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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科普以多种形式出现在人们生活里，向大众传递科学知识。科普文是以文章的

形式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国内对科普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翻译方面以及以新媒体为媒介的科普

传播。从元话语角度分析科普文中作者与读者的互动研究较少。本文基于Fu (2012)对互动元话语中的

立场特征划分，主要分析科普文中模糊限制语、增强语、态度标记语和自称语的使用情况及特点来探究

科普文中作者如何表达自己的立场。研究发现：在立场特征中，模糊限制语和自称语的使用较多；而科

普文中较少使用态度标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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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ppears in people’s life in 
various forms to transmit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the lay public. Popular science articles popular-
ize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the public in the form of article. The researches of popular science ar-
ticles in China mainly focus on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with new 
media as the medium.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riters and readers in 
popular science artic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discourse. Based on Fu’s (2012) classification 
of stance features in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sage and characte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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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s of hedges, boosters, attitude markers and self-mention in popular science articles to explore 
how writers express their stance in popular science artic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stance features, writers make a greater use of hedges and self-mentions. However, less attitude 
markers are used in popular science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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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普及简称科普，又称大众科学或者普及科学，是指利用各种传媒以浅显的、通俗易懂的方式、

让公众接受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的应用、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

学精神的活动(百度百科[1])。科普文则是科普传播的一种形式。科普文章是以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

技术、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和弘扬科学精神为要旨的文章，大多具有科学性、思想性、通俗性、

文学性等特征(吕映，2019 [2])。 
近些年的研究显示，元话语研究领域更加宽泛，研究内容日益深化，研究对象也愈加精细化。迄今为止，

元话语研究主要关注对学术语篇的考察(付晓丽、徐赳赳，2012 [3])。Hyland (2009 [4])将学术语篇定义为专

科院校中存在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使用方式。而科普是指为了不需要专业科学知识的观众制作的文章、书籍、

期刊和电视节目。虽然这两种语篇定义不同，但是他们都属于科学语篇。依据 Goldman & Bisanz (2002 [5])
文中的分类，学术语篇属于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体裁，位于科学语篇的上层；而科普文是普及科学信息的体裁，

介于科学家的交流体裁和教科书之间。本文通过分析科普文中立场特征的使用情况，考察汉语科普文中作者

是如何与读者进行互动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使读者最终了解并接受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 

2. 理论框架 

Hyland (2005a [6])将元话语分为引导式元话语和互动式元话语两大类。引导式元话语包括过渡语、

框架标记语、回指标记、言据标记、语码注释语；互动式元话语包含模糊限制语、增强语、态度标记语、

自称语以及介入标记。他认为元话语必须体现成功交流所必需的相互作用，所以所有的元话语都起到的

是人际的作用。而 Hyland (2005b [7])进一步提出学术语篇中作者通过立场、介入两种方式与读者互动的

观点。Fu (2012 [8])合并 Hyland (2005a, 2005b [6] [7])的两种模式将互动元话语细分为立场特征和介入特

征两大类。模糊限制语、增强语、态度标记语、自称语属于立场特征；包括读者在内的代词，问题句和

指示属于介入特征。立场特征在互动元话语中主要起评估作用，并且关注作者陈述自己的方式或对文本

的命题表达自己的判断和承诺的方式。介入特征则体现出作者积极引导读者加入论点，集中读者注意力，

将他们作为话语参与者并引导他们进行理解(Fu, 2012 [8])。本文依据 Fu (2012 [8])对互动元话语的分类，

主要考察科普文中作者通过表示立场特征的词语来向读者传达对命题的观点以及态度。 
立场特征关注的是以作者为主的特点，他们主要作用是传达作者的态度和评价(Fu, 2012 [8])。模糊限

制语表示作者用间接的方式来表达命题信息，增强命题的主观性，拒绝对一个命题作出完全承诺。因此，

模糊限制语意味着陈述是基于作者的可信推理，而不是某些知识(Hyland, 2005b [7])。增强语与模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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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相反，作者肯定和强调命题的确定性。态度标记语是作者对命题的情感态度的体现。自称语是指作者

以第一人称代词和其所有格形式出现在文中(Hyland, 2005b [7])。 
关于科普文这一文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教学以及传播学方向。例如：严沁(2016 [9])在翻译变

异理论的指导下研究科普语篇中的长句和复合句的翻译策略。金鑫(2017 [10])运用语用顺应论来研究科普

英语翻译。于梦倩(2019 [11])调查了高中语文科普文教学现状并且提出解决策略。谢广岭、周荣庭(2015 
[12])对信息化时代下的中国科普传播现状进行调研分析。科普文的受众是对科学技术知识仅有浅显了解

的大众人群，所以科普文章要尽可能平实、通俗，作者要列举客观、公正的事实内容，通过丰富多彩的

语言形式把内容表达出来，增加语言感染力和号召力，对读者形成知识普及和情感传染(郭松林，2019：
41 [13])。然而学术语篇(如研究论文，学术期刊中科学论文)的受众是同行专家和学生，文章中会有许多

专业词汇，详细的实验过程以及理论知识等。对于公众来说，学术语篇专业性强，过于枯燥，没有阅读

兴趣。科普文是将专业科学知识和大众的兴趣结合起来的一种体裁。所以科普文需要既具有科学性、客

观性、又具有文学性、通俗性的特点，让公众可以获取到新知识。Fu & Hyland (2014 [14])指出科普文有

多种的印刷格式，它们可以出现在报纸、杂志和书籍中。而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的媒体传播趋势，目前科

普传播不仅依靠传统媒体，更大程度上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今日头条、果壳网等自媒体和科普手机

应用向公众提供权威、有趣的科学内容，让公众热爱科学。 

3. 研究方法 

研究语料从今日头条中国科普博览官方账号搜集 30 篇问答类科普文章，涉及航空航天、环境科学、

生命科学等多个领域。选取时间在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间，由笔者选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文章

进行研究。多种新媒体形式的出现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今日头条等使得科学更加普及化。大众更

容易接触并且学习到科普知识，从而提高民众的科学知识水平。2019 年 1 月人民网发布“典赞·2018 科

普中国”2018 年十大科普自媒体公布的新闻，其中今日头条中国科普博览专栏获得 2018 年十大科普自

媒体之一。中国科普博览在今日头条的官方账号是中国科学院网络科普门户，旨在传播前言科学知识和

提供趣味科教服务。问答类科普文章是人们在网上提出问题，中国科普博览邀请中国科学院相关领域的

专业人员来回答问题并在文章开头或结尾标注出作者。这些科普文章不仅包含文字，有些文章还有图片

来辅助读者理解专业知识，图片下还有标注。本文只研究关于问题回答部分中的文字语言部分，图片及

图片的标注不在本研究范围内。分析作者是如何通过语言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中国科普博览今日头条

号依托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致力于汇聚和传播高端、前沿、特色科学资源，关注社会生

活和热点中的科学，在重大新闻事件上率先科学发声，引发科学讨论和全民关注(人民网，2019 [15])。 
30 篇语料共计 20,593 字，其中字数最多的一篇是 1475 字，最少的一篇是 462 字，平均每篇文章约

686 字。30 篇语料按时间顺序排序并标记序号，从科普 01 至科普 30。本文依据 Fu (2012 [8])的划分，对

30 篇语料中互动元话语的立场特征人工标记分类，并计算其出现的次数及比例(见表 1)。 
 
Table 1. The frequency and proportion of the stance features in the corpus 
表 1. 本语料中立场特征出现的次数及比例 

立场特征 次数 百分比 

模糊限制语 45 35.43 

自称语 44 34.65 

增强语 34 26.77 

态度标记语 4 3.15 

总计 1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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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科普文中立场特征共出现 127 次，平均每篇出现 4 次，约每 162 字出现 1 个立场特征语。

其中模糊限制语和增强语的次数在本研究中接近，各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下面主要分析这四种立场特

征的表现形式。 

4. 结果发现 

4.1. 模糊限制语 

模糊限制语主要是表达作者对命题推测的不确定性，对命题做出作者自己的判断的词语。模糊限制

语在本研究中共出现 45 次，有 20 个词语出现在本研究中。 
笔者将研究中出现的 20 个词语按其词义分为五类，第一类是与数量词连用的表示约量的词语。研究

中出现的词语有：副词“约”(3 次)、名词“左右”(3 次)、副词“近”(2 次)、“大致”(1 次)。如例(1)
中表达模糊限制语的词语是名词“左右”，依据吕叔湘(1999 [16])中“左右”用法的总结，“左右”只放

在数量词之后，表示“比某一数量稍多或稍少”。本研究中，“左右”共出现 3 次，都出现在数量词后，

充当数量估量时的助词。 

例(1)：然而，自 2016 年 12 月起，南半球海冰面积突然减小：2016 年 12 月比 2015 年减小 24%左右；(科普 03) 

作者在百分数“24%”后加上“左右”，表示大概减小了 24%，实际比 24%稍多或稍少。作者把表

示大概意思的词语放在准确的数量词前或后，拒绝表达出对命题强烈的确定性。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作

者的礼貌(Fu, 2012 [8])。 
第二类是表示作者大概推断的词语，本研究中包括：副词“可能”(4 次)、“很可能”(3 次)、“似乎”

(2 次)、“或许”(1 次)、“也许”(1 次)、动词“估计”(1 次)。在《现代汉语八百词》(1999 [16])中“可

能”作为副词，表示估计、也许、或许，用在动词，助动词和主语的前面。在例(2)中，“可能”表示的

意思是“估计，不很肯定”，在这里用在助动词“需要”前，向读者传达出作者觉得爱因斯坦的引力论需

要重新思考，但是作者不是十分肯定地认为引力论就是需要思考。体现出作者传播科学知识的严谨性。 

例(2)：但是这些理论描绘的图景还不完整，爱因斯坦的引力论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科普 24) 

吕叔湘(1999 [16])中指出“很可能”是表示加强肯定估计；“或许”、“也许”表示一件事情的或然

性。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为内容的确定性留有商讨的余地，同时，也体现语言的准确性(鲁英，2012 [17])。
作者在科普文中使用模糊限制语既表达作者观点又增强了科普文的准确性。 

第三类是表示一般情况下，事情有规律地发生的词语。研究中出现的有：助动词“应该”(5 次)、形

容词“一般”(5 次)、副词“通常”(1 次)、“常”(1 次)。在《现代汉语八百词》(1999 [16])中形容词“一

般”有两个意思：一个表示一样；同样，一个表示普通；通常。下面例(3)中“一般”表示通常的意思，

可以用于修饰名词，作谓语以及修饰动词。 

例(3)：“激波”则是一种较为强烈的扰动，波前、波后的气体状态参数一般有一个“突跃”式变化。 (科普 26) 

在这句中，形容词“一般”放在动词“有”前，修饰动词，表达激波在一般情况下出现的情况。模

糊限制语的使用展现了科学实验的严谨性。 
第四类词语表示的意思是十分接近，差不多。这样的词语在本研究中有副词“几乎”(3 次)和动词“近

乎”(3 次)。“几乎”在《现代汉语八百词》(1999 [16])中有两个语义，第一表示非常接近；差不多，第

二表示眼看结果就要发生而结果并未发生。例(4)中副词“几乎”表示差不多的意思。 

例(4)：人的手掌表皮几乎都布满了汗腺，当手指或者手掌，接触其他物体时，汗腺分泌的汗液自然就会附着在

https://doi.org/10.12677/ml.2020.86114


贾雪玲 
 

 

DOI: 10.12677/ml.2020.86114 831 现代语言学 
 

物体上。                                                                                     (科普 28) 

“几乎”在表示非常接近、差不多的意思时，后面可以跟动词，形容词和名词。在这个例子中“几

乎”的后面是动词“布满”。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体现了科普文的客观性。客观性是指科普文中的内容是

符合客观规律的(付薇、刘颖，2015 [18])。科学家对人体结构研究后得出手掌表皮几乎都布满汗腺，这是

通过研究得出的关于人体结构的客观规律。 
第五类是表达作者观点的短语，研究中出现的有“我觉得”(4 次)、“我想”(1 次)、“在笔者看来”

(1 次)和“我个人觉得”(1 次)。例(5)中的短语“我觉得”是作者基于自己的推理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只

是作者自己认为的。 

例(5)：对于所谓的用 DNA 复活恐龙，我觉得现在还是处于一种忽悠阶段。                       (科普 12) 

短语“我觉得”由第一人称代词“我”和动词“觉得”构成。“我”在这里指代作者，是立场特征

中的自称语。“觉得”在《现代汉语八百词》(1999 [16])中表示有某种意见，接近“认为”，但是语气较

轻。作者用语气较弱的词语来减少对命题的确定性。 

4.2. 增强语 

增强语强调作者对命题的确定性，在本研究中共出现 34 次。笔者将出现的词语按词性分为三类。第

一类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副词，包括：“其实”(7 次)、“实际上”(7 次)、“当然”(4 次)、“肯定”(3 次)、
“尤其”(2 次)、“事实上”(2 次)、“确实”(1 次)、“的确”(1 次)、“一定”(1 次)。如例(6)中“实际

上”在增强语中是出现次数最多之一，“实际上”就是“其实”的意思，作者想要表达一个事实，真实

的情况是没有科学依据证明保健品可以预防衰老。 

例(6)：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关于预防衰老的保健品，实际上，各种保健品，都没有科学依据，没有证明。(科普 17) 

方清明(2013 [19])提出“实际上”、“事实上”和“其实”都属于汉语叙实性语用标记，即说话者预

设所说命题为真。“实际上”表达实际情况，形成客观性对比，指出实际情况。他还发现科普文体中是

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进行对比。如例(6)中前一小句是日常概念，人们认为保健品就可以预防衰老。而“实

际上”后的小句是科学概念，保健品并没有科学依据。作者使用确定性强的词语来强调对命题的肯定性，

加强对读者的说服力，使读者更容易相信科学，从而传播可靠的科学知识。 
第二类是动词和动词短语，主要包括“我们认为”(2 次)、“我认为”(1 次)和“相信”(1 次)，作者

强调自己对事物某种看法的确定性。例(7)中包含动词“认为”，前面出现的是第一人称“我”，指作者

本人，是自称语。《现代汉语八百词》(1999 [16])中提出“认为”一词只用于正面论断。“认为”一词本

身的含义是对事物确定某种看法，作者直接确定地传递出科学知识。 

例(7)：所以我认为今后返回式卫星的主要用途是在科学实验方面，现在我们还在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卫星研制。(科普 07) 

第三类是形容词，只有“显然”(3 次)出现在语料中。例(8)中“显然”是非常明显的意思，作者强调

事情的明显性。作者引导读者的深入阅读，邀请读者判断文章命题的确定性。 

例(8)：显然，寒武纪生物大量出现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无法解释的。他为此也深感迷惑，认为这一现象是对其进

化论的严重挑战。                                                                                 (科普 09) 

4.3. 自称语 

自称语指的是作者以第一人称代词和排他的所有格形容词形式出现在文章中。本文中第一人称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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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现 4 次，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们”出现 35 次，作定语成分的“我们”出现 5 次。通过使用自

称语，作者把自己融入到复杂且难以理解的科学知识的语篇中和读者进行交流，以自己储备的知识和对

科学的理解向读者传递信息，拉近与读者的距离。第一人称代词“我”指代的就是作者自己，第一人称

代词复数形式“我们”既指代不包括读者的人又指代包括读者在内的人。如例(9)中“我们”指代的是做

树木年轮研究工作的一类人，但例(10)中的“我们”则指代作者和读者双方，属于介入特征中包括读者在

内的代词。作者让读者也参与到文章的互动中，不仅在文中表达自己的立场，同时也与读者进行互动。 

例(9)：我是做树木年轮研究的，有人认为我们像木匠似的，数圈圈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其实你们小瞧我们了，我

们的工作还是挺高大上的。                                                                         (科普 21) 

例(10)：下面我们来看两个现代法医的常用方法：                                                 (科普 28) 

例(9)中，作者没有明确指出第一人称代词“我们”具体指代的对象，但从上下文中，可以推断出指

代的是同作者一样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们，如下例(11)。作者一开始先解释叫暗物质的原因，该句中的“我

们”应指代研究发现暗物质的科学家。由于科普文的读者对象是公众，既包含和作者同一个学术团体的

研究人员，也会有普通民众。这里的“我们”就是作者和其相关学术团体人员的互动。 

例(11)：暗物质由于我们看不到，所以才称之为“暗”，没有发光。但是我们认为暗物质的引力特性还是跟普遍的

物质类似，我们猜想它很可能也是一些比如粒子或者其他存在。                                        (科普 02) 

吕叔湘(1999 [16])认为在科学论文中不适宜用个人口吻说话时，可以用人称代词“我们”。因科普语

篇的交流目的是传递科学知识，而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我们”强调学术团体对科学研究的贡献，使

传递的信息更加客观、不掺杂人为因素，易被读者们接受。 

4.4. 态度标记语 

态度标记语是表达作者态度的词语，在本研究中一共只出现了 4 次，分别是“很简单”、“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最重要的是”以及“更为可怕的是”。可见在本研究的汉语科普文中，作者很少使用

表达自己态度的词语。与 Fu & Hyland (2014 [14])对 200 篇英语科普文的研究一致，态度标记语也是互动

元话语中使用最少的一类。态度标记语作为作者情感态度的体现，在科普文中主要是说明作者对材料的

情感反应，指出什么是重要的(Hyland, 2005a [6])。科普文是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以及科学精神，通过

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使之为读者所能理解的文章，其主要交流目的是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在传递

知识的同时传达作者的观点与态度。与英语科普文比较，汉语中使用态度标记语相对较少。 

5. 结论 

本文依据 Fu (2012 [8])对互动元话语的分类，考察了汉语科普文中立场特征的使用情况。研究发现作

者较多使用模糊限制语、自称语和增强语，态度标记语出现次数最少，仅有 4 次。立场特征关注以作者

为主的互动特点，作者通过模糊限制语和增强语准确地传播科学知识，同时以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我们”

来建立作者的权威性。但是态度标记语使用最少。除了追求科普文章的准确性与权威性，作者们还可以

在写作中通过表达自己对命题的态度来与读者建立共同的情感来达到与读者互动的目的。很多研究已经

表明了书面语篇同样拥有作者与读者互动的特性(Hyland, 2005b [7])。科普文章的目标读者是公众，考虑

到不同人的需要，兴趣以及理解程度，作者们更需要主动积极与读者互动，从而使读者们有兴趣阅读完

整篇文章，掌握科学知识。然而，本文具有两点局限性。第一，虽然本研究语料来源于官方科普文章，

但选取数量少；第二，本文只关注互动中以读者为主的特点，未研究文章中以读者为主的介入特征。未

来研究可以建立更大的语料库并对互动资源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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