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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运用语块语用能力调查问卷结合结构性访谈，对吉林省 5 所高校 245 名俄语专业学习者的语用能力进

行调查后发现:学生在俄汉互译过程中对俄语文化词汇理解情况一般，对表示动物、植物、颜色等语块的象征意义理解有

偏差，在言语行为知识层面表现较差。本文进一步分析语用失误的成因，探讨中俄在地理环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心
理意象等方面的认知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俄语专业语用教学及语用能力测试提出参考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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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the Pragmatic Competence of Ｒussian Learners and
the Cognitive Analysis of Pragmatic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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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is based on a research on Ｒussian learners’pragmatic competence by the pragmatic competence questionnaire on
lexical chunks and structured interviews of 245 Ｒussian-majored students in 5 universities in Jilin province．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students in Ｒussian-Chinese translation of Ｒussian cultural vocabulary is not strong． There is an un-
derstanding deviation of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lexical chunks related to animals，plants and color． And students have a poor
performance in the knowledge level of speech act．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pragmatic failure，and explores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Ｒussian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religious belief，the way of thinking and
psychological imagery． On this basis，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pragmatic teaching and pragmatic competence test of
Ｒussian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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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用能力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几年，语用能力研究开始

由其外在表现、可教性转向内隐研究，如语用意

识、社会制约机制等，其中语用能力的发展研究已

经成为语用学及二语教学领域一个新目标，并已

取得较大的研究进展。然而，已有研究多偏重于

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缺乏，且实证研究对言语行为

的调查研究居多(刘艳 2015:115)，较少有研究分

析语块语用知识和语用推理等，而且已有研究多

针对英语学习者，几乎没有以俄语学习者为调查

对象的研究。我们认为，语用知识包括所有语言

共有的普遍语用知识和某种语言特有的语用知

识，教师基于此，本文从俄汉文化语用差异的视

角，以文化语块为载体和调查单位，从语用知识和

言语行为等不同侧面调查俄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

现状及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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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块能力与语用能力的关系
学界对于语用能力的本质及内涵模块搭建未

能形成共识，但有一点已经达成共识的是，语用能

力是一个多元素构成的动态系统。我们认为，语

用能力表现为语言使用者能够充分调动语用知

识，识别语境中的最佳关联，进行语用推理，并考

虑到文化差异，在元语用意识的调控和监督下运

用各种语用策略达到合适的效果。语言能力与语

用能力的关系和差异表现为:语言能力帮助学习

者遣词造句，语用能力则帮助他们得体交往。
“语块”研究源于 1956 年美国认知心理学家

乔治·米勒提出的记忆中的“组块”(chunking)这

一概念，后被语言学家运用到语言研究领域，定义

为预制语块，即“一种连续或非连续的序列，由词

或其他有意义的成分组成”( 李慧 2012:45)。语

块是语法、词汇、语义、语境的结合体，它有机地把

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结合起来，避免语法分析法

以分析为中心、忽视语言运用的弊端，也克服交际

法以运用为中心、忽视分析的缺陷。心理语言学

证明，主体意识一旦熟悉某种语言方式、结构、模
块，在特定的情景下，它便绕过正常的处理路径，

达到预期目的，从而节约语法计算和信息处理的

时间和精力(贺莉 2014a:118)。语块具有一定的

语用功能，是构建语篇意义和语篇标识性特征的

重要手段。语块作为语言知识和文化内涵的重要

载体，直 接 体 现 本 族 语 者 的 概 念 结 构 ( 陈 松 云

2011:96)。语块中隐含某种认知机制、思维特性

和民族特点。语块中蕴含的隐喻式的推导和比喻

性的解释有助于学习者理解许多内涵意义相似而

外延意义不同的语块。比如，俄语和汉语中都有

журавль(鹤) 一词，内涵意义一样，都指某种鸟

类，但在俄语中含有 журавль 的语块或语篇中常

包含“春天的象征”的引申意义，而汉文化中“鹤”
则象征着“长寿”，因此有“松鹤延年”“鹤寿”“鹤

发童颜”等语块。语块在结构与形式上包含着深

刻的隐喻意义与文化内涵，具有该民族特有的文

化意象。综上，语块作为语言和文化的一部分，其

形式和功能远远超越语法和句法的描述能力，对

语块的掌握和使用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人

语言水平的高低，也能侧面地体现其语用能力，可

以说，语块能力既是语言能力的一部分，也是语用

能力的一个子类。

3 语块语用能力测试
3． 1 研究工具

本次语用能力测试为静态测试，测试包括文

化语块识别和理解以及言语行为测试 ( 姜占好

2009:81)。试题包括 3 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

部分是多项选择题型，包括 25 道题，每题 4 个备

选项，要求学生选出最佳答案，测试采用俄译汉和

汉译俄两种方式，以降低词汇或语法等因素对学

生语用能力的干扰;第三部分是对学生言语行为

能力的测试，采用多项选择题形式，要求学生选出

最恰当的答案。测试后随机访谈一些学生，详细

询问他们的解题过程，了解他们解题过程中的难

点和重点，为定性分析提供参考。
本测试选择民族色彩或文化内涵丰富的词汇

或语块作为测试内容，其理据如下:文化具有民族

性，文化的民族性决定语言的民族性，文化词汇是

语块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语块是语言和文化高度

结合的产物。文化词汇与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包

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都紧密相连(张

再红 2010:276);文化语义附加在概念意义之上或

隐含在概念意义之中;词汇是语言中最敏感的因

子，文化词汇最能反映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以细

微之处洞察社会的发展现状。因此，文化词汇的理

解偏差最容易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误。文化词汇的

考量与选取是参考“基础俄语”教材(1 －4 册)中出

现的词汇，这些词并不陌生，但是目的是考查这些

词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
3． 2 调查对象

本次语用测试受试均为俄语专业 3、4 年级大

学生，年龄为 19 － 23 岁，分别来自吉林省内 5 所

高校，共收回问卷 245 份，其中有效问卷 214 份。
3． 3 调查结果

3． 31 第一部分测试题的调查结果

本次语用测试第一部分的试题是根据给出的

俄语语块选择相应的汉语解释，答题统计结果如

表1所示。本题主要通过让学生判断含有颜色、动
物等俄语语块的汉译理解是否正确，考查学生对

带有文化内涵或文化语义色彩的俄语语块的掌握

情况。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仅答对 15 道题目中

的 5 道试题，其余 10 道题( 大部分是含有颜色词

的语块) 的正确率都不高，甚至出现干扰项的选

择大大超出正确项的选择比率，说明学生未深刻

领会俄语中颜色词所附带的感情色彩和价值意

义，其原因是不了解中俄文化差异对于词汇附加

意义的影响。
3． 32 第二部分测试题的调查结果

本部分试题通过学生对带有动物、植物汉语

语块的俄语理解情况，考查学生对俄、汉语中动

物、植物的象征意义的理解和掌握，参见表2。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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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10 道题目中仅有 1 道题目大部分学生都

答对，其余 9 道题目都只有少部分学生答对，干扰

项的选择率超出正确选项，说明学生们对这类语

块的认知存在较大困难，受母语文化干扰很大。

表1 第一部分试题答题情况一览

编号 题目 正确答案 正确率 干扰答案 干扰率

1 зелёная улица 行车时的畅通无阻 52． 8% 种满树的街道 28． 5%
2 пятое колесо 多余的事 32． 7% 备胎 41． 1%
3 лебединая песня 绝笔，最后的佳作 38． 3% 美妙的歌喉 47． 2%
4 красная строка 文章或段落的第一行 12． 6% 重点标注的一行 66． 8%
5 сидеть на Камчатке 旁观地 0% 指坏学生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 79%
6 чёрные люди 黎民百姓 34． 6% 黑户 44． 9%
7 куриная память 记忆力差 70． 6% 记忆力好 15． 9%
8 белая ворона 标新立异的人 79． 4% 漂亮的人 5． 1%
9 рыбачья натура 冷漠的性格 32． 7% 人缘好的特质 36%
10 зелёный парень 幼稚的青年 51． 4% 快乐的青年 29． 4%
11 чёрная работа 粗活 32． 2% 不正当的职业 47． 7%
12 розовый день 晴朗的一天 21% 浪漫的一天 65． 4%
13 белый танец 女方邀请男方的舞蹈 24． 8% 庄重的舞蹈 39． 7%
14 семейная сцена 两口子吵架 35． 5% 家庭晚会 50%
15 медвежья услуга 帮倒忙 53． 3% 大材小用 25． 7%

表2 第二部分试题答题情况一览

编号 题目 正确答案 正确率 干扰答案 干扰率

1 引狼入室 пустить козла в огород 27． 1% пустить волка в гору 36． 4%

2 一山容不下二虎
два медведя в одной бер-
логе не живут．

37． 9%
два тигра на одной горе не
живут．

42． 5%

3
象征着爱嚼舌头、传播

小道消息的动物
сорока 17． 8% воробей 57． 5%

4 形容害怕的心情
дрожит， как осиновый
лист

15． 9% дрожит，как рябиновый лист 43%

5 少女的象征 берёза 53． 7% ива 19． 2%

6
鸡皮疙瘩，形容人皮肤

不好
гусиная кожа 20． 6% куриная кожа 39． 7%

7 人眼角的鱼尾纹 гусиные лапки 24． 8% рыбачие лапки 49． 1%
8 形容人胆小 заячья натура 38． 3% мышиная натура 43%
9 形容人鼠目寸光 рыбачий кругозор 8． 9% мышиный кругозор 54． 2%
10 形容人健壮 бычье здоровье 10． 3% медвежье здоровье 60． 7%

3． 33 第三部分测试题的调查结果

第三部分测试学生掌握俄语言语行为的能

力，采用多项选择题形式，要求学生选出最恰当的

答案，结果见表3。本次测试选择言语行为中的问

候、请求、拒绝、道谢等，并将具有争议性的答案选

项一一列出，供大家探讨。
结果显示，在汉俄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言语行

为的语用失误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限于篇

幅，本次研究只调查请求、邀请、回应致谢、回应邀

请、委婉拒绝等几种易出现语用失误的言语行为

的使用情况，但是实际交际中的语境千变万化，我

们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失误的现象，这里仅供参考，

也希望俄语界各位同仁关注跨文化交际中的失误

现象，并逐步系统化、整体化地对此进行研究，以

促进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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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第三部分试题答题情况一览

编号 题目 正确答案 正确率 干扰答案 干扰率

1 回应致谢 Не стоит． 18． 7%
С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помогаю
вам．

54． 7%

2 回应赞美
Нет，нет． Мо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ещё
далек от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7． 9%
Спасибо． Это очень мило с ва-
шей стороны так говорить．

69． 2%

3 提供帮助 Чем вам помочь? 65． 4%
Я был бы рад，если смог бы
предложить вам свои услуги．

13． 1%

4
理解言外之意，

会话含义

Да，позвольте мне открыть ок-
но．

56． 1%
Да， сегодн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жарко．

22%

5 委婉拒绝 Нет，спасибо． Я только пообедал． 34． 1% Пoка нет，спасибо． Я сыт． 40． 7%
6 问候 Привет，Джон，ты куда? 36． 4% Как дела? 39． 3%
7 社交话题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атус 42． 5% семей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32． 2%

8 回应请求 Хорошо，увидимся позже． 58． 4%
В вашем возрасте лучше пой-
ти с кем － то ещё．

22． 4%

9 回应邀请 Спасибо，с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48． 1%
Спасибо，но завтра у меня
будет экзамен．

36%

10 请求

Юрий Иванович，мы очень лю-
бим вас и хотели бы послушать
вашу лекцию，прошу вас сделать
нам доклад．

50． 5%
Юрий Иванович，не могли
бы вы нам сделать доклад?

22%

11 告别 До свидания． Приятного вечера． 23． 4%
До свидания． Оденьтесь по-
теплее，вечером будет очень
холодно．

56． 5%

12 警告 Смотри，не опаздай на занятия! 36． 4%
Беги скорее，иначе опоздаешь
на занятия!

35． 5%

13 问候，祝愿 Здравствуй! Приятного аппетита． 17． 3%
Здравствуй! Ой，блюда хо-
рошо пахнут．

42． 1%

14 批评
Тише，вы мешаете нам смотреть
фильм．

21． 5% Тише，здесь окно． 37． 9%

15 打电话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попросите，пожа-
луйста，Алёшу к телефону．

18．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я хотел бы по-
говорить с Алёшей， пожа-
луйста．

45． 3%

16 问候，寒暄
Добрый вечер，Ли，идёшь в ки-
но?

48% Собираешься в кино，Ли? 22． 9%

4 语用失误现象产生的原因

首先，中俄两国地理环境和民族传统存在差

异。中俄两国所处自然及地理环境不同。

中国处于一种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

济是主要的物质生产方式，“牛”因此受到人们的

喜爱;而俄罗斯是以畜牧业为主，从古至今俄罗斯

历史上战事不断，这就决定“马”在俄罗斯生产和

生活的重要地位( 程静 2012:21)。因此，在表达

“吃苦耐劳的人”的意义时，中国人喜欢用“老黄

牛”而俄罗斯人喜欢用 рабочая лошадь．

其次，宗教信仰存在差异。两国人民的宗教

信仰不同，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中国人信奉佛

教、道教，因此，俄罗斯人对羊的感知与中国人不

太一样，因为《圣经》故事中对不同的羊也有不同

的描写，代表不同的人，具有褒贬不同的色彩。再

如，俄 罗 斯 人 不 喜 欢 осина ( 山 杨)。根 据《圣

经》，耶稣被犹太人出卖后就是被吊在这种树上，

因而，俄语中有:Дрожит как осиновый лист，意

为像山杨树叶一样颤抖，因害怕而全身发抖。

第三，心理意象存在差异。人类是以语言符

号作为交流媒介的文化动物。文化词汇因其在不

38

2018 年 贺 莉 俄语学习者语块语用能力现状调查及语用失误的认知分析 第 3 期



同民族的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构中存在差异，就出

现意义不对等现象。对学习者来说，汉语中若有

相对应的词汇则容易被记忆和提取，是因为这些

词汇在母语心理词汇体系中有稳定的附着点，与

其他词的联系具体而直接，因此留下的记忆痕迹

较深;而如果母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或只能用其

它方式解释，则游弋在心理词汇的边缘，没有明确

的通道和母语相联系，因而难以记忆和提取。比

如，有些动物在两国文化中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如“喜鹊”“兔子”“羊”“猫头鹰”“龙”“熊”等。
“喜鹊”在中国文化中是“喜庆”的象征，但在俄罗

斯人心中 сорока 有“爱嚼舌头，传播小道消息”
的象征意义，所以有 Сорока скажет вороне，во-
рона борову，а боров всему городу 这样的语块。
在语言符号中动物词语占有不小的比例，动物词

语的文化内涵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载体，折射出一

个民族的信仰、观念、性格和情感，是人类对动物

的深层认知。所以了解这些词汇的象征意义对于

深入理解两国文化，顺利进行跨文化交际有着重

要的意义。
第四，思维方式存在差异。语言是一种文化

现象，句子作为基本的言语交际单位，可以表现出

更多的社会意义和语用意义。从语用学的角度来

说，语言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而是行动或是做

事，那么如何用语言来做事就会表现出不同民族

语言的特点，就是说，一种语言如何表达社会性信

息，如何以言行事，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法和语

言手段。汉语民族受儒家、道家和中国佛教 3 种

哲学的思想影响最深，崇尚万物皆一、天人合一、
知行合一、言行合一，注重整体思维、形象思维和

悟性思维。( 贺莉 2014b:126) 因而思维概念倾

向于笼统甚至模棱两可，讲求主体性。因此，在说

话做事方面表现为，中国人习惯低调做事，主张中

庸，反对极端，尊重权威，讲究集体主义，表达方式

通常内敛含蓄;俄罗斯民族由于受到亚里士多德

的形式逻辑和欧洲理性主义的影响，崇尚以自然

为认知对象、神凡两分、主客两分，注重理性思维、
逻辑思维和推理，讲求客观，主张主客体分明。因

此，他们的表达方式较为直接、坦率，有时甚至过

于极端。不同的性格造就不同的民族文化，这种

差异就明显地反映在言语行为上。俄罗斯人对于

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很难理解，认为他们表达含糊

不清，而中国人认为俄罗斯人太直接，容易伤感

情。所以，学习一门外语，除要学习它外在的语言

形式外，还要学习隐藏在语言形式背后的思维模

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语思维就是思维模式的转

换(贺莉 2014a:119)。
最后，语用教学因素缺失。学生语用能力存

在石化现象，这和外语教学忽视语用能力培养和

语用测试研究有必然的联系。教材中缺乏语用知

识的渗透，表现为:语料对话缺乏交际性，语料明

显为操练句型而设置;教材中缺乏本族语者实际、
自然对话中语块的运用;教材中语用知识的数量

不足，且零散分布在教材中，未形成体系，缺乏整

体规划;教材中言语行为及会话隐含意义的表达

形式较单一。另外，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能过多

地讲解单词本身的意义，未作延伸，未和语境及语

用功能相结合进行应用，导致学生对文化语块的

象征意义理解失误。同时，教师本身的语用能力

也有待提高。

5 对语用能力测试和语用教学的建议
5． 1 重视语言的思维功能

语言的 3 重功能包括交际功能、信息功能和

思维功能，目前外语教学和测试普遍过分强调前

两种功能而忽视思维功能的重要作用。以语码形

式为纲的语言测试过于强调语言的准确性，容易

导致语言结构离散于语境之外，使学生形成机械

记忆的思维定势，阻碍他们思维能力的发展，尤其

易造成缺乏理性思辨能力(曾葡初 2002:23)。因

此，语用能力测试应该更关注高级思维层面的组

句成篇能力和语用逻辑能力，注重对篇章整体内

容的理解和表达、整体思路的建构和解构，重视对

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等能力的评估。以阅读测试

为例，要注意考查学生对文章深层次内容的推理

和理解，考查学生的阅读批判性思维能力，题型上

不应拘泥于传统的选择、判断和简答，要有所突

破，既要有选择反应试题，更要有建构性反应试

题，如搭建组织结构图或填充文本中心内容等题

型，多样化的试题既能节约时间，也能全面考查学

生的理解水平。
在评估的反馈过程中，教师应当在篇章结构、

语篇逻辑和思维方式上给予学生指导，培养学生

的组织、建模能力，分析、概括能力，解释、推理能

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5． 2 关注中俄差异

在课堂教学中俄语教师应该从中俄差异的视

角入手，在教学过程中渗透俄语言语行为的不同

表达方式及其语用效力，帮助学生构建语用能力

体系的立体模型。以请求言语行为为例，尽管俄

语和汉语中都可以通过发问来表达请求，但是汉

语既可以用肯定句也可以用否定句形式，而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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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倾向于用否定的形式(张家骅 2006:60)。俄罗

斯人认为，请求别人做事比较有碍面子，而对于听

话者来说，请求是一种威胁面子的行为，是对他们

行动自由的侵犯，所以他们在表达请求的言语行

为时，多采用间接式，他们认为，请求方式越间接，

显得越有礼貌。俄罗斯人特别注意语言的礼貌

性，所以在日常交际中，用疑问句来表达请求比较

普遍，更容易被接受和执行，假定式疑问句使句子

更委婉，即只表示说话人的某种愿望，不确定它是

否被完成。如果忽视这一点，讲出来的俄语就不

符合俄语的表达习惯，使人感到不够礼貌和客气，

达不到预期的交际目的。
5． 3 重视语用能力的综合培养和评估

语用能力是一个多元素构成的动态系统，语

用测试也应属于一种综合性测试，不应是分离式

测试。语用能力表现为语言使用者能够充分调动

语用知识，识别语境中的最佳关联，进行语用推

理，并考虑到文化差异，在元语用意识的调控和监

督下运用各种语用策略达到合适的效果。所以，

语用教学和测试不能分离式地展开，应当强调多

项次能力的综合培养和评估，全面提高学习者的

整体语言运用能力。
5． 4 提升教师的语用意识和语用能力

外语课堂教学作为提高语用能力的一个重要

平台，要在语用学理论指导下，帮助学生实现习得

语用知识、增强语用意识以及完善语用表达这 3
个主要目标，促进外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提高。
普遍语用知识是各个语言民族共有的通用语用知

识，它多以隐性的方式，程序化的类型存储于人们

的知识体系中，平时为人们潜意识地感知、理解和

运用。而特有语用知识则是所学目标语所特有，

蕴涵该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地理环境、思维

方式、心理意象等文化和认知信息，教师应注重对

此类知识的传授。
教师应重视将语用知识进行模块化处理。教

学语料的选取应遵循真实性、科学性、系统性原

则，保证素材来源的真实性和代表性，确保让学生

熟悉各个语言环境下语言形式的变体以及通过语

言实践把握不同语言形式折射的不同语用功能，

便于模仿和应用。语块知识具有整体存储性，便

于提取与使用，可以减少因中俄文化差异造成的

语用失误。语块知识与语用能力的提高具有紧密

的联系，因此应该将语块教学融入课堂教学。
教师应该将语块的认知理据与词源解释相结

合，帮助学生构建语块与俄汉语言双重心理意象

的桥梁。尤其是在高年级教学过程中，应该引导

学生对汉俄文化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进行对比和分

析，通过对文化语块的强化训练帮助他们主动调

整头脑中或心理词汇中的语义网络，尽快度过语

义网络调整期，进入语义网络构建期，实现俄汉语

义的动态对等，实现语用教学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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