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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敬语的语法水平和语用水平测试，探讨了敬语语法知识与语用知识对学习者日语敬语习得的影响。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受日语学习阶段和教学现状的影响，敬语语法和语用知识习得不充分；

（2）敬语的语法知识和语用知识均对敬语习得产生积极影响，其中语用知识对敬语习得的影响更为显著；

（3）相较于自谦语知识，尊他语的知识对敬语的习得程度影响更大。因此，在敬语教学过程中，可以尝试

运用动态教学的方式来教授语法知识与语用知识，同时，学习者也应加强实践，特别注意语用知识的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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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是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Bachman，1990；Murray，2012），研究二者对

语言交际的影响已成为国内外二语习得领域的重要课题（Yamanaka，2003；李民等，2009；肖雁、李民，

2017）。日语中的敬语体系非常复杂，对中国日语学习者来说，敬语习得是个重要难题。其难点不仅在于语

法知识的习得，还在于语用知识的习得（宫冈等，1999；毋育新等，2008；吴宦熙，2010）。

关于语法习得更难还是语用习得更难以及产生这种困难的原因等问题，学术界关于日语敬语的语法

知识和语用知识对敬语习得产生的影响程度的解释有不同看法（平林、滨，1988；宫冈、玉冈，2002；

毋育新、郅永玮，2010；毋育新等，2011）。那么，语法知识和语用知识分别如何影响敬语的习得呢？

语法知识的习得与语用知识的习得，哪个因素对日语敬语习得的影响更为显著？尊他语和自谦语，哪个

对敬语习得的影响更大？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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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日语敬语语法知识和语用知识习得现状

日语的敬语语法非常复杂，从词汇层面来看，包括动词、名词、形容词等，其中，动词的敬语表达

最为复杂。尊他语与自谦语的区别使用、复杂的动词变换、特定敬语动词的记忆等语法知识的习得是困

扰日语学习者的难点之一，影响敬语习得的程度（吴宦熙，2010；李锋，2013）。宫冈、玉冈（2002）

针对高级日语学习者进行了敬语语法能力测试，发现不论是尊他语还是自谦语，不同的敬语语法形式呈

现出不同的习得难度。林宁（2016）以敬语动词为切入点，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学习者在不同语法项目

上存在习得程度及使用频率的差异，且与日剧中实际运用的敬语存在明显差异。夏俊等（2019）抽取日

语能力测试 1 级语法中关于敬语的相关问题，对中国日语专业大学生进行了敬语语法能力测试，发现学

习者在尊他语动词和句型以及自谦语动词和句型的区分及意义的把握方面存在困难。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日语学习者在敬语习得方面，语法知识的习得确是一大难点，不同语法项目的习得程度存在差异。

在日语学习中，除了敬语语法知识的习得以外，敬语语用知识的习得也对敬语习得程度产生重要影

响。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日语敬语也被称为“待遇表达”。在使用敬语时，通常需要根据交际对方的

身份地位来决定是否使用敬语，与亲密关系相比，与身份地位较高的人交流时更需要使用敬语。日语敬

语使用的场合、对象、方法等文化因素涉及的语用知识的学习，同样是日语学习者面临的难点之一，也

是影响敬语习得的重要因素（夏玉玲，2006；谭爽等，2007；吴宦熙。2010）。毋育新、郅永玮（2010）

以宇佐美提出的话语礼貌理论为依据，探讨了中国日语学习者在日语请求行为表述中存在的问题，发现

在连锁模式的表述上，中国学习者与日语母语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张志华（2011）分别对中国日语学

习者和日本留学生进行了有关敬语的问卷调查，发现日本人在使用敬语时不仅重视上下级关系，还有意

识地区分内外关系，而中国学习者则更多地考虑团体内部的上下级关系，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朝阳（2020）基于对商务活动是否有利的视角，调查了日本企业中中国员工的日语敬语使用情况，其

结果表明，中国员工为了避免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会有意识地使用敬语，但也有部分人认为不使用

敬语显得更亲切，更有利于开展商务活动。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中国日语学习者在敬语语用知识的习

得方面存在不足，对敬语的习得产生了影响。

2.2  敬语语法知识习得和语用知识习得的关系

毋育新（2003）对中国日语专业学生进行了有关待遇表现习得程度的调查，发现超过八成的受试者

只是将日语敬语作为一般的语言形式上的语法项目对待，对敬语的人际关系调节功能等语言功能缺乏认

识。即使受试者在语法层面上能正确使用敬语，也往往不能恰当地区分不同的敬语表达方式。该研究显

示，中国日语学习者在敬语习得过程中，更关注或将教学重点放置于语法习得层面，而对其语用习得层

面的关注相对较少。夏玉玲（2006）从理论角度阐述了日语敬语既属于语法范畴，同时也蕴含着一定的

文化内涵，并指出，初级学习者的敬语语法错误或语用错误，日本人可能不会过分介意，但当高级学习

者出现语用错误时，日本人可能会对其人品产生怀疑。相比敬语语法能力的欠缺，敬语语用能力的不足

更会导致交际的失败。宫田刚章（2006）通过计量语言学手法，以中国日语学习者为对象进行敬语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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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概率模型，对其敬语动词的中介语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在语用知识的习得过程中，容易产生尊他

语的正用中介语，而误用的中介语则可能出现衰退；在语法知识习得过程中，自谦语的误用中介语则较

为常见。陈文敏（2011）对中国台湾日语学习者进行了尊他语及自谦语的替换填空测试，发现自谦语的

习得难度高于尊他语，不能正确区分使用尊他语与自谦语而导致的误用占八成以上，这一结果证明，即

使告诉被试者需要将尊他语与自谦语进行替换，依旧不能准确区别使用尊他语与自谦语，即使将其语用

层面的难度降到最低，语法层面的运用还是存在难度。毋育新（2011）从语言功能角度出发，将礼貌策

略理论引入待遇现象教学进行实践，对实验组采用引入礼貌策略理论的“实验性教学方略”，对照组采

用未引入礼貌策略理论的“既有教学方略”，结果表明，实验组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实验性教学

方略对待遇表现的指导有效，礼貌策略理论为待遇表现的指导提供了新的思路。

相关研究围绕中国日语学习者的敬语习得现状，从传统语法难点，到语用学角度的运用，虽然得出

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可拓展之处。敬语习得的程度受到来自语法知识和语用知识的共同影响，

前人在进行敬语语法习得程度测试时，未充分考虑语用知识习得对其造成的影响。具体体现于，在进行

敬语语法能力测试时，究竟是因为对敬语词汇、句型语法等本身的理解与产出发生偏误，还是对会话场

景内的人际关系、场合郑重程度等语用因素的判断产生失误，进而产生尊他语与自谦语的混淆，仍需进

行实证研究来进一步探讨。同理，在进行敬语语用习得程度测试时，敬语语法知识的不完全习得同样会

影响语用知识测试的成绩。语法知识习得与语用知识习得作为影响日语敬语习得的两个自变量，应该将

他们结合起来，更全面地探讨敬语习得的影响因素。另外，已有学者调查敬语语法知识习得与语用知识

习得相比，哪个更难的问题，也有前人调查尊他语和自谦语这二者难易的问题，但均存在争议。那么，

造成争议的原因是什么？实验方法、测量方式、切入点等的不同均会导致实验结果的不同，如何准确地

测量语法知识和语用知识这两个因素对敬语习得的影响程度是一大难点。

基于以上旨趣，本研究通过敬语语法水平测试、敬语语用水平测试和日语敬语水平测试，探讨敬语

中的语法知识和语用知识对中国日语学习者敬语习得的影响，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手段，考察其

因果关系。具体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敬语中的语法知识和语用知识分别如何影响学习者的敬语习得？

（2）敬语中的语法知识和语用知识，哪个因素对敬语习得的影响更大？（3）尊他语和自谦语，哪个对

敬语习得的影响更大？

3  实验的设计与实施

3.1  实验对象

本研究以中国大学日语中级学习者 50 名为实验对象，平均日语学习时长 2 年 8 个月，均无日本留

学经历，现已完成日语基础语法和日语敬语知识的习得，且均达到日本语能力二级测试水平，是合适的

观察敬语习得程度的对象。

3.2  实验工具及过程

测试形式包含三项内容：①敬语语法水平测试；②敬语语用水平测试；③日语敬语能力测试。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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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根据考察内容设置不同题型。敬语语法水平测试题均为选择题，敬语语用水平测

试题包含选择题、填空题，并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考察对敬语情景的判断，敬语能力测试包含改错题和

选择题。其中改错题出自毋育新（2011），选择题均改编自日本语检定测试及日本语能力测试二级原题，

保证试题难度一致，且经 4 位日语母语者确认无误。

测试问卷通过问卷星小程序分别发放，均对受试者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后进行问卷的发放。其中，敬

语语法水平测试和敬语语用水平测试同时进行，要求被试在 30 分钟内完成两份问卷，敬语能力测试在

前两份测试完成后单独进行，测试时间为 15 分钟。

3.2.1  敬语语法水平测试

敬语语法水平测试仅考察敬语语法习得程度，测试题型均为选择题，尊他语 10 题，自谦语 10 题，

共 20 题。试题参考日本语检定委员会分类方法（加藤，2019），并根据该分类方法的考点设置选项。

考查内容包括尊他语和自谦语。尊他语中包括特定动词、敬语助动词、敬语句型（お / ご〜になる、〜

なさる、お / ご〜です、お / ご〜くださる）和接头词、接尾词，自谦语中包括特定动词、敬语句型（お

/ ご〜する、お / ご〜いたす、お / ご〜いただく、させていただく、させてください）和接头词、接尾词。

（1）【先輩社員を展覧会に誘っている】

今週の土曜日に、同期の大浜さんとラファエロ展に行くのですが、東田さんもよろしければ一緒

に（  ）。

A. いらっしゃられませんか B.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んか C. お行きになられませんか

该题正确选项为 B，A 项在敬语动词「いらっしゃる」的基础上加上敬语助动词「られる」，变成「い

らっしゃられる」形式，C 项在敬语句型「お〜になる」的基础上加上敬语助动词「られる」，变成「お

行きになられる」形式，故错误。错误选项仅存在语法错误，不涉及根据语境判断使用尊他语或自谦语

的语用层面的错误。

3.2.2  敬语语用水平测试

敬语语用水平测试仅考察敬语语用习得程度，选项均无语法错误，尊他语场合 4 题，自谦语场合 4 题，

共 8 大题。

试题参考杨秀芹（2013）中对敬语情景变量的设置方法，具体设置如：（1）上下等级关系；（2）内 

外亲疏关系；（3）场合郑重程度；（4）事件恩惠程度这四个情景变量，通过受试者对情景的评估，探

讨不同情景下受试者对于是否应该使用敬语、应该使用尊他语还是自谦语的判断依据。

敬语语用能力测试主要考查以下 3 点内容：（1）受试者能否正确判断在该语境下是否使用敬语，

如果使用敬语，应该使用动词的尊他语形式还是自谦语形式，如果不使用敬语，能够正确说明理由； 

（2）能够正确判断敬语对象；（3）在特定的情景下，评估上下等级关系、内外亲疏关系、场合正式程度、

事件恩惠程度这四个变量。例题如下：

请判断该题是否应该使用敬语，若使用敬语，请在（  ）内选出正确选项，后在下划线上写出敬语

类型（尊他语 / 自谦语）和敬语对象，并完成表格数值的判断，其中数值越大表示说话者与敬语对象之

间的上下等级越悬殊、关系越亲密、对话场合越郑重、事件产生的恩惠程度越高；若不使用敬语，无须

填量表，只须在横线上写出你的判断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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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引先の部長がすでに来社していることを会社の後輩に伝えている】

鈴木部長はもう（  ）よ。

A. いらっしゃっています  B. 参っています

敬語使用：                   敬語対象：                   

上下等级关系 1 2 3 4 5
内外亲疏关系 1 2 3 4 5
场合正式程度 1 2 3 4 5
事件恩惠程度 1 2 3 4 5

敬語不使用（理由）：                                       

3.2.3  敬语能力测试

敬语能力测试题旨在检测受试者的敬语水平，试题包含改错题和选择题两种类型。考查内容包括尊

他语和自谦语，其中改错题出自毋育新（2011），共 20 题，并附加 5 道干扰题。选择题源自日本语检

定测试（加藤，2019），共 10 题。

（4）【あなたが、佐藤先生尋ねます。】佐藤先生は、昨日、そのことを私に申しましたか？

（5）【大学生の先輩に電話で】

先輩はこの夏休みは、いかが（  ）。

A 過ごされになりましたか B お過ごしでしょうか C お過ごししましたか

3.3  数据收集与分析

测试共收集了 50 份中国日语学习者的语法能力测试结果、50 份语用能力测试结果以及 39 份敬语能

力测试结果，同时对 30 名日语母语者进行敬语语用能力测试。

语用能力测试中，李克特五级量表的答案由 30 名日语母语受试者制定，语法能力测试和敬语能力

测试中参考的原题直接采用原题库制定的标准答案，改编题的答案由笔者制定后，聘请三名日本专家和

一名国内专家审核通过。每个小题均设立一个得分点，测试由 2 名评分员共同进行评分，成绩为两次评

分的均值。评分总体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 Kappa 系数值为 1.000（p=0.000<0.01），具有高度一致性。

表 1  测试结果描述性统计量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est results

项目 总分 得分区间 平均值
语法知识总分 20 11 ～ 18 14.417
语用知识总分 20 11.4 ～ 18.2 14.503

敬语能力测试总分 20 11 ～ 19 14.292

本研究使用 SPSS22.0 软件对敬语语法能力测试、敬语语用能力测试和日语敬语能力测试的结果数据

进行分析，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具体分三步进行。

（1）用描述统计分别列出三个测试中各个受试者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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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成绩数据做预处理，进行样本独立性检验和正态性检验。由于研究数据样本量较小，因而

进行 S-W 检验，在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情况下剔除 3 个极值，使 p>0.05，从而使数据结果具备正态

分布的特征。最终得到 36 份中国学习者敬语语法能力测试有效结果，36 份中国学习者敬语语用能力测

试有效结果，36 份敬语能力测试有效结果以及 30 份日语母语者敬语语用能力测试有效结果。

（3）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探讨敬语语法知识和语用知识对敬语总体习得程度的影响程度大小并探

讨尊他语知识和自谦语知识对敬语总体习得程度的影响程度大小。

4  结果分析

将敬语语法知识总分、敬语语用知识总分以及敬语能力测试总分做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敬语语法知识总分和敬语能力测试总分之间存在中度正相关性（r=0.524，p=<0.01），敬语语用知识总

分和敬语能力测试总分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性（r=0.713，p<0.01）。这一结果表明，敬语语法知识习得

和敬语语用知识习得均会对敬语知识习得产生正向影响。

表 2  三项测试总分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scores of the three tests

敬语测试总分 语法知识总分 语用知识总分
敬语测试总分 0.524** 0.713**

语法知识总分 0.524** 0.624**

语用知识总分 0.713** 0.624**

注：**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将敬语语法知识总分和敬语语用知识总分作为自变量，以敬语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表

3）。调整后模型的 R 方值为 0.490，意味着语法知识总分和语用知识总分可以解释敬语总分的 49.0% 变

化的原因。语法知识总分的回归系数值为 0.134（t=0.834，p=0.410>0.05），而语用知识总分回归系数值

为 0.725（t=4.099，p=0.000<0.01）。由此结果可知，相比敬语语法知识的习得，敬语语用知识的习得对

日语敬语习得的影响程度更大。

表 3  三项测试总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cores of the three tests

因变量 自变量
可决系数 标准误差 方差分析 回归系数

R2 调整 R2 SE F β t

敬语能力测试总分
语法知识总分

0.519 0.490
0.160

17.814*** 0.134 0.834
语用知识总分 0.177 0.725*** 4.099

注：*** 在 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敬语语法能力测试和语用能力测试中分别统计尊他语和自谦语的成绩并将尊他语总分和自谦语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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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变量，以敬语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表 4）。调整后模型的 R 方值为 0.435，意味

着尊他语总分和自谦语总分可以解释敬语总分的 43.5% 的变化的原因。尊他语总分的回归系数值为 0.448

（t=4.033，p=0.000<0.01），自谦语总分的回归系数值为 0.358（t=2.547，p=0.016<0.05）。由此结果可知，

相比自谦语的习得，尊他语的习得对日语敬语习得的影响程度更大。

表 4  尊他语和自谦语总分与敬语总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因变量 自变量
可决系数 标准误差 方差分析 回归系数

R2 调整 R2 SE F β t

敬语能力测试总分
尊他语总分

0.467 0.435
0.111

14.475*** 0.448*** 4.033
自谦语总分 0.141 0.358* 2.547

注：*** 在 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5  结果讨论

5.1  敬语语法知识与语用知识对敬语习得的影响

本文从敬语语法知识和语用知识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中国日语学习者敬语习得的影响因素。通过上

述分析，对本文提出的三个课题做如下回答：

第一，敬语中的语法知识因其复杂多样性而影响学习者的敬语习得，语用知识受到中国人与日本人

的认知差异以及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而导致敬语习得的不充分。吴宦熙（2010）指出，现代汉语里对敬

语概念的定义不如日语里那么明确，内容也没有日语里那么详细的分类。在汉语教学中也没有专门讲解

汉语中的敬语，而日常生活中也只是使用诸如“您”之类的词语，因此，从语法知识角度来看，日语中

敬语概念和内容的复杂多样性对日语学习者敬语习得产生了影响。从语用知识的角度来看，中国日语学

习者的敬语习得受到来自母语的语言迁移，语用层面的社交语用迁移（sociolinguistic transfer）的负向迁

移表明学习者在使用语言时会因为对目标语的文化缺乏了解而按照母语文化习惯进行交际，产生不符合

目标语文化习惯的行为现象（文秋芳，2010：143-144）。中国日语学习者根据本国的社会及文化规则

进行交际，从语用知识的层面对语言习得产生了影响。

第二，敬语语法知识和语用知识均对敬语习得程度产生正向影响关系，但语用知识对敬语习得程度

的影响大于语法知识。敬语习得程度随着语法知识和语用知识习得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然而，从提升程

度来看，语法知识的影响力不如语用知识的影响力大。学习者在初级阶段就掌握了语法知识，这导致学

习者在初级、中级甚至高级语法的掌握程度上并没有明显差异。而语用知识之所以能够对敬语习得产生

的影响大于语法知识，可能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语用知识习得受到学习阶段的差异而产生变化。从

受试者所在大学的日语教学现状来看，敬语的基本词汇、句法基本都在初级阶段就教授完毕，初期的日

语教学基本主要倾向于敬语语法规则、语言形式的教授，语法优先，语用其次。毋育新（2003）也表明，

中国日语学习者在敬语习得过程中，更关注或是教学重点都被放置于其语法习得层面，从其语用习得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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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切入的教学关注较少。

第三，尊他语知识和自谦语知识均对敬语习得程度产生正向影响，但尊他语知识对敬语习得程度的

影响大于自谦语知识。尊他语用于描述对方或话题中提到的第三者的行为，通过抬高对方的动作来表达

尊敬，而自谦语则用于描述自己的行为，通过降低自身的身段来达到抬高对方的目的。从其应用的目的

来看，二者皆旨在表达对听话人或话题中第三者的尊敬，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尊他语知识对敬语习得程

度的影响大于自谦语知识。

5.2  敬语教学与习得的启示

上述三点分析从敬语语法知识和敬语语用知识的角度探讨了影响中国日语学习者敬语习得的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得到中国日语敬语教学及中国日语学习者敬语习得的以下两点启示。

首先，语法知识与语用知识的动态教学，应该在语法知识教学过程中融入社会文化背景等语用知识。

敬语教学过程中不仅应该重视语法项目的讲解，还应该同时结合日本的社会文化背景，将上下等级关系、

内外亲疏关系、场合郑重程度、事件恩惠程度等情景变量进行具体解释，讲解敬语的用法和功能，注重

语法知识与语用知识相结合的动态教学，语言形式的指导与语言功能的指导相结合。李锋（2013）提出，

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情境实例教学、误用案例分析等方法，来促进学习者对敬语语法规则的理解，增

强学习者的敬语意识并提高对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判断能力。

其次，应加强学习者敬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语用知识的习得。作为日语学习者，需要了

解敬语学习在日语习得过程中的重要性，重视日语敬语的使用在日本社会进行交际活动过程中的作用。

学习者不仅要在课堂上学习敬语的语法知识和语用知识，还要加强实践练习。当然，语言是在变化的，

在语言形式上，即使是日语母语者也常用不规范的敬语，需要注意辨别区分。鉴于语用知识对敬语习得

的影响程度更高，因此，对中级日语学习者来说，更应重视敬语语用知识的习得，注意考虑上下等级、

内外亲疏、场合等变量，明确敬语的使用条件，实现敬语的灵活熟练运用。

综上所述，在日语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教师应从敬语语法知识和语用知识的角度，对敬语的教学提

出具有针对性、可靠性、灵活性的指导，学习者也要加强练习，重新审视自身的敬语习得，尤其要注意

增强语用知识的习得。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敬语语法水平测试、敬语语用水平测试和日语敬语水平测试，探讨敬语中的语法知识和

语用知识对中国日语学习者敬语习得的影响。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手段，考察其因果关系。研究

发现：（1）敬语中的语法知识以其复杂多样性影响学习者的敬语习得，语用知识由于中国人与日本人

的认知差异、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敬语习得不充分；（2）敬语语法知识和语用知识均对敬语习得程度

产生正向影响，但语用知识对敬语习得程度的影响大于语法知识，其原因可能与学习者学习阶段及我国

大学日语教学现状相关；（3）尊他语知识和自谦语知识均对敬语习得程度产生正向影响，但尊他语知

识对敬语习得程度的影响大于自谦语知识，可能与敬语本身的使用目的有关。因此，提出敬语教学过程

中可以尝试语法知识与语用知识相结合的动态教学。在语法知识教学过程中进行文化背景知识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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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强学习者的综合敬语应用能力，特别注意敬语语用能力的提升。

今后可以对日语敬语语法知识和语用知识进行具体的层级划分，以扩大研究视角，进一步明确各因

素之间的内部相关性。同时扩大实验对象，探讨各阶段日语学习者的敬语习得过程，为中国日语学习者

的敬语习得提供更多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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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Grammatical and Pragmatic Knowledge on the 
Acquisition of Japanese Honorifics

Lin Xiaowen

Beijing Foreign Study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honorific grammar knowledge and pragmatic knowledge on 
learners' acquisition of Japanese honorifics through honorific grammar level and pragmatic level tests.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 that: (1) the acquisition of honorific grammar and 
pragmatic knowledge is insufficien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learning stag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apanese language teaching; (2) the knowledge of honorific grammar and pragmatic knowledge both 
positively affect the acquisition of honorifics, and the knowledge of pragmatic knowledge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acquisition of honorifics; (3) the knowledge of Respectful language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degree of honorifics acquisition than the knowledge of honorifics of Humble language.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honorific language can try the dynamic teaching of grammatical knowledge and pragmatic 
knowledge, and learners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practice an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acquisition of 
pragmatic knowledge.
Key words: Acquisition of Japanese honorifics; Influencing factors; Grammatical knowledge; Pragmatic 
knowl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