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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互动交际视角，考察汉语口语中常用构式“V都V了”的话语模式，并分析该构式在不同的话轮

位置上表现出的互动功能。位于话轮起始位置上的“V都V了”有强调、劝慰，抱怨责备，开脱解释等人

际互动功能。位于话轮中间位置的“V都V了”有解释劝慰，开启新话题的功能，而话轮末尾未知的“V
都V了”处于话轮转换关联位置，有转换话轮，表达立场，抱怨责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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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scourse patterns of 
the commonly used construction “V + dou (都) + V+ le” in spoken Chinese, and analyzes the interac-
tive functions of this construction in different turn-taking positions. The “V + dou (都) + V + 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versation round has the functions of emphasizing, comforting, complaining 
and blaming, excusing and explaining. The “V + dou (都) + V + le” in the middle of the round has the 
function of explaining, encouraging and starting a new topic, while the unknown “V + dou (都) + V 
+ le” at the end of the round has the function of changing the round, expressing positions, com-
plaining and bl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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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会话分析的研究主要是对会话中交际双方具体执行的社会行为做会话结构和功能分析，以探究在执

行不同的社会行为(邀请、请求、表扬、感谢、拒绝、建议、批评、抱怨等)时，交际双方采用的会话在整

体结构、话轮转换、序列组织、修正组织等方面有何特点[1]。通过语料调查我们发现，“V 都 V 了”在

口语中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在书面语中的使用，且“V 都 V 了”在话轮中的位置非常灵活，可以出现在

话轮起始位置，话轮中，也可以出现在话轮末尾位置，并且在不同位置上表现出了不同的话语功能。本

文选取 BCC 口语语料库的语料，对“V 都 V 了”进行会话分析来研究它的话语功能。 

2. 话轮起始“V 都 V 了”的会话序列及功能 

由于“V 都 V 了”的受事论元一般都倾向于前置，并且通常是作为一个话题统辖着几个话轮。所以

处于话轮起始位置的“V 都 V 了”就是围绕受事论元发生的已然事件的一种客观的确定，这个已然事件

是交际双方所共知的，有确认强调的功能。如下面的例子： 
例(1)背景：A 深夜发美食朋友圈后，与 B 通话时发生对话。 
1B：我看到了，你又去吃好吃的了。[开启话题] 
2A：是的呢。 
3B：咱们晚上不发这些好吗？[发出请求] 
4A：发都发了，你就咽咽口水吧……[给予回应] 
5B：残忍。 
在这一例子中，1B 中的“好吃的”是“发都发了”的受事宾语，它作为话题统辖这五个话轮。第四

行 A 在话轮起始位置使用“发都发了”是强调“已经发了美食”这个交际双方都已知的事实，同时也是

对第三行 B 的请求做出了回应。所以位于话轮起始位置的“V 都 V 了”具有确认强调的功能。 
例(2)背景：大学生 A 不喜欢当初自己选的专业，和家人 B 提出想换专业， 
B 不希望他中途放弃这个有前景的专业。 
1A：爸，我想换个专业。[提出话题] 
2B：为什么突然想换？ 
3A：不是突然，我想了很久了，计算机我实在是不感兴趣。 
4B：你不觉得自己很任性吗，自己选的路怎么着都得好好走下去。[表达观点] 
5A：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 
6B：选都选了就做好它！[确认强调] 
在一例子中，交际者 A 首先提出了话题“换专业”，在间隔两个话轮之后，第四行 B 首次表达自己

不同意的观点，“选都选了”出现在第六行话轮起始位置，首先是对“A 已经选了”这一双方都共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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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进行了肯定，也是在 4B 的基础上，再次强调他的反对意见。第五行的 A 发出了语气强烈的反对之

后，交际者 B 采用委婉回避的会话策略，通过对客观事实的确定来避免直接否定 A，以达到劝说的互动

功能。再看例(1)中同样的说话人 A 没有直接回答 3B“好”或者“不好”，而是使用“发都发了”对已

然事实进行了肯定，并且随后给出具体建议，以次来达到劝说功能。建议这一会话行为对应的语言形式

主要有陈述句和反问句。“V 都 V 了 + 陈述句”通常可以变换成“既然 V 都 V 了，就……”的让步句。

反问句虽然是疑问的形式，但实际上还是表达的陈述意义，例如“来都来了，能不进去吗？”可以理解

为“既然来都来了，就不能不进去。”所以不管是陈述句还是反问句都有明确建议指向。 
例(3)背景：女儿 B 难得回家吃饭，母亲 A 做了一桌饭菜，饭桌上发生如下对话。 
1A：来，再吃点儿，全是你爱吃的菜。[提出要求] 
2B：不吃了，我怕胖。[负面回应] 
3A：吃都吃了，还怕胖。[强调抱怨] 
在这一对话中，母亲在提出要求后，得到的是女儿的负面回应，于是她做出了抱怨的会话行为，她

在 3A 的起始位起始位置使用“吃都吃了”，首先是对女儿“已经吃了”这一事实进行强调，在向女儿

表示结果已经造成了，怕胖也来不及了。梁皓宇(2020)对“V 都 VP 了”句式进行探究时，认为“V 都

VP 了”具有责备义，并把责备分为了两个层级，一个是不满，表示轻微责备，还有一个是愤怒，表示严

厉责备。在这里我们认为 A 对 B 的拒绝表示不满，使用“V 都 V 了”有轻微的责备功能[2]。表示抱怨

这一会话行为交际者主要使用“V 都 V 了 + 陈述句/感叹句”的语言形式。 
例(4)背景 A 在商店里买“康师傅”绿茶，但 B 拿了一瓶“唐师傅”绿茶给他，他喝了一口之后才发

现不对，这时发生如下对话。 
1A：老板，这根本不是康师傅绿茶，你拿的唐师傅绿茶给我，我要退货。[提出要求] 
2B：喝都喝了，没法退。[负面回应] 
3A：你这是欺骗消费者！ 
这一例子中，面对 A 提出的要退货的要求，B 是先确认强调“已经喝了”这一事实，再说明由此产

生的结果是“没法退”，从而完成拒绝这一会话行为。原因和结果之间是具有因果关系的，B 就是用“喝

都喝了”来为自己拒绝退货做解释。所以在这一例子中位于话轮起始位置的“V 都 V 了”具有开脱解释

的互动功能，拒绝的会话行为通常后续小句是否定句。 
综上几种情况，我们对处于话轮起始位置的“V 都 V 了”的互动功能做一个小结，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nteractive functions of “V + dou (都) + V + le” at start position of the turn-taking 
表 1. “V 都 V 了”在话轮起始位置的互动功能 

会话行为 语言形式 话语功能 

建议 陈述句，反问句 强调、劝慰 

抱怨 陈述句，感叹句 抱怨责备 

拒绝 否定句 开脱解释 

3. 话轮中“V 都 V 了”的会话序列及功能 

话轮中的“V 都 V 了”在口语中大量出现[3]。他不在话轮起始位置也不在话轮末尾位置，而是在话

轮的中间位置，我们这里只讨论话轮中且只在话轮构建单位中的“V 都 V 了”的功能，处于话轮构建单

位中的“V 都 V 了”往往处于一个完整的语句中间，这时的“V 都 V 了”具有开启话题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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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 
A：我很喜欢这个乐队，但是没钱买专辑，能送我一张吗？ 
B：既然你来都来了，不送一张就真的说不过去了哈哈。 
这里的“来都来了”虽然位于话轮中，但是它前面部分只有连词和人称代词，这和我们在第二节的

例(2)中讨论的功能一致，就不在赘述了。 
与位于换轮起始位置不同，话轮中的“V 都 V 了”强调的已然事实不一定是双方共知的，这样“V

都 V 了”强调的可能是一个新信息，所以受话者接收到新信息之后就会开启新的话题，所以话轮中的“V
都 V 了”有开启新话题的功能。 

例(6)背景：A 和 B 在讨论喜欢的小说作家时，B 喜欢的作家涉嫌抄袭，发生如下对话。 
…… 
1A：他那本书是抄袭匪我思存的。[提出话题] 
2B：匪我思存的书完全写不出这种深度啊！！又没有实锤。[给予回应] 
3A：醒醒，有实锤，告都告了，亲先了解一下再发言。[提出话题] 
4B：什么时候告了！？[接续话题] 
这组对话中 3A 首先用“有实锤”对 2B 的观点做出了反驳，然后再用“V 都 V 了”补充新信息，强

调 B 所不知道的已经告了这件事，B 在接收到之后，就接着这个话题做出了回应。话轮中的语言形式表

现为“反驳 + V 都 V 了 + 建议”，多配合陈述句、祈使句使用。会话行为是建议，“V 都 V 了”有强

调的互动功能和开启新话题的功能。 
例(7)背景：A 和 B 计划去毕业旅行，A 和 B 说过要买相机作为自己的毕业礼物，出发前一周见面时，

她们发生如下对话。 
1A：相机好重哦，下周出去玩都不想带上它，但是拍照又好漂亮。纠结了啊啊。[提出话题] 
2B：带着确实超级占地方，但是买都买了还是带着吧！[表达立场] 
3A：没买呢！距离出发时间还有几天。[给予回应] 
这一例子中，A 提出了关于带不带相机的话题，B 首先是回应了“相机好重”并给予赞同，然后用

转折连词“但是”来提示自己的立场，接着使用“V 都 V 了”来对他以为已经买了相机这一事实进行确

认强调，最后表达“还是带着吧”这一立场。这个话轮是的会话行为是建议，话轮中的语言形式表现为

“肯定 + 转折连词 + V 都 V 了 + 观点态度”，多配合祈使句、反问句、感叹句使用。“买都买了”也

是在解释认为要带的原因，因此也有劝慰解释的人际互动功能。另外 3A 给予的回应是针对“买都买了”

而不是对 B 提出观点的回应，可以说这里的“V 都 V 了”实际上是开启了新的话题。因为“买都买了”

是 B 主观认为的事实，而不是确实发生的已然事实，B 提供了错误信息，引导 A 在下次对话中去进行修

正，由此发生话题的转换。 

4. 话轮末尾“V 都 V 了”的会话序列及功能 

Sacks 等人认为话轮转换一般发生在转换关联位置(TRP)，也就是一个话轮构成单位中说话者可以发

生话轮转换的位置。另外，他们还提出对于这个位置的判断判断，需要依靠放弃话轮信号[4]。我们认为

位于话轮末尾位置的“V 都 V 了”处于转换关联位置，说话人通过“V 都 V 了”来强调已然事实的完结

或者表达主观情绪，由于没有后续小句，就加深了“V”的程度，也加深了已完结事件对说话人主观情

绪的影响，这就使得说话人放弃话轮。 
例(8)背景：B 剪了头发之后，觉得不太满意，见到 A 后发生如下对话。 
1A：唉，你换发型啦。[提出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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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是呀，但我觉得不太好看。 
3A：讲真，还是长发的你好看。[做出评价] 
4B：不要说出来！剪都剪了！[负面回应] 
5A：好好，不说了，咱们一会儿去哪儿吃饭？[转换话题] 
在这一例子中，B 本来就对剪发的结果不太满意，所以当 3A 做出了客观评价之后，B 的不满被加深。

在做出否定提醒后，使用“剪都剪了”强调了剪这一动作的完结，以及带来的后果已经无法改变，有抱

怨责备的功能。此处于语言序列为“否定提醒 + V 都 V 了”。并且说话人在此放弃会话，由 A 接续会

话，话轮发生转换。 
例(9) 
1A：当初你们多好啊！[提出话题] 
2B：哎，别提了，分都分了……[负面回应] 
3A：有啥不能提，都过去了。[接续话题] 
例(9)中 2B 的语言序列为“否定提醒 + V 都 V 了”，“分都分了”通过强调已经分手的事实，来表

达不愿多提的立场态度，成为放弃话轮的信号[5]。例(8)中也隐含了不愿多说的立场态度。所以在话轮末

尾位置的“V 都 V 了”处于话轮转换关联位置，有转换话轮，表达立场，抱怨责备的功能。 

5. 结语 

本文选取了“V 都 V 了”所在的典型对话，用会话分析的方法对其在话轮中不同位置上的语言序列

和功能做了探究，位于话轮起始位置上的“V 都 V 了”有强调、劝慰，抱怨责备，开脱解释等人际互动

功能。位于话轮中间位置的“V 都 V 了”有解释劝慰，开启新话题的功能，而话轮末尾未知的“V 都 V
了”处于话轮转换关联位置，有转换话轮，表达立场，抱怨责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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