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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具体的语用环境中，现代汉语句类的功能非常强大，传统的语法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它们在具体语境中

的功能表现及原因。从语用逻辑的角度来看，该现象是人们间接使用语言的结果，也是语言得体表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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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类是根据句子的语气划分出来的句子的类
别。从句类的角度出发，现代汉语的句子可以分为

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四大类。虽然句类

的划分标准是句子的语气，但是它都能体现出句子

的功能。上述四类句子都有着它们各自的功

能［１－２］。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这四类句子的功能

都十分丰富。

一、传统语法对句类功能的解释

根据传统语法的观点，陈述句用来对客观事物

或现象进行叙述或说明，疑问句用来提出问题，祈使

句用来向他人提出请求、命令、劝阻或禁止等要求，

感叹句用来抒发感情。用言语行为理论的话来说，

这四类句子实施了各自的“言语行为”，体现出各自

的功能。例如：

（１）云南是祖国西南边疆的一块宝地。（陈述
句：陈述）

（２）云南有多少个少数民族？（疑问句：提出问
题）

（３）不得违反当地的风俗习惯。（祈使句：命
令）

（４）云南真美啊！（感叹句：抒发感情）

二、语言使用中句类的功能表现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日常生活

中，不论是工作、学习还是其他方面，人们都在使用

语言这一工具来交流思想、表达情感。但是，作为交

际工具的语言，当它进入语境之后，就会变得灵动起

来。在具体的语境中，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

叹句的功能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第一，陈述句具有除“陈述”以外的功能。

例如：

（５）班长：周五早上考物理。
（６）证人：他（被告）前天晚上来过我们小区。



（７）妈妈：不仅要认真，还要仔细。
（８）老师：尽管有困难，但是我们要有信心。
以上句子都是陈述句，但是它们的功能却都超

越了自身。在例（５）中，班长用陈述句“通知”了考
试信息；在例（６）中，证人用陈述句“提供”了证词；
在例（７）中，妈妈用陈述句“提醒”了自己的孩子；在
例（８）中，老师用陈述句“鼓励”了同学们。

第二，疑问句具有除“疑问”以外的功能。

例如：

（９）老师：你为什么又迟到？
（１０）房客：怎么又停水了？
（１１）同学：我们去西山，还是去滇池？
（１２）同事：要不是有你，我们怎么会成功？
以上句子均为疑问句，它们的功能也发生了变

化。在例（９）中，老师用疑问句“批评”了学生；在例
（１０）中，房客用疑问句进行了“抱怨”；在例（１１）
中，同学用疑问句“提出”了建议；在例（１２）中，同事
用疑问句“感谢”了听话人。

第三，祈使句具有除“请求”“命令”“劝阻”“禁

止”等以外的功能。例如：

（１３）医生：多喝水。
（１４）老师：别哭了。
（１５）领导：办公桌搬到办公室，不是放在会

客厅。

（１６）老师：不许说话。
以上祈使句在语境中同样具有了自身不具备的

功能。在例（１３）中，医生用祈使句对病人“提出”了
建议；在例（１４）中，老师用祈使句“安慰”了学生；在
例（１５）中，领导用祈使句“安排”了工作；在例（１６）
中，老师用祈使句“警告”了学生。

第四，感叹句具有除“抒发情感”以外的功能。

例如：

（１７）球迷：好球！
（１８）班长：坚持就是胜利！
（１９）老师：不仅要学习理论，更要积极投身

实践！

（２０）领导：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会取得
成功！

说话人在说出以上话语的时候，也不仅仅是为

了抒发感情。在例（１７）中球迷用感叹句进行了“喝
彩”；在例（１８）中，班长用感叹句“鼓励”了大家；在

例（１９）中，老师用感叹句“号召”同学们要积极付诸
实践；在例（２０）中，领导用感叹句“激励”了员工。

三、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是语用逻
辑的核心理论之一，它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Ｊｏｈｎ
ＬａｎｇｓｈａｗＡｕｓｔｉｎ）创立。奥斯汀的学生，美国语言哲
学家赛尔（ＪｏｈｎＳｅａｒｌｅ）继承、修正和发展了奥斯汀
的言语行为理论，使之进一步系统化和完善化。该

理论的基本主张是：说话就是做事情。从具体的言

语交际来看，人们每天都在通过语言来做各种各样

的事情。例如：

（２１）主播：第三届南博会将于今天下午落下
帷幕。

（２２）司机：由于交通管制，今天晚上，本路车去
程取消“金马坊”站点。

（２３）教师：由三个不同的音按照三度关系叠置
起来，叫作“三和弦”。

（２４）乘务员：每节车厢都设有电水箱。大家需
要用水时，可以随时取用。

在例（２１）至（２４）中，通过语言的使用，主播向
观众（或听众）播报了新闻，司机向乘客告知了公交

车站点的调整情况，教师给学生进行了知识的讲解，

乘务员向旅客发出了温馨提示。类似的语言现象在

生活中比比皆是。只要说话人说出有意义且可以被

听话人理解的话语时，说话人就实施了某种行为，该

行为就称为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在恰当的

语境条件下，说话人借助某一话语所实施的行为。

按照言语行为的实施方式，言语行为可以分为直接

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

说话人在实施直接言语行为的时候，其方式是

直截了当的，听话人不需要“绕弯子”就能明确地知

道说话人实施了什么言语行为。例如：

（２５）我的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
了构词法，第二部分……

（２６）明天的天气如何？
（２７）稍息，立正，向右看齐。
（２８）大海啊，我的故乡！
从例（２５）至（２８），我们能明显地判断出说话人

所实施的言语行为，它们分别是：陈述论文、询问天

气、发出命令、抒发情感。此时，句子的形式和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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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往往是一一对应的。

间接言语行为的实施方式则是“拐弯抹角”式

的，听话人需要“绕点儿弯子”才能断定说话人实施

了什么样的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的定义是：说

话人通过实施一种言语行为而间接实施的另一种言

语行为。在间接言语行为的分析中会涉及两种言语

行为，赛尔将它们分别称为“次要言语行为”（ｓｅｃ
ｏｎｄａｒｙ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ｃｔ）和“首要言语行为”（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ｃｔ）。在上面的定义里“一种言语行
为”即“次要言语行为”，“另一种言语行为”即“首

要言语行为”。例如：

（２９）甲：你知道去金殿的路怎么走吗？
乙：顺着这条路一直走，第二个路口左转

就是了。

在例（２９）中，甲通过话语实施了间接言语行
为。该话语表面上是疑问，而实际上却是请求。它

是通过“疑问”这一次要言语行为去实施“请求”这

一首要言语行为。此时，句子的形式和其功能不是

一一对应的，而是发生了一定的偏移。

四、现代汉语句类功能的语用逻辑解释

正是由于间接言语行为的存在，才使得陈述句、

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的功能和它们各自的形式没

有形成固定的一一对应关系。我们将例（５）至例
（２０）分析如下（见表１）：

表１　例句分析

例句序号 句类
次要言语行为

（原有功能）

主要言语行为

（实际功能）

５
６
７
８

陈述句 叙述、说明

通知

作证

提醒

鼓励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疑问句 提出问题

批评

抱怨

建议

感谢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祈使句
提出请求、命令、

劝阻或禁止等要求

建议

安慰

安排

警告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感叹句 抒发感情

喝彩

鼓励

号召

激励

由此可见，当人们在实施间接言语行为的时候，

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的功能往往会超出

它们原先的范围。此时，它们原有的功能被“降级”

为次要言语行为，而它们在语境中的实际功能才是

真正的首要言语行为。因此，在分析和解释句子功

能的时候，不能仅仅看其静态的语言形式，而要结合

语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之，在语言的实际使用

中，其形式和功能不是固定的一一对应关系。一定

的语言形式并非都表达其相应的功能，一定的功能

也并非由固定的语言形式来表达。

间接言语行为的实施涉及说话人对语言的间接

使用。在人们日常的言语交际中，对语言的间接使

用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说话人往往不是直截了

当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是拐弯抹角地来传递话

语信息。在语用逻辑中，这属于说话人的一种“语

用策略”，目的是为了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即

得体。

得体原则是语用逻辑的最高原则。说话人在使

用语用策略的时候，他必须根据具体的语境要素，例

如交际时间、交际场合、交际对象等进行交际方式的

选择。具体来说，话语得体的语用逻辑参数可以归

纳如下：第一，谁说（说话人）；第二，为何说（说话人

的意图）；第三，说什么、说几分（话语内容和容量）；

第四，对谁说（听话人）；第五，何时、何地说（情景语

境）；第六，怎样说（话语方式）；第七，达到理想的交

际效果（语效）。这七点构成了话语得体表达的必

要条件，只有当这七条必要条件都满足了，才是得体

的话语表达。可见，得体原则对语言表达提出的要

求是很高的。

间接言语行为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取

得最佳的交际效果，所以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陈述

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才会具有它们本身不具

备的功能，这都可以归结为说话人对语用策略的使

用，得体表达是交际参与者追求的共同目标，也是最

高目标。

第一，陈述句实施除“陈述”以外的言语行为，

具有除“陈述”以外的功能，是为了话语表达的得体

性。例如，例（５）“班长：周五早上考物理”，例（６）
“证人：他（被告）前天晚上来过我们小区”。

如前所述，在例（５）中，说话人用陈述句实施了
“通知”的言语行为。陈述句是对客观事物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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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叙述或说明，它本身属于“断言类”言语行为。

该类言语行为要求说话人要保证话语所表达的命题

内容的真实性。换句话说，此类言语行为涉及的命

题均为真命题。说话人使用真命题进行“通知”，一

方面保证了通知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

通知的可信度。同理，在例（６）中，说话人用真命题
进行“作证”，既保证了证词的真实性，也增强了证

词的论证性。

第二，疑问句实施除“疑问”以外的言语行为，

具有除“疑问”以外的功能，是为了话语表达的得体

性。例如，例（１１）“同学：我们去西山，还是去滇
池？”例（１２）“同事：要不是有你，我们怎么会成功？”

如前所述，在例（１１）中，说话人用疑问句实施
了“建议”的言语行为。用疑问句中的选择问进行

建议，好处在于既提供了建议的不同选择，又使建议

显得不是那么的生硬，而是有利于听话人接受。同

理，在例（１２）中，说话人用疑问句实施了“感谢”的
言语行为，增强了感谢的语气，强化了语言表现力。

另外，用疑问句实施“指令式”言语行为，该类

言语行为的行事要点是说话人让听话人做某事，带

有一定的强制性。此时说话人就必须讲求礼貌，以

礼相待，以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用疑问句来让听

话人做某事，就可以提高话语的礼貌程度，达到得体

的目的。例如：

（３０）把书递给我。
（３１）你方便把书递给我吗？
我们相信，与例（３０）相比，大家都会觉得例

（３１）更加容易接受。说话人在请求听话人为自己
做某事的时候，讲求礼貌会有助于达到理想的交际

效果，而疑问句就有这样的语用功能，因为它能给听

话人较大的余地或空间进行回应，而且听起来感觉

比较舒服，从而让听话人乐于接受。相反，如果说话

人直接使用语气比较强硬的祈使句（例３０），则会给
听话人一种傲慢无礼、盛气凌人的感觉，听话人就很

有可能不予理睬，严重情况下甚至会适得其反。

第三，祈使句实施除“请求”“命令”“劝阻”“禁

止”等以外的言语行为，具有除此以外的功能，是为

了话语表达的得体性。例如，例（１３）“医生：多喝
水”，例（１４）“老师：别哭了”。

如前所述，在例（１３）中，说话人用祈使句实施
了“建议”的言语行为。祈使句属于“指令式”言语

行为，旨在让听话人做某事。使用带有请求、劝阻意

味的祈使句来进行建议，其语气比较委婉和平缓，有

利于听话人接受说话人的主张，遵循说话人的意愿。

同理，在例（１４）中，说话人用同类的祈使句实施了
“安慰”的言语行为，这样能有效地平复听话人的情

绪，从而达到安慰的目的。

第四，感叹句实施除“抒发情感”以外的言语行

为，具有除此以外的功能，是为了话语表达的得体

性。例如，例（１７）“球迷：好球！”例（１８）“班长：坚
持就是胜利！”

如前所述，在例（１７）和（１８）中，说话人用感叹
句分别实施了“喝彩”和“鼓励”的言语行为，这样能

在喝彩和鼓励的同时，表达出说话人心中强烈的情

感，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让喝彩和鼓励更具感

染力。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陈述句、疑问

句、祈使句、感叹句在特定的语境中体现出它们本身没

有的功能的时候，确实是为了达到最佳交际效果，即得

体，但此时它们本身的功能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处于

实际功能之后，但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辅助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从语言使用的实际出发，运用语

用逻辑的理论对现代汉语句类的功能进行了研究。

通过探讨和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性的

看法。

第一，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在具体

的语言使用中，会具有它们本身所不具有的功能。

第二，这些功能的出现，是语言间接使用（间接

言语行为）的结果，也是语言得体表达的需要。

第三，当这些功能出现的时候，这四类句子原有

的功能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幕后起到推波助澜的

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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