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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秀明编著的《汉语元话语标记语研究》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言语行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讨论了
元话语标记在汉语语篇中的形式特征、功能分类以及在各类语体文本中的使用情况。
《汉语元话语标记语研究》认为在语言交际中，每一次话语交际行为都有两个层面：基本话语层面和
元话语层面，基本话语是指那些具有指称和命题信息的话语，而元话语是指“关于基本话语的话语”
，是指对命题态度、语篇意义和人际意义进行陈述的话语。
元话语的主要功能是语篇组织功能、话语监控功能、话语评价功能、话语互动功能。
这些语言单位大量出现在自然语言中，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中，它们具有很强的修辞功能。
我们把语篇视为修辞成品，而元话语是交际者在成品中留下的表达者自我的踪迹，是表达者的修辞意
图标记，从静态的修辞成品中表达者留下的踪迹中我们可以反观言语行为的动态过程，为汉语的语篇
修辞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由于元话语的形式多样，本书只对元话语标记进行研究，主要是对以独立形式出现的元话语成分进行
研究，对元话语标记范畴的构成、功能以及表现形式作了较为系统的说明和分析，建立了一个相对完
整的汉语元话语标记范畴体系，深化了对元话语的认识。

本文分七章，18余万字。

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并对语料的来源、文章结构进行了说明
。

第二章介绍元话语的界定及其相关理论，主要对元话语进行概念界定，认为元话语是语篇修辞研究的
重要组成部分，讨论了元话语和基本话语的关系，区别了元话语和插入语、句法情态的差别和联系，
认为元话语是人类语言意识的反映。
并回顾了中西方有关元话语的相关研究。

第三章阐述了元话语标记的形式特征和功能分类，归纳了元话语标记在语篇中的表现形式，讨论了元
话语和元话语标记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语篇中元话语标记的结构特征，提出对元话语标记进行分类的
功能标准以及具体的分类情况。

第四章分析语篇功能元话语标记，语篇功能元话语标记帮助作者管理语篇中的信息流，以使读者能得
到作者所希望的理解。
它们主要关注理想读者的知识背景，体现出在作者意图中希望突显哪些信息，淡化哪些信息，引导读
者在阅读过程中如何重新发现作者修辞意图。
文章将语篇功能元话语分为话题结构标记语、衔接连贯标记语、证据来源标记语和注释说明标记语四
个子范畴，对其中成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第五章分析人际功能元话语标记，人际功能元话语标记关注作者和读者的互动过程，展示作者的人格
气质，使语言表达和专业学术规范保持一致。
人际功能元话语标记将作者的知识背景、人格气质编入话语中，来建立和读者之间的稳定的人际关系
，呼吁读者的充分介入。
文章将人际功能元话语分为含糊表达标记语、明确表达标记语、评价态度标记语和交际主体标记语四
个子范畴，并对元话语标记的演变轨迹和多功能性进行了简单的探讨。

第六章第一节讨论元话语和各语体语篇语体特征的关系，认为从元话语的角度来分析语体是从动态的
角度来探讨言语行为和语体类型之间的关系；第二节讨论了新闻语体中的报道体和时评体语篇中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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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使用情况；第三节比较了英文小说Uncle
Tom's
Cabin（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文言文、古代白话和现代汉语三个译本中元话语标记使用的差异；第四节
比较现代汉语三种语体文本中元话语标记使用情况；第五节讨论三个专业的学术论文中元话语标记的
使用差异；第六节讨论元话语与语篇的互动修辞，讨论了语篇中表达者自我身份的确立、语篇对接受
者的期待和呼吁和语篇的互动模式，说明元话语研究对探讨语篇的修辞互动模式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
义。

第七章结语，对本书的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并指出了本书研究中尚存在的不足和
今后值得更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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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明确表达标记语与语力　　对含糊表达标记语和明确表达标记语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对“
语力”这个概念有个更深入的认识。
因为在中国的修辞学领域内，一般认为，我们之所以要讲究修辞，其最终要追求的目的是“修辞效果
”，而修辞效果则是必须在话语被接受者解读以后才会产生的，由于修辞学单纯地强调“修辞效果”
这样一种无法在表达者生成话语的同时实现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传　　统的修辞学在很大程
度上和文学鉴赏合流，只要我们看看传统的修辞研究对话语“修辞效果”描述时使用的语辞就可以看
出修辞与鉴赏的相同之处：“语言形象生动，富有个性”、“用词贴切传神”、“诙谐幽默，富有情
趣”，这些词语曾经频繁地出现在修辞学的理论著作中，可见如果过分强调修辞效果，修辞学很可能
就会成为了文学话语解读。
当然，我们并不贬低文学话语解读的意义，但是，修辞学绝不能止步于此，于是我们必须寻找更富有
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其实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就是针对经验知识形态内部结构的无序性、模糊性、易
变性，现代修辞学　　对古代修辞论所积累的丰富资料实行了理论抽象后的结构重组，使其由内部组
成要素彼此孤立的“系统”状态向序列化、层次化、整体化的“系统”状态过渡（曾毅平，1999）。
　　于是，我们开始思考能否引进语用学和言语行为理论中的核心术语“语力”来为修辞学服务呢?我
们认为“修辞效果”就是一个必须重新进行思考的术语。
如果从言语行为理论出发来考虑整个言语交际过程的话，我们会发现“以言取效”是个不能得到话语
落实的一个阶段。
一个言语行为是否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观察，而语言表达尤其是书面语篇的表
达效果是无法在表达的同时获得的。
至于读者体会或感受的效果也是很难得到验证的。
或者说，修辞效果是说话人无法控制的，也是在一个言语行为中无法传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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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秀明编著的《汉语元话语标记语研究》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言语行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讨
论了元话语标记在汉语语篇中的形式特征、功能分类以及在各类语体文本中的使用情况。
主要是对以独立形式出现的元话语成分进行研究，对元话语标记范畴的构成、功能以及表现形式作了
较为系统的说明和分析，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汉语元话语标记范畴体系，深化了对元话语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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