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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从认知的角度对英汉语的语篇连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
现了新的英汉语篇连贯模式，提出了“读者体悟连贯与作者交代连贯”、“情感语篇连贯与法治语篇
连贯”、“自然顺序连贯与突显顺序连贯”等一些新的成对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英汉语篇对
比的内容；对语篇象似性与语篇结构、语篇连贯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同时，本研究为英汉语篇教学、阅读理解、翻译、写作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等提供了理论来源和理论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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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　　1.3 对比语言学的方法及目标　　当今语言学研究正从语言内部去描述语言转向
从语言外部去解释语言，正从说明语言是什么样子转向解释语言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正从多角度、多
层面、多学科对语言系统及其规律进行研究。
本书的研究方法如下。
　　1）对比分析方法。
吕叔湘先生说：“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示出来。
语言也是这样，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
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吕叔湘，1977）。
”对比分析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加深对英汉语篇连贯的认识。
　　2）描写与解释相结合。
从功能主义理论出发，力图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的解释，做到描写与解释并重，形式与意义并重
。
描写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只有对语言形式的充分描写才能做出比较充分而恰当的解释。
我们力求在对语言形式描写的基础上，从当代语言学中吸取了一些新的语言理论，如认知语言学的象
似性理论、认知语用推理、思维心理、复合空间理论、构式语法等理论视角，以通过它们来对语篇连
贯进行描述和解释。
　　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我们在进行形式描述、理论解释等的基础上，对英汉语篇连贯的模式进行定性研究，同时适当地进行
定量分析，以支持我们的理论假设和理论模式。
　　4）学科交叉方法。
当前语言研究的另一个总趋势就是跨学科交叉研究。
认知语言学是当今语言学研究的新的热点，认知语言学不仅仅对语言事实进行描写，而且致力于朝理
论解释的方向迈进，揭示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规律。
以往对连贯的研究主要局限在语篇分析、功能语言学的范围内，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连贯的论
著、文章不多。
本书拟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语篇连贯机制进行英汉语的对比研究，以期对连贯的研究有所深化、有
所突破。
这是谇贯研究的新视角，也是语篇研究的一个全新的领域，值得深入研究。
　　语言观问题是语言研究的最基本、最初始问题，决定了语言研究的方向。
基于对比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语言世界观、基于对四种语言观的客观分析、基于20世纪中国语言学
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基于语言世界观的语言新定义，潘文国教授（2005）论述了对比语言学的学科论
——目标与范围、微观与宏观、理论与应用，对比语言学的本质论——对比观与异同观等问题，并提
出了他自己的对比语言学的新定义：　　对比语言学的再定义：对比语言学是在哲学语言学指导下的
一门语言学学科，具有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同层面，旨在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进行对
比研究，描述其中的异同特别是相异点，并从人类语言及其精神活动关系的角度进行解释，以推动普
通语言学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不同文化、文明的交流和理解，促进全人类和谐相处。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英汉语篇连贯认知对比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