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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写作者声音的建构是学术英语写作中的重要环节，文内引用作为学术写作中写作者声音建构中话语实践

的一种基本修辞特征，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本研究从语言的元功能视角，分别对20篇中国新手作者和

英国新手作者的博士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结果表明，与英语母语作者相比，国内初级研究者在

“引用形式”、“引用内容”、“引用策略”和“文本实现形式”四个维度上基于文内引用构建作者声

音的能力存在一定差距。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国内英语学术论文写作者建构写作者声音具有启发性而非决

定性的意义。强调了提高写作者对英语学术写作中文内引用在构建作者声音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对英语

学术写作教学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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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writer’s voice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academic English writing. As an ess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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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torical feature of discourse practice in the authorial voice construction in academic writing, 
citation has not been fully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function of language, this study 
explores and compares authorial voice constructed in citation in 20 doctoral theses written by 
Chinese novice writers and native English novice writer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
pared to the native English writers, the Chinese novice writers displayed differences in the ability 
to construct the authorial voice based on academic citation in four dimensions which are “citation 
form”, “citation content”, “citation strategies” and “text realization form”. The present results are 
more suggestive than deterministic for novice researchers in China to construct the authorial 
voice in L2 academic writing. 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novice writers’ awareness 
of the role of citation in constructing authorial voice in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 and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eaching of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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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越来越多，英语学术写作作为学术交流的重要手段，是学术国际化

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表明作者学术身份和立场的主要途径。但是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英语学术写作

中文献引用和建构作者声音对教师和学生通常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在学术论文通过规范的

引用文献建构写作者声音引起了不少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在学术论文中，对于文献资源的借用是极其

重要的，写作者通过引用文献，构建知识网络，将他人观点与自身观点进行对比考量，并融入写作中，

发出自我声音。因此，写作者在学术论文中声音的建构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1]，如何在二语学术写作中

正确利用文献资源构建写作者声音的研究尤为重要。 
许多话语特征都有助于构建写作者声音，如模糊限制语、语气加强词、元话语和引文[2] [3]。其中写

作者通过引用参考文献为自己提供科研依据，表明自己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在探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阐述自己的研究与前人研究的区别。在文献引用中需要作者同时处理自己的声音和被引用作者的声音。

更准确地说，文献引用涉及双重发声，即作者将自己的意图和立场注入到他人的表述中。鉴于引文中蕴

含“对话性和互文性”[4]，不同形式的引用，都可能对写作者声音的建构产生影响，例如概述、释义与

直接引用三种引用形式；概念含义、理论模型、观点解释等引用内容；独立归属、参考例证、关联比较

等引用策略；融入式与非融入式文本实现形式。 
虽然文献引用已经被广泛研究，但它与写作者话语建构的关系尚未被充分探讨。此外，国内外初级研

究者(博士)论文中写作者通过文献引用的话语建构是否存在差异并未被探讨。对中国本土初级研究者(博士)
与国外初级研究者(博士)论文文献引用中的作者声音进行分析和比较，可以提高二语写作者对跨学术语境

写作的敏感度，同时也有助于他们认识到文献引用在英语学术语篇中传达作者声音时所起的作用。与英语

母语写作者或其他二语写作者一样，中国本土初级研究者(博士)在文献引用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5] [6]，尤

其是在如何通过引文建构写作者声音方面[7]。本研究旨在探讨国内外初级研究者(博士)论文中文献引用

与作者声音建构的关系，以及国内外初级研究者(博士)论文中写作者通过文献引用构建作者声音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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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术写作中的写作者声音建构 

2.1. 学术写作中的写作者声音 

关于二语写作者声音的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有所发展，并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

讨论[8]。写作者声音(Authorial Voice)源自西方修辞学传统[9]。声音可以被视为一个人观点的代表[1]或一

个人话语身份的代表[10]又或是学术知名度[11]。构建一个有力的写作者声音是英语学术语篇的典型特征

[12]。Mastuda [10]将声音定义为语言使用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使用社会中可获得的却又不断变化的

话语或非话语因素所取得的一种融合性效果，确切来说，这种效果是由写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随后，

Hyland [13]指出声音是一个多方面的概念，写作者声音包括个体性与社会性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相互

依存。据此，一个关于写作者声音的互动模型应运而生，从个体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来分析写作者声音。 
学术写作是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和创新，提出自己的主张，写作者通过文献引用将自身研

究置于专业领域内，在展示自身学术背景的同时，也为读者呈现清晰的知识网络。关于文献引用在学术

写作中的作用已有颇多研究，如前文所述，掌握文献引用能力对提高学术写作的水平十分重要，但其受

到的重视还不够多。从教学层面讲，要提高从事二语写作教学的教师对于文献引用能力的教学意识，将

其融入课堂教学之中，从而提高学生的文献引用能力和意识[14]。从写作者(学生)角度来说，不合理的文

献引用会降低学术论文的价值，对论文可读性产生不良影响，造成“引用矮化”的现象[15]，不利于构建

写作者声音。因此，在引用文献时，应注意写作者声音的建构涉及到写作者自身、被引文献作者和读者

三方面，并兼顾写作者声音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特征。 

2.2. 文献引用中的写作者声音 

在前人对于文献引用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对在学术写作中文献引用的研究主要从四个维度展开。 
第一个维度是文献引用的形式。Hyland [16]将其分为三类：直接引用、概述和概括。直接引用是“对

话扩展性”的，这类引用可以为写作者在评价被引文献时创造一定的话语空间，构建写作者声音。而释

义与概述是对话收缩性的，写作者利用这两种引用形式，对被引文献内容进行再语境化，将引文与写作

者声音融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属于写作者的文本语境，从而加强写作者声音[16] [17]。这三种文献引用形

式体现了语言的人际功能，实现了写作者与被引作者之间的学术对话与交流。 
第二个维度是引用内容。徐昉[18]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元语言功能视角出发，基于语言的概念功能提

出引证的内容广涉能力这一构念：引用前人研究中的概念含义、术语名称、理论模型、观点解释、研究

课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等。 
第三个维度是引用策略。引用策略是指通过引用手段与前人研究建立互动与联系，形成知识网络，

并为自己的研究构建学术背景，提供理论基础。在徐昉[18]提出的文献引用框架中，引用策略被分为六类，

分别是独立归属，参考例证，溯本求源，采纳应用、关联/比较、综合归纳。 
第四个维度是引文融入语篇的方式。徐昉[18]指出，在语篇融入的过程中，以最合适的文本形式，协

助作者表达立场观点和建立人际互动关系，要求融入文本的引用方式自然、多样、合理。语篇融入方式

可以具体分为两类：融入式引用和非融入式引用。非融入式引用是指将引用的作者信息放于句尾括号内，

独立于句子信息之外，强调引文内容而非被引作者，且不会影响写作过程中的语篇连贯性，能够完整明

确地传达写作者的声音。融入式引用将作者信息作为一个语法成分融入句子结构之中，强调被引作者的

观点立场，一旦使用不慎，可能会导致“购物清单”式的文献引用，并弱化写作者的声音。 
如上所述，文献引用作为一个重要的话语特征，对于构建写作者声音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本研究通

过分析国内外初级研究者(博士)论文的四个部分：引言、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结果讨论，来探讨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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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在国内外博士初级研究者论文的引文中有何异同。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如下： 
在国内初级研究者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对于采用直接引用、概述和释义的引用形式构建写作者声音

是否存在差异？ 
在国内外初级研究者撰写的博士论文的不同章节中，引用内容有什么不同，写作者的声音又是如何

构建的？ 
在国内外初级研究者撰写的博士论文的不同章节中，所采用的引用策略有什么不同，写作者的声音

又是如何构建的？ 
在国内外初级研究者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如何通过使用融入式引用和非融入式引用构建写作者声音

是否存在差异？ 

3. 研究方法 

3.1. 语料 

本研究搜集了近 20 年语言学博士论文，建成两个语料库：1) 中国本土初级研究者(博士)论文库；2) 
国外初级研究者(博士)论文库。由于学位论文只能代表母语为汉语和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群体的学术英语

写作特征，无法代表成熟的专业写作特征，本研究界定博士论文写作者为初级研究者。其中，国内博士

论文在中国知网以“应用语言学”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并在资源类型中选择“博士”；国外博士论文在

英国硕博论文搜索平台以“Applied Linguistics”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并选定资源类型为“博士”级别的

论文，同时，为最大程度确认国外初级研究者的身份，本研究仅选取姓名为日耳曼或罗马起源的国外初

级研究者的论文。为确保两个语料库的可比性，每个语料库均包含 20 篇博士论文，每篇论文不包括摘要、

表格、图表、标注、脚注、文献、附录和致谢。两个语料库详细信息见表 1。 
 
Table 1. Corpora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junior researchers  
表 1. 国内、国外初级研究者博士论文语料统计信息 

语料 数量 专业 论文类型 语料文本字数 论文来源 

国内 20 语言学 博士论文 1,039,122 中国知网(CNKI) 

国外 20 语言学 博士论文 1,108,090 英国硕博论文搜索平台(ETHOS) 

3.2. 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语言的三大元功能角度为基础，对徐昉[18]提出的文献引用框架进行了补充，加入了文献引

用实现方式[19]这一维度，从引用内容、引用策略、文本特征、引用形式四个维度对文内引用进行分析与

标注，具体分析框架见表 2。此外，本研究采用关于报道动词的分类(见图 1)，将其作为动词支配融入式

引用的一部分，来探讨国内、外初级研究者对于被引文献的立场与态度。 
 
Table 2.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itations 
表 2. 文献引用分析框架 

概念功能(引用内容) 人际功能(引用策略) 语篇功能(文本特征) (引用实现形式) 

引用研究课题/内容 
引用概念/定义/名称 

引用理论/模型 
引用研究方法 
引用研究结果 
引用观点/解释 

独立归属 
参考例证 
溯本求源 
采纳应用 
关联比较 

非融入式引用 
融入式引用 

(包括： 
作者名称融入式、 
动词支配融入式) 

直接引用 
概述 
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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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axonomy of reporting verbs (Hyland, 2002) 
图 1. 报道动词分类(Hyland, 2002) 

3.3. 数据分析 

本研究主要分三步进行数据分析。首先，根据表 2 中的分析框架，对语料中引文的引用内容、引用

策略、引用形式、文本融入形式进行人工标注。其次，利用 Antconc 语料库分析软件对语料进行检索，

统计文献引用在四个不同维度的使用情况。再次，在此基础上展开定量和定性分析和讨论，来探索国内

外初级研究者在学术写作中对于各类引用的使用偏好，从而探讨国内外二语写作者在学术写作中构建写

作者声音上的异同，以及文献引用能力对二语学术中写作者声音构建的影响。 

4. 写作者声音建构和文献引用能力的关系 

4.1. 引用形式 

从整体来看，国内外初级研究者在三种引用形式的频次上相差不大(具体数据见表 3)，两组研究者对

“概述”的使用频次大概均是“直接引用”和“释义”的 3 倍。“概述”允许作者将所引用内容以写作

者的文本语境重新描述，并将其与写作者的声音融合；将不同前人的研究编织在一起以支持写作者的论

点，文本则可以有效展开，从而使写作者声音清晰地建立在现有网格化的文献基础之上。 
 
Table 3. The distribution of citation forms in the papers of junior researchers at home and abroad (%) 
表 3. 国内外初级研究者论文中的引用形式分布情况(%) 

 国内初级研究者 国外初级研究者 

引用形式 频次 每千字 占比(%) 频次 每千字 占比(%) 

直接引用 545 0.52 18.11 685 0.62 21.98 

概述 1912 1.84 63.54 1835 1.66 58.89 

释义 552 0.53 18.35 596 0.54 19.13 
 

从引用形式的具体差异来看，与普遍预期相反，国内初级研究者在“概述”的使用上略高于国外初

级研究者，而在“直接引用”这种形式的使用上略少于国外初级研究者。Petric [20]和 Peng [7]对高、低

水平写作者的论文研究均指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使用直接引用的频率要远高于低水平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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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 所示，在对本研究语料进一步探究发现，国外初级研究者的引文平均较短(14.12)，他们更高

频次地使用了“引用片段”(514 次)和“简短引用”(122 次)，且这些片段都被融入到了写作者文本话语

中。未进行加工的“直接引用”或“扩展引用”通常对所引用内容未加以评论，容易造成写作者声音的

边缘化，导致自我观点的缺失，不利于写作者表达个人立场，而“引用片段”和“简短引用”则为写作

者声音建构留有足够的空间，写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文本语境，融入自己的声音，表达个人立场。 
 
Table 4. Types of direct quotations (%) 
表 4. 直接引用类型(%) 

 国内初级研究者 国外初级研究者 

 频次 每千字 占比(%) 频次 每千字 占比(%) 

引用片段 392 0.38 71.93 514 0.46 75.04 

简短引用 101 0.10 18.53 122 0.11 17.81 

扩展引用 52 0.05 9.54 49 0.04 7.15 

引文字数(每千字) 8752 (8.42) 9674 (8.73) 

平均字数 16.06 14.12 

4.2. 引用内容 

学术写作者声音的有效构建，需要所引用的文献内容广泛全面，能够辅助突出学术论文各章节的修

辞功能。从表 5 可知，国内外初级研究者在论文的不同章节中所引用内容的重点存在异同。 
首先，学术论文引言部分通常以确立研究领域开始，继而通过概述性地引用前人的研究指出研究空

白，最后阐明作者的研究如何填补空白[21]。数据显示，国内初级研究者在论文引言部分的引用内容主要

是观点解释，频次高达 67.95%，而对课题内容的引用只占 20.96%，对于理论模型和研究结果的引用则更

少，占比分别为 6.99%和 4.10%；国外初级研究者对于观点解释(49.54%)及课题内容(35.78%)的引用频次

相差较小，对于理论模型和研究结果的引用同样较少，占比分别为 5.05%和 9.63%。相较于国外初级研究

者，国内初级研究者在引言部分对所选研究课题的熟悉程度和其确立研究空间合理性方面略为薄弱，进

而导致作者声音的建构缺少基本的文献支撑。 
第二，通过文献引用，可以使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形成一个由远及近的良好架构。“文献综述部分

首先提供研究的远景，即相关的课题内容；然后过渡到中景，即综述前人的研究发现；最后呈现研究近

景，即围绕作者拟探讨的问题，具体阐释前人观点”[22]。统计结果表明，国外初级研究者随着远景(课
题内容：18.50%)到中景(研究结果：21.20%)，再到近景(观点解释：32.08%)的发展，不同内容的文献引

用总量不断递增，这和徐昉[22]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是，国内初级研究者在中景(研究结果：21.25%)
的引用上远低于国外初级研究者(研究结果：28.70%)；其大部分引用内容集中在对前人观点的解释上，

即研究近景(观点解释：46.60%)。这说明国内初级研究者没有通过恰当引用文献，协助作者架构一个层

次分明的知识图谱，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作者在提出研究问题、构建研究团体共识时的声音建构。 
第三，研究方法部分需要描述所采用的设计与方法并证明其能够有效解决研究问题。统计显示，国外

初级研究者大量引用前人学者的研究方法(31.19%)，其次引用观点解释(26.84%)、概念定义(25.69%)和理论

模型(8.94%)。而国内初级研究者则过多引用概念定义(30.22%)和观点解释(33.93%)，对于前人的研究方法

则引用相对较少(26.70%)，理论模型最少(8.88%)。这个对比结果表明国内初级研究者在研究方法部分的引

用重点略有偏失，在呈现自己的研究设计与方法时，没有重视需要通过引用的形式告知读者前人为解决类

似问题，采用了何种研究设计或方法，对设计和方法是否存在争议等，写作者声音建构的理据较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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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结果讨论部分需要交代研究发现及其意义，阐释自身研究发现与前人研究有何关联，并为后

续研究提供启示。通过对比国内外初级研究者论文的结果讨论部分，可以得知国内初级研究者注重与前

人研究结果产生关联，对研究结果的引用频次较高(57.37%)，观点解释引用较少(33.03%)。从数量上来看，

研究结果的引用量接近观点解释的 2 倍，缺乏对前人研究结果的“总结”与“评价”，不利于在研究中

阐释自身观点与“报告研究结果”，作者声音力度较弱。反观国外初级研究者在结果讨论部分的引用情

况，他们更倾向于引用观点解释，并辅以研究结果。而相比与国内初级研究者，国外初级研究者对观点

解释的引用量(55.04%)远大于研究结果的引用量(34.28%)。由此可见，国外初级研究者论文结果讨论部分

的内容重点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于把自己的研究发现与前人研究发现进行比较，另一部分通过引用

各种观点来解释和讨论所得出的研究发现，从而提升自己研究的价值，作者声音力度较强。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citation content in various parts of junior researchers’ papers at home and abroad (%) 
表 5. 国内外初级研究者论文各部分中的引用内容分布情况(%) 

  国内初级研究者 国外初级研究者 

论文部分 引用内容 频次 每千字 占比(%) 频次 每千字 占比(%) 

引言 

观点解释 282 0.27 67.95 108 0.10 49.54 

课题内容 87 0.08 20.96 78 0.07 35.78 

理论模型 29 0.03 6.99 11 0.01 5.05 

研究结果 17 0.02 4.10 21 0.02 9.63 

文献综述 

观点解释 568 0.55 46.60 522 0.47 32.08 

研究结果 259 0.25 21.25 467 0.42 28.70 

课题内容 168 0.16 13.78 301 0.27 18.50 

概念定义 139 0.13 11.40 179 0.16 11.00 

术语名称 85 0.08 6.97 158 0.14 9.71 

研究方法 

概念定义 170 0.16 30.22 112 0.10 25.69 

研究方法 152 0.15 26.70 168 0.15 38.53 

观点解释 191 0.18 33.93 117 0.11 26.84 

理论模型 50 0.05 8.88 39 0.06 8.94 

结果讨论 

研究结果 691 0.42 57.34 289 0.26 34.28 

观点解释 398 0.38 33.03 464 0.42 55.04 

概念定义 87 0.08 7.22 68 0.06 8.07 

术语名称 29 0.03 2.41 22 0.03 2.61 

4.3. 引用策略 

在引言、文献综述和结果部分，国外初级研究者的引用都以“关联比较”策略占主导地位(其中文献

综述部分的关联比较占 57.55%；引言部分的关联比较占 30.35%；结果部分的关联比较占 23.69%) (见表

6)，这与徐昉[22]的研究结果相似。可见，国外初级研究者比较重视在文献综述过程中通过引用之间的关

联和比较，来建立与课题相关的研究领域和背景；在研究方法部分，国外初级研究者搭配使用“参考例

证”(21.78%)和“采纳应用”(20.80%)两种策略(见表 6)。说明国外初级研究者倾向于通过参考和例证，

向读者介绍相关的研究设计和方法，并通过采纳和应用的策略表达在研究中对前人研究方法的传承，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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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研究的可信度，为写作者声音的建构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结果讨论讨论部分再通过引用之间的关联

比较，把自己的研究与前人的研究联系起来。“关联比较”能够较好地帮助写作者从前人的研究中获得

佐证和支持，或凸显自我研究的独特性，从而构建写作者自己的学术声音。 
国内初级研究者在引言与文献综述部分所采用的引用策略类别与国外初级研究者大体相同，由表 6 可

知“关联”的使用频次最多(52.29%)，其次是“独立归属”(25.50%)，最后是“参考例证”(16.11%)和溯本

求源(6.10%)，在作者声音建构方面差异并不明显。然而，在研究方法与结果讨论部分则有不同的策略选择。 
在研究方法部分，国内初级研究者使用“独立归属”策略(21.05%)最多、“参考例证”(18.32%)则最

少(见表 6)，这说明国内初级研究者在向读者展示研究所用的设计方法与技术时对其科学性和可信度的考

量与国外初级研究者存在一定的差距，写作者声音建构缺少支撑。 
在结果讨论部分，与国外初级研究者更多使用“关联”(23.69%)和“比较”(21.28%)策略不同，国内

初级研究者使用频次最高的引用策略是“比较”(26.47%)，其次为“独立归属”(24.56%) (见表 6)，这说

明国内初级研究者较为注重与前人研究做比较，且过多使用“独立归属”，不利于建立研究网络，展示

自我研究价值。此外，在结果讨论部分国外初级研究者对于策略使用的种类略多于国内初级研究者，如

“参考例证”见于国外初级研究者论文的结果讨论部分，却未在国内初级研究者论文中的相同部分体现，

后者引证间的相互联系相对较弱。 
 
Table 6. Distribution of citation strategies in various parts of junior researchers’ papers at home and abroad (%) 
表 6. 国内外初级研究者论文各部分中的引用策略分布情况(%) 

 国内初级研究者  国外初级研究者 

论文部分 引用策略 频次 每千字 占比(%) 论文部分 引用策略 频次 每千字 占比(%) 

引言 

关联 103 0.10 24.88 

引言 

关联 78 0.07 30.35 

使用声明 97 0.09 23.43 使用声明 64 0.06 24.90 

参考例证 86 0.08 20.77 参考例证 57 0.05 22.18 

独立归属 74 0.07 17.87 独立归属 48 0.04 18.68 

溯本求源 54 0.05 13.05 溯本求源 10 0.01 3.89 

文献综述 

关联 935 0.90 52.29 

文献综述 

关联 793 0.72 57.55 

独立归属 456 0.44 25.50 独立归属 238 0.21 17.27 

参考例证 288 0.28 16.11 参考例证 215 0.10 15.60 

溯本求源 109 0.10 6.10 溯本求源 132 0.12 9.58 

研究方法 

独立归属 301 0.29 31.52 

研究方法 

参考例证 219 0.19 26.64 

采纳应用 209 0.20 21.88 采纳应用 191 0.17 23.24 

关联 183 0.18 19.16 独立归属 170 0.15 20.68 

参考例证 175 0.17 18.32 关联 163 0.15 19.83 

结果讨论 

比较 193 0.19 26.47 

结果讨论 

关联 118 0.11 23.69 

独立归属 179 0.17 24.55 比较 106 0.10 21.29 

关联 175 0.17 24.01 独立归属 86 0.08 17.27 

采纳应用 117 0.11 16.05 采纳应用 83 0.07 16.67 

溯本求源 65 0.06 8.92 参考例证 57 0.05 11.44 

    溯本求源 48 0.04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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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见，国内初级研究者在学术写作中要注意把握论文各个章节和语步的修辞功能，合理

使用引用策略，重视引证间的相互联系，加强写作者的声音建构。 

4.4. 文本实现形式 

如表 7 所示，国外初级研究者在论文中使用较多的是非融入式引用，超过半数(59.09%)。如前文提

到的，非融入式引用将作者信息独立于句子之外，强调写作者的观点与立场，因此能够在学术论文写作

中更好地融入和体现写作者声音；但国内初级研究者的论文中多使用融入式引用，使用数量超过一半

(54.04%)，融入式引用将作者信息作为语法成分融入句子结构(见表 8)，意在强调被引作者的观点立场，

因此在写作者声音建构方面相对较弱。 
 
Table 7. The distribution of text integration methods of citations in the papers of junior researchers at home and abroad (%) 
表 7. 国内外初级研究者论文中引文的语篇融入方式分布情况(%) 

 国内初级研究者 国外初级研究者 

语篇融入方式 频次 每千字 占比(%) 频次 每千字 占比(%) 

融入式 1653 1.59 54.05 1209 1.09 40.91 

非融入式 1405 1.35 45.95 1746 1.58 59.09 
 

从语料数据中可以看出(见图 2)，国内外初级研究者对于报道动词的使用倾向大致相同，整体来看，

研究动词和话语动词共占报道动词使用总数的 90%以上。研究动词在国内外初级研究者论文中所占比例

与 Peng [7]的研究结果相似，但研究动词所占的比例高于 Hyland [16]研究中的比例，而话语动词的比例

则低于后者的研究结果。国内外初级研究者使用了大量的研究动词来叙述研究活动，表明他们是在实践

的基础上来提出自己的命题。在具体词汇的使用方面，国内外初级研究者的偏好不同，如国内初级研究

者倾向于使用 find，discover；confirm 等，而国外初级研究者更习惯使用 identify，develop；demonstrate
等词汇；在认知动词的使用方面，国内初级研究者频繁使用表示积极或消极态度的词汇来表明自己对被

引文献的态度，如：agree，disagree 等，从而表达出较强的写作者声音，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对于

被引文献提出强烈的质疑或反对时，写作者需要确认是否有充足的实践经验或证据来支撑自己；反观国

外初级研究者，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态度中立的词汇来表达自己对被引文献的观点，如：review，conceive
等，为阐释自己的研究发现做铺垫；同时，使用礼貌语或委婉语来评价他人的研究，有利于建立客观的

写作者声音，避免将写作者的观点强加给被引作者，为学术沟通留下余地。 
由上述分析可知，为了更好地建构写作者声音，提高学术写作水平，被引文献以恰当的实现形式融

入语篇之中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在学术写作中应该有选择地将融入式引用与非融入式引用相结合，重

视报道动词的作用。 
 
Table 8. Integral citation types—the component of the author’s information in the sentence structure of citation (%) 
表 8. 融入式引用——作者信息在引文句子结构中所作成分(%) 

 国内初级研究者 国外初级研究者 

成分 频次 每千字 占比(%) 频次 每千字 占比(%) 

主语 976 0.94 59.04 606 0.55 50.13 

施动者 76 0.07 4.60 105 0.09 8.68 

附加语 204 0.20 12.34 189 0.17 15.63 

名词短语 397 0.38 24.02 309 0.28 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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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Usage data of reporting verbs 
图 2. 报道动词使用数据 

5. 结语 

本研究从引用形式、引用内容、引用策略和文本实现形式四个维度入手，探讨二语学术写作中的写

作者如何通过文献引用进行声音建构。 
研究发现，与国外初级研究者相比，在引用形式上，国内初级研究者可以灵活使用“概括”来加强

自我的立场表达、开启对话空间，但在如何将写作者声音融入到“片段引用”和“简短引用”中仍然处

于初级阶段；在引用内容方面，国内初级研究者在论文各个章节中都存在引用重点有所缺失的情况，如

在引言和文献综述部分局限于“观点解释”，欠缺对“课题内容”的引用，在研究方法部分过多引用“概

念定义”，而缺少对前人“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论证，在结果讨论部分过于关注前人的“研究结果”，

对于“观点解释”的讨论不足，未能深度剖析解读自己研究发现和价值；在引用策略方面，国内初级研

究者在方法和结论部分所采用的策略类型均存在搭配不当的问题，如在研究方法部分，将“独立归属”

与“采纳应用”两种策略搭配使用，较少使用“参考例证”策略，不能很好地达到向读者介绍相关研究

设计和方法的目的，在结论部分，将“比较”与“独立归属”两种策略搭配使用，缺少与相关研究的“关

联”，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引证的人际互动能力；在文本实现形式方面，国内初级研究者更倾向于使用

强调被引作者声音的“融入式引用”，且对于“作者信息作主语”形式使用较多，过于强调被引作者，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边缘化了写作者的声音。 
研究结果对我国新手研究者在撰写学术论文的主体部分如何引用文献具有重要的启发。文献引用中

的内容筛选、策略选择、文本融入和引用实现形式的使用，可以不同程度地反映写作者自我学术身份的

建构，影响写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教学中，教师需要强调文献引用与写作者声音建构之间的

关联和在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建构作者声音意识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在内容广涉、人际互动和

语篇融入方面提高自己的文献引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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