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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基于 Jaszczolt 的缺省语义学模式，探讨“然后”在自然会话叙事中的叙事标记化过程和缺省语义构建过

程。研究发现，作为标记会话叙事过程的引导语，“然后”在体现叙述者意图和话语意义缺省互动的同时，也体现叙事空

间和时间以及叙事逻辑语义关系中相关过程的所指缺省。“然后”切换会话场景至叙事场景时调动( SCWDpm + CPIpm +
CD) 合并缺省的构建，而在整体的叙事框架中则是以认知缺省( CD) 为基础而形成的叙述者和受述者共同接纳的意图交

互顺序、时空顺序和逻辑语义顺序搭建的缺省语义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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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 Semantics Construction of the Conversational Narrative Marker“Ｒanhou”
Zhu Dong-yi

(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This paper revolves around the default semantics construction of“Ｒanhou”as a conversational narrative marker． Based on
Jaszczolt's Default Semantics Model，the paper finds that“Ｒanhou”has played a transitional role in switching the discourse from
conversation setting to narrative setting，while the merger meaning of ( SCWDpm + CPIpm + CD) has then presented． The overall
narrative frame is defaultified by the cognitive default merger process，and it is by this way that the sequences of interactive inten-
tion，time-space and logical meanings have been formed to the default pa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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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自然会话叙事标记语的首要任务是明确

其在自然会话叙事过程中形成的标记路径。自然

会话叙事是日常会话中自然出现的故事讲述活

动，它通常由讲述者对个人的过往经历或所见所

闻的讲述构成。Labov 和 Waletzky( 1972) 在对黑

人英语方言的社会调查中采用让被调查者讲述个

人危险经历的方式，从而开创个人口语叙事的研

究传统。之后，会话分析学派的 Sacks，Schegloff，
Jefferson 和 Goodwin 等学者对叙事话语序列的分

析逐渐扩大会话叙事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从单一的

文学叙事扩大到影视、新闻和日常会话等多种叙

事类型( 赵玉荣 2014: 93) ，语境和社会文化因素

被注入到会话叙事分析中。
会话叙事中话语标记语研究是会话叙事研究

维度的一个重要分支，正如 Fraser 及 Norrick 所

言，叙事中的话语标记语显示出不依赖于词汇意

义的独特的话语标记功能，在叙事常规和故事编

码的序列性问题上存在许多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

问题( Fraser 1990: 394，Norrick 2001: 849) 。国内

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和维度对话语标记语的研究大

致分为 4 个走向: 以研究句法功能和语法分类的

语法化标记语走向、以研究语用推理与表达的语

用化标记语走向、以研究语义值和连贯关系的语

义化标记语走向以及以研究心理认知和交互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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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化标记语走向。总的来讲，话语标记语的语法

化和语用化研究数量多于语义化与认知化。这和

Halliday 与 Hasan( 1976) 以及 Fraser( 1987，2006)

在话语标记语研究的早期阶段针对语法和句法现

象以及语用功能对话语标记划界直接存在关系。
但与此同时 Blakemore ( 1992 ) 和 Schiffrin ( 1987 )

等学者也纷纷从话语标记语的语义连贯阈值和交

际主体认知层面对话语标记的语际关联与推理特

征做出新的界定。这些研究都为其后对话语标记

语的探究做出很好的铺垫。
从以上 4 个研究走向使用的语料数据来看，

国内外学者对话语标记语的共同关注点已经从书

面语篇拓展至自然口语语篇。这与 1970 年以来

在学界逐渐兴起的对会话分析的关注有很大关

系。自然会话语篇的真实性、自然性和不可复制

性也给予学者们从自然语例中探究语言使用的机

会。然而，近年来真正从会话叙事的语料中观照

话语标记语的研究案例仍多见于英语、希腊语、西
班牙语和日语等研究中，以汉语会话叙事为语料

对话语标记语的研究仅有 Xiao( 2010) 。
本文针对汉语会话叙事中话语标记的研究状

况，采用以数码录音笔录制并转写出的真实语例

为语料，进行叙事话语标记语研究。本文以研究

语义值和连贯关系的语义化标记语走向为基础，

利用 Jaszczolt ( 2010 ) 缺省语义学的分析模式，通

过“然后”在切换会话场景和叙事场景中表现出

的叙事标记化过程和语义缺省空间，进而管窥叙

事标记语在会话叙事的意义铺设中形成的语义缺

省过程。在此基础上期待增补缺省语义学对于汉

语会话语料的关涉性和普适性。

2 会话叙事标记语的界定
口头叙事中的话语标记语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Scollon( 1977) 对加拿大契帕瓦族印第安人关于

“如何制作木舟”的会话叙事里针对契帕瓦语言

中话语标记语的叙事序列研究，他总结出话语标

记语所具有的连接词功能和代词化特征。Schif-
frin 从时间性、描述性和评价性 3 个方面探讨话

语标记语对口头叙事具有的整合作用 ( Schiffrin
1982: 338) 。Norrick 从口头叙事中的叙事标记语

well 和 but 入手，发现作为叙事标记，它们的功能

和常规意义与在普通会话语篇中全然不同，在口

头叙事中 well 和 but 表征参与者对叙事结构和故

事程 序 的 整 合 预 期 ( Norrick 2001: 866 ) 。而

Gonzalez 对英语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语中的叙事

标记语进行对比研究，从概念、修辞、序列和推理

4 个语篇维度分析，指出叙事标记的意义体现在

承接故事的命题和故事话语片段的关联关系上

( Gonzalez 2005: 53 ) 。在针对汉语叙事标记语的

研究中，方梅谈到话语标记语在叙事语体中的前

景化问题，并指出构成叙述主线的叙事标记具有

话语信息的组织功能( 方梅 2000: 463 ) 。刘泽权

和田璐对比分析《红楼梦》中的叙事标记语及其

英译，指出叙事标记语在其分析中主要指代章回

小说中出现的大量模拟说书场景特征的叙事套

语，并根据话语标记在叙事中的作用，将其分别对

应为叙事开始的起始标记语、发展中的发展标记

语和叙事结束时的结束标记语 3 类( 刘泽权 田璐

2009: 106) 。而 Xiao( 2010) 着重探讨汉语会话叙

事中话语标记语如何标示讲述者的叙事心理以及

其对故事可述性的影响。
上述研究关照自然会话叙事中的话语标记语

的功能和意义，我们尝试界定自然会话中叙事标

记语的特征。首先，会话叙事标记语是出现在自

然会话的故事讲述中讲述者与受述者使用的话语

标记语或联系语，它推进叙述过程和叙事理解。
自然会话不同于书面语篇，其本身的参与者的互

动特征体现在言者与听者的交流互动中。话语标

记语是顺承连接言者和听者话语的过渡语。它从

句间到句内以至句外的成分演变使得形式各异的

话语标记语承载不同的语用策略和语义内涵。而

叙事本身既是一种推理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模式。
人们可以通过叙事“理解”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

“讲述”世界。叙事标记语推进和映现出讲述者

和受述者的“理解”和“讲述”过程。
其次，会话叙事标记语出现在故事开场、故事

讲述和故事退场中的任一序列，它可以启动序列

意义的程序性。Labov 提出叙事具有形式属性，

每个叙事都有一种功能( Labov 1972: 362) 。一个

具有“完整形式”的叙事包括 6 种要素: 摘要( ab-
stract) 是叙事基本内容的概要; 介绍( orientation)

是关于故事时间、地点、情况和参与人物的概括;

使事情复杂的行动( complication) 指一系列事件;

评价( evaluation) 通常是受述者给予的行动重要

性和意义，也是表达叙事者态度的一个方面; 解决

( resolution) 是关于故事最终结局的总结; 尾 声

( coda) 让故事视角回到现在。讲述者用这些结构

从基本经验中构成一个故事，用句子和潜藏的评

价解释事件的意义( Ｒiessman 1993: 18 ) 。叙事标

记语可以出现在 Labov 的叙事 6 要素的任何节点

上。这使得分析叙事标记在推进自然会话叙事的

进程中具有的语用和语义作用具有新的要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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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会话叙事标记语是联系讲述者和受述

者话语互动的标记，它具有切换会话场景和叙事

场景的功能。自然会话中故事讲述是讲述者和受

述者双方或多方共同参与的会话活动。会话叙事

的参与者在故事开场和退场时的意义协商构成会

话大框架内讲述者如何将受述者引入故事世界以

及结束故事讲述时其间的意义互动。本文将参考

上述对会话叙事标记语的界定，对“然后”进行叙

事标记化和语义缺省分析。

3 “然后”的叙事标记化

方梅将“然后”看成话轮延续的连词，在实际

会话中，“然后”可以表示时间顺序，还可以表达

说话人描述事件时的心理顺序( 方梅 2000: 466) 。
而“然后”作为连词从表达真值语义关系到不表

达真值语义关系，而仅仅用作话语标记、服务于不

同话语目的，这中间是一个词汇意义衰减、篇章功

能增强的过程。何洪峰和孙岚将“然后”在顺序

表征的过程总结为由客观性到主观性的变化，这

些变化反映在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中的顺承关

系，到事理顺序中的条件、假设、因果和递进关系，

再到以无序顺序为特征的并列、对比和转折关系

( 何洪峰 孙岚 2010: 18 ) 。许家金从连接标记的

话语功能分析“然后”具有的表示先后关系、列举

标记和开启话题 3 种功能( 许家金 2013: 10) 。它

更多获得一种衔接连贯的效果，并且较多地出现

在单个说话人叙述性话语内部，其任务仍是起到

黏连前后并举的若干项目的作用，它的虚化特征

表现在摆脱原来的时间和先后的语义成分，而更

多地充当承前启后的成分。在许家金看来，“然

后”作为一种“非全职的”话语标记语，依然在一

定程度上保留着“前后相继”的语义成分。
针对像“然后”这样的话语标记语的语义特

征和属性的分析是未来研究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这不仅关乎到学界对话语标记语的认同，还关系

到话语标记语的“生存状态”。因此，我们以真实

自然会话叙事语料为例，用互动的缺省语义学模

式对“然后”在会话叙事中的“生存状态”加以探

究。首先分析“然后”的叙事路径。
① ( 语境: 老人 M、父亲 J 和母亲 D 讲述关于

孩子 L 长记性、吃桔子的故事) :

1M: 你 L 现在可是有记性了呀。
2D: 啊?

3M: 你问问 J 今天她都干啥了?

4J: L 今天吃桔子，

5D: 嗯，

6J: 然后1 : : : 吃了一个桔子以后觉得没吃够，

然后2就开始讨好我，继续让我给她找桔子，我不

管她，怕她吃太多了拉肚子，然后3 我就没给她找。
在那个电脑桌抽屉的板儿上↑，然后4 发现一个桔

子，然后5 摸进去，然后6 拿出来，然后7 被我发现了

我给她一把抢过来，我说“你以为发现了就是你

的? 那不一定”! 然后8就给她没收了。最后她给

我( 0． 5 ) 一直给我示好，给我在这儿耍赖皮，撒

娇: : : 我就让她吃了一个。然后9 了，我又带她出

去，转了一圈儿，让她知道: : : 让她找到了那个吃

桔子的大本营，就在那个格挡那儿( 0． 3) 然后10 她

吃了一个桔子以后，她第二次直接跑出去，跑到门

口那儿，不跑了，看着我( ． ． ． ) 然后11 直接奔到那

儿，给我说( ． ． ． ) 然后12 我也不理她，假装听不懂

( ． ． ． ) 隔了好长时间我以为她忘了，然后13 她没

忘。她今天吃了四五个桔子。
7D: 嗯

8D: 越来越能了。
日常会话中的叙事通常由许多“小空间故

事”组成许多事件叙事流( narrative flow of events)
( 熊沐清 2009: 13) ，小空间事件叙事流中每个故

事都或隐或显地包含行为者、对象和事件 3 个核

心要素。在由“然后”接续的事件叙述中，它是叙

述者一系列行为、想法、观点或话语的标记，正如

例①中，然后1承接 4J，开启故事讲述，在话轮转换

的起始处也起到接纳话轮开始故事讲述的作用;

然后2和然后3 介绍叙事事件，和后面的“继续”、
“就”两词一起保证故事讲述的连续性和讲述者

对话轮的承接; 从然后4 至然后6 其语义开始虚化，

是讲述者保证讲述者身份和故事可讲述性的一种

用法，讲述者的信息意图和所指意图在然后4、然

后5和然后6 处交迭出现，即一系列及物性的动作

特征保证讲述者和受述者共同以物质和心理过程

推进故事在会话双方的心理缺省进程。Halliday
在谈及小句具有的表述功能时提及表现话语语义

功能的及物性系统，其作用在于把人们在现实世

界中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分成若干过程: 即物质

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

存在过程( Halliday 2008: 168) 。“然后”在体现叙

事空间和时间以及逻辑语义的关系中承担对相关

过程的所指缺省，从而映现叙事者意图和受述者

接纳事件可述性的言语互动。然后7 履行讲述者

的所指意图，是然后4 － 6 的“发现—摸进去—拿出

来”的所指物展现，体现出故事世界的时间轴顺

序，同时也是讲述者对故事话语中“桔子”的所

指。然后8表现事件中的原因和结果关系，然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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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然后10是讲述者保持讲述身份和维系话轮权力

的标记，然后11 和然后12 是讲述者获取受述者注意

力的标记。在故事即将结束的位置，J 使用然后13

表达转折义，暗涵“但是”的意思，在 J 的整个故

事中它以故事退场的语义身份结束整个故事讲

述。表1 列举“然后”在整个叙事中的标记化过程

( “—”代表无此过程或状态) 。

表1 “然后”叙事标记化例序( 一)

“然后”
例序

叙事标记化

过程

及物性

过程

语义空缺

状态

然后1 故事讲述的开启话轮标记 承担物质过程中参与者 有

然后2 介绍叙事事件标记 承担行为过程中行为者 有

然后3
叙事事理顺序标记表因果

关系
— —

然后4 叙事衔接话语结构 承担心理过程中感觉者 有

然后5
叙事时空顺序表示顺承关

系中的“先”
— —

然后6
叙事时空顺序，表示顺承关

系中的“又”
— —

然后7 讲述者所指意图标记 承担关系过程中所有者 有

然后8
叙事事理顺序标记表因果

关系
— —

然后9

叙事 世 界 中 的 时 间 顺 序

( 讲述者保持讲 述 身 份 的

标记)

— —

然后10
叙事衔接话语结构标记，表

并列关系
— —

然后11 讲述者信息意图标记 承担物质过程中参与者 有

然后12
故事讲述者引发受述者关

注的标记
— —

然后13
故事退场标记 /叙事事件顺

序中表转折关系的标记
— —

作为引导会话叙事的标记语，“然后”的叙事

标记化沿着: 会话 /叙事场景切换 ( 叙事开场 /退
场标记) →语篇衔接 ( 叙事时空顺序 /事理顺序 /
叙述顺序) →讲述者叙述标记( 引发受述者关注、
把持话轮等) →叙事标记化的方式变化。同样，

“然后”在会话叙事参与者共同推动的故事讲述

中，是讲述者用以协调事件时间逻辑性的话语引

导标记，其叙事标记化路径是叙述过程中句间的

语用义和句外的逻辑语义互动的结果。例②的分

析便于我们理解这一路径的互动过程。
② ( 语境: 课后，女同学 C 跟老师 D 聊起她

对课堂内容的感悟而引发的一个故事讲述)

01C: 它是美好的］

02D: ［对

03C: 特别的五彩缤纷，然后1感觉世界都是很

美好没有任何的杂念的那种乱七八杂东西。
04D: 哎 你 说 太 对 了 就 是 ( 0． 5 ) 就 是 这 种

感觉。
05C: 然后2第二个阶段就是两个人谈了一段

时间。
06D: 什么七年之痒，十年之痒。
07C:→对，然后3就比如说我现在和我男朋友

虽然才谈了三年，嗯但是． ． ．
08D: 为什么是才谈三年，你今年才大三，你

们都谈三年了! ( hhh)

09C: 就大一开始在一起了 ( 0． 3 ) 然后4 其实

就是各方面都很搭调的一个人，然后5 对方父母也

都知道，但是，我们两个现在就( 0． 5) 本来都觉得

以后一定会走到一起，可是最后，啧，现在就会慢

慢发现什么现实问题特别多。
10D: 现在什么他的毛病全出来了，是这样的吗?

11C: 一个是毛病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两个

人以后

12D: 三观↑
13C: 嗯，就是他要出国

14D: 嗯嗯

15C: 他要出国，然后6 我要在这边考研，就会

有那种时间的那种东西，就感觉不太稳定了，就觉

得呢，看到有的东西就比较乱了，就感觉不太好是

消极的一面］

16D: ［对对

17C: 然后7我觉得就是第三个方面我还没有

经历到，是我的父母会经历到。
18D: 对: : 呢: 就是所谓说，陪我们走过了好

长一段路就是婚姻。
19C: 对对对对，他们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很平和

的，(……) 然后8 看到的事物的方面也是比较温和

的那种，不会像我们的那个感情色彩特别强烈］

20D: ［你这个想法真好］

21C: ［我就突然想到了。］
这段会话中的故事讲述始于 07C 的话轮处，

然后1和然后2与然后3之间切换日常会话场景和叙

事场景，然后3 是叙事开始的标记，它在衔接话语

结构的同时，又列举叙事事件; 然后4 语义弱化，其

命题意义几乎完全消失，是一个非常彻底的话语

标记语成分，在故事讲述过程中为讲述者争取思

索时间，填补说话人由于思考造成的话语空缺，进

而掌控和把持话轮继续进行; 然后5 表并列关系，

是讲述者维系故事讲述身份的一个标记; 然后6 是

叙事顺序中表转折关系的标记语，有“但是”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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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然后7是讲述者引起受述者注意的标记，此时

故事即将退场; 然后8在这里又切换故事场景到会

话场景，也是会话和叙事边界上对前述叙事所指

中的他指的一个缺省。表2 展示“然后”在这一语

例中的叙事标记化过程。

表2 “然后”叙事标记化例序( 二)

“然后”
例序

叙事标记化过程 及物性过程
语义空缺

状态

然后1 — 体现心理过程 —
然后2 — 体现心理过程 —

然后3
叙事 衔 接 话 语 结 构 ( 列 举 叙 事

事件)
— —

然后4 叙述者把持话轮标记 — 有

然后5 叙述者维系讲述身份的标记 — —
然后6 叙事顺序中的转折关系标记 体现物质过程 —
然后7 叙事退场标记 体现心理过程 —
然后8 叙事场景到会话场景的切换标记 — 有

叙述者使用“然后”在会话场景中提出叙事

的要求，而“然后”引导的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并

非完全一致，比如然后5 和然后6 在例②中的故事

时间发生有前有后，“父母知道孩子的恋爱情况”

的时间与“我要考研”的时间在故事讲述中一前

一后相继出现，但“然后”本身引导的却是事件关

系的状态，然后6 在表达叙事的心理顺序的同时，

更多地体现它在衔接故事事件中所具有的接续功

能。“然后”的叙事标记化在连接会话叙事的事

件同时，从事件表征，即句外成分中显示出其语义

意义，这种意义尤其在“然后”语义空缺状态中体

现地更为具体，下文我们将探讨其叙事标记化过

程中产生的语义缺省。

4 缺省语义学观照下的会话叙事标记语
4． 1 关于缺省语义学

Jaszczolt( 2004，2005) 针对语义学、语用学和

句法学界面研究中的界限划分困难提出“缺省语

义学”( Default Semantics) 概念，也称为“缺省语义

学”( 束定芳 2008，毛继光 陈晓烨 2010 ) ，或“默

认语义学”( 张权 李娟 2006) 。本文使用“缺省”

的原因在于，“缺省”包含缺失省略的含义，在语

义解码和意义阐释中主要指代言语交际过程中交

际者所言中缺失和省略的步骤意义，此时语言作

为主体直接体现缺省的步骤意义; 而步骤意义在

人的主观概念中最终形成默认的意义，此时人是

理解默认意义的主体。

缺省语义学把语义学和语用学合并在一个意

义层面上，语用信息作用于话语的真值条件内容，

在这一意义层面上，首要意义 ( primary meaning，

简称 pm ) 和次要意义 ( secondary meaning，简 称

sm) 共同为话语信息的加工过程提供意义阐释。
而首要意义主要由合并表征 ( merger representa-
tion) 来体现 ( Jaszczolt 2010: 197 － 202 ) 。合成性

( compositionality) 是构成合并表征的原则，它体现

在词义和句子结构 ( WS) 、有意识的语用推理过

程( CPI) 、产生于人类思维过程的认知缺省( CD)

以及产生于世界知识和社会文化常规的社会文化

和世界知识缺省( SCWD) ( 同上: 200) ，合成性是

关于首要意义信息互动的总和。缺省语义学主张

在合成性表征下对话语意义进行整体识解，而有

意识的语用推理和无意识的缺省意义是确保话语

意义整体识解过程顺利进行的关键。社会文化规

约在话语意义的识解中起重要作用，而话语意义

是使用中的意义，和会话叙事在后经典叙事学关

注的重点一样，话语意义的研究也要考虑具体语

境和说话人的意图。
Jaszczolt 将说话人的意图，即交际中的参与

者的意图归位于认知缺省层面，并将其分为 3 种:

一种是交际意图，即言者和听者确保话语的产生

会提供信息从而促进双方交际; 另一种是内嵌在

交际意图中的信息意图，即言者有为听者提供信

息的意图; 第三种是指称意图，即言者对话语中的

物品和事件的所指意图( 同上 2005: 51) 。缺省的

心理状态就是人们对交际话语的缺省性解读，而

认知缺省层面上这 3 种意图是交际者在缺省性解

读中获得话语信息、理解话语意义的关键。自然

交际下话语的产生也是言者和听者在相同缺省心

理下的自发话语消解的过程。从这一节点出发，

探究会话叙事中话语标记语对话语意义的缺省构

建是下面讨论的重点。
4． 2“然后”构建的语义缺省空间

从话语标记语的标记性过程探讨其在会话整

体框架中的意义合并过程，是我们诠释并验证缺

省语义学模式在汉语的口头叙事语篇中同具关涉

性和普适性的又一尝试。朱冬怡( 2015: 26 ) 利用

Jaszczolt( 2005) 的模式对话语标记语“你懂的”的

缺省语义构建是一次直接的尝试，其分析中对话

语标记语在会话的整个话轮中的合并表征过程和

缺省心理动因表明，在大于句子的会话叙事语篇

中，缺省语义学是一个多维度互动的、合成性的、
具 有 表 征 话 语 意 义 的 合 理 的 语 义 学 阐 释 模 式

( Jaszczolt 2010: 204) 。会话叙事中讲述者和受述

者的交际互动为合并的输出形式提供更生动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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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自然会话中的叙事标记语在会话的叙事场景

中为整体的故事讲述提供语境线索和推理环境，

而缺省推理是在语境线索下归纳推理和外展推理

的形式中形成的。图1 和图2 展现例①和例②中

“然后”的叙事标记化体现出的缺省语义空间:

图1 “然后”构建的语义缺省空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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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然后”构建的语义缺省空间( 二)

可见，“然后”用于形成语义缺省空间时，沿

着信息意图交际意图所指意图→首要意义缺

省体现( 社会文化和世界缺省( SCWD) /有意识的

语用推理( CPI) /认知缺省 ( CD) ) →叙事标记化

的轨迹逐渐扩展叙事空间。作为话轮开启或切换

会话场景和叙事场景的标记( 如图1 中然后1 和图2

中然后3) ，“然后”体现 SCWDpm + CPIpm + CD 在话

语意义上的缺省重建，叙述者和受述者以最便捷

的方式理解故事中包含的交际意图、信息意图和

所指意图，这体现出缺省意义最重要的信息源。

同样，会话中故事讲述的时间轴标记也是交际参

与者运用 SCWDpm + CPIpm + CD ( 如图1 中然后9 )

在交际者心理上的缺省构建，此时也体现出叙述

者的讲述身份。而“然后”作为会话叙事标记语，

整体上是以认知缺省( CD) 为基础形成叙述者和

受述者共同接纳的意图交互顺序、时空顺序和逻

辑语义顺序，这和 Jaszczolt ( 2005 ) 将交际中参与

者意图归位于认知缺省层面不谋而合。

值得说明的是，叙述者予以“然后”所表达的

事 件 信 息 的 意 图 因 不 同 的 意 图 目 的 或 交 互 出

现①，或单独呈现，这也体现出会话参与者使用叙

事标记语在叙事场景中使用的叙事推理意图。正

如 Bruner 所言，叙事推理模式寻求事件之间的特

殊联系，而逻辑科学模式寻求普遍真实性条件，叙

事推理模式中的解释包含在上下文之中，而逻辑

科学解释则是自时间与空间事件之中推断而来

( Bruner 1986: 11) 。叙事标记语正是切换会话场

景和叙事场景中由逻辑科学模式到叙事推理模式

之间的中介语。在以自然会话叙事为整体框架的

语料实例分析中，会话叙事标记语呈现出的叙述

者和受述者交际过程和交际目的所展现的最终话

语形式，体现出参与者双方或多方共同构建的语

义缺省的形成方式。会话叙事中，叙事标记语

“然后”体现言者意图和话语意义缺省互动的同

时，也体现出叙事空间和时间以及叙事逻辑语义

关系中相关过程的所指缺省，从而在会话场景中

映现出反映叙述者意图和受述者的言语互动所形

成的叙事语境讲述。这是会话叙事标记语体现出

的缺省路径，也是会话叙事标记语在语用情境和

语义搭建中具有的独特特征。

5 结束语

本文从话语标记语在自然会话叙事中的叙事

标记化过程出发，探讨“然后”在自然会话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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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记化过程和缺省语义构建过程，发现作为标

记会话叙事过程的引导语，“然后”切换会话场景

至叙事场景时调动的是( SCWDpm + CPIpm + CD) 合

并缺省的构建，而在整体的叙事框架中是以认知

缺省( CD) 为基础而形成的叙述者和受述者共同

接纳的以意图交互顺序、时空顺序和逻辑语义顺

序搭建的缺省语义铺设。通过分析，本文作者认

为对于类似“然后”的会话叙事标记语的研究应

关注其在语义缺省中表达出的意图性信息，以此

在语义和语用层面研究会话叙事标记语的功能意

义，这不仅增补缺省语义学对于不同语言和不同

语料研究的关涉性和普适性，也填补话语标记语

研究在语用化、语义化和认知化研究走向上的功

能意义新解。

注释

①根据语境，‘' 两端可共同出现，也可单独以某一种意

图形式出现。“→”则体现不可回溯性。

参考文献

方 梅． 自然口语中弱化连词的话语标记功能［J］． 中国

语文，2000( 5) ．
何洪峰 孙 岚．“然后”的语法化及其认知机制［J］． 云南

师范大学学报(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10( 5) ．
刘泽权 田 璐． 《红楼梦》叙事标记语及其英译———基于

语料库的对比分析［J］． 外语学刊，2009( 1) ．
毛继光 陈晓烨． 话语交际中的语义缺省［J］． 中国外语，

2010( 3) ．
束定芳． 认知语义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熊沐清． 故事与认知———简论认知诗学的文学功用观

［J］． 外国语文，2009( 1) ．
许家金． 汉语自然会话中“然后”的话语功能分析［J］． 外

语研究，2009( 2) ．
张 权 李 娟． 默认语义学对语义学、语用学界面的研究

及其评价［J］． 外国语，2006( 1) ．
赵玉荣． 自然会话叙事中主体间性的意义资源与认知识

解模式［J］． 外语学刊，2014( 4) ．
朱冬怡． 话语标记语“你懂的”的缺省语义观［J］． 外语教

学，2015( 2) ．
Blakemore， D． Understanding Utterances ［M］． Oxford:

Blackwell，1992．
Bruner，J． Actual Minds，Possible World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Fraser，B． Pragmatic Formatives［A］． In: Verschueren，J．，

Bertuccelli-Papi，M． ( Eds． )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C］． Amsterdam: Benjamins，1987．

Fraser，B． An Approach to Discourse Markers［J］． Journal
of Pragmatics，1990( 14) ．

Fraser，B． Toward a Theory of Discourse Markers［A］． In:

Fischer，K． ( Ed． )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Particles
［C］．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Ltd，2006．

Gonzalez，M． Pragmatic Markers and Discourse Coherence
Ｒelations in English and Catalan Oral Narratives［J］．
Discourse Studies，2005( 7) ．

Halliday，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Ｒe-
search Press，2008．

Halliday，M． A． K．，Hasan，Ｒ． Cohesion in English［M］．
London: Longman，1976．

Jaszczolt，K． M．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Meaning in Lan-
guage and Discourse［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

Jaszczolt，K． M． Default Semantics: Foundations of a Compo-
sitional Theory of Acts of Communic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Jaszczolt，K． M． Default Semantics［A］． In: Heine，B．，

Narrog，H． ( Eds．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Analysis［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Labov，W．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2．

Norrick，N． Ｒ． Discourse Markers in Oral Narrative［J］．
Journal of Pragmatics，2001( 33) ．

Ｒiessman，C． K． Narrative Analysis［M］． London: Sage，

1993．
Schiffrin，D． Discourse Markers: Semantic Ｒespons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versation［D］． University of Pennsyl-
vania，1982．

Schiffrin，D． Discourse Marker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Scollon，Ｒ． Two Discourse Markers in Chipewyan Narrativ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1977
( 43) ．

Xiao，Y． Discourse Markers in Chinese Conversational Nar-
rative［D］． University of Hawaii，2010．

定稿日期: 2017 － 05 － 28 【责任编辑 陈庆斌】

75

2017 年 朱冬怡 自然会话叙事标记语“然后”构建的语义缺省 第 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