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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是文学批评中研究文学体裁、复调和人物身份的重要理论概念。近年来，社会语言学

中的身份认同研究日益重视时间和空间的研究维度，也因此引入并日趋重视时空体的概念。本文首先介绍巴赫金理论

中时空体在微观文本层面和宏观社会历史层面的双重界定，然后总结社会语言学对于时空体的理论定位———时空体作

为语境的维度和身份认同的分析范畴———继而综述现有社会语言学时空体的实证研究方法与议题。我们认为，理论探

讨与实证研究在时空体概念理解上存在脱节现象，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多模态和科技关注，以及在研究议题上缺乏亚洲场

景和全球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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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Chronotopic Studies in Sociolinguistics
Song Yang

(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The notion of chronotope ( TimeSpace) is one of Bakhtin’s essential theore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criticism． Other notions
include genre，heteroglossia and images of personhood． In recent years，sociolinguistic studies on identity have put increasing
emphasis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which in turn gives way to the valorization of chronotopic analysi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definition and the use of chronotope in Bakhtin’s theory at both the micro-textual level and the macro-sociohis-
torical level，which is followed by a summary on sociolinguistic positioning of chronotope as an aspect of context and an analytical
category of identity． The paper moves on to review identity studies in sociolinguistics that draw on the notion of chronotope． In
conclusion，the paper identifies three major limitations of current studies，including ( 1 )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on sociolinguistic chronotopes，( 2)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multimodality and technology，and ( 3) the ab-
sence of investigation concerning the Asian context and globalization． The central aim of the paper is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view of chronotope for current studies on ident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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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受爱因斯坦相对论启发，巴赫金将时空体

( chronotope) 作为隐喻用于文学批评。巴赫金认

为，时空是构成文学形式的范畴之一; 体裁和体裁

特征都取决于时空体，而且在文学中时空体的首

要范畴是时间。时空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学作

品中人的形象。人的形象也因此在本质上具有时

空特性。

自 2007 年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推出

时空体专刊开始，时空体的概念被正式引入社会

语言学，尤其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认同研究。

此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网络新媒体技术对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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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活动的深入影响，国际社会语言学和话语分析

期刊对身份认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的重视程度日

益增高( Smith，Thompson 2016 ) 。时空体概念也

频繁出现在相关研究文献中。本文从巴赫金小说

体裁理论对时空体的界定出发，综述社会语言学

对于时空体概念的理论定位和实证应用，讨论研

究现状、局限和前景，以期对国内相关的身份认同

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

2 巴赫金对时空体的双重界定
巴赫金对于时空体的界定跨越微观文本分析

和宏观历史语境分析两个层面。在微观文本分析

层面，时间和空间被认为是分析和阐释小说中人

的形象的重要维度。巴赫金将主人公人生历程的

重要时间节点和空间位置的变换作为研究的切入

点。例如，希腊传奇小说中的空间是可以互相替

换的，同样的情节发生在不同地方并不会改变故

事的走向。总体来看，时空的变换并不会对主人

公的人生抉择和轨迹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巴

赫金认为，在这类小说中，人是孤独和私自的个体

( isolated and private individuals) ，只能接受命运的

消极安排，而不会通过自我意识参与社会环境，与

其发生互动。这种时空与人的形象的对应关系成

为小说体裁的定义性特征。
此外，巴赫金还认为，不同的时空体出现在同

一文本中是小说复调的重要方面( Bakhtin 1981) 。
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例，巴赫金发现小说

中人物的声音( voice) 并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单

一声音的变体，而是各自表达着与其特定身份相

对应的声音，其外在形式包括在特定时空情境中

角色的言谈举止，也就因此对应着各自的时空体，

以及与时空体相匹配的某种复杂的价值或观念系

统。多重声音的共现就形成小说复调。
在宏观的社会历史层面，巴赫金通过对于文

学作品中人的形象来研究作品与其所处历史时空

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时空体有助于探索文学

文 本 与 作 家 所 处 时 代 之 间 复 杂 而 间 接 的 勾 连

( Holquist 1990: 109 ) 。例如，在对拉伯雷作品的

分析中，巴赫金认为拉伯雷对饮食、死亡、交媾、出
生等情节的描写打破常规的概念毗邻关系，并以

此展现人的独特形象。这种形象的独特性反映出

作家对于历史时空转变的敏感———以解剖学为代

表的科学正冲击着中世纪的社会生活范式。
虽然巴赫金只探讨时空体在文学研究中的应

用，他也开宗明义地强调时空体对文化的其它方

面也相当重要。在社会语言学中，研究者尝试将

时空体的双重界定结合起来，研究社会行动主体

在特定时空( 交叠) 中如何协商和构建自身身份。

3 社会语言学视域中时空体的理论定位
3． 1 时空体作为语境的维度

在社会语言学视域中，时空体概念的引入有

助于进一步打破长期以来宏观语境和微观语境的

分界( Silverstein 1992 ) 。一方面，在具体的社会

交际活动中，人只有通过可听可见的符号形式才

能感受到“意义”，而“要想进入意义领域必须通

过时空的大门”( Agha 2007b: 322 ) 。穿过时空大

门便进入时空框架 ( chronotopic framework ) 。另

一方面，特定的时空框架也代表着一定范围内普

遍认可的某种社会规范，评判和规训着身处其中

的社会 行 为 主 体 的 角 色、行 为 方 式 和 价 值 观

( Blommaert 2016) 。
Blommaert 将时空体定义为语境中“能够激

活特定历史时段的有序的社会表意资源”的部分

( 同上 2015: 129 ) 。这些社会表意资源的“有序

性”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它们对应特定时空内

不同的社会位置。社会主体获取社会位置的可能

性取决于该时空体内的位置资源，以及他们是否

具有获得这些资源所需要的社会权力; 二是这些

表意资源的社会文化价值相对稳定，具有类似于

“小说体裁”的结构性特征，对应特定“人的形

象”。这种结构性特征类似于社会语言学中的语

域化现象( enregisterment) ，即具有特定社会指向

的语符使用范式，通常与社会阶层相对应，代表相

关群体的利益和社会地位( Agha 2005: 38) 。
将时空体作为语境的维度，可以帮助分析特

定社会时空中社会表意资源的综合、有序的使用

与社会行动主体身份建构的关系。时空体也因此

被越来越多地用作社会语言学身份认同研究的分

析范畴。
3． 2 时空体作为身份认同的分析范畴

巴赫金从时空体角度研究人的形象正是将研

究重点放在人的行为与时空转换之间的关系。后

现代的身份认同理论也提出类似前提性论断，即

社会行动主体通过表意资源的运用，在动态行为

过程中构建和协调自身身份( Butler 1983) 。基于

这种 理 论 视 角 的 相 似 性，Blommaert 和 De Fina
( 2016) 认为，时空体概念将有助于社会语言学和

话语分析学者厘清社会流动与身份认同的关系。
例如，在大学校园中，咖啡馆、图书馆和剧院等不

仅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物理性场所，也直接参与

学生特定行为方式和品味的养成( Bourdieu，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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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on 1977) 。而学生作为在大学时空体中的社会

行为主体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并实践这些行为方式

和品味，又与他们自身成长经历和价值观所对应

的“自传性时空体”相关联。作为社会行动主体，

学生的能动性体现在如何协调“大学时空体”和

“自传时空体”，并在某些情况下，基于这种协调，

改变相关时空体的规范性特征。这种协调也是学

生在多个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系统和行为规

范中展开协商，构建和协调复杂身份“复调”的过

程( Blommaert，De Fina 2016: 16 ) 。时空体也因

此有助于在语言资源使用层面研究社会结构与价

值体系和社会行动主体的动态辩证关系。

4 社会语言学视域中时空体实证研究现状
4． 1 基于语词的民族志时空体研究

近年来，政治身份和种族身份( 变迁) 的社会

语言学( Davidson 2007，Koven 2013 ) 和语言人类

学( Blanton 2011，Chávez 2015 ) 研究将时空作为

语言与身份关系研究的重要维度。运用时空体概

念，Davidson( 2007 ) 分析东西德合并后原东德地

区的工人在日常交际活动中所用的“这里—那

里”和“现在—过去”的指称所蕴含的社会文化价

值和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
在关于葡裔法国人( 反) 种族主义言论和说

话人身份的民族志研究中，Koven 发现种族言论

中所包含的种族歧视是通过特定语汇的社会指向

性得以实现的，而相关的社会指向性之所以成立

又进一步依赖于这些与种族相关的语汇所对应的

时空体及其社会文化内涵的二元对立性，主要包

括“现代 vs 非现代、城市 vs 乡村、反种族主义的

vs 种族主义的和法国 vs 西班牙”( Koven 2013:

547) 。研究者将受访者在日常对话中所使用的

( 反) 种族主义的关键语汇进行系统梳理，从说话

者身份的角度对何谓种族主义给出基于说话者立

场的社会语言学定义。
Chávez( 2015) 研究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往返的

西英双语非法移民社群在日常双语交际中对 dal-
las 一词所赋予的隐喻性社会指向，旨在拓展现有

语言生产的社会标记性研究框架。Dallas 一词在

西班牙语中的性暗示意义与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

斯首府达拉斯的双重含义将非法移民的跨国时空

与美国行政区划的时空重叠起来，非法移民所指

向的“非法暴力”的文化内涵与美国“自由新生”
的移民政策话语构成“复调”，构建出该非法移民

社群成员带有“反抗性”的社会身份标记。
4． 2 基于话语时态与叙事策略的时空体研究

时空 体 概 念 也 被 纳 入 话 语 分 析 ( Nozawa
2007，Ｒosa 2016 ) 和 叙 事 分 析 ( Perrino 2007，

Schiffrin 2009 ) 有关叙事者身份认同的研究中。
Ｒosa( 2016) 分析大众流行文化文本中关于拉美

裔美国人和语言选择的讨论。在叙事研究中，

Perrino( 2007) 将时空体作为研究被述故事与叙事

事件所处的双重时空框架如何通过叙事者的语言

策略达到时段重合( coeval alignment) ( Silverstein
2005) ，尤其是用作研究过去发生的故事如何被

叙事者重现并与当下的叙事时空建立联系( Par-
mentier 2007) 。

时空体也为剧场表演者的身份研究提供新视

角。在对喜剧表演的语类研究中，Glick( 2007) 分

析英国自由派喜剧表演者如何利用( 非) 语言符

号的诗化排比，将历史叙事转换为喜剧表演文类，

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表达自己民主自由政治主张在

剧场时空体中构建复调。Vigouroux ( 2015 ) 利用

时空体和指向性概念分析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裔

法国喜剧演员如何在单口喜剧中利用复调资源构

建包容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城市新身份”。
4． 3 语料库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时空体研究

关于 时 空 体 的 语 料 库 研 究 极 少。Wodak
( 2015)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犹太

难民后裔对( 祖) 父辈在大屠杀中经历的记忆叙

述所体现出的历史想象和犹太难民后裔身份。研

究者摘取受访者叙述录音的转录文本中关于时间

和地点的指示词，通过叙事网络分析和语料库分

析发现与特定历史时间节点或地点相对应的叙述

的规律性特征，并结合定性分析结果进行历史性

阐释。
与 Wodak ( 2015 ) 的话语 历 史 分 析 法 不 同，

Tlili( 2016) 将研究对象定位在音乐话语上，并将

时空体看作一种语步( generic move) ，即流行音乐

歌词结构中的组成部分之一。研究者搜集了近十

年来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上前十位的歌曲，构建

歌词语料库并开展对于时间和地点指示词的语料

分析。然后摘取歌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酒吧”
和“夜晚”等词进行基于青年文化的社会指向性

分析。结论发现，这些高频词体现出当代青年文

化对于以夜生活为代表的消费文化的心理需求以

及对女性的物化幻想。
总体而言，社会语言学视域中的时空体实证

研究着力于打破二元对立的身份话语，追溯身份

认同的动态过程。研究的重点也从既有的意识形

态在微观语境中的再生产，转向社会行动主体如

何在交叠的时空体中，通过包括语词、时态、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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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等表意资源与表意活动，协商和构建充满张

力的多元身份认同。
4． 4 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4． 41 时空体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应用脱节

巴赫金理论中时空体与人的形象相关联是建

立在对于小说体裁和叙事结构的细致分析上，即

建立时空体———小说体裁———人的形象相联系的

分析架构。其中，小说体裁是落实到文本分析层

面的重要元素，只有依靠对于小说体裁和叙事结

构中时空与人物( 或作者及其所处时代) 的互动

关系才能得出关于人的形象的阐释。
关于时空体的社会语言学理论研究则将时空

体界定为语境的重要维度和身份认同的分析范

畴。这些研究清晰地注意到时空体衔接宏观历史

文化层面和文本分析层面的辩证界面特质，并在

语符层面，将特定时空体内的表意资源视为相互

关联又各有“分工”的多模态语符资源组合( mul-
timodal semiotic ensembles) ，其社会指向意义对应

的是特定社会位置与相应的社会身份。但问题在

于，现有研究并没有就文本分析提出类似于“小

说体裁”的文本分析单元和相应的方法。
在实证研究中，时空体则被等同于关于时间

和空间的语符指示资源，如时间代词、空间代词、
叙事中的时态和指称地点的词语等。对于这些指

示资源的社会文化含义的阐释主要依赖于社会语

言学中较为传统的指向性概念( Hanks 2005; Sil-
verstein 1992，2003，2006) ，即将研究的核心问题

定位在指示资源指向的社会文化含义与特定群体

身份认同的指示关系上。将相对孤立的语符资源

的运用与身份认同做直接的勾连，这无疑是对巴

赫金时空体理论过度简化的理解。
由此可见，时空体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在

对时空体概念的界定上是脱节的。严格来说，关

于“时空体”的社会语言学实证研究尚未发掘巴

赫金时空体在身份认同研究方面的理论价值。
4． 42 时空体实证研究缺乏多模态特性与科

技关注

在语料选择和分析方法上，现有的时空体实

证研究主要将时空指示资源定位在狭义的语言资

源上，未充分重视社会生活中表意资源的多模态

特性。虽然有少量关于舞台表演的时空体研究注

意到表演者如何综合使用身体语言和口头语言构

建多元自我，但也仅限于此。Agha ( 2007b) 所提

出的关于大众媒体在新媒体技术允许下跨时空传

播的现象并未在现有的时空体研究中得到重视，

而新媒体所带来的碎片化传播和重新符号化( re-

semiotization) 等现象将为以时空体为核心的网络

传播的多模态研究提供契机。
4． 43 时空体实证研究议题的局限

现有时空体研究议题集中在欧美少数族裔跨

国移民和特殊历史事件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上。
这些都是欧美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常规的社会身份

研究议题。以移民和政治格局变迁为特征的个案

研究亦或伴有社会空间的转换，亦或围绕着历史

事件的时间变化，将时空体作为身份认同的理论

视角和分析维度将有助于厘清时空变幻和多重身

份的关系。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居多的亚洲正

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人口变

迁和多民族混居正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但是，

目前尚无以亚洲国家或地区为语境的时空体和身

份认同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出现。

5 时空体研究的前景与方向
5． 1 基于文类和元语用的时空体理论拓展

为了避免将时空体概念简化为孤立的时空指

示资源，解决时空体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脱节的

现象，我们建议引入文类和元语用行为作为特定

时空内与特定社会位置相关联的表意资源的分析

单位，从而将身份认同研究落实到对特定时空中

语符资源的使用层面，并关照其多模态特性。基

于新修辞学派的研究传统，文类可定义为以语符

资源为主要媒介、有一定结构性特征的社会行为。
元语用行为即语言使用者对言语行为的反思或评

价性立场。元语用行为的类型有 3 种: ( 1 ) 以语

言为媒介的显性评价行为; ( 2 ) 不涉及语符的评

价行为; ( 3 ) 以多种符号为媒介的显性评价行为

( Agha 2007a: 24) 。在特定文类范围内，研究社会

行动主体元语用行为的习惯性使用特征将有助于

揭示该时空体内语符资源所识相的社会含义与特

定群体的社会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而研

究该时空体内社会行动主体的身份认同的动态过

程( 李成团 2010; 李成团 冉永平 2015 ) 。将文类

和元语用分析配合使用，将有助于在时空体和身

份认同之间搭建类似“小说体裁和叙事结构”的

语符层面的衔接和分析平台，延续巴赫金时空体

理论的脉络，发挥其对身份认同的辩证阐释效用。
5． 2 亚洲语境和全球互动背景中的时空体

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研究具有地方和全

球文化相关联的时空体也将成为研究社会文化变

迁的重 要 途 径 ( Blommaert，De Fina 2016: 17 －
19) 。在亚洲语境，尤其是中国语境中，时空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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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环境中流动人口和都市化背景下海归的

身份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可将现

有关于语言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讨论进一步系

统化( 董洁 2016a，b; 方宁 陆小鹿 2012; 姚晓东

秦亚勋 2016) ，探索在当下中国大都市中流动人

口如何在日常话语行为( 包括社交媒体平台上的

话语行为) 中穿梭于城市—农村、中国—海外等

多重时空框架，构建和协商多元身份的过程。此

外，时空体概念可以用来分析地方与全球文化资

源的互动，如嘻哈文化在全球不同地域的流行。
5． 3 新媒体与应用语言学领域的时空体研究

英语学习者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应用语言

学研究的重点( Gao et al． 2007; 高一虹 2014 ) 。
在新媒体辅助教学的应用语言学研究中，时空体

的概念有助于帮助研究者调查学生如何在不同的

网络环境与社群的时空体间自由转换，使用不同

的语言资源、语言体裁和风格来进行( 跨文化) 交

际，协商全球—地方的多元身份。在大众媒体的

传播过程中，被传播的语符原本嵌入的时空框架

被异置( displaced) ，与受众本身所处的交际环境

交叠在一起( Agha 2007b: 234) 。这些语符被学生

理解的过程也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创造多元自我

( combinant selves) 的过程。研究者可以根据学生

的多元身份想象和与特定时空体相关的表意资

源，为进一步帮助学生反思网络科技的文化属性

以及全球化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影响提供相关的课

程设计思路和评估框架( Liao，Lin 2016: 7) 。

6 结束语
在全球化和社交媒体广泛使用的今天，巴赫

金小说体裁理论中的时空体概念正日益成为社会

语言学研究身份认同的重要理论视角。本文通过

理顺时空体在巴赫金小说体裁理论、社会语言学

理论研究和实证应用中的理论定位与运用，对现

有社会语言学的时空体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 3
点不足，包括现有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在时空

体概念理解上存在脱节现象，在研究方法上缺乏

多模态和科技关注，以及在研究议题上缺乏亚洲

场景和全球化视角。最后，本文也结合现有国内

外语言学界身份认同研究，提出未来时空体研究

可能的发展方向，旨在为国内现有的身份认同研

究提供可借鉴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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