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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华人青年的语码转换

潘蒂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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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

本文通过对意大利华人青年为期
!

个月的观察和有关选择使用语言的问卷调查!

研究在意大利长大的华人青年交流中的语码转换现象"语料库还包括大概
"

个小时的双语会

话录音"分析表明!汉语和意大利语偶尔同时使用!常常包含较长的话语成分和句际转换"意

大利华人青年的语码转换不像别的双语群体使用得那样广泛!但仍然是一种有效的交流工具"

!!

关键词
!

意大利华人#语码转换#双语会话

#$

引言

本文从在意大利长大的华人青年之间的双语对话这个特定范围出发!探讨语码转换的

现象"

语码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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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同一次对话或交谈中使用两种乃至更多的语言或语言

变体的现象"

#学界认为!语码转换一般发生在句子内部或者句子之间!前者叫句内语码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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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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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他们镇静一些$)

后者叫句际语码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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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两个都信!两个也都不信!这样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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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都信!两个也都不信!这样子!我真不知道$"语码转换也能发生在

话轮转换的时候"这种语码转换往往体现了对话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比如存在着种族*

社会或者语言的紧张状态!因此使用一种语言而不是另一种揭示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冲突!比如

加拿大的法语和英语之争#

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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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在连接的话轮中!自然要用同一种语言!否则对话者

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例如%一个年轻男子试图激怒他的一个女性朋友!打算在她过生日时送

她一件令人难堪的礼物!他们一直说不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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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送给你这种礼物你会生气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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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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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至于生气吧% '

研究语码转换一般从形式分析或者功能分析的角度入手!本文采用的是功能分析"以下

先介绍语码转换的功能分析方法!然后通过一项问卷调查和一个双语对话个案!对在罗马生活

的华人青年的汉语*意大利语语码转换进行探讨"

4$

语码转换的功能分析

语码转换的功能分析就是研究每次语码转换的使用动因"该研究领域中影响力最大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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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早根据言语事件的不

同功能对语码转换进行分类"甘柏兹#

#9!4

%

EFG!H

$通过他搜集的语料库!分析了语码转换的

各种交流功能"根据对会话的分析!他总结出语码转换的
I

种会话功能%

第一!表示引用%说话者在对话中为了表示自己是在直接引用第三者的话而转换语言)

第二!定义受话人%发话者在对话者发生变动时转换语言)

第三!表示感叹%转换语言主要是为了表示感叹或者添加一些可有可无的词句)

第四!重复%用两种语言重复同一内容!主要意图是强调和说明)

第五!修饰%用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表达的内容进行评论*说明和修饰"

第六!个性化和具体化%语码转换的使用是为了加入或者退出正在进行的谈话"这个功能

最难察觉!可以发生在两种语言陈述的内容有对立的时候"例如!当个人意见的陈述与公认的

事实!或者是关于一些特别事件的论述与大家普遍承认的事实有对立"

作为一种分析多语对话的有效工具!甘柏兹的这种分类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对语码转换

的研究"很多学者采用甘柏兹的分类理论对自己收集的语料进行分析!有的甚至重新归纳出

一系列用于解释和划分语码转换使用需求的功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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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甘柏兹指出!他的这种分类不是万能的!不同的语料可以揭示语码转换的不同功能"

并不是每次语码转换都必须有某种功能!另外!一次语码转换也可能同时有几个功能"总之!

与其说甘柏兹的功能分类是一种理论!不如说它是一种能够真实地描写某个语言群体里的语

码转换现象的工具"

"$

调查问卷结果

下面介绍在意大利长大的华人青年之间怎样使用语码转换进行交流"有关信息来源于根

据不同方式收集到的材料"作者利用
!

个月的时间进行田野调查!参与式地观察了两位华人

姑娘的生活#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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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追踪观察获得的有关信息与另一次针对在罗马的一所华人

中文学校
E!

名学生关于语言使用的调查问卷的结果相吻合#

L('&/(

!

4OO!

$"语料来自大概三

个小时的自发的双语会话录音"

最明显的结论是与其他双语人群比较!如在美国生活的西班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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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不是意大利华人青年倾向的选择!这与李嵬教授有关华裔在使用英语和粤语语码转换的研

究中得出的结果相似!在他
4"

个小时的录音语料中只有
FO

分钟的语码转换#李嵬!

#99H

$"

调查问卷的结果与上述追踪观察的结果一致"调查结果显示!语言的混用往往不是连续

性的!而是仅限于一些词语式的语码转换!以填补词汇的空白#因为一时想不出$和一种语言风

格的空白"两个说话者转换语言很多时候只是用该语言的一个名词而已!或者换掉整个句子"

所谓的句内语码转换!也叫语码混用!即一个句子内部含有两种语言的词汇和句法!在意大利

第二代华人青年的会话中并不频繁"

当问到&你会同时使用意大利语和汉语吗+(时!调查问卷的回答显示!尽管语码转换现象

存在!但没有像在其他双语人群里使用得那么普遍"其中有
IF$HP

的人表示会偶然进行双语

会话!

"F$9P

的人表示有时候会进行双语会话!有
49$FP

的人表示很少进行双语会话"

当谈到谁是进行双语会话的对象时!回答者间接地承认了在他们眼中语码转换并不是一

种主要的交流策略"当问到&你常和谁同时使用意大利语和汉语+(时!大多数人趋向于选择那

些暗示着语码转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填补语言空白的回答"其中选择&和不会意大利语的中

国人(占
49P

!选择&附近有意大利人的时候(占
9$4P

!选择&工作时(的占
E$IP

!这表明使用

语码转换是由于外部环境的需求!而不是说话者个体主动的选择"选择&和我的父母(的人占

4OP

!但是这个答复令人怀疑"关于第一代华人的意大利语水平!田野调查已经广泛地论证了

第一代华人移民成年人很少会说意大利语!即使会说平时在家也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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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回答者很有可能指的是把一种语言的一些单词#尤其是名词和形容词$插入用别的

语言构成的句子中而已"这种语码转换更像是语言习得研究中所谓的迁移#

-12/*=(1

$!也就是

说把第二语言的某个成分用在第一语言中!但是不使用第二语言的句法"既然我们承认说话

者主要借助一种或两种语言的词汇混用而不是真正使用涉及语法和句法的句子的语码转换!

我们就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平常说和父母#大部分不说意大利语$用语码转换了"总之!不是

由于外界因素而是出于内心需求的回答比较少!例如%&和朋友在一起(#

#9$#P

$和&和兄弟姐

妹在一起(#

#H$FP

$"

最后一个问题&你说一个语言时为什么换到另一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语码转换原因

的直接问题!能帮助我们进一步验证之前的假设"选择中性答案&我不知道(的人比较少

#

#I$EP

$"有关学术论文表明说话者一般并不会意识到使用语码转换的原因!因此中性的回

答应该多一些"另外!大部分人认为使用语言转换的原因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翻译(

#

F"$!P

$!也就是说是为了填补语言上的空白"那些暗示个性认同的回答比较少!像体现情感

的回答!比如%&我觉得更好听(#

F$#P

$!或者是暗示个人词汇量的回答&我习惯天天用(

#

#E$9P

$"看上去!由于受对其中一门语言的掌握程度的限制!他们使用语码转换的主要原因

大都比较机械和被动!这证实了意大利华人青年对句内语码转换的使用只是简单的词汇转换

而不受句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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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会话的一个例子

描述分析意大利华人青年语码转换的会话语料是在
4OOF

年
E

月录音的"会话通过网络

进行!两个人聊天的时候使用了摄像头和麦克风"说话者包括一名来自温州的
4O

岁女青年

#下文称温女$!她在意大利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另外一位是来自青田的
4#

岁男青年#下文

称青男$!他在意大利只上了三年学"这段录音长达
IO

分钟"

总的来说!会话大部分是用汉语进行的#

I"P

$!尽管实际上两种语言应用的比例还算比较

相当"但是!由于女青年的话所占比例大一些#

I"P

$!而且她喜欢用汉语#她的话
E"P

用汉

语$!两人之间话语量的不平衡!造成了会话的大部分是用汉语的不平衡局面"

在会话中!两个说话者一共进行了
#HE

次语码转换"使用最频繁的是话轮语码转换

#

H"P

$#这个结果同李嵬教授在伦敦的研究结果相似$!句际语码转换用的也比较多#

"9P

$!相

反!句内语码转换只占
4OP

左右"观察调查和问卷调查所得结果相符!说话者喜欢更换长串的

语句!不喜欢用混合句法的句子"下面是一些从会话录音中摘出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虽然语

码转换在意大利华人青年中不像在其他双语群体一样流行!但是它也同样具有交流功能"

F$

会话功能分析

上文提到过使用最频繁的是话轮语码转换"请看下面的一段交流!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看

出两个说话者之间有某种冲突"两个朋友在谈论自然分娩和剖腹产的差别!女青年拒绝接受

对方的意见"

#

!

温女$我两个都受不了!我不要!我不要"

4

!

青男$

R/2=27,

0

3,2*(/C2<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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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算什么家庭% '

"

!

温女$

;2

其实小孩可以去领的啊"

&不过!其实小孩可以去领的啊"'

H

!

青男$

T

(

',U(1*&$

&不一样"'

F

!

温女$反正现在说这些都不关我的事"

I

!

青男$不关你的事啊%

V5*(,5/2'&//2

&不关你的事啊% 你是一个女的"'

E

!

温女$你说开刀为什么不好啊%

!

!

青男$我阿姨开刀的时候!

-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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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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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阿姨开刀的时候!全身开始疼!一直疼这个疼早晚都得疼!开始不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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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还得接受))一个有伤疤一个没伤疤"'

9

!

温女$我被你吓到了"

#O

!

青男$

V,=2,7

6

1(**,&/((.

%

&你吓坏了吧% '

##

!

温女$真不舍得自己这样牺牲啊!生孩子好像是牺牲"

#4

!

青男$

W2,,%,/(*,%&7(*&/&

!

*(-5=2,5/72*%.,&233&12U2<(/(

!

*(/&U2

!

U2

!

U2

!

=,/%.X/&//2*%(5/72*%.,&$

&你知道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你要是生了男的还好!要不要!再来一次!再

来!再来!直到生出一个男的"'

#"

!

温女$我要女儿"

这里的两个说话者都倾向于只使用一种语码!男青年用意大利语!女青年用汉语"这种行为从

会话的角度来说不正常!容易推断出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对抗%如果双语会话里的一个说者想

要维护自己*支撑自己的观点或者与别的说话者进行对抗!他会用自己最喜欢用的语言#

L,CC&

)

3&--&

!

#99#

$"

接下来!我们根据甘柏兹的句间语码转换功能的分类!对一段会话进行分析"引用是语码

转换最常见的功能之一!下面的会话里有几个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在会话中!男青年为了激

怒女青年!说准备在她过生日的时候送给她一件令人尴尬的礼物"他描写想象的场面时!更换

语言以模仿女生的话语%

#H

!

青男$然后你会怎么样%

Q&7(*,5*2

Y

5(*-&

%

&然后你会怎么样% 这个怎么用%'

几句话后!男青年再一次更换语言描述自己在女青年过生日时所要说的话%

#F

!

青男$我一定要
<5&/%&7

6

3(2//&

"

&我一定要生日快乐"'

下边的例子不是从该会话而是从另一个采访的对话中选出来的"这个例子说明意大利华

人青年广泛使用语码转换的引用功能%

那个人来了我就说$*

Z.

!

%,2&

!

%&7(U2

%+他觉得我胆子很大!他说$*

[&U(*-2-5&

6

2'1(

%+我那时觉得*

Q.(.&=2--&',723(

%

L(1%.X'(U(%.,27\7,&

6

2'1(

%+因为我意大利

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他说$*

?&

!

/&

!

/&/-,

6

1(&%%5

6

21($

+

&那个人来了我就说$*嘿!你好吗%+他觉得我胆子很大!他说$*你爸爸在哪儿%+我那

时觉得$*我还做什么了% 为什么找我爸爸%+因为我意大利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他说$

*不!不!你不用着急"+'

按照甘柏兹的定义!利用语码转换引用的部分是已经说过的话!而在刚才的例子中我们看

到!语码转换部分都是还没说出来而仅仅是想象的句子"看上去!利用语码转换来引用句子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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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对话更生动"在这种情况下跟实际关系不大!正如奥尔#

:5(1

!

#9!H

$观察到的那样!双语说

话者通过语码转换可以得到类似单语说话者用语气*语调或者其他语言技巧获得的效果"

在会话的语码转换中有许多固定的填充项!感叹词语和附加语#

-2

0

$!这些都属于甘柏兹

定义的功能叹词"

"请注意%

#I

!

温女$想知道啊))!

233&12

&想知道啊))!那个'

#E

!

温女$

;2%%.X

, 你在说什么嘛!你这是什么道理%

&费话, 你在说什么嘛!你这是什么道理%'

#!

!

温女$只是吃饭而已!

72%.(*-2,2',

(%

&只是吃饭而已!说什么呀% '

上面第一个用意大利语表述的内容是个填充项!第二个是个感叹词语!最后的是个附加语"

这几个例子都具有独立语言岛的特点!与被插入的语段没有深刻的联系!这种情况常常发

生在双语水平不平衡的说话者身上"使用起来不需要理解该语言的句法结构!据
:5(1

#

#9!"

$

的研究!说话者的主要交流目标是保持双语会话或者说话者尽管实际上没有完全掌握某种语

言!却想显示自己对该语言的掌握水平"这种语码转换占总的语码转换量的四分之一!女青年

尤其喜欢用这种转换!很可能是为了迎合喜欢说意大利语的男青年!尽管她更愿意说汉语"

像引用功能一样!语码转换的重复功能也是为了强调会话的某些部分!具有语气*语调或

其他交流技巧所起到的作用"在该会话中!重复现象也很频繁%有时用不完全一样的话重复!

有时用一样的话重复!有时也有几个开假头#

=23*(*-21-

$"像下边这个开假头的例子一样!语码

转换的重复功能常常是为了保留会话的双语性"

#9

!

温女$

]&

!

U(127(/-(

!

0

521'2

!其实我一点心都没有"

&我!其实!你看!其实我一点心都没有"'

有时重复很像是为了加强已经用别的语言说的语气!例如%

4O

!

温女$

]&/&/%(32=2%%,&

!我真的受不了的"

&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的"'

4#

!

青男$

V5--(3('&//(

6

21-&1,*%&/&

!

*&3&-()

每个人生!只有你"

&每个女人一生!只有你))每个人生!只有你"'

会话中还有大量属于最后两个功能的语码转换%修饰以及个性化和具体化"两个功能的

差别不总是很明显!但通过它们各自强调的语气还是能够分辨得出来!下面我们给一些比较典

型的例子"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使用语码转换是为了引入一个新的话题!因此可以确认它的修饰

功能%

44

!

青男$做男的舒服吧
$$$L&,.&%.,(*-&27,2C,2

!

Y

52/'&(12,/%,/-2

(%

潘蒂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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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男的舒服吧))后来我问姑姑!她怀孕时'

4"

!

温女$

2̂<<S

Y

5(*-&

6

&,S5/'(--2

0

3,&

!

/&/7,,/-(1(**2$$$

其实说起来这么多!

我是很想搞
6

21-

M

))

&算了!这是小事儿!我不感兴趣))其实说起来这么多!我是很想搞
6

21-

M

))'

4H

!

温女$所以他还不肯定
$$$̂2<<S.&

6

(1*&,3%&/-&

&所以他还不肯定))算了!我算不过来了'

同样的!语码转换可以用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例如%

4F

!

温女$我要女儿!

<2*-2

,

]&

6

&**&=21/(5/&*&3&$

&我要女儿!够了, 我只能生一个"'

4I

!

温女$我们不要说这些!我晚上会做噩梦的"

B521'27,

!

.&-5--232=2%%,2*%.,=2

)

-2$

&我们不要说这些!我晚上会做噩梦的"看看我!我脸上充满着嫌厌的表

情"'

最后两个例子可以认为是个性化和具体化功能的例子"每个句子中!表示客观事实的部

分用一种语言!表示自己的观点和情感用另一种语言%

4E

!

青男$你都不会脸红的!

T

(

,/%1(',<,3(&.$

&你都不会脸红的!真让人难以相信"'

4!

!

温女$不过有些不一定在的
%,&S

!

%.,S%.(*-22_&72,3

Y

52--&1',%,2

0

&*-&

%

&不过有些不一定在的!就是!

!

月
#H

号谁会在罗马% '

49

!

温女$

V5--,U2//&=5&1,

!

23721(

!

%.,2'(*-12%.,2*,/,*-12$$$

Y

52/'&72,

,

)

哎!没人了过

&大家都走!去海边!去这儿!去那儿))那肯定的, ))哎!没人了过'

I$

结语

本文的田野调查和问卷调查均表明!意大利华人青年之间的语码转换现象并不像发生在

别的双语群体中那样普遍#如西班牙语,英语在美国!粤语,英语在香港$"两种语言偶尔同时

使用!同时使用时一般说话者喜欢更换长串的语句!超越句子界外"观察到的大部分语码转换

是句际语码转换及话轮语码转换"在意大利华人青年的会话中常常有另一种语言的单词出

现!但是这只是一般的词汇转换!句法并不改变!大部分学者称之为暂时外来词或者迁移

#

-12/*=(1

$!并不把它当成真正的语码转换"

意大利华人青年之间的语码转换具有如下功能%#

#

$话轮语码转换使用得最多!用来拒绝

迎合而表明冲突)#

4

$在甘柏兹定义的交流功能之中!意大利华人青年最常用的是引用*重复以

及更换语境的两个功能%修饰以及个性化和具体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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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

本文中所提到的意大利华人青年之间的双语对话只限于标准意大利语和汉语普通话!不涉及任何方言"

4$

文中所有的例句都是笔者在研究中收集的"

"$

因为该会话只有两个说话者!所以这里没有定义受话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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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7',==(1(/-%&'(*+,-.,/-.(,11(

6

(1-&,1(

#

+.,%.

!

0

(/(1233

M

*

6

(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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