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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篇体裁分析
”①

理论评析

庞继贤

【内容提要 】语篇体裁分析是近年来在话语研究中一个新兴的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
。

本文在概

述
、

评析语篇体裁与语篇体裁分析理论的基础上
,

着重探讨该理论与语域分析
、

话语分析之间的关系

异同
、

该理论在语言研究与教学中的价值及存在问题
。

本文认为语域分析
、

话语分析与语篇体裁分

析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连贯性话语
。

语域分析注重言语形式
,

很难揭示话语交际本质 话语分析

的重点是揭示话语的普遍性特点 语篇体裁分析将话语放在一个特定的语篇社团中加以考察
,

注重

发话人的交际 目的
,

揭示各类语篇体裁的特殊性特点
。

语篇体裁分析有别于其它分析理论的明显特

点是在分析 中加入交际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 —人 从而使这种分析能更深刻地揭示话语的本质
。

语篇体裁分析理论为研究连贯性话语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

能为语言教学
,

特别是特定用途英语教

学提供直接
、

有效的帮助
。

语篇体裁 这一概念以及对一语篇体裁的分析早已成为语言学
、

特别是系统功能语

法学派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

但直至 年
,

英国的应用语言学教授 在分析学术杂志

刊载的学术论文时才首次提出
“ 语篇体裁分析 ” 。 的理论框架

。

随后
,

在应用语

言学
,

特别在特定用途英语 , 研究中
,

不少学者运用

的语篇体裁分析理论
,

对不同专业的学术文章
、

学位论文等各种语篇体裁进行分析研究
,

并将

研究成果应用于学术与研究英语 的教学实际
。

在研究过程中
,

他们对 的理论框架及研究方法提出了不少修正意见
。

年
,

的学术新著《语

篇体裁分析 “ 飞 ”

正式问世
,

全面系统地提出了语篇体裁分析的理论
。

语篇体裁分析在话语研究中独辟蹊径
,

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

但是对该理论在整个

话语研究中的位置
、

与其它分析理论的区别
,

以及该理论对语言研究及教学的贡献等问题
,

人

们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
。

本文在概述
、

评析 语篇体裁分析理论的基础上
,

讨论该理论与

语域分析 , 、

话语分析 的关系异同
、

该理论在语言研究及

教学中的价值以及其它有待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

一
、

语篇体裁与语篇体裁分析

在语言学研究中
,

对体裁这一概念的基本认识是 语篇受制于语境与社会功能
。

在 日常生

活中
,

人们要进行一系列的言语交际活动
。

这些交际活动千变万化
,

但是根据语境及社会功能
,

一个语言社团 。。 常将他们归类成不 同的体裁
,

如教师讲课
,

牧师布道
,

研究

论文等
。

每一体裁在修辞结构
、

语言形式诸方面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特点
。

年
,

在研究学术论文的导言部分时
,

对语篇体裁作了如下定义
“

我指的语篇

体裁是一个大致标准化的交际事件
,

这一交际事件有一个或一系列参与者相互理解的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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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体裁研究与传统的语域或次语域分析的区别在于语篇体裁分析对在一个交际情景下

的交际 目的重视程度
。 ’, ②这个定义强调了交际事件中参与者共有的交际 目的是篇章体裁的一

个基本特征
。

但定义过分简略
,

在实际体裁界线的勘定上常常出现困难
。

年
,

在《语篇体裁分析 》一书中对这一定义作了重大修正
。

他首先对体裁这一

概念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

这五个方面是

一种体裁是一组交际事件
。

所谓交际事件不仅应看作单由语篇及参与者组成
,

而还应

考虑语篇在这一交际事件中的作用及其产生与接收的环境
。

一组交际事件成为一种体裁的主要标准特征是某些共有的交际目的
。

一种体裁的语篇

是达到某一个或一组交际 目的的载体
。

通常交际 目的是多方面的
。

一篇新闻报道的交际 目的

是使读者了解某一事件的最新发展
,

但它同时常带有引导
、

甚至规范公众思想行为的 目的
,

即

当前常讲的新闻导向
。

一篇学术论文也远非是简单的客观的研究陈述
,

为了使读者接受自己的

成果
、

观点
,

作者往往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来达到 自己的交际 目的
。

一种体裁的具体实例在其原始典型性上 程度不等
。

共同的交际 目的

是一种体裁的主要特征
,

而形式
、

结构的不完全同一性体现了一体裁实例与其原型体裁的偏离

现象
。

这一点提醒人们 体裁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
。

构成一语篇体裁的基本理 由 决定了对内容
、

观点立场及形式上的约束
。

一

语篇社团 盯
,

对这一概念在本节概述语篇体裁分析时将作进一步阐述 的

成员运用一体裁来实现他们社团的目标
。

对一体裁交际 目的共同理解提供了形成产生该体裁

的基本理由
,

这些基本理 由又由此产生约束性规范
。

例如
,

对一类申请书信的回复似乎可以被

看作一种语篇体裁
。

但是这类回复可以是接受申请的
,

也可以是回绝申请的
。

尽管这两种信件

的语篇环境 与语域 相同
,

但构成这两种信件的基本理 由是不

同的 前者是
,

申请受欢迎
,

发信人与收信人的交际将继续 而后者则是
,

申请不受欢迎
,

交际将

中止
,

同时需尽量减少收信人可能产生的对发信人的不满
。

这种不同的基本理由产生不同的语

篇结构
,

并约束措辞
、

句式等语言形式的选择
。

一语篇社团对一语篇体裁的命名是增强对语篇体裁理解与洞察力的重要源泉
。

一种新

体裁的命名及其随后被社团接受能加深人们对这一体裁更深刻的理解
。

综括以上五个方面
,

重新提出语篇体裁定义 ③
。

与 年定义相比
,

这个新定义除

长度增加外
,

在以下四个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
。

再次强调共同的交际 目的是区分体裁的主

要依据
。

共同的交际 目的界定了一体裁的范围
,

也决定了同一性质的修辞形式
,

但这种同一性

并不是一个僵硬的固定模式
。

引进了
“

语篇社团
”

这一重要概念
。

引进构成一体裁
“
基本

理 由
”

概念
。

提出语篇社团对一新体裁的确认与命名对促进社团内外向交流
、

增进对该体裁

理解的重要性
。

以上方面的充实使语篇体裁这一概念更为明确
,

也为体裁分析打下了基础
。

语篇体裁分析理论由三个主要概念组成 语篇社团
,

语篇体裁
,

任务
。

语篇社团是一个社会修辞网络
。

它与社会语言学中常使用的语

言社团 概念不同
。

语言社团是社会语言性的
。

在一个语言社团中
,

人们的

语言行为的首要决定因素是社会
。

一个语言社团的成员享有共同的语言形式
、

规则及文化概念

来完成各种交际任务
,

并以此来巩固社团的凝聚力
。

语篇社团是社会修辞性的
。

在一个语篇社

北
气

,夕月月知门扭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