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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hooses 76 articles published in domestic SSCI, CSSCI and core journals and 101 ar-
ticles published in Journals of Pragmatics on the application of speech act theory to literature 
from 2000 to 2018 for classification, statistic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reviews its research 
method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its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plore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speech act theory in literature research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but compared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in China is seriously 
insufficient. The specific methods of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different ob-
jects and themes need to be improved in diversity, standardization and scientificity. Finally,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speech act theory to literary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speech act theory to literary criti-
cis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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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2000~2018年发表在国内SSCI、CSSCI和核心期刊上76篇和国外Journal of Pragmatics期刊上

101篇有关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的文章进行分类、统计和对比分析，对其研究方法进行综述，以便

了解其发展现状，探讨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我国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的研究在方法上取得了

一定成绩，但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实证研究严重不足，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以及不同对象、主题的研究

方法在多样性、规范性和科学性方面均有待提升。文章最后基于对国内外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

的方法的反思，对国内未来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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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学尤其是经典著作，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值得人们不断的探索和研究。反观多年来的文学研究

结果发现，之前的研究者主要从文学的社会形态、某种意识的觉醒、写作风格及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研

究，而对语言本身的研究较少。从语用学角度对文学的研究少之更少。在这一背景下，将言语行为理论

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开创了语言理论和文学话语的新局面，全面性深化了文学言语行为基本问题的研

究。 
言语行为理论是由英国分析哲学家约翰·兰肖·奥斯丁(1962) [1]在他的作品《论如何以言行事》中

首次提出的观点，他认为语言并不只是陈述某事，而是在做某事，即说出某种语言而是用这种语言做某

事，语言具有行动的力量。他将这类言语称为施为言语，又将施为言语分为言语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

行为。奥斯丁在判断有效施为言语的同时，将文学言语排除在外，认为其为无效的施为言语，这一观点

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讨论。Van Dijk (1976) [2]认为语用学与文学之间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Marry Louise 
Pratt (1977) [3]曾充分地论证了“文学语言”和“普通语言”并无二样，用来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当

然可以用于文学批评中。美国当代富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希利斯·米勒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局

面，米勒(2001) [4]提出了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明确反驳了奥斯汀和其他认为文学语言应排除在言语行为

理论研究之外的观点。正如米勒(2011) [5]所言，文学作品中的言语行为可以是叙述者的施为言语，也可

以是作品中各种人物的施为言语，而这些施为言语往往是文学作品中的关键部分。因此在阅读行为中有

必要密切关注文学作品中人物和叙事者的言语行为并探究这些言语行为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起作用。判定

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这种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具体作品文本的话语分析的研究，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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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为会话研究和言语行为研究，后者属于作品内的微观言语行为的研究，具有行动的力量；二是对文

学话语的宏观言语行为的研究，彰显作者、读者和世界的关系。这方面研究的着眼点不是作品文本是怎

样的，而是作家如何用他创作的作品文本做事、做了些什么事以及这些事以怎样的方式给读者带来了怎

样的影响。王汶成(2016) [6]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意义极为重大，它力图从“以言行事”的角度对文学话语

的性质和功能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 
目前，我国学术界不乏关于言语行为理论的综述文章来探讨其发展态势，它们多数着眼于从综合角

度对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和对文学批评某一层面如反讽、礼貌原则、面子、语用策略、合作原则等进行介

绍，而对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总体水平的研究方法探讨却滞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高

质量的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与研究方法的使用息息相关。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不仅能保证正确

的研究方向，使研究达到既定目标，还关系到学术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可信度。对研究方法的充分理解

及有效运用是每位学者的重要学术素养之一。近年来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势头削弱，为促进我国言语行

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引起广大学者对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中的施事和取效行为的重视，有必要加强

对研究方法本身进行探讨。 
国内对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的研究方法所做的系统考察相对匮乏，将国内外言语行为理论应用

于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鉴于此，本文拟考察当前国内外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

文学研究的研究方法，通过对 2000~2018 这 19 年来有关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发表在国内 SSCI、
CSSCI 期刊上 76 篇和国外 Journal of Pragmatics 期刊上 101 篇文章进行比较，分析国内外研究方法的运

用情况，发现存在的不足，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领域发展研究，寻求语用学与

文学批评结合的契合点。 

2. 研究方法分类与特征界定 

根据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分类(高一虹等 1999；Brown 1988)，[7] [8]研究方法分为实证研究和非实

证研究两大类。实证研究，是指通过对原始数据或某一案例对象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的研究，根据研究

过程等不同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混合研究。定量研究主要建立在实证主义理论基础

之上，采用调查问卷、实验、量表和语料库等手段收集资料进行研究。强调研究的严密、客观性和控制。

多使用演绎法分析资料，从特定假设出发，往往需要对数据进行量化或数理统计分析，验证或推翻研究

假设。定性研究基于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主义范式，通过研究者本人与研究对象互动获得解释。

多采用访谈、观察、个案、话语分析、语篇分析等手段收集资料进行研究，因此数据不易量化。混合研

究指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将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进行有机整合，以更好地理解并阐释研究问题。 
而非实证研究指的是作者首先提出自己的理念或经验或理论知识，然后根据这些理念提出看法。可

进一步分为思辨研究、文献综述和评介。思辨研究基于研究者个人经验反思，通过逻辑演绎推理，对某

一主题进行观点陈述、经验总结以及理论探讨或建构。文献综述对某一主题的研究现状、发展动态前景

等进行系统的综合分析、归纳评论等。评介指对书籍、研究项目、课程实验及论文等进行评述和引

介。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文拟探讨以下 3 个问题： 
1) 国内外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的研究方法的总体分布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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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类研究方法在不同研究主题上的分布情况如何？ 
3) 各类研究方法在不同研究对象上的分布情况如何？ 

3.2. 研究对象及数据采集 

本研究中笔者以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作品，文学言语行为为主题和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中对

2000~2018 十九年间的期刊论文进行检索，设定期刊来源所属为 SSCI，CSSCI 和核心期刊，如外语界，

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并且仔细研读这些论文，筛选出国内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分析的论文共 76 篇。

并选择了国外权威期刊 Journal of Pragmatics，收集相关文章 101 篇。其选择标准如下： 
相关性(relevance)原则：所选取文章的来源期刊，无论是国际期刊还是国内期刊均为外语类重要核心

期刊，且 Journal of Pragmatics 是语用学领域的权威期刊，与本研究主题十分契合。本研究只收集与言语

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相关的文章作为样本。  
可靠性与权威性(reliability & authority)原则：Journal of Pragmatics 为 SSCI 期刊，代表言语行为理论

应用于文学中的专业性较高研究。国内期刊来源设定为 SSCI，CSSCI 和外语类中文核心期刊，在国内外

期刊来源所属上，都在 Web of Science 上的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得到一一验证，这标志着样本选择的

可靠性与权威性，从中也可以探讨出国内外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的趋势。 
可取性(accessibility)原则：为便于收集数据，所选样本均为电子期刊。所获得的中英文期刊从如下数

据库获得：CNKI、华中科技大学数字图书馆、Journal of Pragmatics 官网以及 EBSCO 数据库，凡是与言

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相关的文章均被挑选出来作为样本。 
一致性(uniformity)原则：为平衡收集的数据，从国外 Journal of Pragmatics 上收集关于言语行为理论

应用于文学研究的文章数量与从中文杂志上收集的文章数量大体一致。中文 76 篇，英文文章 101 篇，共

计 177 篇。 

3.3. 统计分析分类标准 

本文采用一级编码(open coding)、二级编码(axial coding) (Strauss & Corbin 1998) [9]以及不断比较法

(Glaser & Strauss 1967: 105-115; Merriam 2002: 146) [10] [11]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具体过程如下： 
1) 一级编码阶段：通过阅读国内外期刊论文题目、摘要，并对研究方法不明确的论文进行全文略读，

将每篇论文的研究方法和主题分别进行编码。 
2) 二级编码阶段：对一级编码进行评估，并进行项目聚类。 
3) 不断比较阶段：将国内外研究方法进行国内及国间比较，寻求相似性和差异性。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根据上文提到的数据分析方法，对 76 篇中文期刊文献以及 101 篇英文期刊文献进行编码，从共时和

历时的角度，对比国内外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 

4.1. 国内外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的研究方法总体分布情况 

从表 1 可以看出，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的研究方法上，2000~2018 十九年国外所用实证研究发

表期刊文献数量 66 篇，占比高达 65.35%，而国内实证研究发表数量为 18 篇，占比 23.68%，国内实证研

究方法远远低于国外。其中国外采用实证研究中的定量研究文章共 23 篇，占比 18.81%。定性占最高比

例为 32.67%。而国内没有定量研究的发表，表 1 中所列的国内实证研究均为定性研究。混合研究中，三

个时间段对比发现，国外呈现增长的趋势，显然国外学者已经意识到，仅靠定量研究文学言语行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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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揭示其复杂性及动态性。而定性研究也有一定缺点，将定量与定性有机整合的混合研究能使研究结

果更具说服力。遗憾的是，国外的混合研究数量总体偏少，只占 13.86%。而国内没有混合研究的采用。

就非实证研究而言，国内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的研究以非实证性研究为主(76.31%)，其中思辨研究

占最高比例(73.68%)，文献综述于评介仅有 2 篇。国外非实证研究发表文献 35 篇，占比 34.65%，其中思

辨研究发表 28 篇，占比 27.72%；文献综述与评介 7 篇，占比 6.93%。相比国内研究，国外更重视综述与

评介的方法。对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专著、论文等成果的评介与综述，有助于

读者快速系统地理解和把握其内容，具有很好的导读和信息功能，而我国评介综述类文章在所有方法和

年限中均使用比例最低。同期比较，国外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的研究较国内起步早三十年，并且国

外研究在雄厚的经济基础支持下，定量分析备受推崇。定量方法主要应用于语言学、语言学习和跨文化

研究，使用统计知识描述和推断，可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此外，语料库的发展和计算机的广泛

应用也推动了词频研究。但定量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充分解释研究现象。因此，2006 年后国外

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的研究开始把重点放在定性方法上，2006~2018 这几年间，国外发表期刊数量

定性研究为 25 篇，超过定量研究的篇数。而同期随着国内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国内采用实证研究发表则

大大增加。表 1 发现现阶段即 2012~2018 几年间处于过渡期，国外开始重视定性和混合研究，而国内的

实证研究呈上升趋势且开始重视该研究领域的综述与评介。 
 
Table 1. The diachronic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method 
表 1. 不同研究方法在国内外历时分布 

研究方法 
2000~2005 2006~2011 2012~2018 

国内 国外 国内 国外 国内 国外 

定量 0 3 0 13 0 3 

定性 3 8 4 17 11 8 

混合 0 1 0 6 0 7 

思辨 7 6 21 18 28 4 

综述与评介 0 1 0 5 2 1 

总计 10 19 25 59 41 23 

4.2. 各类研究方法在不同研究主题上的分布情况 

本文通过一级编码、二级编码以及不断比较的方法将国内外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发展近 18 年来

的主题概括为间接言语行为、语用策略、合作原则及语篇分析共 4 种。国外对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

研究的方法多样化，涵盖了所有实证和非实证研究种类。国内除语篇分析多以定性研究为主以外，其他

3 项主题均以理论思辨为最主要研究方法。而语用策略、合作原则及语篇分析只涉及质性和理论思辨 2
种，显然缺乏多样性。国外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的混合研究上在间接言语行为、语用策略、合作原

则及语篇分析主题上均有所涉猎，但比例都不高。混合法虽然在语用策略和语篇分析上占比较大，但在

其他两个主题的比例都非常小。与国内相比，国外的 4 个主题基本上都涵盖了 6 种研究方法，每种主题

均以定性和思辨为主。另外，国内外研究中每个主题都很少涉及到评介这一研究方法。总的来说，国外

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的各主题均采纳多元的研究方法，但每一主题研究方法的分布呈不均衡态

势。而国内在各个主题采用的研究方法显然缺乏多样性，尤其在定量、混合和文献综述评介上，几乎没

有涉及，且国内过于倚重思辨研究(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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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themes and methods  
表 2. 国内外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分布 

研究主题 
间接言语行为 语用策略 合作原则 语篇分析 

国内 国外 国内 国外 国内 国外 国内 国外 
定量 0 3 0 9 0 5 0 2 
定性 4 3 6 15 2 5 6 10 
混合 0 3 0 5 0 2 0 4 
思辨 38 11 6 5 8 8 4 4 

综述与评介 2 3 0 0 0 0 0 1 
总计 44 23 12 34 10 20 10 21 

4.3. 各类研究方法在不同研究对象上的分布情况分布 

鉴于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这一研究领域，本领域国内外研究对象主要涉及文学分析和言语

行为理论研究，如文学体裁中的小说，诗歌和戏剧；对文学言语行为理论领域中著名学者的访谈记录等

和文学言语行为的理论研究与补充五类。本文将对收集来的 177 篇论文进行标注，分别按照小说，戏剧，

诗歌，理论探讨和访谈记录进行方法的分类，值得一提的是，理论性研究主要指对文学言语理论和现象

的补充和探讨。这一分类标准便于比较研究方法应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所发展的程度及状态。 
统计发现，国内外在对小说，戏剧，诗歌，理论探讨和访谈记录这五类对象研究时主要使用定性研

究和思辨研究，其次是文献综述及评介，对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的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及评介使用

都比较少，国内仅有 2 篇，如申丹(2003) [12]在外语与外语教学上发表的语境、规约、话语——评卡恩斯

的修辞性叙事学，以 Michael Kearns 的《修辞性叙事学》一书为研究对象，提出可将文学作品中的叙事

分析的修辞学方法与结构主义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是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根基的。国外一共

7 篇。另外，与国外相比，国内尚未发现使用语料库方法进行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的研究。然而，

建立在大量语言基础上的语料库在深化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及进一步验证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的可行

性和科学性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未来研究可将语料库引入文学理论研究。在实证研究中，国内

研究者聚焦于定性研究，多集中在对小说和理论性的探讨，分别发表了 8 篇和 5 篇文章。而国外实证研

究在 5 个对象上几乎都有所体现，均以定性研究为主，发表文章 33 篇，占比 32.67%。其中戏剧和访谈

记录多采用定性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对话解释隐含真理。非实证研究中，国内外均以思辨研究为主，尤

其在理论探讨上，国内发表 42 篇思辨性文章，2 篇综述文章，占比 57.89%，说明国内学者在该领域注意

到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并结合自己的观点进行理论建构，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国内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

的研究发展并不成熟，缺乏广泛的实践性和完备的实证研究和总结评价。就综述与评介研究的方法而言，

国内外的比例都不太高，尤其是在戏剧和访谈记录中的文学言语行为的研究中尚未广泛开展。 
整体来看，国内外对各个研究对象的方法中定性和思辨占据绝对优势，国内在每一研究对象上研究

方法分布过于集中，缺乏定量，混合和综述评介性研究(表 3)。 
 
Table 3. Th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objects and methods 
表 3. 国内外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小说 戏剧 诗歌 理论探讨 访谈记录 

国内 国外 国内 国外 国内 国外 国内 国外 国内 国外 
定量 0 4 0 0 0 2 0 2 0 11 
定性 8 6 1 7 3 3 5 6 1 11 
混合 0 4 0 2 0 1 0 2 0 5 
思辨 5 10 1 1 5 2 42 12 3 3 

综述与评介 0 4 0 0 0 1 2 2 0 0 
总计 13 28 2 10 8 9 49 24 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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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思考与展望 

以上可见，过去 19 年来国内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研究总体上有了较大成绩，但与国外研究相比，研

究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5.1. 提高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研究的方法意识和能力 

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是整个文学研究体系中的核心领域之一，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确保我国言

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研究质量的前提，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又能反过来促进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进一步发

展应用。因此，为了提升我国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研究的质量，有必要针对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研究的

特点进行相关研究方法的探讨，以提高该领域研究者的方法意识和能力。例如，研究者如何根据不同主

题和对象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如何及时认识发现该研究领域出现的问题并完善研究方法的缺失

等，如上文中提到的国内在各个研究对象上定量和综述评介性研究方法不足，促使研究者在以后的研究

中有所侧重改进。我国学术核心期刊可以提供多样化的研究方法的应用范例提高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研

究的方法意识和能力。而且，还要培养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的意识和能力，如借鉴其他学科如

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研究方法成果，从而推动提高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研究的方法意识和能力研究

领域研究方法的拓展与创新。 

5.2. 加大实证研究的力度 

我国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的研究以非实证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比例偏小。适当的经验解读和理论

探讨非常必要，但这些思辨性结果还需在实证中得以验证和发展。国内定量研究和混合研究的使用与国

外相比严重不足，几乎没有涉及。定量研究注重科学性，研究者通过语料库进行文本分析，从而能对某

一现象进行细致而深入的挖掘，这一方法在以小说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未来有必要更

充分地开展定量研究，发挥其在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研究上的优势。当然，定量研究也具有自身难以克

服的局限，因此，越来越多的专家提倡将定性和定量研究有机整合，通过混合法来弥补各自的局限。鉴

于目前国内外的混合研究都严重不足，今后应加强混合研究方法的应用实践。 

5.3. 实现研究方法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对象上的多样化和均衡性 

目前我国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的研究所使用的具体方法还比较单一，分布不均衡，基本上以定性和

思辨研究为主，诸如语料库研究、定量研究、混合研究等都十分欠缺。随着信息化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语料库应用于文学批评的优势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国内学者在以言语行为理论分析文学的同时，

也应关注其现实意义，注重文学研究的动态性与“语言”到“言语”的转向，发挥文学在社会中的施为

功能和建构性。在研究对象上，国内对诗歌和戏剧等其他对象的定量研究几乎没有，国外相关定量和混

合研究也不多，说明该领域过于偏重思辨研究，研究方法过于集中，缺乏多样化。特别是独白式诗歌和

戏剧语言多以对话组成，富有诗性和更深层的含义，以充足的对话文本为语料利用混合研究法应是以后

研究的重点。 

6. 结语 

本研究对 2000~2018 年国内外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分析表明，我国言语行

为理论在文学的研究在方法上还存有一定不足。在全球化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我国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

的研究需借鉴国际上一些科学有效的研究经验，在反思和比较中结合我国实际，加快本土化过程，提高

我国的国际学术地位。国内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文学的研究应更加注重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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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使研究更具科学性，以此推动言语行为理论全面均衡发展，深化文学理论的研究，适应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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