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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留学生面试话语的语码转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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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机构话语中的语码转换现象是一种较为复杂的语言现象。在会话分析和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上，采用定性
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一组海归留学生的求职面试话语中的语码转换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海归留学生使用语

码转换的频次远高于国内高校毕业生，前者的语言能力和策略能力比后者强；绝大多数的嵌入语为名词成分；语码转换产生

的主要原因有词汇的可及性、策略选择和标记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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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４０年的时间里，语码转换（ｃｏｄｅ－ｓｗｉｔｃ
ｈｉｎｇ）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
一。国内外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对这一现象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如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

Ａｕｅｒ指出语码转换是指双语者在同一或不同话轮
中对两种语言进行交替使用的双语现象或双语言

语行为。［１］早期的语码转换研究多采取社会语言学

视角，研究语码转换与影响语码转换使用的社会因

素之间的关系。［２－５］用社会语言学方法进行语码转

换研究揭示了社会因素，如种族、性别、年龄、社会

经济地位等和语码转换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总结

出一些语码转换背后的社会动机。［６］

Ｍｙｅｒｓ－Ｓｃｏｔｔｏｎ提出了以词汇为基础的主体语
言框架模式（Ｍａｔｒｉｘ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ｒａｍｅｍｏｄｅｌ，ＭＬＦ），
这一模式具有广泛的解释力。［５］该模式包括三个假

设：１．ＭＬ假设：ＭＬ决定 ＭＬ＋ＥＬ混合结构的形态
句法；２．主体语言阻隔假设：在 ＭＬ＋ＥＬ混合结构
中，有一个阻隔过滤器阻止任何与相应的 ＭＬ语素
不适配的ＥＬ实义语素；３．嵌入语言孤岛触发假设：
激活ＥＬ词目可触发生成系统禁止 ＭＬ的形态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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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并接受 ＥＬ的程序，使当前结构表现为 ＥＬ孤
岛。根据ＭＬＦ，国内外众多学者尝试对不同语言下
的语码转换进行研究，如 Ｄｅｕｃｈａｒ、Ｒａｈｉｍｉ和
Ｄａｂａｇｈｉ则分别就威尔士语－英语和波斯语 －英语
中的语码转换现象，运用 ＭＬＦ模型，分别就主体语
言原则（Ｍａｔｒｉｘ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非对称性原则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和统一结构原则（Ｕｎｉｆｏｒ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进行验证，均得出该语码转换是
其典型代表的结论。［７－９］国内的高军、戴炜华也采

用 ＭＬＦ模型分析课堂语码转换的结构及其分布，
认为教师适时、适量地使用母语，进行必要的具有

教学功能的语码转换可以减少学生紧张情绪，提高

对目的语的输入和吸收。［１０］近年来，国内对于语码

转换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如二语课堂中的汉英语

码转换，［１１］但对机构话语中的语码转换行为的关

注很少。

那么在求职面试这一典型的机构话语中，应届

海归毕业生的语码转换现象会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为此，本文将综合运用 ＭＬＦ模型和会话分析视角
对电视求职面试话语中的语码转换现象进行分析，

拟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１）与国内毕业的应届生相比，海归留学生在
求职面试时的语码转换现象是否更加频繁？

（２）留学生求职者语码转换的词汇形态和句法
结构有怎样的特点？

（３）在求职面试语境中，留学生语码转换的出
现存在哪些不同的动因？

　　一　研究方法

（一）语料来源和收集

本研究所用语料选自当前国内最有影响力的

两档电视真人秀面试栏目———《非你莫属》和《职

来职往》，其中《非你莫属》每周两期，每期时长约

９０分钟，现场共有１２名一流企业高管进行现场招
聘；《职来职往》每周两期，每期３－４位求职者将面
对２４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达人。通过行业达人和求
职者之间的对话，反映当下最热点的行业话题并产

生观点的碰撞。

（二）研究对象

研究者从２０１２年度的《非你莫属》（共１０３期）
和《职来职往》（共 ９３期）中随机选取 ３０位求职
者，其中１５位留学生求职者，他们留学的国家主要
有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等，且都是以英语

作为第一外语；另外１５位求职者毕业于国内重点
院校。表１和表２分别为留学生求职者和国内高
校毕业求职者的详细信息。

表１　海归留学生求职者信息

性别

男 女

最高学历

本科 硕士

年龄分布

≤２２ ２３－２５ ≥２６

数 量（位）

比 例（％）
４
２６．７

１１
７３．３

５
３３．３

１０
６６．７

３
２０．０

８
５３．３

４
２６．７

表２　国内重点院校毕业生求职者信息

性别

男 女

最高学历

本科 硕士

年龄分布

≤２２ ２３－２５ ≥２６

数 量（位）

比 例（％）
４
２６．７

１１
７３．３

４
２６．７

１１
７３．３

４
２６．７

７
４６．７

４
２６．７

　　（三）语料分析
使用软件ＦＬＶＣｕｔｔｅｒ１．０将每位求职者的视频

单独切分，共得出３０份独立的视频语料。在出现
语码转换处做标记，采用 ＷＯＲＤ文档工具对语料
进行文字转写。研究者将全部３０位面试者分成两
组，其中海归留学生求职者（１５位）为实验组，国内
院校毕业生求职者（１５位）为对照组。根据主体语
言框架模式，分别对两组的语码转换的语法成分分

类整理，进行语法分析。对两组求职者语码转换的

总量和类别的比较分析，得出海归留学生求职者的

语码转换的句法特征，同时对求职面试语境这一典

型的机构话语中语码转换的功能进行剖析。

　　二　结果与讨论

（一）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语码转换对比分析

如表１和表２所示，在选择研究对象时，研究
者尽最大可能对性别、学历和年龄这三个变量进行

控制，以减小误差。所得结果如表３显示，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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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有１０位留学生求职者出现了不同频次的语码
转换，总量为４６次；而对照组中只有５位，总量也
只有６次。利用统计工具ＳＰＳＳ１９对两组数据进行
配对样本的ｔ检验，得到ｔ＝２．５３，ｄｆ＝１４，Ｐ＝０．０２４

＜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样本的差异显著。
于是得出结论：在求职面试语境中，国内高校的毕

业生求职者与海归留学生求职者在语码转换方面

的表现差异显著，前者的频率要远低于后者。

表３　语码转换数量分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实验组

对照组

１
０

０
０

０
３

５
０

０
１

２
１

６
０

２
１

０
０

６
０

２
０

９
０

０
０

１
０

１２
０

　　交际风格是代表特定文化群体的言语行为的
语码，跨文化背景下的语码转换表达了不同的交际

风格，因为海归留学生受到了双语环境的影响。处

于不同文化价值使得他们倾向于使用语言技巧（如

语码转换）来完成特定的功能。［１２］在外部条件诱发

和主动自发性的双重作用下，留学生求职者会自觉

或不自觉地产生语码转换。相比之下，一直处于国

内环境中的对照组成员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语

码转换是一种交际策略，这在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

界已经是一种共识。实验组成员的交际能力体现

在更胜一筹的语言能力和策略能力上。

（二）留学生求职者语码转换的形态和句法分析

表４　语码转换类型分析

语码转换的位置

句内语码转换 句际语码转换

标记性选择

有标记的 无标记的

实验组

对照组

数量（处）

比例（％）

数量（处）

比例（％）

４４
９５．７
６
１００

２
４．３
０
０

１６
３４．８
２
３３．３

３０
６５．２
４
６６．７

　　从结构角度分析，语码转换可分为句内转换
（ｉｎｔｒａ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Ｓ）和句际转换 （ｉｎｔｅｒ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Ｓ），前者指在补足语短语（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ｐｈｒａｓｅ，ＣＰ）
中包含至少一个由主体语言和嵌入语言构成的混

合结构；句际转换则是在补足语短语间的转换。由

表４可见，不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绝大多数的
语码转换类型都属于句内语码转换。又因句际语

码转换时嵌入语并不改变主体语言的句法结构和

特征，这里将着重探讨句内语码转换。

根据 Ｍｙｅｒｓ－Ｓｃｏｔｔｏｎ提出的“主体语言框架模
式”，词汇可分为单词层面和语言岛（短语）层面。

而形态句法结合的语码转换是判定主体语和嵌入

语的重要标准。［１３］在对全部３０位面试者的录音和
文字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汉语是主体语言，英语

是嵌入语言。下表是嵌入语在句内语码转换中各

个语法成分的数量和所占比例表：

表５　嵌入语在句内语码转换中各个类别的语法成分表

动词及

动词词组

形容词及

形容词词组

副词及

副词词组

名词及名词词组

普通名词 专有名词 首字母缩略词

实验组
数量（处）

比例（％）

０ １ １ １８ １９ ５

０ ２．３ ２．３ ４０．９ ４３．２ １１．３

对照组
数量（处）

比例（％）

１ ０ ０ ０ ２ ３

１６．７ ０ ０ ０ ３３．３ ５０．０

　　如表５所示，嵌入语中常出现的语法成分包
括：名词及名词词组、动词及动词词组、形容词及形

容词词组和副词及副词词组，其中名词及名词词组

占绝大多数，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９５．４％和８３．５％。于是我们将该项进一步细分，得
到普通名词、专有名词和首字母缩略词三个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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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分别从嵌入语词汇的形态特征和句法特征

两方面进行分析。

１．嵌入语词汇的形态特征
在以汉语为主体语、英语为嵌入语的框架内，

绝大多数嵌入在句内语码转换语句中的词汇都显

著地遵循主体语的形态变化规则，舍弃了嵌入语英

语中的语法屈折变化。

就名词而言，嵌入语中的英语名词倾向于以原

形的形式出现，失去了表示复数概念的屈折变

化，如：

例①Ｒ（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ｒ）：我想问一下，你们班有中
国同学，也有加拿大同学，他们毕业以后在干什么？

都在哪些行业，哪些公司里面？

Ｅ（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ｅ）：加拿大同学有些在大型的国
际银行里面做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ｔ，然后中国同学很多
回国之后，有的在花旗，有的是在银河证券做投资

顾问。

在分析嵌入语为动词时，我们也得到了相似的

结论：在以汉语为主体语的框架内，英语动词也是

倾向于以原形形式出现，失去语法屈折变化。如果

有必要，其语法意义会通过主体语的系统词素来完

成。例如：

例②Ｒ：你的专业体育社会学，你认为你毕业了
之后应该干什么？

Ｅ：毕业了之后没有一个特别对口的工作，我在
投简历的时候，很多人一看我是这个专业的，就直

接把我给ｐａｓｓ掉了。
例②中最后一句话的语态是被动，可是动词

ｐａｓｓ依然是以原形形式出现，而表示被动意义的部
分是由汉语中的“把”字结构来完成的。

２．嵌入语词汇的句法特征
在名词的类别中，其构成的主要名词结构为汉

语的限定词和英语的名词，例如：

例③Ｒ：这六分钟的视频中，你是担任编导前期
的收集整理工作，还是后期的剪辑？还是说整个都

是你的创意？

Ｅ：最早这个 ｉｄｅａ是我们同一个组的组员想起
来的，但是经过、故事的架构和一个点子，因为我给

我们那只主要的小主角，那个Ｊｕｓｐｈｅｒ，赋予了人的声
音，就是以第一人称来讲述这个故事，是我的ｉｄｅａ。

例④Ｒ：我想问你，你到英国学了这个新药设
计，是挺专业的，那么现在你要转行，转到去做销

售，是不是因为你在留学时开拓了眼界？

Ｅ：我觉得我之所以选择销售，是我很乐于和别

人分享我的成果，因为我们在英国有一门课，是从

一个非常商业的角度，来评价一个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
例⑤Ｒ：作为一个餐饮经理，怎样解决一个新闻

公关危机呢？

Ｅ：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我的那个 ＰＲ，当然会在
网上马上回复说抱歉，然后就是说感谢您给我们提

供了这个宝贵的意见，我们会及时改进，这样就会

给他人一种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的那个感觉。
综上的这些语料证实了Ｃａｌｌａｈａｎ的“嵌入语语

言岛”（ＥＬｉｓｌａｎｄｓ）加“主体语语言成分”（ＭＬ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的观点。［１４］限定词是系统词素的一部分，经
过分类整理，我们发现作为嵌入语的英语单词能够

接受主体语为汉语的限定词的修饰，且主要为物主

代词、指示代词和量词。在例③和例④中，主体语
的名词成分包括普通名词（ｉｄｅａ）、专有名词（Ｊｕｓ
ｐｈｅｒ）和名词词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这些英语名
词分别和对应的汉语限定词（我的、这个、那个、一

个）搭配使用，符合主体语语法规则，自然顺畅，有

强调和突出的功能。在例⑤中出现的副词“很”也
属于系统词素，英语形容词为嵌入语。

正如前文所述，嵌入语的语法变化很难在主体

语的框架中保留，在此处我们也发现类似的现象：

例⑥Ｒ：原来你是做技术的，对不对？现在为什
么想起来做销售？这个原因是什么？

Ｅ：我想做的销售是一种技术型的销售，因为在
平时的生活中，我不仅喜欢做实验，而且我非常喜

欢向我周边的人介绍我的实验的过程和内容，在国

外我非常喜欢做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例⑦Ｒ：你是怎样看待办公室恋爱的？如果公

司有这样的情况，你作为人力资源的专员会如何

处理？

Ｅ：我觉得如果请某一方申请离职会过于残忍，
我觉得我不想做这样的 ＨＲ专员，包括以后有可能
成为ｍａｎａｇｅｒ，我可能就是把他们调离到公司的其
他部门。

在例⑥和例⑦中，英语名词没有带任何限定
词，这是因为作为主体语框架的汉语句法不需要，

尽管在对应的英语环境下需要不定冠词。

（三）留学生求职者语码转换的动因分析

１．外部因素
（１）词汇的可及性程度
根据统计，实验组中１５位成员的留洋时间在２

－８年不等，但基本已达到操双语者的水平。在谈
论某些话题的时候，他们会使用某种特定的语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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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具有一定的个人特色。但很多时候，他们都知道

两种语言里适切的语码。例如：

例⑧Ｒ：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学校里有没有真的
是八百年前的东西，到现在还在的？

Ｅ：有，在我们耶稣学院，就是有一个，Ｍｍ：：
ｃｈａｐｅｌ，就是一个教堂，它比剑桥大学的历史还
要早。

例⑧中，Ｅ是牛津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在回
答Ｒ这个问题时，观察语料我们首先可以看出，指
称同一事物的两种语码都出现了，这说明这两个单

词她都知道；其次，当她想指称那个具有８００多年
历史的教堂时，她的话语出现了明显的停顿，并伴

随着“Ｍｍ”这样的语言，这说明此刻她正在付出认
知努力，进行单词搜索的过程。而这样的停顿和语

言是可以有效地帮助其大脑的思维活动。这种语

码转换是由于在某一种语言中的词汇更加方便、更

加容易被回忆起来，即可及性程度更高。

此外，通过观察我们发现某些特定类别单词的

可及性普遍偏低，例如：

例⑨Ｒ１：你是在什么高中念的？
Ｅ：在新西兰的国立 ＯｎｓｌｏｗＣｏｌｌｅｇｅ
例⑩Ｒ：你给我说三个在哪个消费场所中看到

的、感觉到的营销手法或者是销售方式。

Ｅ：英国的超市，像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这种大超市，它有
一个特点，．．．还有，我就发现像最著名有一家高端
超市，叫Ｗａｉｔｒｏｓｅ，我就发现到这个超市来购物的基
本上都是老年人，因为他的这个停车场的设计，就

是和Ｍｏｒｒｉｓｏｎ或者是 Ｔｅｓｃｏ相比，它的停靠车或者
离开更加方便。

例⑨⑩的嵌入语都是专有名词，分别是学校的
名称和超市的名称，都是无标记的，因为专有名词

是特定的名称，这类单词的可及性非常低，极易出

现句内语码转换。除非它们是已经被社会认可的

翻译，并且会话者对这个语词要相当熟悉。例如：

例瑏瑡Ｒ１：莎士比亚的戏剧读过些什么？
Ｅ：演过ＭｕｃｈＡｄｏＡｂｏｕｔＮｏｔｈｉｎｇ，《无事生非》。
Ｒ１：嗯，还读过什么？
Ｅ：Ｍｍ（“：／：：：”表示音拖长的不用时间，冒号越多，

拖音越长。）Ｍａｃｂｅｔｈ，《麦克白》。
（２）面试官的词汇诱发
作为求职者交流的对象，面试官的语言也会左

右语码转换的出现。如果面试官的话语中含有嵌

入语成分，那么在求职者回答中出现语码转换的可

能性将会很高。例如：

例瑏瑢Ｒ：所以说从前期的 ｉｄｅａ，到中间拍摄，一
直到后面的剪辑，都是你来做的吗？

Ｅ：对，还有那个 ＶＯ（ｖｏｉｃｅ－ｏｖｅｒ），最后那个
旁白。

２．内部因素
（１）策略的选择
求职面试话语属于机构话语，其目的性极强，

那么对求职者技巧方面的要求也就更高。语码转

换便是可供求职者选择的策略之一。有意识的、恰

当的语码转换主要体现在语料的如下两个方面：一

是专业知识的体现，二是语言水平的展示。

通过观察语料，我们发现很大一部分的嵌入语

是专业领域的术语，例如：

例瑏瑣Ｒ：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给我们介绍一
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一个实验？

Ｅ：好的，有一种蛋白质，英文里面叫ｇｒｅｅｎｆｌｕｏ
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ｐｒｏｔｅｉｎ，就是绿色荧光蛋白

例瑏瑤Ｒ：你人为什么是安全管理？
Ｅ：安全管理呢，在国外有个专有名词叫 ＨＳＥ，

职业、健康、安全，它主要负责企业内部的安全，比

如流水线、库房等。

例瑏瑣中语码转换的短语是生物学专业术语，例
瑏瑤中的ＨＳ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则是安全
生产管理专业中的术语。在收集的语料中，大部分

的此类语码转换都是由首字母缩略词构成的，如例

瑏瑢中的 ＶＯ（ＶｏｉｃｅＯｖｅｒ）是传媒专业方向的词汇；
３ＤＭＡＸ、ＡＥ、ＰＳ等是平面绘图方向的软件名称；
ＰＲ（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是人力资源专业中的“公关”的
简称。在这些位置的语码转换可以展现出扎实的

专业基础和捕捉前沿知识的学习状态，同时也可以

显示自己在语言方面的优势。

（２）标记性
Ｍｙｅｒｓ－Ｓｃｏｔｔｏｎ提出的标记性是指会话者尝试

构建一套新的交流的标准，而这种有意识的选择包

括个人期望、社会准则和理性选择。［４］此处，无标记

的语码转换是特指在嵌入语成分以某一单一语码

的形式出现，附近没有其同位语的出现；反之则是

有标记的。在表４中，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中，有标
记的语码转换均占到近三分之一。例瑏瑡 －瑏瑤均是
有标记的语码转换。这类的语码转换可以被看成

是会话者有意识地使用的，以获取强调的特殊效

果，是一种修辞手段。

语用学家维索尔伦在《语用学新论》中提出语

码转换可以承担许多交际功能，因而是一种受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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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策略。但是如果在具体语境中没有恰当的使

用，也许就会变为失策。例如：

瑏瑥Ｅ：我叫，２４岁，来自河北唐山，刚刚
从约克大学完成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的硕士课程 ＝（“＝”表示两者话语之
间无停顿，立刻接上。）

Ｒ：＝中文是？
Ｅ：国际商务与战略管理，然后研究方向是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Ｒ：＝中文是？
Ｅ：企业社会责任感
很显然，面试官两次打断了求职者的话语，并

询问其中文意思。可见这样的策略并不会给自己

加分。另外，根据Ｓｃｏｔｔｏｎ的标记理论，从语用学角
度看，语码转换应该遵循尊重（ｔｈｅＤ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ｘ
ｉｍ）和精湛（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ｏｓｉｔｙＭａｘｉｍ）两个准则；其中尊
重准则：如果希望从对方得到什么时，语码选择中

应表示尊重。在面试过程中，面试官的权势较高，

求职者的权势较低，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１５］如

果想要取得理想的面试效果，尽可能采取有标记的

语码转换，以表示对面试官的尊重。所以，面试者

在考虑到面试官的感受的同时，可适量的使用有标

记的语码转换，这样既有助于展现自己的专业功底

和语言能力，又遵循了尊重准则。

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海归留学

生面试话语中语码转换进行研究，实验组由海归留

学生组成，对照组则由国内重点高校毕业生组成，

将两组样本中出现的语码转换进行统计学分析，发

现留学生求职者会使用远多于后者的语码转换，体

现出其能够熟练运用交际策略的能力。其次，通过

语码转换的形态和句法分析，发现名词及名词词组

是语码转换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句法规则为“主体

语框架＋嵌入语”，嵌入语自身的语法规则很难保
留下来。最后通过比较分析，将语码转换的动因分

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类，前者主要包括词汇的

可及性，可及性高的词汇易引发有标记的语码转

换，相反则易产生无标记的语码转换。内部因素主

要分为策略的选择和标记性两类，我们建议适当的

采用有标记的语码转换，有意识且适宜的语码转换

在体现面试者对面试官的尊重的同时，也很好地展

现了面试者的专业知识和语言水平，为其得到自己

想要的职位构建了一个很好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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