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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作为机构性话语的典型代表，学术话语是机构目的和个人目的的综合体现。摘要作为学术论文内容的高度

概括，受体裁的限制通常不超过 300 字，却具有指引读者、便于检索和查阅等多种功能。因此，如何能在有限的字数内充

分发挥摘要的功能，实现作者的交际目的成为了学术写作研究的重点。本文选取语言学类期刊论文摘要为语料，从目的

的角度切入，分析摘要的连贯方式，尝试揭示学术话语深层的目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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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Abstract Coherence Pattern from the Principle of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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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typical member of institutional discourse，academic discourse is the mixed representation of institutional and personal
goal． Abstract，which is less than 300 words normally which is not only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journal paper，and also is con-
venient for searching and reading． Therefore，how to write a good abstract becomes the main research point of academic writ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abstracts of linguistic papers as the data，analysis the coherence pattern of the abstract，tries to prove the
goal-coherence in the academic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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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二者分道扬镳的标

志。“人就是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 谢群 2009: 25 ) 语

言又是人类思想的外化，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存在于人类

内心的目的。“目的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是人的行为

的根本属性。说话是行为，是人的根本属性之一。因此，

目的性是言语行为的根本属性。”( 廖美珍 2009: 62) 目的

原则认为，目的是言语行为的动因，也是言语行为的基

石。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其任何理性的行为都应带有目

的性的保障，这也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因此，话语分

析探究的是人在自身目的导向下通过言语的选择来实现

目的的方式。学术话语作为机构性话语( institutional dis-
course) 的典型代表，是机构目的和个人目的的综合体现。
1985 年，通过研究摘要的体裁结构与语言特点，Graetz 指

出，“简单地说，熟练的读者期望摘要的写作可以避免冗

余，这样可以简化阅读”( Graetz 1985: 125) 。论文摘要作

为学术论文内容的高度概括，具有指引读者、便于检索和

查阅等多种功能。受体裁的限制，学术论文摘要通常约

为 300 字。因此，如何能在有限的字数内充分发挥摘要的

功能并实现作者的交际目的成为了学术写作研究的重

点。本文选取语言学类期刊论文摘要作为语料，从目的

的角度切入，分析摘要的连贯方式，尝试揭示学术话语深

层的目的连贯性。

2 目的与期刊论文摘要研究
近年来，受话语分析机构性转向的影响，学术话语

( academic discourse ) 的 受 关 注 程 度 逐 渐 增 强 ( Bhatia
1993，Flowerdew 2002， Swales 2004， Hyland 20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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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tia 从体裁融合的角度对学术话语进行了分类，从此引

发了基于体裁的学术话语研究浪潮( Bhatia 2002: 34) 。学

术话语根据表达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口语和书面语两大

类。口语主要包括学术讲座、学术讨论和论文答辩等; 书

面语主要包括专著、教材、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等。目

前，书面语研究发展相对完善，尤其是对学位论文与期刊

论文的研究相对丰富。学者们分别从标题、摘要、引言、
结语和致谢等部分对二者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但是，

现有研究多关注词汇、时态、句法和体裁等形式特征，忽

视了摘要话语选择的主观性，对作者自身目的在建构语

篇中所起的作用关注不够。
目的原则认为，“任何理性的人的理性言语行为都是

有目的的，或者说，任何理性的人的理性行为都带有目的

保证———交际目的”( 廖美珍 2005: 351 ) 。因此，目的与

人是寄生关系，形影相随。期刊论文摘要作为具有独特

作用的文体，自然也承载着作者的交际目的。摘要是论

文的代言人，是文章精华的高度概括。作为语篇，摘要可

以被视为一个由多个言语行为构成的系统。每个言语行

为都是一个子目的作用的结果，整个语篇就是由多个子

目的组合成的目的系统，可以归纳为总目的，即目的连续

统。子目的之间的关系就是语篇连贯的本质。

3 学术论文摘要的连贯分析
廖美珍( 2005) 采用目的原则，分别分析了口头互动

和独白式话语的连贯方式，提升了连贯研究的语言层面，

为研究语篇连贯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以往的研究重视

句子层面，多关注相邻句之间的连贯和衔接，只见树木不

见森林。从目的关系角度切入的连贯研究突破了语言类

型的限制，为连贯研究提供了宏观层面的统一标准。本

文以言语行为为基本单位，以语言 学 类 期 刊 论 文 摘 要

( 2010 年《外语学刊》) 为例，分析学术语篇的目的连贯

方式。
3． 1 微观层面

廖美珍( 2005) 认为独白话语中，两个言语行为之间

的目的关系至少有以下 4 种: 目的与支持、目的与澄清、
目的与整合以及目的与对比。摘要是作者观点的阐述，

为了使论文具有说服力，整个语篇的内容都是为作者的

主要论点服务。在摘要中，证明自己的论点成立是总目

的，每个言语行为( 子目的) 都为总目的服务。因此，在摘

要这种带有劝说、论辩性质的话语内部，每个言语行为之

间都是正面支撑与合作的关系。须要指出，在对微观层

面目的连贯模式的分析中，我们没有区分小句与句子，主

要以目的为划分依据。
3． 11 递进关系

递进关系指第一个言语行为为第二个言语行为提供

基础，是后者成立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只有第一个言语

行为成立，第二个言语行为才能成立。换言之，前者是后

者的基础，其目的指向是由前至后。
① ( 1) 波铁布尼亚是著名的俄乌哲学家、思想家、语

言学家，( 2) 其语言哲学思想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甚至世界
哲学研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 高 国 翠 高 凤 兰 2010
＜ 5 ＞ : 11)

② ( 1) 洪堡特的“语言内部形式”概念实际上指一种
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系统。( 2) 这种结构系统
深藏在语言内部，是每一种语言的独特属性。( 张奎如

2010 ＜ 3 ＞ : 7)

③( 1) 它认为意义与说话人的心理意图密切相关，
( 2) 把发话人意图等心理意向视为意义要素，( 3) 将发话
人意义与发话人意图等同起来，( 4) 并用后者分析、定义
前者。( 黄碧蓉 2010 ＜ 6 ＞ : 1)

这种结构正好与廖美珍( 2005 ) 提出的“目的: 支持”
关系相反。“目的: 支持”是指第二个言语行为的目的是

为第一个言语行为提供理据。而在上两例中，都是言语

行为( 1) 为( 2 ) 提供依据。廖美珍( 2005 ) 提出的“目的:

对比”关系，指“下一句话与前一句话形成对比”。由于在

这类关系中，前述话语是为后面的话语服务，所以我们将

这种关系归入递进关系。
④ ( 1) 名词化是英语的一个重要语言现象，对增强

文章的表达力有重要作用，一直都是语言研究的热点，
( 2) 但是人们对英语名词化的限制方面却缺乏深入探
讨。( 缪海涛 2010 ＜ 3 ＞ : 47)

⑤ ( 1) 人们普遍认为，许多第二语言的词汇是在词
汇习得者进行广泛阅读时，附带地学习到的。( 2) 然而，
经过 30 年左右的潜心研究，词汇附带习得还是没有完全
理解，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 赵 龙 武 杨 杰 2010
＜ 3 ＞ : 144)

因此，从系统论的角度，我们认为对比关系属于递进

关系，是递进关系连续统中的极端情况。
3． 12 并列关系

两个子目的处于同一层级，地位平等，共同为更高一

层的目的提供支撑，这样就构成并列关系。
⑥ ( 1) 先秦诸子都对语言问题倍加关注，致使语言

哲学成为先秦的“显学”。
ⅰ 〡( 2) 一方面，各家对语言的认定并不相同，形

成了三个主要流派，即……。
〡 ( 3) 另一方面，三派的观点具有共同特征: 第

一，注重……成为共同结局。( 魏义霞 2010 ＜ 2 ＞ : 14)

( 2) 与( 3) 构成并列关系，共同为( 1) 提供支持，这样

( 2) 和( 3) 又构成一个大言语行为 i 与( 1 ) 构成“目的: 支

持”关系。并列关系的两个目的之间没有指向关系，二者

地位平等共同指向上一级目的。当然，并列关系的子目

的也可以先行出现，构成上一级目的的基础，形成对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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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支撑。例如:

⑦〡( 1) 相对于主流语言，反语言具有寄生性与隐喻
性。

〡( 2) 反语言生成反社会，反社会是主流社会的有意
识的替代。
ⅰ 〡( 3) 反语言是构建身份认同、寻找“有意义的他

者”的重要手段。
( 4) 反语言作为边缘话语的一种极端形式，对社会符

号学研究话语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丁

建新 2010 ＜ 2 ＞ : 76)

言语行为( 1) ( 2) 和( 3) 是具有平等地位的 3 个子目

的。它们共同构成上一级言语行为 i 的目的基础。同时，

i 同言语行为( 4) 又构成了“支撑: 目的”关系。尽管这种

模式中支撑的子目的结构先于被支撑的上一级目的出

现，但是子目的之间仍然是并列关系。同时它们与上一

级目的之间也是支撑与被支撑的关系，因此这一结构也

属于并列关系的范畴。
事实上，尽管并列关系的两个目的之间在逻辑结构上

处于平等的地位，但是在句法结构中却并非完全等同。并

列结构中位置靠近主语或主位的成分通常重要性要高于

其他成分。而在并列关系的连贯模式中，位置接近上一层

目的的子目的在重要性方面也要高于其他目的。例如:

⑧( 1) 中国警察侦查讯问话语中对应的结构和分布
具有特殊性:

ⅰ 〡( 2) 主要以 I-R2 步结构，I-R-F3 步结构和 I-R-
Ii-Ri重复结构为典型结构，

〡( 3) I-R-Fi-Fii4 步结构和 I-Ii-Ri-R嵌入式结构等交
错与其中……( 黄萍 2010 ＜ 4 ＞ : 82)

尽管言语行为( 2) 和( 3) 之间没有表示并列关系的连

词形式，但是它们在逻辑上却是平等的，属于并列关系。
但是从语义分析可以看出言语行为( 2) 同( 1) 之间的关系

显然比言语行为( 3) 同( 1) 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逻辑关

系上平等的两个子目的在句法关系上却不平等。这是由

于逻辑关系的指向可以不受句法结构的制约，而句子成

分的关系则必须受制于句子的线性结构。无论是书面语

还是口语表达都须要占据一定的时间或空间位置。受到

人类认知器官的限制，在时空上接近主要目的的子目的

更容易得到读者或者听话人的关注。因此，说话人或作

者会根据关系的密切程度将重要的子目的安排在更接近

主要目的的位置上，以期获得听话人或读者的关注。这

种现象在语言中具体表现为句法对语义的限制关系。对

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另辟专文给予进一步的论证。
3． 13 阐释关系

廖美珍( 2005) 将“目的: 支持”与“目的: 澄清”划归为

两种关系。本文认为，二者的本质都是后面的言语行为为

前面的言语行为提供理据与支撑，但是程度不同。因此，本

文将例⑥中( 1) 与 i 构成的关系称为阐释关系。又如:

⑨( 1) 在哲学史上，毛特纳通常是一个被忽略的人
物。( 2) 国内学者对他的了解通常限于《逻辑哲学论》中
的那句名言———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 当然不是毛
特纳意义上的) 。( 谢群 2010 ＜ 1 ＞ : 9)

这是一个典型的阐述关系模式，言语行为( 2) 为言语

行为( 1) 提供理据，说明言语行为( 1) 的正确性。言语行

为( 1) 类似于整个摘要的主题句( topic sentence) ，是对摘

要内容的高度凝练。后续的其他言语行为都是对主题句

的支持与解释，在逻辑上都共同指向言语行为( 1 ) ，形成

类似向心结构的修饰关系。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语篇连

贯模式，能够有效地帮助作者实现告知和劝说的目的。
阐释关系包括“目的: 支持”与“目的: 澄清”。同时，

继承廖美珍有关“目的系统论”的观点，将“目的: 澄清”关

系视为阐释关系的极端案例，即后面的话语是前面话语

的同义反复。语言上的表现手段通常为“……，即……”、
“换言之”和“也就是说”等。尽管此类话语在学术论文正

文中出现频率很高，但是，在笔者对全部 198 篇语料的观

察中，没有发现“目的: 澄清”这种极端案例。这是受到摘

要自身体裁特点的限制。摘要以简短、概述为主要特征，

但是澄清性的话语多以解释为目的，与摘要自身简洁的

体裁特征相违背。因此，“目的: 澄清”关系在学术期刊摘

要中较少出现。这也表明，目的尽管是人的本质属性，但

是仍然受到机构语境的限制。人生活在语言游戏中，就

必须遵守游戏规则。为了更好地展现目的与规则之间的

关系，我们认为应该将目的层次化、级别化，可以尝试吸

收逻辑学中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的划分方式，区分元目的

与对象目的，以便更好地展现目的的层级关系。
此外，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阐释关系的体现方式还

有很多，如下例中发话人就选择了举例子的方式。
⑩ ( 1) 某些共时的变异可以通过历时的演化来加以

解释。( 2) 例如，15 至 17 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元音大转移，
印欧语系部分语言中一些元音的历史同化，19 世纪日耳
曼语言中发生的两次辅音转移，以及汉语中出现的一些
例证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赵忠德 2010 ＜ 3 ＞ : 83)

须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在语料中出现的频率很低，

原因是其与“目的: 澄清”关系一样违反了摘要简明、概括

的原则。
3． 14 微观目的连贯模式

目的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的。综上所述，根据

前后子目的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微观层面上，摘要的目的

连贯模式主要分为递进、并列和阐释三种。如下表所示:

递进关系 目的 1( 前)→ 目的 2( 后)

并列关系 目的 1( 前) = 目的 2( 后)

阐释关系 目的 1( 前)← 目的 2(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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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关系相互依托，在宏观上构成目的连续统。3 种

关系进一步细化，在微观上会出现更多的目的关系类型。
如下图所示:

目的连续统 宏观层面

↙ ↓ ↘

递进关系 并列关系 阐释关系 中观层面

前→后 前 = 后 前←后

↙ ↓ ↘ ↙ ↓ ↘

因果 对比 整合 …… 澄清 补充 举例 支持 …… 微观层面

目的是人脑内部的某种意向( intention) ，须要通过语

言的外化才能够得以显现。依据不同的目的，人会选择

不同的言语表达，以符合目的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微

观层面的不同语句实际上是交际者各种主观目的的外

显。无论是句子内部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语句之

间的各种衔接，都是交际者目的的实现方式。通过不同

衔接手段构建的语篇实际上也就是人不同交际目的体系

的外显方式。对学术论文摘要的语篇分析，也就能够帮

助我们理解作者的交际意图。因此，通过语篇分析，可以

探知人的目的。同时能够将语言研究与目的研究联系起

来，也能将人和人的世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3． 2 宏观层面

微观层面的连贯多体现于前后相邻的言语行为中，

但是宏观层面的连贯则构成整个语篇。胡曙中曾经指

出，“目的规定语篇构建过程，目的决定使用何种形式和

力量”( 胡曙中 2004: 174 ) 。因此，以目的为划分基础的

连贯模式，不仅体现在微观层面上，也可以构建宏观语

篇。限于篇幅限制，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语篇层面的

目的连贯模式。
瑏瑡 ( 1) 波铁布尼亚是著名的俄乌哲学家、思想家、语

言学家，其语言哲学思想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甚至世界哲
学研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2) 本文在系统研究波铁布
尼亚语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历史比较方法，深入挖
掘其思想渊源，全面概述其语言哲学思想; ( 3 ) 同时，概
括波铁布尼亚语言研究的概念理论。( 4) 本研究有助于
了解乌克兰和俄罗斯语言哲学的历史渊源，对本体论、认
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认识有理论指导意义，为促进我国
对乌克兰和俄罗斯语言哲学、文化哲学、俄罗斯哲学史、
美学的了解和研究工作提供借鉴。( 高国翠 高凤兰 2010
＜ 5 ＞ : 11)

上面例子的目的连贯模式可以总结为下图:

子目的 1:

选题的重要性

( 1)

→
子目的 2，3:

概括研究内容

( 2) = ( 3)

→
子目的 4:

对其他研究的意义

( 4)

↓ ↓ ↓

总目的: 说明本文的研究价值

虽然在整个语篇的建构中每一个子目的都是为总目

的服务的，但是各个子目的与总目的之间的关系也有程

度区别。也 就 是 说，连 贯 性 有 程 度 性 的 区 分。廖 美 珍

( 2005) 认为，直接指向总目的比间接指向总目的的连贯

性要强。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子目的均直接指向情况下的

连贯程度进行说明。在例瑏瑡中，( 1) 至( 4) 是层层递进关

系，同时直接指向总目的。( 4) 是整个语篇中最重要的信

息，它与总目的的连贯性也最强。因此，我们认为，直接

指向的连贯性比间接指向要强，但是，无论子目的直接或

间接指向总目的，二者间的连贯性都有程度之分。直接

指向与间接指向共同构成目的连续统，二者之间没有明

确的界限。

4 基于目的的语言研究
古希腊哲学家 Protagoras 曾经说过，“人是万物的尺

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

的尺度”( 柏拉图 2003: 664 ) 。因此，世界无处不带有人

的标记———目的。目的原则认为，人的每一个理性行为

都具有目的性。同时，人又是“符号的动物”，每一个理性

行为中的目的都通过符号表达。其中，最典型的符号就

是语言。因此，作为体现人本质特征的目的和语言构成

了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撑的关系。学术话语自然也不例

外。创作摘要就是有目的性的，目的自然也就体现在语

篇的点点滴滴中。
首先，以往的摘要研究过于重视形式化的语言手段，

忽视支配语言选择的目的因素。目的是语言产生的动

因，是语言选择的指针。语言顺应目的，与目的相关联，

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人的目的。因此，以目的为基础的语

言研究才能深入本质，发掘语言产出的根本原因，由内至

外地展现人类的生活形式。这样可以避免“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的“治标不治本”性的研究。其次，目的连贯模式

的研究具有较好的适用性。人的基本逻辑形式是固定

的，那么其目的建构的主要模式也大致相同，可以对其他

类型语篇的分析提供基本模式。最后，目的依靠语言体

现。语言背后是目的，只有通过语言的表达，目的才能得

以呈现。因此，以语言的形式为依托，将目的与句法、词

法和音调等的结合，由外及内的目的研究也有待探索。

5 结束语
“以目的为核心的话语分析可以为语篇连贯研究提

供新的标准和路径。”( 廖美珍 2005: 357 ) 通过以上对摘

要连贯模式的研究，我们发现: ( 1) 目的有层次之分，程度

之分，共同构成目的连续统; ( 2 ) 衔接就是目的连贯的语

言外化; ( 3) 摘要的微观目的连贯模式主要有递进、并列

和阐释 3 种，其中递进为主要模式; ( 4) 宏观层面的目的

连贯性有直接与间接之分，但二者内部也有程度性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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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关摘要目的连贯性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加
深，未来我们将采用量化统计的方法对研究结果加以佐

证，对目的连贯模式的主次程度进行划分。当然，对于目

的的语言研究并非仅限于此。从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

则和关联理论，到顺应论、综观论和目的原则，都不同程

度地反映出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共同关注。无论是形式

语言学的分析还是功能语言学的综合，都离不开对使用

者交际目的的探求。小至某个词汇的选择，大到语篇整

体的建构都反映出作者或说话人的目的诉求。无论是哲

学层面对语言的反思与批判，还是语言学视域内对具体

现象的分析，都是对人交际目的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语篇分析探究作者的目的，可以使得我们从全新的

维度揭示“人和人的世界是如何在和如何是”的终极问题

( 李洪儒 2008: 17) 。希望本文可以抛砖引玉，丰富以目的

为基础的话语研究，吸引更多学者共同探索目的在话语

中的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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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西语言哲学高层论坛会讯

根据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工作安排，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和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将于 2013 年 4 月 19—22 日在杭州举办中西语言哲学高层论坛。请有意参会者于 2013 年 3 月 5
日之前将回执和论文摘要( 中英文 300 字以内) 发送至黄会健老师处( hhj@ zjc． zjut． edu． cn) 。届时
论坛将邀请国内相关专家到会做主旨发言。会议主题: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纪念索绪尔
逝世 100 周年

会务费、资料费 800 元 /人( 研究生减半) ，会议统一安排食宿，住宿费自理。
联系人: 黄会健 ( 电话: 0571 － 87313186，13757189523)
报到地点:杭州市之江路 182 号(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校园内)

( 本刊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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