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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话语”的话语

“话语”是一个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术

语ꎬ其含义非常丰富ꎮ 这不仅表现为其含义在不同学

科中有所区别ꎬ也表现为同一学科中(如语言学中)
不同学者对其不同的定义ꎮ 所有这些不同学科、不同

流派、不同学者对“话语”这个概念的不同解读、不同

表述和不同使用构成了形形色色的关于“话语”的

话语ꎮ
例如ꎬ在语言学领域ꎬ有的学者[１] 把“话语”定义

为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ꎬ有的学者[２] 把“话语”理解

为一个具体语境中实际运用的言语ꎮ 不论是把“话
语”当做一个由词和句联系在一起的“篇章”ꎬ还是把

“话语”视做一个由语音呈现的在一定语境中传达意

义的活动ꎬ这些关于“话语”的表述ꎬ或曰关于“话语”
的话语ꎬ与社会学中关于“话语”的表述有着很大的

不同ꎮ 在社会学里ꎬ如在福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的著作[３][４]

中ꎬ“话语”被认为是既构建话题、又定义和构建知

识ꎬ同时还规定谈论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影响思想被

付诸实施和被用来规范他人行动的方法ꎮ 可见ꎬ在学

术领域中各种各样关于“话语”的话语彼此之间有着

很大的区别和不同ꎮ
那么ꎬ为什么对“话语”这个概念会有这么多不

同的解读和表述呢? 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因为不同的

学者ꎬ由于其学术背景的不同会对同一个概念有不同

的解读和表述ꎮ 然而ꎬ根据历史语义学(也称概念

史)的理论ꎬ这里也有一个更需要注意的原因ꎬ就是这

些学者通过对“话语”进行与众不同的解读和表述可

以推广自己的学术主张ꎮ 在历史语义学看来ꎬ任何概

念所含有的定义都是不确定的ꎬ因而是可以争议的ꎮ
也就是说ꎬ不同社会主体可以通过不同的表述方式使

某一概念的意义为其目的服务ꎬ并使这样的意义为公

众所接受和认可[５][６]ꎮ 就“话语”这个概念而言ꎬ不
同的学者通过讲课和著书立说使他们的学生、听众和

读者相信他们关于“话语”这个概念的解读ꎬ并推广

自己关于话语的言说ꎬ进而影响这些学生、听众和读

者对“话语”的认识ꎮ 这些不同的关于“话语”的话语

彼此之间既相互关联ꎬ又彼此区别ꎬ而且在一定程度

上还通过各自的言说体系形成对立ꎬ进而形成相互之

间的话语斗争ꎬ甚至造成各自所依托学科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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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ꎮ
以上所述语言学与社会学关于“话语”的解读和

表述尽管是一种体现在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区别ꎬ实际

上却是一条横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沟壑ꎬ不仅将学科

之间的联系无情地割裂开来ꎬ而且造成学科和学者过

分强调自己领域学术话语的倾向ꎮ 这种体现在学术

话语上的“话语斗争”我们在后面讨论学术话语实践

的具体策略时会详细分析ꎬ现在我们要提及批评话语

分析ꎬ看它如何将语言学和社会学关于“话语”的话

语联系起来ꎮ
实际上ꎬ批评话语分析作为话语分析的一个流

派ꎬ综合了语言学关于“话语”的话语和社会学关于

“话语”的话语ꎮ 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话语”一方面指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书面的和口语的)ꎬ
另一方面还包括人们运用语言的方式以及制约这些

语言运用方式的规约ꎮ 准确地说ꎬ“话语”是具体使

用的语言与制约这些语言使用的因素共同构成的一

个整体ꎬ二者彼此区别又相互联系ꎬ在批评话语分析

领域构成一个完整的关于“话语”的概念ꎮ 在社会生

活中ꎬ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交流对

象、所在场合以及各自依托的组织和机构在选择使用

不同的词汇、句式、体裁、模式来传递信息、参与活动、
构建身份、再现事实[７][８]ꎮ 在这些以话语为体现形式

的社会实践中ꎬ仅有语言运用是不够的ꎻ这些社会实

践之所以能够进行ꎬ更重要的是因为语言运用中包含

着语言使用者自身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以及由此

而产生的语言使用者对交流对象社会地位和价值取

向的即时动态判断ꎮ 不难看出ꎬ话语是一个围绕语言

使用者而存在的语言和社会诸多因素相互关联、相互

作用的体系ꎮ
批评话语分析关于“话语” 的话语可以用吉一

(Ｇｅｅ) [９]使用大写的 Ｄ 和小写的 ｄ 来表示话语意义

的方法来表述ꎮ 吉一[９](１７ － １８) 将那些为社会所接受

的、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对合适的事物进行言说、评
价、谈论的方式统称为以大写的 Ｄ 开头的话语(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ꎬ而将那些具体使用的言语或篇章(如会话、
故事等)统称为以小写的 ｄ 开头的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ꎮ
他认为ꎬ大写的 Ｄ 所表示的话语意义一般包括语言使

用及其相关的社会因素ꎬ这实际上体现出批评话语分

析对话语概念的认识ꎬ这种认识既包括语言学意义上

的话语ꎬ也包括社会学意义上的话语ꎻ而以小写的 ｄ
表示的话语一般只是围绕一定话题展开的内容ꎬ具有

多种多样的特点ꎬ因而其英语表达总是以复数的形式

出现ꎮ 我们认为ꎬ这些多种多样的话语构成了话语交

流的前提ꎬ而体现言说方式的话语特性则是话语交流

的基础ꎮ 换言之ꎬ没有多样的话语则无话语交流ꎬ而
缺乏言说方式的共识也无法进行有效的话语交流ꎮ

二、 话语体系与“交流”的话语解读

人们生活在社会中不可不与别人交流ꎻ在一定程

度上ꎬ交流是社会活动的基础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ꎮ 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依赖语言进行思想的交流和

意义的传递ꎬ然而人们成功交流紧紧依赖语言是不够

的ꎮ 依据上面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的理解ꎬ也就是

说ꎬ话语一方面是使用的言语ꎬ一方面是言语使用的

规约ꎬ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ꎬ成功的交流除了使用语

言之外ꎬ还要考虑语言使用的规约ꎬ包括交流双方的

地位和身份、交流的场合及时间、谈论的话题、以及对

交流另一方的了解程度等ꎮ
如此从话语的角度解读交流活动ꎬ需要从两个方

面进一步深入ꎮ 首先ꎬ不仅要注重交流的语言形式ꎬ
更要注重交流双方的价值取向ꎮ 社会生活中交流的

双方ꎬ不论是不同背景(包括文化背景、学术背景、政
治背景等)的“社会人” [１０]ꎬ还是这些人所依托的机

构ꎬ他们都属于不同的话语体系ꎮ 这些人或机构有着

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ꎬ同时具有与众不同的、决
定其语言表达方式的价值取向和知识结构ꎮ 因此ꎬ从
话语角度解读交流活动ꎬ要对这两个方面有充足的认

识ꎮ 其次ꎬ从话语的角度解读交流活动ꎬ要注重理解

交流活动的内在机制ꎬ掌握语言运用和社会规约两个

层面的话语策略ꎬ并从这两个方面促进交流的成功

进行ꎮ
关于第一点ꎬ有必要在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概念

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话语体系”的概念ꎮ
“话语体系”和“话语”一样也是一个目前使用很

广泛的概念和术语ꎮ 早在 １９９５ 年ꎬ斯克伦夫妇(Ｓｃｏｌ￣
ｌｏｎ ＆ Ｓｃｏｌｌｏｎ)就提出“话语体系”的概念ꎬ认为“话语

体系”应包括意识形态、社会化活动、话语形式和面子

体系[１１](９７ － ９８)ꎮ 基于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概念的

认识ꎬ我们认为“话语体系”与“话语”一样ꎬ实质上包

括语言使用和社会规约两个方面的内容ꎬ只是“话语

体系”这个概念较“话语”更多地强调了话语表述的

内容之间的系统联系ꎮ 在话语体系中ꎬ其语言使用层

面需要考虑的语言运用形式包括词汇、小句、文体、语
域、格式等等ꎬ社会规约层面需要考虑的内容包括语

言使用者的知识、经历、价值观、机构属性、以及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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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规则等ꎮ 在分析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交流时ꎬ
更重要的是分析话语体系之间在这两方面内容之间

的系统联系ꎮ
霍尔(Ｈａｌｌ) [１２] 在谈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时ꎬ

曾经谈到不同文化经历的人对他所经历的事物有不

同的表达方式ꎮ 这可以进一步理解为:１)不同文化中

的人ꎬ其经历有所不同ꎬ因而ꎬ２)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

事物的表述也不同ꎮ 关于不同文化的人的不同经历ꎬ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ꎬ如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

人就与没有经历这些改革开放的西方人不同ꎬ这种不

同不仅是经历的不同ꎬ更重要的是ꎬ这种不同的经历

导致在语言表达方面产生出很多的差异ꎬ如我们使用

的概念和词汇ꎬ包括“中国梦”、“经济新常态”、“农民

工”等等ꎬ在西方学者表述他们经历的社会变革时就

不可能出现ꎮ 这些概念是某种特殊的经历所特有的ꎬ
也是某种特殊表达方式的基础和前提ꎮ

以此为基础ꎬ谈论不同话语之间的交流ꎬ亦同于

讨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ꎮ 然而ꎬ就像文化的概念可

大可小、并具有层次的区分一样(如高语境文化和低

语境文化ꎬ见窦卫霖[１３](６１) )ꎬ话语的概念也因谈论的

话题不同可分为不同的话语或话语体系ꎬ如政治话

语、学术话语、法律话语等ꎮ 就学术话语而言ꎬ话语与

话语的交流可分为两种情况:交融和交锋ꎮ
所谓学术话语的交融ꎬ指的是不同学术话语体系

之间(如中医话语与西医话语之间)彼此在内容上的

相互补充ꎬ而且这种相互补充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取
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基础之上ꎮ 交融式的交流可以促

进相应学科的发展ꎬ也可以促进学科之间的合作和跨

学科研究的形成ꎮ 与此不同ꎬ学术话语的交锋指的是

不同学术话语之间由于各自的学理和基础的不同而

导致各说各的理、彼此无法相互认可、但又相互以对

方的理论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的学术论战ꎮ 在

这方面ꎬ形式主义语言学与功能主义语言学之间的交

锋可以说是一个恰当的例子ꎮ 由于各自在所依据的

学理、研究的对象以及使用的方法方面存在着巨大的

差异ꎬ这两个语言学流派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是一种学

术的论战ꎬ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采用或接受自己的主

张ꎬ更谈不上彼此从对方的研究中汲取营养ꎮ
不论是学术话语之间的交融还是交锋ꎬ学术话语

之间只要有交流就一定涉及语言表达的问题ꎮ 就某

一特定的学术话语而言ꎬ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

及研究者进行研究的特殊经历ꎬ这个学术话语体系里

充满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概念和术语ꎬ也有其自成体系

的表达方式ꎬ在术语词汇、文体语域、以及格式体例等

方面形成一定的规约ꎮ 这时ꎬ当这个学科(话语体

系)与另一个学科(话语体系)进行交流时ꎬ如果是彼

此互利的交融ꎬ就需要这个学科(话语体系)的学者

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另一个学科(话语体系)的学科熟

悉的术语和表达方式ꎬ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自己学科

(话语体系)的特殊性ꎮ
由此ꎬ我们进入从话语的角度解读交流所要关注

的第二个问题ꎬ即交流的内在机制和话语策略问题ꎮ
下面ꎬ我们以“科研申报项目”这样一个中国语境中

学术话语之间交流的话语实践为例ꎬ讨论成功的学术

话语交融所要考虑的社会规约和言语表达两个层次

上的话语策略问题ꎮ 之后ꎬ我们围绕批评话语分析的

一个争论ꎬ讨论学术话语交锋的学术规约和言语表达

问题ꎮ

三、 学术话语的交融

科研项目申报是学者经常要从事的一项工作ꎬ在
某种意义上说ꎬ它是一种学术话语之间的交流ꎬ是一

种话语实践ꎮ 科研项目申报成功固然有申报者前期

成果和研究团队和实力的因素ꎬ但就学术话语交流而

言ꎬ申报者所在的学术话语体系与评审者所在的学术

话语体系之间的交融程度也起着巨大的作用ꎬ因此ꎬ
我们更倾向于这是一种学术话语之间的交融ꎮ 下面ꎬ
我们从学术规约和言语表达两个方面来讨论科研项

目申报中的学术话语交融策略ꎮ
(一) 交融的学术规约

从学术话语交流的角度来讲ꎬ科研项目申报成功

与否取决于申报一方的话语是否为评审一方所接受

和认可ꎻ换言之ꎬ取决于申报者的话语体系与评审者

的话语体系是否能够最大程度的交融ꎮ 这首先体现

在申报者的学术话语要满足学术话语交流的规约ꎮ
就科研项目申报而言ꎬ这些规约至少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两点:
１. 项目的选题要符合项目发布机构的要求ꎮ 一

般来讲ꎬ项目发布机构都要发布一个项目申报的通

知ꎬ公布项目申报的指导思想和目的原则ꎬ如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规定所申报的项目要服务国家需求ꎬ等
等ꎮ 同时ꎬ项目发布机构还要公布一个项目指南ꎬ列
出一些急需研究的课题供申报者参考ꎮ 这些要求和

原则ꎬ可以被看做是申报者必须考虑的、在选题等方

面具有指导意义的框架性规约ꎬ而在其他一些方面

(如经费预算、申报条件)这些框架性规约更具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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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ꎮ
２. 课题论述要符合规范要求ꎮ 在这方面ꎬ不同

的基金项目有不同的规定ꎬ如有的要求供匿名评审的

申报书活页里不能出现个人信息ꎬ有的要求博士论文

作为项目申报要经过一定时间的修改和完善ꎬ还有的

在经费预算方面有具体的要求ꎮ 就课题论述而言ꎬ申
报者要严格遵守项目发布者的要求ꎬ提供规范的申报

书ꎮ 有的项目发布机构要求申报者所在单位的全称ꎬ
有的在这方面没有具体要求ꎬ这些都应该纳入项目申

报者考虑的范围ꎬ不能无所顾及ꎬ想怎样就怎样ꎮ
(二) 交融的言语表达

就科研项目的申报而言ꎬ申报者所从事的学术领

域有其自身的学术规范和表达方式ꎬ但是ꎬ从学术话

语交流的角度看ꎬ申报者的话语体系需要在言语表达

方面使用评审者学术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ꎬ这样才可

以增大申报成功的几率ꎮ 具体来讲ꎬ要在以下几个方

面进入评审者的话语体系:
１. 研究现状的评论要适当ꎮ 一般来讲ꎬ项目申

报书都需要对所申报课题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评

述ꎮ 这个评述既要体现申报者对研究现状的了解和

掌握ꎬ又要说明申报课题对研究现状的补充和延伸ꎮ
在语言表述层面ꎬ如果申报者话语体系与评审者的话

语体系实现深度交融ꎬ那么ꎬ申报书中的言语表述就

不要出现极端的表达方式ꎮ 例如ꎬ与其说目前的研究

“还是一个空白”就不如说“到目前为止ꎬ还没有发现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或“目前的研究虽涉及城市

语言生活的许多方面ꎬ但缺少以一个城市为个案的深

入研究ꎮ”
２. 使用评审者的话语表述ꎮ 所谓评审者的话语

表述可以被理解为公认的学术语言ꎬ所以ꎬ在申报书

中要避免使用白话的、不专业的表达方式ꎮ 例如ꎬ与
其说用“我们很早就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这样

的表述来表达对研究课题有很长时间的关注ꎬ就不如

写成 “申报者对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研究积累

”ꎮ 申报者在努力接近评审者的学术话语表达

时ꎬ有必要放弃一些自己学科领域非常专业的术语ꎬ
或者对这些术语进行必要的界定ꎬ以便和评审者达成

最大程度的学术交融和共鸣ꎮ

四、 学术话语的交锋

在不同学科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ꎬ甚至同一学科

但不同学派的学者ꎬ在进行学术交流时更多的则是一

种学术交锋ꎬ而不是学术交融ꎮ 用通俗的话来讲ꎬ这
些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要么彼此之间相互争论ꎬ
要么在交流过程中各说各的道理ꎮ 然而ꎬ从话语的角

度来看ꎬ这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锋却是不同学术话语

体系之间交流的一种常态ꎮ 从学术规约和话语表达

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些学术话语交锋的话语实践ꎬ可以

发现其中的一些特点ꎮ 下面我们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围绕批评话语分析的原则和方法展开的一场争

论[１４][１５][１６](１１１ － １３７)来讨论学术话语的交锋问题ꎮ
(一) 交锋的学术规约

与学术话语的交融需要遵循共同的学术规约和

规范不同ꎬ学术话语之间交锋所遵循的学术规约更多

地体现为彼此共同感兴趣的话题ꎮ 当然ꎬ学术交锋也

是要遵循学术规范的ꎬ如将争论性的文章发表在相关

的学术期刊上ꎬ并与相关作者展开讨论ꎮ 但是ꎬ更主

要的ꎬ能够使学术交锋得以发生的是不同领域或流派

的学者对相关主题的关注ꎬ以及在交锋中使用双方认

可的术语并引用相关的文献ꎮ 正是这些共同的主题、
术语和文献构成了潜在和无形的框架ꎬ将学术话语的

交锋规范在一定的范围之内ꎬ并构成其基础ꎮ
在唯窦森(Ｗｉｄｄｏｗｓｏｎ)与费尔克劳(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

的争论中ꎬ唯窦森首先对批评话语分析关于“话语”
这个概念的定义提出质疑ꎬ认为这个概念在批评话语

分析 中 的 含 义 太 “ 虚 渺 和 模 糊 ( ｉｎ ｖ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ｖａｇｕｅ)” [１４](１１２)ꎮ 之后ꎬ他的质疑落到批评话语分析

的“解释(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和“行动(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等

概念上面ꎬ认为批评话语分析本身就是矛盾的ꎮ 尽管

唯窦森和费尔克劳在争论中各自的理据不同ꎬ但“话
语”等概念构成双方谈论的主题ꎬ成为这个学术话语

交锋赖以发生的基础ꎬ并规定出话语交锋的范围ꎮ
学术话语交锋赖以发生的另一个基础是双方都

认可并使用的相关术语和文献ꎮ 和争论的主题不同ꎬ
双方使用的术语和文献标不是构成争论的基础ꎬ而是

表明各自在这个领域的信息量ꎬ进而体现其权威程

度ꎮ 例如ꎬ在谈论“解释”这个概念时ꎬ唯窦森使用了

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言中)指向”、“(言语)力量”以
及“(言后)效果”等术语[１４](１２０)ꎬ费尔克劳在他的反

驳文章中同样也提及这些术语[１５](１３１)ꎬ这一方面体现

出他的反驳具有很大的相关度ꎬ也体现出他的权威

性ꎮ 双方引用文献的相关度也可以达到彰显权威的

目的ꎮ
(二) 交锋言语表达

与以交融为目的的学术话语交流不同ꎬ学术话语

的交锋不会去使用对方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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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ꎬ在言语表达方面ꎬ交锋的双方为了更明显的表

达出自己的观点和态度ꎬ更多地会使用表示说话者对

所 说 内 容 态 度 的 “ 评 价 状 语 (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ａｄ￣
ｊｕｎｃｔ)” [１７](８３)ꎮ 例如ꎬ在谈到话语的种类时ꎬ唯窦森

在指出费尔克劳把话语分成“批评性”和“非批评性”
两种之后ꎬ写到: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ꎬ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ꎬ ｆａｖｏｕｒ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ｂｕ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
ｉｔ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１４](１１２) . (费尔克劳当然喜欢批评

的那种话语ꎬ这种观点不仅描述话语ꎬ而且把话语说

成是社会实践)ꎮ

这里ꎬ“当然”这个词不仅表达出唯窦森对自己判断

的信心ꎬ也体现出他对费尔克劳所持观点的不屑ꎮ 在

学术话语交锋中这种明朗的态度是不可或缺的ꎮ
如果把使用评论状语理解为在学术话语交锋中

阐明自己观点或攻击对方观点的话语策略ꎬ那么在交

锋中使用一些让步状语则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ꎬ一来

免受对方攻击ꎬ二来也显示出学者的谦逊ꎮ 费尔克劳

在反驳了唯窦森的观点之后ꎬ在文章的最后写到:

Ｔｈｅ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ｆｏｒ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ｍｏｖ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ＤＡꎬ ｉｆ Ｉ ｃａｎ ｐｕｔ ｉｔ ｔｈａｔ ｗａｙꎬ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ｈｅｌｐ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１５](１３６) . (批评话语分析的这种变化对语言学的

“好处”ꎬ如果我可以这么说ꎬ在于它帮助建立起文本

分析的案例ꎬ因此语言学分析可以在社会科学分析中

发挥实质性的作用ꎮ)

这里ꎬ费尔克劳在理直气壮的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之

后ꎬ使用“如果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具有让步功能的

句式ꎬ不仅表示出谦虚的治学态度ꎬ而且也对言语所

体现的结论留有余地ꎮ

五、结 语

从学术话语体系的角度出发ꎬ对学术话语交流过

程中的交融和交锋话语实践进行考察ꎬ可以发现学术

话语的交融和交锋由于交流目的的不同ꎬ体现在话语

规范和言语表达两个方面的策略是不同的ꎮ 以学术

话语交融为目的的交流ꎬ不论在学术规约还是在言语

表达方面ꎬ都需要交流的双方向对方靠拢ꎬ尤其是处

于弱势的一方向另一方靠拢ꎬ包括适应对方的规约及

采用对方的表达方式ꎮ 换言之ꎬ学术话语交融一方面

体现在不同的话语体系所遵循的社会规约方面的交

融ꎬ另一方面体现在不同话语体系所固有的语言表达

方式的交融ꎮ 如果交流的目的是交锋ꎬ那么在学术规

约方面虽然不会适应对方的规约ꎬ但还是要关注共同

的主题及使用共同的术语和文献ꎬ以建立起交流的基

础ꎻ在言语表达方面ꎬ就本研究的观察而言ꎬ可以尽情

的使用体现自己观点的评论状语和表达谦逊态度的

让步状语ꎬ做到进退自如ꎮ 本文将学术话语交流分为

学术话语交融与交锋来考察ꎬ发现的几个基本问题ꎬ
是从话语体系的角度出发对学术话语交流进行的初

步思考ꎬ希望这种解读是研究学术话语交流的一个新

视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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