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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楼梦》是曹雪芹呕心沥血之作，在中国古典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王熙凤是《红楼梦》

中出场最多的人物之一，曹公运用大量笔墨刻画王熙凤这个角色，其中不乏语言刻画。本研究基于Jef 
Verschueren提出的语言顺应论，对王熙凤的言语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王熙凤所说的大部分话语均可

顺应交际双方的物理、心理与社交世界，最终实现其一定的话语目的。本研究分析了《红楼梦》中王熙

凤的言语及交际语境，有助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借助相关语境达到话语及交际目的，并且使整个交际过

程呈现和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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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o Xueqin made great efforts to finish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hich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
sition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even in world literature. Wang Xifeng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portrayed character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Cao Xueqin used a large amount of 
ink to depict this character, including language portrayal. Based on the Adaptation Theory pro-
posed by Jef Verschueren, this research studies Wang Xifeng’s speech. It i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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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spoken by Wang Xifeng can adapt to th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orld of both parties in 
communication, ultimately achieving a certain discourse purpos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speech 
and communicative context of Wang Xifeng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hich is helpful for people 
to use relevant contexts in daily life to achieve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ve purposes, and to 
present a harmonious state in the entire communic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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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楼梦》[1]的作者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曹公用细腻的笔触写尽人情暖暖，贾府繁华鼎盛时，高朋

满座，当繁华没落时无人问津。让读者不禁叹一句繁华落幕终究太虚幻境红楼梦一场。《红楼梦》是我

国古典文学的一颗明珠，其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王熙凤是《红楼梦》中的重

要角色，是金陵十二钗之一，是贾琏的妻子。书中对王熙凤的描述为“一双丹凤眼，两弯柳叶眉，身量

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多数场合下，王熙凤都是满面笑容的，她到那

里就会把笑声带到哪里，这正是由于她懂得语言的艺术。本研究以顺应论为理论基础，对《红楼梦》中

王熙凤的语言进行研究，以期丰富《红楼梦》的话语研究并为《红楼梦》重要人物的分析提供些许启示。 

2. 文献综述 

比利时语言学家 Jef Verschueren 在《语用学诠释》(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语言

顺应论[2]。其哲学基础为进化认识论。Jef Verschueren 表示语言使用是一个“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语言

内部和(或)语言不断做出语言选择的过程(continuously making linguistic choices,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
ly, for language-internal and/or language-external reasons)”。换句话说，语言顺应论认为交际者为达到交际

意图会根据交际语境的需要不断选择语言手段。维特根斯坦将语言顺应论概括为四个角度，分别是作出

选择、变异性、协商性以及顺应性。这四个角度也组成了语言顺应论的基本理论框架与分析语用问题的

理论视角[3]。“语境”一词在顺应论中具有重要作用，其指影响话语互动、处理和使用的所有因素，包

括物理语境、社交语境和心理语境。物理语境是指影响话语使用者的时间和空间因素。社交语境是指社

会场合、社会距离、权力关系、文化意识等社会文化因素。心理语境指的是话语使用者的情感因素和认

知因素，即交际者构建的语用身份需要适应双方的情感需求。学界现有研究中，不乏运用顺应论对《红

楼梦》进行翻译研究。周龙英(2017)从顺应论视角切入，对《红楼梦》中茶文化进行翻译研究，总结了优

秀的译法，探究了《红楼梦》茶文化的精髓[4]。孙蕊，柳文芳(2017)也做了类似的相关研究，她们经研

究后发现上茶文化翻译教学的基本原则包括交际行为顺应的角度上交际目的顺应原则、艺术性与工具性

相结合的原则、文化顺应角度上互文视阈和主体视阈相结合的原则[5]。茶文化翻译教学需遵循顺应我国

茶文化的形式美、茶事美与意蕴美三个基本策略。彭俊，钟文(2011)以《红楼梦》杨宪益英译本为例探究

顺应理论下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作者表示翻译的过程就是顺应和选择的过程，受制于结构客体、语言语

境与交际语境等因素[6]。综上，从顺应论视角对《红楼梦》进行的研究多聚焦于茶文化的翻译及译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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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 

3. 王熙凤语言翻译研究 

3.1. 顺应物理语境 

物理世界包括时间和空间。根据 Verschueren 的观点，时间是一个与语言相关的相对概念，而不是一

个绝对值，包括交际双方行为发生的时间、双方交际的时间和交际过程关于时间内容。空间包括“东、

南、西、北”等空间关系，以及受交际双方指示的相对空间关系和交际双方身体语言表达。话语者在进

行话语选择时需顺应物理语境，而译者翻译时也需考虑到物理语境的顺应。王熙凤深谙语言之道，在话

语选择上顺应了物理语境，具体例子如下： 
例 1：“太太说得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辩我并无这样的东西。但其中还要求太太细详其理：……，

此其一。二者……。三则……。四则……。五则……。” 
例 1 中的话语来源于红楼梦七十三回，傻大姐在大观园里捡到一个绣春囊，这在贾府这样的名门望

族中出现是一件非常严重而且十分不体面的事情，王夫人盛怒下以为是王熙凤夫妇的东西，便找王熙凤

来兴师问罪。“凤姐忙拾起一看，见是十锦春意香袋，也吓了一跳。”可见事态的严重。王熙凤在面对

王夫人的审问很快冷静下来，逐条逐列娓娓道来。王熙凤在此处的语言选择顺应了受交际双方指示的空

间关系，通过 5 个例子证明了香通不是他们夫妇二人，成功说服了王夫人，达到了自己的言语目的。 
例 2：“凤姐听说，笑着忙跪下，将尤氏那边所编之话，一五一十细细的说了一遍，‘少不得老祖

宗发慈心，先许他进来住，一年后再圆房’。” 
例 2 是凤姐将尤二姐接回来时对贾府老太太说的话。尤二姐是贾琏在双孝期间养的外室，不合礼法，

后凤姐得知尤二姐的存在，便假装大度地将其接回贾府。根据《红楼梦》，尤二姐和贾琏早有夫妻之实，

王熙凤在此处说的“一年后再圆房”是为了符合当时礼法：双孝之后方可嫁娶。凤姐所用话语顺应了物

理语境，既可得贾府老太太一句：“既你这样贤良，很好”，又可行缓兵之计，因“一年后再圆房”，

一年内尤二姐都只是贾琏的外室，而非妾，王熙凤有足够的时间对付尤二姐。在这则例子中，王熙凤顺

应物理语境中的时间因素以达到自己的话语目的。 

3.2. 顺应社交语境 

顺应社交语境是在社交世界这个语义范畴下进行讨论的。社交世界指的是话语双方所处的社会场合

和环境对交际者的社会行为所形成的一系列的规约。交际者需要遵循所在社交世界的规约和沟通原则。

权势关系已被证明能够制约交际中的语言形式及策略选择[7]。 
例 3：“那时要活不得，如今这大福可叫谁享呢！可知老祖宗从小儿的福寿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

那个窝儿来，好盛福寿的。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一个窝儿，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倒凸高出些来了。” 
例 3 是贾府老太太和薛姨妈讲自己小时候磕破了额头，凤姐说了如上的话语。贾府老太太年事已高，

听到王熙凤这番话很是受用，福寿双全这样的话语，没有一个年长的人不爱听。随着贾府式微，上层矛

盾日渐显现，乱象横生。而作为整个荣国府的老祖宗，王熙凤抓住了权力的核心，她的言行举止与所作

所为均围绕着贾母。除了这个例子，书中还有另一则例子，也同样体现了王熙凤顺应社交语境，懂得抓

住贾府权力核心，知晓如何讨老祖宗开心。 
例 4：凤姐儿道：“谁教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儿似的，怎么怨得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

若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 
例 4 的情境为贾赦看上了贾老太太身边的丫鬟鸳鸯，想要纳她为妾，却遭鸳鸯抗婚。贾老太太不满

于众人的行为，凤姐说了例 4 的话语。在此话轮中，凤姐采用了先抑后扬的言语技巧，在说出例 4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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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之前对老太太说：“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了？”先公然公众反问贾母，随后立刻

来了个大反转，夸赞鸳鸯“水葱儿似的”，看似是在夸赞鸳鸯聪明伶俐，实则是在夸赞老太太会调理人，

既哄得老祖宗眉开眼笑，又暗赞了其他由贾母调教出来的人，如元春、袭人等。王熙凤的这席话顺应了

社交世界，体现了其高超的言语技巧。 
例 5：“我那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作‘针’。

脸又软，搁不住人给两句好话，心里就慈悲了。况且又没经历过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

就吓的我连觉也睡不着了。” 
例 5 是宁国府理事后对丈夫贾琏说的话。王熙凤在《红楼梦》一书中的巅峰时刻便是宁国府理事，

以法治乱，赏罚分明，危重令行，一言九鼎，好不威风。但在自己的丈夫贾琏面前，她却说了诸如“见

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没经历过大事，胆子又小”等不能展现自己对权力的渴望的话语，

这跟当时的社会特点息息相关。《红楼梦》所处的是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女子需遵循“三从四德”，

即使女子再有能力，表现得再出色，也永远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凤姐如上的话语就是在顺应男尊女卑的

社交世界下说出的，如果王熙凤在贾琏面前展现自己对权力运用的自如会威胁到他们夫妻的感情，使贾

琏对自己产生提防。 

3.3. 顺应心理语境 

心理语境需在心理世界的概念下进行讨论。心理世界主要包括话语者的性格、情感、信念、意图等

心理因素。根据 Verschueren 的观点，心理语境与话语交际者的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有关。 
例 6：“太太这话说的极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

那么大的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依我看，老太太今儿喜欢，要讨今儿就讨去。” 
例 6 是贾赦想去鸳鸯为妾，贾赦妻子邢夫人与儿媳王熙凤商量时，王熙凤所说出的话语。一开始，

凤姐对此持反对态度：“依我说，竟别碰这个钉子去”“这会子回避还恐避之不及，倒拿草棍儿戳老虎

的鼻子眼儿去了。”但婆母邢夫人听了很是不快，直接回怼王熙凤：“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们

就使不得。”王熙凤听了自己婆母的话，得知交际话语无法持续，态度和话术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说

了如上例的话。“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看似是在自贬，实则是在顺应婆母想要让丈夫纳妾

的心理，于是说了例 6 的话语，交际得以持续，邢夫人又重新开心起来。 
例 7：“奴家年轻，一丛到了这里，诸事皆系家母和家姐商议主张。今日有幸相会，若姐姐不弃奴

家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训，奴亦倾心吐胆，只服侍姐姐。” 
根据《红楼梦》六十八回，王熙凤欲将丈夫养的外室尤二姐接入大观园，例 7 便是王熙凤初见尤二

姐时所讲的话语。在与尤二姐沟通过程中，王熙凤用了多处“奴家”，多次称尤二姐“姐姐”。王熙凤

以上的话语便是顺应了尤二姐的心理世界。一方面，告知尤二姐自己并非善妒之人，自己是怕父母长辈

担心方才不让贾琏眠花宿柳的。另一方面，告知尤二姐贾府是钟鸣鼎食的大世家，上有公婆下有姐妹，

我若真像下人说的那样，公婆、老祖宗、妯娌姐妹不会容我至今的。王熙凤的一番话顺应了尤二姐的心

理世界，达到了让尤二姐务必随自己回贾府的话语目的。 

4. 结语 

曹公对王熙凤的情感是及其复杂的，他抱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去塑造王熙凤这个角色。“机关算

尽太聪明，反误卿卿性命”这句曲词概括了王熙凤的一生，但文中也不乏曹公对王熙凤巾帼不让须眉、

不输男子的才干的赞美。曹公运用大量笔墨对王熙凤的话语进行描写，本研究正是选取这些话语作为语

料，从顺应论视角切入，对王熙凤的言语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王熙凤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善于察言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7433


张艳 
 

 

DOI: 10.12677/ml.2023.117433 3197 现代语言学 
 

观色，所说的大部分话语均可顺应交际双方的物理、心理与社交世界，王熙凤的许多话语不仅仅是为了

逗乐别人，还是为了达到一定的话语目的。通过本研究中的几个例子不难发现，王熙凤善于观察、能适

应具体情况的变化，并能很好地协调好大家之间的关系，在贾母及众人面前营造出和谐的氛围，是《红

楼梦》情节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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