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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语篇分析面 面观

中山大学 黄 国文

提 要 从文献上看
,

语篇分析既没有公认 的 理论指 导
,

也没有套认 的 分析步骤和 分析方 法
。

我们 认为
,

系统功 能语法是一 种 比 其他理论更适合 于语篇 分析 的 理论
,

本文把 用 这 一 理论作指 导

的语篇分析称 为 “
功 能语篇分析

” ,

并从理论假设
、

语 言 的层 次
、

语 境
、

语 言使用 中的
“

选择
” 问 题

、

语

法在语篇分析 中的 重要性
、

语篇 分析 的 步骤等方 面 对功 能语篇 分析 的一 些 问题进行探讨
。

关键词 系统功 能语法
、

语篇 分析

引言

从文献上看
,

语篇分析既没有公认 的理

论基础
,

也没有公认的分析步骤 和分析方法

见黄 国文
, 、 ,

, ,

不同的语篇分析者往往

采用不 同的分析方法
,

也很难说哪一 几 种

方法 是
“

正 确 的
”

或
“

不 正 确 的
”

一

见
,

。

在

一书中介绍 了六种可用于语

篇分析的方法 言语行为理论
、

互动社会语言

学
、

交 际 文化学
、

语 用学
、

会话分析
、

变 异 分

析
,

并把它们用于语篇分析实践
。

本文讨论的是功能语篇分析

的一些 问题
,

理 论根 据是

的 系 统 功 能 语 法
。

正 如

所说
,

系统功 能学 者对语篇分

析的 兴 趣 已 有 长 久 的历 史
。

的 老

师
、

伦 敦学 派 的奠基人 早在

年就论及 语境和 语 言功能 问题
,

而

也就市场买卖中的交际场景进行了分

析
。 一 通过研究 主位一述位

一

和 新 旧 信 息

来研究语篇功能
。

我们在《语篇

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黄国文
, 一

中指出
,

建构系统功能语法的

目的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

这个

框架适合于 口 头语篇和书面语篇的分析
。

关

于这一点
,

是这样说 的
“

邓

, ,

”

多 年 的语篇 分析 实 践 告 诉 我们
,

的系统功能语法是一种 比其他理论

更适合于语篇分析的理论
,

它不但有严密 的

理论框架
,

而且可操作性强
,

实用性强
,

完全

可 以与 介绍 的那六种理论媲

美
。

我们把用 的系统功能语法作理

论指导的语篇分析称 为
“

功能语篇分析
”

参

见黄 国文
, 一 、

慕 清
,

另见
, 。

在
“

功 能 语 篇 分 析 纵 横 谈
”

黄 国 文
,

一文 中
,

我们对功能语篇分析的目标
、

范围
、

分析 等方 面 作 了初 步的 勾 画 和 讨论
。

下面的讨论将涉及功能语篇分析的其他一些

问题
。

理论假设

关 于语言
,

功 能语言 学 是 这样认 为 的

语言使用 是 由功能决定 的
,

语言的功

能是用于创造和表达意义
,

意义的表达受

到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

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个
“

符号
”

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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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

一 胡壮麟
,

胡壮麟
、

朱

永生
、

张德禄
,

关于语言的功能性
,

系统功能学者探索

的是人们怎样使用语言和语言怎样为使用服

务
。

指 出
, “

塔

一
”

根据 的这

一观点
,

语言是随着人们交际需要 的变化 而

变化的
,

语言的构成也是具有功能性的
,

形式

的存在是用于意义 的表达的
。

既然语言是为

交际服务的
,

对语言形式 的解释就不能不考

虑语言功能和语言形式的使用
。

在 看来
,

语言是一个意义 系统
。

他
,

范 指 出
, “

,

”

从 的这一

观点可以看出
,

语言被看作是一个意义 系统
,

在这个系统中同时存在的是用于体现意义的

形式
。

这就是说
,

语言首先是个意义 系统
,

而

形式在语言这个意义系统 中用来体现意义的

结构
。

语言的层次

系统功能学者认为
,

语言是个符号系统
。

语言共有 三个层 次
,

即语 义
、

词

汇一语 法
一 、

音 系厂字 系
。

如 图
,

所示

自 飞七 胜 翻 口
一

雌

军篡一、

八比

永。名 司盯 ,
,

龟

图 语言的三个层次

在上面这个 图 中
, 。 指 的是 人们通

用的名 词
,

而在 一栏 中用 的

是功能语言学 的专门术语
。

在 图表 中
,

、表

示体现关系 这就是说
, “

意 义
”

’’ 语 篇 语

义
”

由
“

措词
”

词语
、

结构 ’’词汇一语法
”

体

现
,

而
“

措词
”

词语
、

结构 ’’词 汇一语法
”

则

由
“

声音
”

或
“

字母
”

’’音系
”

或
“

字 系
”

体

现
。

语言 形 式是根据人们 的交 际需 要 构 成

的
。

例如
,

当我们想要传递信息时
,

在大多数

情况下会选择陈述句
,

而 当我们要 寻求信息

时
,

则会选择疑 问句 如果我们要寻求信息
,

而又只需听话人作 出肯定或否定 的答复
,

我

们 通 常 用 是 非 疑 问 句 如

而当我们需要 听话人 提供新 内容

时
,

则用 一 疑问句 如
。

又例

如
,

当我们要表达正式意义时
,

我们要使用表

示正式意义 的形式 而 当我们要表示 非正式

意义时
,

我们则用非正式形式
。

假设某人 到

图书馆借 书
,

管理员 找 到 书
,

递 给借 书人并

说
, “ , ,

时
,

借书人可 以从 图

的系统中选择一项来表达谢意

七
图 表达谢意的选项

选择
“ , ,

表达的是正式意义
,

说话者可能是一位年纪较大且受过正规教育

的读者
,

而选择
“ ”

表 达 的则 是 非 正 式 意

义
,

说话者可能与图书管理员较熟悉或 自己

受教育程度不高或有意与管理员拉近距离
。

根据 的观 点
,

语 言 主要

用来表达三种意义
,

一种是用语言来谈论我

们对世界 包 括 自然世界 和 内心世界 的经

历
、

看法和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
,

这种意义是

概念意义 一种是用来与别人交往
,

建立或保

持与别人的关系
,

影响别人的行为
,

表达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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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态度
,

改变别人 的态度
、

看法等
,

这是人

际意义 第三种是用来组织语句和话段
,

把单

个的情形
、

意念连接起来
,

这是语篇 意义 在

系统功能语言学 中
,

它们被称为三 大纯理 功

能
。

具体说来
,

这三个纯理功

能都 由不 同的成分 组成
,

例 如
,

在概念功 能

方 面
,

有 及 物 性

分析
,

作格 分析
、

语

态 分 析 在 人 际 功 能

方 面
,

有 语 气 分 析
、

情 态

分析
、

评价 分析 在语

篇功能 方面
,

则 有 主位 结

构
、

信 息 结 构
、

衔接 等组

成部分 参见胡壮麟
,

胡壮麟
、

朱永生
、

张德禄
, 。

语境

正如 等 所说的那样
,

语

篇总是出现在两种语境之 中
,

外 围的语境是

文化语境
,

这个语境涉及到的是抽象的
、

宏观

的内容
,

是 民族性 的
。

特定的言语社 团 的历

史
、

文化
、

风俗 习惯
、

思维模式
、

道德观念
、

价

值观念
、

伦理范式等构成 了这个社 团 的文化

语境
。

由于作为交际单位的语篇是在特定的

文化语境中起作用 的
,

所 以文化语境对于语

篇的意义表达和理解至关重要
。

每一个语篇

都是在特定 的文化语境 中产生表达 意义
,

所

以对它的意义的确定要依赖它的社会功能和

使用 目的
。

同一个语篇在不 同的文化
、

社会

背景中通 常都有 不 同的社会 意 义和 交 际效

果
。

因此
,

可以说
,

文化语境指的是语篇在特

定 的社会
、

文化中所能表达的所有的意义 包

括交际 目的
、

交际步骤
、

交际形式
、

交 际 内容

等等
。

有人认为
,

在特定文化 中
,

所有意义

的表达都可看作是文化语境的内容
。

文化语

境 由语篇体裁 来反映
,

而语篇体裁则

是通过
“

纲要式结构
”

和
“

体现样式
”

来 体现 的

见
, ,

黄国文
, 、 。

在文化语境 中
,

交际双方根据特定 的情

景进行交流
,

这种特定的交际情 景是在文化

语境 中产生 和起作用 的
,

它 比文化语境更 为

具体
,

是小于文化语境的
,

所 以功能学者把这

种情景称为情景语境
。

情 景 语 境 包 括 语 场
、

基 调
、

语 式 这 三 个 变 量 构 成 了
“

语域
” 。

语域描述的是语篇直接的情景因素

见
, ,

。

情景语境和 文化语境一样
,

都是位于语

言
、

语篇外的层次
。

根据 等人
一 的做法

,

可把文化语境
、

情景语境 和语

篇的关系用图 表示

图 文化语境
、

情景语境和语篇的关系

从 图 可 以看 出
,

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

都是大于语篇的
,

语篇 与它们不在 同一个层

次 从抽象的程度方面看
,

文化语境最抽象
,

语篇则是具体的
,

而情景语境则位 于两者之

间
。

语篇在情景语境 和 文化语境 中产 生 意

义
。

前面所讨论的纯理功能 以及语篇中各成

分之间的衔接关系都 出现在语篇内
。

语篇
、

情景语境
、

文化语境三者的关系是

体现与被体现 的关系
,

具体说来可 以用 图

表示 参见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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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语 言 层 次

文 化 语 境

了
清景 语 境

语 义 意 义 系 统

词 汇 一语法 措 词 系 统

、

音 系 字 系 声 音 书 写 系 统

图 语篇
、

情景语境和 文化语境三者的体现

与被体现的关系

语言与语境是互相依赖 的
,

特定的语言

形式创造 了特定 的语境
,

而特定 的语境要 求

特定的语言
。

例如
,

当我们在广播 中听 到诸

如
“

同志的一生是战斗 的一生
,

革命 的一

生
,

光辉的一生
”

这样 的语言时
,

我们就会想

到我国某位高级领导人与世长辞 了
,

这是语

言决定语境
。

但当我们听到某人 的父母去世

时
,

我们 只能说些
“

请节哀
”

之类 的话
,

而不能

随便与此人讲笑话
,

这是语境决定语言
。

当我们处于正式场合 语境 中
,

我们必

须使用正式的语言 而在非正式场合中
,

我们

则使用非正式语言
。

这是合适地使用语言的

问题
。

当然
,

违背这种常规的情况是有 的
,

但

这只是少数情况
,

而这些少数情况 又有 特别

的意义和含义
,

需要作特别的解释
。

在对一个语篇进行功能分析时
,

可 以采

取 自上而下 的步骤
,

也可采用 由下而上 的步

骤
,

如果采用 自上而下
,

则步骤如下

文化语境 语篇体裁 纲要 式结构
、

体现

样式

情景语境 语域分析 语场
、

基调
、

语式

各个部分在实际分析时都没有严格的先后之

分
。

语言使用中的“ 选择 ”

正如 所说的那样
,

如

果我们要考察某一语言形 式的使用情况 即

它的功能
,

我们 必 须 考 虑 到
“

选择
”

这个 问

题
。

例如
,

对
“

扣
”

这 个

疑问结构的功能考察
,

要看 它是用 于寻求信

息还是用于付诸行 动
。

用于寻求信息 时
,

它 的意 义 与 表 示 询 问
“

能

力
”

的
“ ”

相近
,

用于付诸行 动 时 它 的意 义 与 祈使 句
“

, ”

相近
。

如果要表示
“

寻求信

息
” ,

那就可 以在下列的小句 中做选择

沈 , ’

我们还可列举一些小句作为选择项
,

但这些

已足够说明语言形式 的使用是选择 的结果
。

如果我们要表达
“

付诸行 为
”

的意义
,

那可供

选择的小句也很多
,

”

在系统功能语 言学 的分析 中
,

上述两组例 子

构成了两个系统
,

如图 所示

语篇
、

语义 纯理功能 经验 及物性
、

作

格
、

语态
、

逻辑 相互依赖情况
、

逻辑一语义

关系
、

人际 语气
、

情态
、

评价
、

语篇 主位结

构
、

信息结构
、

衔接 照应
、

省略
、

替代
、

连接
、

词汇连接

语言使用 词汇一语法
、

音系 字系

值得注意的是
,

分析的步骤和括号 中的

寻 求 信 息 付 诸 行

图 两组例子构成的两个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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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使用者可 以根据交际的需要在系统 中选

择不 同的项 目
。

不过
,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

在

绝大 多数情况下
, “ ”

主要是用 于
“

付诸行 动
” ,

即要 求别人开 门
。

关于形式的选择
,

需要考虑的是文化语境
、

情

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
。

语言使用者在选择语 言形 式 时
,

有 时是

有意识的
,

有时则是无意识的
。

但无论讲话

人用 了哪种结构
,

用了哪些词
,

这本身就是选

择的结果
,

就有意义
。

例如
,

某人 因紧张而词

不达意
,

这本身就表 明此人 当时无法 自由地

驾驭语言
,

无法选择更合适 的表 达方式
。

作

为语篇分析者
,

我们要看的是为什么讲话人

在那个交际情景 中会使用某一特定的结构或

某些词汇 参见
, 。

在谈到选择时
,

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
,

那

就是可选择的范围
。

这个范围包括意义的选

择范围和形式的选择范围
。

当我们为了交际

需要做出选择时
,

这个选择是基于这一交际

的需要
。

例如
,

当你要表达
“

感谢
” ,

那就只能

在
“

感谢
”

意义这个范 围内选择
,

而不能选择

诸如
“

抱怨
”

或者
“

生气
”

这类意义
。

在形式 的

选择方面
,

也只能选择能够表达
“

感谢
”

意义

的形式 如有关词汇
。

你可 以在 下 面 组

中选择关键词
,

但通常不能在 组或 组 中

选择关键词
, , , ,

,

, , , ,

, , , , ,

, ,

笔
,

语言形式 的选择体现 了一定 的意 义
,

而

选择的结果将成为
“

语篇
”

的重要部分
。

语篇

本身反映了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 具体地说
,

在语篇中我们可 以看到语篇体裁和语域 包

括语场
、

语 旨
、

语式 的体现情况
。

语法在语篇分析中的重要性

有些人认为
,

由于语篇分析超越语法分

析
,

所 以语篇分析不需要语法分析
。

关 于语

法分 析 在 语 篇 分 析 中 的 重 要 性
,

在 他 的

,

刀 刀之
, 一 书 中讲到

“

‘

’ ,

,

⋯
,

,

,

,

,

,

‘ ’

一

,

乒 ⋯
” 。

花这 么

多篇幅来 引用 的原话
,

是 因为这段

话实在重要
。

关于这段话的背景 第一次谈

到 是 在 年
,

即
,

,

我们 黄 国文
, 一 曾作 了这

样的解释 回顾语言学发展的历史
,

我们便可

看 出 为 什 么 会 说 出 上 面 这 段 话
。

年 出版 了《句法结构 》

虽然这本书篇 幅不大
,

但却震动 了整个语言

学界
,

它的问世标志着一 门新 的语言理论 的

诞生
。

很快
,

很多从事语言研究 的人便跟着

走
,

同 时
,

的语 言学 思 想

开始在心理学界和哲学界引起 了重视
。

年
,

又 出版 了 句 法 理论 要

略 》
。

这一著作在世界 尤其是美 国 语言学

界引起了更大 的震动 它后来被看作是乔 氏
“

标准理论
”

的代表作
。

《句法理论要略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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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越来越多的人对 的句法理论感

兴趣
,

越来越多的人跟着 的句法理

论走
。

正 因为如此
,

把这一 时期 称

为
“

句法 时代
” 。

作 为系统功 能 主义 的创 始

人
,

这 一 期 间 在

上发 表了划 时代意 义 的《英语及

特性和主位 的注释 》
,

一
,

通过他的功能思想来呼吁人们重视语言使用

和语 篇 分 析 研 究
。

在 同 一 时 期
,

发表 了著名 的《格辩
,

认为语言分析

应该 考 虑 语 义 因 素 差 不 多 同 时
,

提 出了
“

交际能力
”

这一学说
,

接下来

是狂热的
“

交际语言教学
”

运动
。

由于诸多方

面的因素
,

从 年初期开始
,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相信
“

功能
” 、 “

交际
” 、 “

语义
” 、 “

语境
”

这

些东西
, “

语篇分析
”

和
“

语用 学
”

这些新兴学

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在

这一时期
,

有不少人认为语篇分析可 以代替

语言 语 法 分 析
。

年 代 中期
,

高瞻远瞩
,

看到 了语言学研究 和语篇

分析中存在的问题
,

明确指出
,

语篇分析不能

代替语法分析
,

没有语法分析的语篇分析根

本算不上是分析
。

关于意义和形式的关系问

题
,

还 明 确 指 出
“

⋯

叩一
,

卜
’

。 ”

由此可见
,

语篇

分析不能没有语法分析
,

在进行语篇分析时
,

我们必须给语法分析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

关于语篇分析不能没有语法分

析的论述在功能学界得到普遍认同
,

因此也

有很多学者在 系统功能 的框架研究 句法
,

即

功能句法分析 如
,

,

黄 国文
, 。

通过研究词

语和结构等 的使用
,

我们可 以探讨语法研究

是怎样成为意义研究 的组成部分 的
。

正如

所 说 的
,

对 于

来说
,

成 功 的语 法体 系应该 是把意

义和使用者当作 中心来考虑
,

并且从意义和

功能角度探讨语法问题
。

功能句法分析遵循 的是
“

形 式是意义 的

体现
”

这一功能思想 黄 国文
, ,

它

与传统的句法分析在本质上是完全不 同的
,

“

句法分析是为意义分析服务的
,

而不是无 目

的地为分析句法而分析句法
”

黄国文
,

。

步骤

我们在功能语篇分析 的实践 中体会到
,

对语篇进行分析通常有 以下五个步骤 观

察
,

说 明
,

描 述
,

解 释
,

评估
。

要进行语篇分析
,

分析者必须有一定 的

观察能力
,

并能断定某一语篇是否有被分析

的价值
。

从理论上说
,

每个语篇都可用来分

析
,

但在实践中
,

并不是每个语篇都符合分析

者的兴趣
、

研究 目的和范 围
。

成功 的语篇分

析者的必备条件之一是对语篇有一定的观察

力
。

时常有人 问我
,

语篇分析与语用学常常

用同一理论指导研究 同一种语言使用现象
,

这时
,

它们之间的区别究竟在 哪里 这是一

个不易回答 的 问题
,

需要很多篇 幅才能说清

楚
。

但有一点是可 以 肯定 的
,

语篇分析所分

析的主要是 现 实 生 活 中使用 过 的语 言 语

篇
,

而语用学学者则可以像语义学学者那样

拿编撰的例 子进行推理和分析
。

事实上
,

讲

语篇分析的书要全部用现实生活 中使用过的

语言材料是不经济甚 至困难 的
,

但还是应该

朝这方面努力
。

在谈到观察语言使用 的问题时
,

有必要

提到
,

许国璋 在讨论语言学研究时

曾说
, “

象呼吸一样
,

语言是我们生活 的一部

分
,

我们对它不 以 为奇
,

几乎无所感觉
,

就从

这毫不足奇 的行 为 中
,

语言学家整理 出结构

和层次
,

分面和分相规律
,

指导社会生活和科

学研究
。

从看 来 不具规律 的表象 中发 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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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

又把规律反 回去加以验证
,

本身即是一种

思想方法的训 练
,

也是一种现代文科教育 不

可或缺的训练
。 ”

虽然许国璋这段话是对语言

学研究而言的
,

但笔者认为用在语篇分析也

是合适 的
。

语篇分析者也应该在普通人看来

不足为奇的语料 中找到语言使用的规律
,

并

通过分析 找 出能为分析 目标 服 务 的科研方

法
。

在观察语篇过程中
,

语篇分析者要有
“

说

明
”

该语篇的能力
,

要弄 明 白该语

篇的意义
、

交际 目的和所带来的结果 后果
。

如果语篇分析者没有能力对某一语篇进行说

明性分析
,

那他就不可能做好语篇分析
。

要对语篇进行描述
,

必须有一定 的理论

指导
,

在一定的理论框架 中工作
。

如果做不

到这一点
,

那所做的分析就是随想式
、

个人经

验式的
,

既不系统
,

别人也无法按照同样的方

法再做一遍
,

因此也无法进行验证
。

在对某

一现象的描述过程 中
,

专家与普通人的区别

之一是前者能 自如地使用专门的术语和沿着

特定的步骤进行 系统 的描述
,

而后者却没有

能力这样做
。

语篇分 析所 涉及 的
“

观察
”

和
“

说明
” ,

几乎所有英语学生都可 以做到
,

但要

对某一语篇进行 系统地
、

在一定的理论框架

中进行描述
,

这恐怕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

指 出
,

对

语 篇 进 行 语 言 分 析 的 目 的 不 是
“

说 明
”

,

而是
“

解释
” 。

在我们看来
,

对一个语篇进行说明
,

目的是弄

清楚它的内容
,

看它表示什么 意义
,

而

对一个语篇进行解释
,

就是要弄清楚该语篇

是怎样 表示某一 些 意义而不是另外

的意义的 参见黄国文
, 。

认 为
,

语篇分析有两

个不同层次的 目标
。

较低的层次是弄明白语

篇本身所表达 的意义 通过语言分析来说明

语篇是怎样表达意义和为什么会表达那样的

意义
。

这种分析可揭示语篇 的多义性
、

歧义

性或隐喻性
。

这个层次的分析如果基于一定

的语法体系
,

那应该是不难达到 目标 的
。

比

这个 目标更高的层次是对语篇进行评估 通

过语言
、

语篇分析可 以说出为什么某一语篇

达到 或役有达到 它 的 目的 也可 以说在哪

些方面这个语篇是成功 的
,

在哪些方面是失

败的或不是很成 功 的
。

这 个 目标不 容 易达

到
,

它不但需要对语篇本身的分析
,

而且还要

考虑到语篇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
,

同时还

要探讨语篇与语境之间的各种关系
。

结语

本文从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假设
、

语言的

层次
、

语境
、

语言使用 中的
“

选择
”

问题
、

语法

分析在语篇分析 中的重要性
、

语篇分析的步

骤等方面对笔者的《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

黄国文
,

和
“

功 能 语篇 分析 纵横谈
”

黄国文
,

进行补充
、

扩展
,

同时也讨论

了原先没有涉及的其他一些问题
。

作为语篇分析 的理论指导
,

系统功能语

言学是否可以与 提到的那六

种理论媲美
,

这有待于更多的语篇分析者去

应用
,

并在实践 中加 以 比较
,

得 出 自己 的结

论
。

但有一点是可 以 肯定 的
,

以系统功能语

言学作为理论指导的功能语篇分析的发展前

景是令人振奋的
。

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语篇

分析者和我们一起在功能语篇分析这个领域

中耕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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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页 部分用 了个从句而不是并列

分句
,

是 因为它在意义上 的重要性不如前半

部分
。

小结

从上面的分析可 以看 出
,

我们 的英语本

科教学 中
,

在词汇语义
、

语法结构和语篇结构

等方面都存在不少 问题
,

巫待我们在课程设

置
、

教材编写 和课堂教学等各个环节 中进一

步探讨
,

并寻求对策
。

如前所示
,

目前最紧迫

的是把当代语言学
,

尤其是英汉对 比研究 领

域里 的许多最新成果
,

引人我们 的英语教学

中
。

笔者希望
,

这些 问题能 引起我 国外语教

学界更多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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