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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比语料库的中外学术论文引言的语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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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年来，学术语类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学界的特别关注，研究内容广泛，成果颇丰，但针对学术论文引言 的 语 类

研究却相对缺乏。文章基于自建的大型中外中英文学术论文引言可比语料库，利用语料库的大文本、多功能、语 料 选

择严谨以及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优势来实现对引言文本的多层对比研究。结果发现 : 国内外大多数引言均采用 Swale

的 CAＲS 模型 ; 但在具体运用方面，相对于与国际论文引言，中国论文引言中的“中国式”论文写作风格依然凸显，存在

规约性较弱、语步逆序性较为显著、语类 特 点 不 够 突 出 等 特 点。研 究 结 果 表 明 加 强 中 国 作 者 论 文 引 言 写 作 的 语 类 意

识、明确各语步的功能、进而习得引言写作技能是提高引言质量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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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search regarding academic genre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linguistics at home and abroad，ranging

from varieties of perspectives，but there is still a shortage of research with respect to the introduction part of research articles

(ＲA) ． This paper made a multi-leve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ＲA introductions by employing the

strengths of corpora in large texts，multiple functions and rigorous selection of texts，based on our self-compiled large-scale

comparable corpus - Chinese-English Comparable Introduction Corpus (CECIC) ． Data from the corpus showed that most ＲA

introductions at home or abroad took Swale＇s CAＲS Model，but some Chinese ＲA Introductions still bear a prominent“Chinese

Style”，which lacks the typical generic traits of ＲA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raise Chinese ＲA writers

＇ rhetorical awareness and clarify the functions of each move and step of the introductions． The current research chose ＲA intro-

ductions，which is a weak point in academic research，as the focus to contribute to international genre analysis，and to the aca-

demic diversity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relat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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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类分析与学术论文引言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语类( genre，亦译为“体 裁”) 曾 经 一 直 属 于 文 学 研

究的范畴，但自 从 Bakhtin(1986:60-102) 将 语 类 概 念 引

入非文学 领 域 以 来，语 类 的 研 究 范 围 得 到 了 极 大 的 拓

展，目前已被用来指所有的语篇类 型。同 一 语 类 的 语 篇

在研究目的、语 篇 结 构、文 体 风 格 和 目 的 读 者 方 面 都 呈

现出类似的模式(Swales 1990:58)。

与应用语篇分 析 的 其 它 三 个 层 面 ( 语 域 分 析、语 法

修辞分析和交互分析模式) 仍停留在对语言进行表层描

写相比，语类分析层面则超越了对语篇语 言 特 征 的 简 单

描述，力求解释 语 篇 建 构 的 理 据，探 讨 语 篇 结 构 背 后 的

社会文化因素和心理认知因素，从而揭示 实 现 交 际 目 的

特殊方式和语篇建构的规范性。因 此，语 类 分 析 具 有 了

解释性的特点，将 语 言 学、社 会 学 和 心 理 学 研 究 方 法 紧

密结合在 一 起 (Bhatia 1993: 5-22)。当 然，文 体 的 分 类

是必要的，也 是 相 对 的。也 就 是 说，各 种 文 体 之 间 没 有

不可逾越的鸿沟( 王晓军 2008: 32)。

学术论文是 受 专 业 学 科 语 篇 社 团 所 制 约 的 专 业 语

类，论文作者既 需 向 读 者 客 观 地 传 达 研 究 结 果，又 需 表

明自己的立 场，与 读 者 取 得 情 感 上 的 认 同 ( 高 霞 2015:

30)。对于学术工 作 者 而 言，阅 读 学 术 论 文 有 助 于 了 解

相关领域内的研究历史和最新的研究动 态，而 相 对 快 捷

有效的信 息 获 取 方 式 就 是 阅 读 引 言。论 文 引 言 ( Ｒe-
search Article Introductions，简称 ＲAIs) 位 于 论 文 正 文 的

开头，起着引领读者了解论文后续部分的 详 尽 信 息 并 提

供解读视角的作用(Weissbery ＆ Burker 1990: 20) ，相当

于全文脉络的“路线图”，已被确认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集

聚说 服 /推 广 力 的 论 文 组 成 部 分 ( Loi 2010: 267-279;

Swales 2004: 226;Samraj 2008: 55-67) ，具有阐明研究目

的、综述当前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不足并 且 提 出 解 决 方

案以及相关的 评 估 标 准 等 功 能。但 引 言 也 被 认 为 是 一

篇论文最难写的部分，作者必须采用规范 的 撰 写 方 法 和

组织形式来阐述论文的主题，同时必须在 有 限 的 篇 幅 里

涉及大量研究信息，反映本研究目前在该 领 域 的 研 究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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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引言 语 类 的 研 究 影 响 最 大 的 是 Swales(1990:

137-166) 采 用 其 语 步—步 骤 (move-step) 分 析 法 建 立 并

逐步完善的 CAＲS(Create a Ｒesearch Space: 创建研究空

间) 的 语 篇 研 究 模 式 ( Prototypical Model) ，该 模 型 是

Swales 在其代表作 Genre Analysis (《语 类 分 析》) 一 书 中

首次提出的。CAＲS 模 型 从 三 个 语 步、11 个 步 骤 ( 每 个

语步包含数个步骤，每个语步都是通过具 体 的 步 骤 而 实

现) 解析了学术论文前言部分的交际过程，即语步 1: 确

立研究领域;语 步 2: 确 立 合 适 的 研 究 地 位;语 步 3: 占

据研究地位，这是 Swales 基于其建立的 110 篇 学 术 论 文

引言语料库的研究成果。CAＲS 模型中的三个语步通过

不同的功 能 划 分，环 环 紧 扣，构 成 了 相 互 衔 接、相 互 承

启、相互支持的 一 个 整 体，借 助 于 言 简 意 赅 的 语 言 和 清

楚严密的修辞结 构 达 成 了 作 者 劝 说 和 推 广 自 己 学 术 成

果的目 的。Swales 尤 其 强 调 论 文 引 言 的 推 广 作 用，指

出:论文引言推崇研究的原创性，论 文 竞 争 趋 于 激 烈，而

引言对学术的推广性和助推作用更加凸显”。

此后围绕该分析模式的引言研 究 层 出 不 穷，国 内 外

众多学者们通过 自 己 的 研 究 从 不 同 的 角 度 实 践 或 验 证

CAＲS 模型的 真 实 性。Ahmad(2012) 对 60 篇 伊 斯 兰 论

文引言的修辞结构特点进行了分析，发现 其 中 严 格 遵 循

CAＲS 模型的引言数量很少;Samraj(2008:55-67) 在美国

对三个学科(biology，philosophy 和 linguistics) 的 硕 士 论

文引言进行了 对 比 性 话 语 分 析。根 据 研 究 实 践，Swales
(2004:232) 后 来 又 将 CAＲS 模 型 中 的 第 三 语 步 调 整 为

“呈现当前的研究”，并将三个语步中的步骤进行了从内

容到顺序的调整，改进后的 CAＲS 模型在引言必备的 几

个步骤之下，增加了一些必须的和可选的 实 现 各 步 骤 的

具体小步，更加完善了学术论文引言的语 类 结 构 分 析 模

式。

近年来国内有关引言的语类研 究 也 呈 上 升 趋 势，研

究内容涉及广泛，主要两个方面: 1) 从不同的学科进行

研究，譬如，徐有志 等 (2007: 47-51) 依 据 Swales 提 出 的

CAＲS“三语步”语 篇 分 析 模 式，对 我 国 北 方 六 所 大 学 英

语专业硕士学位 论 文 引 言 部 分 的 写 作 情 况 进 行 了 调 查

分析;蒋婷、徐娟(2013:203-208) 采 用 语 料 库 方 法，选 取

30 篇中外法律权威 学 术 论 文，探 讨 了 语 类 分 析 的 框 架，

对英汉法律类学 术 论 文 引 言 的 语 类 特 征 进 行 了 描 述 性

对比分析，并 探 讨 差 异 背 后 的 社 会 文 化 原 因 等。2) 从

不同的视角 对 引 言 语 类 的 研 究。譬 如，何 建 敏、于 建 平

(2006:104-108) 基 于 系 统 功 能 语 法 有 关 经 验 功 能 的 理

论，借助语料库 语 言 学 的 研 究 方 法，研 究 英 语 学 术 论 文

引言部分实现经验功能的途径，通过对实 际 语 篇 的 量 化

分析，归纳、总结 和 描 述 了 学 术 论 文 引 言 部 分 的 语 域 特

征。

与国外相比，国内有关学术论文引言的语类研究依

然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重理论轻实践，实证 性 研 究 比 例 偏 低，且 样 本

量偏小。有 些 研 究 只 注 重 理 论 评 述，缺 乏 实 际 步 骤 分

析，应用研究力度不够深入。近几年 国 内 实 证 性 研 究 虽

有上升趋势，但非实证性研究仍居垄断地位。

其次，对论文引言的研究多局限 于 某 一 学 科 或 领 域

的( 中英) 语际对比，缺少进行语内对比研究或者跨学科

的实证对比研究。

迄今为止，从 语 类 分 析 的 视 角，把 引 言 作 为 一 个 独

立的语类，用大样本的实证性语料库方法 综 合 研 究 引 言

语类特征的研究依然为数甚少。

因此，有 关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下 的 论 文 引 言 的 对 比 研

究，由可比的或等价的语料构成的较大型 可 比 语 料 库 的

创建并在此基础 上 开 展 对 引 言 语 类 的 相 关 研 究 显 得 尤

为必要。

2． 研究思路与框架

研究采用 了 Swales(1990:141，2004:232) 的 关 于 引

言语类分析的 CAＲS 语步模型。

在分析具体的语篇时，研究人员 通 常 以 语 步 和 步 骤

作为语篇分析的出发点。

语步这一概 念 可 被 表 述 为 由 一 组 表 现 同 一 意 旨 取

向的语言特征 组 成 的，表 达 一 定 交 际 功 能 的 语 篇 片 断。

在语类分析中，每 一 语 步 都 从 语 篇 功 能 和 语 境 出 发，通

过语篇中的语 言 线 索 来 辨 认 和 确 定。如 果 一 组 句 子 传

达同一 类 交 际 信 息，那 么 他 们 就 被 认 定 为 同 一 语 步

(Swales 1990: 58)。

Swales ＆ Feak(2010:167-180) 认 为，语 步 是 一 组 完

成特殊任务的文字，是一个功能性 而 不 是 语 法 概 念。语

步的长度不同，可 以 是 一 个 短 语 或 句 子，也 可 以 是 一 个

段落。

一个语步 可 以 由 一 个 或 多 个 步 骤 组 成。步 骤 也 是

一个语义单位，由 句 子 的 一 部 分、一 个 句 子 或 多 个 句 子

来表达。
2． 1 引言语类的修辞结构

Swales(2004: 232) 的 CAＲS 原型模式由三大语步组

成，这三个语 步 又 各 自 包 含 一 个 或 多 个 步 骤。CAＲS 模

型体现了人们可 以 在 不 破 坏 语 类 基 本 结 构 或 者 语 类 原

型(prototype) 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即作者可以

在这三个语步的 框 架 下 根 据 交 际 目 的 和 交 际 对 象 的 不

同来选择不同 步 骤 的 组 合 而 传 递 个 人 意 图。在 这 个 模

式中，语篇按照 以 下 三 个 相 互 关 联 的 语 步 构 成，每 一 语

步由几个可供选择的步骤来实现。

2． 1． 1 Swales 的 CAＲS 引言模型

尽管许多学者 都 对 Swales 的 语 步 界 定 提 出 修 订 意

见和建议，但是，语 步 分 析 的 方 法 依 然 是 目 前 用 来 分 析

学术语篇最广 泛 的 手 段 之 一，同 时，这 种 语 步 分 析 的 方

法也被广泛用来 研 究 学 术 语 篇 尤 其 是 论 文 摘 要 和 引 言

及结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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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引言三语步含义及标记 ( Swales 2004 : 232 )

MOVE
Typical Labels ( 典 型 标

记)
STEP( s) ( 步骤)

MOVE 1
( 语步一)

Establishing a Territory
( 确立研究领域)

Topic generalizations in increasing specifici-
ty ( 从一般到具体概括中心议题)

MOVE 2
( 语步二)

Establishing a Niche
( 确立研究地位)

Step 1A Indicating a gap or ( 指 出 前 人 研

究的不足)

Step 1B Adding to what is known ( 介 绍 目

前已取得的成果)

Step 2 Presenting positive justification ( 提

供确定的证明)

MOVE 3
( 语步三)

Presenting the Present
Work ( 介绍本研究)

Step 1 Announcing present research descrip-
tively and / or purposively ( 介 绍 研 究 内 容

或目的)

Step 2 Presenting ＲQs or hypotheses ( 提出

问题或假设)

Step 3 Definitional clarification ( 界 定 概

念)

Step 4 Summarizing methods ( 归纳方法)

2． 1． 2 研究的引言标注模型

根据阅读大量学术论文的经验，又 经 过 正 式 标 注 前

对引言文本的 实 验 性 标 注，我 们 发 现，大 量 的 引 言 文 本

并非都完全按照 CAＲS 模式构成。1) 在语步顺序方面，

有的文本并非按照语步一、语步二和语步 三 的 标 准 顺 序

排列，语步一的 内 容 有 时 出 现 在 语 步 二 或 语 步 三 之 后，

相反，语步三有 时 又 会 在 语 步 一 或 语 步 二 之 前 呈 现;2)

在语步内容方 面，三 个 语 步 的 内 容 并 非 界 限 分 明，有 的

引言文本三 个 语 步 内 容 相 互 交 错;3) 在 语 步 的 完 整 性

方面，有的文本三个语步俱全，有的 侧 重 于 某 个 语 步，而

其它语步内容较少或不曾涉及，也有的文 本 在 语 步 一 之

前会出现与引言 文 本 似 不 相 关 又 相 关 的 名 人 名 言 之 类

的内容作为卷首语( 引言可选开头语)。此外，每个语步

下的步骤呈现 出 更 为 复 杂 的 特 点。鉴 于 中 外 学 术 论 文

引 言 的 不 同 特 点，我 们 先 经 过 反 复 试 验 和 讨 论，在

Swales 有关引言的“3 个 语 步，11 个 步 骤”CAＲS 模 型 基

础上进行了适用于中外学术论文引言的 补 充 和 完 善，然

后才对所有文 本 进 行 标 注。继 而 根 据 提 取 的 标 注 数 据

对引言文本的 语 步 分 布 状 况 进 行 分 析。我 们 将 引 言 修

辞语步结构调 整 如 下 ( 步 骤 也 据 此 进 行 了 相 应 的 调 整，

由 于 涉 及 步 骤 太 多，表 格 中 不 再 呈 现，仅 在 讨 论 中 陈

述) :

表 2． 引言语步含义及标记

语步 Typical Labels ( 典型标记)

语步一 Establishing a Territory( 确立研究领域)

语步二 Establishing a Niche( 确立研究地位)

语步三 Presenting the Present Work( 介绍本研究)

后置语步 Postposition Move ( 后置语步)

前置语步 Preposition Move ( 前置语步)

引言可选开头语
Attracting the Ｒeadership Optional Opening( 可 选 开

头语)

其它 Other

2． 2 语料库简介

本研究通过 自 主 研 制 的 汉 英 双 语 学 术 论 文 引 言 可

比语料库(CECIC) 中的引言语料，充分利用语料库的大

文本、多功能、语 料 选 择 严 谨 以 及 定 量 和 定 性 研 究 相 结

合的优势来实现 中 外 汉 英 期 刊 学 术 论 文 引 言 的 多 层 对

比研究，探讨汉英学术论文引言文本的语类结构特征。

可比语料库也称类比语料库，多用于语言对比。可

比语料库扩展了研究问题的范围，并且可 以 避 免 平 行 语

料库中带有原文烙印的“翻译腔( translationese)”的影响

( 王克非 2004:7;牛桂玲 2013:113)。

语料库旨在 能 够 代 表 当 代 汉 英 学 术 论 文 引 言 的 总

体，按照一定的 取 样 规 则，收 录 十 一 个 学 科 的 中 外 中 英

文论文引言共计 2068 篇。主 要 目 的 是 研 究 中 英 文 引 言

在多个层面的 语 类 特 点，突 破 了 以 往 只 研 究 期 刊 论 文、

或者只研究学位论文等的研究模式。

语料库的取样采 用 的 是 系 统 取 样 法 ( 刘 瑞 清 2016:

435) ，即先将总体 系 统 地 分 成 若 干 组，然 后 依 据 一 定 的

抽样距离，从母体中抽取样本。语料 库 由 中 国 学 术 论 文

引言汉英双语语 料 库 和 国 际 学 术 论 文 引 言 语 料 库 汉 英

双语语料库两个子库构成，每个子库又分 硕 士 论 文 引 言

和期 刊 论 文 引 言 两 个 部 分。中 文 期 刊 的 选 择 标 准 为

2008 年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较有影响的期刊;

国际期刊则选自 ISI 系统被 SCI、EI 和 SSCI 检索的学 术

期刊。中国中文期刊 论 文 中 文 引 言 库 (CJ) 和 国 际 期 刊

论文英文引言库(EJ) 各包含 11 个学科( 应用科学，生物

科学，传 播 与 艺 术，地 球 与 环 境 科 学，教 育 学，卫 生 与 健

康科学，哲学、宗教学与神学，心 理 学，自 然 科 学，社 会 科

学，语言学与文学) 的期刊论文引言语料，每学科各有 54

篇，共计 1188 篇期刊论 文 引 言 语 料;在 880 篇 硕 士 论 文

引言部分，中国学生硕士论文引言(CD) 选自“985”院校

的重点学科硕 士 论 文，国 际 学 生 论 文 引 言 ( ED) 则 选 自

国际排名在前 200 名的院校，基 本 确 保 了 语 料 库 的 平 衡

性;四个子语料库中中英硕士论文之间和 中 英 期 刊 论 文

之间所对应的学科门类引言文本内容接 近，也 保 证 了 语

际、语内语 料 之 间 的 可 比 性; 所 选 论 文 均 出 版 于 2013-
2014 年，保 证 了 引 言 文 本 的 时 效 性 和 代 表 性。统 计 显

示，语料库包含共计 2538199 个中英文词次 (3318659 字

词)。

表 3． 四个子语料库库容

子语料库 CD ED CJ EJ

词数 1119767 694499 270932 453001

从各子语料库的词数可见，虽然 选 取 的 中 外 硕 士 论

文引言数目相同，但中国硕士论文引言的 词 数 显 然 大 于

国际学生硕士 论 文 引 言 的 词 数;相 反，中 文 期 刊 论 文 引

言的词数却只 是 国 际 期 刊 论 文 引 言 词 数 的 一 半。由 此

可见，中国学生 论 文 在 引 言 部 分 用 了 更 长 的 篇 幅，而 在

期刊论文中，引言的篇幅却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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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分析与讨论

3． 1 中英文论文引言的语步分布特征分析

3． 1． 1 引言语步的分布特征

表 4． 引言语步的归一化频数分布
① ( 每一万词 )

硕士论文引言 期刊论文引言

CD ED CJ EJ

语步一② 17944 12622 4803 7280

语步二 8124 3901 1259 2207

语步三 6579 8089 1274 5018

引言可选开头语 34 46 10 42

其它 28 1 15 5

总计 32709 24659 7361 14552

由于四个子语料库的库容大小各不 相 同，相 互 之 间

各语步的自然 频 数 不 具 备 可 比 性，因 此，有 必 要 对 提 取

到的各语料库的 每 个 语 步 的 自 然 频 数 数 据 进 行 归 一 化

处理，以便对各语步在四个子语料库中的 分 布 状 况 进 行

对比分析。

三个语步及其各 步 骤 之 间 有 着“起 承 转 合”的 紧 密

关联，三个语步是相互衔接、相互承 启、相 互 支 持 的 一 个

整体。语步一为“确立研究领域”，其作用在于分析研究

大背景，从宏观到微观地将读者的关注点 吸 引 并 确 定 到

相关研究领域，为“本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做出了铺

垫;语步二为“确立 合 适 的 研 究 地 位”，作 者 通 过 对 国 内

外研究现状的精细梳理，概括出本领域的 研 究 不 足 或 研

究空白并阐明需 要 某 种 研 究 弥 补 不 足 或 填 补 空 白 的 作

用，从而确定了尚未 正 式 出 场 的“本 研 究”的 研 究 地 位;

语步三为“介绍本 研 究”，经 过 前 两 个 语 步 的 铺 垫 和“气

氛”渲染，第三语步 自 然 而 然、恰 到 好 处 地 引 入 了“本 研

究”，对本研究的 目 的、方 法、研 究 步 骤 及 研 究 意 义 等 进

行概括成为水 到 渠 成。每 个 语 步 下 的 分 解 步 骤 具 体 地

承担了实现各语步总目的的作用。

表 4 中的语 步 数 据 都 经 过 了 归 一 化 处 理。结 果 显

示:中外硕 士 论 文 引 言 和 期 刊 论 文 引 言 的 表 现 并 不 一

致。首先，就学 位 论 文 而 言，中 国 学 生 硕 士 论 文 引 言 的

语步一和语步二 频 数 都 比 相 对 应 的 国 际 学 生 硕 士 论 文

引言高，尤其 是 语 步 二，前 者 是 后 者 的 两 倍 还 多。但 在

“介绍本研究”的第三语步却被国际硕士论文引言反超，

但相差不大;其次，就期刊论文而言，中 国 期 刊 论 文 引 言

中的三个语步 频 数 均 少 于 国 际 期 刊，其 中，虽 然 中 国 期

刊论文引言在前 两 个 语 步 与 国 际 期 刊 论 文 引 言 相 差 将

近一倍，但该差别与两个子语料库的总语 步 频 数 的 差 别

比例接近，这是由于文本自身的文 字 量 造 成 的。但 中 国

期刊论文引言语 步 三 的 使 用 频 数 却 大 大 少 于 国 际 期 刊

引言，后者超过前者将近三倍。

数据表明，中国研究生论文或期 刊 论 文 作 者 在 引 言

部分都花了大量篇幅在“确立研究领域”和“确立研究地

位”方面的论述，而 到 了 读 者 更 为 感 兴 趣 的 涉 及 到 作 者

本人所做的具体研究时，作者却采 用 了 较 少 的 篇 幅。一

方面或许是由于各个学校采用了不同的 论 文 模 板，而 另

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国际研究生或期刊论 文 规 约 性 更 强，

作者更为 明 了 自 己 的 论 文 写 作 目 的，有 较 强 的 语 类 意

识，有意识地用更大的文字比重和篇幅来 让 读 者 了 解 自

己的研究和发现，借此提高研究的可信程 度 和 增 加 说 服

力，“劝说”的功能和 效 果 会 更 突 出。相 反，中 国 论 文 作

者在引言部分用较多的篇幅进行前期相 关 研 究 的 介 绍，

对作者本人研 究 的 阐 述 略 显 不 足，减 弱 了 引 言 的“路 线

图”和劝说力度，因 为 读 者 更 多 关 注 的 恰 恰 是 作 者 本 人

的研究、包括研究视角、方法步骤及研究发现和结论等。

3． 1． 2 语步的差异性分析

表 5． 三语步的 频 数 分 布 特 征 及 差 异 性 分 析 ( 归 一

化频数 )

语 步 特 征 三 个 语 步
硕 士 论 文 期 刊 论 文

CD ED X2检 验 Sig． CJ EJ X2检 验 Sig． ③

正 常 语 序

语 步

语 步 一 17310 11923 78． 9888 0． 000 4773 7146 2385． 6978 0． 000

语 步 二 7717 3821 131． 0228 0． 000 1228 2159 931． 2731 0． 000

语 步 三 5828 7687 1993． 3445 0． 000 1220 4821 4423． 5876 0． 000

后 置 语 步
语 步 一 632 693 110． 3458 0． 000 29 134 133． 1453 0． 000

语 步 二 236 52 49． 8669 0． 000 19 39 20． 5914 0． 000

前 置 语 步
语 步 二 171 28 49． 3715 0． 000 12 9 0． 1862 0． 666

语 步 三 751 402 5． 6927 0． 017 53 197 173． 7576 0． 000

三 语 步 总 计

语 步 一 17944 12622 119． 5668 0． 000 4803 7280 2485． 0868 0． 000

语 步 二 8124 3901 174． 6922 0． 000 1259 2207 947． 9515 0． 000

语 步 三 6579 8089 1780． 7124 0． 000 1274 5018 4596． 3576 0． 000

数据表明，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大多数论文引言采

用 Swales 的 CAＲS 模型，从而进一步证明了该模型的普遍

性和有效性，但在具体运用方面，中国论文引言与国际论

文引言仍存在一定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表格 5 中的数据显示，在差异性方面，中国学生硕士

论文引言与国际学生硕士论文引言仅在语步三前置方面

无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差异(P ＞ 0． 5)，在其它主要语步

及后置语步分布方面都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 5);中国

期刊论文引言和国际期刊论文引言仅在语步二前置方面

无显著性差异，而在其它三大语步和后置语步方面均存在

显著性差异(P ＜ 0． 5)。由此可见，中外硕士论文引言之

间和中外期刊论文引言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存

在着比较明显的“中国式”论文写作方式。而造成这种显

著性差异的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这对提高学生学术论文

水平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3． 2 各 语 步 的 文 本 覆 盖 率 ( Text coverage) 及 语 步 逆

序 /循环现象

表格 6 中的数据显示:引言中的逆序现象在中外论文

引言中都较为突出。虽然大多数引言文本三个语步的排

列顺序非 常 规 整，遵 循“语 步 一 ---＞ 语 步 二 ---＞ 语 步

三”的顺序，但也经常会有例外，中文硕士 论 文 的 前 置 语

步现象较为突出。

引言起着引领读者了解论文后续部分的详尽信息并

提供解读视角的作用，是一个步骤性、规约性很强的语类，

引言的每一个语步或步骤都有自己独立而完整的交际功

能(Samraj 2008:55-67;Swales 2004:226)。按 照 国 内 外 专

门从事学术语篇研究的学者对引言结构达成的共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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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首先介绍研究背景，综述当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找到

当前存在的问题及空白所在，然后顺势提出自己当前的研

究目的对解决原有问题的意义和根据，并接着介绍研究方

法。这种结构有利于作者把读者的注意力一步一步地集

中到当前研究上，有根有据，环环相扣，力度较大，说服力

强，引言的劝说和推广作用可以得到较好的体现。

表 6． 各语步在中英文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中的

文本覆盖率( 单位: 词)

语步 CD CJ ED EJ

语步一 57． 89% 67． 45% 52． 01% 54． 99%

语步二 20． 04% 14． 29% 11． 91% 14． 87%

语步三 21． 89% 18． 11% 35． 93% 29． 95%

后置语步 2． 06% 0． 43% 2． 18% 0． 81%

前置语步 2． 08% 0． 51% 1． 11% 0． 89%

引言可选开头语 0． 17% 0． 16% 0． 12% 0． 12%

其它 0． 10% 0． 12% 0． 00% 0． 05%

总计 104． 22% 101． 07% 103． 26% 101． 68%

注: 1． 文本覆盖率，即该语步所占有的词数在整个语篇总词

数中所占的比例。

2． 其中三个主语步中包含逆序语步( 前置和后置) 频数。

表格 5 和表格 6 中的数据都表明中英文论文引言中

都存在一定量的逆序语步，并且这些语步逆序的数据反映

出中外论文作者在逆序表达方面的差异性。总体而言，国

际硕士论文引言和期刊论文引言逆序的文本覆盖率较低，

而中国论文引言逆序的文本覆盖率相对较高，说明中国学

术论文引言中的逆序现象较为突出。一方面，中国作者采

用较多的逆序结构来突出自己的重点，尤其是没有经过铺

垫在本应是第一语步的介绍研究背景部分就直接将属于

第三语步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和盘托出，显得有些突兀，削

弱了引言语步的规约性和步骤性。在另一方面，中国论文

引言因为缺乏充分的论证就急于推出自己的研究，增加了

读者接受作者观点的难度，说服力就有所欠缺。在另一方

面，一些引言作者反复介绍自己的研究背景，即使是在已

经完整地完成了整个引言的三个步骤后又做补充似地再

一次对背景进行介绍，采用了“语步一→语步二(→语步

一)→语步三→语步一 (→语步二)”的循环结构，有语无

伦次之嫌。究其原因，缺乏引言文体意识、对引言语类的

步骤性及各语步的不同功能认识不足是导致循环语步产

生的主因。

4． 结语

中外学术期刊中英文引言语料库 CECIC 是一个综合

性数据库。该语料库在引言语类与社会功能之间构建了

一座桥梁，为研究人员对中外期刊中英文学术论文的引言

语类特点进行较为全面的、综合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由于语类分析不仅可以提供交流活动的描述，并且有助于

学生明了其中的涵义，因此语类分析是 EAP /ESP 教师的

重要资源，而这些交流活动促进了教学中对专门语类语篇

的认识程度(Swales ＆ Feak 2010:167-180)，从而有效促进

ESP /EAP 教学和翻译教学。对于科研人 员 来 说，引 言 起

着引领读者了解论文后续部分的详尽信息并提供解读视

角的作用，一篇高质量的引言能够有效地帮助读者在较短

的篇幅里了解整篇论文正文的脉络，获取最重要或最需要

的信息。与 20 多年前 Taylor ＆ Chen(1991:319-336) 的研

究结果相比，中国学术论文引言的修辞结构的语步逆序现

象依然较为突出，说明加强中国学术论文作者的语类意识

依然非常有必要，明确引言部分各语步的功能和作用是提

高引言质量的必要手段。

引言语料库的建设有助于广大学术文章读者有效地

选择可读论文和获取学术信息，也有助于帮助更多的中国

学者将他们的科研成果推向世界。然而，如何将这些引言

语类分析的成果应用到具体的学术论文引言写作实践中

依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次，由于篇幅所限，本

文只论述了引言语步层面的使用，造成中外论文引言显著

性差异的深层原因及步骤层面的讨论并未展开。

注释:

① 归一化频数(normalized frequency) 也称为标准化频数，其主要功能是

消除变量间的量纲关系，统一样本的概率分布性，从而使统计数据具

有可比性。

② 独立语步( 语步一、语步二和语步三) 频数包含逆序语步( 前置语步和

后置语步) 中的相应语步频数。

③ Sig: P ＞ 0． 05 称“差异不显著”;P ＜ = 0． 05 称“差异显著”，P ＜ = 0． 01

称“差异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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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转喻解读的认知语用机制探究

———以汉语“很 + N”构式为例

刘梅丽

(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服务与管理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4)

摘 要 : 本文基于概念转喻理论、构式语法和关联理论，以“很 + N”构式为例，分析语法转喻解读所涉及的认知和语用

因素，并提出语法转喻解读的认知语用模型。研究发现，首先，语言交际的关联原则驱使受喻者发挥认知主体 性 寻 求

词汇义与构式义相容的解读方式，从而导致构式义压制词汇义，然后，转喻认知机制的作用使受喻者对语法构式里 的

词汇概念进行转喻推理。在转喻推理过程中，认知语境的制约使受喻者从与本体概念语义具有邻近关系的多个概 念

语义中识别出转喻喻体，从而成功解读语法转喻。此间，关联是前提，受喻者的认知主体性是主导因素，构式语义压制

是转喻推理的诱因，语境制约是转喻推理的必要条件。语法转喻的解读是受喻者发挥认知主体性对意义的动态建 构

过程，是诸种认知和语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 语法转喻 ; 认知语用机制 ; 语义压制 ; 主体性; “很 + N”构式

中图分类号 : H030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3-9876( 2018) 01-0030-05

Abstract: Based on Conceptual Metonymy Theory，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relevance theory，this paper，taking for example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Hen + N”，explores the cognitive pragmatic mechanism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grammatical metony-

my，argues for the joint work of conceptual metonymy and relevance theory for the study of grammatical metonymy and puts for-

ward a cognitive pragmatic model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grammatical metonymy．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grammat-

ical metonymy is constrained by relevance theory，the interpreter＇s subjectivity，semantic coercion and context． In the interpre-

tation of grammatical metonymy，when the interpreter discovers that the lexical meaning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meaning of th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driven by the expectation of optimal relevance in communication，he will take the subjective initia-

tive to seek a way to make the two meanings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which results in the constructional meaning coercing

the lexical meaning． Then，the metonymic cognitive mechanism prompts the interpreter to undertake metonymic reasoning，in

which contextual constraints facilitate the interpreter＇s identification of the target concept from many adjacent concepts． The in-

terpretation of grammatical metonymy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which involve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in-

terpreter and the constraints of cognitive and pragmatic factors．

Key words: grammatical metonymy; cognitive pragmatic mechanism; semantic coercion; subjectivity; “Hen + N”constr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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