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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学亮，1991年6月获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5月破格晋升教授职称，1997年12月获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
，现为复旦大学教授(二级)，外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所长。是《现代外语》
、《外语学刊》等十几种杂志的编委，兼任中国语用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
等职。早期研究英语传统语法，后转向生成语言学理论，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从事话语分析研究，获
博士学位后，将研究范围扩大至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认知语用学、功能语言学、理论语言学、认
知语言学等交叉和跨学科领域。迄今在英语教学、传统语法、生成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用学、跨文
化交际学、认知语用学、功能语言学、理论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领域内已发表论文180余篇，已出
书13种。独立承担了国家社科、国家教育部、上海社科、上海教委、复旦大学等科研课题1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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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用推理11　文化语用学12　句法中的语用因素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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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语境发凡　　语言的使用是和语境分不开的，Malinowski（1923）认为，不把话语与语境
结命，就很难理解说话人的意思，他认为语言是“行为的方式”，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必不可
少。Firth（1957）继承了上述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语境观，他认为上下文之间、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
等关系，分别构成上下文和情景等语境因素，语境还包括语用人的特征、言语活动特征等方面。除了
交际双方共同具备的语用知识外，语境还包括语用者在语言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语言活
动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语言活动的情景、适合语言活动的话题、话语情景所归属的语域等。此外，话
题对选择方言或合适的交际媒介也很重要（Lyons 1977：574），语境包含“话语的形式和内容、背景
、参与者、目的、格调、交际工具、风格、互动规范等范畴”（Hymes 1972）。　　我国学者对语境
也早有研究，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1971）一书就讨论了修辞与情境的关系，他认为情境是
语用人撰文说话时所处的种种具体环境，包括“何故”（劝说或论辩？）、“何事”（日常琐事还是
学术讨论？）、“何人”（谁对谁说？）、“何地”（写说者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何时”（写
说的时间？）等。王德春（1983）把“使用语言的环境”明确化为“言语语境”，他认为语境就是言
语环境，即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的身份、思想、性格、职业、修养等
使用语言的环境。张志公（1982）认为，对语义的影响最直接的，是现实的语言环境，即说话和听话
时的场合以及话语的前言后语。语境可以大至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小至交际双方个人的情
况，如文化教养、知识水平、生活经验、语言风格和方言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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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简明语用学教程》的笔记-第1页

        关联理论认为，话语理解的过程，是沿着最小努力方向推导语境隐含并获得最佳认知效果的过程
。任何正常的话语本身传递的就是对关联的最佳期待。因此任何正常话语就值得话语接受者耗费心力
来加工处理。关联理论的一大命题是，一旦关联期待在交际者那儿得到满足或被放弃，交际便宣告结
束。

2、《简明语用学教程》的笔记-第62页

        在阅读时，读者对文字信息的处理，是一种自然的、自动的且速度很快的宏观信息处理过程。他
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过程的存在。⋯⋯
⋯⋯教师要求学生写作文，在语言生成时，作文者在认识、愿望、以图等基础上，必定先有定向思维
，组织提纲，选择衔接方式这一过程，然后在以时间和行为的常规特征、标志、条件、组成部分、结
果等因素为基础，进行语言生成。⋯⋯
⋯⋯有事说话者在开始说话时并没有完整的宏观结构，或者说他并不知道几分钟后他会说些什么，只
是“说了再说”。⋯⋯假如老是变题而又不事先提示或不用转折语过渡，那他的思维就可能有些问题
。

3、《简明语用学教程》的笔记-第64页

        世界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多维实体。⋯⋯而语篇却是语言的线性序列。语篇过程把多维的世界、抽
象的概念、同时并存的状态或同事发生的事件线性化后，才能构成语篇或言语的线性序列。⋯⋯
⋯⋯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时间包括大量的细节，而与其对等的心理表征，却只含有最有代表性、最典型
的有限主干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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