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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戏剧研究中话轮转换
理论的应用＊

郑　飞

【提　要】作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模式，话轮转换理论近年来在国内外戏剧文体研究

中得到较广泛运用。其中国内戏剧评论界逐步应用话轮转换理论对英美及国内戏剧进行文

本研究。本文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对国内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归类和

分析，总结了话轮转换理论目前在国内研究的特点，归纳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预测了该

研究的未来走向，以期为数字时代方兴未艾的戏剧文体学研究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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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话轮分析属于会话分析的范畴，而会话分析始于社会学领域。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美国社会学理

论家Ｅｒｖｉｎｇ　Ｇｏｆｆｍａｎ和美国社会学家、民族方法学家 Ｈａｒｏｌｄ　Ｇａｒｆｉｎｋｅｌ对社会文化的研究为会话分

析奠定了基础。１９７４年美国社会学家 Ｈａｒｖｅｙ　Ｓａｃｋｓ和Ｅｍａｎｕｅｌ　Ａ．Ｓｃｈｅｇｌｏｆｆ系统地提出了会话分析

的核心内容———话轮转换理论。①话轮转换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话轮、话轮单元ＴＣＵ等的定义及特

点、话轮交替规则、话轮转换的特征等。话轮理论框架提出后的四十余年来，由于其逻辑清晰且普

适性强，逐渐被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者广泛采用，其

理论框架也因此被不断丰富和拓展。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了话轮分析的各个层面，话轮

分析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和勃兴，比如戏剧文体学的发展就因此而逐渐与话轮

分析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话轮转换模式具备实用性和实证性，这一跨学科模式被更多戏剧

研究者所重视。借助话轮转换理论对戏剧文本进行实证研究，已逐渐成为戏剧文体学的核心研究方

法，因此也产生出大量的相关论文。本文即从理论创新和应用研究角度，围绕国内学者针对话轮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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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在戏剧方面的应用成果的研究进行分类讨论。
自１９８９年始，Ｓｈｏｒｔ①、Ｂｅｎｎｉｓｏｎ② 及杨雪燕③等开始运用话轮转换理论进行戏剧研究，但 当 时

的研究侧重于纯语言学问题探讨，即停留在对戏剧对话语言的静态描述上，注重对话描述的充分性，
还缺乏解释的充分性。这类研究也很少把戏剧语言和文学内涵相结合。此后杨雪燕④及俞东明⑤的研

究逐步汲取经验，将语用学与会话分析有机地衔接并应用于戏剧批评，涉及范畴包括言语行为、合

作原则、礼貌原则、前提、指称、话语角色类型及其转换、语用模糊、语域分析和话轮转换等。鉴

于该理论的错综复杂性，笔者对话轮转换理论框架进行了梳理，具体如下 （见图１）：

图１　话轮转换理论框架溯源图

进入２１世纪，话轮转换理论在国内外戏剧评论界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常被用作分析人物性格

和人物间的权势关系。因而本文将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在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与话轮转换理论相关的论文

按年份进行了频率统计，并将其中的理论研究与基于相关理论对戏剧进行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对比分

析。具体数据见下表：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国内期刊发表话轮转换理论的相关论文统计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合计

理论研究文章篇数 ８　 ２６　 ２３　 ３　 ６０

实证研究文章篇数 ４　 １９　 ２１　 ８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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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统计可见，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７年间关于话轮转换的理论研究略多于实证分析研究；从时间分布

看，由于近年来理论框架基本稳定，实证分析研究开始略多于理论研究。从内容来看，相关论文涉

及的理论包括毗邻对理论、礼貌原 则、反 馈 项 目 等。从 涉 及 作 品 看，作 为 研 究 对 象 的 戏 剧 以 英 国、
美国、中国的知名代表剧作 为 主，如 美 国 剧 作 家 阿 瑟·米 勒 的 《推 销 员 之 死》、田 纳 西·威 廉 斯 的

《欲望号街车》和 《玻璃动物园》、尤金·奥尼尔的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和 《天边外》、爱德华·
阿尔比的 《动物园的故事》；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 《奥赛罗》和 《威尼斯商人》、约翰·奥斯本的

《愤怒的回顾》、哈罗德·品特的 《送菜升降机》；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的 《鳏夫的房产》 《卖花女》
和 《华伦夫人的职业》等。可喜的是，也出现了对国内戏剧家曹禺的 《日出》《雷雨》和 《原野》等

剧作的话轮转换研究。
鉴于此类论文数量繁多，本文将上述论文以及相关重要论著按理论／实证、美／英／中两个维度进

行综合性分析，进而探究其中的规律和特色，总结出各自的独特性并分析其不足和原因，最终提出

运用话轮转换理论框架进行戏剧研究的建议并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理论研究现状

如前所述，话轮转换理论 四 十 年 来 逐 步 成 为 国 内 外 戏 剧 会 话 分 析 的 基 础 理 论。进 入２１世 纪 以

来，国内学者更是从戏剧文体学等角 度 对 话 轮 转 换 进 行 了 多 维 度 和 多 层 次 的 理 论 研 究。在 此 期 间，
刘虹、王虹、刘运同、于国栋等学者先后编著了会话分析专著，对话轮转换模式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进行了介绍和探讨。同时，期刊论文中也出现了众多有针对性的理论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涉

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话轮分析框架的探讨

在国内学界对于话轮框架的研究中，刘虹①和王虹②的专著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两位学者分

别从理论和应用的角度对话轮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刘虹从语言学角度，借鉴话轮转换理论

框架，对汉语日常会话的结构和交际规则进行了研究，对相关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完善的建议。但从

后续的国内的研究论文来看，戏剧研究者们对此书的引用和借鉴较少。究其原因，或许是此书基于

汉语语料而得出结论，该结论是否可应用于英语戏剧研究还有待分析确认。王虹则从戏剧文体学的

角度，将包括话轮分析框架在内的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戏剧对话片段的研究分析上。同时作

者建议将伯明翰学派和萨克斯学派的会话结构和运作规则等结合起来，综合运用结构模式和功能模

式，将其深入使用至对戏剧意义的阐释上。该著作目前已成为戏剧文体研究者高频引用的资料来源。
而以论文形式较早探讨话轮转换量化分析研究框架的两位学者是李华东和俞东明。③ 他们的观点

包括增加多级子话题概念、话轮长度按字数计算、增加三类话轮类型 （反应后发话、打断和独白）、
重新梳理话轮控制策略等。两位学者以阿瑟·米勒的剧本 《推销员之死》的第二幕片断为例，利用

改进的框架对话轮转换与戏剧人物权势关系、性格刻画和情节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该框架

具有描述充分性和解释清晰性等特点，不仅能够揭示人物间的权势关系和人物性格，还可以揭示人

物的价值取向和剧情发展的规律。
李华东、俞东明的观点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赞同。其后的研究者如陈志国在此基础之上总结了

话轮转换适用于特定场景的九个潜规则，④ 即空间原则、顺序原则、帮助原则、回避原则、焦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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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消解重叠原则、消解沉默原则、消解歧义原则、控制原则。刘兴兵与廖美珍在话轮分配技巧

部分和规则部分增加了说话人主动自我选择的技巧和优先选项，可以为轮番发话、重叠等会话现象

提供更详细、更令人信服的解释。① 何慧英与杨芳在话语策略方面增加了说话人采用的前置序列，诸

如采用前置请求、前置邀请等对实施条件进行探测，以避免尴尬局面的出现，从而保全面子。②

（二）话轮分析细节处理的研究

各位研究者除了在话轮整体框架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外，对反馈项目、判断话轮转换关联位置

（ＴＲＰ：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Ｐｌａｃｅ）、打断、插话与沉默等话轮的相关细节问题也进行了广泛探讨。

第一，反馈项目的研究。从会话内容来看，反馈项目传递的信息量似乎微不足道，然而从整个

对话的发展与对话双方的互动关系来看，如果听话人没有向说话人传递反馈信息，说话人则无法确

定其话语是否已被对方理解。这会影响对话的顺利进行，因而实质上反馈项目在会话分析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而目前关于反馈项目是否属于话轮系统且能否构成话轮的问题则尚无定论。瑞典语

言学家Ｏｒｅｓｔｒｏｍ认为，反馈项目不能充当话轮。③但Ｅｒｉｃｋｓｏｎ④ 和Ｓｃｈｅｇｌｏｆｆ⑤ 都强调了反馈项目在会

话中的重要作用。

对此，国内学者也有相关的研究和各自的立场。首先，彭艳虹⑥、胡健与徐宏亮⑦从语用学的语

境、言语特征及其语用功能角度出发，认为言语性反馈项目属于会话策略，具有突出的语言特征和

交际功能：积极性言语反馈和中立性言语反馈都不以取得话轮为目的，往往表明听话人对当前说话

人及其话语内容的了解、赞同或关注；消极性言语反馈则以取得话轮为目的，往往表明听话人对当

前说话人及其话语内容的怀疑、反对或厌倦。其次，吴青针对前人将会话双方的重叠话语和一方被

强行打断的未完成话轮称为 “半话轮”，但缺乏对话轮与反馈项目之间关系的深入考察的弊端，以汉

语中的支持性言语反馈项目为例，从形式、功能及表达的具体语义等方面证明了反馈项目到话轮之

间存在着一个连续统，并由此提出了 “次话轮”的概念。⑧ 再次，许名央把话语分析和跨文化交际学

进行有机结合，提出 “非语言性反馈”和 “非语言交际”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研究内容；认为前者

属于交际范畴，能够完成话轮并促成话轮转换，应当是话轮的组成部分，后者以实现对话和生成意

义为目的，并建议结合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展开系统研究。⑨

第二，ＴＲＰ的研究。在会话过程中，只有正确判断话轮的ＴＲＰ，即话轮转换关联位置，才能使

话轮交接顺利进行。

在这一问题上，首先，卢 莉瑏瑠、王 红 昕 与 彭 丽 萍瑏瑡认 为 除 了Ｒｉｃｈａｒｄｓ瑏瑢 的 三 个 话 轮 转 换 策 略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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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话轮更迭中的副言辞语 境 的 各 要 素，如 语 调、语 速、重 读 和 音 高、停 顿 和 沉 默、身 势 语 （目 光、
眼神、动作、表情）等，所包含的超语言信息对人际间的心理判断力、话轮的持续性以及会话含义

推论有着直接的影响，且影响力取决于交际者个人的敏感性和整体语境。其次，刘虹借鉴Ｄｕｎｃａｎ①

和Ｏｒｅｓｔｒｏｍ② 的研究结果，根据对汉语会话的分析提出了１１个放弃话轮的线索。③ 再次，沈春华认

为在会话交际中，说话者能够利用言语的重复、沉默填补、连词的使用、话语未完成标记语以及自

问自答等语用策略来维持自己的话语权，使交际更富有成效。④ 最后，姜孝忠认为话轮转换关键在于

与节点相关的联想以及知识储备所构成的语境，包括语音语境外联想和情景语境外联想，以及人际

交往规则、话语交际的合作原则、会话安全原则、预设的联想、副语言联想等知识要素。⑤

第三，打断、插话与沉默的探讨。日常对话中常出现重叠、沉默、打断和插话等违背 “至少并

且最多有一个人发言”这一话轮转换基本原则的现象。学者们普遍认可在会话语境中对这些现象的

研究可以深入揭示会话结构的复杂性，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对话机制。
针对打断这一现象，李悦娥与申智奇⑥、高丽娟⑦试图从语言功能、交际功能、语用分析、交际

策略上寻找会话交际中打断的分析模式，有效地识别打断现象的形式和过程，分析其运行模式，加

深对会话的了解。其中，李悦娥等将言语打断分为九种，对其中三种发展形式及其三种功能 （即向

上、向前和向下的运作规律）进行了分析，试图构建出会话交际中言语打断的动态运行模式，希望

可以帮助人们更有效地进行会话交际。
会话中的插话是打断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话语交际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有助

于完善会话结构的描述。张发祥从语 言 的 交 际 功 能 角 度 出 发，总 结 了 插 话 具 有 的 五 方 面 积 极 功 能：
确定对方的谈话内容，纠正错误或对谈话内容作解释，便于在融洽的氛围中交谈，帮助插话者得到

表达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一方获得所需要的信息或知识的功能。⑧

会话沉默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手段，包括话轮沉默、话轮内沉默和话轮间沉默三种形式。这三种

形式中，话轮沉默为意义沉默，而话轮内沉默和话轮间沉默则属于非意义沉默。多年来，意义沉默

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如左岩⑨、龚卫东与吴雪燕瑏瑠以及Ｄｅｎｎｉｓ　Ｋｕｒｚｏｎ瑏瑡 的研究重点，并取得了较为丰硕

的成果。而对非意义沉默及其会话功能的研究，学界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有人甚至认为它们阻

碍了会话的正常进行，在会话中应尽量避免。田成泉与郭坤则认为非意义沉默本身虽然不具有命题

意义，但是在会话中连接着话轮，保 证 了 会 话 的 整 体 性 和 连 贯 性，是 会 话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同 时，
它还承载着丰富的语用含义，显示出交际者的态度，影响着交际者话语的表述以及对话语意义的推

导，从而保证了交际的顺利进行。瑏瑢

从上述对系列理论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和评价中可见，国内学者对话轮转换理论的总体框架以

及相关概念和方法进行了广泛探究，提出了诸多较新的观点。但是基本论述仍没有突破Ｓａｃｋｓ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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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框架，总体上仍欠缺系统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

三、实证研究现状

戏剧的宗旨之一即在于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戏剧人物间的关系离不开角色与其他剧中人

的交谈。因此，会话分析特别是其中的话轮分析，对人物性格特色、戏剧主题、剧作家的主旨和由

此所体现出的戏剧文体风格的分析就显得弥足珍贵。
在前述理论框架的指导下，戏剧研究中话轮转换理论的实证分析近年来成为戏剧研究中引人注

目的现象。针对众多相关戏剧文本的研究成果，本文以研究对象的国别为依据对其进行划分，并加

以汇总分析。
（一）美国戏剧

针对美国戏剧的话轮实证分析的论文虽然数量较多，但文本研究对象比较集中。其话轮分析大

多集中于同一戏剧文本的不同侧面，而且论析出的结果也比较趋同。基本研究方法以借用Ｓａｃｋｓ的

话轮转换理论框架或者李华东等人修订的框架为主，对各人物的话轮数量、平均话轮长度、话轮类

型 （发话、反应、反应后发话、话语打断和独白等）及分配数量进行统计。有些研究者则结合语用

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辅助性分析。本文以该研究的密集程度为顺序依据进行分析评价。
第一，对阿瑟·米勒 （１９１５～２００５）的研究。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剧作在话轮分析研究中

出现的频率最高。对这位２０世纪剧作家的研究多集中于 《推销员之死》，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选取

剧中的一段或多段对白为研究对象，运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人物的性格刻画和

价值取向、人物关系特别是人物间的权势关系以及剧情发展规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具体的研究内

容和方式为：
首先是借用Ｓａｃｋｓ的话轮转换理论的分析框架。杜国娟①和田静②同时选取 《推销员之死》的第

二幕为研究对象。潘琪③则分别选取了第一幕和第二幕的片段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们对话轮参数进行

了统计和分析，其结论是话轮转换定量分析理论框架不仅具有描写充分性，而且具有一定的解释充

分性，应用于文学批评具有可行性。在具体分析中，杜国娟对选定的对白片断分别从话轮转换结构、
毗邻对和打断现象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剖析了威利与两个儿子之间相互关爱的亲情，以及各个人

物的性格特点。而后潘琪通过对话题控制、话轮长度、话轮类型、话语打断等几个方面的考察分析，
揭示了威利在不同时空、与不同人物间的关系及个人心态。其分析结果与美国评论家Ｊｏａｎ　Ｎｏｕｒｓｅ对

人物关系与性格所提出的文学评论观点可以相互印证。④

其次是在Ｓａｃｋｓ的框架基础上借鉴Ｌｅｅｃｈ和Ｇｒｉｃｅ的理论框架。吴思军⑤、王莉⑥以及王晗⑦等人

利用话轮转换框架进行定量统计分析，并结合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进行定性分析，对 《推销员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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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部分对话进行了实例分析，证明以语用原则为基础构建的戏剧文体分析方法是可行有效的。王

莉选取第一幕中邻居查利告诫威利孩子们在建筑工地偷东西的不良后果这一片断，通过对人物话轮

转换和分配的分析，使读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人物性格及其关系有了相对客观的认识。王晗通过威

利和查利关于比夫偷东西之事进行争辩的一段会话，分析出威利粗鲁、急躁的性格特征以及世界观、
价值观的局限性和缺陷；同时以威利和霍华德关于录音机的对话为例，展示了威利与霍华德之间的

权势关系。
通过上述理论和方法的运用，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话轮转换定量分析机制对剧情的发展不仅

具有描写充分性而且具有一定的解释充分性。其解释力在于它从客观角度把握人物的价值取向和性

格特征、揭示人物间的权势关系，帮助读者理解戏剧矛盾冲突，揭示剧情发展规律和戏剧主题倾向。
对戏剧人物的解读，不仅取决于人物的会话内容，而且取决于由话轮转换系统所产生的相应的会话

结构。在这些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者意识到这种定量分析必须结合语境和上下文，并且借助语

用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定性分析才能给出更加合理的阐释。
第二，对田纳西·威廉斯 （１９１１～１９８３）的研究。关于另一位备受喜爱的美国剧作家田纳西·

威廉斯，研究者们对他的研究多集中在 《玻璃动物园》和 《欲望号街车》两部作品上。类似于对阿

瑟·米勒的研究，各位研究者也选择了这两部剧中的几个段落对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内容和方式

与上述对阿瑟·米勒的 《推销员之死》的研究基本相同。具体到使用的框架上，何慧英及张玉波①、
尹玉红②选用了Ｓａｃｋｓ的框架；蔡微③及张晓惠④则选用了李华东等人改善的话轮转换理论框架。其

中张晓惠将话题提出、话语打断和独白现象与话轮类型中对应的发话、打断和独白进行了合并，增

加了优选结构，并且用此修正框架对 《玻璃动物园》中劳拉和吉姆的会话进行了研究。以话轮转换

特征的量化统计为基础，并结合剧本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增设的优选结构更多地从内容上体现

了会话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权势关系以及人物各自的性格特征和价值取向。总之，这些分析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话轮类型和话轮长度的不足，因而具有较高的客观性。研究者们得出的结

论也肯定了该理论框架为研读剧本提供的新的视角，但这仍须结合上下文的语境才能对人物性格作

出全面解读。
第三，对尤金·奥尼尔 （１８８８～１９５３）的研究。美国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的作品也是话轮研

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李颖⑤、李建娟⑥及张靖⑦借鉴Ｓａｃｋｓ和李华东等人的理论框架，分别对 《进入

黑夜的漫长旅程》和 《天边外》的 多 个 会 话 片 段 进 行 了 定 量 分 析，讨 论 了 话 轮 数、话 题 转 变 次 数、
话轮类型、话题控制策略 （打断、超长发言、独白、长话轮、副语言特征等）。通过语境分析和戏剧

文本的语言结构分析相结合的戏剧文体学研究模式可以发现，蒂龙家庭成员性格的孤傲和人物间的

疏离关系只是假象，这个疏离、对立的状态背后是对亲密与亲和的渴望，是亲疏与冷暖的纠缠不清。
（二）英国戏剧

相比较于美国的戏剧作品分析，针对英国戏剧作品进行的话轮分析数量略少，但其研究广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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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毫不逊色。本部分也按照研究的密集程度顺序展开讨论。
第一，针对莎士比亚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的研究。莎士比亚的剧作是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多

年来，话轮转换研究者们试图将各种方法运用到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中，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

《威尼斯商人》和 《奥赛罗》是话轮转换研究者们的重点研究对象。
首先，王虹选取 《威尼斯商人》的 第 五 幕 并 统 计 了 文 本 中 的 话 轮 数 目 及 其 在 各 个 人 物 之 间 的

分布情况，从话轮分布和交流途径中发 现 整 段 戏 的 核 心 人 物 是 鲍 西 娅；从 毗 邻 对 和 优 选 结 构 的 统

计和分析中，发掘出巴萨尼奥已经将爱情置于友情之上这一剧 情 发 展 脉 络。① 此外，王虹书中还选

取 《奥赛罗》的第三幕第三场中伊阿古与奥赛罗的对话，运用语用学的会话含义和合作原则对伊阿

古的话语策略进行定性分析，发现会话准则所决定的含义与推论在剧情发展的转折点上所起的关键

作用。②

其次，吕筱琼与洪文慧③、鲁瑾芳④及陈秀琪⑤等人都以剧中人物的话语策略为例，从话题提出

及控制、话轮长度、话轮类型、话语打断和独白等几个方面分别对 《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场景中

的人物对话进行分析。其研究结论可大体归纳为：从人物话轮的数量和类型可以判断人物的双重身

份以及所拥有的绝对话语权、种族地位和合法权利剥夺等问题；通过戏剧对话的表面意义可以洞察

交际过程中人物的深层动机与意义的生成模式；采取话语建构策略，可发现男性权利博弈中女性个

体的不甘于屈服，尽管最终仍以就范于父权制婚姻为结局。
从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话轮分析中可见：话轮转换框架结合语用学理论，通过话轮分布和交流路

径可以探察出戏剧的核心人物以及其他各人物的相对地位；利用毗邻对和优先结构分析并结合礼貌

原则，可以分析出人物之间的关系。话轮分析使得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人物性格更

富有立体感和复杂感。由此可见，从语言层面对戏剧进行探究更为新颖，且更具说服力。
第二，针对约翰·奥斯本 （１９２９～１９９４）的研究。对于英国戏剧家约翰·奥斯本的剧作，王虹

选取 《愤怒的回顾》中的开场会话片段，综合运用话轮转换框架、言语行为理论和合作原则进行研

究。⑥ 研究者首先利用话轮转换框架统计了话轮数目、长度及其在各个人物之间的分布情况，通过话

轮序列分析话语结构的特点，抽取出人物关系的两个重要方面：均势与支配、同感与离间。前者就

是所谓的权势关系，体现在谁占支配地位上；后者牵涉到态度问题，决定了人物之间舞台与心理的

距离，影响着人物情感交织的程度，可以将戏剧推向情感高潮。其次，研究者利用统计数据并运用

言语行为理论对吉姆的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发现吉姆发问了１６次，都是在指责对方或者意图激怒对

方以便排解心中的郁闷和愤怒，但听话人都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没有给他发泄怨气的机会。最

后，研究者运用礼貌策略对吉姆与艾丽森、克利夫的戏剧冲突进行分析，可见多数情况下他们都采

取了威胁面子的行为。不礼貌在他们之间是同感而不是离间与敌意的标志。由此可以得出不同以往

的结论：吉姆不完全掌握主动权，艾丽森也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角色。
第三，针对萧伯纳 （１８５６～１９５０）的研究。对爱尔兰戏剧家萧伯纳作品的研究则涵盖了 《鳏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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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产》《卖花女》和 《华伦夫人的职业》。王兴伟①、刘庆玲②、武贯兰③、叶翠④均以Ｓａｃｋｓ的理论

框架为依据，选取剧中的某些会话片段作为语料，统计了话轮数、话轮平均长度、话轮类型和话轮

控制策略分配数。借助会话分析中的话轮转换来解读他们之间的权势关系，揭示出主人公或狡诈和

虚伪，或缺乏主见和懦弱的人物性格形象。同时初步总结出重叠、打断、独白以及沉默这些违反话

轮转换规则的现象与剧情发展的关系。其中，王兴伟选取萧伯纳的 《华伦夫人的职业》第二幕中薇

薇发现了母亲的职业之后和母亲华伦夫人发生了激烈争吵的一段谈话进行量化分析，发现人物间权

势关系出现的一个逆转性变化，提出这种变化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全剧的主题，还反映了人物的性格。
第四，针对哈罗德·品特 （１９３０～２００８）的研究。国内学界对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的话轮

研究都集中于对 其 作 品 《送 菜 升 降 机》的 分 析 上。其 中，梅 晓 娟⑤及 司 建 国⑥对 剧 中 的 对 话 和 沉 默

（意义沉默、停顿、静默和间断）进行了分析，并辅以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对人物间的戏剧冲突进行

了语言学阐述，证明了沉默具备丰富的交际功能和文体意义，某种程度上可以体现出交际双方失衡

的权势关系和交互冲突。
（三）中国戏剧

令人欣喜的是，话轮转换理论已经被应用到对中国戏剧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尽管此类研究基本

集中在曹禺先生的作品上。其涉及的作品包括 《雷雨》《日出》和 《原野》。
首先，司建国⑦、郑义⑧、何艳丽与魏晓飞⑨选择 《雷雨》第一幕中周朴园强令蘩漪喝药的片断，

从话轮抢断、言语行为升级、闻者转换以及次选回应四个方面入手，讨论了剧中人物对礼貌原则的

严重违反所造成的戏剧冲突，进而从会话分析角度找到了戏剧意义产生的根源，为 《雷雨》的批评

欣赏提供了较为客观的语言学依据。何艳丽等从汉文化本身出发，而不是完全套用面子理论，提出

汉语的语用原则只能从地道的汉语文化中提炼出来。瑏瑠

其次，郭伏良与高娜选取 《日出》第二幕的陈白露让张乔治在方达生面前出丑这一片段，综合

运用话轮转换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分析戏剧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人物间的相互关系。作者指出

陈白露与方达生关系密切，二人的默契配合使得张乔治的虚伪本质暴露无遗，从而说明语用学理论

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更为有效的解读戏剧人物的途径，可以更准确地解读作品和人物。瑏瑡 而

王姣采用李悦娥、申智奇对言语打断的定义，将言语打断从性别和功能角度进行分类统计，发现女

性打断总数多于男性，并且女性的打断以支持性打断为主，而男性则主要是支配性的。文章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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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断的原因分析，得出打断主要受权势地位的影响，与双方的性格和世界观的差异有关，但与性别

无关的结论。①

再次，毛婷婷以话轮转换模式为理论框架，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曹禺戏剧

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研究。② 研究者从 《雷雨》第四幕、《日出》第四幕及 《原野》第二幕中分别选

取三个会话片断对话轮分布及转换特点进行统计，并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周繁漪、陈白露和花金子

三个形象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及分析，揭示话轮转换与人物性格的关系。文章用话轮转换量化分

析的方法，使这些形象的描述有了实实在在的数理依据，从而增强了解释的充分性。
综上所述，在将话轮转换理论运用于实证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均依据Ｓａｃｋｓ等人的话轮转

换框架，并结合了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语用学理论，分别选取多个会话片段对剧中的话轮转换和

分配状况进行统计。从话轮抢断、言语行为、闻者转换以及次选回应等方面，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与比较，揭示人物性格与戏剧冲突的关系，从而从会话分析

的角度挖掘出了戏剧的意义。这类分析不仅能更准确地解读作品、人物角色和作家创意，而且为戏

剧研究提供了更为有效地解读戏剧人物的途径，也为中国戏剧研究的发展摸索出一条新路。

四、余论

戏剧研究中话轮转换理论的应用研究进入中国已近三十年。在此期间国内学者除了跟踪、了解

国际学术前沿进展，也从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进行了极富创新意义的探索。但从以上的分析总结中

可以看出几点不足：
第一，从研究对象上看，目前国内研究者多集中于对少数剧作家的特定剧本的分析。如果能将

更多的剧作家和作品含括在内，将相关理论方法更多地运用到实际研究之中，充分利用实践来检验

理论，将能更好地促进话轮理论的充分发展。此外，目前针对国内剧作家而展开的研究则更为稀少。
这样便难以验证此类分析方法对以汉语为母语的戏剧研究的确切实用性和适用性。

第二，从研究方法上看，研究者通常选取戏剧中的一段或几段对话作为研究对象，其分析样本

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戏剧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塑造的复杂性，使得对剧

本某选段进行的单一的话轮转换分析，难以完整、准确地揭示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其文学解释力

相对来说不够充分，在此基础之上分析出的结果也缺少代表性和说服力。
第三，从理论依据上看，绝大多数研究者还是以Ｓａｃｋｓ的理论框架为主，在对话轮数、话轮平

均长度、话轮类型和话轮控制策略分配数等定量指标进行统计的基础之上，配合语用学、戏剧文体

学等相关理论给出定性的分析结论，其理论应用的涉及面已经较广。但是对这些不同领域内的理论

的糅合仍不成熟，至今还未出现一个针对戏剧文体学研究的完整的框架体系。
当然，以上现象有其产生的根源。首先，从理论体系角度看，话轮转换理论起源于社会学的经

验总结，以其逻辑清晰、可定量分析、适用性较强，而被语言学、文学等领域所借鉴，但是它本身

的严谨性尚显不足。关于如何将其与语言学、文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与定性研究的方法

更好地配合，也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方案出现。其次，从研究对象来看，会话分析须针对大量的文

本进行多维度的标记和统计分析，并且随着研究的进展而作相应调整。这些工作依靠传统的手工方

式显然是不现实的。再次，从研究团队的角度看，国内的研究者独立进行工作的较多，如果没有大

型研究项目的支持，几乎不可能组建跨学科的团队。而就研究者个人来讲，不论是经验还是精力都

难以独立展开大型的、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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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对戏剧研究中话轮转换理论的应用提出如下建议和设想：
第一，在理论研究方面，基础理论要将话轮转换框架与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以及礼貌策略

等依据戏剧文体的特点进行剪裁，建立兼顾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统一的理论框架。具体的实现路

径可以是先分析各个理论的结合点，将定量数据与定性分析目标建立关联关系，然后在实证研究过

程中逐步完善这种关系；另外，针对中国剧作家作品的研究，要将汉语的语言研究成果与相关理论

进行整合梳理，并深入探索相应的方法和步骤。
第二，在方法研究方面，随着理论研究的进展，应确定并细分研究的步骤以及具体的方法，并

依靠跨学科专业团队，借助大数据、语料库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将话轮转换具体的步骤和方法进一

步细化，探讨出不依赖于个体的研究平台或模式来提供给研究者共享。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工作量的

问题，而且有望实现结论可重复、可验证的目标。
第三，在研究规模方面，借助研究方法和技术平台的完善和共享机制，可以在更大规模和范围

内对戏剧进行综合而深入的研究，比如对某个大型作品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或者对某个剧作家

的全部作品进行全景式研究和提炼。这当然也需要一个能够提供资金支持的完善的研究体系和一批

致力于此项研究的孜孜以求的研究者。
总之，话轮转换理论在戏剧领域逐渐被广泛深入地研究和应用，这一模式极大地丰富了戏剧文

体学的研究方法与内容。同时，随着信息和数码时代的蓬勃发展，这个横跨多领域的研究模式将以

它的新姿态示人并更好地服务于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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