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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篇的庐山真面 

 

 

 

 

 

 

适值张迈曾教授执教四十七周年暨七十寿辰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的恩师挚友 

 

 



前  言 

《语篇的庐山真面》是献给张迈曾教授执教四十七周年暨七十寿辰的礼物。收入文集的 16 篇文章，有两

篇是张老师的代表作，一篇是张老师和夫人郑荣萱教授的合作之著，其余均是在张老师指导下完成并公开发

表过的研究论文。这些文章不仅对语篇、语境及语言思想进行了理论探讨，而且结合社会、身份及话语建构

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语篇的庐山真面》也是一部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进行语篇研究的

专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张迈曾教授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贡献。 

张迈曾教授一生执教于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长期担任英语口译、同声传译以及语言学的教学工

作。他喜爱教书的职业并视之为付出终生且乐此不疲的事业。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众多的学生都把能聆听张

老师的讲课视为一种莫大的享受。他睿智沉稳、健谈爽朗的个性，他滔滔不绝、地道流利的英语，他学识渊

博、学养深厚的功底，他真知灼见、高瞻远瞩的视角，无一不深深感染着一代又一代南开学子。 

张迈曾教授对博士生和硕士生倾注的心血更是无以伦比。我们的博士论文，从选题到成型，张老师都会

全程监控，严格把关。不论是理论应用还是研究方法，也不论是谋篇布局还是语料收集，甚至是写作的体裁

和推理的逻辑，张老师都要和学生们反复多次的深入探讨，并亲自执笔对论文进行仔细修改，字字斟酌，句

句润色。跟着张老师做研究，学生领授的不仅是张老师的渊博学识，而且是他严谨治学的踏实学风。 

张老师的严谨学风源于他独立的人格与清廉的操守。张迈曾教授为人刚正不阿，一丝不苟，坦荡磊落，

务实求真。他倡导自由、严谨、脚踏实地的学习之风。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他教导学生致力于读书研究学问，

不去追求世俗表面的名利。他不摆架子，平易近人，乐于听取不同学术派别的意见和建议。他的谦逊，他的

兼收并蓄，是他在学术上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重要原因。这里，学生看到了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

异”在张老师身上的模范实践。张迈曾教授在学问、道德、和人品上都是堪为人师的前辈长者。 

张迈曾教授研究兴趣广泛，涵盖了语篇研究、语用学、社会语言学以及人类语言学。他撰写的主要论著

包括《新英语口语词典》、《语言与交际：语言学概论》、Reorient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ext以及Context: A 

Contestable Enterprise等。张老师的学术研究始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核心思想。他以其非凡的思想洞察力和

学术敏感，捕捉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鲜活丰富的现实语料，与他的学生们共同开拓出当代中国社会和语言变

异的社会语言学和语篇研究的实证研究领地，被誉为代表批评性语篇研究新动态的“南开学者”
①
。他以求

实的治学态度探索话语与思想文化、社会机构、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从批评的视角

解读当代中国语言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的辨证关系。贯穿张迈曾教授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是：任何对社会现

实的研究都不应忽视物质、经济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同时也要重视客观世界是在话语中并经过话语形成的事

实。张老师的这些学术思想为研究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研究话语与语境的辩证关系都提供了一个与传

统语言研究不同的崭新研究视角。 

                                                      
① 参见：支永碧，2007，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新动态。《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3 期，27-32 页。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D0%C2%D3%A2%D3%EF%BF%DA%D3%EF%B4%CA%B5%E4&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D3%EF%D1%D4%D3%EB%BD%BB%BC%CA%A3%BA%D3%EF%D1%D4%D1%A7%B8%C5%C2%DB&xuanze=2


2    语篇的庐山真面 

《语篇的庐山真面》收入的 16 篇文章从两个方面体现着张老师的这些学术思想，一是对语篇、语境及语

言思想进行的理论研究，包括对这些概念的理论探讨，以及彼此之间的理论联系；二是对社会、身份及话语

建构进行的实证研究，主要是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对具体语料的话语/语篇分析。 

文集的第一部分收录了 10 篇文章，涉及的一个主题是语篇与语境的辩证关系。张老师的两篇经典论文对

这个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庐山真面 —— 语篇的交互观》对语篇内在本质及其生产过程的动态进行了辨

证地全面阐释。在深刻剖析和批驳主流语言学对语篇研究的偏颇认识基础上（即置语篇研究于抽象、孤立和

静止的真空状态中），文章从多层次、多角度探讨了语篇与社会主体、语篇与语篇、语篇与历史，以及语篇与

思想等核心范畴之间交互作用的机制，揭示了语篇作为社会实践所具有的重要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构建作用。

Context: A Contestable Enterprise 是张迈曾教授继《庐山真面—— 语篇的交互观》后对语言学领域另一重要概

念“语境”的全新解读。语境不是西方主流语言学二元对立模式下与语篇对立的概念和研究对象，不是静态

的、固化的言语活动的产物。相反，语境与语篇之间相辅相成、息息相关。语篇作为社会主体之间社会交往

与思想冲突的舞台成就了语境的产生，语境是语言使用者在对语篇策略的使用过程中共同构建的。这种对语

境的动态解读是对西方传统语言思想的大胆挑战，更是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观的现实体现。 

理论研究部分涉及的另一个主题是语言变异这个社会语言学的核心问题。张迈曾和郑荣萱合著的《社会

语言学变异研究的若干问题》从社会阶级作为说话人的变量、说话人作为社会施事者和语体三个方面系统地

梳理了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研究的各种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有待改善的地方。贯穿

文章的核心思想是认为语言变异的社会意义是动态的，即强调语言变异是被语言使用者策略地加以利用来构

筑社会现实的手段和资源。与这个主题相关联，谷小娟和张迈曾合著的《语体变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一文

对语体变异研究模式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论探讨。作者首先综述了语言变异研究四十年来的发展历史，

然后从符号学、社会心理、批评语言学三方面分别阐释了语体的形成、语体的选择和语体与身份的互构问题。

最终，作者提出与人的主体作用有关的任何客观因素、主观作用、语用策略等，都将是语体变异研究的范畴。 

研究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是语言使用者：他们通过语言选择来参与社会活动，

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非平等。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探讨，文集收入了两篇文章。田海龙和张迈曾合著的《语

言选择研究的后现代特征》从语言选择的对象和语言选择的目的两方面探讨了功能主义语言学、语用学和社

会语言学对语言选择的研究，分析了语言选择研究的后现代特征。文章还观察了语言选择者在语言选择中所

处的不同地位，认为对语言使用者地位的不同认识决定了这三种研究途径不同的语言哲学思想。通过辨证批

判地解读这些语言哲学思想，文章揭示了语言使用者在语言选择研究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进而强调

摈弃结构主义静态的、封闭的语言系统研究，提倡研究动态的、不确定的语言运用的重要性。田海龙和张迈

曾合著的另一篇论文，《话语权力的不平等关系：语用学与社会学研究》，把对话语权力关系的研究扩展到对

比分析语用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方面。文章指出，虽然两个学科在语言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异，但它

们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阐释了不同等级关系的言语交际的参与者在社会实践中的不平等话语权力关

系。归纳总结语用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互补特点，文章提出了话语权力的本质特征，即话语权力不仅是一种限

制社会主体话语参与程度的力量，而且是一种社会主体创造社会现实的力量。 

文集理论研究部分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可以说是集中在语言思想上面。这里收集的 4 篇文章体现出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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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和扩展。冯卉和张迈曾合著的论文《语言思想：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从研究对象及定义等方面讨

论了语言思想这一新兴的理论视角。文章在批判分析西方语言学研究中的主导语言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

语言学研究实际，提出发挥本土优势，在中西语言理论模式的比较研究方面进行研究的新思路。他们合著的

另一篇文章，《从语言思想看“中国品牌”语言学建设》进一步将讨论引向深入。在剖析了语言学研究过程中

较有影响的中国学者的语言思想及其对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影响之后，作者以务实求真的态度探讨了发展“中

国品牌”语言学的出路，提出在认识中西方语言思想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创立中国特色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性。

谷小娟和张迈曾合著的《语言意识与批评语言意识：外语教学的再思考》一文，结合外语教学对语言思想的

理论探讨。文章从辨证唯物主义的语言观出发，在肯定外语教学中培养语言意识的必要性的同时，强调了学

生树立批评语言意识是外语教学的当务之急。批评语言意识作为语言意识的批判和补充，对提高外语教学质

量至关重要。这一方面是语言的本质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当今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徐涛撰写的《语篇

与语篇的“对话” — 语篇互文性的理论探讨》基于马克思主义对语言的历史唯物观，在系统阐述前苏联思

想家、理论家巴赫金的异质论理论，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福柯的话语集合体理论和英国批评话语学家费尔

克兰福的话语秩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贯穿于这三个有关话语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语篇的互文性原则，

而这一原则也正是在现实的话语研究中，连接话语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的理论纽带。将这篇文章收集在这

里，可以体现出这本文集所诠释和解读的语言思想，也表明文集第二部分的实证研究在语言思想方面的出发

点。 

《语篇的庐山真面》的第二部分收入 6 篇实证研究的论文，内容涉及话语在中国社会多个领域中的建构和

参与作用。徐涛、张迈曾合著的《高等教育话语的新变迁 — 机构身份再构建的跨学科研究》借鉴社会学的

理论源泉，通过对南开大学 1979 年和 1999 年校长校庆讲话文本的历时性分析，揭示了社会变革大背景下话

语功能从交际性使用到策略性使用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所带来的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身份的变化。项蕴华、

张迈曾合著的《下岗女工身份构建的叙事分析》以下岗女工这一中国社会转型期新出现的特殊群体为研究对

象，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采用拉波夫的叙事分析模式对被采访者的叙事进行了深入分析，描述了其从“半

边天”到下岗女工到再就业的个人经历及其身份的重新构建过程。文章旨在强调叙事对身份的构建作用，即

社会身份不是一种个人的属性，而是在社会交往中或通过社会交往创建的社会化的范畴。郑海翠、张迈曾合

著的《和谐理念的多模式话语建构》在介绍多模式话语和批评性社会符号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北京 2008

年申奥会徽为例，从图像、文字、色彩、字体等多种符号模式分析了中国传统和谐理念的多模式话语建构。

潘之欣、张迈曾合著的《汉语亲属语扩展用法调查》结合中国国情，采用语言学家Milroy（1980，1987）创

立的社会网络法，尝试选用工作单位充当分析单位，将业已存在的、小型密度和高复合度的社会群体作为调

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作者分别探讨了汉语亲属语扩展用法表达的社会关系、分布的社会模式

以及未来的变化趋势，是一项社会语言学领域非常有意义的实证研究。田海龙撰写的《病例报告：抗击非典

的话语实践》一文，以中国 2003 年非典时期的一种特殊话语实践活动，即政府发布的病历报告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 30 篇样本的病例数字信息和“话步”结构的分析，揭示了符号和话语资源与其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利

益愿望之间的关系。通过细致的实证研究，作者阐述了社会主体通过话语实践参与社会实践并影响社会实践

的可能性。张青的《“将购物进行到底！”—— 中国电视媒体中的语言创新及社会区隔》是一项对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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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变中的语言创新和变化的实证研究。作者截取 2005 年 5 月至 10 月天津电视台城市频道的一个购物节

目（“S情报站”）为分析对象，对两位女节目主持人的创新性语言，包括词汇、（英语）语码混杂和语音特征

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以此阐释了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辨证关系，尤其是话语在社会变化中所起的

重要的催化剂作用。 

《语篇的庐山真面》的第三部分是附录。在文集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对所收论文的体例未作改动，在内容

等方面也尽量保持论文的原样。但是对一些可能引起歧义的地方我们也进行了修正，并使全书在风格上保持

一致。为了体现《语篇的庐山真面》这样一本文集的学术主题，我们编辑了论文的英文摘要、术语的汉英对

照表，以及术语和人名索引。尽管我们兼顾原文和新书两个方面的特点，编辑这样一部文集也难免会有错漏

疏遗之处，还恳望读者指正。 

在此，我们感谢张迈曾老师及其夫人、女儿对我们编辑此书的支持，感谢书中每篇论文的作者同意将论

文收入本文集，感谢南开大学出版社各位领导的鼎力支持以及审校室主任尹建国老师的精心筹划与辛勤工作，

感谢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赵芃老师对编辑本书索引提供的帮助。我们愿和大家一起共同祝贺尊敬的恩师

张迈曾教授在外语教学和研究中取得的非凡成就，也以此文集表达学生对张迈曾老师的美好祝愿。 

祝张迈曾老师学术之树常青、生命之水长流，幸福快乐，逍遥步健，颐养天年。 

 

田海龙  徐  涛     

201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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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迈曾，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留校至今一直从事英语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

的教学指导工作，这其间曾多次受聘担任校内外国际学术会议的口译或同声传译的工作（包括当时国家教委

在一九八四年主办的“第一届中美大学校长会议、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欧元之父）蒙代尔的讲

演等）。 多年来始终专注于话语理论及社会语言学领域的实证研究，与学生在这些领域中锲而不舍、共同努

力的工作突显了“南开学者”的研究特色。目前正潜心汲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开拓新的概念资源以求更

好地解读语言、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郑荣萱，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早年曾获澳大利亚 La Trobe 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长期以来负责英

语专业基础课教学，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语言学。 

 

冯  卉，南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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