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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拟运用 Brow n和 Lev inson提出的面子理论及国外关于话语修正的理论成果作指导, 立足于国内已有的

研究现实, 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围绕内容修正、恰当修正、错误修正和重新措辞修正四种会话自我修正类型, 通过实例分析

来探讨在社会交往中 ,面子这种隐性因素对会话自我修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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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是会话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人类对于语言非流

利性产出现象的探索可追溯到十八世纪晚期。人们发现, 人

类自然语言的输出并非通顺流畅或准确无误,而是充满着迟

疑、停顿、重复、沉默、修正等非流利的语言现象。 1977年美

国社会语言学家 Scheg lo f.f E. A. 等发表了 5会话修补结构

的自我纠正优先6一文, 标志着会话修正研究的开始。此后

二十多年里,众多语言学家如 Kasper[ 1] , Leve lt和 Cutler[ 2],

N o rr ick[ 3], G ass和 Varon is[ 4]等对会话修正进行了不同角度

的研究, 使其成为会话分析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会话自我修正的概念及研究概述

在日常交际过程中, 说话者总是在不断地监控自己的言

语行为, 即时检查自己的言语是否准确传达了要表达的意

思。如果发现自己的言语表达不够恰当或者出了差错, 就会

主动进行纠正,这就是自我修正 ( self- repa ir), 它常发生在

错误发生后一段很短的时间内 [5]。 Schegloff[ 6]注意到, 在正

常会话中, 人们偏好以自我修正 ( se lf- repair)的方式来修补

会话中出现的问题。自我修正不仅是改正错误,还包括信息

的补充和恰当性的调整。常用的自我修正方法有: 重复、插

入、替换、重组。Komos[ 7]从类型上将自我修正分为四种即:

内容修正、恰当修正、错误修正和重新措辞修正。 Ian

Hu tchby&RobinW oo ffitt[8]从形式上将自我修正划分为自我

诱发的自我修正和他人诱发的自我修正。 Scheg loff[ 6], E liza-

beth K ea ting[ 9] , A lessandro Duranti[10]则着重研究了自我修

正出现的位置, 共有四种: ( 1)在同一话轮结构单元之内;

( 2)在下一个可能转换话轮的地方; ( 3)在其它说话人的下

一个轮次; ( 4)在远离失误源的第三序列位置上。

作为会话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对话

语修正现象的研究也日渐深入。除介绍、评价、综述会话修

正在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外,国内的研究者们也开始尝试通

过对不同类型语篇中的会话语料的实证分析来研究二语学

习者的会话修正模式及特征,如胡敏对英语学习者的自我修

正意识进行了探讨 [ 11] ; 杨柳群发现英语水平差异对学生自

我修正的频率、类型及结构方面存在影响 [12]; 文秋芳、庄一

琳则着重研究了高水平英语学习者的口语自我纠错能

力 [ 13] ; 姚剑鹏介绍和综述了 1970年以来国外话语研究界对

会话自我修补策略、修补提示、修补分类、内部结构和定义方

面所取得的成就 [ 14]; 易利认为不同语境中的话语方式、话语

范围和话语基调这三个变量是导致自我修正模式和频率产

生差异的因素 [ 15]; 赵晨利用课堂会话语料库分析了英语课

堂会话中修正模式如何影响学生的输出及课堂会话修正活

动如何体现教师的中介作用 [ 16]等等。目前, 大多数研究比

较关注影响会话自我修正的显性因素。然而, 作为一种人与

人之间交流思想、表达自我的交际手段, 会话的过程也会牵

涉到除语言之外的方方面面,在看似外显的因素之中也有许

多的内隐因素在起作用, 它们同样会对会话产生影响。本文

试图利用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在 B rown和 Lev inson的面子理

论指导下,围绕会话自我修正的四种类型, 通过实例分析来

探讨在社会交往中,面子这种隐性因素对会话自我修正所产

生的影响。

二  面子理论

以 Sacks为首的社会学家认为会话是社会生活的产物,

因此会话中的自我修正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必然有其社

会因素。人际交往中人们往往要受到一些社会规则的制约,

其中,维护相互的面子以达到和谐自尊的相处是决定自我修

正的关键原因。面子 ( face)一词由美国社会学家 E rv ing Go-

ffm an于 1955年提出。他认为面子是社会交往中人们有效



地为自己赢得的正面的社会价值, 是个人的自我体现。

Brow n和 Lev inson[ 17]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子理论 ( The Face

Theo ry) , 进而将面子分为积极面子 ( positive face)和消极面

子 ( negative face)。积极面子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赞同、

喜爱、欣赏和尊敬,在交际时通常表现为同意对方的意见, 支

持对方的观点, 向对方表示赞赏和恭维等,倾向于表示出对

对方的认同以拉近社交距离。消极面子则指个人有自主的

自由, 不愿迁就别人或受到干预而使自己丢面子。它强调个

人的权利至少不全部受其所属群体价值观念的约束,倾向于

表达个人的特征而强调与他人的距离。

Faerch和 Kasper[ 18]认为, 含有话语错误的语段是一种

面子威胁行为 ( face- threaten ing ac t), 对这种话语错误所进

行的自我修正是为了恢复面子。Wh ite[ 19]也提出, 通过对话

语错误的修补, 人们意欲建立和维持和睦, 避免面子威胁, 增

加与听者的一致程度。因此, 在会话中我们会努力地维护他

人的积极面子, 这表现在友好相待, 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 肯

定和赞许他人, 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同时, 我们也会努

力地维护自己的消极面子。这表现在希望凸显自己的思想

和特色, 不愿意被别人反驳或干预。非常注意自己说话的权

威性和精确性, 希望得到听话者的尊重和认可而不是被质疑

或修正。而且, 说话者希望自己的话语权得到保障, 不被干

涉, 尤其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 不留话柄给别人,不给他人修

正的机会。一旦被他人纠错便觉得面子受到威胁。因此, 在

说话过程中, 说话人必须对自己的话语进行监控, 发现错误

立即自我修正。而作为听话者, 我们会非常耐心地听完对

方的叙述, 而不会在一发现说话者错误时就急于马上打断对

方。即使有机会更正, 也很少直接指出, 而往往通过言语行

为如使用 w e ll、oh、ok、but、I mean、you know、what、let m e see

或 /噢0、/ 嗯0、/你知道0、/要我说0、/我的意思是0、/据我

所知0等修正标记语, 非言语行为如眼神、手势、沉默、停顿、

疑问的表情等方式来自我修正或提醒对方进行自我修正。

三  会话自我修正实例分析

(一 )内容修正 ( informa tion repa ir): 通过语言的重复输

出, 对已经表达或尚未表达出来的信息内容进行自我修正,

包括相同内容的修正和不同内容的修正。

例 1: Oh, M rW h ite. Could w e, when you g ive us our pa-

pers back, er, and and g ive us titles - - - cou ld w e sort o f

m eet o r som ething? Because you know, therem ight be questions

w e want to ask. [ 20]

这是一个学生对老师提出的请求。说话人通过使用不

确定的语言 / so rt of0, / there m ight be0, 重复运用一般疑问句

/ Could we,? 0使话语中充满着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之情。同

时, 又通过插入 / you know 0对前面所说的话 / Cou ld w e so rt o f

m eet or som ething? 0进行不同内容的自我修正和进一步的补

充说明。通过采取消极礼貌策略,学生既委婉而礼貌地提出

了要求, 又给予了老师自我决策的权利, 从而维护了老师的

消极面子。

日常会话中, 人们在就同一事物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和

看法时, 常常会使用赞同原则, 即使双方的分歧减至最小限

度,使双方的一致增至最大限度来避免尴尬和冲突, 满足对

方的积极面子需求。

例 2: A: I thought the film w as good ton ight.

B: Yes, quite good. Im ean, m ost o f the parts. But som e

pa rts w ere ra ther bo ring, don. t you think so? [ 21] 71- 73

例 3: A: 我这件衣服不错吧。

B: 嗯,款式不错, 不过颜色深了点儿。[ 21] 71- 73

上述两例中,说话人 A 和 B分别就同一件事情 ) ) ) 所

看电影和所买衣服发表见解。B对 A的看法并不完全赞同,

但为了避免坦白直言的尴尬, B首先用 / Yes0和 /嗯0来表示

附和,给予对方肯定, 然后才用 / But0和 /不过0转折, 对会话

进行相同内容上的修正, 从而委婉地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

法。这样既保全了对方的面子, 避免了正面冲突, 同时也体

现出说话者的修养和气质, 从而建立起良好的人际交往。

(二 )恰当修正 ( appropr ia teness repa ir): 用恰当的表达方

式替代当前表达方式以消除歧义、使表达更加精确或保持前

后连贯。

例 4: A: And I. m go ing to m ake my own painting s.

B: Um.

A: And) o r Im ean my own fram es.

B: Yeah. [ 22]

例 4中,说话人 A在说出了 my ow n pa inting s之后, 自我

意识到自己所提供的信息存在含糊不清或错误的成分。为

了消除误解、澄清误听, 接着, A用 Im ean作为修正标记语进

行自我补充说明或澄清。听话人 B为了不打断会话,并未进

行任何插话,而只用了 Um和 Yeah两种语气词含蓄地提出

质疑,目的在于留出时间让对方思考、补充。这样, 说话人不

会因为没有表述清楚而难为情,听话人也不会因为急于对他

人的失误进行更正而显得无礼, 双方都保留了面子。

例 5: A:你下午去图书馆吗?

B: 嗯, ,

A:我的意思是, 你如果去图书馆, 就顺便帮我续借一下

卡上的书。

B: 行啊,没问题 [ 23]。

例 5是一个由他人诱发的自我修正。会话的一方 B用

/嗯0一词表达了多重意思: ( 1)对 A的话表示肯定和认可;

( 2)作为威胁到对方面子时的缓和语; ( 3)提示对方信息不

足。A马上意识到对方并没有领会自己问话的意思, 于是立

即用 /我的意思是0对前边的话作了恰当的自我修正, 消除

了对方的疑惑,双方的交际达到了目的。

(三 )错误修正 ( error repa ir) :指说话者修正自己话语中

的失误,包括语音、词汇、形态、句法及语序方面的错误。

错误修正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1980年

以后,会话分析被应用于二语习得领域。运用修正的概念来

分析非本族语说话者的交际行为尤其是课堂言语行为成了

许多学者的研究课题。Nooteboom在分析了 M er inger的口语

语料库后,发现说话者 75% 的语音错误和 53% 的词汇错误

均由本人修正 [ 24]。当二语学习者犯错误时, 一方面, 他们想

维护自己的积极面子, 即希望得到教师的赞赏和鼓励;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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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他们又想维护自己的消极面子, 即不愿意受到教师或

同伴过多的干涉而影响自信心。因此,在二语课堂的师生话

语互动中, 教师多倾向于使用隐含性反馈语 ( im plic it correc-

tive feedback) ,采用他人诱发的自我修正来引导学生主动输

出、以减轻认知压力, 避免使学生尴尬, 影响积极的学习情

绪。如例 6中, 教师通过使用疑问句,多次的重复 ,协商的语

气一步一步地诱导学生自我修正了单词 / bread0的发音错

误。

例 6: ( D iscuss ing the favo rite food) ( A:学生 B:教师 )

A: I like / bre id /.

B: You like what?

A: / bre id /.

B: / bre id /, / bre id /, w ha t. s the / bre id /?

A: B - r- e- a- d.

B: B- r- e- i- d?

A: B - r- e - a- d, oh, the /bred /.

B: Oh, / bred /.

(四 )重新措辞修正 ( rephrasing repair):说话人刚刚结束

原以为清晰、正确、自然的话语 ,立即意识到已表达的信息在

精确度、清晰度、连贯性及语用等方面存在不妥之处,于是放

弃原来的表达方式, 在基本保留原信息内容的前提下,通过

使用新的措辞来进行自我修正, 以消除歧义, 使自己的表达

更加准确, 更有说服力。如:

例 7:吴霭珍 :对不起, 这个请你收回去。

曹万山: 吴校长,您这是干吗? 哪有送出去的东西又往

回收的。

吴霭珍: 可这礼送得太重了。

曹万山: 噢,这是你和李市长半年的红利,你就放心收下

吧, 不会烫手的。 (电视电影文学: 5生死抉择6 )

人与人之间讲人情,顾脸面, 重礼节是中国文化中一种

典型的社会心理现象。对中国人来说, 顾面子、给面子、讲情

面是建立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气氛的必不可少的交

际策略。例 6中, 曹万山利用话语标记语 /噢 0对其所说的

/送出去的东西0和吴霭珍所说的 /礼 /同时进行了自我修正

和他人修正 ( other- repa ir)。如果将 /送出去的东西0说成

是 /礼 /的话, 吴霭珍的行为就是受贿。而重新措辞修正之

后用 /红利0, 一方面,曹万山可以正大光明地送礼, 另一方

面, 吴霭珍也可以合情合理地收礼了, 这样双方都有了台阶

下, 也就保全了双方的自尊和面子。

例 8:白大爷 :我二弟也是, 人家那个大格格是还没出嫁

的大姑娘, 他给人家看成了喜脉。

贝勒爷: (猛的抬起头, 吃惊, 沉默, 害怕 )喜脉? 真的假

的?

白大爷: 你着什么急啊? 真的假的, 也说不清楚。按说

不是啊, 人家一个大姑娘。 (电视剧5大宅门6 )

对话中, 当白大爷发现贝勒爷对自己所带来的消息感到

非常困窘和不悦时, 他赶紧通过重复前者的话 /真的假的 0

巧妙地接过话轮, 用 /按说不是啊 ,人家一个大姑娘0对 /喜

脉0进行了措辞上的修正,以此来减少对方心中的不快,降低

对对方的面子威胁。

运用重新措辞修正也可使话语变得婉转温和, 能避免因

使用卑俗、刺耳或不礼貌的字眼给人带来的不愉快。如例 9

中,说话人 A为避免再次使用 steal一词, 改用 / , he really

needs to learn how to respect the property rights of o thers. 0。

例 9: A: Tom w as caught in a supe rma rket ag ain by the po-

lice yeste rday.

B: Oh, what happened?

A: H e tr ied to stea l a wa llet from a lady. You know, he re-

a lly needs to do som e th ing. Tha t is to say, he rea lly needs to

lea rn how to respect the prope rty righ ts o f othe rs.

此外,会话者的社会地位和权势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

自我修正。处于相对高的社会地位或拥有权势的人掌握着

会话的主动权, 他们倾向于挑剔别人的错误而自恃自己正

确,因此修正别人的错误多而自我修正少。在医生和患者,

法官和犯人,教师和学生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会话中, 前者总

是不断地纠正后者的错误, 后者则在说话中小心谨慎, 一旦

发现自己的错误总是认真监控及时纠正, 所以社会地位低的

说话者自我修正的频率相对来说比较高。

四  结语

以上我们分析了面子这种隐性的、潜在的因素对话语自

我修正所产生的种种影响。通过以上实例分析我们可以看

到,话语的自我修正具有维护面子的作用, 而维护说话者和

听话者双方的面子可以有效地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

使话语得体礼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融洽和谐。因此,

在人际交往中, 我们不但要注意会话场合, 谈论的话题、年

龄、性别这些显性的因素对会话双方的交际所产生的影响,

而且更要留心因交际双方的权势, 距离,关系亲密度、社会地

位、以及文化背景等隐性因素对会话双方所产生的心理影

响。因为在实际交际中, 显性因素与隐性因素总是相互联

系,紧密交织, 共同起作用而影响话语的自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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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he Invisib le Factor

) ) ) Face on Self- repa ir in Conversation

YAN X iao- hua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Gu ided by Brown and Lev inson. s Face Theo ry and based on the studies on self- repa ir in conversation both at hom e

and abroad, th 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influence of the inv isible factor- - - face on se lf- repair in conversa tion from a soc ia l lingu istic

perspec tive. T ypica l examp les are prov ided to analyze the four types o f se lf- repa ir: inform ation repa ir, appropriateness repair, erro r

repair and rephras ing repair.

K ey words:  self- repa ir;  face;  inv isib l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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