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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同意应答语的情绪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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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表达同意态度的应答语根据话语所体现出的言语行为可以分为“认同”、“确
认”、“接受”三大类，但实际会话中说话者常常有细致表达自己情绪倾向的需要，这些对于母语者

来说是很熟悉的，二语学习者也有这样的情绪表达需要，但是对于目的语中哪些形式对应哪些情

绪倾向是含糊不清的，所以导致完成高级口语学习后，即使在课堂教学中有较好口语能力的学生

在实际交际中态度表达单一或不得体。本文旨在将汉语同意应答语中表达不同情绪倾向的形式

归纳出来供对外汉语教师使用，以帮助教师更有效地提高二语学习者的言语交际能力，满足学生

自身情绪表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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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掌握一门语言，最终目的是获取语言能力，语言能力不外乎表达自己的语言能力和与人交际的

语言能力两大类。表达自己的态度是表达自己的一个重要方面。凭借语感，母语者一般都熟知且

能熟用母语中丰富的态度表达形式，在这方面，二语学习者能熟知且能熟用的形式则单一得多。众

所周知，语言使用者能驾驭的语言形式越丰富，其语言水平就越高，反之，其语言水平则越低。二语

学习者在目的语态度表达对应形式上的模糊无知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们口语能力的提高。

态度表达形式的多样性，表现在态度表达存在着情绪倾向的不同，这些情绪是说话人自然表达

的需要。能否灵活运用相应的语言形式表达自己不同情绪倾向的态度，是二语学习者在口语技能

培养中高级阶段的一个瓶颈。这就要求对外汉语教师将态度表达及态度的情绪倾向作为教学重

点。在此之前，需要弄清的是现代汉语中的态度表达有哪些语义内涵，每种语义内涵常对应哪些语

言形式，同一语义内涵下的不同语言形式在情绪倾向上有哪些细致差别。本文旨在从本体研究的

角 话在义 清 ； 言应 中内重 的清 者 达 此 义内式级同受的达形式大 言 相 绪 的 绪 应 受汉的情大 就 度的汉的清 终，表达 究此 语 此 交 内 同 究语汉些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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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人对发话人话语作出的同意应答的“同意”，根据应答语所行使的言语行为的不同，可以分为三

类（张治，２００９：２１）：
（一）应答者对发话者提出的观点表示认同：【观点－认同】
（１）亚茹：“我看咱们也别瞎操心了。这是人家两个的事，成与不成也在他们两人之间，没准人

家已经私下有了默契了。”

沪生：“就是就是，咱们就别在这儿瞎捣乱了。”（王朔《刘慧芳》）

（２）马兰给自己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后说道：
“我觉得很有趣，我写出了一封信，十二年后才收到回信，我觉得很有趣。”

“确实很有趣。”周林表示同意，……（余华《战栗》）

（３）甲：学口语就应该多听多说。
乙：是那么回事，光看书可不行。

（４）“我是关心你。我怎么不去管大街上那些野小子在干吗？谁让你是我儿子的。”
“所以呀，我也没说别的，要是换个人给我来这么一下，我非抽歪他的嘴。”（王朔《顽主》）

（二）应答者对发话者提出的猜测表示确认：【猜测－确认】
（５）李嫂没走，在桌边坐着，还说：“怎么样，我炒的韭菜炒蛋味道不错吧。”

小芹说：“不错。”（刘国芳《刘国芳小小说三篇》）

（６）“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７）阿春：你恨我，对吗？
宁宁：不该恨吗？（确认：我恨你，而且应该恨。）（《北京人在纽约》）

（三）应答者对发话者作出的请求、要求、邀请、建议、提供等表示接受：

１．【建议－接受】
（８）“善老，”方文玉有点抱歉的神气，“请原谅我年轻气浮，明天万一太晚了呢？即使和山木可

以明天会商，您这儿总是先来一队人好吧？”

“也好，先调一队人来，”包善卿低声地象对自己说。（老舍《且说屋里》）

２．【要求－接受】
（９）“你老嚷什么？”大胖子不耐烦地训宝康，“就你烦人，没个眼力价，这会儿有你什么事？再

嚷把你轰出去。”

宝康蔫了：“好好，我不说了。”（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３．【提供－接受】
（１０）甲：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请您收下。

乙：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也就是说，汉语中的同意主要包括认同、确认、接受三种语用意义内涵。这三种语用意义内涵

可具体表述如下：汉语对话中能引出同意应答语的话语，语义上总是与同意应答语构成像“观点—

认同”、“猜测—确认”、“请求［１］—接受”这样位置相邻、语义相衔接的“同意话语对”［２］，“话语对”

又称“相邻对（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ｐａｉｒ）”［３］。发话者所说的话称为引发语，应答者的回答称为应答语。

二、汉语同意应答语表现手段的基本分类

根据第一手语料的搜集和分析，排除掉非语言层面表示同意态度的动作、沉默等，我们发现语

言层面上，汉语同意相邻对中应答语凸显同意态度一般分为两类：一类只看应答语，可以直接通过

·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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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语开头部分，让听者体会出应答者的态度为同意，我们把开头具有独立凸显态度功能的部分称

为“鉴定形式”；另一类则必须通过引发语和应答语之间的语义重复或语义衔接，才能让听者体会

出应答者的态度为同意。

汉语同意应答语的系统可以用（图一）表示如下：

图一

如图一所示，含鉴定形式的同意应答语表现手段包括鉴定形式独用（ＪＤ）（如例（８））、鉴定形
式连用（ＪＤ１，ＪＤ２）、鉴定形式和同义重复连用（ＪＤ，Ｒ）（如例（１１））；不含鉴定形式的同意应答语表
现手段主要包括同义重复（Ｒ）和语义衔接（Ｘ）：同义重复（Ｒ）包括同形同义重复（ＴＸＲ，如例（５））
和异形同义重复（ＹＸＲ）。

（１１）“宝康，你这人什么都好，就一条：太傲。”马青责备他。
“没错，我真是这样。我也觉得这样特别不好，老让别人觉得巴结都巴结不上。我现在这

已经改了不少了，过去，我连我妈都不正眼瞧一下。”宝康痛快地承认。（王朔《你不是一

个俗人》）

异形同义重复（ＹＸＲ）可通过三种方式构成：（１）前加强调副词（ＱＤＦＣ）“真、确实、是、可、肯定”
（如例（２））或后加程度补语（ＣＤＢＹ）（如例（６））；（２）通过实指代词（ＳＺＤＣ）“这样；这么、那么；这个、
那个”（如例（３））；（３）通过类同副词（ＬＴＦＣ）（如例（１２））；而语义衔接（Ｘ）主要包括：（１）反问句
（ＦＷＳ），如例（７）；（２）与引发语构成广义复句关系［４］的句子（Ｓ），如构成因果关系的，例（４）。

（１２）“这太岂有此理了。我们已经在赚钱，倒可以不贴旅费，孙小姐第一次出来做事，哪里可
以叫她赔本？你到了学校，一定要为她向当局去争。”

“我也这样想，补领总不成问题。”（钱钟书《围城》）

·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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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意应答语表现手段的情绪倾向分类

关于语言态度，陈松岑（１９９９）一文中对其进行了分类，将语言态度分为感情方面和理智方面
两类。“感情方面的语言态度指的是说话人或听话人在说到、听到某种语言时，在情绪、感情上的

感受和反映。它常常是十分自然甚至是不自觉地、下意识地出现的”。也就是说，汉语母语者在说

到某些语言形式时表达出来的情绪倾向其实是一种语言的感觉，每个母语者都具备的这种感觉使

得母语者有可能通过选择不同的话语形式来表达不同的情绪倾向，而没有这种感觉的二语学习者

只能通过学习哪些语言形式常对应哪些情绪倾向，来弥补自己在这一块的语用交际缺失。

如前所述，汉语中的同意可概括为认同、确认、接受三种语用意义内涵。实际语料显示，人们在

使用这几种语用意义内涵时所表达的情绪倾向往往只有程度的不同，可在一个两端明显、中间模糊

的连续轴（见图二）上表示出来，我们暂且根据语感将两端的实线部分称为欣然类情绪倾向和勉强

类情绪倾向，中间的虚线部分即是情绪倾向不那么明显的部分。

本文中我们会将这些界限明显的态度倾向对应的有规律的语言形式归纳出来，供汉语教师教

学或留学生学习用。具体而言，欣然类的情绪包括欣然认同、十分有把握的确认和欣然接受；勉强

类的情绪包括勉强认同、不太有把握的确认和勉强接受。

图二

在情绪倾向方面，不含鉴定形式的同意应答语比含鉴定形式的同意应答语单一得多，比如：语

义重复（Ｒ）中，一般没有明显的情绪倾向，带有明显情绪倾向的包括：同形语义重复（ＴＸＲ）的重叠
形式可用来表示欣然类情绪，如：

（１３）我常常教导她：“你理论虽懂，可实践太少。”
她连连点头称是：“实践太少，实践太少。”

进入“Ａ就Ａ吧”结构的同形语义重复（ＴＸＲ）受结构影响可表示勉强类情绪，如：
（１４）Ａ：我这儿可没什么好吃的，只有方便面。

Ｂ：方便面就方便面吧，总比饿着好。
异形语义重复（ＹＸＲ）中只有异形同义词（ＹＸＴＹＣ）通过程度加深可表达较为欣然的情绪倾向，

前加强调副词的如例（２）；后加程度补语的如例（６）。
语义衔接（Ｘ）主要通过反问句（ＦＷＳ）（如例（７））、也可以通过与引发语构成广义复句关系［５］

的句子（Ｓ）（如例（１０）属于广义的并列关系中的顺接关系；例（４）属于广义因果关系中的引发语为
因，应答语为果），但语义衔接的方式一般都不带有明显的情绪倾向。

也可以是引发语为果，应答语为因，如：

（１５）女：你俩好像很熟啊！
男：我们是多年的好友。

而含有鉴定形式的同意应答语表达的情绪倾向则相对丰富得多。从汉语同意应答语的系统可

看出，鉴定形式是能最集中反映同意态度及其情绪倾向的部分。研究含鉴定形式的同意应答语的

情绪倾向，只要把这些鉴定形式独用时表达的情绪倾向研究清楚，那么不同的鉴定形式连用、鉴定

形式和词汇重复或句子衔接连用这两类所表达的情绪倾向只是程度上的不同。鉴于此，本文以下

·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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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将集中讨论含鉴定形式的同意应答语的情绪倾向。

表达同意态度的应答语可能包含的鉴定形式有四种：独词句、准熟语句、表态词和规约性同意

应答语。

（一）独词句：鉴定形式主要围绕着“是”、“对”、“行”［６］、“好”这四个词，它们在独用时的分工

大致是：

１．“是”、“对”一般出现在“观点—认同”或“猜测－确认”相邻对的应答语中。
２．“行”、“好”一般出现在“建议类—接受”相邻对的应答语中。
３．作为鉴定形式的独词句除了这四个词的独用和叠用，还有它们各自与语气词“啊”、“呀”、

“吧”、“的”组合以及这些组合的叠用。如表１：

表１

Ｘ（独用） 是 对 行 好

ＸＸ（叠用） 是，是 对，对 行，行 好，好

ＸＸＸ（叠用） 是是是 对对对 行行行 好好好

Ｘ＋啊 是啊 对啊 行啊 好啊

Ｘ＋吧 算是吧 对吧（－） 行吧（－） 好吧

Ｘ＋的 是的 对的（－） 行的（－） 好的

　　（注：（－）表示实际口语中不存在或不常用；表示可以叠用）

带有明显情绪倾向的有：

“Ｘ＋啊”多表达欣然的情绪倾向：如“是啊”、“对啊”多表达欣然认同或是十分肯定的确认；“行
啊”、“好啊”多表达欣然接受；

“Ｘ＋吧”多表达勉强的情绪倾向：如“算是吧”多表达不太有把握的确认；“好吧”多表达勉强接
受；

而“Ｘ＋的”如“是的”、“好的”，以及Ｘ（独用），则处于情绪轴的中间，倾向不明显。
“ＸＸ”（叠用）因在Ｘ（独用）基础上程度加深，所以多表达欣然类的情绪倾向。
“ＸＸＸ”（叠用）的情绪倾向和原有的Ｘ保持一致，只是作程度上的加深，如“Ｘ＋啊”的叠用多为

语速急促、迫不及待表达的程度较深的欣然情绪；“Ｘ＋吧”的叠用仍是勉强情绪，带有无可奈何认输
的倾向。“Ｘ＋吧”的叠用只是增加了客套的程度。特殊之处在于单音节的“是、对、行、好”进入
“ＸＸＸ”叠用形式，都倾向于勉强情绪，如“行行行”、“好好好”多为带有不耐烦情绪的勉强接受；
“是是是”、“对对对”是表面上为了拉近与发话人的距离而做出的的勉强认同，实际态度有所保留。

４．副词“确实”、“的确”、“真的”、“肯定”、“当然”和这四个词的组合，也能构成独词句。如表２：

表２

是 对 行 好

确实 确实是 确实对（－） 确实行（－） 确实好（－）

的确 的确是 的确对（－） 的确行（－） 的确好（－）

真的 真的是 真的对（－） 真的行（－） 真的好（－）

肯定 肯定是 肯定对（－） 肯定行（－） 肯定好（－）

当然 当然是 当然对（－） 当然（行） 当然好（－）

　　（注：在这些副词后面，更常出现的是“可以”，而不是“行”）

（（－）表示实际口语中不存在或不常用；表示可以叠用）

·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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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口语语料中，我们发现这五个副词都可以修饰表示确认或认同的应答鉴定形式“是”，

后面可以用“是这样”来补足，实际对话中，除了“肯定”外，其他四个在应答中都可以省去“是”，表

示欣然类的认同或十分有把握的确认，而“当然”后面除了“是”以外，更常出现的是“可以”，而非

“行”，表示的是欣然类的接受。

另“当然”叠用时，不管后面省略的是“是”，还是“可以”，表达的情绪都是欣然类的。

（二）准熟语句

１．词组：“没错”、“好说”
与“对”相比，“没错”独用或叠用时，表达的情绪都是欣然认同或十分有把握的确认；叠用时情

绪倾向一致，只是程度更深。“好说”表达的情绪也是欣然接受。

２．表示评价的结构：“说”＋补语
补语中可以是“得”字补语，如“说得对”、“说得是”，它们和“对”独用的应答类似，情绪倾向处

于连续轴中间，“说得好”评价性突出，情绪倾向是欣然认同；也可以是结果补语，如“说对了”和“说

着了”（补语常带有重音用于强调），其情绪倾向是十分有把握的确认。

３．带语气情态的副词和“是、对、行、好、”连用
这里的副词可以是评价副词“太”，强调语气副词“就”、“真”，缓和语气副词“也”、“算”。其中

带有明显情绪倾向的有（如表３）：
“太＋Ｘ”（Ｘ＝对、好）多表达欣然的情绪倾向：如“太好了”用于欣然接受，“太对了”用于欣然

认同。

“就／真＋Ｘ”（Ｘ＝是）多表达欣然的情绪倾向：如“就是”、“真是”、“还真是”用于欣然认同。
“也＋Ｘ”则多表达勉强的情绪倾向：如“也是”、“也对”表示勉强认同；“也好、也行、也可以”表

示勉强接受；“也＋Ｘ”可以与“倒”组合，如“倒也是、倒也对、倒也行、倒也可以”，语气进一步被缓
和，但情绪倾向不变。

“就算＋Ｘ”多表达勉强的情绪倾向。如“就算是”表示勉强认同或不太有把握的确认；

表３

是 对 行 好

太＋Ｘ＋了 太是了（－） 太对了 太行了（－） 太好了

就／真＋Ｘ 就是／真是 就对／真对（－） 就行／真行（－） 就好／真好（－）

也＋Ｘ 也是 也对 也行 也好

倒＋也＋Ｘ 倒也是 倒也对 倒也行 倒也好

就算＋Ｘ 就算是（这样） 就算对（－） 就算行（－） 就算好（－）

４．反问形式凝固习语
在汉语里，可以用疑问的形式表达确定的意思，以加强语气，几乎所有的句子都可以用反问句

形式表达出来，在对话中，反问句用得尤其多，而二语学习者却不习惯也不熟悉反问句，对其采取回

避态度。

在同意应答的语料中，我们发现主要有两类反问句：

（１）由“是”构成的反问句有：“可不”、“可不是”、“可不是嘛”、“谁说不是呢”。表达的是明显
的欣然类情绪，对已经听说或看到的事实十分肯定的确认。

（２）由“说”构成的反问句有：“还用说（升调）”、“还用说吗？”（“说”可以用“问”来替换）表达
的也是明显的欣然类情绪：可以是欣然接受；也可以是十分肯定的确认，此时应答者带有得意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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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气。

５．“这、那”与前面四项的连用
“这”、“那”的指代义较虚，可用于以下几种情况，如表４：

表４

是 对 行 好 好说

这＋Ｘ 这是（－） 这对（－） 这行（－） 这好（－） 这好说

那＋Ｘ 那是 那对（－） 那行 那好 那好说

这＋倒＋Ｘ 这倒是 这倒对（－） 这倒行（－） 这倒好（－） 这倒好说

那＋倒＋还＋Ｘ 那倒还是（－） 那倒还对（－） 那倒还行 那倒还好 那倒还好说

这（那）＋反问习语 那可不是 （－） （－） （－） 那还用说

　　（注：这里的“那”不是表示条件关系的关联词“那么”，而是已经凝固到准熟语中去了指代义较虚的词）

其中带有明显情绪倾向的有：

“那是”独用表达的是欣然认同，常带有得意炫耀的口气；叠用程度加深，情绪倾向不变，也是

欣然认同，但主要是应答者讨好迎合发话者的口气。

“那行”、“那好”表达的是勉强接受，叠用的程度比独用更深。

“这倒是”表达的情绪处于情绪轴的中间，倾向不明显。

“那可不是”、“那还用说”的情绪倾向和“可不是”、“还用说”保持一致，都是欣然类情绪，“那”

只是加强引发语和应答语之间的衔接。

（三）表态词

出现在同意应答语中的表态词有：“同意”、“赞成”、“理解”、“相信”等动词，或短语“没意见、

我看好（行［７］）”，如“我同意”、“我赞成”、“我相信”、“我理解”、“我没意见”，其情绪倾向处于情

绪轴的中间，倾向不明显。

（四）规约性同意应答语

应答者用“彼此彼此”认同发话者对之间的称赞，情绪倾向处于情绪轴的中间，倾向不明显。

用“让你破费了”、“你客气什么”、“那我就不客气了”、“恭敬不如从命了”表达勉强接受（至少

是表面上的）礼物；

用“听你的、依你的、随你的便”表达勉强接受；

用“我服了你”、“真（拿你）没办法”“（算了），只好这样”表达勉强接受；

用“说定了、说好了、一言为定”表达欣然接受。

四、结　论

综上所述，汉语母语者在对话应答中的确会有不同的形式表达有不同的情绪倾向，分布在连续

轴上，轴的中间部分界限不明显，表达的情绪倾向往往只有程度的不同；而两端界限则是明显的，对

应着一些有规律的语言形式，本文将最能标志同意应答语态度的鉴定形式中，处于两端的情绪倾向

对应的语言形式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具体而言，欣然类的情绪包括欣然认同、十分有把握的确认和

欣然接受；勉强类的情绪包括勉强认同、不太有把握的确认和勉强接受。希望能指导对外汉语教师

进行相关内容的教学；同时也能方便留学生在实际言语交际细化情绪表达时查找学习，帮助他们弥

补作为二语学习者所没有的语感，满足其目的语表达要求，提高他们的言语交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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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１］“接受”应答语的引发语可以是“请求”、“要求”、“邀请”、“建议”、“提供”五种。（参看张治，２００９）
［２］同意相邻对的概念及分类。（参看张治，２００９）
［３］相邻对的概念。（参看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１９８３）
［４］广义的复句关系包括广义的并列关系和广义的因果关系。（于聂，２００７）
［５］广义的复句关系包括广义的并列关系和广义的因果关系。（于聂，２００７）
［６］这一类包括与“行”同义的“可以”、“成”等。
［７］包括与“行”同义的“可以”、“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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