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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由人民出版社 2012 年出版，曾获 2018 年重庆市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该书指出，

既有的连贯研究存在的局限有: 第一，对连贯的概念性质认识不够充分; 第二，局限于语篇研究，把连贯

当成语篇的固有特征，试图通过对连贯构建方式的考察而努力寻找或建立语篇连贯的普遍模式; 第三，

认识到连贯的语义性质，但由于对语义的流变特性缺乏确定的衡量标准，从而无法以某种具体的方法来

统领连贯研究。基于以上认识，该书认为，在概念性质上，连贯更多的是一个哲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形式

化的科学概念; 连贯反映的是话语双方的思维，关涉的是人的“在世问题”。
从连贯的脉络结构看，话语双方不同脉络因子的贯通可以通过话语理解的合作原则来描述; 话语双

方对理解的合作原则的遵守与违背都是话语互动的正常现象。该书分为七章。
第一章导言。主要介绍本书的选题缘由，研究的目标，研究的方法及观点预设。本章明确提出本书

的中心问题是“连贯何以可能”，提出连贯研究应该推进到语言哲学的层面上来。第二章连贯的语言学

解释。本章旨在理清既有连贯研究的现状，分析连贯研究现有问题的成因。本章梳理了语言学界连贯

研究的既有成果，归纳了连贯研究的 3 类方法: 语言形式法、语用推理法和认知心理法。这 3 类方法基

于一个共同认识就是连贯是给定的，连贯要么随语篇的存在而存在，要么存在于语境中，要么存在于大

脑里; 连贯研究的任务似乎就是挖掘语篇固有连贯的形成机制。本章明确指出连贯更多的是一个哲学

概念，应该从哲学概念考察的维度去认识连贯。第三章连贯的哲学解释。本章从常识的角度、文章学的

角度、心理学的角度和哲学的角度分析了连贯最基本的含义。本章强调，把连贯还原成最原初的关系的

话，那么连贯的基本含义就是“两两相连”“两两相接”或“两两相关”。话语互动的连贯直接关涉的是

理性、交往理性、知识、纯粹经验、他心感知、意向立场等。
第四章话语连贯的规范性，是对本书中心问题的详细剖析。连贯不是规则性问题，而是规范性问

题。本章以规范作为尺度重点讨论了连贯的多样性及本质成因。连贯体现在话语片段上，而话语片段

直接与语词、概念等直接相关。对语词与意义的不同理解正好反映的是话语连贯的多样性。话语累积

的不同意味着话语双方连贯构建的不同。连贯的基础是两两相接，而两两相接可能表现在话语片段或

语词的对应上。本章还简略地评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贝克莱、莱布尼兹、穆勒、弗雷格、罗素

和斯特劳森等人的词义观，目的是为本书的话语累积论所涉及的原生概念和次生概念寻找相应的理论

渊源。本章提出话语累积论和连贯因子说。
第五章话语连贯与理解，主要提出连贯研究的新观点和方法。把话语脉络贯通所形成的连贯细分

为: 语脉连贯、情脉连贯、意脉连贯和理脉连贯，详细界定了语脉、情脉、意脉和理脉，分别进行例证说明。
本章提出理解的合作原则的总原则及相应的 4 个守则。第六章理解的合作原则与连贯的脉络结构，主

要对本书建立的连贯研究方法进行分析论证。理解的合作原则及其 4 个守则为衡量话语互动的连贯机

制提供描述性原则。从理解的合作原则的总原则看话语双方至少要在一个凸显脉络上追求话语的最大

共晓性。话语理解并不以语言形式关系的理解为终极目标，而是话语双方在语脉、意脉、情脉、理脉上达

成生活形式的理解。本章还按照首要脉络凸显的种类不同分析了 4 种脉贯实例: 即语脉凸显的杂脉连

贯、情脉凸显的杂脉连贯、意脉凸显的杂脉连贯和理脉凸显的杂脉连贯。
第七章结论，总结本书的全新思想，归纳本书的创新观点，并指出本书的实际应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