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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语用预设策略作为一种动态的、不稳定的、复杂的语言现象, 在文学作品中常有运用。文章主要论述了语用

预设的经济性、衔接性、戏剧性及多维性, 并分析证明了预设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作品中人物巧妙交谈、言外之意、技巧地传递

信息, 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故事情节的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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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设 ( presuppo sition)是每一个断言 ( asser tion )中所有

的简单或复杂的名词所指。 20世纪 60、70年代, 预设被引

进了语言学领域。语用预设能够解释传统的句子语法所难

以解决的语篇和语境特征。因为预设的可取消性 ( defeas-i

b ility in discourse contexts),说话人能够很巧妙地设置一个预

设, 在不需要预设存在的情况下, 又可以巧妙地取消其预设

的存在。预设的可取消性一定程度上还在于它的合适性

( appropriateness o r fe lic ity )和它的共知性 ( m utua l know ledge

o r comm on ground)。

文学语用学 ( L iterary Pragm atics)作为试图消解语言学

与文学研究沟壑的边缘学科,近十余年来得到较快发展。它

认为, /任何不包括文学及其语境的交际研究或任何不包括

交际资源的文学研究都是不完整的研究0 [ 1]。它主要以文

学文本为中心, 从语用的角度对文学文本中涉及的各种交际

语境, 以及文学语篇等予以研究。在文学作品中, 来源于生

活的作品素材在作者的文学创作中也很好的融入了预设这

一特殊的语用技巧。文化预设是长期潜移默化地储存在记

忆中的反映一定文化客观现实的原型。本文主要从语用预

设的经济性、衔接性、戏剧性及多维性探讨预设对于帮助作

品中人物巧妙交谈、理解言外之意、技巧地传递信息,帮助作

者刻画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等方面的功能。

作为一种语用现象, 预设在文学语篇的建构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文学语篇构建者在建构文学语篇时,通常都要运

用预设来确立一个语篇世界, 并期望读者通过预设理解语篇

中的虚拟世界。预设可以使文学语篇得到合理的调节和安

排, 使文学语篇在语言表达上具有经济性、衔接性的文体特

点, 同时也能使文学语篇在突出主题方面产生戏剧性和多维

性的文体效果。

一  预设在文学语篇中的经济性

语言的经济原则 ( the princ ip le of econom y)又称语言的

经济性。语言的经济性倾向始终贯穿于语言的各个层次和

语言发展的各个阶段,经济性也因此被认为是语言普遍性的

一个重要方面。语言和言语中呈现的简易现象, 研究者们习

惯称之为 /经济原则0。人类语言的运用趋向于经济和省力

的原则。为达到语言配置的最优化, 即用最小的语言单位来

表达最大的信息量。语言和言语中的经济现象具有普遍性,

受时间、精力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制约,言语交际中的经济性,

缘于交际者对一系列可能话语的 /选择0。就是用最少的言

语输入获得最大的交际效果。 /经济原则0也称为省力原则

( the P r inciple o f Least E ffort)。简单地说,就是用尽可能少的

投入获得最大的效果。 Z ipf在 1949年出版的专著 5人类行

为与省力原则6中, 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证实了 /人类行为

普遍遵循省力原则0这一观点。作为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

分,语言实践自然也遵循这一原则。

在文学语篇的组织过程中,作者往往是根据一定的视角

来编排信息的。不管采取哪一种视角, 信息的编排既要反映

叙述视角,也要突出情节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信息。在信息的

编排上,为了突出主要信息, 作者一般将一些次要信息以预

设的形式内嵌于语篇之中,作为对主要信息的铺垫和衬托。

经济性是语篇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 这一点在文学语篇中表

现得尤为明显。在文学语篇中,许多信息可以通过预设的方

式来表达,特别是一些常识性的信息, 都可以以预设的方式

内嵌于语篇之中。即使有些信息不属于读者的已知信息,作

者也完全可以以预设的形式将其内嵌于语篇之中, 仿佛这一

信息已经是读者的已知信息。例如, /海明威小说中那个有



限的世界可以暗含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那洗练简洁的

文体可表现为一种表达暗含意义的准确皿具0 [ 2]。英国的

小说家赫# 欧# 贝茨在他的5现代短篇小说6 ( 1941年 )中评

价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时说 /掌握暗示的艺术, 用一句话说明

两件或两件以上不同事情的艺术 ,那就把短篇小说家要干的

活完成了多一半。0

那只猫要把身子缩紧, 不让滴着雨水。[ 3]

海明威寥寥数语勾勒出雨中猫的状态。句子前半部分

/猫把身子缩紧0预设了几种可能出现的情景: 其一, 猫因为

害怕而把身子缩紧; 其二,猫因为天气的原因而缩紧身子; 其

三, 可能地震或者自然的原因使得猫把身子缩紧, ,这些预

设能使读者产生很多的预设 ,而其中包含有天气的因素, 后

半部分 /不让滴着雨水0缩短了读者的想象空间。海明威预

设读者经历过类似的场景, 通过预设做到了 /把小说写得像

诗那样精练0。语用预设使行文简洁。海明威是手 /拿着一

把斧0的作家, /他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赞词, 还原了基本

枝干的清爽面目0 ( 欧# 贝茨, 1941) 。

又如: /真舒服啊。来烤火吧, 女士们0 [1]。

就这短短的一句, 不仅预设到厨房内有个壁炉, 更进而

预设到戏剧事件发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寥寥数语,至少预

设这样几个共知的信息: 其一,天很冷; 其二,房间里有个壁

炉; 其三,律师走到壁炉前烤火;其四,律师身后尾随了一个

以上的女士。

二  预设在文学语篇中的衔接性

衔接是建构语篇的必然手段 ,它主要通过语法手段和词

汇手段来实现。作为一种语用现象,语用预设对语篇的衔接

起着重要作用。它可以突显语篇中的重要信息,且有助于把

语篇发展成为一个结构紧凑、衔接紧密、意义连贯的整体, 实

现语篇语言的简洁性和语言表达的经济性。文学语篇中的

预设不但可以与上文构成衔接关系,而且为断言信息的引入

提供一个起点, 从而使语篇构成一个前后衔接的整体。如:

不逢北国之秋, 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

天, 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 钓鱼台的柳影, 西山的虫唱, 玉

泉的夜月, 潭拓寺的钟声, ,说到了牵牛花, 我以为以蓝色

或白色为佳, 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 还要在牵牛花

底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 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

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 早晨起来, 会铺得满地。脚踏上

去, 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 只能感觉出一点点极细微极柔

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

条扫帚的丝纹, 看起来既觉得细腻, 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

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 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

想, 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郁达夫: 5故都的秋6 )

在此例中, 第二段的第一句话诱发的预设就是第一段中

的牵牛花是北国秋的一种点缀, 把第一段描述中作者的意图

不动声色的表现出来,加深了读者对文章的理解, 不但显示

出了与第一段的紧密联系, 而且突出了本段的主题, 从而使

段落之间相互衔接得很紧密。

又如: - They never taughtH IM m uch, . sa id M rs. M ore,l

- that is a fac t) ne ither m anners nor w it) and h is cunning he

was born w ith. . ( < Sons and Lovers> Chapter 4)

/人家没教会他多少, 0莫雷尔太太说, /一点也不

假 ) ) ) 既没礼貌,又没头脑, ) ) ) 他那点狡猾性子还是从娘

肚子里带来的哩。0 [ 4]

在劳伦斯的名著 5儿子与情人 6中, 语用预设的使用非

常之多,尤其是在人物的对白中, 在上文这一例句中, ne ither

, nor,的使用, 与前文的 never相呼应, 表达出中文的 /既没

,又没, , 0的关联句型结构, 也与前文的- they never taught

H IM much. 构成了语义上的衔接。

三  预设在文学语篇中的戏剧性

预设是发话者对交际语境中没有异议或不容置疑的信

息的认同和设定,即该假定信息为交际参与者所共有并且可

以为对方所理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语用预设的共知性

( comm on ground)。说话人的语用预设得到说话对象的理解

很重要,否则, 就会遭致误会,或双方无法达到交际目的。在

交际过程中,发话者根据自己的假设将双方所认同的信息以

隐含的方式表述为预设命题,并以此作为信息传递的背景信

息或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预设表达的一般是语篇世界中

已经确立的事实或合乎情理的事态。但是, 正是由于预设信

息与语篇世界中的一般事理发生矛盾, 就会产生预设冲突。

在文学语篇中,就常常有巧妙运用预设冲突来产生幽默或荒

诞等戏剧性效果的情节。

例如:朴 (突然抬起头来 ): 我听人说你现在做了一件很

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萍 (惊 ) : 什 ) 什么?

朴 (低声走到萍的面前 ) : 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是对不

起你的父亲吗? 并且对不起你的母亲吗?

萍 (失措 ) : 爸爸。

朴 (仁慈地, 拿着萍地手 ): 你是我的长子, 我不愿意当

着人谈这件事。 (停, 喘一口气,严厉地 ) 我听说我在外边的

时候,你这两年来在家里很不规矩。

萍 (更惊恐 ) : 爸, 没有的事,没有, 没有。

朴: 一个人敢做一件事就要当一件事。

萍 (失色 ) : 爸!

朴: 公司的人说你总是在跳舞窝里鬼混, 尤其是这三个

月,喝酒, 赌钱,整夜地不回家。

萍: 哦, (喘出一口气 ) 您说的是, , [ 5]

在这个例子中,周朴园指责周萍 /你这两年来在家里很

不规矩0, 预设信息是指周萍 /总是在跳舞窝里鬼混, 喝酒,

赌钱,整夜地不回家0,周萍一开始不明白其父说的 /做了一

件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0是什么, 于是他主观地认为父亲是

指责自己同后母繁漪的乱伦关系, 因而失色, 他的 /做贼心

虚0使他误解了其父亲的指责, 作者在这里有意突出使用语

用预设的主观性, 转化之间, 双方的语言交锋契合, 高潮凸

现,使得作品精彩而又引人入胜。

在文学语篇中,文化预设有时和特定社会的语言系统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进而影响译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翻

译,从而影响读者对于文学语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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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汉语当中, 人们常用 /眼红0来形容 /妒忌 0或 /嫉

妒0,但在英语文化中, 人们却常用 / g reen- eyed0来形容嫉

妒的心情。还有在汉语当中, /吃醋0一词 ( ea t v inegar)也指

/嫉妒0 ( to be jealous), 但在英语中, 此词暗含 /脾气不好的

(话语、性格 ) 0等意。 / v inegar0和 / sour0在英语语言中多带

有 /脾气暴躁的0 ( ill- tempered) /易怒的0 ( peev ish)的意思,

但在汉语当中多带 /妒忌0之意 [ 6]。中西语言间的差异由此

可见一斑。所以, 即使是表达相同的意思, 不同语言系统会

使用不同的字眼, 读者在理解译本语篇的同时要联想到译文

原文的感情色彩, 这样对于文学语篇的理解才能维持原作的

精彩性和戏剧性。

四  预设在文学语篇中的多维性

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 一句话语可能有多个预设,在不

同的语境中, 不同的听话人有不同的话语理解, 一个预设也

可能有多重含义, 这就是语用预设的多维性。在文学作品

中, 有时候说话人就充分的利用这一预设特点来实现自己某

种不能明说的语用意图, 读者在阅读文本的时候也要多加参

详才能明白透彻说话人的实际意图。如:

黛玉一面接了, 抱在怀中,笑道: /也亏你倒听他的话 ,我

平日和你说的, 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

些。0 [7]

这段话的故事背景是宝玉看望宝钗时巧遇黛玉也在, 宝

玉想喝酒, 宝钗劝他喝热酒才好, 宝玉认为有理,马上又命人

热酒。黛玉此时心里泛酸, 又不好明言。可巧紫鹃命小丫头

雪雁给她送小手炉, 于是黛玉含笑问他: /谁叫你送来的? 难

为他费心, 那里就冷死了我! 0雪雁道: /紫鹃姐姐怕姑娘冷,

使我送来的。0于是黛玉说了这样一句话。此处她就借用以

隐含方式体现的语用预设, 将预设 /你 (雪雁 ) 只依她 (紫

鹃 ) 的话0改变成了 /你 (宝玉 ) 只依从她 (宝钗 ) 的话 0, 从

而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嫉妒心理 ,也含蓄地向宝玉表达了她

的不满。从作者的角度来看, 此处语用预设的变化使用, 使

黛玉含酸的形象跃然纸上,刻画人物性格颇为成功。

又如: / I beg your pa rdon, 0 sa id A lice very humb ly:

/ You had got to the fifth bend, I think?0

/ I had not! 0 Cr ied theM ouse, sha rply and very angrily.

/ A knot! 0 Sa id A lice, a lw ays ready to m ake herse lf use-

fu,l and look ing anx ious ly about he r. / Oh, do let m e he lp to

undo it! 0

( 5爱丽丝仙境奇遇记6 )

幽默用语是童话的一大特色, 在英语中 / not0 (没有 )和

/ knot0 (结 )是同音异义字,小说中爱丽丝把意思混淆了,这

里作者运用谐音博得读者一笑。但在汉语中, 译者该通过什

么方法使童话故事的读者们能很好的理解这一同音异义字

的幽默之处呢, 这就涉及到用另一个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意

思。如译文中:

爱丽丝很谦虚地道: /对不起,对不起, 你说到了第五个

弯弯了,不是吗? 0

那老鼠很凶很怒地道: /我没有到! 0

爱丽丝道: /你没有刀吗? 让我给你找一把罢! 0 (爱

丽丝说着四面瞧瞧,因为她总是喜欢帮人家的忙。) [ 8]

这一处理,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原文想要表达的一个预设

意思,也能很好的使译文读者最大程度的接近原文作者的意

思,对于深刻理解原文的意思和情节的发展起到了妙不可言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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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Functions in L iteratures

LU Jia, GE Ling- ling

(Univer 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 t:  A s a com plex and dynam ic linguistic phenom enon, pragm atic presupposition can be seen in the literatu res qu ite o-f

ten. Th is essay focuses on the econom ics, coherence, dram atics and m ultid im ensiona lity of pragm atic presuppo sition, and m eanwh ile

g ives a further ana lysis on the functions o f pragm atic presuppos ition in he lp ing the reade rs understand the conversa tions, the comm on

g round, and the characters, them essages de livered be tw een the readers and the tex t, and the deve lopm ent o f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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