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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者何伟是北京科技大学英语副教授，英语博士。
在出版本书之前，作者已有多篇论文发表，其中一篇“系统功能语法时态系统概观”2003年发表在《
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表现出一定的研究潜力和敢于攀高的志向。
她硕士毕业后，考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黄国文教授，主要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
2004年7月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做专题研究。
作为她博士后研究的合作教师，我有幸看到她能及早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专著出版，感到衷心的高
兴和喜悦。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其中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地方。
也是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应该学习的。
概括起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选题适当，有新意。
作者在钻研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过程中，善于从现有理论中，挖掘探索尚未完善之处，并作为自己的主
攻方向。
何伟同志从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韩礼德（Halliday）的英语时态系统理论中得到启发，又在与功能语言
学家马提森（Matthiessen）的学术交往中对题目做了进一步地深化和思考。
做到了融自己的课题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之中，体现继承。
不囿于已有理论，有所突破，体现创新。
这是值得学习的。
研究生论文选题体现一种能力，体现一种精神。
切忌匆忙行事，切记要有理论依据，要有新意，要有创新。
　　（2）相关文献检索详尽，综述脉络客观清楚。
作者在确定选题后，对相关研究做了较为全面和充分的检索和阅读。
这是很重要的。
学术研究很少从零开始，做学术研究就是学术对话，与已往的研究者对话，与大师对话。
相关的书读得多，加上自己的思考，并善于与他人交流，善于向大师级专家请教，自然就会有想法，
有思路。
另外作者在阅读的基础上，将以往有关时态的研究做了语言学研究和逻辑学研究的划分。
又对语言学研究中，不同时期和不同学者对英语时态的理解做了“缩减派”、“遵循派”、“微扩展
派”和“宏扩展派”的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研究的切入点。
这是值得学习的。
文献综述体现学术研究的能力，体现学术研究的水平。
做学术研究要做到综述有分析，分析要客观，内容要相关，详略要得当。
切忌简单罗列，切忌求大求全。
　　（3）论文有创新，有独到见解。
作者在本书中，首先论述了逻辑学界和语言学界对独立小句（independent clause）内时态的研究，分
析了它们对时态概念的发展和贡献，并通过对比，指出系统功能语法时态观的合理性。
作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书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完善系统功能语法中原有的时态基础理论框架，推
出不仅能解释小句内时态现象，而且还能解释小句之间时态关系的理论框架。
从完善小句内时态分析，到能够对小句间时态进行分析正是作者的发展与创新。
这是值得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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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们对时态的研究历来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的：一是逻辑学，二是语言学。
二者有时互不干涉，平行进展；有时互相影响，交叉进行，尤其是前者影响后者。
该著作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具体地讲，在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框架下探究英语时态系统。
但是，由于时态逻辑学研究的是时态的本质，而系统功能语法又是以意义为出发点对语言进行描述，
因此，本研究也吸收一些从逻辑学角度对时态的研究成果，为书中所阐述的理论提供一些佐证。
　　从语言学文献上看，人们对英语时态比较系统的研究可追溯到16世纪英语语法学家Lily（参
见Matthiessen 1996：433）效仿古典语法学家而提出的一个描述性模式。
这一早期传统语法时态模式发展到今天，大致分为4个派别：缩减派、遵循派、微扩展派和宏扩展派
。
它们对时态的理解和分析各不相同。
当然，每个派别内部各代表之间对时态的本质看法也不完全一致。
基于对时态的不同认识，人们对限制性主从关系小句复合体中时态现象的解释也就有多种，其中有代
表性的是：“时态一致论”，“绝对指示论”，“相对时间论”和“绝对一相对时间论”。
它们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其适用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
本著作认为宏扩展派代表之一（1976，1985，1994／2000）提出的系统功能语法时态基本观比较合理：
时态建构小句中“事件发生时间”与话语发出时间“现在”之间的序列时间关系（至少一个），由动
词词组来体现，其系统建立在两个基本原则上——三分制和递归性。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观点问世以来，并没有人对其进行完善并用来描述小句复合体中的时态关
系。
　　该著作在阐释系统功能语法原有时态观的基础上，将它加以改进，并以此为前提对限制性主从关
系小句复合体中的时态现象进行深入研究，试图推出一个不仅能解释小句内时态现象而且还能解释小
句之间时态关系的理论框架。
《英语时态论》共分8章。
第一、二章是介绍和文献综述；第三至第七章是该著作的主体部分，其中，第三、四章旨在完善系统
功能语法中原有的时态基础理论框架，第五、六、七章在第三、四章的研究基础上，着重探讨理论的
扩展性；第八章是对《英语时态论》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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