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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码转换指说话者在同一言语交际过程中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现象。它是一种社

会文化现象,是语言接触的结果。以《鲁豫有约》电视访谈节目中的中英语码转换现象为语料,分析其在电视访

谈节目中的语言特点,包括其语法句法结构、语用功能和交际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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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英语这一属于印

欧语系的语言逐渐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

角色。在中国,随着英语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

国人对英语的学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管是在课

堂、大众媒体、文学作品,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随处可见英语的身影,然而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

现象。在两种或多种语言接触的情况下,必然会出

现双语或多语现象。在这种现象中,语码转换是不

可避免的结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码转换

作为语言接触的一种常见社会文化现象,受到了国

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研究者们根据各自的研究兴

趣,从社会语言学、语法句法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

等各种不同的角度对语码转换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

入的探讨,至今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西方学

者们如Gumperz[1]于1982年就提出语码转换是一

种社会现象的说法;在语法句法学方面,Myers-
Scotton[2-4]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颇具解释力的

以词汇为基础的主体语框架模式(MatrixLanguage
FrameModel)是语码转换句法学中的一大亮点;在

语用学方面,Verschueren[5]在1999年出版的《语用

学的理解》中提出的顺应性理论详细地分析了这一

语言现象。在国内,语码转换的研究始于20世纪

80年代,至今仍然停留在理论介绍、理论探讨和以

文学作品为语料的初步分析上。近年来出现了一些

对校园语言、杂志、广告、新闻媒体、网络语言中出现

的语码转换现象的探究,而有关对社会生活和文化

有着重要影响的电视节目中出现的语码转换现象的

语料获取和分析则十分少见。本文以《鲁豫有约》这
一在中国有着超高收视率的电视访谈节目中的会

话为语料,以其中的中英语码转换为研究对象,分
析其语言特点,包括其语法句法结构,语用功能以

及交际意图。

  一、语码转换的理论框架

自语码转换这一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以来,有

关它的理论就层出不穷。各国学者们从社会语言

学、句法学、会话分析、心理语言学、语用学等各个角

度提出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其中许多前人的理论被

后人的研究结果所推翻或者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加

强。本文采用的理论框架是近几年在语言学界语码

转换研究领域中被反复验证和推崇的 Myers-Scot-
ton的主体语言框架模式和 Verschueren的顺应性

理论。前者在分析语码转化的语法模式和句法结构

上有着很强的适用性;后者在研究语码转换的语言

特色、语用功能和交际意图上有着很好的指导性。

Myers-Scotton是20世纪90年代语码转换句

法学最具影响的学者之一。她提出的著名的“主体

语言框架模式”(matrixlanguageframemodel,简
称 MLF)是语码转换句法学中的一大亮点。在这个

模式中,她把决定混合成分语法框架的语言称为“主
体语言”(thematrixlanguage,简称 ML),参与语码

转换的其它语言称为“嵌入语言”(the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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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简称EL)。ML的语法框架由语素顺序

和系统语素构成,其中系统语素包括变位和大部分

的功能词;EL由实义语素和系统语素一起构成EL
孤岛,其语素来源于 EL并遵循 EL的语法框架。

MLF模式包括三个假设:(1)ML假设(TheML
Hypothesis)—ML决定 ML+EL混合结构的形态

句法;(2)主体语言阻隔假设(TheMLBlocking
Hypothesis)—在 ML+EL的混合结构中,有一个

阻隔过滤器阻止任何与相应的 ML语素不配的EL
实义语素;(3)嵌入语言孤岛触发假设(TheELIs-
landTriggerHypothesis)—激活EL词目可触发生

成系统禁止 ML的形态句法程序并接受EL的程

序,使当前结构表现为EL孤岛。其中 ML假设包

含两条原则:(1)语素顺序原则(TheMorphemeOr-
derPrinciple)—在含有单独出现的EL词素和任何

数量的 ML语素的 ML+EL混合结构中,反映表层

句法关系的表层语素顺序为 ML顺序;(2)系统语

素原则(TheSystemMorphemePrinciple)—在 ML
+EL的混合结构中,所有与中心词成分有表层语

法关系的系统语素来源于 ML。在识别 ML的方法

上,Myers-Scotton先后提出了三种方法和两个模

式,对 MLF模式做出了重要补充。

Verschueren在1999年《语用学的理解》中提

出了顺应性理论。Verchueren认为语言的使用是

语言使用者基于语言内部或外部的原因,在意识程

度不同的情况下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他强调所有

的语言使用和语言理解都是一个交际者不断地作出

语言选择的过程,而我们之所以能够进行语言选择

是因为自然语言具有三个本质特征:(1)变异性:人
类语言可供选择的种种可能;(2)商讨性:人类做出

的选择不是机械的,也不是按照严格的形式和功能

的关系作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指

导下作出的;(3)顺应性:人类能够从所有可能的选

项中作出商讨性的语言选择从而使交际接近或达到

成功的语言特性。他认为语码转换的意向主要是为

了顺应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所谓顺应

语言现实是指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动态地顺应

语言事实而进行语言选择来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
对社会规约的顺应主要是指对社会文化,比如风俗

习惯和行为方式的顺应;心理动机的顺应是指在交

际过程中顺应交际者的心理动机。语言使用者之所

以要进行语码转换,并且选择特定的语言单位和结

构,无论是情感性地使用语言还是信息性地使用语

言,不论其中的转换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

论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都
是出于顺应双方能够沟通的目的,实现自己交际意

图的一种交际策略。

  二、语料分析

本文的语料均来源于电视访谈节目《鲁豫有

约》。《鲁豫有约》是凤凰卫视中文台于2002年推出

的一档谈话性节目,近年来又在凤凰卫视和湖南卫

视两个收视率超高的电视台播出。主持人陈鲁豫知

性、大方、亲切的形象,叙事型的谈话风格,加上来自

于社会各阶层不同年龄段的有着特殊经历的嘉宾,
使得节目深受各个年龄阶层,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

喜爱。近几年一直排在中国同类电视节目收视前

茅。选择《鲁豫有约》为本文语料分析,除了考虑到

其在观众群中的影响外,还是因为其叙事型随性的

谈话风格非常接近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谈话方式,
而且语料真实易得,对分析人们日常生活谈话中语

码转换是个很好的借鉴。本文本着随机性和定量分

析的原则从2009年2月至6月的《鲁豫有约》访谈

节目中抽取了10期共450分钟的节目,并对节目内

容进行了录音和文字整理,主要从语码转换和主体

语言框架模式,语码转换和顺应论两个大的方面来

进行分析《鲁豫有约》中出现的中英文语码转换现

象。

1.语码转换和主体语言框架模式

许多研究者们在分析语码转换的句法结构方面

通常会采用主体语言框架模式,目的是在于明确语

码转换中的语言限制,即主体语和嵌入语语法句法

间的相互影响。语码转换的句法结构通常分为两

类:句际转换和句内转换。根据上文提到的 MLF
模式中,在对《鲁豫有约》10期节目的录音和文字整

理中,我们发现汉语是主体语言,而英语属于嵌入语

言。据统计,在450分钟,11万多字的文字中,英语

出现的次数为148处,其中句际转换18处,占总数

的12%,句内转换130处,占总数的88%。句际转

换时嵌入语并不改变其语法句法特征,因而我们分

析的重点放在句内转换。在英汉语码转换的句内转

换中,嵌入语英语又分为两个层面,单词层面(单个

词汇)和短语层面(语言岛)。下面是嵌入语英语在

句内语码转换中各个类别的单词和短语的数量和所

占比例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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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嵌入语英语在句内语码转换中

各个类别的单词和短语的数量所占的比例表

嵌入语
英语

名词及名
词词组

动词及动
词词组

形容词及形
容词词组

其他

数量(处) 79 17 27 7
所占比例(%) 60.77 13.08 20.77 5.38

  从表1中可以得知,在这10期节目的中英语码

句内转换中,嵌入语英语的名词及名词词组,形容词

及其词组,动词及其词组数量和所占比例分别处于

第一、第二、第三的位置,而其它类别的单词和短语

所占比例仅5.38%。因此,我们将着重分析前三名

的语法句法限制情况。
众所周知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两种语言

不管是在发音、书写还是在句法结构上都有着相当

大的差异。在对语料中嵌入语英语的名词及其词组

的句内转换分析上,我们发现英语名词失去了它在

英语语法中本该具有的屈折变化,没有了单复数、可
数不可数之分。而且在一些单数名词前面需要添加

不定冠词a或者an,在一些专有名词或特指名词前

面则需要添加定冠词the时,都没有添加,此时英语

单词的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主要是通过汉语语法中

的功能词(虚词)和词汇顺序来表示。
例如:
(1)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bonus。
(2)那个时候流行所谓的那种FlowerPower的

时候,满头插着花,你知道。
在语码转换的过程中,例(1)中的说话者倾向于

用主体语汉语中的数量词“一个”而不是用嵌入语中

的不定冠词“a”来修饰嵌入语名词“bonus”。例(2)
中,在英语中本该用定冠词“the”来修饰专有名词

“FlowerPower”,而在语码转换中,说话者选用了汉

语中指示词“那种”来修饰嵌入语英语的专有名词

“FlowerPower”。
但是在一些嵌入语英语名词词组中,这些词组

完全符合英语的语法习惯,不受主体语汉语的影响。
例如:
(3)拍戏的恋爱就是,哇,mylove,我的爱什么

的什么的之类,就很多。
在例(3)中,我们发现,嵌入语“mylove”并没有

受主体语的影响,并没有说成“我的love”或者“my
爱”,那是因为,此时“mylove”作为嵌入语孤岛仍

然遵循嵌入语英语的语法结构,但是并不影响主体

语汉语的句法规则。

在对语料中嵌入语英语的形容词及其词组的句

内转换分析中,我们发现在语码转换的过程中,说话

者通常会采用主体语汉语中的程度副词如“很”、
“又”、“特别”等来修饰嵌入语英语中的形容词。此

时,英语中的形容词放在主体语汉语副词的后面,充
当着句子谓语、补语等功能,遵循着主体语汉语的句

法结构。
例如:
(4)那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在里面就是特别的,很

smart。
(5)他又帅,又charming,又有名,对不对哦,我

说我就想嫁给他。
(6)他很high哦。从头到尾,你那个太好笑,有

没有。
在这三个例子中,我们都能发现汉语程度副词

修饰英语形容词的现象。嵌入语英语形容词在例

(4)中充当主体语汉语句子中的补语;在例(5)和(6)
中,在没有系动词出现的情况下,汉语副词+英语形

容词一起构成形容词词组,充当主体语汉语句子中

的谓语。
在对语料中嵌入语英语的动词及其词组的句内

转换分析中,我们发现在句法形态上嵌入语英语动

词在主体语汉语中失去了其原有的屈折变化,即不

再有时态、语态和人称的变化。而这些语法特征在

需要的情况下则通过主体语汉语的系统词素来实

现。并且英语动词常常出现于英语动词+汉语补足

语的结构中,通常补足语为汉语的动量词或趋向动

词。
例如:
(7)你以为是没有人会care你的工作的。
(8)你是没有办法去control它的。
(9)我收工,我回家看一下,check一下。
(10)尴尬的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镜头什么时候

take回来。就是镜头一take回来,你就要这样。
在例子(7)和(8)中,在英语句法中本该出现在

动词前面的情态动词“will”和动词不定式“to”,此时

都用汉语的“会”、“去”等趋向动词来代替。在例子

(9)和(10)中,嵌入语英语动词后出现了汉语补足语

“一下”、“回来”,这些都是符合主体语汉语句法结

构的表达法。
通过对以上语料中语码转换现象的分析,我们

得出的结论是《鲁豫有约》电视谈话节目中出现的中

英语码转换现象,在句法层面上并不是杂乱无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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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则,嵌入语英语受到主体语汉语

语法句法的制约和影响,并在主体语中担当一定的

成分。

2.语码转换和顺应论

语码转换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语言学现象,
除了在语法句法层面上探讨其语法句法规则外,我
们也需要了解其语用功能和交际意图。也就是说话

者在聊天中使用语码转换的意图是什么,他们期望

达到怎样的语用效果。Verschueren所提出的语言

顺应论在分析语码转换的语用功能方面有着很好的

指导性。按照 Verschueren的观点,人类之所以在

交谈中进行语码转换是为了对语言现实、社会规约

和心理动机的顺应。下面,我们就在顺应论的指导

下,对语料中的语码转换现象进行分析和验证。
语码转换之所以要顺应语言现实是由词汇的可

及性程度决定的。如果某个思想或概念只存在于一

种语言之中而不存在于另一种语言之中,或在另一

种语言当中难以找到确切的对应词汇,或者两种表

达不相对等的时候,那么当这两种语言相接触的时

候就必然会出现语码转换或借用现象,因为其中一

种语言弥补了另一种语言在这方面的空缺。在对

《鲁豫有约》访谈节目中语码转换的收集整理中,我
们发现在涉及到人名或者一些专有名词的时候,谈
话者此时就倾向于进行语码转换,保留英文发音。

例如:
(11)鲁豫:“要您当年不来台湾的话是不是也上

交大?”
辜严倬云:“不,我是上SaintJohns。”
(12)辜严倬云:“所以在国际NGO这个工作上

面,像比方说:YWCA、YWCA 、还有崇她社、还有

那个GFWC、还有亚洲妇女协会什么,我都做了好

几任的会长。”
(13)鲁豫:“Rock·Hudson也会吗?”
在上面的三个例子中,“SaintJohns”是一所大

学的名称,“Rock·Hudson”是好莱坞一位巨星的

姓名,像这些在汉语中没有的词汇或者翻译后不知

是否对等的词汇,说话者往往会忠实于源语言而进

行相应的语码转换。而在例(12)中,出现了三个国

际组织的名称的首字母缩略词,这是因为一方面为

了话语的简洁,另一方面也是尊重了这些组织名词

的客观事实,因为如果翻译成中文会显得累赘和不

确切。
语码转换对社会规约的顺应主要是指对社会文

化如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的顺应。当语言使用者的

言行受到社会规约的约束和制约时,为了避免社会

性的尴尬,语言使用者会用语码转换来动态地顺应

或遵守社会规约。
例如:
(14)鲁豫:“那我再问一下剧里面,你们在台上

是需要kiss的吗?”
在中国,虽然社会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但是关于

性或者是亲热的词汇一直是社会文化中禁忌的部

分,而这些词汇在英语文化中是相对开放的。因而

在主持人说话过程中需要用到这类型的中文词汇

时,便会用相应的英文来替代,从而动态地顺应和遵

守社会规约。
语码转换对心理动机的顺应是除了上述两种情

况以外的主动顺应情况。语用学研究语码转换的动

机主要是在于说话者进行语码转换的原因和所达到

的语用修辞效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诱发性语

码转换。而这种诱发可以是外部因素引发的,也可

以是为了达到某一语用修辞效果,如强调、创造幽

默、表达情感等,说话者是主动引发的。
例如:
(15)陈文茜:“今天有让你失望没?”
鲁豫:“一罐里面有七种颜色啊?”
鲁豫:“没有。”
陈文茜:“有七个罐子。”
陈文茜:“OK。”
鲁豫:“OK。”
这是选自《鲁豫有约·陈文茜》里的两段对话,

左边的先于右边发生。在访谈中,我们发现陈文茜

在说话中夹杂英语语码的频率远高于鲁豫,而且

“OK”是陈文茜的口头禅。在当鲁豫听过她说过不

少的“OK”后,鲁豫为了拉近与被访人的距离,也在

自己的话语中夹杂了“OK”一词,可以说这是一种

外部因素引发的趋同。当谈话双方都通晓英汉两种

语码时,在以中文为主体语言的谈话中,一方高频使

用英语作为嵌入语时,另一方会为了表示趋同或拉

近与对方的距离,也会相应的使用其嵌入语。
例如:
(16)张艾嘉:“我会写下那些东西,不是私心,

OK?”
(17)陈文茜:“That’swoman。”
(18)鲁豫:“你问洪金宝,你说,你有没有 ma过

rry? 他说,我不但没有 ma过rry,我连ss都没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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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在这三个例子中,张艾嘉用“OK?”来反问对方,

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陈文茜在发表女人要在事

业上有一番成就要付出超出男人的努力后说的一句

“That’swoman。”,掷地有声,表达了自己的愤慨和无

奈;鲁豫在引用电影台词中使用的语码转换,一方面

是忠实于电影原文,另一方面引用这种在单个词汇中

故意汉英夹杂的语码,很好地达到了幽默的效果。
在运用顺应论分析语料中的语码转换现象后,我

们可以说顺应论对《鲁豫有约》电视访谈节目中所选

语料是完全适应的。电视访谈节目中的中英语码转

换也是顺应语言的现实、社会的规约以及心理动机

的。

  三、结 语

在当今英语普及教育的中国,中英语码转换已经

不仅仅是出现在课堂上的一种现象,它已经深入到人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结合主体语言框架模式和

顺应论,对《鲁豫有约》电视访谈节目中中英语码转换

的分析后,我们可以说中英语码转换不是一个杂乱无

章的语言现象,而是一个在语法句法上有规律的、顺
应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的社会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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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PhenomenonofChinese-EnglishCode-switching
intheTVTalkShowProgramADatewithLuYu

ZHANGHai-yan,TAO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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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de-switchingisalinguisticphenomenoninwhichmorethanonelanguageorlanguage
varietiesareusedincommunication.Itisaninevitableconsequenceoflanguagecontact.Itisalsoasocial
andculturalphenomenon.BasedontheTVTalkShowProgramADatewithLuYu,thepaperanalyzes
thefeaturesofChinese-Englishcode-switchingbothfromthefieldsofsyntacticstructuresandpragmatic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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