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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作原则属于语用学的范畴，是美国语言学家保罗·格莱斯提出的理论，主要包括四条准则，分别是量

准则、质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为人们从语言角度分析日常对话，揣摩人物心

理以及探究文学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研究视角。人们在生活中出于交际需要很难做到完全遵守合作原

则，因而违反合作原则成为了人们在会话时表达个人想法和情感态度的特殊方式。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苦

恼》中包含大量的人物对话。为进一步解读小说，本文将以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为理论基础，从违反合作

原则的角度分析《苦恼》中的人物对话，探究由此产生的文学艺术效果，揭示小说的核心主旨，拓宽文

学作品的解读路径，加深读者对小说的进一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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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pragmatics, a theory put forward by the Amer-
ican linguist Paul Grice, which consists of four main guidelines, namely Quantity Maxim, Quality 
Maxim, Relevant Maxim and Manner Maxim. Grice’s Cooperative Principle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people to analyze daily conversations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to figure out the psychology of characters as well as to explore literary works. It is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fully comply with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in life out of the need for communication, thus 
violating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has become a special way for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personal 
thoughts and emotional attitudes during conversations. Chekhov’s short story Misery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character dialogues. In order to further interpret the novel, this paper will take 
Grice’s Cooperative Principle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alyze the characters’ dialogues in Mise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olating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explore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effects 
thus produced, reveal the core theme of the novel, broaden the path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 and deepen the readers’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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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格莱斯的合作原则是分析人物日常对话的重要理论依据，揭示了人物对话的潜在含义，解读了人物

在进行对话时的实际心理活动。它包括四条准则，即量准则、质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在文学作

品中，作家常常在违反合作原则的基础上开展人物对话，以达到更加出彩和令人意想不到的文学艺术效

果，更进一步突出文章的主旨。《苦恼》是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它

讲述了马车夫约纳因儿子去世伤心不已，想要和别人诉说这件事却无一人愿意倾听，最终怀着痛苦抑郁

的心情向自己的小马倾吐了所有心事。这部小说悲伤的叙事基调来源于十九世纪俄国沙皇的残暴专制统

治，当时社会中充斥着绝望、冷漠的气息，人与人之间的氛围一如小说中描写的那般窒息。此外，人与

自然处于一种单一、不活跃的慵懒状态，近乎冷漠[1]。契诃夫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充分运用了以小

见大的创作手法，借用作品中的人物之口影射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本文主要从违反合作原则的角度来

解析《苦恼》中的主人公约纳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对话，揭示人物最真实的内心活动，阐释违反合作原则

的话语交谈方式所产生的会话效果，进而分析小说的文学艺术效果，揭示当时俄国大环境背景下的社会

现状，点明这篇小说隐含的中心思想。 

2. 合作原则与违反合作原则 

2.1. 合作原则 

合作原则是美国语言学家保罗·格莱斯于 1967 年提出的理论。他指出，为了保证会话等言语交际的

顺利进行，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特别是“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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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言语交际中人们总是互相合作的，双方都有这样一个共同愿望：双方的话语都能互相理解，共

同配合[2]。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包含四个准则： 
(1) 量准则：双方会话内容所包含的信息应符合交际目的所需要的“量”； 
(2) 质准则：会话提供的信息内容应真实有效；     
(3) 关系准则：所提供的信息应与会话主题相关； 
(4) 方式准则：提供信息的方式应简练明了。 
格莱斯“合作原则”的提出揭示了日常生活中人们言语交际的内部隐含规律，为言语生成和语言理

解提供了有力的工具[3]。 

2.2. 违反合作原则 

在日常生活中，或出于现实交际的需要，或因个人说话方式的影响，再或是由于交谈语境的限制，

人们在完全遵守合作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存在一定的困难。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刻意地违反合作原则，

以达到特定的交际目的，满足实际交际的需求。例如，委婉的拒绝，言外之意的暗示等等。因此语言中

产生了“潜台词”，即交际话语之下所潜藏的真实含义的话语。表面上不遵守合作原则会使说话者和听

话者双方增加思考，做出相应的回应，但违反合作并不意味着交际的失效和谈话意义的丧失[4]。在某些

特殊场景下，刻意违反合作原则的交谈会达到更加出彩的实际效果。 
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常常在刻画人物对白的过程中违反合作原则，给予读者意料之外的回答，或是

用与对话毫不相干的回答结束话轮，以牺牲语言形式的方式换取更好的艺术效果，给读者呈现更加纷繁

多彩，印象深刻的文学世界。 

3. 《苦恼》中违反合作原则的人物对白及其语言艺术效果呈现分析 

3.1. 人物对白分析 

按照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对话应该高效且有效地进行。但是在契诃夫的《苦恼》中，主人公约纳几

次三番试图和人讲述心事却无人愿意倾听，多次人物对白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对话无效。契诃夫在刻画

小说中许多人物对话时都违反了合作原则，达到了特定的语言艺术效果。下面将以小说中的人物对白为

例进行具体分析。 
(1) 违反量准则 
违反量准则，即双方会话内容所包含的信息不全是交际所需要的，不符合交际目的所需的“量”。 
例 1： 

“赶车的，你有老婆吗？”高个子问。 

“我？嘻嘻……这些快活的老爷！我的老婆现在成了烂泥地啰……哈哈哈！……在坟墓里！……现在我的儿子

也死了，可我还活着……这真是怪事，死神认错门了……它原本应该来找我，却去找了我的儿子……①” 

这段对话发生在高个子乘客与主人公约纳之间。高个子问约纳有没有老婆，按照合作原则中的量准

则，约纳只需要回答有或者没有即可，但是约纳却说“我的老婆现在成了烂泥地啰”“在坟墓里”“它原

本应该来找我，却去找了我的儿子”。约纳的这一回答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量准则，所回答的内容超出

了对话需要的信息量。他之所以这样回答是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引起乘客的注意，以便引出下面自己儿

子去世的信息。这进一步说明了约纳的内心是孤独的，他想要和别人谈谈儿子去世这件事，需要一个倾

诉对象来疏解心中的苦闷。 
(2) 违反关系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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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关系准则，即双方会话内容偏离了对话核心，与会话主题并无关联。 
例 2： 

约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 

“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约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 

“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哟。” 

“你拐弯啊，魔鬼！”黑地里发出了喊叫声，“你瞎了眼还是怎么的，老狗！用眼睛瞧着！” 

“赶你的车吧，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②” 

这段对话发生在约纳和一位军爷之间。约纳和这位军爷说自己的儿子死了，军爷礼貌性地问道是患

什么病死的，约纳回答完之后军爷并没有继续和他谈论儿子死亡的事情，而是因为约纳转过身和自己说

话导致赶车出现了问题而说道“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军爷所说的这句话与约纳之

间进行的对话并无关系，并未承接上轮对话中约纳的回答，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准则。军爷这样的

回答侧面反映了他对约纳儿子的死并不感兴趣，问他儿子是怎么死的或许只是出于礼貌。军爷面对这样

生离死别的事情无动于衷，并未安慰约纳或是继续询问，这体现了他心理活动与言语上的不一致，是社

会中人们以自我为中心，人情冷漠、麻木不仁的真实写照。 
例 3： 

约纳不住地回过头去看他们。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他就再次回过头去，嘟嘟哝哝说： 

“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咳了一阵，擦擦嘴唇，叹口气说，“得了，你赶车吧，你赶车吧！诸位先生，照这样

的走法我再也受不住了！他什么时候才会把我们拉到呢？③” 

这段对话发生在约纳和驼子之间，驼子是约纳载的三位年轻乘客之中的一位。约纳在谈话碰壁后，

试图主动开启对话，谈谈自己儿子死亡的事情，说“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但是驼子却冷漠地回答

道“大家都要死的”，并且催促约纳快点赶车。显然驼子对约纳提及的事情没有丝毫兴趣，回答也只是

随便敷衍，他只在意什么时候能到达目的地。约纳的对话重点在于“儿子”死了，而驼子回答的重点在

于“死”，并且把回答的重心放在了催促赶车上，显然驼子的回答偏离了对话的主题，违反了关系准则。

这样的对话安排再次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缺乏同情心。 
例 4： 

“那你就稍微鼓励他一下……给他一个脖儿拐！” 

“老不死的，你听见没有？真的，我要揍你的脖子了！……跟你们这班人讲客气，那还不如索性走路的好！……

你听见没有，老龙？莫非你根本就不把我们的话放在心上？” 

约纳与其说是感到，不如说是听到他的后脑勺上啪的一响。 

“嘻嘻……”他笑道，“这些快活的老爷……愿上帝保佑你们！④” 

这段对话发生在约纳和三个年轻人之间。几个年轻人嫌弃约纳赶车太慢，就让约纳赶车使点劲，并

且在言语上挑衅约纳，问道：“你听见没有，老龙？莫非你根本就不把我们的话放在心上？”此时约纳

应当回应年轻人的话，完成话轮，并且加快赶车的速度，但是约纳都没有，他并没有回答年轻人的话，

而是笑嘻嘻地说：“这些快活的老爷……愿上帝保佑你们！”约纳所说的这一句话和此次对话并无关联，

违反了关系准则，是不符合合作原则的。约纳之所以这样回应，是因为他的内心太过于孤独，身边静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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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气沉沉的环境让他一直笼罩在悲伤的氛围中，无法与自己和解。年轻人们说话的声音反而消解了

约纳心中的阴郁，让他感受到了生活的气息，尽管是责骂挑衅他的话。这体现了约纳孤独甚至趋近于病

态的心理状态，即使只是简单的交谈，也能给他带来慰藉，突显了他对倾听者的迫切需求。 
例 5： 

“老哥，现在几点钟了？”他问。 

“九点多钟……你停在这儿干什么？把你的雪橇赶开！⑤” 

这段对话发生在约纳和打扫院子的仆人之间。约纳询问这位仆人老兄几点了，如果有可能的话再攀

谈一番，讲一讲有关儿子的事情。但是还未说出口，仆人就已经先发制人，用冷漠且不近人情的语气命

令约纳离开。这一部分对话信息超出了此次对话的范畴，和此次对话无关，违反了关系准则。这一情节

的描写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促使约纳回到车店，并制造了情节上的转折，让故事的叙述更加跌宕起

伏，加深了读者对约纳孤独处境的理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说明了世道的人情冷漠。 
(3) 违反方式准则 
违反方式准则，即双方进行会话时，说话方式不够清楚、简洁，没有条理秩序，可能包含歧义、重复

等让人难以理解的语言现象。 
例 6： 

“你是想喝水吧？”约纳问。 

“是啊，想喝水！” 

“那就痛痛快快地喝吧……我呢，老弟，我的儿子死了……你听说了吗？这个星期在医院里死掉的……竟有这

样的事！⑥” 

这段对话发生在约纳和年轻车夫之间。约纳回到车店后想要和年轻车夫谈谈自己儿子的死。为了吸

引年轻车夫的注意，约纳甚至用旁观者讲故事的方式开启对话：“你听说了吗？”“竟有这样的事！”。

好像约纳不是在讲自己的儿子，而是别人的儿子。约纳的这种叙述方式存在导致歧义的可能性，容易让

对话者产生误解，且叙述方式不够简练，违反了方式原则。这样的叙事基调突显了约纳为了能够和别人

谈谈儿子死亡而做出的努力。此刻对约纳来说诉说悲伤已经大过了悲伤本身。让人读来不禁哀叹，倍感

约纳的凄凉心境。 

3.2. 人物对白的语言艺术效果呈现 

契诃夫在《苦恼》中刻画了大量违反格莱斯合作原则的人物对白，在所呈现的语言艺术效果上达到

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加能与主人公产生心理共鸣。同时这样的写作手法也为

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推动，以及主旨的深化增色不少。 
(1) 刻画人物性格，深化人物形象 
《苦恼》中主人公约纳和几位乘客之间的对话多处出现了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从约纳的角度来说，

约纳多次违反合作原则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想和别人谈谈自己儿子的死，以减轻内心的痛苦和忧愁。但

是约纳屡次都没有成功。小说中发生的几次对话更加突出了约纳作为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哀，没有权力，

没有尊严，甚至没有人愿意倾听他倾诉，同时还使得一位孤苦伶仃、生活落魄、晚景凄凉、不受人待见

的老人形象跃然纸上，让读者不禁感同身受；从几位乘客的角度来说，他们多次违反合作原则，不愿意

听约纳诉说，或者是敷衍了事，体现了他们作为社会人物人情淡薄的一面。通过对话读者能够明显感受

到乘客们的言语麻木与自私自利，世人人情冷漠的群像跃然纸上。 
(2)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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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常常违反合作原则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小说中正是因为每一位乘客都对约纳

冷眼相待，不愿意听他诉说，才使得约纳不停地寻找新的倾诉对象，从而故事情节就得到了不断的延伸

发展。因为第一位军爷和三位年轻人的冷漠，才使得约纳试图和打扫院子的仆人攀谈，正是因为仆人不

耐烦的催赶，才使得约纳回到车店碰到了想喝水的年轻车夫。小说中人物会话的每一次违反合作原则，

都为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 强化小说主旨 
《苦恼》这篇小说通过主人公约纳的亲身经历，揭示了十九世纪在沙皇的残暴统治下，俄国黑暗社

会中人与人之间麻木冷漠的人际关系，人人以自我为中心，不关心他人生死冷暖，甚至不愿意多倾听一

句诉说。约纳作为社会最底层的渺小，过着物质与精神上双重匮乏的生活。他受限于人类社会中的种种

规则制度，不能将自身于束缚与奴役中抽离开来，而只能是无怨无悔地甘心忍受他人对自己的奴役，丧

失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人格，并渴望通过他人的意见寻求自我的精神解脱[5]。正如契诃夫在题记中写的那

样：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 
契诃夫没有通过这部作品直接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而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对话隐晦地发出了自己的

不满与控诉。《苦恼》中不仅刻画了主人公约纳作为小人物的悲哀，更通过人物对话呈现了以乘客们为

缩影的麻木冷漠的世人群像。小说中与约纳进行对话的人有着不同的社会身份，从军爷、三位年轻人，

到打扫院子的仆人，最后是与约纳同为马车夫的年轻车夫。这些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

对约纳的不耐烦、敷衍、冷漠，都不愿意与约纳进行“正常”的对话。一是因为俄国社会当时等级制度森

严，约纳这样的社会最底层人民如同蝼蚁般不起眼，并不能吸引其他人的注意，二是因为社会中弥漫的

冷漠气息麻木了人们的思想，人与人之间毫无温暖可言。约纳的苦恼已经不在于丧子的悲伤本身了，而

在于无人可倾诉的郁闷无法纾解。这从侧面说明了，19 世纪沙皇俄国统治下的俄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人情

冷漠现象，不论社会地位高低，亦或说整个俄国社会，都充斥着冷漠自私的气息，人们以自我为中心，

缺乏社会同情心。在这种功利主义的人际关系下，人们已经丧失了人道主义关怀，拜金主义、金钱至上

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冷漠、麻木、隔阂像是一堵无形的墙阻碍在人们心间[6]。
而这正是契诃夫想要发出的控诉与呐喊。契诃夫通过“不合作”的人物对白更加有力地刻画了当时麻木

的社会群像，揭示了小人物作为社会牺牲品的悲凉，表达了对社会底层人民苦难的同情和对世人冷漠的

批判。 

4. 结语 

格莱斯的合作原则是分析日常人物对话的有力理论。而违反合作原则常被作家用于文学创作之中，

以达到别具一格的文学艺术魅力。《苦恼》中大量人物对话都是违反合作原则的。一方面，违反合作原

则的对白更有利于塑造人物的鲜明个性形象，能够有力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违反合作原则的人物会话更加有利于突出整篇小说的主旨，让作品的立意更加鲜明地跃然纸

上，让读者感同身受。从违反合作原则的语用学视角来解读契诃夫的《苦恼》，不仅从理论层面将语言

学与文学相结合，还为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提供了新的思路，帮助读者打开了思考的广度和视角。 

注  释 

①~⑥均转引自(俄)契诃夫著，汝龙译《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契诃夫》pp.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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