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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对体态语在会话过程中作用的分析
，

结合 ��
��
合作原则

，

提出了适用于会话互动中运用体态语的

四项准则
�

质的准则
，

量的准则
，

相关准则和方式准则
。

运用四项准则
，

将有利于准确地理解和使用体态语
，

会大

大地提高会话者在会话过程中的互动作用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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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体态语在会话互动中的作用

�一�体态语的定义

近 ��年来
，

不同学科的学者们从交际功能方

面研究了非言语交际
，

对体态语给出了不同的定

义
，

争论的焦点在于体态语应包括的内容上
。

����

年 ������� 和 ����� 提出体态语是由说话者传递出

来
，

并由接受者带着一定 目的去接受的人们的社会

行为 ������址�����指 出体态语包括身体的行为和

动作 ��恤��指出空间
，

方向
，

甚至包括座位安排等都

应包括在内川
。

中国的学者一般认为体态语是
‘�

由

人体发出的具有表情达意功能的一套图像性符号
，

包括人的面部表情
、

身体姿态
、

肢体动作和身体位

置的变化
，

是人类重要的交际手段之一
〔“ �。 文章

所使用的体态语是在一个更广义的概念下
，

指出现

在交流互动中由身体或部分身体做出非言语的交

流信息的行为和动作
。

�二�会话互动

会话的整个过程是使用符 号性信息
，

其中包括

言语和非言语的信息
。

所有的信息是会话双方能

借此相互理解共同拥有的中间区域
，

在这个区域里

会话双方都向对方开放 自己
，

即向对方展示 自己的

前结构 ‘ ’ 〕。

前结构是认知语境的一部分
，

它包括 �

个层次
�

前拥有
、

前见解和前把握
。

前拥有指以前

阅读
、

经验或体验过的一些资料性的知识和信息 �

前见解指以前所形成的判断
、

看法
、

反思 �前把握是

前拥有和前见解的综合
。

一个人的理解能力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前结构使用
。

因此
，

对话双

方是平等的
，

会话本质上的开放性则把对方纳人到

所要表达的系统里
，

会话是沿着提问一回答的结构

展开的
，

意味着我的回答是对你的引导
，

取决于你

提出的问题
，

对方的话也在表明 自己的观点
，

提出

自己的看法
。

会话立足于一种动态的过程
，

在互动中理解对

方表达出的符号信息
。

理解本身不再仅是主体的

行为
、

主体向客体的运动
，

也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

而是和对象融合在一起的东西
，

是在主体和对象互

相影响中产生的
。

因此
，

会话双方在会话过程中需

要不停地调整
，

以便使双方在会话时的认知语境能

达到最高程度的重合
，

使会话就能够成功地交流信

息
，

从而实现有效的互动
。

�三�体态语在会话互动中的作用

在会话过程 中
，

语言的使用是断断续续的
，

而

体态语却 自始至终贯穿在整个会话中
。

比如在面

试中
，

除了回答问题
，

被面试者的体态语从一进门

到最后的离开一直都在传达着往往起着关键的作

用的体态信息
。

因此
，

体态语的使用也是会话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

在会话中
，

体态语大部分的情况下

是发挥辅助作用
，

胡文仲先生将这些辅助功能归纳

为补充
、

否定
、

重复
、

调节
、

替代或强调的作用 〔���

在会话过程中使用的体态语
，

要从 �个方面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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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和理解
。

首先是从体态语内部之间的组配关系
，

有时 可以是一个体态
，

有时又 可以是一个体态组

合
。

其次是体态语和有声言语的关系
，

它和言语在

整个会话过程中是相辅相成
，

共同发挥作用的
。

另

外是根据体态
、

使用者及其 目的
、

作用对象三者之

间的关系
。

只有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考虑在内
，

才

能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所使用的体态语的含义
。

二
、

�����合作原则

����年
，

�����提出在 日常会话中说话者和听

话者为 了能够相 互理解
、

相互配合
，

必须共同遵守

合作原则
�

使你的话在 当时的情景
一

下可以被对方

接受或符合会话要求的话题方向” 」。

这个合作原

则具体说来包括以下 �个准则
�

���质的准则 �������� ������
，

包括不要说 自

知是虚假的话和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

���量的准则 ��������� ������
，

包括所说的

话应包含交谈 目的所需要的信息而不应包含超出

需要的信息
。

���关系准则 �����
����� ������

�

强调要有关

联
。

���方式准则 ������� �������
�

包括要清楚明

白
，

避免晦涩
，

避免歧义
，

简练和井井有条
。

���� 合作原则是语用学研究的重点
。

虽然学

者们在其基础上又提出了多种理论
，

但都是从会话

中的有声 言语角度讨论
，

尚未涉及体态语方面
。

三
、

合作原则在体态语中的推导

会话双方在会话过程中不仅使用有声言语
，

同

时也大量使用体态语
，

以辅助传达信息
。

对体态语

准确的理解和使用将大大地提高双方在会话中的

互动
，

因此
，

结合 ���� 合作原则
，

文章提出了适用

于会话互动中体态语使用的 �项准则
，
以便使体态

语在 日常生活中的会话互动中达到最有效
、

理性和

合作的方式
。

如果违反这些原则
，

就会造成偏离
。

但有时故意的偏离某个或某几个准则
，

可以表达隐

藏在言语下的其他意思
。

�一�质的准则

质的准则要求体态的真实性质的准则
，

要求

不能做与相对应的言语含义相悖的体态
。

会话中

的真实性体现在与所说的言语要保持一致
，

如果相

悖就会出现引申的含义
。

如一 个恋爱中的女孩对

男孩说
� “

你真 讨厌�
” ，

可 当时她明显地靠近男孩
，

并露出微笑
。

她的言语含义是 直自地表达对对方

的讨厌
，

而她同时却拉近距离
，

露出表示友好的面

部表情
。

这些体态含义则表示对对方的喜爱
，

与言

语含义恰恰相反
。

男孩就需要考虑当时的语境
，

结

合前结构中的经验得出女孩真实的意思来
。

因此
，

我们在会话互动中要格外注意质的准则
，

对它的坚

持和偏离有时可能会得出正好相反的含义来

�二�量的准则

量的准则要求体态的辅助性和准确性
，

它要求

所做的体态应包含交谈 目的所需要的信息而不应

超出需要的信息
。

首先
，

要注意做出的体态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辅

助信息
，

让对方进行认知理解
。

如当你在问路时
，

对方说
� “

向北走
，

然后向左转
。 ”

同时会伸出手臂
，

指向北的方向
，

然后再把手向左转一 下
。

在这种情

况下
，

对方的体态语配合 言语
，

提供 �足够的信息
，

清晰准确地指出了路径
。

其次
，

要注意提供的体态的量
，

不能过多
。

在会

话过程中
，

体态语的使用有时会起到强调的作用
，

就是提醒对方要注意当时所说的那句话
。

在说话者

使用体态语时
，

接受者必定需要拿出 一部分的 认知

能力来分析体态语
。

因此
，

在会话中
，

使用过多的体

态语容易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

令对方难以迅速地领

会说话者真正的含义
。

同时
，

对方必须付出更多的

注意力
，

这会额外增加接受者的认知压力
，

容易造

成对方的疲劳
，

很难使对话朝着 自己所期望的方向

发展
。

在这种情况下
，

体态语就没有很好地完成辅

助作用
。

例如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
，

一定要注意 自

己的体态语
，

适 当的体态语可 以提醒学生抓住重

点
，

而过多的体态语反而会使学生注意力分散
，

学

习效率下降
，

影响对所教授内容的准确理解
。

�三�关系准则

关系准则要求体态的关联性
，

它要求所做的体

态要与对应的言语和前后体态相关联
，

所做的体态

要与发出者前后的言语和体态相一致
，

与接受者前

后的言语和体态相呼应
。

在会话过程中
，

言语
、

体

态
、

参与者这 �个因素在会话中是密切联系在一起

的
，

因此任何一个表意的体态都不可能是完全独 立

的
。

首先
，

一个体态的出现一定是和它同时出现的

或前后出现的言语相关联
。

如上面提到的问路的

例子
，

以及在描述一个东西的大小尺 寸的同时
，

用

手比划着大概的大小等
，

这些体态和 言语的关联使

得接受者能够迅速领会说话者的意思
。



增 刊 周江源
�

合作原则在体态语中的作用

在会话过程中
，

体态的使用是 自始至终贯穿其

中的
，

一个体态的出现必定和它前后的体态相关

联
。

每一个单个的体态就像一个个的环
，

连在一起

组成一个体态链贯穿整个会话
，

如果某一个体态环

脱节了
，

那么整个链就出现了缺 口
，

必定影响会话

的流畅和效果
。

在整个会话过程中
，

会话双方不停地根据对方

的信息而调整信息
，

是个互动的过程
。

熊学亮先生

把这一过程形象地 比成足球 比赛中的传球
。

传球

者踢出球
，

接球者必须根据球的方向做出反应
，

万

一球没有传到位
，

接球者便要做一些调整 �而传球

者踢出球后也会根据接球者的反应做出反应
。

因

此
，

体态的使用与发出方前后的体态一致
，

就是保

证会话一直朝着 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而同时要

注意和对方的体态相呼应
，

也就是要不停地对对方

进行影响和调整
，

把对方也拉向你的方向
，

这样
，

整

个会话就可以顺畅地进行下去
。

�四�方式准则

方式准则要求体态的适 当性
、

通用性
，

它要求

要清楚 明白
，

避免不合适和在小圈子 内通用的体

态
，

简单易懂
，

适度
。

会话中体态的使用和理解要

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
，

忽视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会

话交流的失败
。

首先
，

要注意避免一切不合适的体态
，

这里的不

合适包含的内容很厂
一 ，

包括文化
、

人种
、

职业等诸多

方面
，

对这些方面的忽视都容易出现不合适的体态

语
。

一个社会的文化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

在

体态语的使用方面也有所体现
，

不同的文化中使用

的体态语有时差别很大
。

比如中国很多的体态就和

中国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
，

如表示
“

羞人
”

的刮鼻子

动作
，

就是和中国古代的剔刑有关
，

那么在和外国人

会话时
，

使用这个体态
，

可能对方就难以理解
。

同

样
，

我们对于外国文化的不了解
，

也会导致交流失

败
。

有时
，

相同的体态动作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完

全不同的意思
，

这些都会给我们的交流造成障碍
。

如
，

��这一手势中国表示的是
“

零
” �在法国表示的

是
“

零
”

或
“

无
” �在 日本表示的是

“

钱
” �在某些地中海

国家表示的是
“

孔
”

或
“

洞
”

等 【“ 」。

不同的人种在使用体态语方面也存在着相 当

大的差异
。

美国人在会话中使用的体态语要 比 日

本人多的多
，

我们在使用和理解会话中的体态语时

需要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

以免影响交流
。

职业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体态语的使

用
。

体态语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存在一个适度的把

握
。

在会话中
，

受前结构的影响
，

会话双方对体态

语的度基本上有个共识
。

比如
，

微笑时嘴的裂开程

度
，

握手的力度
，

目光停留的时间等
。

比如演讲者

在台上使用过多的体态语
，

这样反而会消弱言语的

力度
。

话剧演员在表演时会大量地使用体态语
，

以

便更清楚地表达出真实意图
。

当会话的一方故意

破坏这个度
，

则可能是在表达一个另外的意思
，

有

时可以达到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

这一点在很多

的喜剧片里都得到了体现
。

其次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出现了很多在小范围

内流传的体态语
，

这些小圈子的划定是由多种多样

的原因造成的
，

如职业
，

社交圈等
。

在会话交流中
，

应尽可能避免使用这类体态语
。

由于体态语的特殊性
，

决定了对它的使用和

理解 比单纯的言语需要更多 的认知能力
。

因此
，

简单易懂和通用性强的体态语才能够被大众接受

和使用
。

四
、

结束语

体态语是会话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

清楚地

了解体态语在会话互动 中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

在会话中
，

依照 由合作原则推导出的 �个准则
，

可

以帮助人们准确地把握体态语的使用和理解
，

使会

话双方更加轻松容易地把握对方想要表达的真实

含义
，

从而使得会话可以顺利流畅的朝着双方所期

望的方向展开
，

以得到最佳互动作用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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