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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语言学视角下“好的吧”的使用研究

王　 新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文章从功能语言学的视角出发,采用日常会话语料和 BCC 语料库语料,考察了“好的吧”的语体分布、话语功

能、“好的”与“吧”的共现机制,以及“好的吧”的使用基础,最后分析了“好的”“好吧”和“好的吧”之间的异同点。 研究发现,
“好的吧”通常分布在对话体和叙述体中,相应地,话语功能主要包括明示认同力度、彰显权势关系、调节会话氛围、表示应答

回应的人际功能以及表示停顿、结束当前话题的关联功能;“好的”与“吧”共现的重要机制是语义语用层面的功能互补;“好

的吧”的使用基础包括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人际交往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好的”“好吧”和“好的吧”的核心语义

可以概括为“表认同”,只是态度表达上略有不同。 此外,三者在人际功能和关联功能方面也存在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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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会话和网络语言中有“好的吧”①这样的表

达,如:
(1)你下次开会不要再迟到了,好的吧?
(2)A:下班后你陪我去一趟银行吧!

B:好的吧。
(3)电脑课,只能看着老师动,我们只能在呆呆

地看着电脑,无聊!!! 好的吧,我知道我在

说着心里的难过和心疼,这种感受我知道

没人会懂,我也知道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

什么感同身受,有人在看吗,你在看我的句

子还是在看我的感情。 (BCC 语料库)
例(1)和(2)出现于日常会话中,例(3)出现于

BCC 语料库的微博语料中。 不少人对此表示困惑:
“好”“好的”和“好吧”都容易理解,但“好的吧”该
作何解释? 其话语功能是怎样的? “好的”与“吧”
共现的机制是什么? “好的”“好吧”与“好的吧”又
有何异同? 此外,例(1)和例(2)中,“好的吧”作为

发语句和应答句同“好吧”在功能上有何不同? 这

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邵敬敏、朱晓亚(2005)就“好”的话语功能及其

虚化轨迹作了深入研究,提出“好”的话语功能主要

包括赞赏、应允和确认的积极应对功能,礼貌、让步、
讽刺的消极应对功能和话语衔接功能[1]。 赵聪

(2006)认为“好吧”具有赞同、礼貌和让步的应对功

能。 此外,赵文还指出“好的”一般用于比较正式的

场合,尤其用于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显示言者

的恳切态度[2]。 崔希亮(2019)指出“好的”往往暗

示言者没有表情,公事公办[3]。 郑娟曼(2018)从互

动语言学的视角,在不同的会话序列中考察了“好
吧”的妥协回应功能,并提出其交际动因包括非合

意应答之后的合意应答和消除发话者顾虑[4]。
以上所列举的各种观点可概括如下:
1. “好”和“好吧”都具有应对功能,有利于交际

的顺利进行;
2. “好”和“好吧”都具有话语衔接功能;
3. “好的” 一般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公事

公办。
我们注意到,目前并没有对“好的吧”的单独研

究成果。
“好的吧”作为日常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表

达,其话语价值不言而喻。 此外,我们还发现“好的

吧”的使用人群主要集中在青年群体,这从我们搜

集到的语料范围②可以得到有效验证。 文章拟从功

能语言学的视角出发,首先考察其语体分布,其次分

析“好的吧”的话语功能,再次讨论“好的”与“吧”
的共现机制,最后对比研究“好的” “好吧”与“好的



吧”的异同。
本文未标明的语料均是从微博、微信、QQ 和电

视节目中搜集。

一　 “好的吧”的语体分布

何为语体? 语体的类型有哪些? 不同的学者有

不同的观点,刘大为(1994)认为语体是言语行为的

类型[5];陶红印(1999)从传媒和方式的视角考察了

各类语体,并认为语体的划分不应局限于口语和书

面语的二分法上[6];方梅(2007)认为语体是决定语

句结构和语篇结构的基本类别,并从功能类型着眼,
将语篇分为叙事语篇与非叙事语篇[7];冯胜利

(2012)将语体划分为“俗常、正式、庄典” [8];冯胜

利、施春宏(2018)对语体的定义作了进一步的解

释,认为语体是一种语言机制,用来调节人际关系和

人际距离[9]。 尽管语体的定义和划分视角多样,但
从具体的语言事实出发,“好的吧”通常出现在“对
话体”和“叙述体”中。

(一)对话体

对话体是语体分类中的重要一类,“好的吧”在
对话体中经常出现。 考察语料发现,“好的吧”在这

类语体中出现时,既可以出现在祈使句中,如例

(4)③;也可以出现在应答陈述句中,如例 (5 )。
例如:

(4)请大家先安静一下,好的吧?
(5) A:可不可以加您一个微信? 方便日后

联系。
B:好的吧。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拟叙述体中“好的吧”的
性质与真实对话中的“好的吧”并无二致,所以本文

将其归为一类。 例如:
(6)所有伤感歌曲都报弱了,特别是诗词版歌

词翻译读着读着竟没出息的哭了,好的吧,
让我最后说一次:好的吧! 收拾好心情,带
上微笑 Go 北京。 (BCC 语料库)

(二)叙述体

此处的叙述体指作者自身通过一定风格的语言

形式来表现自我,记录其内心世界,透过文字读者能

够了解作者的心理状态。 如例(7)和例(8)。
(7)昨天十四号……情人节阿!! 好的吧……

我每次都忘爱蜡笔小新!! 最不爱海绵宝

宝不 解 释!! 最 近 越 来 越 容 易 忘 事!!
(BCC 语料库)

(8)今天看了我们上星期拍的视频,笑死。 偶

尔想想就好。 一百岁挂在墙上。 ~ 这就是

人的一生。 好的吧。 他赢了。 (BCC 语料

库)

二　 “好的吧”的话语功能

考察语料发现,“好的吧”在不同的语体中呈现

出不同的话语功能。 在对话体中,“好的吧”的话语

功能主要表现为明示认同力度、彰显权势关系、调节

会话氛围、表示应答回应的人际功能;在叙述体中,
“好的吧”的话语功能主要表现为表示停顿、结束当

下话题的关联功能。
(一)人际功能

以 Halliday 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人
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

中,语言除了可以传递信息外,还可以用来维持各种

人际感情,表达说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及其

对事物推断的功能。
1. 明示认同力度

日常交际中,说话者可以运用语气词④对对方

话语的认同力度进行调节,显示说话者认同力度的

强弱。 “好的吧”通过运用“好的” +“吧”增强了认

同的非主动性特征,暗含说话者迫于某种原因⑤,不
得不认同对方的话语,从而降低了认同的力度。
例如:

(9)A:新年第一天就有媒体曝出演员贺军翔出

轨,现在的明星私生活真是太乱了,乱得简

直不敢想象!
B:诱惑太多,人总有意志力薄弱的时候嘛。
A:好的吧,你这么说我也就没话可说了。

(10)A:今天天儿这么冷,外面还刮着大风,下

着雨,没啥特别重要的事儿就别出门了。
B:好的吧,那明天再说吧。

例(9)和例(10)都是说话者运用“好的吧”来

回应对方,虽然认同力度有所减弱,但说话者还是认

同了对方的观点或提议,这从其后续语段中可以得

到证明,例(9)和(10)分别用“你这么说我也没话可

说了”“那明天再说吧”来补充说明“好的吧”。
2. 彰显权势关系

权势关系是指双方在交际过程中显现出的权势

地位的高低。 考察语料发现,“好的吧”一般多用于

平辈之间、熟人之间,亦或是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

辈,鲜见于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 当上级对下级

使用“好的吧” 进行确认时,多有打官腔的意味。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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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我又来麻烦你了,还希望你帮我最后一

个忙。
B:好的吧,你说。 (同辈之间)

(12)明天记着把文件带过来,放到我办公室桌

子上,然后给李总回个电话,说我有事儿

不参加会议了,好的吧? (老板对员工)
(13)上午九点开本年度最后一次会议,大家都

不要迟到,好的吧? (主管对下属)
例(11)用于同辈之间,但 A 在权势、地位,抑或

是能力等某一方面一定高于 B,因为话语情景是 B
找 A 帮忙。 例(12)和例(13)⑥的话语情景可以统

一概括为上级对下级发出命令,听话者则按其指示

执行一系列行为,具体表现为例(12)听话者执行把

文件放在桌子上,然后给李总回电话的任务,例
(13)执行开会别迟到的命令。 该类情形下,说话者

所发出的命令使得“好的吧”的运用具有打官腔的

意味。
3. 调节会话氛围

说话者或为了维护交际双方关系、或为了自身

利益,或两者兼之,从而运用特定的话语形式来调节

会话氛围。 “好的吧”就是一种常见的语言手段。
例如:

(14)员工:老板,我想请三天假回家看望一下

母亲,可以吗?
老板:好的吧,但是你的工作得找个人交

接好。
(15)A:我今天临时有事儿,没法儿陪你去银

行了。
B:好的吧,我自己去也行。

例(14)老板在听到员工的请求后,并未作出正

面的拒绝,如“不可以 /不行”,而是用“好的吧”表示

弱赞同,这从其后续语段“但是你的工作得找个人

交接好”可以得到证明。 其言外之意是:你如果想

请假,就必须找个人接手你这两天的工作。 老板运

用“好的吧”来调节会话氛围,一方面降低了交际关

系的破坏程度,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上下级的关系,维
护了自身的利益⑦。 “好的吧”从语言形式上看遵守

了言谈交际当中的合作原则,但从实质内容上看,表
达了不愿意的态度,是对合作原则的违反,正是这种

表面与实质矛盾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会话

氛围。 例(15)是另外一种情况,交际双方中的一方

被另一方拒绝后,为了避免尴尬的场景,用“好的

吧”来委婉表达自己没有受到伤害,调节了当时的

会话氛围。 此时,后续语段往往是对“好的吧”的强

化和解释说明,即你的拒绝我可以接受。
4. 表示应答

在对话体中,“好的吧”除了表达弱认同外,还
兼有应答功能。 例如:

(16)A:她可是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
B:好的吧,如果这就是最漂亮的标准,我

表示无语。
例(16)说话者 B 用“好的吧”承接 A 的话轮,

既表达了自身的弱认同态度,也兼有语篇衔接的

功能。
(二)关联功能

考察语料发现,“好的吧”可以作为语篇连贯的

手段,它不仅可以让说话者在长篇叙述中留有停顿

的机会,还可以和听话者进行交流。 我们称之为

“好的吧”的关联功能。
1. 表示停顿

说话者有时会使用“好的吧”作为填充词( filler
word),从而为自己留有思考的时间,为下一个话轮

做准备。 “好的吧”此类话语功能的判断标准是去

掉“好的吧”之后,是否为一个完整的句子,且是否

影响话语意思的表达。 例如:
(17)你一定要相信,不会有到不了的明天的,

心态真的很重要。 好的吧 ~ 不要着急,最

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BCC
语料库)

(18)小赵个 B 样的居然不跟我讲一句话,好的

吧 ~ 有本事他一直憋着吧。 (BCC 语料

库)
例(17)和例(18)都是说话者在说完一件事后,

用“好的吧”稍作停顿⑧,进而表达对这件事情的一

个态度,此时后续语段往往带有评价性,如“最好的

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判断标准是去掉句

中“好的吧”之后,语句依然合法,且话语意思不受

影响。 试比较:
(17a)你一定要相信,不会有到不了的明天的,

心态真的很重要。 不要着急,最好的总

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BCC 语料

库)
(18a)小赵个 B 样的居然不跟我讲一句话,有

本事他一直憋着吧。 (BCC 语料库)
例(17a)(18a)与例(17) (18)相比,话语意思

不变,且句子合法。
2. 结束当下话题

“好的吧”还可以用来结束当前谈论的一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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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此类情况下,“好的吧”往往用作对上文所说话

语进行总结的标志性词语,或是对上文提议的一种

附和,从而结束当前话题。 例如:
(19)不要把人生花费在讨厌人的事情上,这一

生要疼爱别人还不够,哪有那么多时间去

想那些令自己不愉快的人和事。 好的吧,
别想那么多了! (BCC 语料库)

(20)这是在逼我早点睡觉的节奏么? 好的吧,
困死了,睡觉! (BCC 语料库)

例(19)说话者用“好的吧”欲对前文进行总结,
进而用一个祈使句呼吁停止无谓的思考,意在结束

当前话题。 例(20)同样用“好的吧”附和上文提议

“早点睡觉”,从而结束当前话题。
我们从人际功能和关联功能两个维度详细分析

了“好的吧”的话语功能。 就人际功能而言,“好的

吧”多分布在对话体中;就关联功能而言,“好的吧”
多分布在叙述体中。 从语体分布的视角分析语气词

短语的使用或许能够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三　 “好的”与“吧”的共现机制及“好的吧”的使用

基础

(一)“好的”与“吧”的共现机制

范晓(1985)指出,词语在组合时,“必须考虑语

义上的选择,功能上的选择和语用上的选择。 语义

上的选择要做到‘合理’,功能上的选择要做到‘合
法’,语用上的选择要做到‘合用’。 组成短语,合
理、合法是基本条件;运用到句子,合用是根本目的,
因而在语用上的选择更为重要。” [10]由此可见,词语

的组合不是任意的,其中必定存在某种缘由。 那么

“好的”和“吧”究竟是如何组合到一起的呢? 我们

认为“好的”和“吧”在语义和语用方面的整合使其

能够获得组配的自由。
崔希亮(2019)指出“好的”往往暗含说话者没

有表情,公事公办[3]。 因此,“好的”在语义层面可

以概括为“表认同”,往往是针对“事”,且不涉及说

话者的主观态度。 但语气词除了传递说话者对命题

内容的主观认识外,还可以用来表达对听话者的关

注。 实际上,语气词主要用于“人” [11-12],即鉴于双

方交际关系而做出的对语句的处置方式,“吧”暗含

了说话者不情愿的主观态度,且具有一定的交互主

观性。 具体而言,说话者在运用“好的吧”时,“好
的”的意义对“事”,“吧”的意义对“人”,二者相互

补充,协同运作,共同表达某一特定的话语功能。 语

义语用层面的功能互补是“好的”和“吧”共现的重

要机制。
沈家煊(2006)指出,概念整合的要旨可以概括

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由整合产生的整体意义就是

浮现意义( emergent meaning) [13]。 “好的”和“吧”
的形成过程类似于“概念整合”。 它们共现使用时,
至少涉及到两个空间域,即“好的”的概念域和“吧”
的情态域,两者通过语义语用的互补机制构建意义

的同时,也是认知主体对概念域和情态域进行整合

的过程,即把两个空间域整合到一个线性序列的语

符中。 “好的吧”所具有的话语功能是其在特定的

语境中整合的“浮现意义”,是“好的”的语义功能和

“吧”的情态功能整合互动的结果。
(二)“好的吧”的使用基础

“好的吧”之所以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其背后必

有一定的使用基础。
首先,从中华民族传统心理的角度看,“好的

吧”满足了人们“中庸”“妥协”的心理。 《论语·雍

也》中提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意思是说

中庸这种道德应该是最高的境界。 作为儒家的道德

标准,中庸即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 在人际

交往的过程中,不展露锋芒,为人低调,以和为贵。
这些也正是我们所追求和倡导的。 “好的吧”很好

地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
其次,“好的吧”很好地契合了语用学上的“礼

貌原则”和“合作原则”。 这两项原则是促进交际顺

利开展的重要条件。 “好的吧”虽然能指简单,但所

指丰富且可塑性强,在不同的语境中能够表达不同

的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尴尬局面的出现,
调节会话氛围,进而顺利完成交际,如例(14)和例

(15)。 此外,如果交际双方中的一方不认同另一方

的观点,但出于合作礼貌的需要,也应该对对方作出

回应。 此时“好的吧”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形式上看

是肯定,但具体内涵还需仔细推敲。

四　 “好的”“好吧”与“好的吧”的异同

从人际功能看,首先,“好的” “好吧”和“好的

吧”在应答句中,其核心语义可概括为“认同”,只是

在态度表达上有所不同。 “好的”往往表示公事公

办,个人主观态度不明显;“好吧”需根据具体语境

判断言者态度,但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不情愿”;
“好的吧”的言者态度则是介于“好的”和“好吧”之
间,迫于公事公办,说话者不得不表示认同。 其次,
在交际双方权势关系方面,“好吧”和“好的吧”一般

仅限于熟人之间、同辈之间,或是上级对下级、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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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晚辈,鲜见于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 “好的”
则无此限制。 再者,在调节会话氛围方面,“好吧”
和“好的吧”由于话语内涵丰富,在不同的语境下表

现出不同的内涵,所以能够很好地调节会话氛围,能
够促进交际的顺利开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

语境下也可能导致交际失败⑨。 “好的”相对单纯,
仅仅表达认同的核心语义,因此调节会话氛围的能

力较弱。 最后,三者都能用于对说话者的应答回应。
从关联功能看,“好的”较少用于表示停顿的情

形,但“好吧”和“好的吧”用于该情形则较为常见。
在结束当前话题方面,三者都比较常见。 此外,“好
吧”和“好的”有提议的功能,如:“好吧 /好的,今天

的会就到此结束。”而“好的吧”不具有此项功能。

五　 结　 论

本文从功能语言学的视角,从多个角度分析了

“好的吧”的使用情况。 研究发现,“好的吧”主要分

布在对话体和叙述体中,其话语功能相应地包括明

示认同力度、彰显权势关系、调节会话氛围、表示应

答回应的人际功能,以及表示停顿、结束当前话题的

关联功能;“好的”与“吧”共现的重要机制是语义语

用层面的功能互补;“好的吧”的使用基础包括中华

民族的传统心理、人际交往的“合作原则”和“礼貌

原则”;“好的”“好吧”和“好的吧”的核心语义可以

概括为“认同”,只是在态度表达上略有不同。 此

外,三者在人际功能和关联功能方面也存在异同。
现在我们来分析引言部分提出的问题:例(1)

和例(2)中,“好的吧”作为发语句和应答句同“好
吧”在功能上有何不同?

(1)你下次开会不要再迟到了,好的吧?
(2)A:下班后你陪我去一趟银行吧!

B:好的吧。
例(1)的话语背景是员工开会迟到,老板要求

其下次不要迟到。 在话语形式的选择上,老板使用

了“P+好的吧?”(P 往往为祈使句),而没有选择“P
+好吧”(同样,P 往往为祈使句)。 原因在于“好的

吧”可以显示老板作为上司的地位,希望对方做出

肯定的回答。 所以用“好的吧”进行发问,形式上是

发问,实则是你必须作出肯定回答,具有打官腔的意

味。 如若换成“好吧”,试比较:
(1a)你下次开会不要再迟到了,好吧?
“好吧”则明显是单纯的表示询问,且具有商量

的口吻,无法凸显老板与员工的上下级关系。 “好
的吧”打官腔的用法颇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

例(2)则有所不同,“好的吧”出现在应答句中。
发话人作出一个言语请求,听话人选择“好的吧”这
一语言形式予以回应,暗含迫于公事公办的压力,不
得不答应对方的请求。 此时双方的关系一般较为疏

远,至少不亲密。 试比较:
(2a)A:下班后你陪我去一趟银行吧!

B:好吧。
“好吧”虽然也是迫于无奈接受对方的请求,但

没有公事公办的意味。 交际双方的关系有可能比较

亲密,也可能较为疏远。
“好的吧”这一表达常见于微博、微信、QQ 等新

媒体中,在日常生活的口语中也较为常见,且主要使

用者为青年群体。 “好的吧”的出现丰富了我们的

语言生活,满足了人们表达快捷的需求。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研究的“好的吧”是一个固化

短语,具体而言,相当于一个语气词短语。 其他形式不在本

研究的范围内,如:真没意思,这是策划好的吧 / 周末了,咱出

去吃顿好的吧。
②我们人工搜集到的语料主要分布在青年群体使用微

信、QQ 等媒体的对话或拟对话中,BCC 语料库中的语料也

主要集中在微博语料。
③例(4)的实质也是对话体,只是听者并未做出回应,

以沉默代之。 该类情况通常是言者提出一个建议或请求,听
者对其进行默认,从形式上看,可以将其概括为:祈使句+好

的吧? 类似的例子如:你排队等号吧,好的吧? (BCC 语料

库)
④例如应答语中“好啊 / 好嘞 / 好吧”暗含了认同力度的

强弱,三个应答语的认同力度依次减弱。
⑤该原因可能是公事公办,也可能是为了维护人际

关系。
⑥例(12) 和例(13) 中“好的吧” 出现在发语句中,例

(11)中的“好的吧”则出现在应答句中,两类在形式上虽有

所不同,但其实质都凸显了交际双方在权势地位等方面的差

异,故而将其归纳到 “彰显权势关系” 这一类里,不分开

讨论。
⑦这一点也是“好的吧”与“好吧”的不同所在,即“好

吧”不凸显权势关系。
⑧“好的吧”用来作为填充词,表稍作停顿,在书面上用

“ ~ ”也可以得到证明。
⑨例如非常熟络的朋友之间,一方请另一方帮忙,如若

使用“好吧”或“好的吧”来回应对方,反而会疏远双方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交际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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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Use of “Haode b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Linguistics

WANG Xi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is article uses the daily conversational corpus and BCC corpus to ex-
amine the stylistic distribution, discourse function, co-occurrence mechanism of “Haode” and “Ba”. It also analyses the basics of the
use of “Haode ba”,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aode”, “Haoba” and “Haode ba”. The study found that “Haode
ba” is usually distributed in dialogues and narratives, accordingly, its discourse functions mainly include interpersonal functions of in-
dicating the degree of identification, highlighting power relationships, regulating the conversational atmosphere and indicating respon-
ses; and related functions of indicating pauses, and ending the current topic. The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the co-occurrence of “Ha-
ode” and “Ba” is the functional complementation at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level; the basis for using “Haode ba” includes the tra-
ditional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ooperation principle” and ‘politeness principle”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core semantics of “Haode”, “Haoba” and “Haode ba” can be summarized as “ identification”, but with slightly different atti-
tudes. In addition, these three also ha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interpersonal and related functions.

Key words:　 functional linguistics;　 “Haode ba”;　 stylistic distribution;　 discourse function;　 co-occurrence mechanism;　
the basis of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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