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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应用涉及选择语言单位，语篇修辞的研究以当代语言学、修辞学、教育心理学和文学等理论为理据，

解读语篇模式对语言单位选择的影响。语篇模式在语言的输出和输入过程中具化为语义模式和语形模式，

影响语言单位的选择。从本质上讲，语篇修辞的研究探析语义模式和语形模式的功能，揭示文化模式或

概念化模式对语言应用的影响。从语篇模式视角解码和编码，有助于语言学习者可更准确、更有效地处

理信息和培养语言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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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use in real-life situations entails the selection of linguistic units. This study on textual 
rhetoric, with the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s, rheto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s the motivation, aims to examine how textual patterns in-
fluence the selection of linguistic units for the text. The influence can be explored semantically and 
formally in the processes of language input and language output. In essence, the studies on tex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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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toric mainly attempt to determine the functions of semantic patterns and formal pattern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modes or the modes of conceptualization on language 
use.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textual patterns makes language learners’ encoding and decod-
ing of information more accurate and effective, conducive to developing abilities to us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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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应用中的语言是在特定语境根据交际目的选择语义内容和语言形式生成。功能语言学和语用语言学

观认为交际的语言单位是语篇，不是词汇或句子[1] [2] [3] [4]，而语言单位选择涉及修辞，因为修辞是选

择最佳语言表达手段传递信息的艺术，因此应从语篇和修辞角度研究应用中的语言。从语篇视角分析语

言，有以功能语言学、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体学为理据和从英汉语篇对比等方面的研究[5]-[12]。
从语篇视角解读修辞，有系统的修辞理论阐释、功能语篇分析、积极修辞手段、生态语言学的解读和研

究隐喻等论题[13] [14] [15] [16] [17]，对转喻和通感等修辞格的语用、认知、美学等功能的探讨[18] [19] 
[20]，以及对语篇修辞性研究、修辞的语篇建构、修辞功能的认知理据、跨文化修辞等的讨论[21] [22] [23] 
[24] [25]。所研究的语料包括文艺语体、学术论文、新闻、笔记小说、虚拟空间语言、小说、诗词、老年

产品广告和商务等类型语篇。 
这些基于语言学、修辞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不同理论的研究，用不同的理论、概念和术语阐释表面

有异、实际相同或类似的语篇规律或模式，或解读语篇的同一语言现象或事实不同方面的规律或模式，

为更深入的语篇修辞研究和教学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方法，但这些研究没有明确区分是从语篇语义视角还

是语篇语形的视角解析和总结的规律或模式，不基于明确区分这两种视角分析和总结语篇修辞或应用中

的语言规律，易导致混淆，甚至误读、误解语篇语义规律和语篇语形规律。而且，若不区分研究发现的

是语篇的内容组织模式还是其形式结构模式，不利于语言 学习者有效地把握和应用这些研究成果解读语

篇和培养语言应用能力。语言研究应同时关注语义和语形两个方面[26]，因此，本项语篇修辞的研究尝试

从内容组织模式和形式结构模式两个方面归类分析语篇模式对语言应用能力培养的影响，梳理语篇和修

辞方面的研究发现，以便更好地应用研究成果，拓展传统修辞学研究和语篇修辞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

及探析语言类型学就人类语言的语序方面近期的研究发现，即陆丙甫所言的“先整体后部分的语序顺序

关系”[27]如何在语篇层面体现，如何影响我们理解和应用语言进行信息处理与认知世界的。 

2. 语篇修辞的研究：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 

语篇修辞作为一种语言分析和教学路径，在术语“语篇修辞”(Textual Rhetoric) [28]中，根据“语篇”

的定义“连续的语段或句子构成的语言整体，是一段有意义、传达一个完整信息、前后衔接、语义连贯，

且具有一定交际目的和功能的言语作品”[29]，本文分析的语言单位主要是英语的句群、段落和篇章和一

些汉语语料。术语中的“修辞”，定义为“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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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而生动有力”[30]。基于这样的理解，语篇修辞的研究旨在揭示从语篇视角选择最佳语言表达形式，有

效地传递信息和更好地表达说与写思想的规律[31]。 
从信息处理角度看，语篇修辞研究的是人们解析语言单位、处理信息时的一种心理认知取向。根据

认知语言学观，可通过分析语篇模式，即分析语篇的内容组织模式和形式结构模式，使这种心理认知取

向显性化，以便分析语篇的语用规律并在教学中用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本文将语篇的内容组织模式

定义为组织语篇整体信息的一种概念化模式，这种模式是各个组成部分逻辑关系的纽带，使全文语义统

一(以下简称语义模式或逻辑关系模式)。本文将语篇的形式结构模式定义为使全文实现衔接和连贯的形式

框架，是使隐性的语篇逻辑关系显性化的语言手段，通过分辨这类显性的语言形式结构有助于把握全文

语义的组织方式(以下简称语形模式或表征模式)。据此，语篇修辞的研究目的可进一步定义为：研究从语

篇视角建构全文语义模式和语形模式，有效地传递信息和更好地表达说与写思想的规律。 
在语篇修辞研究的篇章中，有一类是用修辞格谋篇布局，即根据修辞格隐含的语义模式和语形模式

构建全文，这类语篇下文简称为“修辞格语篇”。分析这类语篇旨在解读修辞格所表征的语义模式和语

形模式。所以，修辞格语篇的研究揭示的是从语篇的视角选择修辞格建构全文语义模式(或全文逻辑关系

模式)和语形模式(或全文语言表征模式)，有效地传递信息和更好地表达说与写思想的规律(对这类语篇的

解析，下简称修辞格语篇的研究)。修辞格语篇的研究对象包括用一种或多种修辞格表征全文语义模式和

语形模式的语言单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从语篇修辞和修辞格语篇两个方面进行语言研究和实践。根据广义的概念隐喻理

论和认知语言学观，“语言体系其本质就是一个潜在、隐性的概念辞格系统，概念辞格及其用法不过是

这个系统中的一类显性化表征模式或内部结构，而概念辞格分析就是认知语言这个隐性概念辞格大系统

的一种研究模式”[32]，从这个意义上讲，语篇修辞的研究包括修辞格语篇的研究。虽然两个方面研究均

通过解读语篇模式揭示语言的应用规律或语篇修辞技能，但分出修辞格语篇专项讨论，有利于为语篇修

辞的研究以及语义模式和语形模式的选择提供新视角。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是以语言学、当代修辞学、教育心理学、文化和文学等理论作为从语篇修辞和修

辞格语篇两个方面分析语言应用规律的理据，探讨通过分析语篇模式研究语篇修辞分析和语篇教学的可

行性，即探讨用语篇的语义模式和语形模式解析和教与学语言应用规律的路径。 

3. 语篇修辞的研究 

书面语或口语传递信息主要通过围绕语言有序组织结构的核心成分实现[27]，因为围绕核心成分组织

语言使信息和具化信息的各个层级语言单位产生关联，形成一个语境，形成一个语义完形单位，便于编

码和解码。语言内容方面的这种统一性模式，由对应的语言形式表征，如词组围绕核心词汇组成，句子

以谓语动词词组为核心组织各个成分，段落通过主题句把句群和句子联系起来，文章依靠表述中心思想

和要点的语言形式把全文各个段落和所有句子连成语义相对完整的语篇。语篇类型学的理论为语篇修辞

的研究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据，因为语篇模式研究的正是交际者如何围绕全文的核心语义，把作为组成

成分的语义和语形单位构建为思想统一、结构相对完整语篇的规律。 
(一) 语篇的语义模式 
现代修辞学家关注的重要研究方面之一是语言中的图式是如何影响我们认知世界的[33]，这一修辞学

观是语篇模式研究方法的基础。图式为理解语言交流和信息的处理过程提供了思路，语义模式是对语篇

规律进一步研究的发现：图式是语篇的组织框架，是语篇成分相互关联的基础；语义模式是对这种相互

关联更深入的解读，研究的是语篇层面隐性逻辑关系的类型。 
研究语篇的语义组织规律有不同的路径，可用不同的语义模式分析同一语篇。以英语记叙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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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统的开头、中间和结尾组织模式分析法，或从六个方面(what, who, where, when, how and why)解读，

或用小说的 9 个要素探讨(Plot, character, setting, point of view, theme, style, tone, symbolism, allegory) [34]，
还可用 Labov 总结的叙述故事结构的 6 个部分(abstract, orientation, complicating events, evaluation, ending, 
and coda)进行分析[35]。若从语篇的表层和深层语义关系切入，可根据语篇的表层时空关系和深层的因果

关系解析记叙文的模式，也可用从总到分的方式：即从整体情节(Plot/action)到不同情节(scenes)到一个情

节(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进行从上到下(top-down processing)的信息处理方式解读[36]。 
再如，就同一个话题撰文，如果文章主题的侧重点不同，全文的语义模式会不同。以说明文为例，

写独生子女政策的两篇文章，都用因果关系模式组篇，若解释采取独生子女政策的原因，全文可围绕“In 
the first place, the only-child policy is based on the economic strength of the country.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only-child policy aims at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third place, the only child-policy is based 
on the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三个论点展开；若强调该政策的结果或带来的好处，可从“In the first place,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has increased. In the second place,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have improved. In the 
third place, the only child gets more love and attention from his/her parents and a better education. Parents may 
devote more time and energy to their work and have more leisure time at home.”三个方面阐释[37]。此外，还

可用下定义、分类、对比等组篇模式，因为对同一话题从不同的视角观察，选择不同论点、论据和论证

方法，就有不同的组篇模式[38]。在教学实践中，从这些不同的语义模式角度教和学语篇，有助于学习者

更全面理解和把握文章知识，以及提高阅读和听力水平。 
以上是从语篇内容的构思、语序或写作目的等方面说明语义模式的选择和组篇方式，若从宏观层侧

重分析语篇不同组成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英语语篇常见的语义模式有“问题–解决模式”、“主张–

反应模式”、“机会–获取模式”、“提问–问答模式”等。此外，还可从题材、体裁等角度归类语篇

的语义模式，由于这些语篇模式是英语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该文化中人们交际时遵循的修辞规约[39]，掌

握这些知识就是把握英美人用语篇模式谋篇布局的规律；在处理信息和教学实践中，引导和帮助学生有

意识地用这些语篇模式，就能提高英语的编码(即说写技能)和解码(即听读技能)的能力。 
(二) 语篇的语形模式 
教学实践中或在赏析语篇时，有意识地用语义模式分析语言，把隐形的语义关系显性化，有助于提

高语言的理解能力和交际效果。同理，对语篇形式模式或语篇信息表征手段规律的研究也是解读语言图

式如何影响我们认知世界的重要方法，是从语言形式选择角度拓展现代修辞学的图式研究和培养语言应

用能力。语篇的语形模式是文本或篇章的结构类型，是使各种隐性的语义关系显性化的语言表达方式，

语篇的语义模式依靠语形模式表征。 
与解读语篇的语义模式类似的是，分析同一语篇的语形模式也有不同的方法。从词类角度，依照词

汇的上下义、近义、反义等关系可确定全文句子的词汇链和词汇链类型[40]，据此可构建语篇的形式模式；

分析全文小句话题领域主要涉及的是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或存在过程

的语言表征形式[1] [41]，可总结出全文的主题和要点；从语篇角度，根据全文句子的主语可解读语篇的

宏观主题、局部主题和上下文主题，确定全文的命题；根据全文的主位可发现“主位化”组篇过程的特

点，构建语篇主位结构的形式模式和明晰语篇的语义范围和维度；根据全文的述位部分，可了解语篇整

体意义发展的脉络[3]，进而总结实现语篇主旨的形式模式；根据前后文句子的主位和述位的关系，找出

篇章的主位推进模式[5] [42]，概括语篇的形式模式和全文的核心意义和要点；根据语篇修辞结构理论，

分析全文小句的逻辑关系和类型，解读和比较语篇的修辞结构和功能[43] [44] [45]。也可通过解读全文不

同层级语言单位体现的不同语篇视点，或解析这些语言单位不同语篇视点的关系探讨语篇视角的信息功

能、认知功能和衔接连贯功能[46] [47]，构建语篇的形式模式。此外，还可根据同类话题用相关和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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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形式和结构，归纳表征图式(schemata)、框架(frame)、脚本(script)等[48]语篇的语形模式。 
除上述自下而上信息处理方法(bottom-up processing) [36]解读语形模式外，也可根据篇章语言学和认

知语言学理论，分析篇章策略连续体类型[49] [50]、认知视点框(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 [51]以及语体学

和文体学的语篇分析方法[52] [53]来解读全文的语形模式。而且，不同的视角可揭示同一篇章所包含的不

同语形模式，如英语故事回家(Going Home)，按照时间策略连续体类型可把全文分为两大部分；若根据

空间策略连续体类型，能分出更多部分。同时这两种组篇模式在全文多处共现在同一句子中，以多形式、

跨类型的方式构建语篇的形式模式[54]。用不同的语形模式解读语篇的结构规律就是从不同视角分析文章

的结构或作者构思全文的表达形式，有助于培养多维思维能力，避免或至少减少只从词汇、词组、小句、

句子、段落到全文这样单一语序方法解读文章的不足，有助于培养和掌握语篇修辞知识或语言应用的规

律。 
同一语篇有不同的组篇模式，反映了人对主观和客观世界复杂性、多维性的认知方式对语言使用的

影响[54]，即探析同一语篇的不同语形模式和语义模式本质上是在探索英美人是如何用不同“概念化认知

模式”(mode of conceptualization) [55]在语言的篇章层面构思布局、交流情感和传递信息的。 

4. 修辞格语篇的研究 

作为语篇修辞研究的一种类型，修辞格语篇的研究解析修辞格的组篇功能和认知模式。具体探究修

辞格表征的语篇模式如何影响语言单位的选择和使用，即研究如何分析修辞格表征的语形模式和语义模

式的功能和作用。 
(一) 语篇的语义模式 
修辞格语篇的研究和传统修辞格研究的对象都是修辞格，不同的是后者关注词汇、句子和语音层面

修辞格的功能和特点；而修辞格语篇的研究侧重修辞格的语篇功能和作用。修辞格的语义模式表征的是

修辞格的概念和所表述的逻辑语义关系在语篇中被拓展和延伸后，如何用来组织语篇信息，研究这样的

语义逻辑关系以何种组织方式更有效地表述全文的主题和要点。所以，语篇的语义模式是修辞格在语篇

层面的概念化功能，这类修辞格也称为概念修辞格或概念辞格[32]。 
目前在修辞格语篇类型中，研究较多的是隐喻的语篇功能，如从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伦理、

诗学、文学等理论视角分析含有隐喻概念的关联认知性、隐喻修辞格标题的组篇功能、诗歌体裁中隐喻

的组篇表义功能、隐喻的语篇性和语篇组织特点、文学作品中隐喻隐含的伦理和哲理、隐喻凸现、升华

小说主题的功能和隐喻从语言学、哲学、科学、到法律等领域在语义和语用方面延伸[56]-[61]。在语篇模

式研究方面，就修辞格的种类和数量而言，还有很大空间，可拓宽对其它修辞格语义模式的研究，如探

析象征、讽喻、反讽、仿拟等手段如何揭示小说主题思想和刻画小说人物、实现文本整体性认知或修辞

格的互文性特点[62] [63]，从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视角，讨论仿拟修辞格、轭式搭配法、反论/隽语、矛盾

修辞格等如何被短文和小说作者、文学评论家和文化研究者用来构建作品和表述理论和观点[32] [64]。总

之，修辞格的语义模式是一种组织篇章逻辑关系的手段，这类模式使全文各个部分的内容连贯统一形成

整体，更有效地传递篇章信息。 
因此，从同一语篇的不同语义模式角度解读修辞格的组篇功能，有助于在了解修辞格的语音、词法

和句法修辞功能的基础上，进而学习和掌握修辞格的谋篇布局功能，以提高说写技能。 
(二) 语篇的语形模式 
如果解析语义模式使修辞格在语篇层的概念组织功能显性化，对修辞格的语形模式分析则揭示其在

语篇层的形式组织功能，是研究使修辞格语义关系显性化的手段。虽然修辞格的语形模式和传统修辞都

研究词、句和语音修辞格，但修辞格的语形模式研究的重心不是这些语言单位本身的特点和功能，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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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格在语篇层的形式组织功能，所用的修辞格如何影响全文结构的建构和传递篇章信息的。 
修辞格的语形模式包括全文的结构由某种修辞格表征或全文采用多种修辞格组篇的情况。用某种修

辞格表征语形模式，如用类比组织段落的模式，用含有矛盾修辞格、轭式搭配法、双关等修辞格的标题

表征语篇的结构[32] [64]；全文用同一种、同类修辞格或句型的语篇，如问句构成的语篇、“是字句”组

成的语篇，或特定节律组成的语篇[65]，以及围绕全文主题和要点用隐喻、反复、排比、类比、层进、半

谐韵等词汇、句法和语音修辞格，通过照应、词汇衔接、平行对等结构和方式建构的语形模式，使语篇

内不同层级语言单位和不同层级的部分衔接、连成一体的方法，更是广为使用[66] [67] [68] [69]。因此，

修辞格的语形模式是使全文逻辑关系显性化的手段，修辞格所表达的逻辑关系表征的是语篇宏观结构，

是全文逻辑关系表征形式的缩影，这类修辞格具有构建全文框架的组织和显性功能。 
围绕修辞格的语篇语形模式解读具体文章，可从传统方法主要侧重分析修辞格的词、句功能拓展到

探解修辞格如何构建和呈现全文信息结构和全文内容组织关系的语言表达形式，探解这样修辞格的语篇

模式功能是如何贯穿全文，使全文浑然一体的，有助于习得修辞格在语篇层面的语形组篇功能知识以及

培养、掌握和应用这样的语言应用规律。 

5. 语义模式和语形模式的关系 

应用中的语言是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位一体。上文从语义模式和语形模式两个方面阐释语篇修辞和

修辞格语篇的分析方法和教学方法。从语篇编码的视角，首先是确定全文的交际目的、主题及要点，后

构思段落的主要思想、次级论点、论据和结论以及确定不同层级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即用语义模式知

识布局全文后，就可选择表述语篇内容的恰当语形模式。而解码的过程，从语形模式入手提炼全文的语

义模式，一般是从文章的开头、结尾以及其它部分找出主题核心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即表达核心概念

的语句和词语，据此概括出全文的词汇链、篇章策略连续体类型等语篇的语形模式，进而归纳总结出全

文的要点和语义模式。 
从语义或语形方面分析语篇模式，需要注意：首先，所述研究顺序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因为语言的

形式和意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虽然语篇模式的两种模式分析法各有侧重，但无论从语义模式还是

从语形模式入手解读语篇的修辞特点和规律，都以语篇核心信息的解读为出发点，因为“一切健全的写

读都是内容决定形式的”[70]，是交际的目的、欲传递的核心信息决定应选择何种语言形式表述。其次，

尽管从语义到语形或从形式到内容的方式探析语言单位之间的联系，都能找出语篇模式，但更有效的语

言分析是两种方法的结合，因为基于对人脑学习机制研究所发现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认知世界时人脑是

趋于同时处理和把握事物的全貌和部分的信息[71]。因此，在解读语篇信息的输入和输出规律时，应把语

义模式分析语篇的两个视角——语义模式，即从上到下的整体信息把握路径，以及语形模式，即从下向

上处理部分信息、信息不断累加和整合的处理方式——结合起来，而非只用一种视角分析和学习语篇。 

6. 语篇模式分析视角的理据 

作为一种语篇分析方法，从语篇模式视角解读语篇修辞的路径体现了现代系统论的原则[72]，即把对

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及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及结果等方面的认知置于整体框架下，以整体为核心把

握部分。从本质上讲，通过语篇模式分析把部分置于整体框架下的分析法，是用概念框架和概念框架体

系探析和建构语言知识体系或语言知识结构规律的一种方法[73]，是探析人类认知世界所依赖的抽象化概

念整合模式(abstracted patterns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74]的一种方法，因为根据认知语义学观，意义结

构就是概念结构，意义建构就是概念化过程，概念结构有具身性，表征意义有多样性等特点[73] [75]。从

语言结构的来源看，Langacker 认为语篇是结构、使用和习得的整合体，语篇是语言的应用，语言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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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中通过互动获得，因此描述语言结构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使用和社会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存

在于使用的模式，这些语言使用模式是在语篇语境下无数次的使用语言而习得，并用于未来理解和产出

更多语篇[74]。因此，用语篇模式解读语篇修辞就是研究语言的应用模式和规律。 
从认识论视角看，用语篇模式知识研究语篇修辞就是用专家们谋篇布局和解析语篇/文本的知识，即

当代新学习理论实证研究表明的专家的专业知识，这种通过全面、深刻理解专业知识基础上形成的语境

化、模式化的知识结构体系或图式(hierarchical framework or schema) [76]。把握这样有效的知识结构体系

有助于提高语言使用者的语篇解读能力，用这样的语篇模式知识解析整体信息和挖掘深层的文化内涵和

模式，即透过语言表层可触及更深层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认识层的内核和人类思维模式[32] [77] [78]。 

7. 结语 

人类的言语或非言语交际通常是想好再说或“谋定后动”。因此，掌握如何更有效地思考和谋篇布

局路径，以及如何用语言更有效地传递信息的方法，既是高质量的生活、工作、娱乐等所需，更是从古

到今语言研究的重要课题。语篇修辞的研究从语义模式和语形式模式两个方面揭示这样的语言应用规律，

即从潜在的认知体系中选择事实、概念、程序等语义成分传递信息和谋篇布局时，构思过程受制于语篇

的语义模式，以及从语言体系中选择语音、词汇和句型等表征语义的语言单位组文时，受语篇的语形模

式制约。换言之，只有当潜在的语义和语形单位有助于构建全文的语义和语形模式时，才作为具有特定

意义和功能的语言单位用于构建语篇。从这个意义上讲，语篇模式的组篇原理反映的正是语言类型学研

究者所言的整体先于部分的语序顺序关系，因为在语篇模式的宏观框架下选择语篇或文本的组成部分，

是透过语篇的语义模式和语形模式审视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以及成分与篇章整体的关系，使语言的使

用和认知过程始终以语言的宏观模式和框架为导向，从而避免仅根据部分或局部的语言单位片面地误读

或误传语篇或文本的信息。因此，从全文的语义模式和语形模式视角解析语篇层修辞，可更准确、更有

效地处理信息，有助于提高构思谋篇和遣词造句成文的语言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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