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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回声问是言语交际中的普遍现象，其重要性日益受到关注。但是，对回声问的研究不够充分、系统，医患门

诊会话中回声问的语用修辞功能更鲜有关注。本文以自然发生的医患门诊会话为语料，重点考察回声问在医患门诊互

动中的语用修辞功能，即要求证实、要求解释、语篇构建、语境制约和人际情感 5 种功能，进一步分析回声问的语用修辞

效果，以求深化对回声问的认识，并为医患交际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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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gma- rhetoric Study of Echo Questions in Chinese Doctor- patient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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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questions are prevalent rather than marginalized in verbal conversation． Ｒesearchers have increasingly realized the im-
portance of echo questions in both daily life communi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 However，previous studies on echo ques-
tions are not sufficient and systemic，with little focusing on the pragma-rhetoric functions of echo questions in outpatient depart-
ments in Chinese hospital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agma-rhetoric functions of echo questions in naturally-occurring doctor-
patient conversation in Chinese outpatient departments，that is，requesting confirmation，requesting explanation，constructing
text，constraining context，expressing interpersonal emotions，in order to have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echo questions and pro-
vide some implications for doctor-patient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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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回声问(echo questions)广泛存在于言语交际

中，在日常交际和机构会话交际中的重要性日益

引起学者关注。回声问又称为“复问”( 邵敬敏

1992:135)，指用疑问形式或语气重复对方所说的

全部或部分话语，并要求对方重述或证实刚才所

说的某些内容( 陈治安 文旭 2001:24)。回声问

作为一种特殊的问句，具有问句的基本特征，是以

疑问语调标示的是非问;另一方面，回声问在前述

话语的基础上再现某些话语内容表达，包括汉语

的字、词和短语表达等，又具有重复的特征。因

此，在即时言语交际中，回声问具有问句和重复的

双重特征。就针对发问的先导句而言，回声问有

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回声问的先导句是疑问

句，针对疑问句的内容并根据疑问句的形式来发

问;广义的回声问除针对疑问句作为先导句发问

外，也对非疑问句发问(邵敬敏 1992:135)。国外

对回声问的分类主要为纯回声问( pure EQs) 和

wh-回声问(wh-EQs) (Blakemore 1994:197)。本

文讨论的是针对疑问句和非疑问句发问的广义回

声问。如例①所示:

① ( 医生: 女; 病人: 男)

医生1 : 多长时间了

病人1 : 得有得有两三年了

医生2 :→两三年?

病人2 :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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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①中，医生2“两三年”是典型的回声问，是

针对病人1的话语发问。回声问不包含新信息，构

成回声问的词语来自先导句，原则上构成回声问

的话语和结构必须与先导句相同，但在日常交际

中，两者的内容和结构形式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内

容上更多的情况是回声问根据先导句的局部或个

别词语来发问以突出话语的理解焦点，形式上也

不是完全仿照，而是依照交际原则，进行必要的精

简、替换和改造( 邵敬敏 1992:135 － 137)。尤其

是在即时语境下，回声问发出者能创造性地再现

先导句内容和结构，而不只是简单地以疑问语气

重复前述话语信息，灵活巧妙地实现交际目的。
本文讨论的回声问形式是最基本、最普通和最常

见的，未经过调整加工，字面形式和结构特征与先

导句基本一致。
回声问是医患门诊会话中的普遍现象，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医患双方通过使用回声问实现交

际目的，完成诊疗活动。为数不多的前人研究多

以内省语料或文学作品对白为研究语料，鲜有研

究基于真实的自然语料，更少涉及机构性会话，难

以揭示回声问在即时交际中的本质特征和实际功

用。在医患门诊会话语料的基础上，本文从语用

修辞的视角考察医患门诊会话互动中的回声问的

功能，以求深化对回声问的认识，并为医学实践提

供一些启示。

2 语料
本文语料来源于笔者正在建设的医患会话语

料库，录音来自于笔者所在省会城市的 3 家三甲

医院的神经内科、耳鼻喉科、骨科、外科和心脑血

管科等多个科室的门诊会话，这些会话录音涉及

不同科室的 6 位医生和 25 位病人。基于 Jefferson
(1984)提出的转写符号，笔者转写 69 段医患会

话录音，时长共计 5 个半小时，字数约为 5． 6 万

字。笔者将录音转写并进行检查，重点关注前后

转写不一致的情况，尽可能减少因转写导致的语

料失真的可能性。此外，在转写时，笔者尽可能参

考录音时所记笔记，尽量弥补因录音无法获取表

情和动作等非语言因素的局限性。
本文的语料是普通门诊中当值医生和病人

(不含病人家属)交际互动中的医患会话，不涉及

医生与护士、医生与医生的会话，并排除特殊科

室，如心理科和精神科，因为话语在这些特殊科室

中具有治疗的特殊作用，特征和功能与普通门诊

有很大区别。基于对医患双方以及医院的隐私保

护考虑，隐去名字，但是描述一些基本信息，如性

别和年龄，如表1所示。

表1 语料中医患双方的性别和年龄分布

医生 病人

性别 年龄 性别 年龄

男 女 25 － 45 超过 45 男 女 0 － 24 24 － 45 超过 45

神经内科 0 1 1 0 4 4 0 3 5
心脑血管科 0 1 0 1 1 1 0 1 1

耳鼻喉科 1 0 1 0 1 1 0 1 1
骨科 1 0 0 1 4 4 1 3 4

普外科 0 1 1 0 1 2 1 1 1
中医科 1 0 1 0 1 1 0 1 2

表1考量医生和病人的性别与年龄因素，男女

医生和男女病人的数量尽可能近似，而且语料中

所有医生都具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

3 医患门诊会话中回声问的语用修辞功能
以往研究对回声问的功能已有所涉及。功能

要素可用作回声问的分类标准，回声问分为重述

性回声问和解释性回声问，前者旨在证实、确认重

述内容的真实性，后者则要求对方澄清，而不是简

单重复前一话语的某些内容(Quirk et al． 1985:

835 － 837)。回声问在交际中的基本作用之一在

于体现听话人的理解焦点，语用特征包括:体现理

解焦 点，形 成 新 话 题，表 示 疑 惑 发 问 ( 邵 敬 敏

1992:144)，可以用来表示惊讶、要求解释( 王志

1990:99)。这些研究或基于文学作品的对白，或

基于内省语料。自然发生的法庭互动会话中回声

问的话语功能:表示质疑、否定，要求修正话语;要

求确认、证实;提出话题，要求补充、评述话题;准

备下一话轮;表示接收、反馈。需要说明的是，每

个交际不仅只有一个目的，每一话语的功能也并

非唯一(Penman 1990:16)。在医患门诊会话交

际中，医患双方使用回声问可以同时实现多个功

能，具有不同层次的语用特征，本文研究的功能是

把话语所实现的主要功能作为其显性功能。
② ( 医生: 女; 患者: 男)

医生1 : 以前有什么病么?

病人1 :→以前?

医生2 : 嗯

病人2 : 没有

在例②中，当听到医生询问自己曾有过什么

病，病人使用回声问重复时间语气词“以前”，表

示其对这一问题的惊讶和震惊，因为他并不明白

为何医生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何医生会关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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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病史而不是现在的病症。此外，回声问重

复的是“以前”而不是“病”，说明病人已经意识到

“病”的问题，存在疑惑的是时间问题。脱离语境

来看，此例中的回声问可以表示惊讶和震惊，也可

以是重复以表示未听清。成功的交际离不开语境

的临时共建和语境信息的互显，结合语境来看，表

示情感为例②回声问的显性功能。
通过考察语料，本文重点探索回声问的显性

功能，医患门诊会话中回声问的语用修辞功能主

要包括:要求证实、要求解释、语篇构建功能、语境

制约功能以及人际情感功能，其比重在语料中的

分布有所不同，如表2所示。

表2 医患门诊会话中回声问功能比重分布

A B C D E 合计

医生
数量 59 12 15 22 11 119

百分比(% ) 49． 58 10． 08 12． 61 18． 49 9． 24 100

病人
数量 27 19 5 11 15 77

百分比(% ) 35． 06 24． 68 6． 49 14． 29 19． 48 100

注:A: 要求证实，B: 要求解释，C: 语篇构建功能，D:

语境制约功能，E: 人际情感功能

如表2所示，医患双方使用回声问主要实现的 5
种功能比重分布不尽相同。医生使用回声问主要

是要求证实(59 /199，49． 58% )，其次是语境制约功

能(22 /119，18． 49% )。其他功能比重相差不大，

语篇构建功能(15 /119，12． 61% )、要求解释(12 /
119，10． 08% ) 和人际情感功能(11 /119，9． 24% )。
病人使用回声问实现的功能分布与医生的情况有

所不同。病人使用回声问主要是要求证实(27 /77，

35． 06% )，其次是要求解释(19 /77，24． 68% )，语

境制约功能与人际情感功能比重相似(11 /77，15 /
77;14． 29%，19． 48% )，最少的是语篇构建功能(5 /
77，6． 49% )。

3． 1 要求证实

当前置话语内容的真实性不能被确定时，当

前说话者经常会使用回声问以要求证实，旨在确

认和核实对方前一话语的形式或内容。这一功能

是医患双方使用回声问实现的主要功能，在语料

中的比重也最高。
③ ( 医生: 女; 病人: 男)

医生1 : 这个有多长时间了，走路拖拉拖拉

病人1 : 这个……从去年吧

医生2 :→从去年?

病人2 : 嗯

在例③中，医生询问病症持续的时间。病人

的回答并不十分确定，以句末语气词“吧”结束。

“吧”的使用表示之前的话语是说话人的推测，并

且具有较高的确定性。医生使用回声问重复时间

信息“从去年”以向病人核实真实性。在病史采

集阶段，回声问经常被医生用来确认、核实病人关

于病症出现时间、持续时间以及病史等信息。回

声问的使用有助于医生为快速确诊获取必要的信

息。病人以应诺词“嗯”表示肯定，作为回应结束

这一问答，医生便开启另一话题。此处的回声问

体现出话题的焦点所在，交际者对答话的真实性

也无异议。尽管问话人对回应的真实性在进行下

一步会话之前已有心理期待，但仍需要答话人做

出确认，在话语产出和理解的过程中把欲凸显的

信息放在注意力层面(Kecskes 2010:2 － 20)，故

此类回声问重复的是对方话语的焦点信息。在例

③中，“从去年”是病人话语中的焦点信息，通过

对对方话语焦点信息的确认、核实，问话人不仅表

现出其“理解焦点”( 邵敬敏 1992:208) 信息，更

重要的是获取关键信息，通过重塑双方注意的焦

点共建 新 的 语 境，满 足 自 己 的 交 际 意 图 ( 程 杰

2016:56)。
寻求确认可以是因为准确性寻求证实和核实

话语信息，如例③所示，也可以是由于外界干扰杂

音、交际者方言和声音过低等因素导致未能听清

话语信息而向对方核实。
④ ( 医生: 女; 病人: 女)

医生1 : 你原来有什么病么，除了头疼以外

病人1 : 我，我也是憋得上

医生2 :→憋得上? 你是说胸闷么?

病人2 : 哎

在例④中，由于病人使用方言，医生并未真正

理解也不能确定“憋得上”的准确含义，对此医生

使用回声问重复这一话语信息，并基于对这一信

息的推测，进行修正，修正为较为正式语体“胸

闷”，以此向病人核实。
与医生情况相似，病人同样也会使用回声问

寻求确认、核实，而且一般会在以下两种情况下:

不理解医生话语和未听清医生话语。
⑤ ( 医生: 男; 病人: 女)

医生1 : 你先回去打玻璃酸钠，吃吃药就可

以了。
病人1 : 这个? ( 手指向药)

医生2 : 哎，腿打玻璃酸［钠，腰吃吃药就可

以了

病人2 :→ ［腿打玻璃酸钠?

医生3 : 哎

在例⑤中，医生给出治疗建议，并指导如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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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和服用药物。对注射药物，病人感到非常困惑，

因为医生所说的内容超出病人的知识范围。对

此，病人使用回声问重复这一话语以向医生寻求

确认。但是在听到病人的回声问后，医生仅以肯

定回答“哎”回应，并未针对病人不理解之处给予

说明。尽管医生的这一回应对问答句来说是满足

的，但是医生提供的信息未能满足病人对信息的

需求。
⑥ ( 医生: 男; 病人: 女)

医生1 : 做过心脏彩超么?

病人1 : 嗯?

医生2: 做过心脏彩超么? 心脏彩超做过么?

病人2 :→彩超啊?

医生3 : 啊!

病人3 : 好像没做过，没做过。
在例⑥中，当医生询问病人是否做过彩超，病

人并未听清，以升调使用语气词“嗯”回应，希望

医生能够重复刚才问句。医生在重复问题之后，

病人仍使用回声问重复“彩超”，显示其关注点所

在，并以此希望得到医生的核实。
3． 2 要求解释

当话语信息超出理解范围，回声问经常被用

来重复造成理解障碍的话语信息，以期得到对方

的解释。要求对方澄清，而不是简单重复前一话

语的部分内容。要求解释功能与寻求确认功能有

很大的相似性，甚至经常被混淆，但是这两种功能

存在很大不同。交际者在使用回声问要求解释

时，心理已接受对方话语真实性，只是对话语内容

寻求对方进一步的说明;而寻求确认时是向对方

核实其话语的真实性，心理并未做出任何预期，只

是心存疑惑。分析这两种功能离不开具体的交际

语境和交际者的交际需求。
⑦ ( 医生: 女; 患者: 女)

医生1 : 多长时间了?

病人1 : 嗯: : : 得有: : 得有两三年了吧!

医生2 :→ 两三年了?

病人2 : 嗯，原来没那么厉害。
在例⑦中，当听到病人关于疾病持续时间的

回答时，医生使用回声问重复时间信息“两三年”
以寻求病人的解释，因为基于常理，疾病出现后，

病人会立刻或间隔时间很短便来就诊，而此例中

的病人在疾病出现两三年后才来就诊，是非常不

合常理的，所以医生重复时间信息，想让病人解释

为何会在这么长时间后才来就诊。
⑧ ( 医生: 男; 病人: 女)

病人1 : 这个: 脚趾头，一上来就 shou shou

的疼

医生1 : 脚趾头，shou shou 的?

病人2 : 嗯，大拇指

医生2 : 大拇指这是坐骨神经的事儿

病人3 :→坐骨神经?

医生3 : 嗯

在例⑧中，当病人在描述脚趾的疼痛时，特别

是“大拇指”，医生告诉她这种疼痛是由“坐骨神

经”引起的。但是病人并未理解“坐骨神经”，因

此她使用回声问重复这一信息，并希望得到医生

的解释。医生未能识别出病人的意图，将这种要

求解释的回声问看成一般疑问句，仅以肯定语气

词“嗯”回应病人的询问，未能满足病人的需求。
这本是病人使用回声问寻求解释，却被医生理解

为确认，尽管会话已完成问答，但是交际的要求未

能满足，交际目的也未能实现，这也要求在医患交

际中，医生应该尽量从病人的角度出发，使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尽可能地识别并满足病人的需求。
3． 3 语篇构建功能

通过问答模式，回声问能在谋篇布局中连接

句子之间的语义关系和逻辑联系以及前后话语的

语境，起到语篇构建的功能。医患门诊会话中，医

患双方通过使用回声问将后叙“答”与前叙“问”
连接起来，组建语篇，并在动态交际中实现渐进的

话语理解。医患双方可以使用回声问构建局部语

篇单位，主要体现在构建下一话轮中，按照形式和

意义的双重关系，以此连接后述话语和前述话语，

构建意义连贯的心理表征。回声问在医患门诊会

话中的语篇构建功能的实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

是争取时间思索下一话轮;二是为下一话题或问

话提供铺垫和前提。
⑨ ( 医生: 女; 病人: 男)

医生1 : 头疼得厉害有多长时间了

病人1 : 厉害，打去年吧

医生2 :→打去年?

病人2 : 嗯

医生3 : 最近这几天又厉害么，没有? 天天

疼是吧?

病人3 : 还是每天都吃点不头疼的药，有时

候睡着觉都疼醒了

在例⑨中，医生向病人询问病症出现的时间。

在听到病人的回答后，医生使用回声问重复时间

信息“打去年”为自己“赢得时间”(吕叔湘 1985:

244)准备下一个关于病症的问题，因为重复不需

要过多的主动认识处理，而此时的重复可以看作

是用来填充短暂的停顿，构建连贯意义的心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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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Bada 2010:1687)。
⑩ ( 医生: 女; 病人: 女)

医生1 : 回去按时吃药，先拿这个药吧

病人1 : 嗯，也可能和这段时间累有关，孩

子住院也累，孩子得了肺炎

医生2 :→小孩啊?

病人2 : 哎，小孩

医生3 : 要是还在哺乳期，这个药就不能吃

了，我再给你开个

例⑩中，在给病人开处方时，医生听到病人的

陈述，便使用回声问重复病人话语中的“小孩”，

显示出医生的关注焦点，因为这与医生现在所开

出药的药效有关。有些药是可以通过哺乳从母亲

传到婴幼儿，从而对婴幼儿造成损害，医生在开药

时会特别关注哺乳期、妊娠期的女性病人。此例

中的回声问是医生用来为自己准备下一话题争取

时间，其目的不在命题和话语本身。
3． 4 语境制约功能

交际者通过回声问的问答可以限制和制约听

话人的语境假设，“问”的提出为“答”提供语言的

选择，把交际限定在特定语境中，从而减少听话人

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医患门诊会话的

机构性特征决定医患双方在特定语境中进行交

际，回声问的使用对回答进行限定，尽可能减少因

不同语境造成的误解。这主要表现在医患门诊会

话中的回声问被用来表示接收和反馈前一话语信

息。这一功能是回声问的回应本质体现，同时也

顺应医患门诊会话语体的需要。这种回应性的回

声问体现出交际者积极参与到会话中，并对对方

话语做出积极的言语反应，这有利于形成良好的

交际氛围、良好的医患沟通氛围，因为会话的动态

交际过程要求听话人对说话人的言语做出恰当的

言语反 馈，以 表 明 对 会 话 的 积 极 参 与 ( 于 国 栋

2003:23)。
瑏瑡 ( 医生: 女; 病人: 男)

医生1 : 七十几了今年?

病人1 : 啊?

医生2 : 七十—七十几岁啊?

病人2 : 七十［七周岁啊

医生3 : ［七十—几

医生4 :→七十七周岁啦?

病人3 : 昂，三七年的

医生5 : 哦

在例瑏瑡中，在病史采集阶段，医生询问病人的

年龄。由于此例中的患者年纪较大，听力不好，他

第一次并未听清医生的问题，以升调的疑问语气

词“啊”回应，希望医生重复其问题。医生理解病

人的意图，重复问题。医生一直在等待这一信息，

在病人说出自己的年龄“七十”时，她立刻重复问

句，以为病人还未听清，出现和病人话语重合的部

分。在听到病人完整的信息“七十七周岁”后，医

生使用回声问重复这一信息，以此表示接收到对

方的话语信息，是对病人所传递信息的一种反馈，

而不是“追问未听清的话语”(Noh 1995:122)。
瑏瑢 ( 医生: 男; 病人: 男)

医生1 : 去拿这个药，回去吃吃看吧

病人1 : 大约得: { 得} 么多长时间啊?

医生2 : 两个星期得过来看

病人2 :→两个星期?

医生3 : 嗯

病人3 : 好来好来好来

在例瑏瑢中，病人询问医生所开的药应该服用

多长时间。在听到医生的回答“两个星期”，病人

使用回声问重复这一时间信息，表示对此信息的

接收，并不是追问话语信息，从病人最后的回应

“好来好来好来”来看，他只是传递对医生话语的

反馈，并未对此信息追问。
3． 5 人际情感功能

回声问语用功能可以是由言语因素决定的，

通过上下文和话语本身获得，是语用的基本特征;

另外还存在一类语用的非基本特征，不是由言语

因素决定，而是由交际双方特定的身份、关系、交
谈内容的背景知识以及社会与心理的种种因素而

产生的(邵敬敏 1992:208)。上述分析的语用功

能属于回声问的基本特征和内部语用特征，而人

际情感功能属于语用的非基本特征。在医患门诊

会话中，回声问可以传递说话者正面或负面的情

感，调动听话的参与意识，拓展医患双方的共有知

识状态和认知共性，以此引导听话者识别说话者

的情感意图，从而实现说话者期待达到的交际意

图。回声问的这种人际情感功能表达交际者积极

或消极的情感和态度，如不确定、怀疑、恐惧、惊讶

和强调等。
3． 51 不确定

当对方话语中的信息超出听话人理解或可识

别的范围时，听话人常会借用回声问，一方面重复

对方的话语信息，另一方面表达自己对对方话语

的不确定性。
瑏瑣 ( 医生: 男; 病人: 男)

病人1 : 这个左腿也不大行，不大好使，还

拖拉拖拉

医生1 :→不大好使了? 活动也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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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2 : 对，活动也不大行

在例瑏瑣中，医生对病人关于自己左腿情况的

描述感到不是很确定，便使用回声问重复焦点信

息“不大好使”，以此表现出自己的不确定性，随

后病人对这一信息进行重述，以此进一步核实这

一信息。

瑏瑤 ( 医生: 男; 病人: 男)

医生1 : 这 这个地方有积水啊

病人1 : 嗯? 怎么回事恁这［{ }

医生2 : ［滑膜的炎症

这是

病人2 : 嗯?

医生3 : 滑膜的炎症啊

病人3 :→滑膜的炎症?

医生4 : 嗯:

例瑏瑤中，在得知自己的疼痛是由“滑膜的炎

症”引起时，病人对这一信息很不确定，便使用回

声问重复这一信息，以此表达自己的不确定，明示

自己的情绪，以此扩大与医生的认知共性，引导医

生做出所预期的回应。
3． 52 怀疑

回声问具有质疑的功能，一般是高升调，而

且，其边界调位置抬高，时长也长，疑问意味很浓。

这种质疑不再是表示惊讶、惊奇，而是基于交际者

所察觉 出 共 有 的 语 境 信 息，如 共 同 知 识 背 景

(common ground)不一致，对方的问话与问话人掌

握的已知信息或预期答案出现偏差时，问话人常

利用高升调的回声问来质疑对方，传递出自己的

负面情感，以期听话人做出正确的回答。

瑏瑥 ( 医生: 男; 病人: 男)

医生1 : 你这腿麻多长时间了?

病人1 : 挺长了

医生2 : 是今天还是多长时间了

病人2 : 得有一一两个月了

医生3 :→一两个月了?

病人3 : 反正最最近挺厉害

在例瑏瑥中，在被告知病症出现时间的模糊表

达“挺长了”后，医生重新组织问句，再次询问病

人，希望获得更加精确的时间。医生再次被告知

的还是模糊时间表达“一两个月”，尽管相比之前

更为精确，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医生对病症出现时

间精确性的需要。随后，医生使用回声问，重复这

一信息，表达自己对这一信息真实性的怀疑。
瑏瑦 ( 医生: 男; 病人: 男)

病人1 : 不是我这里，孩子那个家里 － 家里

有那个么，有药

医生1 : 他那个药和你不一样，这个可能:

混着吃吗?

病人2 :→不—不一样?

医生2 : 不一样，你这个不是血管瘤

病人3 : 嗯

医生3 : 啊

病人4: 啊就拿这些药是吧，都在这个卡上来

医生4 : 对

在例瑏瑦中，医生在给出治疗建议，并给病人开

药。病人向医生表达自己家里有类似的药，并询

问是否能用家里的代替新开的。医生只是简单地

否定这一问题，并未做详细说明，这也成为病人不

信任医生的因素之一。病人便使用回声问重复医

生的否定，表达自己的怀疑。医生看出病人的不

信任性，在下一话轮再次确定自己的否定，并做出

简要的解释，但是未具体说明不同之处，这样并不

能消除病人的怀疑，对治疗效果也会产生一定的

负面影响。
3． 53 恐惧

医患门诊会话的氛围并非总是很轻松、和谐，

尤其是当病人得知自己所患疾病较为严重或者超

过自己预期，甚至是超出自己理解时，回声问会被

用来表达恐惧的情感。

瑏瑧 ( 医生: 男; 病人: 男)

病人1 : 反正这个 － 这个腿 － 往左偏往右

偏都不行

医生1 : 那边儿是静脉曲张

病人2 :→静脉曲张?

医生2 : 哎

病人3: 那静脉曲张就不{ } 不大要紧是吧?

医生3 : 没事儿啊

病人4 : 没事儿就行

在例瑏瑧中，当被告知得了“静脉曲张”时，病

人使用回声问重复该名称，表现出恐惧，因为在他

的日常知识储备中，这个病的名称从没接触过，不

知道是否严重，这从他后面的话轮询问医生是否

“不大要紧”可以看出来，同时，“不”连续重复两

次才能完全说出想要表达的意思，显示出病人情

绪的不平静性。在得知这个病“没事”时，病人这

才如释重负得以放松，可以从他的回应看出来。

瑏瑨 ( 医生: 男; 病人: 男)

医生1 : 增生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关节，

骨头，表面这个软骨，就像木头表面这个油漆似的

病人1 : 嗯

医生2 : 随着年龄增大，劳累，磨损，所以 －
软骨，会逐渐的，磨没了长不出新的来，哎( )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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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针哈

病人2 :→打针?

医生3 : 往，这里边儿打针，［哈

病人3 : ［诶哟

例瑏瑨中，医生在向病人解释病症，但是当听到

往腿里面“打针”，病人对此感到很害怕，因为他

只知道肌肉注射而不知道这种类型的注射，他便

使用回声问重复这一话语，表达自己的恐惧和害

怕，这与后边的感叹词“诶哟”能看出医生的再三

解释也未能消除病人的恐惧之心。
3． 54 惊讶

当得知话语超出预期或期望时，听话人常会

使用回声问重复话语信息，进而表达惊讶之情。
尽管同属于机构性会话，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回声

问可以用来表达惊讶，这与其他机构性会话中，如

法庭互动，回声问不表示惊奇是不同的，因为法庭

交际中的问话是在问话人已经知道答案的情况下

发出的(廖美珍 2003:195)。
瑏瑩 ( 医生: 男; 病人: 男)

医生1 : 你怎么了

病人1 : 头疼

医生2 : 头疼多长时间了

病人2 : 头疼，得从一开始有二十多年了吧

医生3 :→二十多年了?

病人3 : 嗯

在例瑏瑩中，当得知病人出现的病症“头疼”已

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医生感到非常惊讶，因为

一般而言，从疾病出现到就诊之间的时间会比较

短。带着惊讶和惊奇之情，医生使用回声问重复

这一时间信息。
瑐瑠 ( 医生: 男; 病人: 女)

病人1 : 得打: 多少针啊?

医生1 : 一星期打两针，先打十针

病人2 :→十针?

医生2 : 嗯

病人3 : 一针多少钱

医生3 : 四十块钱

病人4 : 啊，一针就四十块钱?

医生4 : 嗯

病人5 : 我的天

在例瑐瑠中，医生给出治疗建议，要求病人“打

十针”。打针的次数超出病人的预期，病人使用

回声问重复这一信息，进而询问价格问题。在得

知打针的价钱后，病人感到更加惊讶，因为医生给

出的价格已远远超出病人的预期范围，因为平时

打针的价钱和现在这个价钱“一针就四十块钱”

相差较大，这也与下一话轮，病人的感叹“我的

天”相一致。
3． 55 强调

当感到某一信息非常重要时，交际者常会对

此信息进行强调，作为对自己的提醒。回声问作

为重复的一种，常被用来实现此功能。
瑐瑡 ( 医生: 男; 病人: 女)

医生1 : 你怎么了

病人1 : 头疼，疼得这半脸都疼

医生2 : 嗯

病人2 : 疼得眼都看不见事

医生3 :→眼都看不见事?

病人3 : 嗯

例瑐瑡主要是病人描述病症。医生使用回声问

重复病人描述中重点信息“眼都看不见事”，以此

强调这一病症的严重性，并作为一种自我提醒。
瑐瑢 ( 医生: 男; 病人: 男)

医生1 : 干活不行啊，这个病

病人1 :→干活不行?

家属1 : 就是使得是吧?

医生2 : 对:

病人2 : 就这块: 这块啊

医生3: ［啊

病人3: ［一走就两根儿骨头在这磨着似的

例瑐瑢中，当听到医生给出的关于恢复健康的

指导时，病人使用回声问重复并强调焦点信息

“干活不行”，作为一种对自己及其家属的提醒。

4 结束语
作为一种常见的会话策略，回声问在医患门

诊互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较之于书面语体和其

他非自然会话出现的回声问，医患门诊会话中回

声问的用法更加复杂。本文结合医患门诊交际的

机构性特征，探索医患门诊会话中回声问的语用

修辞功能，主要包括:要求证实、要求解释、语篇构

建、语境制约、人际情感功能，旨在帮助医患双方

提高回声问的语用意识，引导医患双方正确理解

回声问和准备答话，保证医患门诊交际互动的顺

利进行。
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回声问实现的不只是询问

功能，更多的是无疑而问，以疑问的语气或形式全

部或部分重复对方的话语，激活现实语境，使得意

义具体化，以此来要求对方实施某一言语行为或

实现自己的言语行为。前语境中的词语选择为回

声问的重复提供后续的共同背景，激活和创造新

的语境，在共建语境的动态交际中，凸显焦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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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实现交际目的，体现出机构性交际会话的策略

性和目的性。
此外，医患门诊互动中的回声问也体现出权

利在机构会话中的作用。医生使用的回声问的数

量和比重多于病人，这体现出机构会话互动中因

机构权利的不对称性导致的话语权利的不对称

性、互动参与者话语类型的不对称性以及回声问

的特征与功能及其分布上的不对称性。这对医患

门诊交际实践提供重要的启示:为了建立更加健

康、和谐的医患关系，医患双方可以通过适恰性地

使用回声问，积极配合，对存疑内容进行确认或解

释，降低误解的可能性。病人可适当增加回声问

的使用比例，确认、核实心存疑惑的话语信息，以

便更好地理解医生话语，顺利实现诊疗目的，完成

就诊活动;医生要根据业界的经验，结合会话的即

席语境，弄清患者使用回声问的目的，并作出相应

的回应。此外，医生要认真倾听，不轻易打断病

人，并应识别出患者的就诊意图，关注其心理和情

绪状态，适当调整自己的话语策略和话语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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