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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语料，考察“聆听”一词的语义和语用情况。根据“聆听”对象的不

同，语料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聆听人的说话，另一类是聆听其他声音。“聆听”用于人的说话，绝大

部分带有尊敬的色彩；用于其他声音，绝大部分不带尊敬的色彩。进而指出，“谢谢聆听”谦敬颠倒，属

于误用；《现代汉语词典》等对“聆听”释义不够全面准确，需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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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几年前某高校一次人才工程评审会上，

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教师向评审专家汇报自

己的教学科研业绩，最后，很有礼貌地说了

一句“谢谢聆听”，并用 PPT 显示了“谢谢

聆听”四个大字。在座的一位专家听了很不

高兴，私下对我说：“尽管他做得很出色，

但就凭他‘谢谢聆听’这句话，我就不投他

的票！” 

青年教师说“谢谢聆听”，本意自然是

向评委表示尊敬，专家为什么不但不接受，

反而要生气呢？看来，双方对“聆听”一词

意义和用法的理解存在分歧。那么，“聆

听”到底是什么意思，究竟有没有用错呢？ 

先看权威词典对“聆听”的解释：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聆

听，〈书〉动听：凝神～｜～教诲。”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3 版）：

“聆听，动〈文〉仔细听取：～宏论｜洗

耳～。” 

《汉语大词典》：“聆听，汉扬雄《法

言·五百》：‘聆听前世，清视在下，鉴

莫近于斯矣。’后多用于书面语，常指仔

细注意地听。许地山《缀网劳蛛·命命

鸟》：‘现时正在演说，好些人物都在那

里聆听法音。’徐迟《牡丹》六：‘魏紫

坐在包厢中，凝视着舞台，聆听着歌乐，

不觉以为所有剧中女主角都是她自己。’” 

如果按照以上词典的解释，“聆听”就

是“听”“仔细听取”或“仔细注意地听”

的意思，那么“谢谢聆听”何错之有？“谢

谢聆听”的使用者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没用错！ 

质 疑 者 大 概 是 从 语 感 出 发 ， 认 为 “ 聆

听”往往用于下对上，带有尊敬的色彩，说

“谢谢聆听”是把自己放在尊者的位置了，

不符合中国人敬人抑己的文化心理，所以令

人反感。 

孰是孰非？答案应该是清楚的，“谢谢

聆听”用法不当。试比较： 

a. 同学们聆听了王老师的讲座。 

（√ 下对上，带有尊敬的色彩） 

b. 王老师聆听了大家的发言。 

（√ 上对下，表示对说话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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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王老师聆听了我的汇报。 

（× 上对下，有上下、谦敬颠倒之嫌） 

关于“聆听”一词，其实在微博或学术

刊物上已有好几篇文章讨论过了，观点基本

一致，看法都有道理。其中，刘娜从分析

“聆”的本义入手，再考察“聆听”连用以

后的意义以及发展演变，认为“聆听”这个

词古已有之，是一个同义并列结构的合成词

（《说文》“聆”“听”互训，“聆”本义为

仔细听），“表示集中精力认真地听，指虔诚

而认真地听取，带有尊敬的色彩，含有听者

自身的诚恳之意，也含有对说话者的崇敬之

情。多用于听取自己敬重之人的谈话和教

诲，用于群众对领袖、下级对上级、晚辈对

长辈、学生对老师，宾语多由‘教导’‘报

告’‘演讲’‘发言’等词语充当”；“聆

听”还可以用于具体的事物，例如风声、雨

声、歌声等，也往往指认真仔细地听[1]。 

但目前大家对“聆听”一词语义和语用

的分析，都是随机选取若干用例进行解释，

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对“聆听”为什么带

尊敬色彩、在什么样的语境里带尊敬色彩等

问题探讨不够深入。本文拟利用北京大学

“现代汉语语料库”语料，对“聆听”全部

用例作穷尽性的整理分析，考察其具体使用

情况，以便得出一个建立在客观语用事实基

础上的结论，而不是光凭“语感”的判断。 

经检索，语料库中“聆听”共有 1941

例，剔除重复的，实际共 1888 例。根据“聆

听”对象的不同，把语料分成两大类，即聆

听人的说话（报告、演讲、发言、教诲、介绍

等）和聆听其他声音（如歌曲、音乐、风声、

鸟叫、时代的呼唤等）。统计得出，聆听人的

说话共 1266 例，聆听其他声音共 622 例。 

先 看 聆 听 人 的 说 话 。 这 类 材 料 也 包 括

“聆听者”“聆听与诉说”“聆听父亲”等

聆听的实际对象是人的说话而形式上不带宾

语或宾语为人的用例。根据聆听者与说话者

身份、地位的不同，我们分为下对上、上对

下及对等三种情况。 

关于下对上：聆听者与说话者之间往往

是学生与老师、晚辈与长辈、下级与上级、

群众与领导、信徒与被信仰者等关系，聆听

的宾语常见的有讲解、讲话、讲授、训诫、

训导、指示、指导、教诲、教导、高见等，

也可不带宾语。例如（限于篇幅，每类最多只

举四例，下同）： 

（1）这是我最后一次当面聆听两位

老师对戏剧运动、戏剧创作的精辟见解。

（《人民日报》1994 年 7 月 13 日第 8 版） 

（2）全场自始至终悄然无声，听众

屏息凝神，聆听着中国国家主席的演讲。

（《人民日报》1995 年 7 月 14 日第 6 版） 

（3）慈悲的佛陀！我今日聆听你的

指示，像是开启我的慧眼，对于布施，我

又有更进一层的了解。（星云大师《释迦

牟尼佛传》） 

（4）当年的全国第一届妇女代表大

会由邓颖超作主要报告，金凤就在座中仔

细聆听。（《人民日报》1993 年 8 月 18

日第 3 版） 

这类“聆听”显而易见带有尊敬的色彩。 

关于上对下：聆听者与说话者之间的关

系与下对上正好相反，聆听的宾语有意见、

发言、表达、诉说、要求、看法、叙述、愿

望、倾诉等，也可不带宾语。例如： 

（5）在日益开放及民主的社会，决

策者在作出决定时多花些时间去讨论，去

聆听社会人士的意见，这样才会获得大众

的支持。（《人民日报》1998 年 8 月 12

日第 11 版） 

（6）我的工作呈两极化，上课时，

我必须扯着嗓子说话；下课后，我必须静

心聆听学生的倾诉。（杰克・坎菲尔《心

灵鸡汤》） 

（7）六世班禅为祖国边疆稳定和民

族和睦作出了积极贡献，乾隆皇帝特为其

在承德避暑山庄建造了须弥福寿庙并聆

听教法。（《人民日报》1995 年 2 月 15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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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主持讲课的副书记丁廷模把教

授请上主席台，然后和赵富林等自治区领

导恭恭敬敬地坐在台下聆听。（《人民日

报》1996 年 1 月 8 日第 4 版） 

这类“聆听”虽然用于上对下，但也明

显含有聆听者自身诚恳谦虚和对说话者尊敬

之意。 

关 于 对 等 ： 聆 听 者 与 说 话 者 是 平 等 关

系，没有上下、尊卑的差别。往往出现在对

话沟通、参观游览、采访报道、交流合作、

开会发言等场合。聆听的宾语大多是表达、

报告、说话、讲话、谈话、演讲、介绍等，

也可不带宾语。用于对等关系的“聆听”从

语义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带有尊敬的色

彩。例如： 

（9）温总理讲话吸引了所有代表的

注意。坐在温总理右边的奥地利总理许塞

尔身体前倾，仔细聆听。（新华社 2004

年 10 月 10 日新闻报道） 

（10）穆加贝总统说，从西方新闻报

道看中国的政策与亲自聆听主席的阐述

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重申对非洲的政

策，我们感到很高兴。（《人民日报》1996

年 5 月 22 日第 1 版） 

（11）我们和主人一起，一边品尝他

们刚刚生产出来的“贺兰山”牌干红、干

白葡萄酒，一边聆听他们回顾走过的历

程。（《人民日报》2000 年 3 月 15 日第

1 版） 

（12）上千名听众凝神聆听，上千双

眼睛流露敬重之意。今天下午，“国有企

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先进事迹报告团”的报

告在上海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

1998 年 6 月 2 日第 4 版）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有 些 用 于 对 等 关 系 的

“聆听”，敬意的指向不是说话人，而是说

话的内容。例如： 

（13）然而，当你聆听完讲解员关于

这位“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

己”的人的生平介绍之后，他的高大形象

即使铁石心肠汉子也会为之所动容、为之

肃然起敬。（1994 年报刊精选） 

（14）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部分

单位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了

孔繁森同志事迹报告会。近万名干部含泪

聆听了报告。（《人民日报》1995 年 4 月

29 日第 1 版） 

另一类尊敬色彩不明显，主要表示仔细

倾听。例如： 

（15）在图文展厅，观众们围在讲解

员前，仔细聆听案情。（新华社 2001 年 9

月 5 日新闻报道） 

（16）两名被害英国球迷的家属对记

者说，他们对判决被推迟并不感到意外，

他们原本也没有要到土耳其聆听上述判

决的准备。（新华社 2002 年 4 月 5 日新

闻报道） 

（17）理解诠释指的是听者聆听说话

者表达的时候，作自我推理及诠释，以理

解说话者的内容及意向等。（刘珣《汉语

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简论》） 

（18）当男人和女人之间不谈什么爱

与不爱，感性与理性也就失去了意义。见

面、聊天、品酒、聆听，或天、或地、或

严肃、或风情，在简单之中感觉着。

（852835《我与上司有过约会》） 

事 实 上 ， 所 谓 “ 带 有 尊 敬 的 色 彩 ” 与

“尊敬色彩不明显，主要表示仔细倾听”，

两者的边界是模糊的，有些例子我们很难判

定其具体归属。例如： 

（19）我们必须愿意聆听别人的话

语。聆听本身就是理智的开始。（大卫·博

姆、克里希那穆提《超越时空：20 世纪最

卓越的两位心智大师的对话》） 

（20）诚实地面对、承认自己的偏见，

并且聆听对手的观点，容忍对方的偏见。

（亨利·艾伯斯《哈佛经理谈判能力与

技巧》） 

（21）大家都喜欢有趣的事，比起一

大堆枯燥的统计数字，他们更愿意聆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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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发言。（罗锐韧《哈佛经理手册》） 

这是因为，凡是仔细听、用心听、认真

听，大多是出于对说话者或说话内容的在

意、重视，而人们对在意、重视的人或事往

往怀有敬意。 

把语料库中聆听人的说话的用例根据所

属类别和带不带敬意情况进行统计（表 1）（由

于语料的复杂性和语义的模糊性，分类和统

计只能是粗线条的。下同）： 

表 1  “聆听”用于人的说话情况统计 

 下对上 上对下 对等 合计及

比例 

数量 

及比例 

728 

57.5% 

73 

5.8% 

465 

36.7% 

1266 

100% 

带敬意数 

及比例 

728 

57.5% 

73 

5.8% 

324 

25.6% 

1125 

88.9% 

不带敬意数

及比例 

0 

0% 

0 

0% 

141 

11.1% 

141 

11.1% 

再看聆听其他声音。根据声音性质的不

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歌声、乐曲

声、钟声等人为的声音，一类是动物、自然

界的声音，还有一类是虚拟的声音。 

第一类的例子如： 

（22）颁奖时刻，边建欣和罗志强聆

听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凝视

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泪如雨注。（《人

民日报》1994 年 7 月 29 日第 11 版） 

（23）多少年来，我们在不同的场合

聆听过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人

民日报》1993 年 12 月 18 日第 7 版） 

（24）她是贝多芬的崇拜者，但因无

钱购买音乐会的门票，一直未能聆听贝多

芬本人的演奏。（中国儿童百科全书编委

会《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25）广大观众纷纷来到军博，聆听、

观赏这一难得的编钟展演。（《人民日报》

1993 年 12 月 28 日第 12 版） 

如果聆听的对象是国歌、名曲等，一般

都带有敬意，如以上各例。如果聆听的对象

是一般的歌曲、音乐或其他，就不一定带有

敬意。例如： 

（26）神秘夜总会使您聆听到美的旋

律，超一流的电子游艺设备将会提高您的

智慧。（1994 年报刊精选） 

（27）语音信箱——收取并聆听语音

讯息。（《Nokia E90 用户使用手册》） 

以上两例“聆听”就是听，不带尊敬

色彩。 

第二类的例子如： 

（28）步出沈敏杰寓所，聆听墙缝里

蟋蟀的轻声柔唱，遥望天宇中的一轮明

月，头脑里始终萦绕着这几年问题。（1994

年报刊精选） 

（29）我嗅着草香、聆听鸟鸣，用肌

肤感受着风。（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 

（30）每当形势低落时，他总要聆听

太湖穿云裂石、如鼓如雷的潮声，从中汲

取勇气和力量。（1994 年报刊精选） 

（31）聆听那轻轻的水浪拍岸声，观

赏那不甘寂寞的鱼儿跃出水面时荡起的

涟漪，我觉得自己似要与这绝妙的自然融

为一体了。（《人民日报》1994 年 8 月

27 日第 7 版） 

这类“聆听”一般不带敬意，只是表示

仔细倾听。 

第三类虚拟的声音是指借助修辞手段（主

要是拟人）所产生的“声音”，如： 

（32）人们可以聆听到，在这块土地

上，安徽人民坚实有力、百折不挠、奋力

前进的脚步声。（《人民日报》1994 年 1

月 14 日第 8 版） 

（33）陈列室里，孩子们仰着头看每

一幅图片，把小脸贴在玻璃上看每一件实

物，用幼小的心灵聆听历史的诉说。（《人

民日报》1995 年 6 月 3 日第 2 版） 

（34）发现人生的真谛，寻求生存的

智慧，金马似乎聆听到了时代的呼唤。

（《人民日报》1993 年 9 月 4 日第 8 版） 

（35）触摸着古城的肌肤，感受着古

城的呼吸，聆听着古城的心跳，生命的延

续与历史的变迁在那一瞬间融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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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1996 年 1 月 11 日第 11 版） 

这类“聆听”一般也不带敬意，只是表

示听或倾听。 

把语料库中聆听其他声音的用例根据所

属类别和带不带敬意情况进行统计（表 2）： 

表 2  “聆听”用于其他声音情况统计 

 歌声等 

人为声音 

动物及自 

然界声音 

虚拟 

声音 

合计及

比例 

数量 

及比例 

525 

84.4% 

62 

10% 

35 

5.6% 

622 

100%

带敬意数 

及比例 

102 

16.4% 

0 

0% 

0 

0% 

102 

16.4%

不带敬意数

及比例 

423 

68% 

62 

10% 

35 

5.6% 

520 

83.6%

综合表 1、表 2，北大语料库中“聆听”用

例的分类及带不带敬意情况进行统计（表 3）： 

表 3  “聆听”使用情况汇总 

 人的说话 其他声音 合计及比例

数量 

及比例 

1266 

67% 

622 

33% 

1888 

100% 

带敬意数及

比例 

1125 

59.6% 

102 

5.4% 

1227 

65% 

不带敬意数

及比例 

141 

7.5% 

520 

27.5% 

661 

35% 

尽管以上统计不是十分精细且带有一定

的主观性，但是大致能够反映基本情况。数

据显示，“聆听”用于人的说话，如果聆听

者与说话者是下对上或上对下的关系，一般

都带有尊敬的色彩；如果是对等关系，大多

数（69.7%）带有尊敬的色彩，少数（30.3%）

不带尊敬的色彩；三种情况中，带有尊敬色

彩的占 88.9%，不带尊敬色彩的只占 11.1%。

“聆听”用于其他声音，如果聆听对象是歌

曲、音乐等人为的声音，少数（19.4%）带有

尊敬的色彩，大多数（80.6%）不带尊敬的色

彩；如果聆听对象是动物及自然界的声音或

者虚拟的声音，一般都不带尊敬的色彩；三

种情况中，带有尊敬色彩的占 16.4%，不带尊

敬色彩的占 83.6%。在所有用例中，带有尊敬

色彩的占 65%，不带尊敬色彩的占 35%。简

言之，“聆听”用于人的说话，绝大部分

（88.9%）带有尊敬的色彩；而用于其他声

音，则正好相反，绝大部分（83.6%）不带尊

敬的色彩。 

为什么有的“聆听”带尊敬色彩，有的

则不带尊敬色彩？带不带尊敬色彩是取决于

词义，还是语境，还是其他？ 

我 们 认 为 ， “ 聆 听 ” 之 所 以 带 尊 敬 色

彩，一是词义赋予的，二是语境造就的。从

词义看，“聆听”本指“仔细注意地听”，

仔细注意地听人的说话，“含有听者自身的

诚恳之意，也含有对说话者的崇敬之情”[1]，

因而带有尊敬的色彩。从语境看，说话者如

果是聆听者尊敬的对象，或是聆听者自谦敬

人意义上的尊敬对象，或者聆听的对象是值

得尊敬的事物，因而“聆听”就带有敬意。

也即因为听得仔细认真，而又面对的是尊敬

的对象，两者合力，“聆听”就产生了这种

表敬的附加意义。 

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用例，“聆听”并

不带敬意，从表面上看，这与语境有关。语

境中，没有需要尊敬的对象，尤其是动物及

自然界声音，不存在尊敬与不尊敬的问题，

“聆听”自然就不含敬意了。这种情况会给

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聆听”带不带敬

意，都是语境在起作用，而与“聆听”本身

无关。如上所说，“聆听”表敬意，是词义

和语境合力作用的结果。“聆听”不带敬

意，这固然与语境有很大关系，但与语境有

关是从“结果”来观察的，本质上（真正的

“原因”）是词义发生了变化，即原先带敬意

的用法被泛用了，“聆听”变成了单纯表示

“仔细听”甚至等同于“听”。那么“聆

听”为什么会被泛用呢？除了“聆听”本身

含有“仔细听”的意思之外，还有几个原

因：1. “聆”是文言词，“聆听”是书面

语，比较正式、典雅，符合文人的口味。2. 

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聆听”比“听”

无论在节奏上还是在语体上都更容易与其他

词语相搭配相协调；而且“听”没有其他合

适的同义双音词。3. 一般人不了解“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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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在下对上的场合、有表敬的色彩，而把

它当作“听”的同义词、等义词来使用。正

是由于人们对典雅词语的青睐、双音节词语

的节奏及语体优势，加上误解误用，导致

“聆听”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经常出现在

不带尊敬色彩的语境里了。 

上面说过，“聆听”用于人的说话，绝

大部分（88.9%）带有尊敬的色彩。但这种尊

敬的色彩来自听者的态度，而不是讲者的要

求。所以，“谁聆听谁”有讲究。通过语料

库语料分析，结合语感，“谁聆听谁”主宾

语人称使用情况可以简要概括如下（一个

“×”表示一般不说，两个“×”表示不

说；一个“√”表示一般可说，两个“√”

表示可说）： 

a. 你聆听我的发言。（××）  

b. 他聆听我的发言。（××） 

c. 你聆听他的发言。（×）  

d. 他聆听她的发言。（√） 

e. 我聆听他的发言。（√√）   

f. 我聆听你的发言。（√√） 

由此可知，“聆听”的宾语不能有第一

人称属格定语，且“聆听”的主语罕用第二

人称。 

现在再回到“谢谢聆听”上来。“谢谢

聆听”就是“我谢谢你（你们）聆听我的发

言”，其中含有“你聆听我的发言”。而

“你聆听我的发言”在“谁聆听谁”的格式

中是最不可接受的，所以不合适。大凡评

比、评审、答辩，发言人面对的是专家、评

委，两者的身份是不对等的，汇报完了说

“谢谢聆听”，这是上下颠倒、贬人尊己

了，显然用错了。即使是一般的报告、朗

诵、讲座等，说话人与听众是平等关系，甚

至是老师与学生、长辈与晚辈等关系，结束

时说“谢谢聆听”，也有悖于我国自谦敬人

的文化习俗，也是用错的。总之，凡是别人

听“我”的说话，都不能用“聆听”。 

“聆听”之所以出现理解和使用上的混

乱，与现有词典解释不够准确、不够详细不

无关系。特别是《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

语规范词典》，两者都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

汉语规范化服务的，但它们把“聆听”分别

释为“听”和“仔细听取”，没有完全揭示

出这个词的语义或语用特点。现代汉语里有

些复音词在使用的时候往往有一定限制，如

“倾听”指细心地听取，多用于上对下；

“莅临”指到来、来临，多用于贵宾；“器

重”指看重、重视，用于长辈对晚辈、上级

对下级。这三个词，上面两部词典的解释都

很到位。而它们对“聆听”的释义却不够全

面，建议修正为：“仔细地听。用于听人说

话时，多带有尊敬的色彩。”词典释义具有

规范和导向作用，准确的释义有助于人们准

确地使用和理解“聆听”一词。 

还有一个问题是，既然“谢谢聆听”用

法有误，那么说话人要表达类似意思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说法呢？有。“聆听”换成“垂

听”即可。《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垂”字

条义项五：“〈文〉敬词，用于称别人（多为

长辈或上级）对自己的某些行动：～听｜～

询。”“垂”，俯下身子。作为敬词，有对

方降低身份、屈尊来做某事的意思，“垂

爱”“垂察”“垂教”“垂念”“垂问”即

其例。“垂听”的例子如茅盾《子夜》九：

“他挺一下胸脯，准备把读破万卷书所得的

经纶都拿出来邀取赵伯韬的垂听。”“谢谢

垂听”既道出了说话人对听众的感谢，又具

有尊人抑己的表达效果，所以完全可以取代

“谢谢聆听”。事实上，现在许多发言人在

其 报 告 结 尾 的 PPT 上 写 的 就 是 “ 谢 谢 垂

听”。但“谢谢垂听”也不能滥用，如果中

小学学生朗诵或发言结束时使用“谢谢垂

听”，就不够得体，因为“垂听”文言色彩

比较浓，中小学学生使用这个词，显得太有

学究气了，可改用大众化的“谢谢”或“谢

谢大家”。 

当然，语言也是在发展变化的。汪维辉

先生指出：在台湾“国语”里，“聆听”已

经变成了“听”的书面语等义词，所以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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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做报告时，最后一张 PPT 出现“谢谢聆

听”，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2]。但在大

陆，至少是现在，使用“谢谢聆听”还是需

要注意场合和语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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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mantic and Pragmatic Analysis of “Lingting”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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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corpus of “modern Chinese corpus in Peking University” to investigate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situation of the word “lingting” (聆听).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objects of “lingting” (聆听), the corpu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being listen to people’s speech, the other listen to other voices. When“lingting” (聆听) is used in 

people's speech, most of it carries the meaning of respect. And when used in the other voice, the vast majority does not carry the 

meaning of respect. And the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t is a misuse to use the “thanks for lingting (聆听)” as a modest way to 

express your respect.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and other dictionary definitions of “lingting” (聆听) are not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enough. It does need to be corr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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