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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中的篇章功能—針對「然後」一詞1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陳麗君

摘要 

 

根據中央研究院的中文詞頻統計，「然後」的詞頻是 0.054。也就是說假使

用了 100 個詞彙中會出現 5次。又以台語語料庫的詞頻系統統計台語的「然後

jiân-āu」結果，詞頻是 0.066，比中文多一些。但是，對照我們所收集的大學生

的台華雙語口語語料庫後發現，「然後」分布的段落非常不平均，詞頻有時高至

2.5%，低至 0%，而且只在某種特定的會話段落中會大量出現。截至目前為止幾

乎沒有針對「然後」一詞的功能或是語用的研究，一般詞典的描述也就註明是連

詞,多者舉個例子輕描淡寫就帶過。所以本文將焦點置於分析現代「然後」的語

用功能，研究方法則是以系統功能語法作為理論的框架，並採用會話分析方法分

析語料庫。

分析結果顯示，在語言的元功能上，「然後」用於針對同一主詞進行共同主

題的延展以伸展故事的內容，具有人際交際的功能。「然後」同時也仍然是形式

上的銜接機制用以增加新信息，具有篇章構成的功能。從會話分析的角度來看，

「然後」用於敘述故事事件的內容和情結。同時兼具控制話輪以及發話詞、切換

敘述角色等話語標誌的功能。另外，即使大多數的學者力說篇章中形式上的銜接

的不必要性（Widdowson(1978)，Brown & Yule(1983)）。但是本文做的初步的語

言態度評量的調查卻也發現即使大量的使用銜接機制「然後」連貫故事的敘事方

式對現代一般人來說也不會有違和感。

關鍵詞:  語料庫、銜接、會話分析、系統功能語法、話輪 

1. 前言

語言隨著時代和社會進化的腳步不停的變遷。台灣在各種異文化的刺激以及

網路流通便利的語境下有人說台灣產生了一種不同於普通話，綜合了華語、台

語、原住民語甚至參入了日語、英語而產生了一種新的語言也成為了台灣新一代


                                                       1本研究是國科會計畫下的初步成果。


	
人的母語—克里歐語(cereole)。為了研究這樣的現象，本研究收集大學生的對

話的影像錄音並將對話內容文字化。收集方法是上網公告尋找中文以及台語能力

不相上下的大學生，隨機抽樣確認彼此互不認識後分時、分次進行對話。每次提

供被驗者不同的話題(6 個話題分序為自我介紹、寒暑假計畫、政治社會議題、

興趣或社團、課業、對台南的印象)，任其自由進行對話。每組人員錄影 6 次，

每次 30 分鐘，共收集了 7 組 14 人總共 21 小時的影音檔文字化的語料庫。筆者

通過對語料庫的初步觀察後發現除了克里歐語、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等現

象外，「然後」一詞的「多用」引人注意。根據中央研究院的中文詞頻統計2，

「然後」的詞頻是 0.054。也就是說假使用了 100 個詞彙中會出現 5次。又以台

語語料庫3的詞頻系統統計台語的「然後 jiân-āu」結果，詞頻是 0.066，比中文多

一些。但是，對照我們所收集的大學生的台華雙語口語語料庫後發現，「然後」

分布的段落非常不平均，詞頻有時高至 2.5%，低至 0%，而且只在某種特定的會

話段落中大量出現。截至目前為止幾乎沒有針對「然後」一詞的功能或是語用的

研究，一般詞典的描述也就註明是連詞,多者舉個例子輕描淡寫就帶過。所以本

文將焦點置於分析現代「然後」的語用功能，研究方法則是以系統功能語法作為

理論的框架，並採用會話分析方法分析語料庫。另外本研究語料庫的文字化符號

表記採用 Du Bois et al.(1992)的系統(使用符號請參考附錄 1)。

2. 「然後」的詞義與詞頻

2-1 辭典中「然後」的詞義

一般辭典中對於「然後」一詞的詞義說明以及用法大致如下。


                                                       2 
利用現代漢語語料庫詞頻統計做出來的結果,是以黃居仁為首的中文詞彙網路小組開發小組所製作的中央研究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中央研究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是十億詞語的語料庫 

(Chinese GigaWordCorpus)  ，其網址為
http://wordsketch.ling.sinica.edu.tw/ 3 
台灣閩南語詞頻統計的線上系統資料是大漢科技大學楊允言先生主持的教育部計畫下的研究成果，目前約有 2
百萬音節的語料庫。該成果預訂明年(2010)可公開網頁提供大眾查詢。

http://203.64.42.97/

 


	
中文詞典:

(1)說明:承接連詞。表示某事接在前句所述事情之後。

例:禮記․學記：「是故學，然後知不足；教，然後知困。」文明小史․第

三十九回：「被潘書辦騙到後房裡捆打了一頓，寫下伏辯，然後放他走的。」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2)說明:表示接某種動作或情況之後。

例:事先研究一下，然後再考慮怎麼去做。

(「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網路版】」)

(3)說明:連詞,表示接著某種動作或情況之後

例:學然後知不足

先研究一下, 然后再決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辭典編輯室編 2001「現代漢語辭典修訂本」商

務印書館)

(4)說明:連詞表示一件事情之后接著又發生另一件事情。前句有使用｀先、

首先＇等。後句有時用｀再、又、還＇等。

例: 先討論一下，然后再做決定。

先是颳了幾天風，然后又下了幾天雨。

(呂淑湘(編)1996「現代漢語八百詞」商務印書館 p. 404)

台語辭典:

(1) 然後。然る後。其れから。

例: Jiân-āu chiah koh chham-siông ～即更參詳＝然る後さらに相談を

する。

（台湾総督府 1931「台日大辞典」台湾総督府発行）


	
(2) 然後,接詞,文語；しかるのち、それから

例: Jiân-āu chiah koh chham-siông ～即復參詳／またご相談いたしま

しょう。

（村上嘉英編著 2007「東方台湾語辞典」東方書店）

以上華語辭典中有關「然後」的功能大概可細分為二,一是連接兩個動作，二是

連接前後兩個事件的連接詞(conjunct)。但是很顯然的我們的語料庫中「然後」

的用法不只如此，事實上上述的說明不敷使用。至於台語的「然後」的說明都只

提出其意同「之後」，被歸類於文語也就是文言文書面語。的確，台語的「然後」

原非口語表現，有可能早期是文言文表現，但是現代年輕人多數以華語為第一語

言，台語使用時常和華語混同。現代華語中「然後」作為口語使用的習慣也移轉

(transfer)到台語上也不足為奇。

2-2 詞頻

以現代漢語語料庫詞頻統計「然後」出現的頻率結果如表 1 所示，排序是 203

位，使用率約為 0.054%。而台語的詞頻統計結果排序是 170 位，使用率約為

0.065%。所以無論是台語或是華語的語境上，「然後」的詞頻排名都約在 200

詞以內，應屬於重要詞彙。但是在辭典上有關「然後」的語意解釋和語用說明明

顯不足，而過去研究也鮮少見。

再利用中央研究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的文類頻率分佈(Text Type frequency

distribution)統計後發現「然後」幾乎都是出現在「會話」文類裡如圖 1，可見現

代「然後」的語用功能不同於其他連詞(如和、可是等)。「然後」多用於口語有

可 能 表 示 其 語 言 元 功 能 (metafunction)4 主 要 作 用 於 人 際 交 際 功 能


                                                       4 
Halliday(1994)區分主題(theme)、主詞(subject)、行為者(actor)的不同功能，這三個功能在節(clause)中各自形成不同的語意範圍。主題(theme)概念適用於信息節(clause 
as  message)、主詞(subject)概 念 適 用 於 交 換 節 (clause  as 
exchange)、 行 為 者 (actor)作 用 於 表 示 節 (clause 
as representation)。這三個領域概念各自有對應的文法元功能(metafunction)分別是經驗構成的


	
(interpersonal)。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口語語料庫中「然後」的使用並不均

質，也就是說「然後」出現的頻率有時密度很高有時密度很低如表 3。由於每組

每次錄音長度 30 分鐘，所以其縱軸的項目有全 30Min 以及隨機抽取不同時間數

內的「然後」的詞頻。其中“F”表女大學生, “M”表男生。所以我們推測「然後」

只在某種特定的會話語境中大量出現。問題是，我們無法從中研院等的詞頻語料

庫中看出「然後」的使用何時會高頻率、何時會低頻；以及其原因為何?因此下

面本文利用系統功能語法以及會話分析來探討口語語料庫中「然後」的使用狀況。

表 1: 現代漢語個別詞的頻率 Word frequency: 然後

No Rank Word Frequency Percent Cumulation

203 203 然後(D) 2631 0.054 40.555

表 2:台灣閩南語詞頻統計 Word frequency: 然後

No Rank Word Frequency Percent Cumulation

170 170 liân-āu 然後 979 0.0655 50.5517

article.type Freq Rel [%]

會話 1605 3803.2

報導 715 26.8

小說故事寓言 614 402.0

散文 368 121.3

評論 199 68.5

演講 69 233.0


                                                                                                                                                           (experiential)、人際交際的(interpersonal)、篇章構成的(textual)功能概念。 


	
信函 44 87.1

說明手冊 33 153.6

詩歌 28 45.3

傳記日記 9 72.6

廣告或圖文 6 16.7

公告啟事 5 17.6

語錄 3 59.6

會議紀錄 1 57.4

圖 1 「然後」的文類頻率分佈

表 3 大學生口語語料庫中「然後」的詞頻

時間 然後的次數總單字數 然後的詞頻

第一組 F1 vs M1 對話一 全 30min 54 4417 1.22%

0~10min 0 1541 0.00%

15~19min 14 728 1.92%

第二組 F3 vs F4 對話二 全 30min 111 4638 2.39%

0~10min 43 1721 2.50%

15~19min 15 775 1.94%

第三組 M2 vs M3 對話一 全 30min 11 5403 0.20%

0~10min 5 1897 0.26%

15~19min 0 897 0.00%

3. 從會話分析看現代「然後」的用法

3-1 以「然後」作為物語的敘事功能

觀察語料庫中「然後」大量發生在說話人描述某個事件時，以「然後」串結

上下句子敘說故事的情節，若非故事的情節敘述時便不會使用。也就是當說話者

和聽話者對話時，當話輪(turn taking)呈現鄰接應答配對「adjacency pairs」


	
時(詳細請參照 3-2)也就是兩人一應一答進行會話時鮮少使用「然後」，如例(1)

中 F1 與 M1 的對話中(1.1)到(1.13)便是。但是自(1.14)M1 以「然後」開始了一

個新話題「機動學」， 可看出 M1 以「然後」來銜接敘事描述事件發展。且若聽

話人 F1 也使用 back channel 以表示願意讓出話權時，說話人 M1 便繼續以「然

後」來完成故事的描述。而當在 M1 的敘事途中，若聽話人 F1 以非 back channel

對說話人提出問題或想法中斷 M1 的故事敘事而進行對話時，「然後」便不見，

如(1.25)-(1.26)、(1.31)-(1.36)。

例(1)

(1.1)15:13F1:ȯ＝chit-má chiok chhoah-ê ＜＠＠＞

(1.2)15:16M1:mài-la，hō i kēo la，mài-la lāu-sū pái-thok ê。

(1.3)15:18F1:＜＠＠＞nā-sī bô，lí tō 暑修 má。

(1.4)15:22M1:暑修 喔，góa chit-má í-keng ū chit-ê hit-lo 工程數學 一 ài
暑修 啊。

(1.5)15:27F1:hēⁿ。

(1.6)15:28M1:a ko hit-lo 自動控制 m-chai ē-táng kēo bē。

(1.7)15:31F1:暑修 ài..ài lēng-gōa ka-chīⁿ ma？

(1.8)15:34M1:ài-á，ài khòaⁿ hit-lo 學分數 a。

(1.9)15:37F1:ȯ＝

(1.10)15:38M1:chit..譬如 說 一 學分 1080 還是 多少。

(1.11)15:40F1:嗯。

(1.12)15:42M1:像 我們 系 上其實 有 蠻多 人 暑修 的，不 暑修 就會 延畢。

(1.13)15:47F1:也是。

(1.14)15:47M1:然後 又有 一科 必修，他 是 那個..就是 他是..那科 是 叫 機動學。

(1.15)15:52F1:hēⁿ 。

(1.16)15:53M1:然後 三班 一起 開，三班 一起 考試，然後 分數 反正 就是 照 那

樣算，他 不會 加分，最多 從 五十七 加到 六十。

(1.17)16:01F1:hēⁿ 。

(1.18)16:02M1:然後..

(1.19)16:03F1:所以 還是 要..

(1.20)16:04M1:不 開 暑修。

(1.21)16:05F1:han＝

(1.22)16:06M1:＜＠＠＞然後 那科 又 很 難，今年 好像 修 的人 nng-pá kúi ê。

(1.23)16:09F1:hēⁿ。

(1.24)16:10M1:tǹg-tiāu chha-put-to beh chit pòaⁿ 。

註解 [X1]: 新主題

註解 [X2]: 同一主題,新題述.

註解 [X3]: 同 X14 同一主題,新題述.

註解 [X4]: 接詞(connectives),同一主

詞. 話輪回來,卻語咭

註解 [X5]: 同一主題,新題述.


	
(1.25)16:11F1:chin-chiàⁿ iah ké-ê á？

(1.26)16:14M1:chha-put-to..聽說 有 人 算過，有 修課 的 大概 兩百零七 個 吧。

(1.27)16:19F1:m。

(1.28)16:20M1:然後 當掉 九十四 個。

(1.29)16:22F1:喔。

(1.30)16:23M1:然後 這個 還 沒有 包括 退選 的。

(1.31)16:25F1:ha＝這 老師 好 狠。

(1.32)16:27M1:對啊，就 他 今年 的 難度 比較 高 啊。

(1.33)16:29F1:嗯。

(1.34)16:30M1:他們 覺得 說 學生 應該 應付 得來 這種。

(1.35)16:32F1:應該＜＠＠＞

(1.36)16:34M1:sī-á。

(1.37)16:35F1:＜＠＠＞

(1.38)16:36M1:a góa 就是 去年 當掉 今年 重修，然後 又 很 幹。

(1.39)16:41F1:＜＠＠＞

(1.40)16:42M1:今年 為什麼 不 直接 過 就好？

(1.41)16:43F1:＜＠＠＞

(1.42)16:45M1:今年 重修 分數 有 比較 高 一點。

(1.43)16:48F1:án-ne bok-kòai 機械系。

(1.44)16:49M1:就是 今年 我 拿 很多 時間 去 念 那個 啊，然後 期末 我 是 算

一算總分 是 八十，然後 如果 真的 拿 到 滿分 的 話 是 一百三十幾 這樣

子。

(1.45)16:59F1:嗯。

(1.46)17:00M1:我 八十幾分，然後 我 算 高分群。

(1.47)17:04F1:hēⁿ，hēⁿ，hēⁿ。 (1.48)17:06M1:去年..去年 是 期末 破百的 不到
一半，好像 有 五個，三個 還 四

個，難度 差很多。

(1.49)17:15F1:所以 厲害的 很 厲害。

(1.50)17:18M1:對啊，像 我們 班上 有 那種 不去 上課 都 可以 過。

事實上，有關會話故事的結構研究以 Propp(1958)最早，以俄國民話的文本

為例，認為分析會話故事的方法可以從內容概要、基本功能、排列的順序著手。

Labov(1972)認為故事構造有一定的構成要素，並按照以下的順序組成會話故事。

(1)大綱(Abstract)

(2)說話時的場面、時間、登場人物等(Orientation)

註解 [X6]: 同一主題,新題述

註解 [X7]: 同一主題,新題述

註解 [X8]: 同一主題的附加信息.

註解 [X9]: “結果”,同一話題,新題述.

註解 [X10]: 附加信息.

註解 [X11]: 附加信息


	
(3)事件(Complicating Action)

(4)事件的結果(Result or Resolution)

(5)結尾語(Coda)

Longacre and Levinsohn(1978)也提出類似的結構序列如下。

(1)故事的起頭(Aperture)

(2)故事的舞台(Stage)

(3)故事逸話(episode)

(4)逸話的結束(Closure)

(5)故事的終結(Finis)

van Dijk(1980)說明結構因素的線性和序列性以及整體性的相互關係，筆者將之

整理如圖 2。

爾後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1981) 也有類似會話構造的網路模型

networkmodel。本文採用 Labov(1972)的會話構造理論試分析例(1)的故事結構

如下。

(1) 大綱(Abstract)-- (1.12):像 我們 系 上其實 有 蠻多 人 暑修 的，不

暑修 就會 延畢。

(2)說話時的場面、時間、登場人物等(Orientation)--(1.14):然後 又有 一科

必修，他 是 那個..就是 他是..那科 是 叫 機動學、(1.16):然後 三班 一起

開，三班 一起 考試，然後 分數 反正 就是 照 那樣算，他 不會 加分，最多 從

物語 

情結概要

教訓 

物語場景

物語中的事件 事件 

評價 

問題 

解決法 

圖 2    Van Dijk (1981) 
的會話物語結構 


	
五十七 加到 六十。

(3)事件(Complicating Action)-- (1.22):＜＠＠＞然後 那科 又 很 難，今年

好像 修 的人 nng-pá kúi ê 、(1.28):然後 當掉 九十四 個、(1.30):然後 這

個 還 沒有 包括 退選 的。

(4)事件的結果(Result or Resolution)-- (1.38):a góa 就是 去年 當掉 今年

重修，然後 又 很 幹。、(1.44):就是 今年 我 拿 很多 時間 去 念 那個 啊，

然後 期末 我 是 算一算總分 是 八十，然後 如果 真的 拿 到 滿分 的 話 是

一百三十幾 這樣子。

(5)結尾語(Coda)-- (1.46):我 八十幾分，然後 我 算 高分群。

以上看來 M1 以「然後」所串聯出的故事敘述完全符合會話物語構造的要素以及

順序。如果讀者試著把上文的「然後」一詞拿掉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完整的故事描

述。所以「然後」被使用來敘述事件的故事內容和情結，若非故事情節發展例如

和聽話人的應答時便不會發生。

 

3-2 控制話輪(turn taking) 的功能

一般而言，話輪交替都是在「適切的狀況」 (conditional relevance)的原

則下進行的。如 Sacks, Schegloff and Jefferson(1974)認為以下 2 個情形會

是適當的話輪交替處(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 現在擔任說話者的人讓

出說話權給對方的時候、或是現在的聽話者變成說話者的時候。其重要的相關概

念「鄰接應答配對」 (adjacency pair)是指說話者發話完後，聽話者遵循著社

會習慣並以「適切的狀況」為原則來回答說話者,兩人對話一問一答為一組鄰接

應答配對。但是，當說話者沒有讓出說話權而且聽話者也願以 back channel 表

示讓出自己的發話權而完成交換構造(exchange structure)時便不會有鄰接應

答配對，而是單方面的持續發話。例如例(1)中說話者 M1 以「然後」表示發話內

容尚未結束，繼續占有說話權。而聽話著也願意以「hēⁿ」「喔」等 back channel


	
來表示讓出發話權。可見，「然後」在這裡具有控制話輪的功能，也可以做為發

話詞。請參考例(2),例(3)的對話。

例(2)

(2.1)13:23F1:＜＠＠＞káu-hó-chhió。o.͘.機械系喔

(2.2)13:28M1:hēⁿ-á，就..我 自己 是 算 對 機械 算..還 算 有 興趣。

(2.3)13:33F1:有 興趣。

(2.4)13:34M1:不過，後來 念 了 以後 才 發現，其實 不是 自己 想 的 那樣子。

(2.5)13:38F1:好像 很多 都是 這樣 耶，就是 有時候 你 自己 想，可是 去 讀

之後發現 不是 這樣。

(2.6)13:43M1:對啊，是 還好 啦，啊 不過 有一些 東西 就是 那個 感覺 跟 我..

跟 我想像中 的 不 太一樣，然後 要 唸 的 時候，有時候 會 更 困難，像 流

體力學..

(2.7)13:53F1:嗯，嗯，嗯。

(2.8)13:54M1:就是 想說 他..喔 流體力學，那 應該 是 研究 流體 怎麼 流動

的。

(2.9)13:59F1:＜＠＠＞

(2.10)14:00M1:什麼 之類 的，然後，就是 那個..然後 那個 老師 上課 的 時候

你 就看到 一堆 方程式 飄 來 飄 去。

(2.11)14:05F1:＜＠＠＞這 跟 流體 很 像 沒 什麼 關係。

(2.12)14:07M1:沒有，然後 他 就 講 說 這個 方程式 是 講 流體 的 什麼 東西

什麼 東西，然後 我們 假設 怎樣 怎樣。

(2.13)14:13F1:＜＠＠＞

(2.14)14:14M1:然後 抄，抄，抄，然後 回去 以後，che le siá sán-siâu-á？

(2.15)14:18F1:＜＠＠＞

(2.16)14:19M1:＜＠＠＞ôan-chôan khòaⁿ-bô。老師 上課 講 很快，他 東西 很 多，然後 所以 他
要 一直 講 一直 講，然後 他..你 上課 要 寫 筆記。

(2.17)14:28F1:嗯。

(2.18)14:28M1:一直 寫 一直 寫，寫完，khòaⁿ-bô。 (2.19)14:30F1:回去 看，khòaⁿ-bô
＜＠＠＞，好像 都會 這樣。

例(3)

(3.1)22:15M1:ū chit kái góa kap gún ko ͘。

(3.2)22:17F1:hēⁿ。

(3.3)22:17M1:khì hak-hāu phah kiû，然後 beh tńg-khì ê sî-chūn a，就是
在 路邊，自

己 在那邊 玩球。

(3.4)22:24F1:嗯。

註解 [X12]: 同 X1:銜接前文主題,新

題述.

註解 [X13]: 篇章主題??照 Halliday

的分類有問題.和日語的あの類似在

無法順利表達詞語或思考時的停頓

時. 接詞(connectives),

註解 [X14]: 同一個話題導入新主題

(老師上課).

註解 [X15]: 續前一題述

註解 [X16]: 和前文同一主題,前後兩

個事件的連接

註解 [X17]: 和前文同一話題,不同主

題.

註解 [X18]: 同 X8 同一主題,前後兩

個事件的連接

註解 [X19]: 同 X5 和日語的あの類似

在無法順利表達詞語或思考時的停

頓時. 接詞(connectives),同一主詞

註解 [X20]: 同 X6

註解 [X21]: 前事件結束,後面動作接

續


	
(3.5)22:24M1:拍 拍 拍，然後 可能 拍到 石頭 還是 怎樣，滾 走，滾 到..就 那

個 滾過 車道，滾到 對向，然後 一個 阿嬤 騎車 騎 過去，然後 就 從 那個 球

上面 騎 過去，然後 就 倒 了。

(3.6)22:36F1:ha＝那 怎麼辦？

(3.7)22:39M1:我 很 驚 啊，然後 趕快 去 把 球 撿 回來，然後 問 她 說 有沒

有 事啊。

(3.8)22:43F1:嗯。

(3.9)22:44M1:然後 她 就 開始 罵 了 啊。

(3.10)22:45F1:＜＠＠＞

(3.11)22:46M1:你 只 顧 球，你 先去 看球 不 先來 看 我，你 這 小孩 實在 很

沒有 禮貌，你 又 沒有 跟 我 道歉。我 有 跟 她 道歉，可是 她 好像..

(3.12)22:53F1:＜＠＠＞她 沒 聽到。

(3.13)22:54M1:她 可能 那個 選擇性 忽略 還是 怎樣。

(3.14)22:55F1:＜＠＠＞

(3.15)22:57M1:然後 一直 吵，××× 對不起， 對不起，後來 那個 就..就 那個 她

叫我 那個..她 說 要 跟 我 家長 理論，叫 我 打電話 回家。

(3.16)23:06F1:hēⁿ。

(3.17)23:07M1:然後 我 就 很乖，就 去 跟 旁邊 的 那個..就 那個..旁邊 好像

飲料店還 什麼 的

(3.18)23:12F1:hēⁿ。

(3.19)23:13M1:然後 跟 他 借 電話。然後 店員 就 偷偷 跟 我 講說 不用 跟

他 講，不用 跟 他 講。

(3.20)23:17F1:這 阿嬤 怪怪的。

(3.21)23:18M1:he a-má ū-tang-sī-á kóai-kóai，mái kap kóng chin ê
tiān-ōe。

(3.22)23:21F1:＜＠＠＞

3-3 話語標誌(discourse marked)的功能

(1) 共同主題的延展:

有關於主題的延展概念 Dane(1974)提出「主題延展的類型」 (thematic

progression pattern) 有 「 單 純 線 性 延 展 」 (Simple Linear
Thematic

Progression)、「共同主題延展」 (Thematic Progression with a
Continuous

Theme)以及「派生主題延展」(Thematic Progression with Derived Themes)

三種原型如圖3,4,5。基本上，Dane和 Prague學派的基調一致，認為主題Theme/

題述 Rheme 構造是反映了已知/未知的一個系統性的信息結構。

註解 [X22]: 

註解 [X23]: 新主題,

註解 [X24]: 同一主題,新題述.

註解 [X25]: 同一主題,新題述

註解 [X26]: 新題述 2,連結 2 個動作

註解 [X27]: 新主題

註解 [X28]: 銜接前主題,

註解 [X29]: 更換敘述角色

註解 [X30]: 銜接前主題

註解 [X31]: 更換敘述角色


	
 

Halliday(1999)對於主題的解釋更加的精緻，結合了功能與語意範疇。提出

主題(theme)概念適用於信息節(clause as message)、主詞(subject)概念適用

於交換節(clause as exchange)、行為者(actor)作用於表示節(clause as

representation) 的區分。這三個領域概念各自所對應的文法元功能

(metafunction) 分 別 是 ： 經 驗 構 成 的 (experiential) 、 人 際 交 際 的

(interpersonal)、篇章構成的(textual)功能。利用這 2 個理論結合運用觀察我

們的語料庫便發現使用「然後」來銜接篇章時具有人際交際功能以及篇章構成的

功能。參照下面例(1) 的主題延展模式分析，例(1)中以機動學作為主題發展出

「共同主題延展」的模式，以「然後」銜接共同主詞(subject)。其中主詞(subject)

「有一科必修」為故事出發的起始點，之後不斷的用「然後」延展同一主詞，用

以串聯題述(rheme)的內容，表示具有人際交際的語言元功能。從篇章構成的功

能角度來看「然後」則是形式上銜接機制(cohension)用以連接(conjunction)

(T)

T1──→R1 T2──→R2

T3──→R3

圖 5    派生主題延展

T1  R1

T2  R2

T3  R3

圖 4 共同主題延展

T1  R1 

T2 (=R1)  R2 

T3 (=R2) R3

圖 3  單純線性延展 


	
題述，附加新信息(請參考下節篇章功能)。

例(1)的主題展開模式

T1                 
      R1 

又有一科必修             
他是那個…就是他是…那科是叫機動學。 

 

 

然後ψ               
          R2 

三班一起開，三班一起考試

 

然後ψ               
          R3 

                 
                 
分數反正就是照那樣算

 

                 
              T2   
                 
R4 

                 
              他(老師)   
        不會加分，最多從五十七加到六十。 

 

然後ψ               
    R5 

                 
              不開暑修 

 

 

然後  那科             
      R6 

                 
                 
  又很難 

 

 

                 
                 
  T3               
               
R7 

                 
                今年好像修的人
nng‐pá kúi ê, tǹg‐tiāu chha‐put‐to beh chit pòaⁿ 
。 

 

 

                 
          T3       
                 
                 
  R7 

聽說有人算過，有修課的 大概兩百零七個吧。 

 

 

T3                 
  R8 

                 
      然後ψ      當掉九十四個


	
附加新信息

T4 R9

然後這個 還沒有包括退選的

T5                 
      R10 

a góa             
      就是去年當掉今年重修 

 

                 
               

ψ                 
          R11 

然後 又很幹

T6                 
  R12 

今年重修 分數有比較高一點

                 
說明 

 

                 
      T6           
        R13 

就是今年我 拿很多時間去念那個啊 

                 
                 
    結果 

 

 

T7                 
R14 

然後 期末 我是算一算總分是八十

      附加新信息 

 

  T8               
          R15 

然後  如果真的拿到 是一百三十幾這樣子。 滿分的話

例(2)的主題展開模式

T1                 
          R2 

有些東西               
      跟想像中不同 

 

 

 

  T2 (T1)           
                 
R2 

然後ψ    要唸的時候           
          有時候會更困難 

 


	
 

 

T3                 
            R3 

像流體力學               
  就是想說他..喔 流體力學，

那應該是研究流體怎麼流動的

(T4) (R4)

然後ψ               
      就是那個 

 

 

 

    ※  T5         
                 
                 
      R5 

然後那個老師上課的時候 你就看到一堆方程式飄來飄去。

 

 

T5                 
        R6 

然後  他就講說             
這個方程式是講流體的什麼東西 

 

 

  (T5)             
        R7     

  然後ψ             
    我們假設怎樣 

 

※  然後ψ  T6           
              R8 

              (學生) 
                 
  抄抄抄 

 

 

 

然後ψ    T6           
              R9 

                 
                 
         
回去以後，che le siá sán‐siâu‐á？ôan‐chôan khòaⁿ‐bô。 

   


	
 

 

        T5         
              R10 

老師                 
    上課講很快

 

T5                 
      R11 

他                 
    東西很多 

 

 

T5                 
        R12 

然後所以他               
          要一直講 

 

 

          T5       
                 
R13 

    然後  他…         
            你上課要寫筆記 

(2) 切換角色

「然後」同時扮演著切換說話者角色的功能。如上列的例(2)及下列例(3)

中以「※」表示說話者描述事件發生時利用「然後」做為切換當事人主角發話的

標誌，以回流箭頭表示跳回上一層說話角色。

例(3)的主題延展模式

khì hak‐hāu phah kiû 

T1                 
                 
        R1 

beh tńg‐khì ê sî‐chūn a     
      就是在路邊，自己在那邊玩球，拍拍拍。 

 

 

                 
                 
          T2       
                 
                 
      R2 

然後 可能拍到石頭還是怎樣 滾走，滾到…就那個

滾過車道，滾到對向

 

T3                 
                 
  R3 

然後 一個阿嬤 騎車騎過去


	
附加信息

T4                 
                 
R3 

然後ψ              騎過去 
         

T4 R4

然後ψ            就倒了 

 

※      T4(=T1)         
              R5 

          我       
                 
      很驚啊 

 

 

T4                 
      R6 

然後ψ               
趕快去把球撿回來

T4                 
      R7 

然後ψ               
問她說有沒有事

T3 R8

然後她 就開始罵了啊。(你只顧球，你先去看球不先來看我，你這小孩

實在很沒有禮貌，你又沒有跟我道歉。我有跟她道歉，可是她

好像..她沒聽到。她可能那個選擇性忽略還是怎樣。)

T3 R8

然後ψ               
  一直吵(×××對不起，對不起，後來那個就..就那個她叫我那

個..她說要跟我家長理論，叫我打電話回家)

T4 R10

然後我 就去跟旁邊的那個..就那個..旁邊好像飲料店還什麼的

T4 R11


	
然後ψ               
  跟他借電話

 

※          T5     
                 
    R12 

              然後店員 
             
偷偷跟我講說不用跟他講，不用跟他講。

                 
         

F1:這 阿嬤 怪怪的。

M1:he a-má ū-tang-sī-á kóai-kóai，mái kap kóng chin ê
tiān-ōe。

F1:＜＠＠＞

M1:kap i kóng chit ê ké ê.. F1:hēⁿ。

M1:kóng chin ê，lí tńg-khì tō bô-tāi-chì á。

F1:＜＠＠＞

 

                 
           

T4                 
        R13 

我是想說               
騙人是不好的

 

T4 R14

然後ψ               
    就真的把自己電話給她           
     

4. 篇章的功能

針對語篇連貫的構成，Halliday & Hasan(1976)認為在情景語境上是以「語

域一致性」(register consistency)來表現連貫(coherence)的,在語篇本體上是

以「銜接」(cohesive)來連貫的。所謂語域是抽象的語意概念，而支配語域的情

景變項則為「語場」（field）、「語旨」（tenor）和「語式」（mode）。相對

的，銜接理論（cohesion theory）係將銜接連結或關係分為語彙（lexical）、

指涉（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連接5（conjunction）幾種形式。


                                                       5
Halliday的連接（conjunction）概念提到連接詞、對等副詞與從屬副詞皆不具連貫性，只能

強化文本各要素的原有關係。連接詞主要連接子句或句子間之四種關係：

-- 附加（additive）：在原有子句或句子中增加新訊息，如「與」（and）；

-- 反對（adversative）：連接相反的關係，如「但是」（but）；

-- 時序（temporal）：連接的子句或句子具有時序，如：「在…之前」（before）；

交

際

功

能

發

話 


	
一般學者傾向於認為「銜接」是表層上的形式上的連接關係。Donnelly（1994）

認為，連貫是概念的「邏輯」連結，銜接性則是利用句子結構與「銜接性手段」

（cohesive devices）所建立的「句間」連結。值得注意的是，語篇能夠維持連

貫的關係並不一定要以上兩個要素同時出現才能。例如 Widdowson(1978:52)便

舉出實例力說即使沒有銜接機制，語篇仍然保持連貫。所以 Brown & Yule(1983)

也認為當人們在解釋語篇時並不需要形式標記，很自然的語篇常是在被假定為具

有連貫關係的前提下來解釋的。但是到目前為止從形式特徵來研究語篇連貫的主

要途徑還是得透過語篇的銜接機制。筆者也認為語篇不一定需要形式上的銜接機

制才得以聯貫，但是形式上的銜接的使用上，是否有機制或標準來衡量過量與

否、適時與否? 為此，我們也做了簡單的語言態度評量調查，播放 1段沒有「然

後」和 2 段大量的使用銜接機制「然後」的語音檔讓大學生以及社會人士組成的

班級各 1班試聽比較這 3段的不同，請他們對說話人的語言表達能力作評價和感

想。結果發現只有 1 個社會人士注意到第 2 段以後說話人一直在「然後」，即使

如此也不會影響對說話人的表達能力的評價。其他的受驗者多數是提出 3 段對話

的差別在於語調的高低、講話速度的快慢以及語碼的使用等問題作為評價的標

準。初步調查可見即使大量的使用銜接機制「然後」連貫故事的敘事方式對一般

人來說也不會有違和感。

在本次案例中，「然後」當然有基本的連接詞（conjunction）的功能使用，

也就是擴充題述附加新信息。此外，「然後」還取代各種連接詞，同時又據有發

話詞等作用。我們認為在語意上比較恰當的連詞如「因為」、「所以」、「結果」、「後

來」、「但是」等連接詞全部被「然後」取代(參考例(1)(2)(3))。不過即使如此，

聽話人也不會認為說話人的表達語意混淆或者不清。像這樣以「然後」一詞代用

了所有的連結關係，是不是也算符合了語言的省力原則-語言總是朝向簡單的方

向發展的原則。相反的，要是我們認為像這樣以「然後」作為銜接機制來保持連


                                                                                                                                                           --
因果（conditional）：連接的子句或句子間具有因果或條件關係，如「因此」（consequently）。


	
貫是多餘的話，那麼到底「適當的」銜接機制的使用的標準該如何界定呢?這應

該是我們接下來的課題。

5.結論

本文以系統功能語法為理論框架，利用會話分析的方法觀察大學生的口語語

料庫中現代大學生的「然後」一詞的語用功能。在語言的元功能上，「然後」用

於針對同一主詞進行共同主題的延展以伸展故事的內容，具有人際交際的功能。

「然後」同時也仍然是形式上的銜接機制用以增加新信息，具有篇章構成的功

能。從會話分析的角度來看，「然後」用於敘述故事事件的內容和情結。同時兼

具控制話輪以及發話詞、切換敘述角色等話語標誌的功能。

另外，即使大多數的學者力說篇章中形式上的銜接的不必要性

（Widdowson(1978)，Brown & Yule(1983)）。但是本文做的初步的語言態度評量

的調查卻也發現即使大量的使用銜接機制「然後」連貫故事的敘事方式對現代一

般人來說也不會有違和感。可見「適當的」銜接機制的使用是否該有標準仍是尚

待解決的課題。

(本研究要感謝國科會所提供的計畫經費補助。(計畫題目：台灣大學生之語言意

識以及雙語人語言使用之系統功能分析(Ⅱ)；計畫編號: 97-2410-H-006-063-。

以及台華語詞頻語料庫的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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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記號  代表涵義 

1  ？  要求對方回答問題 

2  ／  結尾語氣上揚，但不需要對方回答的 

3  。  句子結尾 

4  （H）  吸氣 

5  .  某個話題講到一半就沒講了，但不是被打斷 

6  ..  短暫的停頓 

7  …  較長的停頓 

8  …(秒數)  停頓五秒以上，括號內需紀錄秒數 

9  ＜＠＠＞  笑聲 

10  [    ]  兩人同時說話，括號內為說話內容 

11  XXX  聽不懂(大寫 X) 

12  ，  逗點 

13  －  話可能還沒說完被插嘴 

14  ＝  拉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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