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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语类是社会状态的代码，能比较敏锐、灵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变化。本文从语类的视角出发，以

Swales 学派的语类分析方法、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类结构潜势、评价理论以及多模态分析为工具，考察了我

国教材前言语类在宏观结构、词汇和模态使用方面近半个世纪( 1966 － 2010) 的历时变化。研究发现，教材前

言语类已从传统的学术介绍语类演变成混合的、具有促销意图的语类，出现了学术话语和促销话语杂合的

“商品化”趋势，而这一变化与语类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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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re and Social Changes: The Diachronic Study of Textbook Preface Ge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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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re is a code of social states which can sensitively and flexibly reflect the changes of social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re，applying genre analysis of Swales school，a discussion of 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appraisal analysis and multimodal analysi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achronic changes
of textbook preface genre in China from 1966 to 2010． The study finds that textbook preface genre has un-
dergone a change from a traditional academic introduction genre to a mixed and promotional genre，pres-
enting the trend of“commodification”with the blending of academic discourse and promotional discourse．
This change has close link with the social-cultural context in which the genre is produced．
Key words: genre; preface; commodification; promotion; diachronic changes

1． 0 引言
语类( genre，又译为体裁、样类、文类) ，是话语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形式，具有图式化的相

对稳定的典型结构和语言特征。语类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符号，具有社会性和动态性，它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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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直接地、敏锐地、灵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变化，是社会历史到语言历史的传送

带”( Bakhtin，1986) 。语类的研究可以引领我们探寻社会文化历史在语言系统上投射的痕

迹，为我们提供一条探究语言和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的路径。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急速和持续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尤其是商品经济处于前所未

有的强势地位，使整个社会领域都受到其影响和冲击。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对语言及其语类

产生影响。前言是重要的、应用广泛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刊印在图书正文前面，用以说明写

作目的、经过和资料来源等或对图书内容加以介绍。就语类类型而言，前言归属于学术话语的

亚类———学术介绍语类( academic introduction) ，以信息介绍为主要交际目的 ( Bhatia，2004 ) 。
本文以中国高校教材前言语类为研究对象，从语类的视角出发，以 Swales 学派的语类分析方

法、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类结构潜势和评价理论、以及多模态话语分析为工具，利用定量和定

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该语类近半个世纪的历时变化，揭示语类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

系。

2． 0 研究设计
本研究所选的语料是 1966 － 2010 期间国内公开发行出版的高校教材的前言。我国每年

出版教材数量众多，为使样本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样本选择从以下几个因素进行考量: 1) 为

避免学科差异和作者自身因素影响分析结果，样本来源内容涉及自然和人文社科领域的不同

学科; 全部选自不同的作者。2) 教材的出版机构尽量选取具有权威和主导性、历史悠久的专

门教育出版机构(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各著名大学出版社等) ，这些出版机构是

我国高校教材出版的“国家队”或“主力军”，其出版的教材前言的话语模式能代表我国高校教

材前言发展和变化的主流特征和方向。3 ) 尽量选取在相关领域具有影响力的知名编者所写

前言。与普通作者相比，这些“名家”因普遍被作为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往往能起到引领时代

话语模式的作用。
在综合考虑以上几个因素的基础上，在选取样本时，按照 15 年一个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

1966 － 1980、1981 － 1995、1996 － 2010。三个时期的划分大致对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

期: 1966 － 1980 阶段是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主导时期; 1981 － 1995 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

展时期; 1996 － 2010 年段则是我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进入全球化时期。我们首先利用图书

馆的超星和读秀两大电子图书数据库的综合查询功能，按年代划分进行查询，从数据库提供的

列表中随机抽样选取，每个时期选取 60 个，三个时期总计 180 个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其中

作者重复的样本，在使样本兼顾自然和人文社科两个领域、源自较知名作者、尽量选取出自大

型出版社的基础上，在剩余样本中每个时期随机选取 20 个样本，三个时期共计 60 个样本进行

历时对比分析。为了表述的方便，1966 － 1980 年段的样本表述为 1 组，1981 － 1995 年段的样

本为 2 组，1996 － 2010 年段的样本为 3 组。

3． 0 语料分析

3． 1 语类结构分析
任何语类都具有规律性的修辞结构。Swales 学派认为，语类的结构由“语步”( move) 来体

现。语步是“在口头或书面话语中表达相互关联的交际功能的话语或修辞结构”( Swales，
2004: 228) ，是语类的基本构成部分。同一语类通常具有相同或大致相同的语步特征。步骤

( stage) 是语步的次级结构，一个语步可能由几个不同的步骤来实现。语步是从修辞功能的角

度来划分，而不是从形式的角度来划分。
语类结构潜势( 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 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家 Hasan 提出的概念，意指

同一语类语篇结构的潜势。Hasan 认为，同一语类的结构都是从这类语类的结构潜势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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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也就是说，语类结构潜势是从若干个个体语篇中高度概括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抽象

模式，它描述的是一类语类中所有可能的语篇结构。语类结构潜势包括必要成分( obligatory
elements) 、可选成分( optional elements) 和重复成分 ( Halliday ＆ Hasan，1985) 。语篇语类的类

型是由潜势中的必要成分决定的，可选成分则是导致同一类语类变异的因素。语篇的语类结

构潜势实际是某一语类的所有必要成分和可选成分的结构表达式。但是 Hasan 的语类结构潜

势理论也存在着不足。Halliday ＆ Hasan( 1985) 认为，语类的成分结构都遵循一定的次序。然

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语类结构的必要成分的次序并不是严格不变的 ( Paltridge，1997; Ventola，

1988) 。基于此，本研究借鉴语类结构潜势将结构分为必要成分和可选成分的合理内核，但不

认同成分结构次序不能改变的观点。此外，语类结构潜势是描述性的，是从千变万化的个体语

篇结构中总结出来的模式，而不是对语篇结构的强制性规定。基于这一思想，结合系统功能语

法的盖然率思想以及社会科学统计中对代表性误差的解释，本研究将在样本中出现频率为

95%以上的结构成分视为目标语类的必要成分，出现频率为 5% － 95% 的结构成分视为非必

要成分。
教材前言的语类结构分析主要运用 Swales 学派的语步分析方法，对三个时期所有样本逐

一进行人工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 Hasan 语类结构潜势理论归纳总结出教材前言的语类结构

潜势，并通过对比分析，考察不同时期教材前言语类结构发生的变化。教材前言样本语类结构

潜势及不同时期语步出现的频率分析如下:

教材前言样本的语类结构潜势

语步 1: 相关研究领域介绍

语步 2: 论证写作目标

语步 3: 确立资质: 步骤 1 指明教材和编写人员资质

步骤 2 使用效果例示

语步 4: 教材简介 步骤 1 指导原则

步骤 2 写作背景、目的和意义

步骤 3 主要内容

步骤 4 教材特色

步骤 5 任务分工

步骤 6 适用对象

步骤 7 使用安排

语步 5: 致谢

语步 6: 礼貌自谦与寻求反馈

表 1 三组样本语步及其出现频率统计

语 步

年 代

相关研究

领域介绍

论证写作

目标
确立资质 教材简介 致谢

礼貌自谦

和寻求反馈

1 组
1966 － 1980

20% 5% 100% 60% 100%

2 组
1981 － 1995

35% 25% 30% 100% 90% 95%

3 组
1996 － 2010

55% 40% 50% 100% 70% 95%

从表 1 中三组样本的语步及其出现频率来看，“教材简介”语步和“自谦与寻求反馈”语步

在三组样本中均出现，且出现频率均超出 95%，属于教材前言的必要成分。这表明教材前言

是高度规约化的语类，虽历经时代变迁，但其核心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仍保持其语类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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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必要语步体现了教材前言的一般交际目的: 介绍教材的相关内容和寻求反馈意见。
教材前言语类的必要成分没有发生变化，但历时分析的结果显示教材前言语类的非必要

成分出现较为显著的历时变化。与第一组相比，第 2、3 组均出现“论证写作目标”这一新语

步。该语步主要通过指明课程的重要性或教材建设的现状来论证教材写作的必要性。“论证

写作目标”语步的出现表明，与第 1 组样本相比，2、3 组样本不仅仅局限于对相关研究领域的

介绍，开始注重对教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论证。这一成分暗含着教材的价值，具有论证、说
服的功能。

此外，三组样本中另一非必要成分“确立资质”语步也呈现显著历时差异。第 1 组样本中

确立资质语步的出现频率为 5%，仅有一例样本出现该语步，而且对资质的表达方式十分客

观。与第 1 组相比，2、3 组样本中“确立资质”语步的出现频率显著增多，分别为 30% 和 50%，

随时代的推移呈递进的趋势。而且这两组中确立资质的方式大多直接、带有积极评价的色彩，

尤其是第 3 组中近乎一半的样本在确立资质时褒扬色彩明显。
除了整体的语步，各个语步中出现的步骤成分在不同时期也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规律

性。
表 2 具体步骤的出现频率统计

确立资质 教材介绍

教材及编写

人员资质

使用效果

例示
指导原则

背景目的

意义
内容介绍 特色 具体不足

使用安排

说明
任务分工 适用对象

1 组
1966 － 1980

5% 55% 50% 80% 5% 5% 45% 30%

2 组
1981 － 1995

30% 50% 40% 80% 15% 5% 20% 70% 45%

3 组
1996 － 2010

40% 15% 45% 40% 70% 60% 20% 85% 35%

教材前言的各语步中，只有“确立资质”语步和“教材介绍”语步是由多个步骤组成。从

表中显示的结果可以看出，“确立资质”语步分为两个步骤: 教材及编写人员资质和使用效果

例示。在第 1、2 组样本中确立资质语步只有一个步骤———指明教材及编写人员的资质，而且

这一步骤的出现频率随时代的发展呈明显递进趋势。在第 3 组中，“确立资质”语步表现为两

个步骤，出现了新的成员———使用效果例示，即利用相同目标群体的实际使用实践向读者表明

教材真实可靠的使用效果，显示教材的价值。这一策略与广告促销语类常用的“名人或典型

用户现身说法”语步具有相同的意义潜势。
“教材介绍”语步的步骤结构同样也存在着变化。与第 1、2 组相比，第 3 组样本中“教材

特色”步骤进入“教材介绍”语步的主要步骤之中。这一步骤的出现频率在三个时期呈现的显

著不同:“该步骤在第 1 组中没有出现，在第 2 组中也出现较少，仅出现 3 次，出现频率为

15%，而在 3 组样本中，这一步骤已成为“教材介绍”语步的重要步骤之一，出现频率为 60%，

仅次于“内容”和“任务分工”两个步骤。该步骤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教材特色或创新之处，内容

一般涉及教材的新颖性、实用性、易读性、全面性、重要性等，这一步骤通常以积极评价的方式

进行介绍，评价的范畴或方面往往都跟读者对教材的期望有关。教材特色语步的历时变化表

明，表明随着时间的变化，教材的写作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直接向读者介绍教材的优势和特色，

以体现教材的价值，从而起到告知和说服的交际目的。
此外，从分析结果还可以看出，第 1、2 组“教材介绍”语步中出现了“具体不足”这一步骤。

这一步骤不是作者简单笼统的自谦式客套，而是具体明确地指出教材存在的问题或缺陷。从

51



山东外语教学 2016 年第 1 期

语用效果上看，该步骤使整个文本的表达客观、公正、真实，但这显然与促销的意图相悖。因为

大多数人都不会购买存在明显缺陷的产品，对教材的选择也是如此。从“教材介绍”语步的步

骤结构来看，这一步骤在第 3 组的“教材介绍”语步中消失，这与第 3 组样本倾向于介绍教材

优势和特色的特征十分吻合。
另一微妙的变化出现在“使用安排”步骤。该步骤一般是对教材讲授的课时安排和内容

主次的说明，面向的读者对象显然是教师这一群体而不是学生。第 1 组样本中仅有 1 例出现

“使用安排”步骤，而在第 2、3 组样本中这一步骤的出现频率逐渐增多，增至 20%。这一现象

表明了第 2、3 组样本“教材介绍”语步内容的另一细微变化: 考虑潜在顾客—教师这一群体的

需要。教材的读者对象不仅仅是学生，还包括教师这一群体。事实上，在我国高等院校，学生

只是名义上的教材选择者，而实际上教材版本的选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任课教师来决定。对

教材使用安排的介绍方便了目标群体的使用，迎合了教师这一潜在顾客群体的需求，同时也体

现了作者对读者心理的深入研究。

3． 2 评价资源分析
评价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新发展出的词汇 － 语法分析框架，用以描写和解释文本中的

语言评价资源。语类除了具有典型的结构特征之外，同时还具有典型的词汇语法特征。教材

前言作者为更好地介绍教材以达到宣传目的往往运用各种评价资源。研究利用评价理论分析

教材前言语类中的积极评价资源。评价理论将评价资源按照语义分为三类: 态度、介入和级

差。考虑到目标语类的特点，我们主要对样本态度资源中的鉴别资源以及级差资源进行分析。

鉴别是评价产品和过程的系统，是对事物的评价。级差是跨越整个评价系统，将评价的价值按

照强度进行分级的系统。

研究对三组样本中词汇层面的肯定鉴别资源分别进行识别标注和对比分析，寻找三组样

本在评价资源运用上的规律性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三组样本中肯定鉴别资源的数量和出现

频率呈现出显著差异。第 3 组 1996 － 2010 年段的样本中，含有大量极为肯定的鉴别资源，关

于教材评价的积极鉴别类资源共出现 127 处，平均每篇出现 6． 35 处( 127 /20) 。1981 － 1995

年段积极鉴赏类资源共出现 40 处，平均每篇 2 处( 40 /20) 。1966 － 1980 年段积极鉴赏类资源

共出现 27 处，平均每篇 1． 35 处( 27 /20) 。这就意味着第 3 组的样本在描写、评价教材平均每

篇会利用 6． 35 个单位的积极词汇或短语来评价教材，这种较大密度的肯定资源的利用表达了

作者对教材积极、肯定的评价，彰显了作者的态度，具有明显的人际意义特征。第 2 组样本出

现积极资源相对较少，平均出现 2 个单位的词汇或短语来评价教材。第 1 组样本的积极鉴别

类资源最少，每篇平均仅出现 1． 35 个单位的积极词汇或短语描写教材。

此外，三组样本涉及教材的肯定鉴别资源中分布的级差资源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 1
组样本中有限的肯定鉴别资源几乎都运用“比较”、“较”、“较为”、“尽量”等程度修饰词:“较”

表示的程度低，是一种中性的评价，对肯定、褒扬起到弱化的作用，表明第 1 组中的作者对教材

的评价比较谨慎、保守，具有学术话语的客观性。与第 1 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 3 组样本中

的肯定鉴别资源多使用直接的评价，且从分级的角度来看，多使用“图文并茂”、“趣味盎然”、
“别具特色”、“鞭辟入里”、“广泛”等强语势的级差资源，语气肯定、褒扬色彩浓厚，渲染教材

的优点和价值。

3． 3 模态分析
模态( modal) 是指那些“同时实现语篇与交流的符号资源”( Kress ＆ van Leeuwen，2001:

21) 。对语类的分析，一个总的原则是分析语篇中使用了什么样的符号模态( 照片、视觉影像、
音像、语言等) ，以及这些符号模态又是怎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Fairclough，1989) 。语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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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分析可以透视出语类与时代、与技术发展之间的联系，揭示语类的变化。研究对三组样本

所采用的模态形式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第 3 组样本与第 1 组相比存在显著差异: 第 3 组的许

多样本十分注重视觉效果和文本设计。它们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来传情达意，同时还运用了多

模态的表现手法，来增强语言表达的效果，感染读者，实现作者的交际目的，具体表现在:

1) 许多样本采用彩色印刷，色彩醒目，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
2) 许多样本添加了精美的图片做背景图案。一些样本甚至附上作者的照片。
3) 版面编排十分简洁精致。许多样本在字体颜色、大小上都作了精心的设计，段落编排

也十分清楚，使整体内容看上去一目了然。
4) 内容篇幅存在显著差异。第 3 组样本的篇幅普遍较长，有的教材前言长达 4 页，字数达

4000 多汉字，承载的信息量大大增加。

与第 3 组相比，第 1 组样本均是单一的模态，所有样本都采用文字一种形式来表达意义;

所有样本均采用传统的黑白印刷，没有一例样本出现背景图案、添加作者照片; 所有样本全文

字体都是一样大小、颜色和版式。内容篇幅也普遍较少，字数在 600 词左右。与第 3 组相比，

第 2 组样本中多模态的运用较少，只有少量样本在内容的编排上作了精心处理，无一例样本运

用颜色、图片符号资源。可以看出，第 1、2 组样本在模态运用方面基本保持传统教材前言的样

式。

语言与视觉元素相结合的方式是广告和促销语类典型的促销特征 ( Fairclough，1992 ) 。

一方面，视觉图像是帮助消费者构建产品形象的依据，图像在对生活方式的模仿能力方面比语

言更直接、更有效，更具有感召力; 另一方面，消费群体的构建更容易通过视觉方式实现。因为

视觉图像自身的真实性，使广告语篇更易于引导消费者进入创造的世界。可以看出，第 3 组样

本较多地借鉴广告和促销语类的促销策略，在吸引读者、增加可读性、易读性方面做了更大的

努力。

4． 0 结果与讨论
综上，三组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教材前言语类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历时变

化。60、70 年代的教材前言语类整体表现为客观、传统、保守的学术介绍语类的特征。而从 80

年代开始，教材前言语类则开始出现了新的具有广告和促销语类结构特征的语步和步骤，“特

色”、“确立资质”、“使用效果例示”均是广告促销语类普遍使用的语步特征 ( Bhatia，2004;

Zhou，2012) 。这一趋势在始于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现阶段尤为明显。此外，1996 － 2010 年段的

教材前言倾向于运用较多的肯定鉴别资源和强语势级差资源，并且出现积极运用多种模态的

符号资源表达意义、增强文本语用效果的现象。这些变化都具有较明显的广告和促销语类的

语言学特征和意义潜势，同时也彰显了教材前言语类作为话语实践的变化: 从传统的以信息介

绍为主转变为信息介绍和促销相结合，出现了从“交际性话语”转向“策略性话语”的倾向。教

材前言文本不只是介绍、描述，而是转向借鉴促销语类的话语策略积极地构建，语言表达的意

义有意识地服务于表达的效果。这种语类的杂合方式不是教材前言语类传统的、常规性的互

文方式，而是广告和促销话语创造性地被征用到教材前言语类的话语秩序之中，即 Fairclough

所说的“话语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的趋势( Fairclough，1992) 。

语类的变化是社会文化变化的指示器和标记，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变化的一部分 ( Fair-
clough，2003) 。教材前言语类“商品化”的趋势正是语类对社会语境变化做出反应的体现。
60、70 年代的中国，计划经济主导一切的时期，教材的出版由国家投资、下达计划和任务，几乎

不需要任何的促销和宣传。80 年代到 90 年代，我国开始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出版业开始由生

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经营，教材出版发行开始进入商品经营模式。90 年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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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出版业一片繁荣。与此同时，出版社的数目和高校教材选择余

地也都急剧增加。教材出版业的激烈竞争促使出版社对教材的质量、特色、创新性、受欢迎程

度提出了较高要求。这些要求都不可避免地转嫁到编写者的身上，从而导致编写者利用语言

工具在教材前言中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
此外，自 90 年代中后期，在全球化经济浪潮的进一步推动下，中国社会进入大规模的消费

时代，消费和促销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促销文化的影响下，广告和促销宣传活

动成为任何机构和个人生存不可缺少的手段。促销成为交际的普遍功能，传递信息的同时进

行劝诱已自然而然地成为语言的一种趋势( Wernick，1991: 181) 。这一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

许多商品经济之外的社会、教育、学术行业的语类夹杂有促销的意图。

5． 0 结语
语类是语言变化的载体，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变化的窗口。它是依据使用者社会认知发展

需求，并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动态修辞形式。语类与社会变化的关系不是透明的，而

是隐含的。语类分析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揭示语类与社会文化之间隐含的因果关系和决定与

被决定的关系。语类分析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透视社会文化，提供从语言学视角解析社会的

方法和途径。正如方琰( 2002) 所言，要认识了解某个社会、某种文化，只要看看这个社会、这
种文化中有什么样的语类以及这些语类的特征便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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