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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 日常话语为语料，采用对比分析法，从语用学视角对汉语动词重叠式在人际交互 

语境下的语用缓和功能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与动词原式相 比，重叠式具有明显的语用缓和功能， 

主要体现在劝说、情绪安抚、形象维护、礼貌四个方面。这些缓和功能是社交语境下对人际关系的 

顺应，其目的是通过缩短交际双方的心理、情感和社会距离，减轻受话人心理负担，增加亲密度 ，改 

善人际关系。动词重叠式的使用是话语顺应人际语境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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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重叠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汉语语言现象，主要出现在口语和文艺语体中，其重叠结构有多种形式，例 

如 AA(走走)、ABAB(考虑考虑)、AABB(寻寻觅觅)、A了A(看了看)、A— A(听一听)。并非所有动词都可 

以重叠使用，能够重叠使用的结构有特殊意义和功能。本文讨论人际交互环境下日常话语中的动词重叠式的 

缓和功能及其表现形式，并试图从顺应论的角度对动词重叠式的语用缓和功能作出解释。 
一

、文献回顾 

1．汉语语法界对动词重叠式意义和功能的研究 

汉语语法界对动词重叠现象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有探讨该结构产生的历史根据和源流的  ̈J，有研 

究该结构的句法性质的 J，有探讨动词重叠式的形式和功能的0 J，而最多、最普遍的是对其语法意义和功能 

的研究 I9 J。例如朱景松曾概括了动词重叠式的主要表达功能：用于祈使(如：请给抱小孩的让让座)和对惯 

常性事件的叙述(如：整天在家里，上上网，聊聊天)；有时用于评议(如：年轻人嘛，还是应该走走正道)；有的 

可表示致使(如：让他考虑考虑这个决定吧)或变化(如：他再长长就跟他爸爸一样高了) 】。近年来，随着研 

究的深入，学术界对动词重叠式在使用中表现出来的语用功能给予了关注。比如杨平认为动词重叠式的基本 

意义是“减少动量”，这个基本意义所涉及的“量”是一个“主观的、模糊的量”，并非客观上的动量减少，而是 

心理层面上感觉量的减少。由于使用了重叠式，所 以有了“委婉的语气”，进而在具体语境中产生了“闲适” 

“舒缓”的“语境义”l8 J。张爱民、杜鹃在讨论动词重叠与句类的语用制约时，强调了重叠式的使用与其语用功 

能的关系。他们认为，在祈使句中，用重叠式会产生丰富的表义功能和语用功能。这是因为祈使通常要求听 

话人去做事，重叠式的使用增添了委婉缓和的语气，减少了生硬的语气  ̈。徐阳春通过对动词重叠式的语用 

考察发现，动词重叠式语义上具有时间短、动量小的意味，而语用上并不真正表示时间短、动量小；它在语用上 

具有舒缓的表达功能 I 。例如(1)a的命令口气十足，而b因使用了动词重叠式而显得语气缓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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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快来帮我。 b．快来帮帮我。 

不难看出，以上研究虽对动词重叠式的缓和功能有所涉猎，但还是顺着语法意义延伸的轨迹进行探索，没 

有突破意义分析的藩篱；其关注的只是在一定情景中产生了语境义、表达了缓和语气，而没有探讨缓和功能具 

体表现在那些方面，以及动词重叠式为何会常常在人际交互中产生缓和功能。要弄清楚动词重叠式的缓和功 

能及其理据，需走出语义分析的框框，从语用学视角进行分析，从中归纳出其缓和功能，并从顺应论理论视角 

探讨其人际语境顺应的语用特征。 

2．语用学界对缓和及语用缓和策略的研究 

缓和(mitigation)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于语用学研究中的概念。Bruce Fraser在其《会话缓和》(Con— 

versational Mitigation)一文中，曾对缓和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认为缓和并不是一种言语行为，不是用来履行 

要求、许诺、道歉等施为性言语行为(illocutionary act)，也不是用来履行打扰、惊讶、说服等成事性言语行为 

(perlocutionary act)，而是对言语行为的一种修饰，其目的是降低言语行为对听话人产生的负面效果。在言语 

交际中，如果说话人采取某种方式对话语进行修饰，则可避免或减少话语带来的矛盾、冲突、交际失败等消极 

效果。Fraser还列举了说话人为达到缓和目的而采用的六种语用策略：间接实施言语行为(indirectness in per· 

forming矗~peech act)、拉距技巧(distancing techniques)、放弃申明语(disclaimer)、附加说明性动词(parentheti— 

cal verbs)、反问(tag question)和模糊语(hedges) J。Claudia Caffi把缓和看作“减量”(attenuation)或“降级” 

(downgrading)。“减量”是交际参数弱化的结果；如这些参数可分等级的话，缓和便是一种“降级”。通俗地 

讲，如果言语行为涉及不同程度的权利和职责，那么缓和就是指这种权利或职责的缩小或减轻，因而促使了交 

际目的的实现。Claudia Caffi在讨论语用缓和时指出，“如果把说话看作做事，那么它应该是一种产生效果的 

行为”ll l。在实施某一言语行为时，说话人都希望取得一定的以言成事的效果，以减缓对听话人面子的威胁。 

冉永平认为缓和语蕴含了礼貌，只要当说话人表现出礼貌时，缓和语就会出现  ̈。语用缓和是施为力度的弱 

化，根据言语行为的类别，直观地体现为断言、强加、指使、批评、指责等力度的弱化，是一种语用上的让步。 

Skewis曾考察《红楼梦》中男性人物之间的请求言语行为，发现不管权势差异、社会距离有多大，最常见的请 

求方式是最直接、最不礼貌的祈使句式，辅之以一系列缓和手段。语用缓和是实现礼貌的一种主要方式，权势 

差异、社会距离越大，缓和力度也随之加大 ” 。 

为了保证以言行事能产生效果，人们会采用一些策略，通过缓和的方式可称为语用缓和策略。日常交际 

中，由于言语行为中的面子威胁以及社会交往中的人际冲突司空见惯，语用缓和策略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学 

术界对语用缓和策略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Labovl 161从社会语言学角度，Sbisa‘” 从语用学视角，House 

&Kasper_】引以及 Skewis l 从跨文化语用学视角分别探讨了语用缓和策略的使用规律。国内学者霍永寿  ̈

对中医诊疗、李海辉 对电视访谈中的语用缓和做了深入研究，证实了言语交际中语用缓和策略的必要性。 

毛延生对汉语中的语用缓和策略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汉语语用策略的具体实现形式所表达出 

来的语用格局特征 。周华、韩晓惠探讨了中式礼貌语境中的缓和策略，认为缓和语通过顺应认知语境中的 

各种因素来实施其在交际中的功能 。 

从以上中外学者对语用缓和的解读来看，语用缓和是说话人使用语言的一种策略，它在任何文化、任何语 

言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其目的是减少言语行为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或将其降低到最小程度。汉语交际中 

也必然存在语用缓和策略，这种策略可能有许多不同形式，动词重叠式应该是其中一种方式。缓和所蕴含的 

“减量”与汉语动词重叠式的“减少动量”虽在内涵上不完全等同，但“减”的用意和效果是一致的，都是通过 

“缓和”手段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产生积极的交际效果。以下我们通过对比分析法，从语用视角考察汉语动 

词重叠式在具体语境中的缓和功能。 

二、汉语动词重叠式的语用缓和功能 

1．劝说功能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劝说是“劝人做某种事情或使人对某种事情表示同意。” 劝说有劝告和说 

服两层意思。由于语气的缓和，动词重叠式表示“祈使”具有一种柔性的劝说功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对 

听话人的亲昵态度、对听话人自主能动性的调动以及对听话人的弱性要求。“柔劝功能”的形成动因在于说 

话人在心理和情感上与听话人的主观融合 。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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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境：吃水果前，妈妈叫孩子先洗手] 

a．过来洗手。 b．过来洗洗手。 

(3)[语境：办公室里，主任让小李帮小张做事] 

a．你去帮助小张。 b．你去帮助帮助小张。 

(4)[语境：老人教孩子如何做人] 

a．年轻人嘛，还是应该走正道。 b．年轻人嘛，还是应该走走正道。 

(5)[语境：两朋友闹别扭，他人劝其中一人消气] 

a．你应该多替人家想。 b．你应该多替人家想想。 

(6)[语境：父亲反对女儿的婚事，母亲同意，女儿要母亲帮忙] 

fl,．您跟爸爸谈吧。 b．您跟爸爸谈谈吧。 

以上例句中，(2)a句具有强烈的“指使”和“命令”含义。相比之下，b句起到了明显的弱化作用，使原有 

的生硬语气变得缓和起来。日常生活中，母亲或老师对幼儿多半会无意识地采用 b句的说话方式，以表对听 

话人的亲昵态度。例(3)中的b句要比a句的说话方式更容易使对方接受劝告，因而调动了听者的自主能动 

性，使其得到自我价值的尊重感。“语气弱化”可以说是动词重叠式柔劝功能的最大特征。例(4)b句的“走 

走”会让听话人感到没有批评、谴责的意味，反而感到说话人用心良苦，善意说服自己要走正道，这种话语更 

容易让人产生“浪子回头”的效果。说话人使用动词重叠式时把 自己置于卑微的地位，降低了说话者的强势 

地位，削减了外在压力，使听话人感到不会被嫌弃。说服旨在设法让听话人接受观点、采纳建议或应允请求 

等。说服是说话人交际意图得以实现的重要标志，也是交际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语用缓和具有明显的说服 

功能。(5)、(6)两例中，a句的使用动词原式使语气僵硬，而 b中的重叠式“想想”、“谈谈”因语气舒缓，提高 

了话语在内容、方式上的可接受性。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看，语用缓和是施为力度的弱化，由此产生的劝说 

功能往往使听者接受劝告的同时也获得一种轻松感。我们认为，说话人使用动词重叠式来劝说他人时，其说 

话意图放在了话语可能产生的效果上，而不仅仅是在“以言行事”。重叠式的重复使用更能加强说服的力度： 

(7)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 了 
一 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菜，生活的烦恼向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 

怕帮妈妈洗洗筷子，刷刷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平平安安，常回家看看，回 

家看看，哪怕帮爸爸锤锤后背，揉揉肩，一辈子总操心，就换个平平安安⋯⋯ 

这段歌词包括 l2个动词重叠式，其中“看看”重复出现6次。“看看”、“说说”、“谈谈”、“洗洗”、“刷刷”、 

“锤锤”、“揉揉”是常用的动词重叠式，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让人深受感动，这不能不归功于动词重叠式特有 

的亲和、舒缓的劝说功能。 

2．情绪安抚功能 

言语交际是发话人与受话人之间的一种情感交流，使用话语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交际过程的走向与 

结果。如果听话人有不顺 0的经历，导致情绪低落，说话人在选择话语方式时往往会采用缓和语气，以便起到 

安抚情绪的作用。例如： 

(8)[语境：得知考试成绩不理想，孩子回到家，父亲安慰儿子] 

a．没关系，我们认真总结，看问题出在哪儿，下次准能考好。 

b．没关系，我们认真总结总结，看看问题在哪儿，下次准能考好。 

在此语境中，父亲得知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并没有责怪儿子，而是积极地安抚对方的情绪，鼓励孩子下 

次考好。话语的安抚效果来源于 b句中动词重叠式“总结总结”、“看看”的语用缓和功能；由于语气的舒缓， 

动词原式所含有的“命令”和“祈使”的意味可淡化到最低程度。使用动词重叠式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让孩 

子吸取教训、查找问题所在，还不如说是为了安抚孩子的低迷、失落的情绪。父亲采用了缓和策略，表明他理 

解孩子的处境，愿意为孩子分忧解愁。相比之下，a句的语气就显得格外生硬，“指责”和“不满”的口吻十足， 

孩子的情绪非但得不到安抚，而且有可能产生更大的思想压力。 

(9)[语境：在会话一方处于困境，情绪烦躁，对方出于好意进行安抚] 

a1．努力了，就会成功。 b1．努力努力，下次八成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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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想办法解决呗! b2．想想办法，问题会解决的。 

a3．冷静头脑，点子会出来的。 b3．头脑冷静冷静，点子会出来的。 

通过对比，可明显看出以上例旬中的第二种说法的语气委婉，对焦躁情绪能起到安抚作用。重叠式有 

“减量”“降级”的基本意义，故能弱化动词原式给听话人带来的“命令”和“责备”口吻，减轻其心理负担。 

3．形象维护功能 

形象是一个人知识水平、文化素养、品德修养、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的综合反映，是社会身份的标志。在 

言语交际中，话语不仅反映说话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且是其展现自我的手段。个体形象是由社会群体审 

定的，当话语内容和方式不符合社会规约与期待时，听话人会对说话人作出负面评价，甚至将其视为另类。为 

避免此类后果的发生，说话人常采用相应的措施来缓和话语的突兀性，以达到维护自身形象的目的 。 

(10)[语境：两人意见不合，其中一人试图说服对方] 

a．我来讲，你听，看有没有道理。 

b．我来讲讲，你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 

日常交往中，意见不合、观点不一是常见之事，但说话方式不同，选择的话语策略不同，就可能导致截然不 

同的效果。在上例语境中，双方本来就存在意见分歧，正试图获取话轮向对方阐述 自己的看法 ，这种情况下说 

话的方式就显得极为重要。通过比较不难发现，a句的语气生硬，让人感到气势太强，其话语方式不符合社会 

规约，极易招致对方的负面评价。而 b句使用了动词重叠式，语气委婉，把受话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显示了 

说话人谦和、礼貌的品质，无形中树立并维护了自己的形象。从交际效果看，a句的说话方式很可能会导致矛 

盾的激化；而 b句的方式至少会起到缓和矛盾的作用，容易得到对方的理解和认可。 

(11)[语境：家长给新来的大学生家教布置任务] 

a．你周末给他补课，讲语法，练口语，他的英语成绩肯定会提高的。 

b你周末给他补补课，讲讲语法，练练口语，他的英语成绩肯定会提高的。 

在此语境中，说话人正在与新来的家庭教师交谈，说明“授课”时间、方式、内容以及辅导目标等事宜。毋 

庸置疑，b句的说话方式优于 a句。同样是向对方布置任务，a句给人感觉是在下命令，“补”、“讲”、“练”三个 

动词原式的连续使用一下子拉开了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社会距离，可能会给听话人带来心理压力，从而导致人 

际关系紧张。b句中的动词重叠式“补补”、“讲讲”、“练练”，由于具有语气舒缓的语用功能，让听话人感到轻 

松得多，不会产生焦虑和紧张情绪。可以说，动词重叠式特有的缓和功能降低了说话人的权威，缩小了交际双 

方的社会距离，密切了双方的社会关系，因而有效地维护了说话人的个人形象。 

4．礼貌功能 

关于礼貌与语用缓和的关系，学者说法不 。有的认为语用缓和是礼貌的一种特殊形式 ，也有的认为 

两者互不相干 ，还有的学者认为语用缓和包含了礼貌。’ 。冉永平、张新红认为，“语用缓和不是礼貌的唯 
一 途径，礼貌也不是语用缓和的唯一或主要功能，它们是两个不同本质的概念，只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偶尔交叉 

重叠” 。关于汉语动词重叠式的礼貌功能，我们认为，该功能与语用缓和并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重叠 

式作为一种缓和语，具有诸多功能，礼貌只是其中之一。动词重叠式相对于其原式而言，在具体语境下也有礼 

貌功能。日常话语通常是为了交流情感，礼貌通常是情感交流的重要 目的，也是一种必要手段。话语在很大 

程度上与其说是为了交际，还不如说为了礼貌，即建立和维持友好关系。 

(12)[语境：小李把刚刚写完的稿子交给上司过目] 

a．请看稿子，给指点一下。 

b．请您看看(稿子)，给指点指点。 

在此语境中，说话人请求上司看 自己写的稿子并给予必要指导。a句的语气一听就感到很生硬，在现实 

生活中稍有语用常识的人是不会这么讲话的，因为这很不礼貌，像下命令似的。而 b句中的动词重叠式“看 

看”、“指点指点”使说话的语气变得舒缓而温和，给交际氛围增添了几分和谐与温馨。说话人的文稿可能写 

得已经足够好，或者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是还要拿给上司过目，这样做多半是出于礼貌、谦虚的考虑，也 

是对对方的一种尊敬。听话人也心照不宣，完全明白话语的礼貌功能。Malinowski把这种语言的功能概括为 

“情感交流”(phatic communion)，认为此类话语没有任何信息内容，主要意图是建立不同亲密程度的人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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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许多说话方式都能表达礼貌、传递情感，汉语动词重叠式在这个特定语境中恰好凸显出话语的礼貌功 

能。礼貌行为通常发生在上下级之间或者陌生人之间，也通常发生在公共场所等。以下几例中 b句的说法就 

是因为使用了重叠式而显得说话人格外礼貌、得体。 

(13)[语境：公共汽车上，售票员要大家给老人让座] 

a．请给老人让座。 b．请给老人让让座。 

(14)[语境：停车场里，让对方倒车以便 自己通过] 

a．往后倒，就可以啦。 b．往后倒到，就可以啦。 

三、动词重叠式是话语顺应人际语境的策略选择 

动词重叠式在具体语境中能起到劝说 、情绪安抚、形象维护以及礼貌的作用。那么，人们为何要选用重叠 

式而不用动词原式来实现缓和功能?因为重叠式是话语顺应人际语境的产物，是语言选择的结果。从语用学 

角度看，语言的使用是语境顺应与语言选择的过程 ，动词重叠式正是说话人为了实现这个双重目的而进行 

的语言选择。语境的顺应和语言的选择都是为了达到交际意图而作出的策略选择。顺应语境就是话语要适 

应交际环境的要求，为交际目的服务，考虑听话人及其心理感受。如果话语激怒对方，或说出后让对方感到不 

舒服，就很难达到劝说的交际目的。同理，如果语气生硬，则很难起到安抚对方情绪的作用，更不要说礼貌了。 

上文分析表明，动词重叠式在具体人际语境中发挥了劝说、安抚情绪、维护形象和礼貌功能，相对于动词原式 

来讲，它是顺应语境的。 

除了顺应语境，动词重叠式也同时是语言选择的结果。比利时语用学家 Jef Verschueren从语用视角综观 

语言使用问题时指出：“使用语言必然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语言形式作出连续不断的选择过程，这种选择 

是由语言内部结构和／或语言外部的原因驱动的。这些选择可以发生在语言形式的任何一个层面上：语音／音 

位的、形态的、词汇的、句法的、语义的。选择的范围可以包括变体内部的选择，或可涉及到按照地区、社会或 

功能进行的变异的分布类型”l2 。动词重叠式属于词语范畴，也可以说重叠式(如“看看”)是动词原型 

(“看”)的变体，因此在使用时必然存在一个选择问题。前文讨论重叠式语用缓和功能的表现形式时，我们已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只有动词重叠式而不是动词原式适合具体情境语境，并在使用中实现了劝说、情绪安抚、 

形象维护或礼貌的功能，从而达到了交际目的。 

语言形式总是和意义黏在一起的，单独一个形式是很难确定其意义的，在语用层面尤其如此，没有语境就 

没有具体意义可言。如果话语发生在现实生活人际交往当中，其意义和功能则更丰富。言语行为不仅考虑语 

言形式的选择，还得考虑对谁说话、要达到什么样的交际目的，更要考虑话语可能产生的交际效果。譬如，要 

向朋友发出宴会邀请，肯定不能使用激怒对方的话语或说话方式。因此，选择的不仅是语言形式，也要选择策 

略。从语用层面看，汉语动词重叠式的使用是话语顺应人际语境的策略选择。表现在：(1)对心理 、情感的顺 

应。如上文讨论劝说功能时，强调了话语发生的情景语境，即说话人试图通过在心理和情感上与听话人实现 

主观融合来劝说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2)对保全面子的顺应。面子是人际交往中珍贵而敏感的东西。人 

们在交际中要相互合作，就要学会保留双方的面子。动词重叠式使说话语气得到了缓和，利于交际的顺利进 

行，其原因在于它在不同层面为话语参与者降低了丢面子的风险。(3)对礼貌原则的顺应。在 日常言语交际 

中，因用语不当或出言粗鲁而引起误解，导致交际失败是常有之事。通过言语策略来表达礼貌是最常见的手 

段。动词重叠式由于其语气的弱化而使话语显得礼貌。(4)对社会身份异同和亲疏关系的顺应。人际关系 

的构因包括双方社会身份的异同以及情感的亲疏。动词重叠式的语用缓和功能在于促进身份认同和增进情 

感趋同。如在例(9)中，两人意见虽不合，但动词重叠式的使用使得说话人显得谦和、礼貌，不仅维护了自己 

的形象，也促进了身份认同、增进了情感趋同；反之，就有疏远对方之嫌疑，拉大彼此之间的社会和心理距离。 

重叠式也可表示人际间的亲疏关系。在例(2)语境中，母亲在孩子吃水果前叫他洗手，重叠式“洗洗”的缓和 

语气蕴含温和要求，充满了亲昵的人际关系，让人倍感温暖。反之，如果受话人不是孩子而是成人或者是陌生 

人，使用重叠式就不那么得体，让人感到别扭。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别，实为身份使然、亲疏关系使然。 

四、结语 

本文基于动词重叠式语法意义 、表达功能的研究成果和文献，尝试性地从语用学视角对汉语动词重叠式 

的缓和功能作了进一步探讨。由于动词重叠式的表达功能本身就很丰富，本文所探讨的语用缓和功能只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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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使功能范畴下的动词重叠式，对具有其他表达功能的例子则不具解释力，这也是本研究的局限性所在。例 

如，表示“叙述”的动词重叠式(如“他经常在家上上网、聊聊天”)就不具有语用缓和功能。此外，我们归纳的 

四种语用缓和功能相互关联，有时互相“兼容”。“劝说”、“情绪安抚”、“形象维护”功能都建立在“礼貌”的基 

础上。例如“请给抱小孩的让让座”中的重叠式“让让”具有“劝说功能”，同时也具有“礼貌功能”，如果这句 

话是说给一个应该让座而没有让座的人，它就发挥“维护自身形象”的功能了。所以，如果语境不断延伸、变 

化，动词重叠式显现出来的缓和功能可能不止这四种。 

就本文所观察到的情况看，日常话语中的动词重叠式相对于其动词原式来说，在特定语境下具有明显的 

语用缓和功能，主要体现在劝说、情绪安抚、形象维护、礼貌四个方面。这种缓和功能是社交语境下对人际语 

境的顺应，其目的是通过缩短交际双方的心理、情感和社会距离，减轻受话人心理负担，增加亲密度，改善人际 

关系。因此，动词重叠式的使用是话语顺应人际语境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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