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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的应用研究
‘

毛浩然徐赳赳

提要 互文作为
一

种篇章现象 ， 近些年在篇章研究领域受到广泛重视 。 研究者不

仅从理论上研究互文现象 ，
还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探讨互文在社会不 同领域的应

用 。 本文集中讨论互文在法律 、 商业 、 学术论文和教学中的应用 。 研究结果表明

互文在不同行业 中的应用各有特点 ： 法庭互文话语具有重复性和多元性的特点
；

商业互文文本类型繁多 ， 互文形式多样 ； 学术论文讲究规范和传承 ，

“

正式强制

性互文
”

和
“

论证强制性互文
”

是保持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 ； 教学互文适用范围涵

盖从儿童教育到髙等教育的各个层次。 本文对国 内学者深人开展类似研究具有

启示作用 。

关键词 互文 篇章 互文类型 互文应用

1 ． 引 言

互文 （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 指的是话语和话语互用的

一种篇章现象 ， 此概念 由

Ｋｒｉｓｔｅｖａ （ 1 9 6 9 ） 提出 ， 主要包括两方面的 内容 ：

一

是理论层面的探索 。 任何篇

章都是在前人篇章的基础上形成的 ，

“

这个新篇章是建立在 旧信息之上 ， 在某

种程度上 ， 转换了其他篇章的东西
”

（卫真道 2 0 0 3
：

1 6
） ；二是应用形式的表现 。

互文应用形 式 的 主要 表 现有 ：

“

引 用 （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 、 暗 示 （
ａｌｌｕｓｉ ｃｍ

） 、 参考

（ ｒ 6ｆ6ｒｅｎｃｅ ） 、 仿作 （ ｐａｓｔ
ｉｃｈｅ ） 、 戏拟 （ ｐａｒｏｄ

ｉｅ ） 、 劇窃 （ ｐｌａｇｉａｔ
） 以及各式各样的照

搬照用 ， 互文的具体方式不胜枚举 ，

一言难尽
”

（ 萨莫瓦约 2 0 0 3
：

2
） 。 此后 ， 经

过国际学术界的不断解读与完善 ，
互文逐步发展成

一

种理论。 它可以展示话语

篇章之间语言互引互用的现象 ’ 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 ， 而且渐渐成为
一

门研究

话语和话语之间关系的学科 。

长期 以来 ， 国 内学界偏重于对互文的理论介绍 。 近年来 ， 从互文应用视角

来考察翻译 、 媒体 、 广告 、 外语教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出 现 （韩金龙

2 0 0 5
； 娄开阳 、 徐赵赵 2 0 1 0

； 毛浩然 、 徐赵趙 2 0 1 0
； 柳鑫淼 2 0 1 1 ） ，

但总的

来看
，
国 内的互文应用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 。 本文重点考察互文的应用研究 ，

＊ 本研究得到 9 7 3 项 目
“

互联网环境中文言语信息处理与深度计算的基础理论和方法
”

（项 目编号 ：

2 0 1 3 ＣＢ 3 2 9 3 0 0
）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舆情 的 官方话语研究
”

（项 目 编号 ：

1 3ＢＸＷ 0 5 5
）
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青年项 目

“

外语教师评课话语实景认知研究
”

（项 目编

号
：

1 1ＹＪＣ 7 4 0 0 7 5 ） 的资助 。 金茹花博士 、 林春香博士 、 郑凌茜博士 、 周苏萍老师 、 梁丽娥老师和张薇老

师提出 了宝贵的修订建议 ， 谨此
一

并致谢 。

本刊 网址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 ｄｄｙｙ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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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和讨论互文在法律 、 商业、 教学和学术论文等领域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 以

期为 国内学者开展类似的互文应用研究提供参考 。

2
． 互文在法律 中的应用

法律语言从风格上看具有庄重性 、 确切性 、 平易简约性
；
从词汇上看具有

单义性 、 特指性 、 社会性
；
从功能上看具有交流 、 转化 、 表达理性 、 价值贮藏

的功能 ； 从语义上看既具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性 。 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法律

语言的包容性 、 模糊性 、 动态流变性 （杨建军 2 0 0 5
： 1 2 3 ）ｏ 这些特点导致互文

在法律语言 的运用 中表现出 明显的 区别性特征 。
Ｂｈａｔｉａ

（
1 9 9 8

） 、 Ｍａ ｔｏｅｓｉａｎ

（
2 0 0 0

） ．Ｃｏｔｔｅｒｉ ｌｌ
（

2 0 0 2
） 和 Ｚｈａｎｇ （

2 0 1 1
） 对互文在法律语言的应用方面做了各

具特色的研究 。 以下是互文在庭审中的
一

个应用实例 。

Ｃｏｔｔｅｒｉｌｌ
（

2 0 0 2
） 以辛普森 （

Ｏ ．Ｊ ．Ｓｉｍｐ ｓｏｎ
）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作为语料 ， 揭

示出法庭话语的两个明显特征 ：

一是重复性 ， 即同一人需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陈

述 自 己的证词和观点
；

二是多元性 ， 即法庭上会有多人陈述 自 己的证词和观

点 。 重复性和多元性构成了法庭话语有别于一般叙述文的特性 ， 同时也形成了

一

套独特的互文表现形式 ， 即通常 由陈述者 （ 主篇章的作者 ） 通过不断引用 自

己和他人 （客篇章的作者 ） 陈述过的内容 ， 来达到阐述 目的 。

辛普森杀妻案是指 1 9 9 4 年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涉嫌谋杀其妻子和另

一男子的刑事案件 。 当时的宣判 引起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 。 在 1 9 9 5 年的刑

事庭审和 1 9 9 6 年的民事庭审 中 ， 辛普森都聘请了
一

流的律师 ， 原告和被告阵

容都很强大 ， 庭辩成了高手之间的语言较量 ， 这就使得这场法庭辩论达到世界

一流水平 ， 看似普通的法庭程序式的
一

问一答的会话 ， 却处处暗藏
“

语言陷

阱
”

， 很有可能一言不慎 ， 满盘皆输 。 法庭辩论中 ， 各种有效使用语言的方法

都派上了用场 ， 其中 ，
互文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

ＣｏｔｔｅｒｉＵ
（

2 0 0 2
：

1 5 5
） 以 1 9 9 6 年 1 0 月 2 5 日 民事庭审时的

一

段对话为例进行

论证 。 问话者是辛普森的辩护律师 Ｂａｋｅｒ
，
回答者是

一

位关键的时 间证人

Ｈ ｅｉｄ ｓｔｒａ
， 插话者是公诉人 Ｐ ｅｔｏｃｅｌｌ ｉ

， 见 （
1
） （原文用斜体是为突出互文现象 ） 。

（ 1 ）

（ ＢＹＭＲＢＡＫＥＲ ）Ｎｏｗ
，ｏｎｅｏｔｈｅｒｔｈ ｉｎｇ ：Ｙｏｕ ｔｅｓｔ

ｉｆｉｅｄ
，
ｄｉｄ

ｙ
ｏｕｎｏｔ

，ｔｈａｔｔｈｅ

＿＿＿

＇

°
Ｊｃｏ

ｌ
ｏｒ

…

（ （ Ｂａｋｅｒ 先生问 ）现在 ，
还有一件事 ： 你是否说过 ，

颜色是… … ）

2


ｌ
ｉ

ｇｈ
ｔｏｒｗｈ ｉｔｅ？ （ 是浅色还是白色？

）


3答Ｎｏ ．Ｉｔｗａ 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ｗｈ ｉｔｅ
，ｓ ｉｒ． （不 ，

汽车肯定是白色的 ， 先生 。 ）

4问 ｌｉｅｔｍｅｊ
ｕ ｓｔｇｅ

ｔ
ｙ

ｏｕｒ
－

 3 6 3 2 4 ． （ 现在我回到你的 3 6 3 2 4 号证词上 。 ）

？（ ＢＹＭＲＰＥＴＲＯＣＥＴ ．Ｔ ．Ｔ
）Ｏｎｅｓｅｃｏｎｄ ，Ｍｒ ．Ｂａｋｅｒ ．Ｏｋａ

ｙ ．（ （ Ｐｅｔｒｏｃｅ ｌｌｉ
先生问 ） ，



Ｂ ａｋｅｒ 先生 ’ 等一会儿好吗 ？ ）



＿

6


（
ＭＲＢＡＫＥＲ

，Ｒｅａｄ ｉｎ
ｇ ） （

Ｂａｋｅｉ
？ 先生 ， 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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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Ｄｉｄ ｔｈａｔｃａｒｍａｋｅａｔｕｒｎ
，

ｏｒｄ ｉｄｉｔ
ｇ

ｏｕ
ｐＤｏｒｏｔｈ

ｙ ，ｏｒｗｈａｔｄ ｉｄｉｔｄｏ ？ （ ＪＰ辆车

＿

｜

Ｄ
Ｊ

转弯了吗 ，
还是沿着 Ｄｏｒｏｔｈｙ街直行 ？ 或者它朝哪里开了 ？ ）



8答 Ｉｔｍａｄｅａｔｕｒｎ， （ 汽车转弯了 。 ）

9问Ｗｈ ｉｃ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ｄ
ｉｔｇｏ ？ （ 向哪个方向开 ？ ）

1 0答Ａｒｉｇｈｔ ｔｕｒｎａｎｄｗｅｎｔｓｏｕｔｈ ．

（ 向右转 ， 然后往南开 。 ）


1 1问Ａｒｅｙｏｕ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ｖｅｈ
ｉ
ｃｌｅｗｅｎｔｓｏｕ ｔｈ？ （你确定汽车往南开？ ）

1 2答Ｓｕｒｅ
，ｓｕ ｒｅ ．

（确定 ， 确定 。 ）


1 3问Ｗｏｕｌｄ ｔｈａｔｂ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Ｗ ｉ
ｌｓｈｉｒｅＢ ｏｕｌｅｖａｒｄ？ （汽车朝 

Ｗ
ｉ
ｌｓｈ

ｉ
ｒｅ

大道开去吗 ？ ）

1 4答Ｔｏｗａｒｄ ｓＷ
ｉ
ｌｓｈｉｒｅＢｏｕｌｅｖ ａｒｄ ． （ 向

Ｗ
ｉ
ｌｓｈ

ｉ
ｒｅ大道方向开去 。 ）

1 5问Ｗｈａｔｃｏｌｏｒｗａｓｔｈｅｃｏｌｏｒ ？ （ 是什么颜色？ ）

1 6答Ｖｅｒｙｌｉｇｈ ｔ ｃｏ
ｌ
ｏｒ

，

ｗｈ ｉ
ｔｅｏｒｌｉｇｈ ｔ．

（ 很浅的颜色 ， 白色 ， 或者是浅色 。 ）


＂

＾ 7

＂“

ｏｒｌ
ｉｇ
ｈｔ

1

？
（ 白色还是浅色 ？ ）

＿

1 8答Ｉｔｗａｓｗｈｉｔｅｏｒｓｏｍｅ ｔｈｉｎｇ．

（是白色什么 的 。 ）

门
（ ＭＲＢＡＫＥＲＴＯＨＥ ＩＤＳＴＲＡ

）Ｄｏ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
ｆ
ｒｅｓｈ

ｙ
ｏｕｒｒｅｃｏｌ ｌｅｃｔ ｉｏｎ

，ｓ
ｉ
ｒ
？（ （

Ｂ ａｋｅｒ

＿＿＿

＇

Ｐ
Ｊ先生对着 Ｈｅｉｄｓｔｍ

） 现在你回忆起来吗 ， 先生 ？ ）


2 0答Ｉｔｗａｓｗｈｉ ｔｅ
，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

ｙ（ 白色的 ， 肯定是白色的 。 ）

2 1问Ｓｏｉｔｗａｓｎ
，

ｔｗｈ ｉｔｅｏｒｌ
ｉ

ｇｈ
ｔ
ｌ（这么说汽车不是

“

白色或是浅色
”

？ ）

2 2答Ｎｏ
，

ｉｔｗａｓｗｈｉｔｅ ．

（不 ， 是白色 。 ）

2 3问Ｉｔｗａｓｎ
9

1ｗｈｉ
ｔｅｏｒｌ ｉｇｈ

ｔ
？ （ 汽车不是白色或浅色 ？ ）

2 4答Ｉｔｗａｓｗｈ ｉ
ｔｅ

． （ 是白色 。 ）
￣

2 5

￣

问Ｔｈａｎｋ
ｙ

ｏｕ ． （谢谢你 。 ）

2 6｜ （ＭＲＢＡＫＥＲ）Ｎ
ｏｔｈ ｉｎ

ｇｆｉｉｒｔｈｅｒ ．（ Ｂａｋｅｒ先生 ）没有其他问题了 。

（ 1
） 中的第

一句话
，

Ｂ ａｋｅｒ 不直接问
“

你那天晚上看见的车是什么颜色的 ？

＂

而是

通过互文方式 ， 第一句话就把 Ｈｅｉｄ ｓｔｍ 以前说过的证词引 到此次对话中来 ，

“
……你是否说过 ，

……

”

。 Ｃｏｔｔｅｒｉ ｌＵ 
2 0 0 2

）认为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Ｂ ａｋｅｒ第

一句话的互文应用 已把证人置于尴尬境地 ： 如果证人承认此前刑事庭审时说的

话 ， 即
“

那辆汽车是
‘

浅色或 白色
’ ”

， 那么 ，
Ｈｅ ｉｄｓｔｒａ 的证词就是不可靠的 ， 因

为他连汽车到底是
“

浅色
”

还是
“

白色
”

都不确定
，
怎能证明案发时辛普森一定

就在现场 ； 如果 Ｈｅ ｉｄｓｔｒａ 此次确定汽车是其中 的某种颜色 ， 听者就会发现

Ｈｅ ｉｄｓｔｒａ前后两次叙述内容不一致 ， 同样将降低 Ｈｅ ｉｄｓｔｒａ 证词的可信度 。

Ｈｅ ｉｄｓ ｔｒａ 的回答采用第二种 ：

“

不 ， 汽车肯定是白 色的 ， 先生 。

”

此处
“

不
”

字 ， 听者可以有两种理解 ：

一

是 Ｈ ｅｉｄｓ ｔｒａ 否定了浅色和 白色两种颜色的可能 ，

与下面的
“

肯定是 白色的
”

相呼应 ；
二是 Ｈｅ ｉｄｓｔｒａ 否认他以前曾说过

“

浅色或白

色
”

的证词 。

通过互文形式 ，

Ｂａｋｅｒ 巧妙展现出 Ｈｅ ｉｄｓｔｒａ证词中潜在的矛盾 ， 成功地向

陪审 团等人显示 ：
Ｈｅ ｉｄｓｔｒａ证词前后不一致 ，

不是一个可采信的证人 。 这个案

例显示出互文应用在法庭语言中的巨大效应 。

2 0 1 5 年第 1 期 4 9



3 ． 互文在商业中的应用

商务沟通是语言运用的
一

个重要领域 ， 服务于商务往来的商务语言颇具特

色 ，
Ｄａｖ ｉ ｔｔ

（
1 9 9 1

） 、 ｖａｎＮ ｉｅｋｅｒｋ
（

2 0 0 8
） 、 Ｗａ ｒｒｅｉｉ

（
2 0 1 3

）等从互文应用的角度对

商务语言进行了研究 。 我们重点讨论 Ｄａｖｉｔｔ
（ 1 9 9 1 ） 的

一

项研究 。

Ｄａｖｉｔｔ
（

1 9 9 1
） 对商业篇章的互文应用研究颇具借鉴价值 。 他先研究税务篇

章的类型 ， 进而研究税务篇章的互文应用特点 。 其研究语料来源于收集到的税

务篇章和访谈语料 。 Ｄａｖ ｉｔｔ联系了 8 个会计事务所进行语料收集 ， 有 6 个事务

所提供了书面材料 。 此外 ，
Ｄａｖｉ ｔｔ还访谈了

8 名来 自 6 个不同事务所的不同级

别的会计 。 Ｄａｖｉ ｔｔ
（

1 9 9 1
 ：

3 3 7
）研究发现 ：

“

税务这个行业处在一个丰富的互文互

动的环境中 ， 这个职业建构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互文网 。 税务会计的世界不仅是

一

个数字世界 ， 更是
一

个篇章世界 。

”

Ｄａｖｉ ｔｔ 归纳 出商业篇章的三种互文 ： 通用

性互文、 参考性互文和功能性互文 。

第一 ，
通用性互文 。 通用性互文指税务会计在 日 常工作 中最常用的 、 格式

化了的互文形式 ， 例如备忘录 、 聘书等文体中出现的互文 。 这种互文形式是该

行业从业人员在建构此类篇章中共同采用的写作模式 。

第二 ， 参考性互文 。 参考性互文指在主篇章中指出客篇章的来源 。 在税务

会计文本中 ， 税务会计往往引用此前通用的文本作为之后文本执行的参考与依

据 ， 以此来强化后行文本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

第三 ，
功能性互文 。 功能性互文指互文在税务会计文书 中具备的某些功

能 ， 其中最重要的功能是维护行业的完整性 ， 这类互文按照
一

定规则 、 格式出

现 ， 前文本会对后文本产生影响 ， 它们在内部达到高度一致 。

互文有助于会计行业从业者在行为规范与认识上达到高度统
一

， 确保一致

性 、 完整性和呼应性 。 Ｄａｖ ｉｔｔ
（

1 9 9 1
） 认为 ， 要做到

一

致性 、 完整性和呼应性 ，

就离不开互文 。 如果从功能的角度观察互文的话 ， 那么互文的应用就维持了专

业的权威性 、 严肃性和完整性 。

Ｄａｖｉｔｔ
（

1 9 9 1
） 的研究说明商业关系是建立在问责和信任基础之上的 ，

而要

保持这种信任 ，
互文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 商业从业人员可以从上述研究中得

到很多有益的启发 ， 例如 ， 如何回应旧信息 ， 如何发出对方期待得到的信息以

保持未来的商业关系等 。

4
．
互文在学术论文中的应用

学术论文写作通常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 ， 因此其互文应用特点也

很明显 ： 在论文中 ， 需要交代和评论前人研究成果 ， 这就是互文的表现方式之

一

。 如果不注明出处 ， 就有可能被界定为抄袭 。 其实 ， 从互文的角度看 ， 抄袭

也是
一种互文 ， 可称为

“

抄袭互文
”

。 如何界定学术论文中这两种互文的界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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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互文的角度来规范学术研究 ， 这是值得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Ｅ ｉｒａ
（

2 0 0 5
） 从学术论文的角度来考察互文 ， 其研究主要讨论两个问题 ，

一

是 Ｅｉｒａ 自 己理解的学术互文的概念 ，
二是互文和抄袭之间的区别 。

第一
， 学术论文中的互文特点 。

Ｅｉｒａ
（

2 0 0 5
） 认为 ， 学术论文中 ， 有些互文

形式是强制性的 ， 即学术论文写作必须按某种标准去执行 。 强制性互文有两

种 ：

一

种是
“

正式强制性互文
”

，

一

种是
“

论证强制性互文
”

。

“

正式强制性互

文
”

指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写作论文时 ，
必须严格遵守大学制定的有关规定 ，

如格式 、 引文 、 参考文献 、 文献综述 、 多人参与的课题研究的署名等 ， 教师也

必须根据这些标准来评价学生的论文 。

“

论证强制性互文
”

指学生为 了能够进

人 自 己专业的学术团体 ，
必须遵循学术界公认的各种标准 ，

以此来建立 自 己的

互文基础 ， 从而向大家证明 自 己具备了某种学术能力 ， 具备了进人学术界的基

础和必要条件 。 以上两种互文的关系是 ， 正式强制性互文是论证强制性互文的

基础 ， 论证强制性互文则是高层次互文 。

第二 ， 学术论文中的抄袭分析 。 何为抄袭？Ｅ ｉｒａ
（

2 0 0 5
：

2
）列举了澳大利亚

阿德勒大学的规定 ， 违反下列规定的行为属于抄袭 ：

1
） 恰当地引 用别人的观

点 ’ 并表示感谢 ；
2 ）评审者同意学生提交合作的作业 ；

3 ）不能协助他人完成以

其个人名义提交的作业 ，
学生也不能在 自 己独立完成的作业中接受他人的帮

助 ， 除非得到许可 。 Ｅｉｒａ
（ 2 0 0 5

）认为 ， 这个规定还不够具体 ， 比如说 ，
什么是

研究者
“

自 己 的
”

作 品 ？ 什么是
“

合适的
”

致谢？ 在 以个人名义完成的作品 中 ，

他人的
“

协助
”

具体指什么 ？Ｅ ｉｍ
（

2 0 0 5 ）指出 ， 抄袭也是一种互文 ，
要界定抄袭

与正常互文之间的关系 ， 核心要素是要弄清在学术论文写作 中 ，
什么要求是必

须满足的 ， 什么内容是应该表述清楚的 ， 即需要具备哪些强制性的必要因素 ，

这就涉及到上文提及的正式强制性互文和论证强制性互文的概念 。

Ｅｉｒａ
（

2 0 0 5
）提出 的抄袭和互文的关系 ， 对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有

一

定的参考

价值。 《现代汉语词典》 （第 6 版 ：

1 5 1
）把抄袭定义为

“

把别人的作品或语句 当作

自 己的
”

。

“

百度文库
”

匿名整理者介绍了哈佛大学和美国语言联合会对抄袭的

定义 ：

“

哈佛关于
‘

抄袭
’

的定义 ： 抄袭是一种说谎、 欺骗 、 偷窃的行为 ， 指的

是你将原始资料的信息 、 观点和句子直接用于你 自 己的文章当 中而不做标注 。

”

美国现代语言联合会《论文作者手册》对剽窃 （或抄袭 ） 的定义为 ：

“

剽窃是指在

你的写作中使用他人的观点或表述而没有恰当地注明 出处 。 这包括逐字复述 、

复制他人的写作 ’ 或使用不属于你 自 己的观点而未提供恰当的引用来源 。

”

5 ． 互文在教学中的应用

学校是获取知识的重要场所 。 研究发现 ， 在教学中采用互文教学法来获取

知识 ，
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 ， 探讨如何在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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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互文 ，
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篇章 ， 特别是理解多篇章之间的互文联系 ，

以达到建构知识结构的 目的 （ Ｊ
ｏｈｎｓｏｎ 2 0 1 1

：
2 9

） 。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
’
对互文教学法的实证研究涉及各级语言教学 。 互文教

学相关研究按学龄段可分为 四类 ：
1
） 研究学前儿童语言教学 中 的互文应用 ：

Ｈａｒｓｔｅ
等 （ 1 9 8 4 ） 、 Ｒｏｗｅ （ 1 9 8 6 ） 、 Ｗｏ ｌｆ

和Ｈｉｃｋｓ
（

1 9 8 9
） ； 2

）研究小学语言教学中

的互文应用 ：
Ｋｕｍｐｕｌａｉｎｅｎ 等 （ 2 0 0 3 ） ； 3 ） 研究 中学语言教学 中 的互文应用 ：

Ｂｅａｃｈ 等 （ 1 9 9 0 ） 、 Ｃｈａｐｍａｎ （ 1 9 9 5
） ； 4

）研究大学语言教学中 的互文应用 ：
Ｄａｈａｌ

和
Ｇｈｉｒａｉｒｅ

（ 2 0 0 2
） 、 Ａ ｒｍｓｔｒｏｎｇ和Ｎｅｗｍａｎ

 （ 2 0 1 1 ） 0

下面重点讨论
一项小学教学中互文应用的研究 。

Ｖａｒｅｌａｓ 和 ＰａｐｐａＳ （ 2 0 0 6 ） 研究了两个城市小学
一

、
二年级的科学素养课阅

读教学中的互文 。

一年级 2 3 人均为墨西哥裔美国人 ；
二年级 3 0 人则分别为非

裔、 亚裔 、 欧裔和拉美裔等 。 该研究中的互文是广义的 ， 指师生在朗读参考书

时涉及的另一本书 。 因此 ， 代数方程式 、 科学公式 、 图标 、 音符等都被列人篇

章的研究范围 ， 描述过去事件或经验的 口语篇章也在篇章定义之列 。 研究中共

涉及六本儿童阅读参考书 ： 《今 日 天气 》 《云 中看见了什么 》 《暴雨何时来临 》

《世界的构成 》 《我们周 围的空气》 《雨来啦》 。 除 了阅读 ， 研究还包括孩子们的

动手实验活动 ， 诸如观察 、 描述 、 预测 、 思考和解释某些相关概念与现象等 。

例如 ， 判断空气是否占据空间 ， 界定液体 、 固体和气体 ， 区分蒸发 、 浓缩和融

化 。 此外 ， 教师还引导孩子们写 日记 ， 参与小组阅读圈 （ 阅读其他阅读资料 ） ，

参与家庭活动并与家长共同探索 ， 在课堂上分享研究发现 ， 在课程结束时 自 己

编写基于某个选题的阅读书 目 。

该研究 由两位大学研究人员与两位小学教师合作 ， 设计了几个与科学主题

有关的科学素养类阅读单元材料 ，
主题是

“

物质状态和物质状态的变化 （ 特别

是水的循环 ）

”

。 研究者把这些资料发给孩子们 ， 首先用对话的方式听取孩子

们的声音 ， 让儿童对这些阅读资料进行大声朗读 ， 然后让学生发表意见 ， 提出

自 己的想法和解释 ， 教师适时提问学生 ， 同时给予学生及时的评价 。

在阅读教学过程中 ， 教师与学生一起阅读并进行师生互动 ， 研究者重点关

注
“

合作性朗读阅读
”

与
“

课堂话语
”

。 在合作性 、 对话性的朗读阶段 ， 教师鼓

励学生参与进来 ， 积极发表意见 ， 如评论、 提问 、 提出 自 己 的想法 、 质疑 、 联

想等 ， 学生的参与方式受到其个性特征和生活经历的影响 。 这种朗读方法避免

了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一言堂的状态 。

Ｖａｒｅ ｌａｓ 和 ＰａｐｐａＳ （
2 0 0 6

） 认为 ， 从互文的角度看 ， 教师的一言堂实际上限

制 了学生将 自 己不同的社会 、 经济 、 文化和民族背景知识带入课堂话语中 的可

能性 。 课堂话语是一种社会性行为 。 在这个阅读课堂上 ， 师生双方共同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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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流朗读 ， 彼此呼应 ， 交织对话 ， 反映了认同 、 冲突等现象 ，这些具有张力的

声音与真实的社会环境一致 。 师生在课堂话语中所展示的话语既是个体的 ， 又

是集体的 ， 既可能是 由个人提出的 ， 也可能是对他人话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回

应 ， 话语存在于与他人的互动沟通之中 。

社会认同和社会意义都是确定互文联系的主要标准 。 因此 ， 课堂话语互文

和篇章并置会出现在个人和社会层面 ， 它体现了师生如何通过彼此对篇章的参

照来建构 、 发展和解释这些意义 。

Ｖａｒｅｌａｓ 和 Ｐ ａｐｐａｓ （
2 0 0 6

）通过研究发现 ： （ 1 ） 儿童会将 自 己的知识带入课堂

中 ， 并赋予其意义 ， 从而揭示了 当教师和学生进行篇章互动时 ， 互文如何为师

生建构了学习机会 。 互动过程中 出现 的互文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 这表

明 ， 互文既是一种话语行为 ， 又是一种思维行为 。 在阅读过程中 ，
出现了

一种

新的互文现象 ：
事件互文 。 这种互文揭示了课堂复杂话语中叙述和科学类型的

特点 ’ 展示 了包含科学术语特点的课堂话语 ； （ 2 ）互文为师生提供了
一个平台 ，

方便他们建构模糊的话语类型并进行复杂的话语实践 ， 最终朝着规范的 、 公认

的科学类型发展 。 在师生互动过程中 ， 在叙述语言向科学语言过渡的同 时 ， 事

件互文会逐步减弱 ， 而动手探索的互文联系将逐步增强 。 此外 ，
事件互文使得

学生能够将 日 常经验运用到科学教育中 ， 从而消减了学术与 日常生活或知识之

间可能出现的对立或矛盾 ； （ 3
） 当孩子们感受到被尊重 、 有人倾听 、 得到理解 、

感到安全时 ， 他们才会坦然说出对生活的想法和感受 。 随着互文以对话的方式

出现和深人发展 ， 教师也经历了
一

个概念的转变 ， 即让学术进入课堂从而丰富

教学的思想和意义 ，
以改变教师的教学 日常认知 ， 这将成为课堂讨论的重点和 ．

核心内容 。

研究显示 ，
互文教学适合从儿童到大学生各个学龄阶段的学生 ， 不 同年龄

段的学生可采用不同 的互文法 ； 采用互文教学法 ， 确实能使学生更快地理解篇

章的结构和内涵 ， 从而更有效地获取知识 。

6 ． 结语

本文重点讨论了互文在法律 、 商业 、 学术论文和教学中的应用情况 。 这里

有两点值得强调 ： 第
一

，
互文是

一

种语言使用的篇章现象 ， 就某种程度而言 ，

一旦从互文的角度来考察语言 ， 就意味着对篇章概念的再认识 。 第二 ，
互文不

仅是可供理论探讨的现象与论题 ，
还是一种实用的语言使用方法和策略 。 不同

的领域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 ， 根据各 自 的特点 ， 形成了不同 的文体 ， 而不同的

文体又形成了富有个性的互文使用方式和策略 。 因此 ，
掌握恰当 的互文应用规

律并进行实践 ’ 有望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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