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话语意图。
本例中，两个标记语链接了说话者所提供的背景信息与其所假定的听话者的知识状态，为说话者

组织后续话语提供了思维空间，同时为听话者理解后续话语提供了思维预设与信息提示，使交际双方

拥有了共同的认知基础，激活了双方话语编码与解码的认知思维，从而构建了有利于交际顺利完成的

认知语境。
话语标记语对语境产生制约，引导听话人获取说话人所期待的语境假设和语境效果。从认识层面

来看，话语标记语将交际中会话者的认知心理与表层信息联系起来，即，将认知深层的命题态度、思维

控制等外显于表层语言，形成形式化标记，表明说话人对话语命题内容和听话人所持的态度或认识属

性，从而为话语深层推理提供指向线索，为话语生成和理解提供信息指示。“你知道”在交际中激活了

说话人原有的认知假设和听话人的交际认知语境假设，链接了会话者大脑中的原有假设和即将出现的

新假设，为会话双方有效传达和理解话语意图奠定了共同的认知基础，从而构建了顺利实现社交语用

取效的认知语境。这就是“你知道”语用功能的认知理据。

２．心理情态强示功能

言语交际中，说话人为了强调和凸显自己对听话人或话语命题的主观情感和态度，通常会选用显

映的标记性语言手段，将自己的心理情态外显化。话语标记语就是交际者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话语

标记语标示说话人的元语用意识，指示某句话语与语篇其他部分之间的衔接和连贯关系，或者标明说

话人对话语命题内容所持的态度或认识属性。［１３］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ｎ认为话语标记语具有一定的情感功能或表达

功能，能够突显说话人对信息内容和听话人的情感与态度。［３］刘丽艳认为，受礼貌原则制约，当听话人

为长辈或上级时，通常不会用“这个”和“那个”，而会采用礼貌性称呼；“那个”的拖音表明说话人的顾虑

和犹豫。［１４］我国语言学学者李咸菊指出，“是不是”显示出说话人的主观倾向性（倾向于肯定或否定）和

预期性，表明说话人对所问的信息有个大致的推测和判断，但又不能确定，说话人用“是不是”的目的是

期望听话人对他的猜测或推断予以证实。［１５］笔者发现，说话人在交际中使用“你知道”可以强化和突显

自己的情感与态度，“从心理视角构建有利于自己立场可及性的会话语境，从而在心理层面促进了会话

意图的有效传递”［１２］。本文将“你知道”的这种功能称为心理情态强示功能。例如：
李：再说了，啊，遇着险了，你最好找公安局去。他们救人比我们在行。
贾：公安局？你就是把联合国军队搬来也救不了这个险！

夏：嘿！我说，你这儿掺什么乱？我这儿有人命关天的要紧事儿你知道吗！

此会话的语境是：在《编辑部的故事》中，“贾”和“夏”通过各自的渠道得知某星星要和地球相撞，因

此到《人间指南》编辑部来告诉“李”编辑。但他们彼此之间却并不知道要谈的是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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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你知道吗”强化了说话人“夏”的主观态度，突显了他对 听 话 人“贾”的 责 备 之 情。“夏”觉 得

“星星要和地球相撞”是“人命关天的要紧事儿”，所以他专程到编辑部来将此事告诉“李”编辑。然而在

他与“李”交谈中，“贾”却抢先接应了“李”的话轮并插科打诨。“夏”觉得“贾”不该在如此危急关头开玩

笑，所以一方面直接批评“贾”（“嘿！我说，你这儿掺什么乱？”），另一方面又在话轮末使用了“你知道

吗”来强化突显自己对“贾”的不满态度与责备之情。如果说话人“夏”没有使用“你知道吗”，只说“我这

儿有人命关天的要紧事儿”，他的语气会缓和一些，但他的不满态度与责备之情就得不到强化突显，同

时他的立场也就得不到听话人“贾”的理解和接受，从而无法实现他所期望的语境取效。“夏”通过使用

“你知道吗”标示了先行话题的重要性，在心理层面构建了有利于自己情态可及性的交际语境，从而使

自己的立场在极其不利的交际情景下易于被听话人“贾”理解和接受。
言语交际常常涉及所交际的命题内容以及对那一命题内容的交际态度。命题态度指说话人自己

的态度和心理状态。说话人在说出某段话语的同时，总是会表明自己对该段话语的立场、态度和感情，
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 ［１６］。话语标记语在具体交际语境中能够明示说话人对所说话语的立场

和态度，或者对听话人在话语情景中的角色的立场或态度。“你知道”就是说话人的主观情态标记，它

在交际语境中能够强化与突显说话人对信息内容或听话人的多种心理情态，如责备、愤恨、无奈、抱怨、
炫耀等，从心理视角构建有利于说话人立场可及性的会话语境，从而在心理层面促进了会话意图的有

效传递。这是“你知道”语用功能的心理理据。

３．关联推理明示功能

Ｓｐｅｒｂｅｒ和 Ｗｉｌｓｏｎ的明示—推理交际模式认为“明示”与“推理”是同一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完整

的交际过程应该是交际双方在互动中不断“明示”和“推理”的过程。从说话人的角度讲，交际是一种明

示行为，简称“明示”，即在交际中说话人借助某种显映的方式对所要表达的命题进行编码，向听话人明

示自己的交际意图；从听话人的角度讲，交际是一种推理行为，即在交际中听话人根据说话人所提供的

显映方式对所听到的话语进行解码，根据说话人明示的方向对新话语信息进行语用推理，从而弄清说

话人真实的交际意图。［１０］我国语言学学者任绍曾认为，话语标记语有助于点明语境和共同知识，标示解

释框架和互动框架，以促进交际双方顺利互动。［１７］笔者发现，“你知道”在交际语境中能够以显映的方式

明示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引导听话人对话语意图进行正确推理，从而有助于交际的顺利完成。本文将

“你知道”的这种功能称为关联推理明示功能。例如：
林白：你知道吗，很多年前的一天，我在长安街上了一辆小公共，一眼看到后排有个戴大草帽的女

孩就是你，当时比较缺乏跟女生主动打招呼的胆量，所以错过了早一点认识你的机会。
陈鲁豫：我戴大草帽的时候，那应该是１９９２年。
此会话的语境是：在林白主持的《名人有约》节目中，林白使用“你知道吗”向听话人陈鲁豫发起当

前话轮，讲述了他多年前看见一个戴大草帽的女孩就是陈鲁豫，但是没勇气打招呼的事。林白假定自

己将要提供的信息对听话人陈鲁豫来说是未知的或预料之外的，他使用“你知道吗”意在关联互动陈鲁

豫，吸引她去关注后续话题信息，明示后续话题是他要陈述的焦点信息，从而增强了陈鲁豫对后续信息

内容的兴趣与期待。“你知道吗”在此明示了说话人要向听话人提供新信息的会话意图，同时引导听话

人按照它明示的方向对新信息进行准确地解码和推理并对话语内容做了进一步阐述（“戴大草帽的时

候，那应该是１９９２年。”）。在此，“你知道吗”标示互动框架，实现了交际语境的最大关联和说话人预期

的社交语用取效，推动了会话的发展。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考察，我们认为在现实交际中话语标记语会对语境产生制约作用。话语标记语

通过向听话人提供明示的语言标记，表明说话人希望听话人如何去获取话语的关联性，并引导听话人

获取说话人所期待的语境假设和语境效果，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听话人理解话语时所付出的努力或代

价。话语标记语将听话人引入处理具体话语所需的语境之中，并根据认知语境得出话语结论，使话语

的理解过程成为在语境假设与新信息之间做出关联推理的过程。简言之，话语标记语在言语交际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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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着明示关联推理的重要作用。
上述分析显示，在社交层面，“你知道”能够点明语境和共同知识，标示解释框架和互动框架，能够

以显映的方式明示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并引导听话人对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做出最佳关联的推理假设。
交际中，说话人首先确定社交语境，然后通过使用“你知道”这一显映刺激，明示听话人应该如何对后续

话语进行解码和推理，从而使听话人理解后续话语的关联性，实现“你知道”的社交语境取效。这就是

“你知道”语用功能的社交理据。

三、结　语

“你知道”的语用功能是动态的、语境的。对其进行语用分析时，决不能只局限于句法、语义等单一

层面，而应将其置于动态交际语境中进行多角度考察，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其语用功能和理据。
文章从认知、心理和社交三个层面探讨了“你知道”在口语交际中所发挥的认知语境构建、心理情

态强示和关联推理明示三种功能。在认知层面，“你知道”将话语跟语境联系起来，将说话人提供的信

息与听话人的认知状态联系起来，将会话者大脑中的原有假设与交际中即将出现的新假设联系起来，
为说话人组织话语提供思维空间，同时也为听话人理解后续话题提供思维预设与信息提示，使交际双

方拥有共同的认知基础，从而构建了现实交际的认知关联语境。在心理层面，“你知道”充当了说话人

心理情态的强示标记，强化突显说话人的情感与态度，从心理角度构建有利于说话人情态可及性的语

境，从而在心理层面上促进会话意图的有效传达。在社交层面，“你知道”则能够点明语境和共同知识，
标示解释框架和互动框架，以显映的方式明示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并引导听话人对说话人的交际意图

做出最佳关联的推理假设，从而使听话人理解后续话语的关联性与重要性，实现社交语用取效。
文章为探索汉语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提供了一种新模式，可以更加全面深刻地揭示话语标记语

的语用理据，以及它在交际语境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本研究将有助于语言学习者在现实交际

语境中正确把握话语标记语的重要语用功能并准确地运用话语标记语来保障口语交际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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