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沢悟‘‘反何'’言語行力的汰知悟用特征

--‘‘造合条件’'制約下的癸典型分布

彰国妖 史芥茄

提要：本文炊汰知悟用学角度出友，対汲悟‘‘反1司句’'中不同展次的‘‘癸典型’'（prototype)

現象作出合理的解粋，返用舎$(Searle)的‘‘造合条件’'（felicitycondition)理詑対

“反何'’言語行力的性原、特征和活用条件逍行絞力深入的探討。ハ悟言行力的角度対

反lb1句逍行分癸，井掲示了反何与反汲(irony)之岡的内在朕系以及制約も1i]的理詑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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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引言

自十九世紀末《均氏文通》中提出 “1寺疑助字’'在返用中戸生的“元疑而用以

似汲者’'功能和‘‘句意正者 ，状字 弗之，而句意反者，弗辞反不加’'（均建忠

1898:361-363)的反浩炊果以来， i午多悟法学家在袷述疑祠槻象吋都会渉及‘‘尤疑

而何’'或‘‘反loJ",如呂叔湘 1942、高名凱 1948、黄伯茉 1957、丁声柑等 1964等。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ハ悟用学角度研究反何句的詑文、詑著逐浙増多，如郭継

懲 1997、混江鴻 2004、李捷 2006、再永平 ・方暁国 2008等。 人1f]升始失注反何句

的悟用功能和込知近程，意沢到反祠句在本原上属干一神悟用現象。A言語行力的

角度看，“反何’'行力与洵何、主張、提醒、 反汲等行力之岡有着紫密的失朕，同吋

在悟感上和行力特征上又存在着明晟差昇。対干迭些差昇，有必要八理詑上給予明

晩的解粋。

我1f]汰力，“反祠句’'迭神提法，呈和句法分癸中“疑lヽ吋句、除述句、 祈使句、

感収句 ’'的命名方式相同，但所表述的意又却不同。“反祠句’'既不是与 ‘‘疑1司句'’

井列的一神語法意又上的句癸，也不是在疑lol句内部与‘‘是非祠句、特指祠句、迭

祥何句、正反祠句’'等井列的子癸。戸格地悦反l司句是疑1司句在悟用中戸生的一神

施力殻果。疑laiJ句除了可以用干洵何外，述可以用干完成清求、命令、椋収等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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