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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ime deixis is a kind of deixis and an important field of pragmatics. The use of time deixi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conversation, but it is also affected to some extent by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factors. The use of English tenses often reflects this. 
The change of tense in English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the difference of sentence meaning, but the pragmatic effect of conversation 
can be elusiv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justment of the change of tense to the psycho-
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communica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and hopes to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for English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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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语时态看时间指示语的语用功能　
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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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间指示语是指示语的一种，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时间指示语的使用离不开会话的具体语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说
话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英语时态的使用很多时候就体现了这一点。英语中时态的变化不一定会造成句意的不同，但在会话的
语用效果上会大有文章。论文主要基于心理距离理论，分析时态的变化对交际双方心理距离的调节，从而实现交际目的，同
时希望为英语学习者对时态的理解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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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中的行为或状态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和存在的，

英语中的时态就是表述时间的重要方式。英语具备两种时态（现

在时和过去时）：现在时用于描述发生在说话时刻或时段的命

题，过去时表示说话前所发生的事件和存在的状态。而在实际

交际中，英语时态所表示的行为或状态与时间并不总是一一对

应。除了表示时间关系外，英语时态在交际中还有一定的语用

指示功能。因此，探究英语时态的语用功能，区分时态的一般

意义和语用意义，有利于加深对英语时态的认知和理解。

2 相关定义和概念

2.1 指示语、时间指示语的定义和特征

指示语是语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奥地利语言学家

Bühler 于上世纪 30 年代首次纳入语言学研究领域，此后许多

语言学家尝试对指示语进行定义。虽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但

其核心思想大致相同：指示语所具有的语法功能是被用来指

示某种相对关系的 [1]；指示语的指示意义往往取决于语境。

指示语包括人称指示、时间指示、地点指示等。时间指示语

指谈话双方用话语传达语用信息时所涉及的时间 [2]，而这些

时间往往需要依据实际语境来确定。

指示语最显著特征是语境依赖性，需根据具体语境确定

其所指。同样，离开了会话语境，时间指示语所表达含义就

很难确定。同时，时间指示语也具有自我中心性，它一般以

说话者的时间为起始，是对说话者心理和环境的反映。例如：

身处北京的你在某个清晨给美国的朋友通话，你会说“Good 

morning”，但此时美国仍是傍晚。你很自然地以自己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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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话语的起点，因为它反映了你所处的真实环境。此外，

时间指示语还具有主观性 [3]。如果我们把上述例子中的“Good 

morning”改成“Good evening”，那么说话者就是以对方的

时间作为话语的中心，但说话者选用哪个时间是主观的，其

目的是造成一定的语用效果，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

2.2 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是交际双方在心理上对彼此的接受程度，接受

程度越高，彼此的心理距离就越近；反之，则越远。[4] 简言之，

心理距离是指交际一方对另一方在心理上的认可程度。心理

距离建立在交际者的心理体验的基础之上，受个人的情感、

环境、文化等因素影响，具有很大的可变性。[5] 英语时态除

了表示时间观念外，还可以实现对心理距离的调节，找到适

合对方的“心理舒适区”，以促进交际目的的实现。

3 英语时态通过调节心理距离对于其语用功能

的实现

3.1 时态本身承载着一定的语用功能

现在时和过去时除了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不同之外，其

各自所承载的语用意义。从语法角度看，现在时多用于描述

发生在说话时刻的命题，陈述主体习惯性的动作和行为，描

述具有普遍规律的现象等。而就其语用意义而言，现在时态

重在描述，侧重客观事实，不掺杂太多的情感倾向。而过去

时除陈述事物过去的状态外，还可用于表达某些主观的感情

色彩 [6]，其中虚拟语气的使用就是典型的一类。如：

① I will be very glad if you come to my party tomorrow 

night.

② I would be very glad if you could come to my party to-

morrow night.

句①和句②在句意的表达上是一致的，说话者都表达了

听话者邀请的意愿。句①中说话者使用的是现在时，表达了

受邀者应邀而来的前提下，自己将会拥有的心情。这说明说

话者的高兴是有条件的，是在受邀者满足了自己的请求方能

实现。显然，邀请者的热情在句①中未得到充分体现，可能

还会因为现在时的使用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此处现在时疏

远了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

句②中说话者虽然也用 if 从句进行了条件限制，却使用

了虚拟语气对时态表达邀请。虚拟语气中过去时用来表达与

当前有一定距离的事件，以强调所谈及的时间和事件的非现

实性。虚拟语气的使用，使句②中说话者高兴的“条件”得

以弱化，容易建立起谈话双方的情感认同，拉近了交际双方

的心理距离。

由此可见，语境中现在时的使用，使句子客观而缺少感情，

会增加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而过去时的使用，则会因语气

的缓和，增加双方的情感认同。总之，两种时态因其所承载

的语用意义的不同，必然会在具体语境中使交际者产生不同

的心理距离，从而产生迥异的语用效果。

3.2 时态的变化引起指示空间的投射

在现实交际中，说话者的指示语会时常偏离指示中心，

这往往是说话者有意为之。不同时态的选用可导致指示中心

发生偏离，造成受话人在心理上对话语的解读产生相应的心

理投射，进而调节与说话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上文句①和句②的语用效果的差异，还可归因于两种时

态产生了不同的心理空间投射。句①的时间指示语是现在时，

交际活动是以“此时、此地和说话者”为原点而构建起来的，

其营造的心理空间就是对话发生时的场景。此时，说话者向

受话者发出邀请，双方在同一时空中直面彼此。此情此景，

受邀者即便不情愿也不好拒绝。因此，句①的使受话者承受

了更多的心理压力，忽略了受话者的心理感受，容易造成对

方心理上的疏远。

句②受话者的心理却由于过去时态的使用，被投射到了

过去的某个时空之中，使得会话时的物理距离在心理空间上

得以转移，进而提高受邀者的心理舒适度，进而缩短了交际

双方的心理距离。即使不能形成心理投射，也会因为过去时

的使用，好像是在说过去的事情。此时，现实语境所带来的

心理压力，通过过去时态的在心理上的空间投射而得以缓解。

由此可见，时态除表时间外，还可以起到加强或缓和语气的

语用效果。

3.3 时态的变化会引起礼貌程度的变化

英语中两种时态的语用效果，在话语的礼貌程度上也有

所体现。陈新仁（2013）指出，语言的礼貌特征主要体现在

间接性、损益程度和听话人的可选择程度等方面。[7] 换言之，

不同时态的选用会引起礼貌程度的变化。

首先，交际双方的礼貌表达，往往是通过增加或减少语

言的间接性来实现的，不同时态的使用会引起话语的间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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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通常话语的间接程度越高，礼貌程度就越高。因此，

礼貌语言需使用相对间接的话语来表达出来。“与直截了当的

语言表达相比，间接的、委婉的表达包含更多的礼貌。”（转

自陈新仁，2013）这里所说的语言的间接性与心理距离具有很

大的关联。多数情况下，语言的间接性强，意味话语参与者之

间的心理距离近；反之，则远。就话语的间接性和礼貌程度，

Leech 曾做过相应的研究和论述，请看他的例句（见表 1）[8]。

表 1 话语间接性与礼貌程度（Leech，1983）

以表 1 中的最后四句话为例，句（4）和句（5）使用的

是现在时，而（6）、（7）两句使用的是过去时态。现在时

态的表达遵循了时间标志语“此时”的特征，因此表达的更

直接；而后两句话的表达则相对间接，而这种间接性正是通

过过去时态的使用来实现的。过去时在时间维度上增加了言

语的间接性，进而使话语的礼貌程度得到增加。因此，英语

时态的变化可调节礼貌程度，从而实现话语交际中的特定语

用效果。

其次，时态对礼貌程度的影响，可通过交际双方的损益

程度和听话者可选择的程度来体现。在现实交际中，往往听

话人的受益程度越大，话语的礼貌程度就越高；反之，话语

的礼貌程度越低。同时，会话为听话者提供越多的选择空间，

话语就对其越有利，那么语言的礼貌程度也会显得越高。

③ I just wanted to ask you if you could drive me to the air-

port today.

④ I want to ask you if you can drive me to the airport today.

以上两个句子都表达了同样的请求，说话者提出请求必

然给听话人带来心理上的压力，而听话者的压力是源于自身

利益的受损。但句③中说话者使用的是过去时，显然其目的

不是阐述真正的时间关系，而是借助过去时的使用，将请求

在时间维度上推得更远一些。说话者使用较缓和的语气实施

请求，可减少听话者拒绝对方时的心理压力，从而增加听话

者可选择的程度，这对听话者是有益的，有利于缩短双方的

心理距离，达到请求者的交际目的。此外，句③的请求即使

遭到拒绝，请求者也能保留面子、缓和尴尬，这都归功于时

态在心理距离上的调节作用。句④使用了现在时，说明说话

人的请求就发生在当前，这就要求听话人给出及时、明确的

答复。此时，听话人处在利益受损的状态，且可选择程度较低，

自然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句④的礼貌程度较低。

但需要注意的是会话的礼貌程度并不总是与间接性和损

益程度成正比，其各因素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例如：

⑤ It’s cold outside, so you could stay in my house tonight.

⑥ It’s cold outside; so you must stay in my house tonight.

句⑤相对于句⑥在时间上更具有间接性，在为听话人提

供更多选择空间时，却使其在损益程度上处于不利。句⑥虽

然用了现在时，但却表达了设身处地为听话者着想的诚意，

更有利于听话人，使其在对话中受益。句⑤、句⑥再次体现

了指示语的语境依赖性。影响话语含义的语境因素很多，交

际中时间指示语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具体情境做出

相应的分析和判断。

4 结语

英语时态不仅承载着其自身的语用含义，而且可以引

起指示空间的投射和礼貌程度的变化。时态的语用含义不仅

丰富了语言含义，也起着调节交际双方社会关系的作用。因

此，在实际交际中，根据语境选择恰当的时态，适时地语境，

动态地调节双方的心理距离，对我们实现交际目的有着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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