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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了言语表达是同时包含“我一他”叙述关系和“我一你”对话关系的二维
结构，并把它落实到语言的指示成分上来。
以此为基础，作者区分了话主构造的“所言（语篇）场景”和话主参与的“言语场景”，并论证了所
言场景中的“指示基点”与不一定等于言语场景中的话主。
话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所言场景与言语场景的一致或分离。
戏剧表演的例子可以帮助理解这一观点的重要性：演员观众与演出时空一起构成了“演出场景”，演
员扮演的角色和故事构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所演场景”，戏剧演员（特别是中国传统戏
剧）需要在两个场景中跳出跳进：有时完全与扮演角色融为一体将“所演场景”展示给观众，有时又
与所饰角色分离，回到演员身份与观众对话。
话主与语篇和语篇的“指示结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如果不区分两种场景，就无法很好地揭示话主
的交际意图和语篇表达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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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新华的这部著作，底稿是我指导的他的博士论文。
行文虽然青涩（至少博士论文是如此），却是我最欣赏的。
我觉得这是一部"思想超前"的论文。
之前甚至现在，汉语语言学的研究基本上只达到句子这一级，语篇的语言学研究限于话语链。
而这部著作可说是真正的基于汉语的语篇学研究。
距他完成博士论文已过四年，现在再看旧稿，一点不觉过时，反而更多了不少理解，更品出了其中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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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语言”和“言语”，“系统句”与“语篇句”　　以上关于言语表达的讨论给人的印象似
乎是学者对“语言”之余的另一个领域即“言语”的重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笔者认为，言语表达即语言本体，不存在与“语言”系统并行的“言语”这样的东西。
　　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二分几乎成为语言学中的不刊之论，被视为语言研究的基础性
原则，这里不妨重温一下：“言语行为的研究应该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实质上是社
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纯粹是心理的；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它以言语行为
的个人部分，即言语，其中包括发音，为研究对象，它是心理一物理的。
”　　在笔者看来，这种二分实质上是索绪尔用当时的社会学、心理学的话语对认识论上具体与抽象
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表述，其价值更在于作为一种方法论。
首先，二分的深层思想根源其实是柏拉图的理念与存在。
存在与理念决不是两个各自现实存在并可相提并论的实体：一个摆在水果摊上的苹果与苹果的概念是
不能放在同一天平上称量的，但人们只能通过对一个个实际存在的苹果的接触而获得对苹果的一般认
识，即概念。
同样的，“语言”也绝非与“言语”并列存在并可实际拿来作为研究对象的另一个语言学实体，它只
存在、运转于具体个人的实际言语运用，后者自然具有包括具体发音方式、语词使用特征等个性，也
受其当时心理一生理状态的影响。
从认识过程看，研究者只有通过对千千万万这样实际使用着的语言现象的研究才能达到一种概括性知
识。
从母语者看也是如此：每个人意识中都有一套一般的语言系统，所谓“社会的、不依赖于个人的语言
”，因此个人之间才可以交流，但特定说话人的语言运用都有自己的特点。
所谓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人们都有关于树叶的一般概念，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关于树叶进行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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