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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类一词源于法文genre，原意为种类，语文中引申指各类文学作品体裁，如小说、散文、诗歌等。
巴赫金首先将该词扩大到非文学领域，用来指各种语篇形式，如促销话语、学术报告、法律文件等。
中国学者将其译为语类、文类、体裁等。
马丁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把语类定义为有一定结构、有特定的目标的社会活动，在一个特定的
文化内运作，并通过利用语言资源达到语类的交际目的。
语类以社会交际功能为指向，是人类社会活动模式和交际共同作用而形成的语言图式结构。
网络时评是一种新近崛起的语类，是网络传播媒介代表个人或机构，将其认为重要的某些新闻事实置
于网络平台上进行评析，并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的论说性新闻语类。
网络时评具有话语社团约定俗成的语类结构，作者通过在结构的各个部分策略性地利用语言资源实现
其交际目的。
关于网络时评研究的当前成果主要来自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者。
他们的关注焦点是网络时评的选题与编辑、传播与组织管理等。
目前我们似乎还不能找到从语言学角度开展的对网络时评语类的研究。
本论著选择这一空隙作为研究的焦点，通过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借鉴新闻学与
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来剖析网络时评语类，试图为填补这一研究空隙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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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类视角下的网络时评修辞潜势研究》通过针对网络时评这一新颖语类的交际目的，展开对其
语类结构和语义资源的分析，揭示其修辞潜势，从语言学的角度解析该语类迅速发展并产生较大影响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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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2 语类研究现状近三十年来，文体学、篇章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等领域的研究已从对语篇的语言平面
的表层描述转向对语篇的宏观结构和交际功能的深层解释，并试图从语篇的语类角度解析特定语篇所
具有的特定认知结构。
于是就出现了文体分析和语篇分析中的一个新课题：语类分析（genre analysis）。
在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帕尔特利奇认为研究语类有三种方法：（1）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
方法；（2）专门用途英语的研究方法；（3）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详见第二章）。
系统功能语言学从多层次的角度研究语类，包括文化、社会、情景、意义、词汇语法和音系等层次。
然而，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对语类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韩礼德没有专门研究过语类，但他在讨论话语方式时包括了修辞方式，如劝说、说教等与语类相似的
范畴。
韩礼德据此将语类归为话语方式的次类别，即一种语篇意义组织形式。
哈桑研究了主导语类变化的各种元素，提出了语类结构潜势理论，认为语类结构包括必要元素、可选
元素和重复元素。
必要元素及其顺序决定语类的类型，而可选元素和重复元素则表示同一语类内部语篇的不同。
语类结构由情景构型决定，而情景构型由语场、语旨和语式组成。
从这个角度讲，语类与语域在同一个层次上，或者说，语类结构反映语域在语篇内的模式。
马丁的观点则有所不同，他认为语类是体现意识形态（ideology）的，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他提出的是“意识形态一语类一语域一词汇语法”的模式，认为语类体现意识形态，而自身由语域体
现。
本研究认同马丁所发展的语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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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5年3月，我怀着欣喜的心情再次踏进了我曾经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的浙江大学之门，攻读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庞继贤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学者。
他治学严谨，知识渊博，可由于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从未企想过能在他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幸运的是，2004年5月，我参加了由浙江省教育厅组织的语言教学研究会，这一偶然的机会使我第一次
见到了庞继贤教授。
交谈中我发现庞教授为人平易亲切，工作一丝不苟，于是，我下定决心报考他的博士。
2004年夏天，我找来了考试用书及许多相关资料，开始复习迎考。
我经历了笔试、口试、加试等重重关口后，终于在2005年3月接到了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
如愿以偿。
今天回想这一段往事，我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更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位良师。
在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每一次聆听庞教授的教导，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及对学术前沿的深度把握令我由衷地叹服。
论著所探讨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网络时评的语类研究。
我在研究生时代主修的是英国文学专业，最早接触到语言学理论是在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经一年的进
修学习，我对语言学的历史及各流派的发展有了初步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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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语类视角下的网络时评修辞潜势研究》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发现文化语境对语篇建构的影响以及语类
对社会的反作用；有助于社会和媒体机构更明确地意识到网络时评语类的社会影响力，并对其产生与
发展予以适当的关注或调控；有助于提高语言学者对时评语类研究的重视以及新闻界对新闻作品中语
篇语义资源影响力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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