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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脉络与连贯--话语理解的语言哲学研究》作者杜世洪认识到连贯的哲学性质，在批判了既有连贯研
究的基础上，大胆提出：连贯不是一个规则性概念，而是规范性概念；连贯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概念
，而是一个语言哲学概念。
围绕这一点，《脉络与连贯:话语理解的语言哲学研究》探索了新的研究方法——连贯研究脉络辨析法
，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如“话语累积论”、“连贯因子库”、“纯脉连贯”和“杂脉连贯”等。
这些概念颇具价值。
这一方法的提出具有两方面的贡献：其一，把连贯研究置于语言哲学视角下来研究，这是《脉络与连
贯:话语理解的语言哲学研究》的最大贡献之处；其二，为连贯的理论化建设做出了具体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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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连贯的语言学解释　　在本章第一节第一部分中我们断言连贯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哲学概
念，而且具有开显和隐蔽的特征。
然而，到目前为止，作为哲学概念的连贯尚未有足够的哲学考察。
连贯研究多在语言学界进行，而语言学作为一种科学，自然反映的是人们看待语言的科学态度和理论
态度。
抱着关于语言的各种理论态度，连贯研究的任务似乎注定要承担从语言层面解释连贯现象的义务。
　　如果我们还记得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陈述的关于理论态度的种种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
应该提防理论态度的错误发展。
我们用理论态度去试图解释连贯这样的问题时，我们是不是会有意无意地带来误解呢？
语言学本身无罪，但语言学所倡导的所谓的科学方法，或者说语言学那类追问连贯的方法会不会引人
误人歧途呢？
　　恩克维斯特（Enkvist）打破的是企图把衔接理论作为统一理论的梦想，而张德禄渴望的却又是建
立一个理论的整体框架。
抱定某种态度，我们总倾向于把问题体系化，而在这种倾向背后，我们是不是应该提防两种极端倾向
呢？
即我们看待话语连贯现象时既不可过度简单化、狭窄化，又不可理想化、神秘化。
　　话语连贯研究可能会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连贯现象得不到彻底的解释就会变得神秘，但详
细解释就需要形成理论，而形成什么样的理论又取决于我们的理论态度。
在这尴尬面前，我们采取一种理论态度而主张连贯研究应该在“哲学一科学”的指引下，对话语连贯
做断面分析。
我们这么做，多少也是沿着维特根斯坦的路子，把连贯研究的一切事实摆到那里，把话语连贯现象中
隐藏起来的东西挖掘出来，重点对连贯这一概念做细致的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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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脉络与连贯》的核心观点——连贯是一个语言哲学问题——这一论断别具新意，而且正确
可靠⋯⋯该书探索了新的研究方法——连贯研究脉络辨析法，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如“话语累积论
”、“连贯因子库”、“纯脉连贯”和“杂脉连贯”等。
这些概念颇具价值⋯⋯　　——陈嘉映　　　　《脉络与连贯》不仅立论新、观点新，而且行文也清
新。
　　⋯⋯连贯的语言哲学研究可以算是一项勇敢的尝试。
杜世洪这本书从日常语言问题出发，认真细致地分析了话语互动的连贯本性，对连贯的语言学解释做
了批判，对连贯的哲学解释做了阐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意在建立自己的理论——“连
贯因子说”。
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贡献⋯⋯　　——钱冠连　　　　⋯⋯《脉络与连贯》具有两个突破性的观点：
第一，连贯是一个语言哲学概念；第二，连贯是一个规范性概念。
这两个观点不仅对连贯研究具有革命性价值，而且对当今语言学研究很有指导意义。
这本书展示了作者创建理论的抱负，体现了语言研究的精神。
　　——潘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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