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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敬语是日本文化中重要的语言现象，其使用场合多在人际交往中，以调节人际关系为主要作用。

近年来敬语的使用随着社会发展与社交需求的扩大发生了相应变化。动漫文化作为语言体现载体，有着

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青年受众基础雄厚等特点，动漫影视作品中敬语的表达会对其受众的语言习惯

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语言与文化的双向作用层面，动漫作为在全世界拥有高知名度的日本文化符号，更

应将日本文化中优秀、特色、创新的一面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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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流行文化的发展，动漫文化成为影响青
少年措辞方式和语言表达的重要因素。不仅是日本

青少年，动漫作为日本流行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符号

之一，对其他国家日语学习者的语言习得也有着广

泛影响。而敬语，就是日语语言表达中最重要且独

具特色的一部分。

《引爆摩天楼》是经典动漫作品 “名侦探柯

南”系列在 １９９７年推出的第一部动画电影，而



《纯黑的噩梦》则是同系列作品在２０１６年推出的
第二十部电影。这两部电影在众多日本动漫作品

中堪称经典，深受动漫迷及公众的热捧，在语言

文化传播层面颇具影响力———截至２０１６年，《引
爆摩天楼》在名侦探柯南剧场版系列作品官方人

气投票中名列第五位， 《纯黑的噩梦》在同系列

作品的票房排名中位居第一，达 ６３３亿日元。
两部作品时间跨度长达 ２０年，其中的敬语使用
情况及呈现的变化对探讨日本动漫影视作品中的

敬语表达具有典型性研究意义。

①日本文化厅从１９９５开展的国语调查 「国语に
'

する世论调
(

」是一项以１６岁以上的日本公民为主要对象，

以了解日本人对于国语的认识和理解的现状，为制定语言政策提供参考为目的的调查。调查以问卷和面对面调查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的人数每年基本上在３０００人以上，偶尔会达到６０００人左右，每年的有效调查率均在

６０％以上。

据日本文化厅从１９９５年开展的国语调查 「国

语に
'

する世论调
(

」①显示，二十多年间，公众

对待敬语的态度、使用敬语的方式和频率、对敬语

的掌握程度等不同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１］本

文将依托上述调查结果和相关资料，以 《引爆摩

天楼》和 《纯黑的噩梦》两部影视作品为例，分

析这些变化在日本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动漫文化

中的体现，并探究其变化原因。

一、日语语言使用中的敬语表达

公元５世纪前，日本尚无文字，在以口传承
载文化的进程中就已经产生了原始的敬语。最初

的敬语使用是与神明、祭祀密不可分的，到了 ８
世纪末奈良时代 （７１０年—７９４年），敬语在内容
使用与分类中基本可分为尊敬语和谦让语，至９
世纪前后平安时代 （约 ７９４年—１１９２年），敬语
内容中又增加了 “丁宁语 （即礼貌性敬语）”的

用法。［２］谈及敬语的使用，场合与句型是无法回

避的两个问题：场合，即敬语应何时何地对何人

使用；句型，即使用敬语的具体方法，根据不同

的句型，或是尊他语或是自谦语，可以表达话语

者不同的情感和信息。

在使用敬语的场合方面，根据日本文化厅在

２００５年进行的 「国语に
'

する世论调
(

」，日常生

活中使用敬语的场合有如下几种 （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５年 （平成１７年）「国语に
!

する世论

调
"

」の结果の概要

其中，选择前四项的的受访者最多，皆在

６０％以上；纵观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的调查报告，该
项内容的统计数据会有些许变动，但这四项仍是人

们使用敬语最主要的场合。而诸如 「相手のこと

を立てたいとき」 「上品さを表したいとき」等，

则一直不是人们使用敬语的主要场合。由此可见，

在日常的会话与交谈中，人们使用敬语的目的主要

是在会话过程中调节人际关系，表达敬意，而不是

单方面的突出某一方的身份地位。

相对与表达场合的常态化稳定，敬语句型从２０世
纪末到２１世纪初则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中。例如，
目前作为一般标准句式在大学日语课堂上讲授的尊

他语用法 「させていただく」，以前被用于某些公

共场合，例如会议、商店通知时，并不能为大多数

人所接受：「これで，会议を终了させていただき

ます。」和 「今月末で，休业させていただきま

す。」。从１９９６年的调查结果来看，其受认可程度
很低，只在８％左右；而在 ２００７年的调查中，这
一数据却提高到了２０％左右。可见随着经济与大
众传媒的发展与社交需求的变化，敬语的句式也并

非一成不变，但新的表达形式要被大众所接受，则

需要一定的时间。

二、研究对象中的敬语使用情况分析与思考

在基本明确了日语中敬语的基础概念后，下文

将着力分析本文所选取研究对象， 《引爆摩天楼》

和 《纯黑的噩梦》，期望通过对比、探讨其中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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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情况，来思考日本动漫影视作品中的敬语表

达与使用现状。

（一）敬语在使用数量、句型句式层面的分析

与思考

在１９９７年的 《引爆摩天楼》这部电影当中，

我们可以通过建筑师森谷帝二这个角色观察到敬语

的用法之一，即上文中提到的 「上品さを表した

いとき」。据统计，在本片中出现的２２句敬语中，
大部分都是出自这个角色之口，达到了１２句，占
比超过五成，以自谦语和尊他语居多。这一敬语使

用现象的出现非常有代表性，因为虽然在现实生活

当中，体现良好的教养和品位的确是使用敬语的原

则之一，但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普通民众的日常

生活中这却并不是使用敬语的主要场合。因此我们

可以大胆推测，在文学、影视作品中出现的类似语

言现象实实在在地通过搭载不同媒介进行传播，并

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对白模仿、角色模仿、偶像追捧

等不同形式，影响其受众使用敬语的行为习惯。

值得注意的是，森谷帝二与初次见面且年龄和

身份地位都低于自己的小兰和柯南的对白中也都使

用了敬语，足以说明他使用敬语是为了凸显剧中角

色作为国际知名的建筑师的教养。与此相对，柯南

和小兰在与森谷帝二对话的过程中，只是使用了

「デスマス体」，而没有使用更加郑重的敬语，这

一情况与上文中提到的调查结果略有不符。若单从

电影情节分析，柯南是小学生，从这一身份出发，

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他还没有熟练地掌握敬语的

用法，而且童言无忌，不使用敬语也不会令观众感

到十分奇怪；但小兰已经是一名高中生了，从一般

的社会常识来看，应该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敬语使用

方法，却没有使用，这一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带着这一问题意识，重新反观 「国语に
'

す

る世论调
(

」数据，发现在２００５年的调查结果当
中，若以区分不同年龄层来观察数据，１６—１９岁
的青少年选择 「目上の人と话すとき」的比例为

７８２％，低于除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外的其他年
龄段的人群 （见图２）。

此外，在 ＮＨＫ于１９９１年进行的调查中，对
于 「目上の人には丁宁な言叶を使うべきか」这

一问题，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８成选择 「そう

思う」，而在２０岁左右的人群当中，只有６成表
示赞成。由此可见，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日本
年轻人在使用敬语时就已经开始显现轻视 “敬

上”的语言表象。

图２　２００５年 （平成１７年）「国语　　　

に
!

する世论调
"

」の结果の概要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 《引爆摩天楼》影片中

在森谷帝二不在场的情况下，其他角色在对话中提

及他的时候也都没有使用敬语。不过关于是否应该

对谈话中所提到的不在场的第三人使用敬语，根据

逐年的调查结果来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主

要还是从说话人的角度和实际情况来考虑。

在２０１６年 《纯黑的噩梦》这部电影当中，

「させていただく」这一句型被使用了三次，数量

虽不多，但在仅有的１５句敬语当中占比达到五分
之一，其出现的场合分别是在新闻报道、公共场所

的广播及警察与医生的对话之间。其实早在２００７
年的调查中，就已经很明确地阐释了这一敬语句式

的基本含义：一是说话人的行为需要取得听话人或

第三方的认可；二是说话人认为自己因为这件事情

而受到恩惠。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语言

表达需求也不断增强，这一句型的适用范围也逐渐

扩大。最典型的一种情况，为了表达尊敬，其被广

泛运用在公共场所的广播、电视节目等场合，如同

电影中所呈现的类似。

简单对比两部电影中的敬语使用情况，最显

著的不同便是数量的减少。上文中提到，在１９９７
年的 《引爆摩天楼》中，出现了 ２２句带有敬语
的表达，而在 ２０１６年的 《纯黑的噩梦》中，这

一数字减少到了 １５句。虽然仅凭两部动漫影视
作品的数据无法得出确切结论，而且这其中不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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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角色安排、人物设置等因素所带来的影

响，但这样的数量变化很容易让人得出诸如敬语

在日本社会受重视程度降低、使用频率降低这一

结论，但笔者却并不这样认为。语言的使用与发

展是宏观的，并与语言政策紧密相关的，动漫影

视作品中所反映出的敬语的使用情况折射的是语

言现象，其表达方式数量的减少并不一定与其受

重视程度降低相关。

在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的 「国语に
'

する世论调
(

」中，关于 “关于国语知识和能力，

全社会在哪些方面存在问题？”这一问题，选择

“敬语相关的知识”的人分别占到 ３５３％、
４２１％、３５６％ （见图３），均位居调查选项数据
首位。

图３　２０１２年 （平成２４年）「国语に
!

する世论

调
"

」の结果の概要

在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０年的调查中，关于 “关心语

言使用方法的哪些问题”这一问题，选择 “敬语

的使用方法”的人都占到了６５５％ （见图４）。

图４　２０１０年 （平成２２年）「国语に
!

する

世论调
"

」の结果の概要

从上述两组数据即可得知，日本社会一直以来

对敬语的关注程度一直还是很高的，结合上述两部

作品中表现出的敬语使用量呈现减少的现象，正如

前文所述，学者及公众应正确看待这样的数量变化

与敬语使用趋势的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不能以偏概

全地简单认为敬语已经不受重视了，而应进一步追

踪并加以深入思考。

（二）敬语在使用场合层面的分析与思考

在使用敬语的场合方面， 《纯黑的噩梦》中

绝大部分的敬语都出现在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台词

以及公共场所的广播当中。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经

验可以想见，这种情况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对

话，而是一种单向的信息传达，也就是说话人与

听话人并不处于同一时空，只是对单纯的 “听

众”使用敬语，不会得到实时回应。 《引爆摩天

楼》中大部分敬语都是出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当中，而且是一种非典型的 “单向敬语”。一般

情况下，提到 “单向敬语”这一概念，通常是指

身份地位或年龄差距较大的对话中，地位低的人

使用敬语，以表达尊敬，而 「目上の人」则不必

使用。从敬语的句式和类型上来看，本片中出现

的多为传统句式和自谦语。

另一方面， 《纯黑的噩梦》中大部分的敬语

使用中都融入了授受动词。授受动词是日语中独

具特点的一部分，是许多其他语种不具有的。授

受动词因具有明确的方向性，本身就带有一定的

尊敬的含义，即我为别人做某事，我请别人做某

事和别人为我做某事，所以在使用时可以清楚地

区分开施恩者与受恩者，从而表现受恩者的感谢

和敬意。即便只是单纯使用授受动词的普通形

式，也会比直接使用动词或动词祈使形更加尊

敬，而授受动词的敬语形式就在这一基础上也更

添加了一层敬意。

不得不说，日语敬语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生产

关系的变动，在社会适用性方面不断发生变化。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时至今日敬语最主要

的用武之地是在相互对话中调节人际关系，保持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然而，通过上述两个层面的

分析，日语敬语使用所呈现出的对等趋向也越发

明显，这在广播中的主持人语、商店店员接待语

中都有体现，主持人和店员不必拘泥于一味尊称

听众或顾客，而是用更趋向平等的交流称谓进行

沟通，甚至彼此都不使用敬语。“相互敬语”“社

交敬语”的使用更为广泛。［３］特别是当今社会，

互联网带来了交流方式与语言表达的全新变革，

大众传媒与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人们接受语言信

息的渠道也更为多样。语音听书、短讯阅读、新

闻概览、流行用语、简化语都不时出现在生活

中，成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而且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一部分。在这些场合中，语言的使用自然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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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社会主流的语言习惯保持一致才能为民众所

接受，进而持续发展下去，敬语也不例外。语言

与社会生活变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４］

三、日本动漫影视作品中的敬语语言现象

在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４年的 「国语に
'

する世论调
(

」中，关于 “影响孩子的语言的因

素有哪些”这一问题，选择电视的人分别占

８３４％、８５８％和 ８１４％，选择漫画的人分别占
４４６％、４５４％和 ４５０％，可见动漫作品对孩子
的语言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见图５）。而且，如
《名侦探柯南》这样连载时间长、受众人群十分广

泛的作品，其对语言表达的影响肯定已经不限于一

代儿童。

图５　２０１４年 （平成２６年）「国语に
!

する

世论调
"

」の结果の概要①

据本文选取的这两部电影中反映出来的敬语使

用的变化来看，总结起来或许可以用日语当中的

「乱れている」来概括，即 “混乱”。

从年龄层来看，在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４

年的调查中，分别有 ７９３％、７９１％和 ７２８％

的受访者认为初高中生的语言使用存在混乱，而

这 “混乱”的当中很可能就包含了敬语的使用

（见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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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４年 （平成２６年）「国语に
!

する

世论调
"

」の结果の概要②

在２００４年的调查中显示，青少年人群在使用

敬语时，６２７％的人在必须使用敬语的场合却没

有使用，这一比例高于其他任何年龄层；另外还

有５５９％的受访青少年总是弄错尊他语、自谦语

和郑重语的使用方法。同时，全体受访者中的

８１０％都认为在敬语的使用中错误越来越多了

（见图７）。将这一现象结合上文的影响因素来

看，很难说这种 「乱れている」的现象与动漫作

品没有关系。

图７　２００４年 （平成１６年）「国语に
!

する

世论调
"

」の结果の概要

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和所受到的教育也

在发生变化。２００２年日本修订了 “学习指导要

领”，修订后的学习纲领主张 “宽松教育”，不同

以往的 “填鸭式教育”，旨在为孩子创造一个自由

３０１第２期　　　吴　硕，周心伊：日本动漫影视作品中敬语的表达与使用研究———以 《引爆摩天楼》和 《纯黑的噩梦》两部影视作品为例

①

②

图５中 “今回调查”为２０１４年 （平成２６年）数据、“平成１９年度”为２００７年数据、“平成１２年度”为２０００
年数据。

图６中 “今回调查”为２０１４年 （平成２６年）数据、“平成１９年度”为２００７年数据、“平成１２年度”为２０００
年数据。



成长的环境，这也造就了在日本被称为 “宽松世

代”的年轻人①。日本社会在战后，尤其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平等化、民主化

的倾向与追求愈发明显，如公民监督权的强化等，

这自然会在语言使用与表达上有所体现。［５］由此可

推断，在战后平等观念的熏陶下长大的年轻一代，

在语言上会有轻视 “施恩受恩”“尊长敬上”的可

能性。在日常交际中，不难发现 “谦敬 ＋尊敬”
（“ご （お） ～する” ＋“～れる”）的说法使用
也日渐频繁，出现了 “谦敬语”逐渐尊敬语化的

趋势。

上述种种都导致了 「乱れている」现象，而

且不仅仅存在于一部作品当中，大部分日本动漫影

视作品，在语言的严谨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

从作品本身来看，适当省略一些敬语的使用也许有

助于剧情的推进，简单明了的语言也更容易引起年

轻人的兴趣；但是，若谈及影响，则多少会有一些

负面消极的因素。

不过，无论是在动漫作品中还是在实际生活

中，敬语在使用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平等化的趋向

是有一定积极影响的。例如有助于使年轻人在必要

的场合对等地使用敬语，促进单向敬语向更加平

等，更加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双向敬语转化等。影片

中在餐厅、商场等场合，顾客与服务员都是用敬语

进行交谈。笔者主张在当代社会中，敬语的作用应

更多地倾向于调节人际关系，区分远近亲疏，而不

仅仅是强调身份地位的高低。

结语

日语语言中的敬语现象其实也是日本社会历史

变迁中的一种特殊映照，在一定程度上记载着日本

的文化积淀与精神信仰。［６］语言现象与文化传承是密

不可分的，关注敬语的使用不仅是要重视其使用现

状，更是要在新的语言表达形式中探寻出口与路径。

结合两部电影中敬语的使用情况和 「国语に

'

する世论调
(

」中所显示的近二十年来日本人

在使用敬语方面的种种变化，希望可以引发动漫文

化传播者、使用者、受众群体的更深入思考。作为

动漫影视作品，在保证剧情和观看感受不受影响的

同时，应尽可能完善敬语的使用。无论是使用的场

合还是语法方面，都应该力求标准、规范，避免带

给观众错误的引导。尤其是对于新近流行起来的敬

语句型是否能够使用在作品当中，更需要仔细斟

酌，在完善敬语使用的同时，动漫作为以年轻人为

主要受众的流行文化，也应该起到一定的正面引导

作用。特别是在语言与文化的双向作用层面，动漫

作为在全世界拥有高知名度的日本文化符号，更应

当将日本文化中优秀、特色、创新的一面展现出

来，既保留日语中注重礼仪的语言特色，也要体现

日本社会平等、包容、开放的新面貌从而发挥其在

语言使用与文化传播中的先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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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日本，“宽松世代”常被普遍认为以自我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