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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系统梳理国内外话语标记研究概况的基础上，结合汉语的情况，对现有话语标记理论进行
了整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该理论。
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根据话语标记对口语交际信道的依赖性、意义的程序性、
功能的元语用性以及句法的可分离性等特征，对话语标记进行了重新界定；从口语交际的特点（动态
性、互动性和随意性）和目标出发，明确话语标记的存在动因和形成条件。
我们认为，口语交际的特点和交际所要达到的目标之间的矛盾是话语标记产生的直接动因，在互动性
口语交际中的广泛使用为话语标记的语法化提供了频率条件；《汉语话语标记研究》将语言的元语用
意识理论同韩礼德关于语言的功能理论有机结合，全面阐述了话语标记的元语用功能——语篇组织功
能、语境顺应功能和人际互动功能，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话语标记理论在互动性言语交际活动中对言语
的建构和理解等方面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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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丽艳，女，1972年出生，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方向
为语用学、话语标记。
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副教授。
发表有关语用学和话语标记研究的论文若干。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话语标记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话语标记研究概述
　第一节 国外话语标记研究概况
　第二节 国内话语标记研究概况
　第三节 本项研究的意义、目标及主要内容
　第四节 本项研究的理论依据
　第五节 语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 话语标记的界定
　第一节 话语标记的特征
　第二节 话语标记与其他功能词类的区分
　第三节 话语标记的分类
第三章 话语标记的存在动因和形成机制
　第一节 话语标记的存在动因
　第二节 话语标记的形成机制
第四章 话语标记的功能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语篇组织功能
　第三节 语境顺应功能
　第四节 人际互动功能
第五章 作为话语标记的“这个”和“那个”
　第一节 以往研究回顾
　第二节 “这个”和“那个”的语用地位
　第三节 语料来源和分析方法
　第四节 “这个”和“那个”的位置与功能
　第五节 “这个”和“那个”的出现频率特征及影响因素
第六章 作为北方方言话语标记的“不是”
　第一节 语用地位
　第二节 语料来源和分析方法
　第三节 “不是”的使用模式与功能
　第四节 “不是”的出现频率特征及影响因素
第七章 话语标记“你知道”
　第一节 以往研究回顾
　第二节 语用地位
　第三节 位置与使用模式
　第四节 语用功能
　第五节 “你知道”三种模式在口语交际中出现的语境差异及原因
第八章 话语标记“我跟你说/讲
　第一节 虚化轨迹
　第二节 语用功能
　第三节 语篇衔接特征
第九章 汉、韩话语标记的对比研究
　第一节 汉、韩话语标记的词汇来源对比
　第二节 汉、韩话语标记的功能对比
　第三节 汉、韩话语标记的语音、形态变化对比
　第四节 结语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话语标记研究>>

第十章 跨文化交际中话语标记的习行与误用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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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就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最为关联的信息上。
根据该假设，说话人一般会最大程度地提供话语信息，以便让对方在理解时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为
此说话人会利用各种语言机制来制约听话人对话语关联性的寻找。
话语标记就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使用的重要语言机制之一。
　　连贯理论与关联理论在解释话语标记功能时所表现出来的最大差异就是，前者认为话语标记制约
的是关系命题，它通过衔接关系表示一种语义上的联系，其意义是表征性的；后者则是从更高的交际
认知的层面来理解话语标记，认为话语标记是程序意义编码，而不是形成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关系，它
将听话人引入处理该话语所需的语境之中，并根据该语境得出话语结构。
　　上述两派的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但又都有所局限。
连贯派是把话语看成类似于句子的抽象客体，是由语言构成的结构单位，认为话语标记所连接的一定
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被编码的语言单位。
这一观点无法区分&ldquo;so&rdquo;的话语间用法和话语开头用法。
根据连贯派的观点，只有用于话语单位间的&ldquo;so&rdquo;才算是话语标记。
但是用于首话轮开端的&ldquo;so&rdquo;，其功能、意义等并没有随位置的变化而有任何改变，连贯
派对此无法作出解释。
关联派从更高的交际认知层面来理解话语标记，解决了上述问题，认为话语标记连接的不应限于语言
单位，那些未被编码的与交际理解相关的主、客观语境也应在连接的范围之内。
但关联派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它过多地强调话语标记在语用推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忽视了它们对
语篇的建构和组织等方面的作用。
　　我们把话语标记放到整个口语交际过程中来考察，从交际主体的认知能动性这一视角把话语标记
看做交际主体对话语选择和理解进行指导和调控的一种手段。
我们认为话语标记的功能具有鲜明的元语用性特征，认为，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作出选择
的过程，语言使用者在作出语言选择之前，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语境和交际目的的需要，从不同角
度多方面地考虑选择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形式才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并对它们作出相应的协
商和调整，最后作出适当的语言选择。
这整个过程都是在大脑中作出的，属于意识范畴，又由于它发生在作出语言选择之前。
　　&hellip;&hellip;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话语标记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