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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代词作为独特的词汇 -语法类别 ,产生伊始其内在统一性就引起置疑。传统上有两种代词分类法 :语法和

语义分类。前者以语法范畴为主要分类依据 ,后者流行于学校语法中。本文从语用出发 ,以代词的指示功能为标准 ,划

分俄语代词系统 :核心代词指示语 /纯代词指示语、篇章代词指示语 /代词照应语和概念范畴代词指示语。代词的语用分

类突出说话人在言语中的作用 ,体现言语的主观性特征。按照这种分类法 ,代词在说话人视野中指示由具体到抽象的各

种事物和特征。根据说话人的认知程度 ,运用不同代词指示语 ,由实物指示到范畴概括指示 ,逐渐离散 ,代词的内在统一

性体现在不同认知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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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doubt on the innate unity of the p ronouns in the perspective of its grammatical categor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raditionally, there are following two categories of the p roud, in its grammatical and the semantic sense separately. The former

category was rep resented by the academ ic scholars and the latterwaswell2accep ted by the p ractical school teachers. Basing on the

deixis function of the p ronoun, the author classifies the Russian p ronouns in to the core deictic p ronouns and the context anaphor

p ronouns ( anaphor p ronouns) in the aspectual of its p ractical sense. Such categories can also be named as the pure deictic p ro2
nouns and instructive p ronoun or generalized instructive p ronouns respectively. The above p ragmatically classification highlights

the role of the speaker in the parole, emphasizing the dom inance of the subject.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lassification, the deixis

function of p ronoun ranges from the concrete to abstract, from specific to generalized and the like, which reveals the innate unity

of the p rono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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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 Ю. Шведова指出 ,“俄语代词作为独特的词汇

-语法类别已经研究得相当深入。很多语法书的专门章

节都用于探讨代词的分类、代词在词类系统中的地位、代

词的意义和功能 ”(Шведова, Белоусова1995: 3)。俄语代

词传统研究主要探讨 : ( 1)代词的类别 ,即代词是否是独

立的词类 ; (2)代词的内部分类问题 ; ( 3)代词的功能问

题。在现代语言研究中 ,认知和语用层面的研究更突出

语言使用者的思想和作用 ,语言的主观性体现“积极语法

或说话人语法 ”(Краснова2002: 2)的根本特征。代词在

言语中充分体现说话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 ,因此阐释和

分析代词使用成为语用学、话语学、语言逻辑分析等语言

研究领域的关注焦点。

1　代词观
古老的欧洲语法传统把代词作为独立的词类 ,描写

语法也沿用这种阐释。而 20世纪的一些语法理论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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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词语法能上不单立类 ,按照代词不同的主要句法功

能应该分别归入其他词类。

1. 1 Ярцева的代词观

Е. Ярцева中将代词分为 (狭义 )代词 ( местоиме2
ния)和 (广义 )代词性词语 (местоименныеслова) (Ярце2
ва1990)。代词包括静词 (名词、形容词、数词 ) ,是实词的

词汇 -语义类别 ,可以进行不同分类。

逻辑语义类别为 : 1)指示性代词 ,指向言语行为的参

与者或言语场景 ,包括 :第一人称代词 я, мы, 指示说话

人 ;第二人称代词 ты, вы, 指示听话人 ;指示代词 этот,

тот,指示说话人手势所指的客体 (有时意指 )。指示性代

词一般为定指 ,即在包括听话人、说话人的共同视野内有

存在和唯一预设 ,客体与该言语行为中个别化的有定指

称对象相符。2)照应代词 ,指示其所在的话语或篇章 ,指

示文中已出现 (经常 )或将出现的 (少 ) ,表达代词与其先

行语的照应关系 :共指。不共指时 ,则指示客体属于共同

类别。照应代词包括第三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反身代

词、相互代词和关系代词。指示代词在大多数语言中都

既有指示功能 ,又有照应功能。3)量化代词 ,包括不定代

词、引入代词、存在代词、综合代词、否定代词和疑问代词。

代词的主题类别根据其主要的句法功能分为代名词

和代形容词。广义代词包括实词各词类中带有代词词汇

意义的副词和动词。代副词有时间代副词、性质代副词、

原因代副词、地点代副词 (远离、靠近、方位 ) ;代动词有

делатьчто2то.
1. 2 Шведова, Белоусова的代词观

Н. Ю. Шведова, А. С. Белоусова重新阐述代词 ,

称其为语言各层面最一般意义的载体词 ( слова2носите2
ли) ,在功能和语义上将语言各层面联系起来 ,同时作为

构建整个意义关系网络的材料 ( Шведова, Белоусова

1995: 3 - 11)。她们首先将代词看作一个系统 ,包括并集

中将语言各层面合而为一的统一语言意义 ,编写小型的

代词词典 ,描述每个代词及其与同类其他成分的关系 ,并

通过这种结构揭示该词的语义结构 ———每个代词的语义

发展趋势。据此 ,代词分为两类 :一类是本身就有指示功

能 ,表示一种原始基础的日常生活概念 ( кто, что, ка2
кой, каков, каково, чей, как, сколько, насколько,

сколь, делать/сделать等 ) ;另一类是根据认识阶段将第

一类词的那些概念转型或分解成的词 ,是概念在语言和

言语中的具体体现 ,分为有定、不定和不存在三个次类 ,

包括大部分代词 : а) я, ты, он, сам, себя; такой, мой,

свой等等 ; б) некто, кто2то, кто2н. , кто2л. , нечто等等 ;

в) никто, ничто, неделает/несделает等等。не2类代词

意义必须依赖于与其连用的动词不定式的“不存在”意义。

可见 ,首先 ,代词作为一个独特的词汇语义类别 ,其

存在毋庸置疑 ;第二 ,指示是代词的基本功能 ,这种研究

始于语法研究 ,随着研究过程中语境和说话人因素的引

入 ,该功能逐渐清晰 ;第三 ,作为代词的系统统一性值得

继续探讨。

2　指示语与代词
2. 1指示语

дейксис现象在语用学中有以下特征 :存在于话语而

不是语言中 ;说话人以自身为参照 ,用语言表达式指涉语

言外事物。它们关涉的这种过程叫做“指示 ”,用于指示

的语言表达式叫做指示语 (дейктики)。指示语是“指示 ”

的载体 ,包括各种词汇和语法手段。后者只有在说话人

使用并获得指示功能才称为指示语 ,而在语言中只是一

些普通的词语或语法范畴。

анафора是说话人使用语言表达式时体现出来的功

能或性质 ,指语言表达式可以用于代替 (回指 )前文出现

过的语言表达式 ,先出现的语言表达式称为先行语 (анте2
цедент) ,用于替代的语言表达式称为照应语 (анафоры)。

照应语指赋予照应功能的语言表达式 ,主要包括代词、名

词短词、零形式、动词短语等等。先行语和照应语之间的

语义关系称为照应关系 ,是一种单向的语义参照关系。

指示和照应虽然在功能、语言表达手段和指称关系

上有一定区别 ,但其同宗同源的性质显而易见。二者的

构成要素有很多共同之处 : ( 1 )都以说话人为核心阐释

者 ,由说话人赋予其存在意义 ; ( 2)在语言表达手段上都

以代词系统为主 ,尤其是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 ; (3)双方

都必须在语境中索引其确切语义 ,即需要一定的参照因

素 ,只是参照点的层次不同 ,指示的参照点是会话参与者

构成的语篇情景 (现场语境 ) ,而照应的参照点在语篇内

部 ,语篇可以看作现场语境的再现 ,因为“任何理解都可

以是对话式的 ,对篇章的理解可以看作与篇章作者的对

话 ; (4)指示和照应都能使言语行为中的对象明确化 ,都

具体教授人们如何从某个方向或渠道回收解释有关段落

所需的信息。

指示和照应虽然有共同之处 ,但在使用时又各有差

异 ,因而须要区分。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参照因素、表

达手段和指称方式等方面。

从指称方式看 ,指示语是二元指称 ,它的指称对象在

言语语境中是确定的 ,只是随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指

示语只有在交际中被说话人激活时才能实现其指称功

能。照应语是三元指称 ,是对篇章中已经确定的对象的

重复 ,指称对象永远唯一 ,是对已经形成的关注焦点的继

续关注。指示和照应在指称方式上的不同直接影响其选

择语言手段。在现代语言学中 ,指示是语用学问题 ,照应

则主要是语义学和篇章学研究的范畴。

指示与照应虽然有着不同 ,但众多学者仍认为二者

同源。无论从早期语法学对指示和替代两种现象之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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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研究还是在近年语义学、语用学对指示和照应的论

述中 ,都可以发现 :指示是第一位的、无条件的 ,而照应用

法是指示性指示基本意义的隐喻扩展。

2. 2指示与代词

语法学对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的研究推动了指示语

理论的发展。Шведова, Белоусова将代词称为“指示词 ”

(Шведова, Белоусова1995: 3)。

Норен认为 ,代词表示一种“意义变量 ”,对代词的理

解须要依靠与话说人相关的时空关系。他将代词区分为

指示性和前指代性两种。А. М. Пешковский认为代词

是一种“语法外 ”的类别 ,其词义与语境相关。 (Падучева

1984: 26, 郭聿楷 1995)

“代词是表达人称指示的基本类别 ,其在语言中的指

示作用不可估量。”(Слюсарева1986: 96)因为任何语言

要描写交际 ,其参照基点都一定是言语主体 ,都一定是语

言主体 ———说话人。言语人称范畴体现人物的综合思维

范畴 ———说话人、听话人、言语对象。这是各种语言都共

有的功能语义范畴 ,其实现手段主要是人称代词和物主

代词聚合体和动词词变系统。

典型的交际行为参加者处于同一个时空语境 ,而且

具备“自我中心性 ”,即以第一人称为核心。说话人在交

谈过程中不断更换 , я也被用于每个说话人对自己的称

呼 , ты是对听话人的称呼。这样 ,每一次变化 ,交际语境

的时空坐标 ———指示系统的中心也随之变化。所以 ,人

称指示首先是对言语行为直接参加者 ———说话人、听话

人的指示。这些代词是纯指示语 ,因为指示狭义的理解

是对说话人的指示。“意义需参照说话人 (言语主体 )才

能确定的词是纯指示性的 ,构成语义具有相对性的词语

类别的核心。”(Уфимцева1974: 172)

代词最具特色的是只指示人、物、对象、性质等等 ,而

不用于称名。指示也就成为描写这类词及其特性的实质

特征。与其他类别实词相比 ,虽然在语言中它们没有现

实的具体实义 ,但是代词的意义特点是在使用的具体语

境中具有完整的意义。语言学关于代词及其功能特点的

文献中强调代词最基本的指示特征是用作指称手段 ,所

有的指示性代词在每次使用时都有不同的指称对象。

3　作为指示语的代词系统
3. 1纯代词指示语

3. 11第一、二人称代词指示语

第一、二人称代词指示语是代词指示语系统的核心 ,

因为任何语言都用它们指示言语行为的交际双方 ,是泛

语言的综合 -思维范畴。第一人称代词指示语可作为任

何言语的起点和参照中心 ,言语行为的时空要素均由此

确定。第二人称代词指示语指示受话人 ,既是言语行为

的角色 ,又是话轮转换时潜在的说话人、新言语的起点。

虽然第一、二人称指示语在语言中用于指示言语行

为中的说话人和受话人 ,但两种概念并不等同。说话人

在言语中并不总以第一人称代词指示语的形式出现 ,受

话人的语用作用不仅仅靠第二人称代词指示语表达。

3. 12第三人称代词指示语

第三人称代词指示语在指示语系统中重要地位。首

先 ,可以指示说话人、听话人之外的言语行为的第三要

素 ———言语对象。一般在现场语境中借助视线、手势等

非语言手段或意指完成 ,是一种纯指示手段 ,如 : Смотри,

нанёмлицанет. 而第三人称代词更典型的功能是篇章

指示功能 ———照应功能 ,是最重要的篇章联系手段之一。

3. 2篇章代词指示语

3. 21第三人称代词照应语

第三人称代词照应语的指称类型取决于作为其先行

语的 ИГ. 根据先行 ИГ指称类型 ,第三人称代词照应语

分为以下基本类型 :有指人称照应语 ,先行语是专有名词

或有定摹状语 ;约束人称照应语 ,先行语是量化 ИГ,如

каждый, человек等等。作摹状语成分的人称照应语 ,其

先行语是含照应语在内的述谓结构形式的摹状语 ;摹状

人称照应语 ,先行语是弱定或不定 ИГ,此时照应语的代

替语是有定摹状语 ;虚拟人称照应语 ,即在一个可能世界

中实现的照应关系。除共指照应关系外 ,第三人称照应

关系还可能是内涵同一照应关系 ,照应语与先行语不共

指 ,这与先行 ИГ的性质、句法结构的限制关系密切。

确定代词照应语的先行语是研究第三人称照应语的

重要内容 ,须要综合考虑语法因素、语义因素、语用因素、

心理因素以及其他因素。这些因素之间并不互相排斥 ,

层次不完全清楚 ,因为照应语理解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

程 ,使用照应语具有瞬时性。

3. 22指示代词指示语

指示代词指示语是一种纯指示语 ,是指示最原始、最

基本的语言手段 ,但在篇章中同样可以用作照应手段。

与第三人称代词照应语不同 ,指示代词在篇章中主要用

于归类先行语指称对象。

研究指示代词 ,往往是远 - 近指成对出现 ,而二者在

语言使用中极不对称。近指代词使用的频率在语言中远

远高于远指代 ,这与语言的自我中心性有关 ;在言语中处

于说话人近处的人和事物总是具有更强的凸显性。

3. 23反身代词照应语

反身代词是各语言中最重要的照应手段之一 ,用于

篇章的简洁连贯。研究反身代词 ,有益于合理阐释语义

学的“共指 ”概念。

俄、汉语反身代词具有相似的核心功能 ———指示与

主体重合的客体 ,即通常与句子主语 (述谓主体 )共指。

3. 3概念范畴指示语

代词语义分类的困难在于 :处于称名词和信号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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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过渡 (中间 )区间 ;抽象程度不同 ;指示意义不均衡等

等。 (Большова1974: 151)以代词的指示语义特征和句

法约定性为基础 ,代词指示域内的区别语义特征可以分

为 : (1)有定∕无定特征 :已知客体存在 ,如 я, весь, та2
кой等 ;未知客体是客观存在 ,如 кто2н. , что2л. 等 (李勤

1999) ; (2)选择性特征 :指示已知、选出的客体 ,如 мой,

столько, он等等 ;指示未知客体 ,如 кто2то, кто等 ;前两

类的中间意义 ,变换性指示 ,如 другой, иной, прочий

等 ; (3)认识程度特征 :说话人对言语客体的认识程度。

可以将不定代词分成三种基本的定指程度 ,其他代词也

有这种对立特征 ,但反身代词、相互代词、疑问代词、关系

代词、感叹代词和一些指示代词没有这种特征 ; ( 4)所指

性质特征 :指示物体 ———人和非人 ;指示物体特征 ———性

质 ( такой, любой, чей等 )、时空 ( этот, тот)、数量

(весь, столько,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чие等 )、状态 ( там,

так, тогда等 )、行为 (чтоделать) ; (5)关系性特征 :指示

小句之间的联系 ,如疑问关系代词 кто, какой, чей, как,

сколько, насколько, сколь, где等等。

代词指示语是个相对封闭的系统 ,除了基本的代词

之外 ,归入到代词大类中的词也都具备指示功能 ,只是指

示功能的实现方式有差异。纯代词指示语是话语的起点

和核心。说话人和听话人互相交替、互为依存 ,第三人称

代词指示语指示说话人和听话人视野中的第三方 ,和指

示代词指示语一样 ,是说话人借助目光、共识等具体指示

客体 ;篇章指示语包括的第三人称代词和反身代词 ,以及

指示代词词组 ,由说话人通过文内照应实现对现实世界

客体的指示 ;概念范畴指示语在语义中包含思维层次的

指示 ,是说话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在言语中的体现 ,从宏

观上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指示。须要指出 ,说话人的世界

不等同于现实世界 ,说话人在话语中的体现具有明显的

层次性和复杂性 ,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往往交叉 ,从而会

对话语理解 ,包括代词指示语理解造成障碍。

4　结束语
代词是语言的一个独特系统。其典型特征是语义空

泛、“模糊 ”(李文戈 徐红 2008: 119 - 122) ,属于“信息不

足词 ”(李勤 2008: 65 - 69)和“高语境词汇 ”(张春星 张

春月 2008: 123 - 126)。因此 ,代词研究一方面须要寻找

确定其语义和功能的参数 ;另一方面须要实施代词系统

化 ,即本文研究的代词系统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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