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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实例分析了激将法话语的语用特征，探讨了激将法话语的实现方式以及制约激将法话语选择的

语境因素。激将法话语的使用体现了顺应交际双方的心理语境、社交语境因素而有意识地做出选择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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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I 言

古人云：水激石则鸣，人激志自宏，体现了激将法之效用。激将法本指用刺激性的话使“将领出战”的一 

种方法，后泛指用刺激性的话或反话鼓动人去做某事的一种手段。[1]与日常话语不同，使用激将法的说话者 

原本可以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却最终选择用激将法话语表达，因此可以说激将法是一种有标记性的 

言语行为，有显著的语用特征，其话语使用语境、实现手段等对激将法是否能成功达到目的颇为重要。激将 

法使用已十分普遍，但前人对其展开的研究寥寥无几，且主要集中在描述激将法在文学作品、新闻采访、教学 

等领域的使用实例上，[2][3][4][5][6][7]未能上升到语言理论层面，对富有策略性的激将法话语之语言手段、语用 

特征、语用理据等方面国内外学者仍然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拟通过对激将法的实例分析，探讨激将法 

话语的语用特征、实现方式，揭示说话者使用激将法话语的语用理据。

二 、激 将 法 话 语 的 语 用 特 征

激将法话语具有以下语用特征：（1)蓄意性。蓄意性是指说话人故意利用某一话语或言语行为去实现特 

定目的的一种意向性。[]激将法的蓄意性主要表现是：说话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故意选择使用并非出自本 

意的刺激性话语或反话，刺激听话人的不服输或逆反心理。（2 )间接性。说话者使用激将法时，通常会隐藏 

真实话语目的而以间接的方式表达，其话语字面意义和真实意图相反或相异。激将法抓住对方心理，它以看 

似不礼貌、讽刺 、贬低等言辞间接暗示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其表达的间接性有利于成功实现交际目的。（3) 

逆期待性。激将法这种间接话语表达体现了说话人内心的矛盾之处，说话者明知字面表达不符合自己内心 

的真实意图，但仍然选择使用激将法，顺应听话人的心理和当前各类语境因素，使听者推导出与字面意相反 

或相异的隐含意。也就是说，说者对听者有种逆向期待，期待听者从字面意的相反或相异面来理解。下面以 

热播电视剧《小爸爸》中的对话为例来谈谈激将法话语语用特征的体现。

例（1) :(模范男友齐大胜得知身患癌症后，假装移情别恋和女友小艾分手，在伤心的小艾决定出国深造 

前 ，齐大胜为能让小艾出国生活过得好些，筹了一笔钱托朋友以各种名义给小艾，但都遭到小艾拒绝，于是他 

决定亲自见见小艾用激将法让小艾拿走“分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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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艾：那卡我剪了，你就别再费劲了。你欠我的，不是一张卡能解决的。

齐大胜：你误会了，我不是想再给你那笔钱。（01)

小艾：那你要干嘛啊？

齐大胜：是这样的啊，那个卡不是用你的身份证开的吗？你把那卡给剪了，那笔钱现在取不出来，所以我 

今天来想找你让你带上身份证，去银行帮我把那钱提出来。

(去银行排队等候办理）

小艾：哎 ，瘦了啊。

齐大胜：我减肥呢

小艾：哟 ，怎么突然减肥了啊，跟我在一起那会，让你少吃一顿都难。

齐大胜：这不是因为爱情嘛。（02)

小艾：衣服新买的吧？

齐大胜：我女朋友给我买的。

小艾：哦 ，我怎么说看着档次低了点，动物园淘的吧。

齐大胜：低吗？我觉得看着挺好的，我跟你说主要是穿着舒服，你说你原来给我买那些吧，确实档次都挺 

高，但它关键是穿着不舒服你知道吧。（03)

(从银行柜台把钱取出来了）

齐大胜：来把你身份证还给你了，我就不送你了，我一会还得去接我女朋友呢。（04)

小艾：站住。拿来。

齐大胜：什么呀？

小艾：齐大胜，我突然觉得这钱我应该要！

齐大胜：别啊，你不是说不要了吗？我都答应给我女朋友买包了。（05)

小艾：齐大胜，欠我多少你知道。

齐大胜：哎 ，那咱这样啊，一人一半成吗？我是欠你的啊，我承认。可是咱俩毕竟不是也没有那夫妻之实 

吗？这样，四六？三七？二八成吗？（06)

(小艾一把拿走所有的钱）

齐大胜：不是，你给我留两万。（07)

在例（1)的对话中，齐大胜刻意使用了较多的激将法话语，话语（02K 03) (04) (05)充满了蓄意性，故意多 

次提到与现在女朋友的种种甜蜜，使小艾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以刺激小艾的逆反心理从而收下这笔分手 

钱 ，话语（01 )(06)(07)字面看似齐大胜不想给小艾这笔钱，刻意谈条件“一人一半？ 四六？三七？二八成 

吗？”等似乎很无赖的做法，这些绕圈子的间接表达法实为激将法，其真实目的是刺激小艾收下所有的钱，说 

话者齐大胜的字面表达和其内心的真实意图相反，体现了激将法说话者内心对听者的逆向期待性。

三、激将法的实现方式

说话者实施激将法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嘲讽

嘲讽或讽刺是指用尖锐轻蔑的话语或通过詈骂、贬低或挖苦他人，其往往容易伤害对方的面子，[9]目的 

在于激怒对方，从而完成交际目的。如下例（2)中司马懿打算用消耗战，坚守不出，诸葛亮为了激其出战，送 

司马懿女性服饰并修书以言语嘲讽，信中故意提到“谨避刀箭，与妇人又何异哉丨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 

出战，可再拜而受之。”以嘲讽式的激将法话语激怒对方出战。

例（）：孔明自引一军屯于五丈原，累令人搦战，魏兵只不出。孔明乃取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盛于大盒 

之内，修书一封，遣人送至魏寨。诸将不敢隐蔽，引来使入见司马懿。懿对众启盒视之，内有巾帼妇人之衣， 

并书一封。懿拆视其书，略曰：“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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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箭，与妇人又何异哉丨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 

批回，依期赴敌。”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丨”《三国演义》第 1 0 3回）

(二） 对比

激将法通过把听话者 A 与 他 人 B 作比较，言语间表露出 A 不 及 B 之类的否定或贬低情感，以此达到激 

怒听话者 A 做出顺应说话者真正意图的目的。如例（3)诸葛亮为了激黄忠主动出战，故意言“除非翼德，无 

人可当”刻意夸大张飞的勇武及不可替代性，拿张飞与在座的将士进行对比，话语中透露出在座将士之勇武 

远不及张飞的情感，以此刺激诸如黄忠之老将不服输的自尊心，进而主动要求带兵应战。又如例（4)诸葛亮 

出使江东本意为了说服孙权联合作战攻打曹操，然而对孙权有一些了解后发现此人不可说只可激，于是在谈 

论到“战”或“降”时 ，面对孙权的犹豫不决，诸葛亮故意言“昔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 

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又安能屈处人下乎丨”间接地把昔日的勇士田横和当今的 

刘备拿来与孙权作对比，田横和刘备都能宁死不屈，你孙权太没骨气了丨对比的言语间充满了对孙权犹豫不 

决的鄙视。孙权岂能咽的下这口气？大怒之后下定决心拼死一战。

例（3):孔明笑曰：张郃乃魏之名将，非等闲可及。除非翼德，无人可当。”忽一人厉声而出曰：军师何轻 

视众人耶丨吾虽不才，愿斩张郃首级，献于麾下。”众视之，乃老将黄忠也。孔明曰：“汉升虽勇，争奈年老，恐 

非张郃对手。”忠听了，白发倒竖而言曰：某虽老，两臂尚开三石之弓，浑身还有千斤之力：岂不足敌张郃匹夫 

耶！”孔明曰：将军年近七十，如何不老？”忠趋步下堂，取架上大刀，轮动如飞；壁上硬弓，连拽折两张。（《三 

国演义》第 7 0 回）

例（4):权曰：“若彼有吞并之意，战与不战，请足下为我一决。”孔明曰：“亮有一言，但恐将军不肯听从。” 

权曰：愿闻高论。”孔明曰：向者宇内大乱，故将军起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除大 

难，略已平矣；近又新破荆州，威震海内；纵有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 

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其不能，何不从众谋士之论，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权未及答。 

孔明又曰：“将军外托服从之名，内怀疑贰之见，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丨”权 曰 ：“诚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降 

操？”孔明曰：昔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事之不济，此乃 

天也。又安能屈处人下乎丨”孙权听了孔明此言，不觉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入后堂。众皆哂笑而散，鲁肃责 

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吾主宽洪大度，不即面责。先生之言，藐视吾主甚矣。”孔明仰面笑曰：何如 

此不能容物耶丨我自有破曹之计，彼不问我，我故不言。”…… 肃闻言，便入后堂见孙权。权怒气未息，顾谓肃 

曰：孔明欺吾太甚丨”肃曰：臣亦以此责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轻言，主公何不 

求之？”权回嗔作喜曰：“原来孔明有良谋，故以言词激我。我一时浅见，几误大事。”便同鲁肃重复出堂，再请 

孔明叙话。（《三国演义》第 4 3 回）

(三） 创设矛盾

说话人为了达到交际目的，有时会有意在听话者 A 与 他 人 B 之间创设矛盾或冲突，通过冒犯 A 的利益 

或伤及 A 的某种情感等，激发冲突和怒火，从而 使 A 对 B 采取某种行为。如例（5)为了使周瑜下定决心对抗 

曹操，在假装不知道大乔和小乔的身份背景下，诸葛亮巧妙地把曹操《铜雀台赋》中的“二 ‘桥 ' 改编成了“二 

‘乔 ' ，把原诗句改为“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损害了周瑜的直接利益并伤及了周瑜的面子和自尊 

心 ，改动后的诗句刻意夸大了曹操攻打江东是为了周瑜的娇妻小乔和孙策的遗孀大乔，若能得此二人，这一 

仗就不用打了，周瑜听后必定勃然大怒。诸葛亮通过诗句的改编在周瑜与曹操之间创设矛盾，恰到好处地激 

起周瑜抗曹的决心。

例（5):孔明曰：愚有一计：并不劳牵羊担酒，纳土献印；亦不须亲自渡江；只须遣一介之使，扁舟送两个 

人到江上。操一得此两人，百万之众，皆卸甲卷旗而退矣。”瑜 曰 ：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东去此 

两人，如大木飘一叶，太仓减一粟耳；而操得之，必大喜而去。”瑜又问：“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时， 

即闻操于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铜雀，极其壮丽；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 

女 ，长曰大乔，次曰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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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今虽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将军何不去 

寻乔公，以千金买此二女，差人送与曹操，操得二女，称心满意，必班师矣。此范蠡献西施之计，何不速为之？” 

瑜曰：操欲得二乔，有何证验？”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笔成文。操尝命作一赋，名曰《铜雀台 

赋 》。赋中之意，单道他家合为天子，誓取二乔。”瑜曰：此赋公能记否？”孔明曰：吾爱其文华美，尝窃记之。” 

瑜曰：试请一诵。”孔明即时诵《铜雀台赋》云 ：从明后以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 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 

之与共。……”周瑜听罢，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丨”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单于屡侵疆界， 

汉天子许以公主和亲，今何惜民间二女乎？”瑜曰 ：公有所不知：大乔是孙伯符将军主妇，小乔乃瑜之妻也。” 

孔明佯作惶恐之状，曰：亮实不知。失口乱言，死罪丨死罪丨”瑜 曰 ：吾与老贼誓不两立丨”（《三国演义》第 44 

回）

四 、激 将 法 话 语 的 语 用 理 据

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动态顺应过程，由于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语言 

使用者在交际中能够顺应语境的变化，从可供选择的一系列语言表达和语用策略中做出高度灵活的选择，从 

而满足交际需求。10]激将法话语的使用受各种语境因素的制约，主要涉及交际双方的心理语境、社交语境 

等 ，体现了顺应语境因素和交际目的有意识地做出选择的动态过程。

激将法颇具谋虑性，打的是心理战，激将法蓄意使用并非出自本意的言语贬低或否定听话者，期待听者 

能从话语的相异面去领悟激将者的真实意图。而人类都有渴望被别人认同的共同情感，激将法话语很容易 

激起听者的不服输和逆反心理，其能否成功主要在于激将话语的使用是否顺应了听话人的心理语境，包括听 

话人的性格、情感、观念、愿望、意图等因素。如例（1)齐大胜很了解小艾的性格，小艾被劈腿且个性强，不势 

力 ，直接给她钱的话，肯定不会收下，然而反其道而行用激将法言语刺激小艾，故意提到与现女友的种种甜蜜 

等 ，恰恰顺应了小艾好强不服输的心理，被“渣男”劈腿而且这人还这么无耻，不拿走这钱多对不起自己啊，于 

是主动要走了这笔钱。例 （4)中孙权对或战或降犹豫不决，诸葛亮深知去正面说服孙权只能是徒劳，此人性 

格只可激，于是假意劝说孙权投降，“反正曹操势大，东吴也打不赢”，然后顺势夸赞田横和刘备宁战不降，明 

明小看了孙权，孙权的性格哪里能容忍，刘备败军都不投降，大东吴岂能受人控制？被激怒后，孙权最终接受 

诸葛亮建议，孙刘联合作战。例 （5)诸葛亮抓住了周瑜要面子和自尊心强的心理，巧妙地利用“桥”和“乔”的 

同音，改动后的诗句“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损害了周瑜的直接利益且伤及其面子，周瑜听后勃然 

大怒，从而坚定了周瑜抗曹的决心。然而激将法的使用也有一定局限性，尤其对于有自卑心理或自尊心不强 

的人，想要激起他们的自尊心和对自身价值认同的决心比较困难，还有对于一些比较老练有阅历的人，他们 

熟知不少伎俩，有较强的心理防范意识，不会轻易被激。如例（2 )中的司马懿和诸葛亮的心理对决，诸葛亮体 

力不支，希望速战速决，而司马懿知道孔明的现状和用意故意打消耗战。诸葛亮无奈使出激将法，然而即便 

诸葛亮派人送的女士衣裙、首饰引得司马懿勃然大怒，司马懿早已识破孔明的激将计谋，仍然按兵不动，才为 

他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使用激将法要善于洞察对方的心理世界，争取最大程度的成功。

激将法话语的选择也受社交语境因素制约，其语言选择需符合社交场合、社团的交际规范，顺应交际双 

方的亲疏关系、权势关系、社会规约等。不是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可以使用激将法，激将法话语具体方式的选 

用要受到亲疏和权势关系的制约。激将法的交际双方需有一定社交基础，拥有彼此熟知的背景知识，交际双 

方互相熟悉或有过一些前期了解，即相对亲近熟知的交际关系是说者使用激将法和听者领悟言者真实意图 

的基础，心中有数更容易把握好激将的程度和具体方式的选择，因此可以说彼此熟悉的人比陌生疏远的人之 

间更容易采用激将法。权势利益关系对激将法话语方式的选用也会产生影响，利益相悖使得充满敌意的双 

方更易采用嘲讽詈骂的相对直接的激将方式，如例（2)，而共同的利益或目标使得互为盟友或君臣的双方更 

易采用较为委婉的蓄意对比或创设矛盾的激将方式，如例（3) (4)(5)。因此交际者要学会顺应亲疏关系和权 

势利益关系，把握好激将话语方式的选择和激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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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激将法话语在交际中普遍存在，其具有蓄意性、间接性和逆期待性的语用特征，主要通过嘲讽、对比和创 

设矛盾等方式实现。语境因素制约着激将法话语的选择，激将法话语的使用体现了顺应交际双方的心理语 

境 、社交语境因素有意识地做出选择的动态过程。此外 ，激将法话语的语用功能和认知推理机制也值得进一

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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