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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篇研究：回顾、反 思与展 望 

付慧敏 ，战 菊 

(吉林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语篇是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其特点是主要以超句组织为研究对象，并将语言形式和语 

言使用环境密切相连。语篇作为一个研究视域，近年来已成为汉语研究的主要课题。汉语语篇本体研究、 

大语篇研究和语篇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研究内容分散、研究方法趋同、理论创新不足等问 

题。汉语语篇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研究者应从汉语的实际情况和问题人手，加强语篇研究的针对性 

和系统性，丰富和拓展语篇研究的方法，逐步建立并完善汉语语篇研究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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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篇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文 

章学对文章章法的分析，真正现代语言学意义上 

的语篇研究始 于上世纪七√ 十年代 。一方 面， 

汉语语法研究 自身的发展将语言研究扩展到了 

语篇领域；另一方面，西方语篇分析理论的引介 

为语篇研究提供 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汉语语篇 

研究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汉语研究 

的重要课题，因而有必要对这三十年来语篇研究 

的情况进行回顾与反思。以往曾有一些学者对汉 

语语篇研究的情况进行过总结和分析，如郑贵友、 

聂仁发曾对汉语语篇研究的发展历程做出过比较 

详细的论述，但他们主要考察的是语篇研究的著 

作，较少涉及期刊论文的研究情况[1]4。_‘8[ ]4。- ；田 

然综述了语言学核心期刊上的语篇研究论文，但他 

研究覆盖的截止年限仅到 2004年，未能很好地反 

映近十几年来语篇研究 的新变化[3]5卜 。鉴于 

此，本研究聚焦 1987--2017这一 时间段 ，选 取 目 

前 CSSCI汉语语言学 1O种核心期刊①作为语料 

来源，对汉语语篇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问题取 

向和研究方法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分析语篇研究 

发展流变的原因和趋势，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 

参考和借鉴。 

一

、汉语语篇研究的主要视角 

语篇通常被定义为大于句子的、意义连贯的 

语言单位，有时也称为话语或篇章。一般认为， 

话语主要是 口语语篇，篇章主要是书面语语篇。 

但在汉语中也常出现用话语指书面语篇的情况。 

本研究用“语篇”来表示包括口语和书面语在内 

的所有话语和篇章研究的内容。因而我们分别 

以语篇、篇章和话语为关键词进行论文检索，经 

过主题相关度和排重检查后共获得论文 191篇。 

我们以这些论文为依据，将汉语语篇研究分成三 

个阶段，概括为四个研究路径：语篇本体研究、大 

语篇研究、语篇应用研究以及语篇理论引介与综 

述 。详见表 l： 

[收稿日期]2018—0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YY080)。 
[作者简介]付慧敏，女，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战菊，女，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① 2017—2018年CSSCI来源期刊索引的汉语语言学核心期刊共 13种，除去《古汉语研究》《方言》和《民族语文》等和我们研究内 

容不相符的 3种期刊，本研究选取了剩余 l0种期刊作为本研究考察的文献来源，具体包括《汉语学报》《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语言 

研究》《语文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科学》《当代语言学》《当代修辞学》和《语言文字应用》。文献的截取时间段为 1987年 1月一 
2017年 9月．由于《汉语学报》和《语言研究>分别创刊于 2004年和 2002年，因此这两种期刊上的论文检索均从创刊之 日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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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汉语语篇研究的主要视角(篇数l 

(一)语篇本体研 究 

汉语语篇本体研究是语法研究在语篇领域 

的深化和扩展，始于对汉语字、词、句在语篇中配 

置和功能的研究，后又不断扩展到比句子更大的 

语篇单位。根据篇章语法范畴的不同，又可分为 

两类：微观篇章语法研究和宏观篇章现象研究。 

这两类研究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互渗透，微观语 

法范畴在语篇中的分布和配置满足了语篇连贯 

的需要，从而为信 息流动、话题推 进组成更大 的 

语法单位乃至篇章提供了条件；反之对宏观语篇 

现象的分析又会涉及一些微观的句法结构，如回 

指 、从属关系和小句的结合等。 

微观篇章语法研究是汉语语篇研究中开始 

最早、最稳定和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与句法 

研究的关系也最为紧密，主要采用的是从句法问 

题入手的研究模式。在我们收集的论文中，超过 

三分之一的文章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且在本体 

研究中的比重逐年上升。这类研究主要关注词、 

词组、构式和句式在语篇中的配置和功能。其中 
一 类研究将句法研究的结构 范畴迁移到语篇 ，从 

篇章衔接 、语义功 能、话题标 记等视角分析某一 

结构的篇章功能，或其词汇化、语法化的功能演 

变。这类研究涉猎的语法范围广泛，从汉语的某个 

词类、指称成分、体标记和数名结构，到具体的连接 

词、语气词、元话语、构式和句式。另一类研究则在 

句法结构范畴的基础上扩展了语篇研究的对象和 

方法 ：如语篇构式的提出，超越了以往构式研究主 

要针对短语和句子层面的局 限，探讨 了语篇构式 

和句法特征之间的制约关系[4] [53。 船；括号元 

话语的篇章功能分析丰 富了以词汇元话语 为绝 

对主导的话语标记研究[6]2 让；图像介入语 篇后 

指示词功能变化的多模态研究则体现了新媒体 

语篇图像介入的新特点以及语言学方法的与时 

俱进 ] ‘ 。 

微观篇章语法研究发端于传统 的句法研究 ， 

尤其是当句法研究对许多结构问题的解释遇到 

瓶颈 ，句法学家越来越意识到句法与篇章之阿的 

密切关系，并试图在句法研究 中引入语篇的概念 

来解释在句 子层面解 释不 了或解 释得 不够全面 

的语法现象。例如，长期以来对汉语体标记了 ① 

的研究主要在句子内部处理，近年来了 被认为具 

有核心的篇章功能，而且这种篇章功能体现在篇 

章的各个层级。有学者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 

层面时间推进的角度对了 的篇章功能进行考察， 

弥补了我们 以往句法研究对这个语 法范畴认识 

的局限[8]3盯 。可见 ，微观篇章语法研究具有至 

少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句 

法和篇章之间是一个界限并不明晰的连续统。 

一 个语法范畴不仅在句内发挥作用，也在句外参 

与篇章建构。我们的很多语法研究可以到篇章 

中寻求解释；二是揭示了篇章中的功能和语用等 

因素对句法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以往语法研 

究将研究范围锁定在句子之内，忽略了这样一个 

语言事实：句子的形式可能受到句外因素的影 

响。汉语缺乏印欧语言精细的形态标记，因而更 

依赖句子成分的相对位置、句间指代、助词等手 

段表示句法结构和篇章关系。微观篇章语法研 

究突破 了句法研究的壁垒，将语法研究 引向了一 

个全新的领域。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类研究并 

未将篇章作为真正 的研 究对象 ，篇章不是焦点 ， 

只是语法研究的背景而已。相比之下，宏观语篇 

现象分析则将研究重点彻底转向了篇章。 

宏观语篇现象研究围绕语篇结构 、语篇 的衔 

接与连贯等语篇现象展开。语篇结构研究主要 

探讨语篇 的体裁 结构、层 级结构和组织模式 等， 

也包括对各种 口语语篇进行的会话结构分析。 

汉语语篇研 究中最具代 表性的语篇结构 研究是 

廖秋忠在 20世纪 80年代关于论证结构的开创性 

研究[9]8 。他首先根据篇章中各组成部分的 

结构关系和功能确定 了论证结构这一基本概念 ， 

继而从篇章的角度提出了论证结构作为识别论 

证体的形式标准。以往文体学对不同文体的分 

类大多从文章旨趣、文章写作进程等方面人手， 

① 在现代汉语时体助词“了”的研究中，主流观点认为有两个“了”：了1和了2。了 用于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了z用于旬束，肯 

定事态出现了或即将出现变化 ，具有成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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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严格的语言学上的形式标准。廖先生的研 

究第一次从语言学的视角 ，系统地解 释了汉语论 

证结构的形式标准，并将这一标准作为文体判定 

的依据。廖先生之后的语篇结构研究．分类更细 

化，主要从语体的角度研究了故事语篇、新闻语 

篇 、学术语篇 、课堂会话 、法庭话语等不 同语篇类 

型，研究的角度也更多样化。与文体相比，语体 

的形式和语义结构都相对更稳定，“语体的语义 

结构不是言语交际中的理性意义，而是为特定语 

体所集 中显示 的类 型意义。这种类型意义 一旦 

成型，就规约着特定语体的形式结构。~1018--14语 

体之间的差异是语义结构和形式结构共 同作用 

的结果。对语篇结构进行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的 

语体而进行。以往的研究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因 

而对语篇结构的认识不明晰，结论 的规律性较 

弱 ，近来的语篇结构研究弥补 了这个不足。 

除了语篇结构研究 ，宏观语篇现象研究的另 

一 个重要内容是有关篇章衔接和连贯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是汉语典型 

的话题与话题链的研究 ，二是 以西方衔接理论为 

框架的语篇衔接手段的研究。汉语的话题研究 

始于“话题——说明”这一基本 的句子结构关 系， 

本是句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话题具有很 

强的语段功能，往往将语义影响扩展到其后的多 

个小旬，因而，近年来，在篇章中研究话题、话题 

的推进和语篇话题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一个重要 

的研究思路，如探讨语篇性质与话题的关系，从 

语篇建构和回指的视角考察语篇话题，应用心理 

学的方法确定汉语隐性语篇话题，以及从语言信 

息处理的角 度界定广义话题结构 等。而对话题 

链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话题链的界定、分类和功 

能。在话题和话题链的研究中，篇章回指研究是 

研究较深入和成果较多的领域，主要从语法和修 

辞两个角度进行。语言学侧重探讨篇章回指使 

用和理解背后一套社会认同的一般原则和机制； 

修辞学侧重研究溯因推理产生的语境和修辞效 

果n1]。 。语法研究 主要从指称 和语 篇连 贯的 

角度解读回指结构的分布和功能，修辞研究则更 

注重探讨不同回指形式选用的适切性及其背后 

的动因。以衔接理论为基础的语篇连贯研究主 

要以韩礼德的语篇衔接，丹尼斯的主位推进等西 

方理论为框架，分析语篇的衔接手段和信息流动 

情况 。在语篇衔接手段的研究方面 ，一些研究者 

在词汇和语法等传统衔接手段的基础上进一步 

考察了汉语中韵律衔接、同构衔接，以及体态和 

声话 衔 接 手 段 在 不 同类 型 的语 篇 中 的运 

用[12]鲒 l[n]1 ，还有学者研究了衔接手段的评 

价意义[14]。 。这 些研究 的共 同特点是从汉语 

的实际出发 ，运用语篇 研究 的最新 理论成果 ，探 

索和挖掘汉语衔接和连贯研究新的突破点。 

其他语篇现象的研究还涉及从系统功能语 

言学角度进行的语篇元功能、语法隐喻研究，从 

认知语言学角度进行 的语篇信息结构 、前景化和 

后景化的研究，从修辞学角度进行的大量的篇章 

修辞和互文研究，以及从实验语音学和计算语言 

学角度进行的语篇韵律研究、语篇标注和生成研 

究。这些研究 从不 同的视 角 向我们展示 了语篇 

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和研究视域的复杂性，使我们 

对语篇的认识不再囿于狭义语法研究的范畴，而 

是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重新审视和理解语篇。 

(二)大语篇研 究 

大语篇研究强调语篇的社会维度，旨在从语 

篇分析中考察社会行为、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等 

非语言学因素，从而实现对语篇社会意义的解 

读。从本研究的语料来看，大语篇研究主要出现 

在本世纪，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近年来有所增 

长。这类研究将语篇视为社会活动，通过分析诸 

如法律语言、新闻语言、心理咨询话语等某一具 

体领域或类型的语篇，探讨语篇作为实现社会目 

的的系统对社会交际互动、社会身份建构和社会 

权力的影响。大语篇研究依托于语言学分析，但 

并不将语篇 自身的结构特征和意义规律作为研 

究的重点，而是更倾向于从语言自身的意义选择 

中管窥语篇本身的社会过程和社会意义，因而较 

多地运用到批评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和功能语 

言学等注重社会语境因素的研究方法。比如，通 

过研究广告语言中有关性别 的语言描述 ，考察广 

告语言性别形象和性别意识的建构功能[1 ] -1“； 

从立法语篇的文化语境出发，剖析其权力意志以 

及语言与权力的互动关系[16] 。；从报刊中“匪” 

类套语的使用，探讨新闻语篇中他者群体的污名 

化-l ]3 u；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解读法律语篇 

如何通过概念语义来调节竞争、冲突、顺应、合作 

和同化五种社会 过程等等[18]56 。大语篇研究 

超越了本体研究语言结构和形式的局限，将语篇 

研究置于更大的社会语境中来考量，凸显了语言 

作为社会意义系统的独特性，更好地揭示了语言 

的本质和语篇的功能。 

(三)语篇应 用研 究 

语篇应用研究主要考察对外 汉语教学过程 

中的语篇现象、语篇使用和语篇教学。这类研究 

始于 2O世纪 9O年代，本世纪以来研究数量有所 

增多，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关于语篇教 

学方法的探讨，二是对留学生语篇现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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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偏误分析 。语篇 教学方法 的研究 主要是 

借助篇章语言学的理论成果来探索行之有效的 

教学活动和教学方法，具体涉及连句成篇的方 

法、连接词的使用、语境对语篇教学的意义、语篇 

教学 内容的选择、知识 图式的应用 、语篇 层面的 

词汇教学等一系列语篇教学理论的探讨和教学 

实践的呈现。这类研究试图通过引入篇章语言 

学的理论观点来解决汉语教学 中的实际问题 ，如 

连接词的使用如何置于语篇层面来教授，如何从语 

篇教学中重新反恩词汇教学的方法等等。虽然这 

些教学研究受到篇章研究的启迪，但是从篇章研究 

的理论成果到语言教师的课堂实践往往还需要漫 

长的时间，这期间仍需大量的教学研究和实践。 

语篇现象的分析则主要集中在语篇指称、主 

位结构、连接词、整句一零句表达系统等篇章语 

言学研究重点关注的领域。具体分为两类，一类 

是对某个语篇现象使用和分布情况的调查。这 

类研究通常有针对性地收集 留学 生的书面语 或 

口语语料，然后进行某一类语法现象的分析，最 

后解释其语篇分布特点和影响因素。另一类是 

偏误分析，也是整个语篇应用研究 中最 常见 的一 

种研究类型，其基本模式是对留学生语篇中出现 

的偏误现象进行分析，找出偏误的原因，进而提 

出相应的教学策略。相关研究文献表明，本世纪 

以前的偏误研究主要是针对某一具体语法范畴 

的偏误研究 ，基本未将 留学 生的语言水平 、母语 

背景等因素纳入到研究设计 中，而进入本世纪 以 

来，对学生语言背景和语言级别的限定性研究开 

始增多，在偏误研究的分类描写越来越细致的同 

时出现了对整个语篇的偏误研究。此外，虽然共 

时静态偏误研究是汉语偏误研 究的基本模式 ，但 

对学生不同学习阶段进行的历时动态偏误研究 

的解释力更强 ，近年来对 习得过程的研究就是很 

好的例证 。 

(四)语篇理论 引介与综述 

在汉语语篇研 究 中，对语篇 理论 的引 介、评 

述一直是推动语篇研究发展 的重要环节 。2O世 

纪 9O年代初，一批学者最先向国内介绍了修辞结 

构理论、系统功能理论等重要语篇理论 。进 入新 

世纪 以来 ，又出现 了对向心理论 、话语分析 、语篇 

发生学、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等前沿理论 的引 

介，其中也不乏对不同理论之间借鉴和整合的探 

讨与思索。这些文 章的作者 中既有汉语语篇研 

究的先驱 ，也 有英语语篇研 究的知名学 者，他们 

对语篇理论 的引介和 阐释在很大程 度上影 响了 

后来语篇研究的视角和方向。早在 2O世纪 8O年 

代 ，陈平先生从话语 的角度对汉语零形 回指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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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使用条件进行了分析 ，开创 了汉语语篇指 

称研究的先河[】叼拍。q仡。近年来，他又撰文详细 

阐述话语分析在语义研究方面的成果，以及话语 

分析理论在解读汉语篇章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 

中的作用[20]卜9[。1]卜n。胡壮膦先生是首位将系 

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引进中国的学者，今天很多汉 

语语篇研究都借鉴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 

法[2。]1～。可见，语篇引介和综述研究是汉语语篇 

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拓宽了汉语研究的理 

论视角，而且使汉语语篇研究得以向更加多元化 

的方 向迈进。 

二、汉语语篇研究的方法演进 

随着汉语语篇研究视角的扩展和理论基础 

的转变，语篇研究的方法不断演进。鉴于语篇研 

究的方法和语篇研究的内容密切相关，下面将结 

合本研究相关文献，从语篇研究的几大路径分别 

加以论述 。 

在微观语法范畴的语篇分析 中，结构 主义描 

写方法占主导，实证方法有所增加。描写法典型 

的做法是在语料中找出某个语法范畴出现的语 

言片段，然后逐个分析并归纳这个语法范畴的使 

用条件和篇章功能。这种方法源于数十年汉语 

本体研究的传统，至今仍广泛应用于各个层面和 

类型的汉语研究中。这种归纳描写法可以对具 

体语法范畴进行详尽精细的描写，但是语料收集 

耗时较长 ，分析的主观随意性较大 。近年来这种 

研究方法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借助语料库、计 

算语言学和心理学实验 的实证研究方法 ，如基于 

语料库对连词在口语中互动性的调查[2 J3。 。 ， 

借助眼动实验对汉语母语者阅读理解第三人称 

回指语 形式差 异 的考察 等C。I]∞ 。。这些 新 的研 

究方法的运用，突破了以往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 

单一的局限，使研究的结论更加科学可信。 

在宏观语篇结构和语篇现象的分析中，现代 

篇章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广泛应用。现代语篇分 

析方法对汉语语篇研究的影响非 常显著 ，其 中以 

功能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理论为主。功能语言学 

注重对语篇实例的语法和功能分析，包括对多模 

态语篇的图文分析；话语分析理论则根据研究 目 

的的不同采取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认知语言学分 

析方法和社会文化分 析方法等。无论是功能语 

篇分析还是会话分析，定性分析的方法仍是主 

流。近年来汉语语篇分析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定量统计和计算的方法。研究者不再仅仅满足 

于定性的描写，而是期望从量化 的数据 中发现研 

究对象规律性 的特 征。如一些 学者依据命 题密 



度计算的原则，对语篇不同级别语义表征进行的 

量化分析就体 现了这种研 究趋势[2 ]日。 。定性 

和定量的研究具有一定 的互补性 ，有利于研究者 

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语篇问题。但总体来看，汉语 

本体语篇研究中定量研究的比例还非常小。此 

外 ，近年来在对语篇结构进行研究 的过程 中，有些 

学者发现西方现代篇章语言学理论和中国古代的 

文章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于是开始重新在文章学的 

论著中寻找篇章研究的新方法[26] I[。 ]1 ¨。 

在大语篇研究中，跨学科 的研究 方法得 以发 

展 。大语篇研究涉及语言材料之外 的交 际事件、 

社会语境、文化意识等综合性因素，因而广泛借 

鉴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视角， 

具有显著 的跨学科特 征。不 同于专 注语 篇结构 

特征和语言规律分析 的纯本体研究 ，这类研究对 

语篇分析和解释的视角不完全是语言学的，还有 

社会的、心理的或文化的。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现 

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交汇与融合。 

在语篇应用研究 中，量化的实证研究成为主 

流 。语篇应用研究主要有实证研 究和非实证研 

究。非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探讨语篇教学方法 

的文章中，包括教学操作实例、理论问题在教学 

中的应用等，这类研究约占整个应用研究的三分 

之一。实证性研究则集中在对留学生某类语篇 

现象使用情况的调查和偏误分析上。这类研究 

主要采用量化 的方法统计或对 比某类语篇 语法 

范畴的使用和偏误情况，少部分采用质化的方法 

进行归类分析。 

三、汉语语篇研究的发展特征 

现代汉语语篇研究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表明， 

语篇研究在结构、功能和社会三个维度上不断拓 

展 ，呈现出以下的发展特征 ： 

首先，语篇本体研究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上并行发展。微观 的句法 问题需要 在语篇 中寻 

找功能动因。以前的汉语研究是句本位的，不考 

虑语境因素，但是语言中的很多现象是跨越句子 

的，不仅很难在句子范围内解释清楚，而且也必 

须依赖语境和语言使用者的交互作用加以理解。 

因而从语篇 的角度研 究句法 ，弥补 了语法研究多 

年来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的局限。这也是微观篇 

章语法研究三十年来增长迅速、热度不减的主要 

原因。与此 同时，现代语言研究 内容和方法的扩 

展，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篇章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为 

汉语宏观语篇现象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 

角。语篇研究呈现 出理论模式多样化、研究 角度 

个性化的特点。例如对语 篇衔接 与连贯现象 的 

研究 ，就出现 了从 语篇建构 角度的结构研 究，从 

语篇理解角度的认知研究，从语用修辞角度的适 

切性研究等 不同研究模式 。这些研究从 不同视 

角考察同一语言现象 ，更有利于实现语言研究解 

释的充分性。此外，研究内容的扩展也引起了对 

语篇形式的重新界定，语篇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 

字语篇 ，也包括多模态等图文语篇。 

其次，语篇研究的跨学科性质 日益显著。现 

代汉语语 篇研究是在语法研究 的基 础上发展起 

来的，长期以来一直重视本体研究。但近年来， 

随着篇章语言学理论 的发展和研究视角的丰富， 

跨学科 的语篇分析不断涌现。语篇研究不再仅仅 

局限在对语言因素的描写、分析与解释上，而是结 

合更多诸如语境、心理、认知、文化和社会行为等语 

篇外因素进行考察。语篇研究正在试图打通微观 

实证的语言分析和宏观的社会分析两个环节，向多 

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范式迈进[2。]∞-， 。 

再次 ，语 篇研 究 的方 法更 加 多元 化。一 方 

面，跨学科研究视角的拓展带来 了研究 方法 的多 

样化。实证研究、语料库研究、心理实验研究等 

日益增多，与 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的语篇研究不断 

涌现，这既是语言研究 自身发展过程中研究方法 

不断突破的客观需求，也体现了现代学科和技术 

发展为语言研究带来 的新机 遇；另一 方面，研究 

者自身的方法论意识不断增强。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论文很少对研究方法做特殊说明，但从近 

十年的研究论文看，研究者越来越重视研究方法 

的选用和阐释 。 

最后 ，语篇 研究 的队伍 不断壮 大。近年来 ， 

越来越多的外语界研究者也加 入到 了汉语语篇 

研究的队伍中。从我们梳理的论文看，也有部分 

文章出自外语背景的研究者。他们通常对国外 

的语篇理论更为熟悉 ，因而他们的研究也为汉语 

语篇研究带了新的理念、新的视角和新的风格①。 

沈家煊[29] ” 曾经指出汉语研究需要汉语界和 

外语界加强沟通 与交流。现在我们看 到汉语 语 

篇研究领域正朝着 沈先 生预期 的方 向发展 。外 

语界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汉语的研究，也从另一个 

侧面反映对语言理论的探索最终还应回归到母 

语 的研究上才会更加深入。 

① 鉴于本研究主要从汉语研究的学科传统考察汉语语篇研究情况，语料范围限定在汉语语言学核心期刊。外语界的汉语语篇研 

究情况较为复杂，留待 日后撰文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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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语语篇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从句子到语篇，汉语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 

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很 

好的解决。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使语篇研 

究向更科学、更多元、更稳定的方向发展，是汉语 

研究者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提高汉语语篇本体研究的系统性 

语篇本体研究是语篇研究的主要领域，微观 

和宏观研究总量很大，但其研究的模式主要还停 

留在个案研究 ，缺乏系统 的比较。这些分散的个 

案研究如同星罗棋布的点，点与点之间联系较 

弱 ，还没有形成线或 面。在语篇微观 研究 中，我 

们对很多连接词或话语标记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描写和解释。但是这些词之间是什么关系?是 

否可以归入某一功能类别?如果可以，同一功能 

类别里，不同词的分布和使用情况是怎样 的?哪 

些语篇因素制约 了这 些词 的分布 和选 用?这些 

问题都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例如，很多研究描述 

了“副词”和“关联词”在语篇上的功能表现 ，也谈 

到了这些词类在历 时层面 的语法化 问题。事实 

上，语法化在历时层 面和共时层面 同时发生，突 

出表现在共时跨类之中。如果能将“副词”和“关 

联词”的篇章特征结合起来，可能会发现两者之 

间的连续统，但在 目前，这样的研究还不多见。 

汉语语法研究的传统向来重视穷尽式的描写，这 

种研究范式固然是语言分析的基础 ，但 是探寻不 

同个案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类型化的 

抽象，从而发现语言深层规律，才是语言研究最 

终的目标。对语篇而言，功能的动因是第一性 

的，现有 的研究多数只是找 到了某些语 法范畴的 

篇章功能，却没有反观这些篇章功能如何影响语 

法资源的选择。换句话说，我们只是描述了语法 

范畴的功能是什么，并没有弄清楚这些功能为什 

么会产生这样 的形式 。至于语篇宏 观层 面的研 

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对个别语篇现象的研究 

细致入微，但是由于同类型研究之间彼此参照不 

足，看似多角度 的不 同研究 ，并 未将问题 引 向深 

入，也没有更高层面的理论抽象，最后难免落人 

语言现象描写 的窠 臼。语篇 为语 言研 究提供 了 

广阔的视域和沃土，今后的研究应该在个案研究 

的基础上关注类型化、系统化的对 比研究，尤其 

需要对这些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和鉴别，以便发 

现其中的深层联系和机制。 

(二)进一步整合 汉语语篇研 究的方法 

科学的研究方 法是_二门学科 持续 良性发展 

的必要 因素。虽然受到跨学科研究方法 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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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篇研究的方法 日益多元化 ，研究者 的方法 

论意识有所提高，但语篇研究自身的性质仍造成 

了语言研究方法选择上的局限。无论是语篇本体 

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离不开对语篇结构、功能、 

语法特征的分析和描写，因此长期以来 语篇研究 

以定性描写为主。定性描写虽然在语言研究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主观性 

强、结果形式松散、归纳性弱等特点[3。] “ 。现 

代的语言研 究提倡人文科学方 法与 自然 科学方 

法的整合，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也体现为量化研究 

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从近年来汉 

语语篇研究的质化和量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研 

究成果看，这种混合法既有利于对语篇整体结 

构、语言现象分布情况的客观把握，又有利于对 

语言进行个性化和差异性的具体分析。但从目 

前汉语语篇研究的现状来看，质性研究仍占绝对 

主导。正如屈承熹先生所言，“汉语语篇研究，至 

今多属分析性的探讨，所获结论仅能当作‘假说’ 

来处理。要进一步证实这些‘假说’必须有大量 

语料的支持。”[3 ‘‘因而未来 的研究可 以增加 

对两种方法的综合运用，特别是重视借助大规模 

语料库的方法来佐证以往研究的结论抑或开辟 

新的研究领域。此外，恰当地选用实验的方法， 

从心理和认知的角度研究语篇，也是未来研究值 

得关注的一个方向。 

(三)加强 汉语语篇研 究的理论创新 

汉语语篇研究长期集 中在 对语篇现 象 的描 

写和分析上，理论创新相对匮乏。微观篇章语法 

研究主要沿用了句法研究的描写方法，而宏观语 

篇研究则是大量借鉴国外的篇章语言学理论。 

相 比之下 ，我们 自己的语 篇理论创新非 常有 限。 

除了陈平、廖秋忠、屈承熹等在上世纪开启的篇 

章语法和语篇结构的理论研究 ，以及近年来彭宣 

维在 系统 功能语 言学理论 框架 下 的理论 尝 

试 ]5 ，几十年的汉语语篇研究基本都是理论 

引证式的，即借用国外的某个理论，随之用汉语 

的实例来证 明和分析。如果汉 语实例有不 相符 

的地方 ，再进行局部的修改和调整 。这种理论研 

究的缺失阻碍 了语篇研究 的发展。理论 创新是 

学科发展的动力 ，汉语语篇研究需要从汉语 的实 

际情况和问题人手，找到一个适合汉语的研究框 

架，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和重复西方的理论。这要 

求研究者既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修养，又要开 

阔学术眼界，尤其是积极汲取跨学科的理论和思 

想C33]们 。。只有如此 ，汉语语篇研究才能做到真 

正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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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xt linguistics mainly examines linguistic units above sentence level and connects the form of language with its 

context of use．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paradigm ，Chinese text linguistics has gained momentum in recent years．A wide 

range of researches flourish，encompassing ontological text research，social dimensional text research and applied text 

research．However，limitations also arise in these studies including inconsistency of research contents，homogeneity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lack of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Future studies need to be conducted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itself，enhancing systematization and pertinence of research 

contents，diversify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gradually develop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for Chinese tex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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