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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指令类言外行为指的是说话人在一定的语境中通过讲一句话执行的试图使听话人做某事的行为 ∀根据 / 做 

某事0对听话人造成的不同影响 � 可以将指令类言外行为分为两类 � 有益于听话人的指令类言外行为和有损于听话 

人的指令类言外行为 ∀实例分析表明 � 有损于听话人的指令类言外行为的英语语用得体性主要与三个方面的因素 

有关 � 其一 � 言外行为可能给听话人造成的损失程度 � 其二 � 说话人与听话人的亲疏 !职业和社会地位关系以及言外 

行为发生的具体场合等社会因素 � 其三 � 英美人的价值观念 !传统习惯等文化因素 ∀ 

关键词 � 指令类言外行为 �得体性 �社会因素 � 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ϒ 文章编号 � ����2������������2����2��

  按照英国哲学家奥斯汀�♠� ←� ϒ ∏   ⊃ ∈� ≈� 的观 

点 � 发话人�≥∠⊕ℑ⊄⊕ �下文中简称为 ≥�每讲一句话 � 

总是带有其用意 � 这种话语中带有 ≥ 用意的行为即 

是言语行为�≥∠⊕⊕ ℘ ∪ ϒ℘   �三分说中的言外行为�♥⊂2 

⊂∉℘ ∏  ⊃ ∉∈ℑ ∧ ϒ℘   � ∀ 当 ≥ 说话的用意为向受话人 

� ♦ ⊕ ℑ ⊕ � 下文中简称为 ♦ �发出指令时 �即 ≥ 发话 

的目的是要使 ♦ 做某事 ϒ 时 �该话语执行的就是 

本文要讨论的指令类言外行为 ∀ 

指令类言外行为是人类言语交际中普遍存在的 

行为 � 典型例子有请求 !邀请 !命令 !建议 !劝告 !吩 

咐 !禁止 !告诫等等 ∀关于这类言外行为的一般英语 

表达手段 � 国内外都有研究 � 中国的学习者也掌握了 

一些相关的习惯用法 ∀譬如 � 如果 ≥ 想要 ♦ 关门 �≥ 

可以说 ≤⊂∉ ⊕  ∪⊕ ⊗∉∉� � °⊂⊕ℑ ⊕ ℘ ⊂∉ ⊕  ∪⊕ ⊗∉∉�� 

• ⊃ ⊂ ⊂ ∧∉∏℘ ⊂∉ ⊕ ∪⊕ ⊗∉∉�� ≤ℑ∈ ∧∉∏℘ ⊂∉ ⊕ ∪⊕ ⊗∉∉� 

� ≤∉∏ ⊂⊗ ∧∉∏℘ ⊂∉ ⊕  ∪⊕ ⊗∉∉� � ♥π⊆ ℘ ∉⊂⊗�等等 ∀ 然 

而 � 这些话语并非放之四海皆准 �在不同的场合 �不 

同的 ≥ 针对不同的 ♦ 发出该指令时必须选用不同 

的话语方才合适 ∀ 

指令类言外行为种类繁多 ∀ 根据塞尔�♠� ″ � 

≥⊕ ℑ ⊂⊕ � ≈� 的言外行为分类法 � 指令类言外行为指的 

是 ≥ 在一定的语境中通过讲一句话执行的试图�在 

各种不同程度上�使 ♦ 做某事 ϒ 的行为 ∀/ ♦ 做某 

事 ϒ0对 ♦ 而言有两种可能 �要么有益 �要么有损 ∀ 

根据/ ♦ 做某事 ϒ0是否对 ♦ 有益 � 指令类言外行为 

可以分为有益于 ♦ 的指令类言外行为� ♦ � ′⊕∈⊕ ∅ ⊃ 2 

 ⊕⊗ ⁄⊃  ⊕ ℘  ⊃ √⊕ �下文中简称为 ♦ ′�和有损于 ♦ 的 

指令类言外行为� ♦ � ≤∉ ⁄⊃  ⊕ ℘  ⊃ √⊕ �下文中简称 

为 ♦ ≤� ∀本文具体分析 ♦ ≤ 英语语用的得体性问 

题 ∀ 

♦ ≤ 英语语用的得体性问题首先是一个礼貌问 

题 ∀礼貌表现为对别人的尊重 !友爱与宽厚 � 对自己 

的严厉与苛刻 ∀礼貌是一种社会现象 � 它具有存在 

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即礼貌存在于任何语言集团中 � 

但不同的语言集团对礼貌有不同的解释 !不同的标 

准与不同的要求 ∀ 人们在运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 � 

必须注意选用礼貌的语言形式 ≈� ∀ 

根据英国著名学者利奇� ♣ � ← ⊕⊕ ℘ ∪� ≈� 提出的 

礼貌原则�°∉⊂ ⊃  ⊕∈⊕   ° ⊃ ∈℘ ⊃ ∠ ⊂⊕ �的要求 � 在言语交际 

中 � 人们不但要注意什么是有礼貌的语言 � 什么是不 

礼貌的语言 �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注意礼貌语言的级 

别 ∀语言的礼貌级别是一个连续体� ≤∉∈ ⊃ ∈∏∏⊆� � 

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的话语是最不礼貌的 �用最间 

接的方式表达的话语则是最有礼貌的 � 即语言手段 

越间接 � 话语就越有礼貌 ∀发出指令时 � 最直接的英 

语表达形式是祈使句 � 陈述句与疑问句都是间接语 

言手段 ∀ 

陈述句与疑问句表达的指令在言语行为理论 

�≥∠⊕ ⊕ ℘ ∪ ϒ℘ × ∪⊕∉ ∧�中称为间接言语行为 �♥∈⊗ ⊃ 2 

 ⊕ ℘ ≥∠⊕ ⊕ ℘ ∪ ϒ℘  � ≈� � 即一种言语行为可以通过另一 

种言语行为的表达方式间接地实现 ∀当 ≥ 出于某种 

收稿日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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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或意图 �不想直接表达某种言语行为时 �便会 

采用间接的言语手段达到目的 �而间接表达指令是 

出于礼貌的缘故 ∀ 英语祈使句表达 ♦ ≤ 直接明了 � 

但显得不礼貌 �陈述句与疑问句直接实现的言语行 

为分别为/ 陈述0与/ 询问0 � 而非/ 指令0 � 故运用陈述 

句与疑问句表达 ♦ ≤ 间接委婉而礼貌 ∀ 

除了疑问句与陈述句 �英美人还常常使用虚拟 

语气�≥∏ℜ ⊇∏∈℘  ⊃ √⊕ ↑ ∉∉⊗� 达到礼貌表达 ♦ ≤ 的效 

果 � 这是因为 �虚拟语气表示的是假定的 !无法实现 

的语气 � 使用虚拟语气表达 ♦ ≤ �说明 ≥ 对自己能否 

使 ♦ 按指令办事毫无把握 �几乎认为是不切实际 ! 

没有希望的 �♦ 可以毫不为难地拒绝执行指令而用 

不着担心 ≥ 因被拒绝而过分失望或沮丧 ∀同样的道 

理 � 英语条件从句 !语调的升调以及某些表示/ 不确 

定性0的副词如 / ∠⊕  ∪ℑ∠ 0 / ⊆ℑ∧ℜ⊕0 / ∠∉  ⊃ ℜ ⊂∧0 等也 

常用来礼貌表达 ♦ ≤ ∀为了提高礼貌级别 � 英美人往 

往同时运用多种礼貌语言手段来表达 ♦ ≤ ≈� ∀ 

然而 � 在实际言语交际中 � 并非话语愈礼貌就愈 

好 � 不同礼貌级别的话语适合于不同的情况 ∀ 在什 

么情况下选用什么礼貌级别的英语话语表达 ♦ ≤ 才 

合适的问题就是 ♦ ≤ 英语语用的得体性� ϒ∠∠  ∉∠  ⊃ 2 

ℑ  ⊕∈⊕   � ≈� 问题 ∀ 

从实际言语交际来看 �♦ ≤ 英语语用的得体性主 

要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 

�一�  损失程度 

不同的 ♦ ≤ 可能给 ♦ 造成的损失程度不一样 ∀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前提下 � 给 ♦ 可能造成的损失程 

度大的 ♦ ≤ 宜选用礼貌级别较高的语言表达形式 � 

损失程度小的 ♦ ≤ 则使用礼貌级别较低的语言形式 

表达才得体 ∀例如 � 

��� ↑ ℑ∈ � • ∉∏ ⊂⊗ ∧∉∏ ∪∉⋅ ∏ ∉∈⊕�∠ ⊂⊕ℑ ⊕� 

• ∉⊆ℑ∈ � ≠ ⊕ �℘ ∉∏ ⊂⊗ ⋅⊕  ⊕ ⊕ ∉∈⊕ ∉∅ ∪⊕⊆ � 

∠ ⊂⊕ℑ ⊕�

 ≥ℑ ⊂⊕ ⊆ℑ∈ � × ∪⊕∧π ⊕⊃ ∈  ∪⊕ ⊆ℑ∈ℑ∩⊕  π∉∅ ∅ ⊃ ℘ ⊕� 

≠ ∉∏  ⊕ ⊕� ⋅⊕ ⊗∉∈π,

 ↑ ℑ∈ � ≤∉∏ ⊂⊗ ∧∉∏ ∠∉  ⊃ ℜ ⊂∧ ∩⊕ ∉∈⊕ ∉ ⋅∉ ∉∅ 

 ∪⊕⊆ ∈∉⋅ �

 ≥ℑ ⊂⊕ ⊆ℑ∈ � ∞��� ∧⊕ �∉∅℘ ∉∏   ⊕� • ∉∏ ⊂⊗∧∉∏ 

⋅ℑ ⊃ ∪⊕  ⊕∅∉ℑ ⊆∉⊆⊕∈�∠ ⊂⊕ ℑ ⊕� 

例���描述的是一对男女到一家钟表店购买名 

贵手表的事情 ∀对话中依次包含了四个 ♦ ≤ � 前两个 

相同 � 是/ 顾客要售货员从店里拿手表给他们看0�简 

称 ♦ ≤�� � 后两个分别是/ 顾客要售货员去经理办公 

室拿来手表给他们看0�简称 ♦ ≤��和/ 售货员要顾客 

等他一会儿0�简称 ♦ ≤�� ∀ ♦ ≤� !♦ ≤� 和 ♦ ≤� 给 ♦ 

可能造成的损失程度不一样 �因此 ≥ 分别使用了不 

同礼貌级别的言语表达形式 �♦ ≤� 的损失程度较小 � 

≥ 使用的礼貌级别相对较低 ) ) ) 虽然用了疑问句和 

虚拟语气 � 但也用了直接表达指令的词语 / ∠ ⊂⊕ℑ ⊕0 � 

♦ ≤� 的损失程度大一些 �≥ 改用了礼貌级别较高的 

语言手段 � 不但没再使用直接表达指令的/ ∠ ⊂⊕ ℑ ⊕0 � 

还在使用疑问句和虚拟语气的基础上添加了表示 

/ 不确定性0的副词 / ∠∉  ⊃ ℜ ⊂∧0 �使话语语气变得更 

加委婉含蓄 �♦ ≤� 的损失程度与 ♦ ≤� 的差不多 �其 

英语表达手段的礼貌级别也就与 ♦ ≤� 的类似 ∀ 

�二�  社会因素 

♦ ≤ 的英语得体表达还受到 ≥ 与 ♦ 的亲疏 !职 

业和社会地位以及 ♦ ≤ 发生的具体场合等社会因素 

的影响 ∀ 

� �亲疏 

≥ 与 ♦ 之间的关系越亲密 �像朋友 !夫妻 !父母 

子女 !兄弟姊妹等之间 � 谈话越随便 � 越不拘礼节 �反 

之 � ≥ 与 ♦ 之间关系越疏远 � 像熟人 !陌生人之间 � 谈 

话越正式 � 越拘泥于礼节 �向这些人发出指令时 �就 

得采用较为礼貌的英语表达形式 ∀例如 � 

��� ↑ ∉ ∪⊕ � ′⊕   ∧π⊕ ⊃ ∩∪ ⊕⊕∈ ∧⊕ℑ  ∉⊂⊗� × ∉⊆ � 

≥∪⊕ π ∈∉ℑ ℜℑℜ∧ � ♣⊃ √⊕ ∪⊕   ∪⊕ 

⊄⊕∧ �≥∪⊕ℑ ⊂⋅ℑ∧℘ ∉⊆⊕ ∪∉⊆⊕⊕ℑ  2 

⊂∧ �

 ƒℑ  ∪⊕ � ↓ ∪�ℑ ⊂ ⊂  ⊃ ∩∪� 

��� ′⊃ ⊂ ⊂� ≥ ⋅⊃  ℘ ∪  ∪⊕⊂ ⊃ ∩∪ ∉∈ �⊗ ℑ⊗� 

��� ↑ � ≠ ℑ⊆ℑ⊆∉ ∉ � ♦ ⊕ ⊂∠ ⊆⊕ ⋅⊃  ∪ ⊆∧ ℘ ∉ℑ  �

        ƒ ℑ∈⊄� 

ƒ ℑ∈⊄ � ♦ ℑ√⊕ ℑ ∩∉∉⊗ ⊃⊆⊕� ƒℑ  ∪⊕ � 

↑ � ≠ ℑ⊆ℑ⊆∉ ∉ � × ∪ℑ∈⊄ ∧∉∏� ∉∈ � 

��� × ∉∈∧ � • ∪∉ ⊃ ⊃ � 

ϒ⊂ ⊂⊕∈ � ↓∠⊕∈  ∪⊕ ⊗∉∉�♥ �  ϒ⊂ ⊂⊕∈ ℑ∈⊗ ⁄ℑ 2

   √⊃ ⊗� 

例��� ∗ ���都是向家人施令 ∀从例子中可以看 

出 � 亲人之间 �不论年龄长幼与辈分大小 �都可以采 

用英语祈使句直接向对方施令 ∀亲密无间的老朋友 

之间也是一样 � 譬如例��� ∀但关系较疏远的一般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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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和熟人之间施令 � 表达 ♦ ≤ 时便不宜如此随便 � 譬 

如例���与��� � 

��� ′⊃ ⊂ ⊂�♥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ℑ ∪⊕∧ ∪ℑ√⊕  ∉ ℜ⊕ 

 ⊕∩ ⊃   ⊕  ⊕⊗�

  ↑⊃   • ∪ ⊃  ⊕� ↓∅ ℘ ∉∏   ⊕� ♥ ⋅⊃ ⊂ ⊂ ⊗∉ ⊃ ∅∉ 

∧∉∏� ♥π⊂ ⊂  ⊕ ⊕ ∧∉∏  ∉⊆∉ 2 

 ∉⋅ � 

例���中 ′⊃ ⊂ ⊂ 和 × ∉⊆ 是刚认识不久的朋友 �例 

���中的 ↑⊃   ′ ∉⋅∈ 和 ↑⊃   • ∪ ⊃  ⊕是基于商务上 

的往来新结识的熟人 � 例���中 ≥ 和 ♦ 关系比例��� 

要疏远 � 因此 � 后者采用的礼貌级别较前者的高 ∀例 

���运用了虚拟语气 !条件从句及疑问句句型三种礼 

貌语言手段 � 例���则仅仅使用了疑问句句型这一种 

礼貌表达手段 ∀再看向陌生人施令的例子 � 

��� • ∉⊆ℑ∈ � ∞¬℘ ∏  ⊕ ⊆⊕�≥⊃ �℘ ∉∏ ⊂⊗∧∉∏∠ ⊂⊕ ℑ ⊕ 

∪∉⊂⊗  ∪⊕ ⊗∉∉ ∉∠⊕∈ ℑ ⊆⊃ ∈∏  ⊕ 

⋅∪ ⊃ ⊂⊕♥ ∩⊕ ⊆∧ ∉ ∪⊕  ∏ ⊃  ℘ ℑ ⊕�

 ≥  ℑ∈∩⊕ � ≤⊕   ℑ ⊃ ∈⊂∧ � ⊂⊕  ⊆⊕ ∪⊕ ⊂∠ ∧∉∏� ♥ 

⊂∉∉⊄∪⊕ ℑ√∧ � 

��� ∞⊂⊗ ⊕  ⊂∧ ∩⊕∈ ⊂⊕⊆ℑ∈ �♥ ⋅∉∈⊗ ⊕ ⊃ ∅ ∧∉∏ ⋅∉∏ ⊂⊗ 

∪⊕ ⊂∠ ⊆⊕ ∩⊕ ℑ ℑ¬ ⊃�

 ƒ⊕ ⊂ ⊂∉⋅ ∠ℑ  ⊕∈∩⊕ �♥ π⊗ ℜ⊕ ∩ ⊂ℑ⊗ ∉ � 

不难看出 � 对陌生人的指令 � 无论是年长者对年 

轻者 � 还是年轻者对年长者 �或是平辈之间 �一般使 

用间接语言表达形式疑问句或陈述句 �且同时运用 

其它礼貌手段 � 礼貌级别较高 ∀ 

� �社会地位 

即使是关系疏远的人 �有时也可以使用祈使句 

表达 ♦ ≤ 而不失得体 �这便是另一个社会因素 ) ) ) 

社会地位的影响所致 ∀社会地位高的人向社会地位 

低的人施令 � 如上级对下级 !老师对学生 �不管 ≥ 与 

♦ 的关系如何疏远 � 都可以采用英语祈使句的语言 

形式直白地表达出来 � 而不会被认为不得体 ∀相反 � 

社会地位低的人向社会地位高的人施令时 �往往不 

使用祈使句表达 �而选用委婉间接的疑问句或陈述 

句两种句型表达 ∀例如 � 

���� ↑ � ≤ ℑ⋅∅∉ ⊗� ↑ � ≥⊕∩∏  ℑ�   ⊕∠ ⊃ ∈ ∉ 

⊆∧ ∉∅ ∅ ⊃ ℘ ⊕� ∠ ⊂⊕ℑ ⊕� 

′ ⊃ ∈∩ ∧∉∏   ⊕∈∉ ∠ℑ⊗�

 ← ℑ∏  ℑ� ≠ ⊕ � ≥⊃ � 

���� ≥ ∏⊗ ⊕∈� ♥ ⋅∉∈⊗ ⊕ ⊃ ∅ ∧∉∏ ℘ ∉∏ ⊂⊗ ⊕¬∠ ⊂ℑ ⊃ ∈ 

 ∪ℑ ∠ ∉ℜ ⊂⊕⊆ ℑ∩ℑ ⊃ ∈ �

  × ⊕ ℑ℘ ∪⊕ � ≤⊕   ℑ ⊃ ∈⊂∧ � 

� �场合 

由于第三个社会因素 ) ) ) ♦ ≤ 发生的具体场合 

的影响 �社会地位低的人有时也可以采用祈使句表 

达对社会地位高的人的指令 �而社会地位高的人向 

社会地位低的人施令时有时也要注意礼貌 ∀ 譬如 � 

在办公室里 � 老板可以对职员直接施令 � 但在职员家 

里或者其它非办公室的社交场合 �老板就不宜直接 

对下属施令 ∀又比如 � 在紧急情况下 � 无论 ♦ ≤ 可能 

对 ♦ 造成的损失大小 � 无论 ≥ 与 ♦ 的社会地位高低 

和关系亲疏 �都宜采用直接明确的英语祈使句形式 

表达 ♦ ≤ � 因为间接委婉的疑问句和陈述句英语表达 

方式罗嗦冗长 � 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或生命损失 ∀ 

例如 � 

���� °∉⊂ ⊃ ℘ ⊕⋅∉⊆ℑ∈ � • ℑ ⊃ ℑ ⊆⊃ ∈∏  ⊕� ≥ ∉∠  ∪⊕ 

⊕∈∩ ⊃ ∈⊕� ← ∉∉⊄ � ƒ⊂∉⋅⊕  � 

× ∪⊕  ⊕ ℑ  ⊕  ∉⊆⊕ ∅ ⊂∉⋅⊕   

∉∈  ∪⊕ ℜℑ∈⊄ ∉∅ ∪⊕℘ ℑ∈ℑ ⊂�

  °∉⊂ ⊃ ℘ ⊕⊆ℑ∈ � × ∪⊕ ⋅∉⊆ℑ∈ ⊃ ∈  ∪⊕ ⋅⊕⊕   ∪∉∠ 

 ℑ ⊃ ⊗  ∉⊆⊕  ∪ ⊃ ∈∩ ℑℜ∉∏  ∅ ⊂∉⋅2 

⊕  � ≠ ∉∏ ⊗∉∈π ∪ ⊃ ∈⊄ ,

  °∉⊂ ⊃ ℘ ⊕⋅∉⊆ℑ∈ � ± ∏ ⊃ ℘ ⊄ � ≤∉∈ ℑ℘  ∪⊕ ∠∉⊂ ⊃ ℘ ⊕ 

  ℑ  ⊃ ∉∈ � ×⊕ ⊂ ⊂  ∪⊕⊆ ⋅⊕ 

∈⊕ ⊕⊗  ⋅∉ ⊗ ⊃ √⊕   ℑ∈⊗  ⊕ ⊂ ⊂ 

 ∪⊕⊆ ⊃  π∏  ∩⊕∈� 

此例讲的是一男一女两位警察驾车外出寻找失 

踪小女孩的事 ∀ 根据已了解的情况 �小女孩是外出 

寻觅鲜花时失踪的 �所以当女警察首先发现运河岸 

边的鲜花时 � 猜测小女孩有可能掉进河里了 � 故此她 

向男警察发出了一连串的指令 �这些 ♦ ≤ 都无一例 

外地使用祈使句表达 � 因为情况十分紧急 � 一切必须 

以争取时间为准 ∀倘若女警察此时换用间接委婉的 

陈述句或疑问句形式表达这一系列的指令 �人们一 

定会认为她脑子出了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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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 

由于职业的缘故 �熟人或陌生人之间采用祈使 

句直接表达 ♦ ≤ 也是得体的 ∀譬如商店营业员为顾 

客服务 � 海关官员让旅客出示证件 !打开行李等以供 

检查等等 � 都可采用直接语言手段表达 ∀ 

���� • ℑ ⊃  ⊕ � • ⊃ ⊂ ⊂  ∪ℑ ℜ⊕ ℑ ⊂ ⊂� 

≤ ∏   ∉⊆⊕ � ′ ⊃ ∈∩  ∪⊕ ℘ ∪⊕ ℘ ⊄ � ∠ ⊂⊕ ℑ ⊕� 

• ℑ ⊃  ⊕ � ≤⊕   ℑ ⊃ ∈⊂∧ � 

� �� � ≤ ∏   ∉⊆⊕  ∉∅ ∅ ⊃ ℘ ⊕ � ↓ ∠⊕∈ ∧∉∏  ℜℑ∩� 

∠ ⊂⊕ ℑ ⊕� • ∪ℑ �  

∏∈⊗ ⊕ ∪⊕  ⊕�

  ∂⊃  ⊃  ∉�♠∏  ∠⊕   ∉∈ℑ ⊂ ⊕ ∅ ∅⊕ ℘  � 

�三�  文化因素 

个人主义�♥∈⊗ ⊃ √⊃ ⊗∏ℑ ⊂ ⊃ ⊆�是西方人所普遍接受 

的 !首要的价值观 �即凡事尊重个人自主性 �不干涉 

个人自由 ∀体现在 ♦ ≤ 的表达上 �就是选用英语陈 

述句或疑问句等间接委婉的语言表达形式 ∀ 另外 � 

英美人习惯上特别重视礼貌语言 �因此他们谈话的 

语气及所使用的字眼都尽量客气 � 尽量使对方愉快 � 

他们觉得这不但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思想的方式 �而 

且是不可缺少的生活艺术 �甚至对家人亦不例外 ∀ 

因此 � 除了在紧急情况下 � 几乎所有的 ♦ ≤ 都可以运 

用间接的语言表达形式如英语疑问句与陈述句表 

达 ∀例如 � 

���� ↑  � ƒℑ  ⊃ ℑ� • ∪⊕∈ ⊃  ↑⊃ ℘ ∪ℑ⊕ ⊂ ℘ ∉⊆⊃ ∈∩  ∉ 

∠ ⊃ ℘ ⊄ ∧∉∏ ∏∠�

  ♠∉ℑ∈ℑ� ♦⊕  ℑ ⊃ ⊗  ⊕√⊕∈ � ≈ × ∪⊕ ⊗∉∉ ℜ⊕ ⊂ ⊂ 

 ⊃ ∈∩  � • ∉∏ ⊂⊗ ∧∉∏ ∩⊕  ∪⊕ ⊗∉∉ 

∠ ⊂⊕ ℑ ⊕� ↑ ℑ⊆ℑ� 

���� ↑  ♠� ♦ ℑ ⊂� ⋅⊃ ⊂ ⊂ ∧∉∏ℑ∈⊗ ′⊃ ⊂ ⊂ ∠ ⊃ ℘ ⊄ ∏∠  ⊕∈ 

∠∉∏∈⊗  ∉∅ ∠∉ ℑ  ∉⊕ � ℑ ∠∉∏∈⊗ ∉∅ 

℘ ℑ   ∉ �ℑ∈⊗ ∉⊆⊕ ℜℑ∈ℑ∈ℑ� ⋅∪ ⊃ ⊂⊕ 

♥ ∩⊕  ∪⊕ ⊆⊕ ℑ �

  ↑ �♠� 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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